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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參訪加拿大漁業與海洋部總部及加拿大 Maritime Region 兩地，就加拿大

中 央 規 劃 及 地 方 執 行 海 洋 其 他 有 效 保 育 區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簡稱為 OECMs)之相關管理計畫與執行現況進行瞭解，

內容涵蓋加拿大海域空間規劃介紹以及 OECMs 之政策架構、識別標準、評估程

序及法律基礎，以及透過生物多樣性保育惠益(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enefits，

簡稱為 BCB)之概念，評估海域 OECMs 之保育成效；此外，加拿大強調與合作

夥伴、利害關係人之對話溝通、建立互信基礎與網絡，並持續認定海域 OECMs

後之持續管理與監測工作；針對加國內部反對與歧見，邀請學者專家、非政府組

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簡稱為 NGOs)等代表進行對話溝通，以凝聚

社會共識。 

借鑒加拿大於海洋保育制度上之框架與推動海洋保育政策之經驗，據以評估

我國相關規範和管理框架，以有效推動國內海域 OECMs 政策之落實。本次參訪

亦藉機說明我國海洋保育成果及完成制定海洋保育法之關鍵里程碑，所得成果為

臺灣海域 OECMs 後續政策制定與國際合作提供參考依據，也奠定臺灣與加拿大

於海洋保育工作上持續合作的友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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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接軌加拿大於海洋保護區及其他有效保育措施之區域(OECMs)網絡推展

情形，充分瞭解加國OECMs之認定程序、管理計畫及相關推動經驗，並就國際自

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簡稱為IUCN)與加拿大國內之海域OECMs評估認定標準進行討論，參考加拿大海

洋保護區及海域OECMs之政策框架與法規設計，藉由汲取他國推動海洋保護區

政策之形成過程與法規範設計，系統性推動臺灣海洋保護區及OECMs，強化我國

整體海洋保育政策。 

  



2 
 

二、參訪過程 

(一) 我方參訪人員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與職稱 

黃玲玉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綜合規劃組專門委員 

陳彥宇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綜合規劃組科員 

柯佳吟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教授 

李玲玲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趙榮台 農業部林業試驗所副所長(退休) 

張貴鈞 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盧玨寧 國立臺灣大學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位學程博士生 

許家芸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學士生 

(二) 加拿大方與會人員名單 

會面

日期 

姓名 服務單位與職稱 

8/19-

20 
Jasmine Jarjour 

經理(Manager)，國際海洋政策，加

拿大漁業與海洋部 (International 

oceans policy,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8/19-

20 
Natalie Lopez 

顧問(Advisor)，海洋規劃與保育，

加 拿 大 漁 業 與 海 洋 部 (Marine  

Planning and Conservation,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8/19-

20 Andrea Mast 

顧問(Advisor)，海洋規劃與保育，

加 拿 大 漁 業 與 海 洋 部 (Marine  

Planning and Conservation,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8/19 Georgina Galloway 

組長(Director)，推廣、參與與夥伴

關係，海洋規劃與保育，加拿大漁

業與海洋部(Outreach, Engagement, 

and Partnerships, Marine Planning 

and Conservation,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8/22 Doug Wentzell 

分部長(Regional Director)，加拿大

漁業與海洋部，貝德福德海洋研究

所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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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8/22 Glenn Herbert 

區域經理(Regional manager)，海洋

規劃與保育計畫，加拿大漁業與海

洋 部 ， 貝 德福 德 海洋 研 究 所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8/22 Lindsay Weber 

資 深 政 策 顧 問 (Senior Policy 

Advisor)，政策與經濟產業，加拿大

漁業與海洋部，貝德福德海洋研究

所(Policy and Economics,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8/22 Maggie Bumbrey 

政策顧問(Policy advisor)，政策與

經濟產業，加拿大漁業與海洋部，

貝德福德海洋研究所 (Policy and 

Economics,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8/22 Sarah Saunders 

社會科學家(Social scientist)，政策

與經濟，加拿大漁業與海洋部，貝

德福德海洋研究所 (Policy and 

Economics,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8/22 Stephen Cole 
加拿大海岸防衛隊(Coast Guard of 

Canada) 

8/23 James Kesten 

戰略夥伴關係主任 (Director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s)，海洋創業與

創 新 中 心 (Center for Ocean 

Ventures and Entrepreneurship, 

COVE) 

8/23 Gregor Reid 

組長(Director)，海洋應用研究中心

(Centre for Marine Applied 

Research) 

(三) 參訪行程規劃 

日期 
時

間 

主題 地點 目的 預期效益 

08/17 
 前往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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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8 
會前準備 航程約需 19 小時，抵達日期為台灣時間

8/18 凌晨 

08/19 

上

午 

參訪介紹、加

拿大海洋保

育政策說明 

加拿大漁業

與海洋部總

部 

(Department of 

Fisheries and 

Oceans ) 

瞭解加拿

大海洋保

育政策框

架和推動

細節，提

供我國制

定海洋育

政策參考 

借鑒加拿大

海洋保育政

策之成功經

驗，強化我

國海洋保育

政策制定及

科學基礎建

立 

下

午 

加拿大與臺

灣海洋保育

政策討論 

透過與加

拿大就海

洋保護區

與OECMs

領域之法

規政策進

行交流，

並介紹我

國海洋保

護區及海

洋保育法

推動現況 

藉由瞭解加

拿大方面之

海洋保育政

策，俾作為

未 來 我 國

OECMs 認定

流程草案之

參考 

08/20 
上

午 

加拿大識別

與認定海域

OECMs(含案

例分享)經驗 

藉由瞭解

加拿大海

域OECMs

成 功 案

例，借鑒

其管理措

施與建立

科學調查

基礎等經

驗 

提供 OECMs

認定和管理

方面之程序

參考，俾完

善我國海洋

保護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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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午 

海洋保護區

和 海 域

OECMs 面臨

之挑戰與未

來推動規劃 

探討海洋

保護區和

OECM 面

臨之挑戰

及其未來

規劃，並

尋求解決

方案 

藉由探討加

拿大遭遇之

挑戰，提供

未來臺灣海

洋保護區和

OECMs 參

考，並就規

動規劃交流

討論 

08/21 
 

前往哈里法

克斯(Halifax)

