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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緣起 

我國海岸線長1千6百餘公里，四面環海，漁業活動旺盛，也具備豐富

沿海觀光資源，「漁業永續經營建設計畫」及「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

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韌性漁港」皆針對維護漁港基礎建設及漁港

防災等進行規劃，112年度受天文潮影響，造成雲林、嘉義地區大部分漁

港碼頭淹水並波及鄰近漁港周遭居民，現階段規劃以設置防潮牆因應，另

部分漁港已進行碼頭加高工程，後續漁港設施改善及如何提升整體漁港防

災環境為本次研習方向。 

二、 研習目的 

本次出國研習為農業部漁業署參加 113 年度「雙邊農業交流研習計

畫」，並獲計畫評審委員會評選同意前往研習，研習期限為 6 天。主要研

習目的如下： 

 (一) 參訪中央主管機關農林水產廳、全國漁港漁場協會及漁港漁場新技術

研究會，為執行漁港中長程計畫，借鏡日本漁港建設推動模式，學習

漁港漁場整備長期計劃具體策略，提高應對海洋環境變化及自然災害

風險的能力，提供台灣漁港建設計畫制定與建設之參考。 

 (二) 參訪日本地方重要漁港，例如神奈川縣三崎漁港、宮城縣塩釜漁港等

地觀摩，了解整備計畫推動情形及該等港口防潮堤等防災設施。 

三、 研習成員 

本計畫研修及參訪行程由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及日本漁港漁場新

技術研究會協助安排，農業部漁業署蔡科長博堯參加，並由台北駐日經濟

文化代表處王簡任祕書清要擔任領隊，另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亦自

費派員參與，促進台日漁業建設交流。感謝日本全國漁港漁場協會及漁港

https://www.aerc.org.tw/
https://www.aer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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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場新技術研究會提供相關研習參訪行程建議，給予相當之助益。 

四、 研習計畫 

 (三) 參訪對象︰ 

          為達成參訪效能及實際了解日方運作方式，參訪形式採會談及實地考察

2 種方式進行，計畫參訪對象如下︰ 

1. 洽日本水產廳及全國漁港漁場協會研議日本漁港防災建設及漁港整備。 

2. 參訪神奈川縣三崎漁港、宮城縣塩釜漁港，了解其港區整備及防災措施。 

 (四)   具體的研修內容︰ 

1. 參訪日本漁港，蒐集當地公、私部門轉型之機制及產業合作等資料。 

2. 參訪漁港相關設施整備情形、漁港規劃、建設方式。各項設施設置考量因

素，設施維護機制。 

3. 參訪日本神奈川縣三崎漁港，蒐集漁港整備及建設相關資訊。 

4. 參訪日本宮城縣塩釜漁港，蒐集漁港整備及管理相關資料。 

 (五)   預期達成目標及效果︰ 

1. 提供台灣推動漁港建設計畫之具體方向及作法，俾利中央主管機關規劃漁

港整備之重要參考。 

2. 提供漁港防災措施，俾作為我國漁港防災效能提升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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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習及參訪行程 

日期 內容 

113.10.14 

（一） 

臺灣前往日本東京至宮城縣  

113.10.15 

（二） 

~ 

113.10.18 

（五） 

研習參訪--宮城縣�塩釜漁港建設規劃及防災設施 

研習參訪--東京都豐州市場 

拜訪「水產廳漁港漁場整備部」 

拜訪全國漁港漁場協會及漁港漁場新技術研究會 

研習參訪-神奈川縣三崎漁港建設及管理 

113.10.19 

（六） 

日本東京都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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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參訪地點 

三崎漁港 

全國漁港漁場協會 

豐洲漁市場 

塩釜漁港 

水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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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實錄摘要 

一、 研習參訪--宮城縣�塩釜漁港建設規劃及防災設施 

日方 

宮城縣仙台地方振興事務所 

漁港整備專門監関裕介、總括技術次長佐佐木秀司、 

漁港漁場班班長相澤勝範 

鹽釜市產業建設部 課長平塚博之、魚市場管理事務所所長熇中淳 

日本全國漁港數至令和 6 年 4 月 1 日止計有 2,774 處，依管理單位，可區

分為特定第 3 種漁港（全國計有 13 處，包括千葉縣銚子、靜岡縣燒津、鳥取縣

境港、長崎縣長崎、青森縣八戶、宮城縣石卷、氣仙沼、塩釜、神奈川縣三崎、

島根縣浜田、山口縣下関、福岡縣博多、鹿兒島縣枕崎）、第 4 種漁港（離島）

99 處、第 3 種漁港（全國）101 處、第 2 種漁港（廣域）524 處、第 1 種漁港（地

區）2,037 處等類。 

 