與行程確認 

國內航程約需 4 小時 

08/22 

上

午 

Halifox 地區

(Maritime 

Region) 參 訪

介紹、區域

DFO 簡介：

中央和區域

管理之間之

分工與互動 
貝德福德海

洋 研 究 所

(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瞭 解

Halifox 區

域DFO之

運作模式

與部門分

工，並瞭

解在地推

動案例 

獲取不同層

級管理之經

驗，提供未

來海洋保育

在地治理等

規劃提供參

考 

下

午 

Halifax 海域

OECMs 介

紹、無人探測

器試驗場參

觀、海洋保育

與科學調查

等互動 

瞭 解

Halifax 海

域OECMs 

之具體運

作和海洋

探測技術

發展、科

學觀測於

海洋保育

之應用 

探索適合我

國 海 域

OECMs 與科

學監測等領

域之合作模

式，以期提

升保育措施

成效 

08/23 
上

午 

COVE 海 洋

創業與創新

中心參訪 

COVE 海洋創

業與創新中

心 

瞭解加拿

大海洋科

技研究與

產業結合

之創新發

展情形與

實際應用 

藉由瞭解該

中心推動海

洋科技研發

產 業 之 發

展，瞭解海

域OECMs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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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等科學基

礎之工具 

下

午 

海洋應用研

究監測與資

料庫參訪 

海洋應用研

究中心 

參訪海洋

應用研究

中心 

瞭解加拿大

海洋調查資

料庫就資料

蒐集、研究

工作、監測

回報等推動

情形 

08/24-26 返國 
航程約需 19 小時，抵達日期為臺灣時間

08/26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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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交流重點說明 

1. 113 年 8 月 19 日，拜訪加拿大海洋及漁業資源部 

為深入瞭解加拿大於海洋保護區及 OECMs 之認定與推動案例

過程，與加國海洋保育政策結合在地團體、多元利害關係人互動經

驗，本署於 113 年 8 月 19 日上午 9 時由黃玲玉專門委員、陳彥宇

科員及國立臺灣大學柯佳吟教授、李玲玲兼任教授與農業部林業試

驗所趙榮台前副所長拜訪加國漁業及海洋部(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由加拿大漁業及海洋部國際海洋政策經理 Jasmine Jarjour

接待並邀請相關業務同仁說明，以瞭解加拿大自 2018 年起推動

OECMs 之經驗、海洋生態系統調查及保育法規框架等，以強化我

國海洋保育政策之制定及科學基礎資料建立。是日討論議題摘要如

下： 

(1)主題一：拜訪緣由、聽取加拿大海洋保育國際政策簡介 

加拿大積極參與生物多樣性及物種保護，特別是《生物多

樣性公約》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中的各種目標。作為生物多

樣性豐富的國家，其特別注重實現 30x30 的全球保護目標，致

力於保護其海洋資源並促進生態多樣性。此外，加國亦參與全

球多項海洋保護聯盟，包括全球海洋聯盟、美洲保護海洋倡議

及與拉丁美洲國家合作之東北太平洋夥伴合作，以促進海洋連

通性。 

於國際間，加拿大已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國家管轄

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協定》（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BBNJ），

預計將完成國內審核並正式批准此協議。在氣候變遷方面，加

國積極推動《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以提升海

洋於氣候變遷應對中的角色，並預計在即將舉行的 2024 年聯合

國氣候變化大會(COP 29)上與智利合作推動該議題。 

此外，加拿大重視打擊非法、未報告和無規範之漁業（IUU 

fishing），近期與我國進行了相關會議交流並深化合作，預計進

一步推動在印太地區的行動。另加拿大參與美加墨三國的東北

太平洋夥伴合作宣言，並與美國和非政府組織展開合作。加拿

大在國際漁業管理方面，通過國際漁業政策小組及 RFMOs（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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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漁業管理組織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推動協同發展，以確保 RFMOs 與 BBNJ 的目標一致。 

在國內，加拿大漁業與海洋部參與海洋空間規劃，平衡生

態需求與人類利用。礦產和採礦管理由加拿大全球事務部和自

然資源部負責，而航運則由加拿大運輸部監管。海洋空間規劃

程序連接各聯邦機構，通過地區委員會促進決策協調，保障海

洋保護和永續發展。 

(2)主題二：加拿大海域 OECMs 之指引與 IUCN 指引差異討論 

加拿大基於科學委員會建議於 2016 年發布海域 OECMs 之

臨時指引，藉以推動 2017 年 5%和 2020 年 10%之海洋保護覆

蓋率。至 2018 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通過了有關

OECMs 之定義及其指導原則、共同特徵和識別標準，隔年國際

自然保育聯盟 IUCN 便發布相關指引1，強調治理和管理的原則

及標準。此指引更指出「OECMs 目標在於提供生物多樣性成果，

無論其設立之主要目的為何」。 

至 2019 年，加國政府制定了適用於所有聯邦海洋 OECMs

之保護標準，要求有效減少生物多樣性風險。2022 年 12 月，

更新版指引進一步闡述了「海域 OECMs」概念，適用於國內相

關政策框架與評估標準。根據此指引，加國海域 OECMs 候選

區域需滿足多項標準，確保該區域能提供長期的生物多樣性保

護成果。 

加拿大針對 OECMs 制定了嚴格的標準，強調必須提供至

少三項生物多樣性保育惠益（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enefits, 

BCB）2，包括對重要物種和關鍵棲地之保護。2022 年指引更進

一步明確了 OECMs 之認定條件，確保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果具

有長期效益，且無固定時間限制3。至於人工設施等是否能成為

OECMs，端視其是否符合前開認定標準，以及空間劃界、管理

 
1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發布「Recognising, Reporting and Supporting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 指 南 ： 網 站 連 結 ： https://iucn.org/news/protected-areas/201911/iucn-publishes-new-guidance-

recognising-reporting-and-supporting-other-effective-area-based-conservation-measures 
2  加拿大漁業和海洋部(DFO)於《2022 年認可海洋其他有效區域保護措施(OECM)指南》針對生物多樣性保育惠益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enefits, BCB）進行解釋與釐清，網站連結：https://www.dfo-mpo.gc.ca/oceans/publications/oecm-

amcepz/guidance-directives-2022-eng.html#_Toc120022795 
3 加拿大漁業和海洋部(DFO)於 2022 年 12 月 9 日發布《2022 年認可海洋其他有效區域保護措施(OECM)指南》，網站連

結 ： https://www.canada.ca/en/fisheries-oceans/news/2022/12/2022-marine-other-effective-area-based-conservation-

measu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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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治理等要求。 

加拿大海域OECMs與MPAs雖然都旨在保護生物多樣性，

但在管理標準和法律框架上存在差異。MPAs 依賴於強制性法

律，禁止特定工業活動，而海域 OECMs 通過風險管理進行逐

案(case-by-case)評估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保護。OECMs 不依賴單

一法律，而是根據實際需求採取不同法律機制以保護特定生態

系統，強調成果導向更具靈活性。 

(3)主題三：加拿大認定海域 OECMs 之程序及權責分工 

加國於建立、認定及管理海域 OECMs 之過程，首先需針對

特定地理空間進行明確定義，並在該區域內施行措施以保護重

要物種、棲地或生態系統。 

主管機關針對該區域內之現有或潛在活動進行管控，允許、

禁止或限制某些活動，並確立長期之保護措施。海域 OECMs 之

管理機關(構)可能涵蓋聯邦許多部門，具體根據保育目標選擇

妥適之法律政策工具，如 DFO 利用《漁業法》管控漁業活動，

而國家公園管理局則主責保護沉船等水下文物遺址。DFO 與其

他相關機關(構)互相協調合作，確保各該地點持續符合 OECMs

之標準，並定期管理與調整區域措施。因非政府組織及社區無

直接管轄權，主要協助實施長期監測與管理。 

目前加拿大海域 OECMs 以禁漁區海洋庇護所 (Marine 

Refuges)為主，DFO 多與其他政府部門（如國家公園管理局、

環境部、運輸部等）建立跨部門合作小組，從決策層級到執行

部門等資訊流通。DFO 亦持續尋找「潛在海域 OECMs」，致力

於 2030 年前保護 30%之海域面積，並積極接觸各區域合作夥

伴和利害關係人，以評估新區域納入海域 OECMs 或海洋保護

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之可能性。 

加拿大海域 OECMs 的認定均由 DFO 進行，並基於生物多

樣性等風險管理措施確保維護生物多樣性。 

管理層面通過法律、政策、傳統文化之實踐等檢核形式，

依據指引標準設計評量模板檢核。若保護效益消失，DFO 部長

可主動撤銷 OECMs 地位。然而，目前加國就 OECMs 重新評估

之架構未制定完成，DFO 考慮每 5 至 10 年進行一次通盤檢討。 

實際管理部分，目前係由 DFO 與外部團體、學者專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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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原住民族和環保組織合作，共同管理與資助 OECMs 之長期

維護運作。 

(4)主題四：加拿大海洋庇護所(Marine Refuges)定義和定位 

加國目前之海域 OECMs，名稱均為海洋庇護所(Marine 

Refuges)，均屬禁漁區。依據 2023 年 12 月報告，約有 60 處海

洋庇護所佔加拿大海洋區域 5.7%。海洋庇護所根據漁業法設立，

主要透過禁止特定捕魚方式和活動，保護珊瑚、海綿等重要棲

地及生態系統，確保生物多樣性。 

DFO 負責海洋庇護所之管理及認定過程，並採用嚴格標準

審核。此外，DFO 重視多方合作，包括學術界、工業界及原住

民團體等非政府意見，以進一步推動海域 OECMs 之有效管理

與永續發展。雖然現階段海洋庇護所多集中於聯邦管轄水域之

「遠海區域」，但其上之管理措施較為靈活多變，部分區域「僅

禁止底拖網等特定漁具」，以減輕人類活動風險的保育目標。 

此外，DFO 考慮於每 5 至 10 年進行檢討，以確保符合生

物多樣性標準。透過加國《漁業法》及《海洋法》之協同規範

管理，加國將根據海洋適應性管理原則，適時調整保育方向及

政策工具，逐案評估是否將 OECMs 調整為 MPAs，以達完全保

護。 

(5)主題五：加拿大海洋保育之公眾參與 

加國海洋管理政策正逐步轉向「綜合海洋管理」，以因應各

種來自海域使用之壓力並平衡環境與經濟需求。就加國而言，

海洋領域在貿易、食品安全、電信與再生能源等領域扮演重要

角色，全球貿易 90%係透過海運，且 95%之電信流量由海底電

纜傳輸。自 2018 年起，加拿大積極參加國際框架，強化整體海

洋空間規劃及區域保護措施，2024 年秋季將推出四個新的海洋

空間規劃。 

DFO 作為漁業和海洋之主管機關(構)，非常重視與各級政

府及原住民社群之合作，建立多層次利害關係人參與平台，採

用生態系統導向，結合科學和傳統知識，促進透明與共同決策，

並逐案依據相異之活動與區域需求來決定參與層級與合作方式，

例如：在原住民領土上尊重在地決策權，並透過科學數據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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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挹注及輔導等協助，落實 OECMs 在地經營管理。 