 

 

 

 

 

 

 

 

 

 

資料來源 漁港漁場整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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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仙台地方振興事務所 

宮城擁有號稱世界三大漁場之一的三陸沖。 縣內就有 143 處漁港，其中

「塩釜」、「氣仙沼」、「石卷」在日本國內的漁港中，被認定為重要的「特定第

3 種漁港」，仙台管內有 24 處漁港，其中塩釜漁港為特定第 3 種漁港，令和 5

年之魚獲量 10,706 公噸、年產值 114 億 0,100 萬日圓，主要漁獲為鮪魚、鰹魚、

鯊魚等。 

塩釜漁港自平成 23 年 3 月 11 日發生東日本大地震及海嘯，造成宮城縣漁

業相關損失約 6,804 億日圓，其中漁港設施災損約 4386 億日圓，宮城縣投入漁

港復舊事業費約 1776.6 億日圓，其中鹽釜漁港投入經費約 91.3 億日圓，為因應

千年一次頻率的大地震，採最大頻度之高度建造新的防潮堤，其經費約 38.21

億日圓，約興建 2.7 公里防潮堤，原塩釜漁港(松島灣)設計圍堤高約 2.1~3.1 公

尺，因應地震提高至約 4.3 公尺，至 2023 年止已完成 85 個陸閘及 10 個防水閘

門自動關閉系統，日方也展示遇到緊急狀況如何遠端操作防水閘門，並利用監

視系統及 APP 確認關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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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鹽釜港自動陸閘及水門位置圖 

 

 

 

 

 

 

 

 

 

 

發布地震海嘯警報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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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說明，當日本氣象廳發布海嘯報告和海嘯警報，即由消防廳 J-ALERT

（註 1）和宮城縣綜合防災資訊系統（MIDORI）（註 2）傳送訊息，並向各水門

及陸閘發送關閉命令，為一個自動關閉大門系統。 

(註 1) J-ALERT 利用衛星傳輸政府（內閣秘書處和日本氣象廳通過消防廳）發

出的海嘯警報和地震早期警報等緊急訊息，並立即將其傳達給當地的系統。  

(註 2) 宮城縣綜合防災資訊系統（MIDORI）是針對地震、海嘯、風災、水災等

自然災害，快速、準確地收集天氣及其他防災資訊的系統，供縣、地方機構、

災害發生時，市町村、消防本部等之間的資訊共享系統是為了分享各種必要的

資訊、防止災害蔓延而建構的。 

 

 

 

 

 

 

 

 

防水閘門、陸閘各通訊設施均安裝商用電源及發電機電源，且備用電源，

即便停電時也能繼續運作，該所每天都會進行通訊驗證測試，以應對緊急情況，

當發布海嘯警報或海嘯警報時，防水閘門和陸閘將自動關閉(有防夾機制)，安

全資訊設備（揚聲器、旋轉燈、電子公告牌等）將啟動，也會廣播請當地人員

立即離開海岸，並前往避難中心或避難大樓等安全場所避難。 

 

 

 



 

 9 

 

 

 

 

 

 

 

 

 

 

 

 

 

 

 

 

 

 

 

 

 

 

避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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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波堤 

平成 30 年至令和 1 年(2018 年至 2019)間塩釜漁港的東防波堤全長 1140 公

尺，其中約 120 公尺倒塌(約 60 公尺被淹沒在水中)，似因東日本大地震的海嘯

沖刷了海底造成，運用水下檢測拍攝實際鋼樁、板樁受損情形和海底狀況，並

掌握其變形。 

令和 3 年(2021 年)8 月開始實施「塩釜漁港東防波堤重建（第 1 期）工程」

和「�塩釜漁港東防波堤重建第 2 期建設」各改造 100 公尺長度，建設成本約 4.9

億日圓，並於令和 5 年 3 月辦理計畫變更，主要是追加防波堤整建數量及因應

防波堤實際受損情形變更工法，已陸續推動「塩釜漁港東防波堤重建（第 3 期）

工程」、「塩釜漁港東防波堤重建（第 4 期）工程」、「塩釜漁港東防波堤重建（第

5 期）工程」、「塩釜漁港東防波堤重建（第 6 期）工程」等逾 400 公尺防波堤

重建工程，預計至令和 10 年總共投入 67 億 8100 萬日元，完成 1,178 公尺防波

堤改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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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 : 