(6)主題六：加拿大海洋保育未來展望 

加拿大現已實現 2030 年海洋保護面積目標之一半，達成

15%之海洋保護面積覆蓋率，包括 5.7%的海洋 OECMs 和其餘

之 MPAs。加國政府承諾於 2025 年達到 25%，2030 年達到 30%

之覆蓋目標。 

此外，最新公布之海洋保護專案「大熊海（Great Bear Sea）」

4透過與原住民在地族群合作之創新融資模式，為未來 OECMs

科學監測、能力建構與保育、經濟發展提供永續發展之基礎，

亦彰顯綜合海洋管理之重大進展。 

(7)主題七：臺灣海洋保育法規之重要性與海洋保護區與 OECMs 推

動現況 

由本署黃玲玉專門委員向加國說明本署施政願景、政策推動

目標，並說明我國海洋保育與漁政機關之互動關係，藉以對照

加國政府體制。此外，更說明我國推動海洋保護區之情形與跨部

會溝通聯繫之經驗。 

此外，更補充我國海洋保育之立法動態，說明我國海洋保

育法相關重點並簡介審議會機制，加國反饋海洋保護區或

OECMs 透過民眾參與進而劃設，已充分展現在地治理之精神，

然需特別關注在地團體溝通等意見交流工作，如何凝聚漁業、

原住民等團體之共識，期待我國有相關經驗後向其分享。 

對比加國體制，群眾溝通等工作為政府首要推動之要務之

一，然於社會凝聚一定共識後，其海洋保護區及 OECMs之認定

權仍由主管機關掌握，是以，就我國海洋保育審議會之設計感

到好奇及敬佩，透過賦予否決權等設計，充分落實公民參與機

制。 

(8)主題八：辨識利害關係人和合作夥伴 

加國於海洋空間規劃與海洋保護區的推動過程中，強調與

利害關係人和合作夥伴的積極參與。 

DFO透過提供教育培訓、資源挹注及資金提供等方式，協助

 
4  加 拿 大 漁 業 和 海 洋 部 (DFO) 就 大 熊 海 （ Great Bear Sea ） 之 簡 介 ， 網 站 連 結 ： https://www.dfo-

mpo.gc.ca/oceans/collaboration/indigenous-led-projects-dirigees-par-autochtones/great-bear-sea-mer-e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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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有效參與並承擔在地監測管理之責任。劃定海洋保護

區域之邊界並非於最初階段即確定，而須依靠高度在地諮詢與

參與，特別是尊重原住民團體、群眾之意見。為強化合作之透

明度，DFO 利害關係人角色及影響程度之區分，並與既有之管

理機關(構)進行合作，減少重複參與之程序資源耗費亦可運用

既有信任基礎。 

前開模式確保當地組織及社區之成果得到認可，並透過宣

傳和媒體曝光展現其貢獻成果，並進而吸引更多民眾意識提升

並進而投入。這種參與式方法有助於建立實質夥伴關係，並確

保各方在決策中的角色明確化。 

2. 113 年 8 月 20 日，續拜訪加拿大海洋及漁業資源部 

於加拿大漁業及海洋部次日，由 Jasmine Jarjour 主責接待，並

邀請 Natalie Lopez、Andrea Mast 海洋保護區業務承辦人員，就 DFO

推動海洋保護區及 OECM 與漁業從業者之互動關係、實際案例進

行交流。是日討論議題摘要如下： 

(1)主題一：DFO 與漁業產業之互動關係 

加拿大擁有豐富漁業資源，漁業在其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

色，加拿大漁業協會在政治上具備相當影響力，成為海洋保護

區討論過程之主要利害關係人。DFO 重視與漁業界之接觸，先

期交流有助於維繫雙方互信關係，儘管就某些議題上看法不一，

但大多能達成共識。 

在劃設禁漁區以保護瀕危物種時，與漁業團體的充分溝通

至關重要，不僅能使漁業團體參與相關決策，也有助於制定有

效的保護計畫。DFO 透過講述與公眾和產業討論海洋保育工作

重要性的案例，強調保護對漁業及整體海洋產業長期益處，引

導漁民將禁漁區視為海域 OECMs，以推動漁業資源永續發展，

並提高漁業產業之大眾形象。 

加國不同地區之漁業交流方式各異，通常成立漁業委員會

或理事會，並與 DFO 代表進行初步討論。DFO 總部則負責國

家政策層面之協調，並確保地方層級和國家層級間之資訊流通。 

當區域進行重大措施時，DFO 會通知相關區域代表，確保

各方充分瞭解知悉。這種多層級之合作和溝通機制，以目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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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效促進了漁業界和海洋保育工作間的良性互動。 

(2)主題二：加拿大海域 OECMs 之決策流程與模式 

加國海域 OECMs 之討論多由漁業資源管理部門 DFO 主

導，並與相關非政府合作夥伴及利害關係人進行交流溝通。這

些討論主要集中於建立「區域性保護措施」，特別是在漁業區域

封閉、限制的情況下。DFO 與利害關係人共同合作研討，就法

規政策禁令與管理措施進行意見交流，例如：敏感海域底棲區

域禁止底拖漁具等限制措施。 

與 MPAs 相比，OECMs 之認定過程較為靈活，重點在於區

域性保育措施之許可。某些情況下，海洋相關產業或環保團體

會向 DFO 提出申請，請求認定特定區域為 OECMs。接著政府

部門將會評估是否成立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並非 OECMs

認定之必要前期步驟，但在 MPAs 指定過程中，這些委員會扮

演著重要角色，協助制定保護目標、確定區域邊界及活動規範

等工作。 

MPAs 之劃設需經過正式監管程序，由加拿大內閣或相關

部長進行最終批准。於此程序中，DFO 之科學家會顧問委員會

合作，提供必要科學證據與資料，確保決策係基於充分之科學

數據與利害關係人意見所作成。另外，公眾宣傳與實質參與也

至關重要，應確保決策過程透明並取得大多數民意理解。 

相關科學調查及意見蒐集文件經區域 DFO 審查完畢後，將

送由中央 DFO 進行最終審核。一旦獲得批准，申請之區域 DFO

將起草備忘錄，提交海域 OECMs 認定申請建議，並由 DFO 部

長決定是否接受。過程中，DFO 各層級多共同合作，平衡漁業

與海洋保育之多方利益，確保有效管理與科學監測工作之充分

落實。 

(3)主題三：加拿大海域 OECMs 案例交流討論 

A.Lull/Hoeya 英屬哥倫比亞省保護區—與原住民共同進行保育 

Lull/Hoeya 位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British Columbia)

太平洋沿岸之北部大陸棚，是重要的海洋禁漁區5。區域內禁止

 
5 加拿大漁業和海洋部(DFO)就 Lull/Hoeya 海洋庇護所之簡介，網站連結：https://www.dfo-mpo.gc.ca/oceans/oecm-

amcepz/refuges/lull-hoeya-e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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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休閒及食品、社會和祭儀性魚類捕撈活動，前開禁止事

項係為保護珊瑚、海綿等生態系統，並促進長期保育及物種多

樣性。 

加國將食物、社會和祭儀性捕魚活動視為原住民捕撈權利，

因此該禁漁區在生態和文化方面均具重要性。Lull/Hoeya 禁漁

區之生物多樣性保育效益包括保護珊瑚、海綿、鮭魚及獨特棲

地，如河口、海草床和海帶林。根據加拿大 OECMs 指引，此

區應符合至少三項生物多樣性保育惠益(BCB)之最低要求。 

Lull/Hoeya 之保護措施及成效屬於原住民族、政府部門

(DFO)及英屬哥倫比亞省政府通力合作之成果。該區域之推動

係由當地原住民於 2021 年啟動，且加拿大法律允許原住民基於

自主決定權宣布、管理自己的保護區，政府尊重其文化傳承也

認可此類區域作為海域 OECMs。 

DFO 透過區域海洋管理計畫與在地原住民族合作，於該海

域 OECMs 中共同參與監測及管理工作。區域海洋管理計畫主

要提供資金並培訓在地原住民族，讓在地團體負責監測作業。

這些調查項目旨在提升對敏感海洋生態系統的保護，並幫助監

測這些區域的生物多樣性隨時間的變化。例如：原住民族負責

執行潛水調查，將相關調查數據結果進行分析，有助於管理單

位更瞭解區域內珊瑚、海綿等海洋生態系統之變化，並確定敏

感區域分布，俾利持續有效管理。另一方面，DFO 相關計畫資

助對象不限於原住民族，諸如學術機構、非政府組織等也在其

他地區獲得資源挹注，用於支持類似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 

除此之外，DFO 負責相關監測工作，並透過在地守護計畫

等形式支持原住民就地進行保育行動。前開案例顯示了在地原

住民如何主導保護區之設立，且政府的角色成為合作夥伴的一

員。 

前開 OECM 之認定不僅滿足了生態端需求，對原住民亦有

文化傳承和傳統意義。後續，政府部門透過在保育過程中的參

與進一步強化了這些保護措施，並增進了生物多樣性保育成效。 

B.Disko Fan 保育區—與因紐特人合作 

Disco Fan 位於加拿大東側北極生物區，為獨角鯨越冬棲地

和重要珊瑚生態系區域。此區採取漁業禁限制措施，禁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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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棲魚類捕撈行為以保護生物多樣性。 

該保護區內至少具備三種生物多樣性保育惠益(BCB)，包括

獨角鯨、海扇珊瑚、竹珊瑚及其他底棲魚類和無脊椎動物，如

格陵蘭大比目魚等具生態及商業價值之物種。 

經加拿大 2016 年進行首次 OECMs 評估，發現底棲魚類捕

撈行為對於淺層珊瑚生態系造成影響。經與在地漁民團體協商

後，調整了保護區管理規範，禁止所有底拖漁具的使用。前述

管理措施的變更使部分保育區域在 2017 年獲得了 OECMs 認

定。然而，鄰近僅限制格陵蘭大比目魚捕撈之區域，則未能符

合 OECMs 認定標準。 

努勒維特境內有 85％的人口屬位於加拿大北極圈內地區之

因紐特人，係屬原住民權利爭取運動中產生之行政區，因此於

當地管理層面，DFO 與努勒維特野生動物管理委員會(Nunavut 

Wildlife Management Board)合作建立共同管理制度。委員會提

供管理決策之建議，並參與春季漁業管理工作。另外，區域內

指導委員會由政府單位、漁業團體、原住民族及利害關係人組

成，就資訊共享、保育計畫制定及未來管理建議等事項進行討

論，主要職責是參與管理及監測工作，並確保保護區域永續效

益。 

(4)主題四：加拿大海洋保育公眾參與與原住民權利 

加國在管理海洋保護區過程中特別設立協調委員會，確保

所有主管機關(構)和利害關係人，包括原住民族、非政府組織

（NGO）、漁業界和專家學者都能公平參與並提供建議，尤其在

涉及利用程度較為複雜之保護區的管理計畫制定時。 

協調委員會由相異區域及產業代表組成，提供共識型(非投

票)建議，最終決策權仍由政府部門掌握。相關建議對於環境敏

感議題（如石油和天然氣開發）多具重要參考價值，NGO 所提

出海洋保育方面之建議時，亦可以確保政府制定保護區標準時

不受壓力影響。 

此外，海洋保護區管理中，原住民族之參與極為重要，即

使部分保護區位於離岸較遠區域，政府仍抱持開放態度且願意

與原住民團體合作，尤其是在共同管理與保護目標制定方面。

政府透過長期資助計畫以保護原住民傳統知識，如：錄製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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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等傳統知識。附帶一提，加拿大憲法規定在涉及原住