針對轄內漁港疏浚部分，仙台地方振興事務所表示，轄下荒浜漁港位於仙

台市以南約 30 公里處的內灣「鳥海」的北方，因潟湖口潮水流出、漲潮等

自然條件，泥沙堆積，也會產生淤積情形，在 311 地震後，也興建北導流堤

阻絕，並辦理航路浚渫工事，曾大量疏浚土方約 2 萬立方公尺，以確保了漁

船和其他航線的安全通行。 

 

 

 

 

 

 

 

 

 

 

 

 

圖片來源 宮城県への派遣にかかる活動報告 （漁港災害復旧関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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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照片記實】 

 

參訪宮城縣仙台地方振興事務所水產漁港部 

 

 

 

 

 

 

 

 

 

 

 

宮城縣仙台地方振興事務所訪談 

 



 

 14 

 

 

 

 

 

 

 

 

 

 

 

 

日方遠端操作陸閘門設備 

 

 

 

 

 

 

 

 

 

 

 

 

 

日方展示遠端操作陸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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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說明陸閘門操作 

 

 

 

 

 

 

 

 

 

 

 

 

 

陸閘門系統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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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習參訪--東京都豐洲市場 

日方 豐洲市場管理課 課長代理 望月建志 

山治株式會社 社長 山崎康強 

日本國內共有64 處中央批發市場，由農林水產省主管，東京都內占有11 

處，豐洲市場為其中之一處，並與大田市場及足立市場等2處市場一同為東京都

內唯3處具水產交易之中央批發市場。 

「豐洲市場」的前身築地市場，從 1935 年（昭和 10 年）至 2018 年，

已經為東京都及其近郊的住民，提供了 80 多年的生鮮和蔬果產品，更成為東

京人跨世代的集體記憶在設備老化及伴隨的衛生管理需求改變，東京都政府從 

2001 年（平成 13 年）便決定在 2.3 公里外之豐洲「東京瓦斯工廠」舊址作為

新市場落腳處，2014 年 2 月 28 日動工，原定 2016 年（平成 28 年）11 月 7 日

啟用，但因場址存有安全疑慮而延期到 2018 年（平成 30 年）10 月 11 日啟用，

分為「水產仲介批發賣場樓棟」、「水產批發賣場樓棟」、「蔬果批發及中盤商樓

棟」及「管理樓棟」等四個街區，設施的樓板總面積為 40 萬 8,000 平方公尺。

總工程費用高達 5,884 億日圓。其面積約為原築地市場約 1.8 倍大，係兼具水

產及蔬果交易之綜合市場，交易型態屬消費地市場，產品可能來自日本各地直

接生產者、進口商或販運商，藉由便捷之陸上交通網絡，集貨至此拍賣，在水

產品方面包含日本國以外之漁船捕獲並以運搬船運至靜岡縣清水港卸載之超低

溫鮪魚，及青森縣大間來一支釣所釣獲的冰鮮黑鮪等，皆係運自此交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88%9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F%89%E5%9C%B0%E5%B8%82%E5%A0%B4%E9%81%B7%E7%A7%BB%E5%95%8F%E9%A1%8C&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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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州市場水產相關設施 

第6街區：以批發市區各魚店及壽司店等水產之「水產仲介批發賣場樓棟」

為主，此建物共5樓，其屋頂具綠化廣場，連結臨海綠地空間，開放供民眾休憩

用，1 樓為中盤卸貨場、裝載及處理場，2樓為中盤店鋪上棚、3樓為中盤事務所、

裝載場、參觀通道及相關飲食店(22 家)，4樓為小型貨物裝載、處理場及乾貨、

刀具等周邊產品販售店舖(70家)，5樓為室外機放置處。 

第7街區：以水產大盤拍賣批發之「水產批發賣場樓棟」為主，此建物共5樓，

1、2 樓為挑高空間，作大盤卸貨場、貨物放置場、處理、拍賣空間、大盤商事

務所及參觀通道，3樓為大盤批發場、貨物放置場及處理空間、加工包裝設施、

運送相關公司事務所，4樓為轉送配送中心，5樓為大盤事務所。另此街區尚有回

收設施、容器業者倉庫、冷凍庫棟樓、管理樓棟(設有東京都、個營業者事務所

及相關餐飲店)、通勤停車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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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說明摘要如下: 

1. 水產批發賣場樓棟所舉行鮪魚競標為免費預約觀摩的人氣觀光景點，民眾

搭配參觀動線，透過玻璃廊道觀察市場實際交易過程，因參觀動線與拍賣

議價場間係完全密閉分離之空間，可確保食材衛生安全，也避免干擾交易

進行。拍賣區依不同水產品特性，針對不同區域進行溫度管控 (如鮪魚拍

賣區溫度維持在攝氏約10 度、鮮魚區溫度維持攝氏約12 度)，同時兼具

防止室外空氣污染及其他雜物進入，同時進行衛生檢查、監視、檢測產品

與設施，著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2. 拍賣市場採「移動競標」交易方式，當日即時公布入貨量及批發價格等資

訊，採公開拍賣或議價之機制出售予仲介批發業者或競標參加者，使價格

得以公正透明。每日凌晨4點左右，賣主（批發業者）將排列成行鮪魚尾

部逐一切除，再由買主便開始進行鑑定，確認鮪魚的體型、尾部剖面的色

澤和脂肪的多寡，以評估拍賣價格，約上午5點30分進行近海生鮮鮪魚(每

日約1000 尾)及超低溫冷凍鮪魚(每日約4000 尾)拍賣，除鮮魚採議價方式

外，其他如鮪魚、活魚及乾貨等皆採手勢拍賣，由買主配合賣手的報價聲，

使用「競標手勢」利用不同手指數表示價格，決定水產品價格，最後賣主

的賣手再將水產品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3. 完成交易之水產品，透過設置於「水產批發賣場樓棟」及「水產仲介批發

賣場樓棟」2 棟樓間之4 處通道，以電動運搬車穿梭運送，周邊有停車場、

銷售區，且配置可進行加工、分裝、包裝等上下游相關產業所需設施，以

達完整冷鏈物流，提供予水產眅賣店、餐廳等。 

4. 市場設計除注意衛生外，綠能及節能也為重點，該建物引進新型空調系

統、配置LED 照明等節能設備，並整體為綠建築之設計，其於「水產批

發賣場樓棟」頂設有太陽能發電設備，供給約10%之用電量，及「水產仲

介批發賣場樓棟」屋頂之綠化廣場，可遠眺東京都市，提供民眾休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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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標手勢 

 

 

 

 

 

 

 

 

 

 

 

 

 

 

 

 

 

 

 

從產地生產的商品通過豐州市場到達消費者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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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照片記實】 

豐州市場參訪 

 

 

 

 

 

 

 

 

 

 

 

 

日方說明豐州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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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鮪魚拍賣情形 

 

 

 

 

 

 

 

 

 

 

 

黑鮪魚拍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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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至場內市場最大攤商山治參觀-山治株式會社攤位 

 

 

 

 

 

 

 

 

 

 

 

 

 

 

屋頂綠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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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拜訪「水產廳漁港漁場整備部」 

(一) 地點: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二) 日方: 漁港漁場整備部整備課 

安田大樹(課長補佐) 

中西豪(課長補佐) 

(三) 新たな漁港漁場整備長期計画について 

（令和4年3月25日閣議決定） 

1. 漁港漁場整備計畫:依漁港漁場整備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由農林

水產大臣邀相關行政機關協議，經水產政策審議會討論，以訂定「漁

港漁場整備方針」，並依該法第 6 條第 3 項（昭和 25 年法律第 137 

號），以上開方針為基準，研擬漁港漁場整備長期計畫，並每 5 年

檢討及調整計畫。 

2. 日本農林水產廳依「漁港漁場整備方針」內容，歷經 1 年多研擬及

5 第水產政策審議，並於令和 4 年(2022 年)提出新的「漁港漁場整

備長期計畫(令和 4 年(2022)~8 年(2026)度)」，重點實施目標為 

(1) 提高漁業產業生產力，提升出口量成長 :  

甲、 強化生產地漁港等漁貨集散功能: 