民權利必須進行正式諮詢，確保漁業捕撈過程中，原住民和其

他利益關係人獲得尊重。 

以加拿大經驗而言，落實公民參與對海洋保護區計畫推展

至關重要。自 2000 年起，DFO 每年平均召集 17 場會議，廣泛

徵求社區意見並就保護區具體議題討論，如：漁業禁限制措施

與海洋保育對海洋經濟產業之影響等議題。加國內部部分聲音

擔憂保護措施對漁業捕撈業之影響，然而，整體上大多數人是

支持海洋保育。 

(5)主題五：相關科學研究回饋於海洋保育工作 

加拿大漁業及海洋部(DFO)之海洋保育科學團隊專注於海

洋保護區和 OECMs 之相關科學研究，範圍主要覆蓋北大西洋

地區，包括新斯科舍(Nova Scotia)周圍和芬迪灣(Fundy Bay)。為

推動 2030 年達成保護 30%海洋面積的目標，DFO 採用 DNA 定

序、魚類族群追蹤、海洋化學分析及水下影像技術以監測保護

區生態。此外，針對環境 DNA（eDNA）技術之應用效果顯著，

已可檢測出新斯科舍沿岸區域多種物種，透過 eDNA 資料已可

解讀出熱帶物種之季節性變化。為提升深海保護區監測效率，

DFO 亦可開發自主式 eDNA 取樣器，用於深度達 3000 公尺之

區域。 

此外，DFO 也進行魚類聲學追蹤監測之研究，建測物種如：

鮪魚、鯊魚及鮭魚等，用以解讀遷徙模式並利用被動聲學技術，

監測鯨豚等大型哺乳類之活動，並可提供船隻噪音影響及鯨豚

棲地使用之重要資料。 

加國更運用底質調查與水下影像辨識技術，用於辨識海洋

無脊椎動物多樣性，提供未來保育政策參考。此外，DFO 也與

達爾豪斯大學合作進行海草研究，透過基因數據與氣候模型，

探索適合氣候變遷的保育策略。 

3. 113 年 8 月 22 日，拜訪加拿大海洋及漁業資源部新斯科舍(Nova 

Scotia)分部 

於加拿大漁業及海洋部次日，由 Glenn Herber 分部長、Lindsay 

Weber、Maggie Bumbrey & Sarah Saunder 說明，就 DFO 於分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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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推動海洋保護區及 OECM 之經驗，及與在地漁業從業人員之互

動關係、代表案例等進行討論交流。是日討論議題摘要如下： 

(1)主題一：加拿大 Nova Scotia DFO 簡介 

加拿大擁有 86,000 公里之海岸線，商業漁業經濟價值占總

土地價值之 34%。Nova Scotia 省共有 171 個港口，捕撈超過 70

種魚獲種類。加拿大漁業和海洋部負責管理大西洋鮭魚養殖，

其中 20%的產量來自 Nova Scotia 和新不倫瑞克(New Brunswick)

省。於是 DFO 於 Nova Scotia 及 New Brunswick 境內建造維護

瀕危大西洋鮭魚的設施。 

此外，DFO 設有兩個世界級研究機構：貝德福德海洋研究

所(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和聖安德魯斯海洋生物站

(St. Andrews Biological Station)，總計約有 1,000 名研究人員。

貝德福德海洋研究所聚集了約 600 名科學家，是加拿大最大的

海洋研究中心。此外，DFO 另設有 7 個區域辦事處，主要負責

與當地居民溝通及合作，促進地方經營。 

(2)主題二：加拿大海洋保護區之區域劃分與管理簡介與案例 

加拿大海洋管理方法強調整體海洋空間規劃，透過將海域

劃分為適當之管理單位，並根據科學數據進行協調管理。DFO

近期即將發布 Nova Scotia 首份海洋空間規劃書，詳細說明管理

組成與運作方式。 

此外，加拿大《海洋法》更專注於減少多種影響海洋環境

之壓力源，包括：海洋噪音、海洋垃圾和廢棄物。DFO 近期亦

將發布海洋噪音防治計畫，針對石油和天然氣開採、運輸、漁

業活動及離岸風電之噪音問題提出解決對策指引。 

加拿大在 MPAs 設置上亦具有悠久歷史，自 2004 年起設立

受保護區域，並於 2019 年制定聯邦政府統一標準，禁止拖網作

業、挖泥、石油和天然氣開採等破壞性活動。 

MPAs 通常只有單一區域及邊界，但部分會設置不同等級

的區域，如 The Gully 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6則被劃分為

三層保護區，核心區域因海底峽谷和瓶鼻鯨之棲地而設定為最

高保護等級。 

 
6 The Gully 保護區詳細簡介參考網址：https://www.dfo-mpo.gc.ca/oceans/mpa-zpm/gully/index-e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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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加拿大積極推動海洋保護區網絡計畫，目標在 2030

年前建立更多受保護區域(Protected Area)，並根據生物多樣性

標準進行篩選。網絡計畫中包含進行多次公民意見徵集，並利

用空間規劃模擬軟體進行區位劃分，將相關規劃結果提供民眾

參考，確保利害關係人實質參與。 

另一方面，於深海珊瑚和海綿棲地之保育方面，深海棲地

生物壽命通常較長且生長速度緩慢，受到破壞後即難以恢復。

DFO 透過漁民意見徵集調查並輔以科學調查，瞭解珊瑚分布情

況並進行保育計畫之相關規劃。部分 MPAs 透過劃設禁漁區以

提供生態系統復原之空間。 

此外，Nova Scotia 地區之 OECMs 亦多位於深海大洋區，

其監測挑戰較大，就 DFO 當局之目標係在 5 到 10 年內，建立

數據庫進行成效評估。另，DFO 亦經常性與學術界及其他國家

如：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合作進行跨域研究，共同進行海洋保育

措施之有效性檢討。 

(3)主題三：加拿大海洋管理之公民參與與原住民權利 

加拿大海洋保護區管理中，原住民參與至關重要。儘管許

多保護區位於遠洋地區，原住民對其管理興趣有限，但政府仍

積極與原住民族合作，特別是在共同治理和保護目標制定上。

與米克馬克(Micmac)漁業社區合作時，政府積極結合其傳統知

識，並資助計畫錄製長者口述歷史以保護傳統知識。 

原住民族占 Nova Scotia 省內人口約 6%，政府依據憲法須

進行相關諮詢，保護條約賦予其之權利。公民參與則透過定期

科學調查與審查會議，藉以收集對海洋保護區之建議與調整意

見。針對 Nova Scotia 省內之保護區加總占加拿大海域 15%，主

要目的係提供高品質之小範圍保護區域。 

(4)主題四：DFO 海洋保育科學研究 

DFO 海洋保育科學團隊致力於 MPAs 與 OECMs 之基礎科

學調查研究，涵蓋物種基因定序、環境 DNA（eDNA）、魚類追

蹤與水下影像技術等。相關科學研究多集中於北大西洋，尤其

是 Nova Scotia 及 Fundy Bay 周遭海域。DFO 正積極研發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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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海域區域之方式，以達成 2030 年有效保護 30%海域面積