配合漁船大型化，強化區域重要漁港基礎建設，建造冷鏈自

生產基地、低溫運輸、銷售之低成本、高附加價值的水產品供應

鏈，作為國內外水產品供應地，符合漁港衛生管理運銷百分比目

標由 31%提升至 60%(新規)、整合 20 處漁港集散功能作為水產品

集散基地。 

乙、 強化養殖生產基地 

建立從育苗、養殖、加工、通路之養殖生產供應鏈，並推動

海洋環境觀測系統，強化養殖區供排水設施，減少漁業災害損失，

確保 100 萬噸養殖生產量(新規)、從育苗到養殖、加工、流通等養

殖生產基地之生產目標由 64%提升至 85%。 

(2) 因應海洋環境變化，提高漁業生產防災應變能力 : 

https://www.koryu.or.j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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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漁場及魚類受海水溫上升造成變化，需監測掌握其變化，投

放人工浮魚礁創造沿近海新漁場，改善漁場來恢復海洋資

源，增加產量 5 年達 65,000 公噸。 

乙、 增強大規模自然災害應變能力 : 強化漁港基本設施，以因

應地震和海嘯之防災能力，整建比例由令和 3 年(27%)提升至

8 年(70%)、最大海嘯中能夠安全撤離的漁村人口的百分比由

70%提升至 85%(新規)、透過預防性維護、管理達到安全使用

的漁港百分比從 46%至 70%(新規)。 

(3) 「海業」促進多元人材參與，提高漁村魅力及收入 

甲、振興「海洋產業」:配合各地漁獲需求改善漁港設施,，以結

合當地資源及海洋產業發揮優勢，漁港涉及海業案件 5 年達

約 500 件。 

乙、支持當地多元人材參與漁業:推動防越波、抗風等安全設

施，都市及漁村交流人數 5 年約 200 萬人 

丙、利用漁港發展「海業」相關措施之區域數量達 150 處。 

 

*水產廳說明全國漁港數由 2886 處降至 2774 處，大多數為鄰近漁港整併，集中

資源提高產值，另少數為涉及不同法令，將河道內漁港廢止。 

 

 

 

 

 

 

 

 

 

 

 

https://www.moa.gov.tw/ws.php?id=4202
https://www.moa.gov.tw/ws.php?id=4202
https://www.moa.gov.tw/ws.php?id=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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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照片記實】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水產廳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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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拜訪「全國漁港漁場協會」及「漁港漁場新技術研究會」 

(一) 地點：全國漁港漁場協會辦公室 

(二) 日方: 

1. 全國漁港漁場協會 高吉晉吾 會長 

                 真野泰人 調查研究部長 

2. 漁港漁場新技術研究會 主幹間邊本文 

(三) 訪談對象簡介： 

1. 全國漁港漁場協會 

1945 年 5 月 8 日成立漁港協會，1952 年 6 月 25 日更名為全

國漁港協會，2003 年 8 月 12 日因相關機構重組整合，更名為全國

漁港協會，納入漁場相關業務。 

該協會為促進漁港、漁場、漁村綜合開發及漁港、漁場的合理利

用，而辦理必要的活動，並透過相關宣傳活動，以穩定水產品質量為

目標，為供應和區域振興做出貢獻。依公益法人制度的修訂，獲內閣

總理大臣的公益認證，並於 2013 年 4 月 1 日起成為公益法人團體「全

國漁港漁業協會」。 

截至 2020 年 12 月，該會的正式會員為縣內漁港漁場相關團體 43

家、漁業相關團體 1 家，輔助會員為相關團體 13 家。 

 

2. 漁港漁場新技術研究會 (AITEF) 

1985 年為適應多樣化漁港/漁村需求，民間企業聯手設立漁港新

技術開發研究會，並於 2002 年以漁港漁場整備法為契機，更改體制

為「漁港漁場新技術研究會 」，以提高漁港/漁場便利性、安全性及生

產性為目標，研究開發新型構造物和新材料，並於 2014 年改組為一

般社團法人，設有 8 個研究小組及 14 專門小組，以研究水產基礎設

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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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漁港漁場新技術研究會組織圖(日本漁港漁場新技術研究會提供) 

 

(四) 漁港計画の参考図書-漂砂対策 

1. 日本漁港針對漂沙對策如下: 

(1) 利用人工構造物（防沙堤、防波堤等）防止航道和泊地淤積。 

(2) 透過定期疏浚（防止淤積措施）來維護航道和泊地安全。 

(3) 利用人工構造物及定期疏浚措施。 

2. 漂沙對策流程 

(1) 掌握漁港現況  

收集整理現有研究資料和報告，對當地漁民進行訪談，掌握漁

港實際地形變化、航道和泊地淤積狀況、漁港的使用情況等。  

(2) 確認漂砂機制   

依掌握現況，確認漁港漂砂特性、沉積/侵蝕趨勢、季節變化

等造成的淤積機制。 

(3) 研擬對策  

依漂砂淤積機制，選擇數種適當方案，並進行數值模擬等各種

評估和預測方法，定量評估每個方案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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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生命周期成本(LCC)方式研究 :  

依數值模擬結果，針對各方案生命週期成本進行比較和檢驗。 

(5) 選定最適對策 

以 LCC(生命周期成本)角度，在所有方案中選定一個最適對

策。除了 LCC 之外，亦納入漁港使用性、維護管理、施工方

法可行性以及水域穩靜度等。 

(6) 監測 

依對策執行成果，定期進行監測，檢視方案是否達預期成效。 

(7) 適應性管理（PDCA 循環） 

依監測結果，倘因意外等原因認定方案未完全有效，則應進行

必要調查，並修訂計劃以製定更有效對策。 

 

 

 

 

 

 

 

 

 

 

 

 

 

 

 

 

 

3. 利用人工構造物防止漂沙的措施如下，I 型至 IV 型是控制波浪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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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漂沙進入港口施工方案 

(1) I 型：（港嘴縮小） 

 漁港港嘴變小，預防漂砂流入造成淤積和沈積。 

(2) Ⅱ型:（循環流對策型） 

設置循環海流阻絕設施，以防止漂砂進入港區。 

(3) Ⅲ型:（離岸堤連接型） 

連接離岸堤與陸域防波堤防止漂沙進入航道，提升靜穩度措施 

(4) Ⅳ型：（防波堤延長型） 

延伸防波堤長度，以防止漂沙流入措施 

(5) V 型：（離岸潛堤型） 

在海上設置水下潛堤，可提高水位，並透過形成沿岸流控制漂

沙。 

 

 

 

 

 

 

 

 

 

 

 

 

 

 

資料來源: 漁港計画の参考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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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補充-千葉縣銚子漁港土方去化 

(資料來源 一般水底土砂が海洋投入処分以外に適切な処分の方法がないもの

であること を説明する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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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縣銚子漁港位於利根川口，先前曾利用海拋方式處理淤砂，經統計

2011 年至 2020 年疏浚土量為 19,567 立方公尺/年至 147,546 立方公尺/年，該港

每年平均疏浚土方量為 75,799 立方公尺/年。該港為土方去化規劃如下: 

1. 先洽詢港區鄰近(50KM)單位用土需求:經洽詢千葉県河川整備課(一

宮養浜計画)、＜国土交通省利根川下流河川事務所(利根川河川堤

防事業)、山武土木事務所(南九十九里地区養浜)等，皆無接受疏浚

土方需求。 

2. 陸域堆置或土資場收容:經洽千葉県 環境生活部、茨城県 生活環境

部、千葉・茨城県内各社，皆不同意接受疏浚土方。 

3. 海拋:自 2023 年~2028 年期間，每年䙿劃海拋 100,448 立方公尺，5 年

共 502,240 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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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銚子漁港疏浚土方固化改良: 

將鬆軟疏浚土與煉鋼階段副產品電弧爐煉鋼碴和高爐礦渣產品混

合，固化改善軟疏浚土的土壤性質，有效地用作“改良骨材、鈣

質人造石/塊”此重整技術由鋼鐵公司和港口土木工程協會開發。

（鈣質改良土壤研究小組）已經開發出來，投入實際使用，已經在

全國各地的港口公共工程和私人工程。實際海域 20 多項實際應

用，並於 2017 年度，在漁業公共關連民間技術驗證審查中，對該

畫申請的基本計畫進行評估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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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照片記實】 

 

 

 

 

 

 

 

 

 

 

 

 

日本全國漁港漁場協會訪談 

 

 

 

 

 

 

 

 

 

 

日本全國漁港漁場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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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習參訪-神奈川縣三崎漁港建設及管理 

日方:  