之目標。 

DFO 分享其利用 eDNA 技術進行生物多樣性之研究，透過

不同深度與時間點收集水體樣本進行分析 DNA 內容。eDNA 研

究更發現 Nova Scotia 一帶出現熱帶與亞熱帶物種，隨季節變化

出沒與消失，顯示氣候變遷對物種分布之影響甚深。 

此外，DFO 與 Dartmouth 公司合作開發自動 eDNA 取樣器，

可在深達 3000 公尺之深海區域進行水體採樣，初步結果顯示可

檢測大量物種 DNA，也為深海生態調查提供了新工具。 

另更透過水下聲學之標記與追蹤進行科學調查，利用聲學

接收器追蹤魚類遷徙模式，監測物種包括：鮪魚、鯊魚、鮭魚

等。該技術也幫助瞭解魚類之季節性遷徙廊道。另一方面，透

過被動聲學監測系統（PAMs）監測鯨魚等大型哺乳類，利用機

器學習演算法進行分析鯨魚之聲音訊號，藉以瞭解物種多樣性

與活動習性、時間，並評估人類活動（如：船隻噪音）對其影

響。 

關於水下地質探勘部分，DFO 長期專注於水下影像與底質

地圖研究，利用高分辨率多波束之地圖和光學雷達(LiDAR)技

術，於懸崖和峽谷區域進行棲地建模，記錄無脊椎動物之多樣

性分佈。更與國內外研究機構進行合作深海攝影與調查工作，

促進跨域海洋保護區之管理。對於氣候變遷之應對部分，DFO

聚焦於海草基因研究，結合族群遺傳學與棲地模擬，為未來保

育策略提供重要參考依據。 

4. 113 年 8 月 23 日，上午拜訪加拿大海洋創業與創新中心(Center for 

Ocean Ventures and Entrepreneurship, COVE) 

由海洋創業與創新中心 (Center for Ocean Ventures and 

Entrepreneurship, COVE)戰略夥伴關係主任(Director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s) James Kesten，進行說明及簡介。COVE 是加拿大

境內之非營利組織，致力於海洋技術商業化，並促進對海洋科

學和海洋產業之研究。 

設立目的係為了將所有不同之海洋利害關係、視角及資源

引入同一空間，以便互相交流、瞭解，並尋找創新之合作項目。

自 2018 年起開始運作，目前 COVE 中已有 60 多個不同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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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從新創公司至中小型企業都有。COVE 成立前，這些組織

雖然各自努力於相似領域中，然彼此之間並沒有太多合作火花。

因此，COVE 不僅提供相關辦公空間，更提供加拿大和全球海

洋領域不同領域專長之資源的合作機會。 

COVE 透過與當地之達爾豪斯大學、社區學院等學術機構

進行合作，促進學術研究之商業化，並提供實驗室資源支持公

司研發。 

達爾豪斯大學在 COVE 進行滑翔器項目，並與加拿大政府

合作水下監聽航道中之瀕危鯨魚物種，更協助海事安全管理。

COVE 自 2022 年起追蹤合作公司，每年合作企業數量約 700 至

800 家，涵蓋漁業、再生能源、自動化船舶、海事安全等領域，

並與 DFO 合作進行多項測試與研究，包括提高海洋碳吸收、儲

存能力之研究計畫。 

COVE 業務遍及全國，並積極提供建議給其他類似之新創

中心。COVE 特別提到近期正完成了一項加拿大全國境內藍色

經濟產業之調查，結果顯示過去二年海洋相關企業數量增長

30%之多。 

5. 113 年 8 月 23 日，下午拜訪加拿大海洋應用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rine applied research) 

(1)主題一：加拿大海洋應用研究中心之簡介與研究內容介紹 

加拿大海洋應用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rine applied research)

組長 Gregor Reid 親自說明，提到海洋應用資料庫中心（簡稱

CMAR）隸屬於 Nova Scotia 省政府，內部約有 12 至 16 名員工，

辦公室與 COVE 承租。 

CMAR 成立於省立公司 Crania 旗下，主要提供 Nova Scotia

省漁業和水產養殖部門之科學建議，並接受政府資金支持。 

設立 CMAR 之目的係為了減少對聯邦政府 DFO 科學數據

之依賴，建立省內獨立研究之量能。CMAR 長期專注於沿岸地

區（約 3 海浬內）研究，以填補過往沿海生物基礎數據之缺乏，

並特別針對水產養殖區域進行相關科研調查。 

CMAR 執行許多創新研究計畫，包括現正進行之全省沿岸

監測計畫（CMP），在全省部署 70 至 80 個感測器串聯進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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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數據收集，並與農業部門進行跨部門之合作項目；此外，

CMAR 更推動龍蝦、雪蟹之追蹤計畫，評估養殖場域對漁業之

影響；另與無人機公司合作開發水體樣品器皿，減少取樣成本

及時間；建立海底地形、生態區域之 3D 海洋使用者地圖，作

為政策形成參考與教育工具；另針對貝類疾病防治，CMAR 進

行流行病學監測，並計畫開發流行病學預警模型，用於早期預

警，降低養殖業者損失等。 

(2)主題二：加拿大海洋應用研究中心之運作與研究方法 

CMAR 主要係為 Nova Scotia 省政府提供科學數據之支持

與研究，關注議題多元，以氣候變遷對龍蝦捕撈業影響為例：

龍蝦捕撈業是加拿大最大之漁業產業，CMAR 不僅仰賴 DFO

之數據，更進一步利用氣候預測模型分析溫度閾值並實地調查。

與約 300 名龍蝦捕撈從業者進行意見蒐集。 

研究團隊至碼頭收集第一手經驗及數據，詢問捕撈者有關

天氣變化、捕魚行程、減少之工作日數等數據，這些資料對於

評估氣候變遷影響具有關鍵意義。CMAR 將相關數據與預測模

型結合分析，用於制定氣候變遷之應對策略，例如：在海浪較

高或風速超過一定安全閾值時應避免出海，可有效提升漁業活

動之安全性和捕撈效益。為方便科學調查數據之匯報，CMAR

定期維護網站7，提供研究成果俾供政府部門參考，以減少書面

報告之工作量，加強數據應用分析之效率。 

三、心得與建議 

透過本次赴加拿大參訪，針對海域其他有效保育措施之區域

（OECMs）之認定經驗與管理實務更為瞭解，並透過實體拜會及訪

談釐清了許多重要議題。 

首先，加拿大之 OECMs 指引中，將「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

（IBV）替換為「生物多樣性保育惠益」（BCBs），強調治理和管理

行動帶來之「生物多樣性凈增益」或「防止生物多樣性損失」，這種

設計較可具體化描述及評估 OECMs 之保育成效。 

因加拿大海域無私人管轄範圍，所有海域均屬政府擁有及管理，

縱使屬原住民族領地，亦須與政府合作、符合指引規範才可被指認

 
7 加拿大海洋應用研究中心官方網站連結：https://cmar.ca/  

https://cma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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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海域 OECMs。此外，依據加拿大漁業法（Fisheries Act）劃設之