東部漁港事務所所長佐藤映、漁港課長大石剛 

三重縣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 部長谷口洋、所長君嶋健一 

神奈川縣東部漁港事務所是神奈川縣政府依據「漁港漁場整備法」、「海岸

法及漁港管理條例」等規定設置，該所負責管理神奈川縣鐮倉市以東的 13 處漁

港。該 13 個漁港，包括神奈川縣所管理之三崎漁港（昭和 35 年政令第 37 號，

特定第 3 種漁港）、3 處縣轄市政府所管之第 2 種漁港、及 9 處市町政府所管之

第 1 種漁港。三崎漁港包括漁港本港及 4 處特別泊地，令和 5 年漁獲量為 17,145

公噸、年產值約 189 億 0,200 萬日圓．主要漁獲為鮪魚、紅金眼鯛、旗魚等。 

 

 

 

 

 

 

 

 

 

 

 

 

 

 

 

 

三崎漁港區域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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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崎地區（神奈川縣三浦市）特定漁港漁場整備計畫 : 令和 4 年至 14

年，經費約 65 億 9900 萬日元，包含冷凍/冷藏設施（新建）、冷凍/冷藏

設施（改建）、卸魚場(改建)、加工場(新建)等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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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崎漁港水域養殖設施 : 全日本 2774 處漁港內有 542 處漁港有養殖

區域，其中 139 處漁港為活漁蓄養，三崎漁港地理位置優越，距離東

京、橫濱等主要消費地區約一小時路程，且水質及穩靜度較佳，因此

作為活魚運輸基地，並進行水產養殖，故三重縣、香川縣、愛媛縣等

活魚皆運至該港短期蓄養，並由三重縣漁業協同組合申請許可進行活

魚蓄養，並劃設專區，主要為青魽及嘉鱲等優質魚類。 

 

 

 

 

 

 

 

 

 

 

蓄養陸域碼頭設置設施、水域箱網分別依神奈川縣漁港管理條例(第

10條)及漁港及漁場整備相關法律第39條等規定，由漁業協同組合辦

理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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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域需向神奈川縣申請許可，需符合申請者為地方團體或漁協組合、

不影響漁港使用機能、可增進漁港機能等。 

 

 

 

 

 

 

 

 

 

 

水域需向漁港管理者申請許可，並滿足適當不影響漁業使用之場

所、依設置目的對應適當申請面積、適當方法(不可是永久工作物)等，

由三重漁協跟神奈川縣府、漁港事務所、只可在劃設專用區域內養

殖，每3年訂一次約，活魚通常蓄養一週就賣，運送前就會清空腸胃，

不太有排泄物，定期針對水質進行水質及底泥檢測，並公告結果，岸

邊碼頭水深至少6公尺以上，而箱網頂多5.5公尺深，應不會有觸底及

魚逃脫問題，倘遇地震，人員優先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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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港區內水域養殖緣故，部分水域限制小型船舶、水上摩拖車、

划艇等浮具通行(如藍色水域)，綠色「航道」是水域船舶特別頻繁區域，

紅色為設置浮標以防止私人船隻進入（夏季7月至9月）。颱風來侵、引

擎故障等緊急狀況時，避難不在此限。 

 

 

 

 

 

 

 

 

箱網與平台船相連，並依序將箱網編號管理，並標示魚種、原產

地，箱網數約22個，每個魚池魚數概估約800條青魽魚或約2,000條嘉

鱲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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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浦活魚流通中心 

 

三浦活魚流通中心（MLFC）距離東京市場僅約1小時車行距離，

該中心為三重縣漁業協同組合聯合會轄下最大加工廠，將四國、九州

引進養殖的青魽魚和嘉鱲魚透過活魚運搬船從三重縣、愛媛縣等裝載

區運送到該中心集貨並配送到東京的運輸基地，亦處理大型零售商和

壽司連鎖店所需超低溫魚片之初級加工(真空包裝魚片）等。近年引進

多種半自動化加工設備取代高成本人力，並採模組化管理方式，將不

同品項納入加工設備模組，進行產線生產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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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簡要說明 

    加工廠內服裝規

定及5S標語 

   人員進出需登記

及穿載帽子、防護

衣、雨鞋、口罩、

手套等，並進行消

毒。 

 前處理室 

進行魚體切斷魚

頭，取出內臟等前

處理工作。 

                      一次處理室 

三枚機切片及去

魚片、魚骨、清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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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簡要說明 

 真空包裝室 

魚體處理完，進行

真空包裝 

  