海洋庇護所(Marine Refuges)是符合 OECMs 指引類型之一，未來也

將依據通盤檢討結果，撤銷、變更少數不符合指引之海洋庇護所。 

其次，加拿大 OECMs 之推動展現多部門合作模式，漁業及海

洋部（DFO）提供認定流程及標準，供其他聯邦機關(構)參考。參考

多機關協作之模式不僅促進跨部門資訊共享，後續針對整體海域保

育面向也將更為全面，藉由多方參與機制也可融入相異利害關係人

之意見，如：漁業產業、能源、交通和旅遊業等。 

在分享我國海洋保護區及制定海洋保育法現況時發現，加拿大

與我國於族群多元具相似性，其政策推廣過程亦特別重視原住民團

體之在地聲音與實際參與，在制度規劃上不僅尊重其傳統文化亦尊

重其既有使用之權利，更在某些案例中提供資金上支持，未來我國

推動 OECMs 及各式海洋保育議題時，應參考加國包容多元文化之

參與模式，俾提高 OECMs 政策之接受度和實際管理成效。 

科學支持方面，加拿大於海洋保育上高度依賴科學數據、衛星

遙測、eDNA、水下聲學監測等技術，用以輔助 OECMs、海洋保護

區之劃設評估與實際管理。透過生物及棲地資料之地圖化呈現，提

升數據透明度，使政策決策更具科學基礎。此外，為因應氣候變遷

對生物多樣性之挑戰，加拿大 OECMs 與海洋保護區均屬海洋保育

管理之政策工具，惟 OECMs 更可兼容多元利用、符合海洋資源永

續利用的目標。相較於海洋保護區，OECMs 之調整與變更也更具彈

性，由相關管理機關參酌充分科學數據即可作成決定。 

加拿大推動海域 OECMs 之經驗可作為我國推動 OECMs 之引

路人，提供了在漁業發展密度高國家中，「海洋保育」與「漁業產業」

互動的新契機。透過多方參與討論、科學數據資料完備及彈性的管

理策略均可供我國推動海洋保育政策參考。同時，我國亦可藉由整

合現有之海洋科學資料及研究資源，建立本土數據資料庫，用以提

供系統性、全面性的海洋保護區調查資料，落實海洋保護區與

OECMs 之充分評估及有效管理，以提升海洋生態系統完整保護，達

成 2030年前保護 30%海洋面積並復原 30%退化海洋生態系之目標。 

本次參訪不僅為臺灣海域 OECMs 後續政策制定與國際合作提

供參考依據，也奠定臺灣與加拿大於海洋保育工作上持續合作之友

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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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 

(一) 參訪照片 

  
8/19 加拿大漁業和海洋部總部參訪 8/19 加拿大漁業和海洋部總部會談 

  8/19 與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曾厚仁大使

會面 

8/19 加拿大漁業和海洋部總部會談 

  
8/20 加拿大漁業和海洋部總部會談 8/22 貝德福德海洋研究所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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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 貝德福德海洋研究所參訪 8/22 貝德福德海洋研究所會談 

  8/22 貝德福德海洋研究所會談 8/22 貝德福德海洋研究所參訪水下無人載具 

  8/23海洋科技新創基地COVE參訪 8/23 海洋科技新創基地COVE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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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拿大方人員聯絡資訊 

□參訪日期：2024/08/19-20 

姓名：Jasmine Jarjour 

機構：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職位：Manager, International oceans policy 

信箱：jasmine.jarjour@dfo-mpo.gc.ca 

 

姓名：Natalie Lopez 

機構：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職位：Advisor, Marine Planning and Conservation 

信箱：Natalie.Lopez@dfo-mpo.gc.ca 

 

姓名：Andrea Mast 

機構：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職位：Advisor, Marine Planning and Conservation 

信箱：Andrea.Mast@dfo-mpo.gc.ca 

 

姓名：Georgina Galloway 

機構：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職位：Director, Outreach, Engagement, and Partnerships, Marine Planning and 

Conservation 

信箱：georgina.galloway@dfo-mpo.gc.ca 

 

□參訪日期：2024/08/22 

姓名：Doug Wentzell 

機構：Fisheries and Oceans, 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職位：Regional Director General 

信箱：Doug.Wentzell@dfo-mpo.gc.ca 

 

姓名：Glenn Herbert 

機構：Fisheries and Oceans, 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職位：Regional manager for marine planning and conservation program 

信箱：Glen.Herbert@dfo-mpo.gc.ca  

 

姓名：Lindsay Weber 

機構：Fisheries and Oceans, 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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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Senior Policy Advisor within Policy and Economics 

 

姓名：Maggie Bumbrey 

機構：Fisheries and Oceans, 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職位：Policy advisor within Policy and Economics 

 

姓名：Sarah Saunders  

機構：Fisheries and Oceans, 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職位：Social scientist with policy and economics 

 

□參訪日期：2024/08/23 

姓名：James Kesten 

機構：COVE 

職位：Director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s 

信箱：james.kesten@COVEocean.com 

 

姓名：Gregor Reid 

機構：Centre for marine applied research 

職位：Director 

信箱：greid@perennia.ca 

(三) 加拿大說明簡報檔：Canada's approach to marine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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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加拿大說明簡報檔：Marine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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