計量稱重後裝箱

冷凍，再進行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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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照片記實】 

 

 

 

 

 

 

 

 

 

 

 

 

 

三重縣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和東部漁港事務所合影 

 

 

 

 

 

 

 

 

 

 

 

訪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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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崎漁港垂釣區 

 

 

 

 

 

 

 

 

 

 

 

 

三崎漁港區域內放置禁止區域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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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習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 日本漁港漁場整備計畫機制 

(一) 日本行政體制分工明確，中央政府(農林水產廳)制定漁業相關政策

方向及法規，而地方政府(各地方漁港主管機關)主要依相關政策及

規定規劃當地漁港漁場整備相關計畫，地方政府每年仍需於各年度

向中央政府爭取預算。 

(二) 日本漁港漁場整備計畫規劃漁港建設外，亦包含養殖生產基地及海

洋產業發展等綜合性計畫，利用產業需求和漁業基礎建設結合之整

理規劃。 

(三) 日本於漁港漁場整備計畫優先利用資訊通信技術來提高漁港設施

的管理和功能維護的效率，並由地方政府在漁業基礎設施要求引入

資訊通信技術，以促進發展。 

二、 日本漁港疏浚機制 

(一) 日本水產廳偏向政策規劃，本次為全國漁港漁場協會提供漁港計画

の参考図書-漂砂対策說明日方興建人工構造物（防沙堤、防波堤

等）、定期疏浚（防止淤積措施）等來護航道和泊地安全。 

(二) 日本大部分漁港漂砂量較臺灣西部少，惟日方也說明倘遇到河道

口，也會由上游主管機關進行源頭處理，減少漂砂量，這與臺灣現

況分工明顯不同，倘需要疏浚，也會權責分工或協調委託河川或漁

港單位發包，辦理一次疏浚，以免工程界面或二次施工，未來臺灣

位於河道口之漁港，建議應與水利單位共同研議處理機制，而非僅

侷限海岸監測及轄區權責分工，不研議源頭處理可行性。 

三、  鹽釜漁港防災建設 

(一) 鹽釜漁港於災後投入約 91.3 億日圓，並建造新的防潮堤及修復防波

堤，且完成 85 個陸閘及 10 個防水閘門自動關閉系統，並導入 ICT

利用監視系統及 APP 確認關閉狀況，目前臺灣雲林箔子寮漁港的防

潮牆高度以 50 年重現暴潮位高度加上預計 10 年內地層下陷量予以

設計，較日方設計保守，且尚無巨額經費導入 ICT，未來倘有足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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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應優先運用於第一類漁港進行示範工程。 

(二) 防波堤自令和 2 年-6 年投入 31 億日元，因發現鋼管樁腐蝕問題，

變更令和 2-10 年投入 67 億 8100 萬日元，在臺灣變更設計追加預算

相當不易，且為免審計及檢調單位查核，行政程序相當繁鎖，致變

更過程會產生履約爭議，如何尊重專業、簡化合理行政程序、避免

工程人員訴訟問題，在臺灣公共工程仍有漫長的路待改變。 

四、 三崎漁港建設及管理 

(一) 三崎漁港 10 年投入 65 億 9900 萬日元興建冷鏈及卸魚相關設施，臺

灣目前亦推動冷鏈計畫，如何學習日本結合產、銷、運、儲等是未

來推動重點。 

(二) 日本加工廠落實 5S 管理，且不同流程間區隔清楚，相當重視食品

安全衛生，倘未來補助民間興建加工設施或研訂法規，針對待改善

之加工廠，可導入相關機制，並學習日方多取得不同國際認證，以

提升銷售管道。 

(三) 臺灣漁港內禁止養殖水產動物，惟日本部分漁港水域較廣，且水質

及靜穩度佳，倘臺灣需推動漁港內養殖，受限於漁港水域及漁船油

污等，建議宜由低度利用漁港轉型較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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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訪相關附件 

 

一、 碼頭牆/護岸加固錨桿施工方法 

 

 

 

 

 

 

 

 

 

 

 

 

 

 

 

 

 

 

 

 

 

 

資料來源:漁港漁場新技術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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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鋼管杭式防波堤補強工法 

 

 

 

 

 

 

 

 

 

 

 

 

 

 

 

 

 

 

 

 

 

 

 

資料來源:漁港漁場新技術研究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