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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工作年報 

 

推動劃設重要棲息環境 

 聯盟在 2011 年底提出預算提案，要求林務局加快劃設白海豚重要棲息環

境的動作，經立法院院會通過後，終於促使林務局在 2012 年下半年陸續於

苗栗、台中、彰化及雲林舉辦說明會。聯盟也出席說明會並表達「重要棲

息環境劃設不會影響既有合法的漁業行為，且有助漁業資源回復，漁民和

白海豚都能受益」等意見，同時也觀察到漁民因不信任政府施政，衍生質

疑或反對劃設重要棲息環境的立場。 

  回觀政府內部，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則面臨港（港務公司）、工（經濟部工

業局）、能（能源局）、漁（漁業署）、電（台電）等單位的擠壓，這些單位

都有既存、興建中或規劃中的開發案（以及漁業行為）落在重要棲息環境

的範圍裡，因而將受到重要棲息環境的牽動。聯盟數度拜訪林務局，討論

種種可能的途徑，然而，推動台灣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的劃設不僅沒有捷

徑，更是阻力重重；儘管如此，聯盟仍將繼續尋找施力點，多方嘗試。 

永續漁業資源 

 2013 年 6 月 8 日的海洋日，聯盟與關心漁業資源的眾多團體齊聚凱達格蘭

大道前，舉辦「世界海洋日‧護魚大會師」活動，要求政府積極查緝並嚴

懲違法漁撈行為，並設立海洋部及專責的海洋保育警察，保護台灣海洋環

境、漁業資源和漁民的漁業權。 

 針對沿近海常見的違法底拖網，聯盟於 2013 年 11 月底出席由立法委員陳

亭妃主持的「台灣海域生態破壞及漁源枯竭問題」公聽會，要求漁業署及

海巡署應加強查緝，並加重累犯之罰則。此外，聯盟亦積極參與鯊魚及蟳

蟹類等漁業資源的管理與管制會議，期望從不同面向維護台灣漁業資源。 

 聯盟在 2011 年與中央研究院共同舉辦「漁業衝擊與東台灣海峽駝海豚保

育工作坊」，這次工作坊的會議結論，經過一年多的醞釀與改寫，2013 年

底以〈漁業對東台灣海峽極度瀕危駝海豚 Sousa chinensis 族群的影響 
(Impacts of fisheries on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humpback dolphin Sousa 
chinensis population in the eastern Taiwan Strait)〉一文，刊登在《瀕危物種

研究 (Endangered Species Research)》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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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環評監督 

 聯盟在 2011 年底運用立法院預算提案，要求環保署邀集相關單位研討訂

定水下噪音標準。該項提案通過後，促使環保署自 2012 年起委託學者進行

文獻蒐集及研究計畫，作為訂定水下噪音標準之依據。聯盟將持續追蹤訂

定進度，並監督可能引發水下噪音干擾之開發單位及開發案件。 

 政府大力推行西海岸設置離岸風力發電機政策，目前已有兩件離岸風機開

發案通過環評，一是位於彰化縣芳苑鄉的福海離岸風力發電計畫，另一案

是位在苗栗竹南的海洋竹南離岸式風力發電機計畫。聯盟憂心離岸風機施

工採用的打樁式工法，可能引起嚴重的水下噪音，使白海豚及其他鯨豚受

傷或被迫放棄棲地；且大面積設置的風場恐有切割棲地的潛在影響。這兩

件開發案，聯盟均參與環評會議並主張：風機位址應完全退出白海豚棲地，

即水深 30 公尺之外；此外，聯盟也主張應增加水下監測，與海上觀察員機

制共同運作。針對離岸風機對西海岸鯨豚的威脅，聯盟規劃將此納入 2014
年工作坊的議程中，未來並將持續關注與監督政策與開發個案。 

 環保署從 2012 年起力推「安定化無害化事業廢棄物填海造陸（島）」政策，

名義上是要解決事業廢棄物四處棄置的問題，但不思源頭減量及控管，只

是掩耳盜鈴。尤其台灣為生物多樣性豐富的開放海域，一旦開啟填海造陸

（島）之門－「填進去的拿不出來」－恐引發無以挽回的海洋生態浩劫。

聯盟與夥伴團體列席公民審議會議，也透過立法院預算提案，要求環保署

應先進行更縝密周延的基礎資料蒐集，並充分公開相關資訊，不能貿然推

動。目前此案正在進行政策環境影響評估，聯盟將與夥伴團體繼續合作關

注此案。 

 台中市政府欲於梧棲漁港興建「白海豚生態館」（前身為企鵝館），規劃以

靜態展示搭配互動多媒體等方式呈現白海豚生態。針對此案，台中市政府

觀光旅遊局代表於 2013 年 10 月 31 日拜訪聯盟，討論中聯盟表達：市府若

未有積極保育白海豚的作為，徒設生態館無助台灣白海豚族群之復育，反

而可能因場館興建與遊憩壓力增加而干擾白海豚及其棲地。在市政及公民

監督觀點，聯盟也要求市府應針對重新調整開發內容的生態館進行可行性

評估，以免再添一座蚊子館。聯盟將與在地團體追蹤及監督後續發展。 

不間斷的國際參與及支援 

 2013 年 7 月 18 日聯盟夥伴陪同馬來西亞邊佳蘭自救會成員和國會議員齊

聚凱達格蘭大道前，抗議台灣輸出超級公害國光石化，並前往總統府遞交

陳情書。至 8 月中，台灣新聞報導國光石化大馬投資案喊停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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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2 月 7 日至 13 日，聯盟參與在紐西蘭但尼丁城 (Dunedin)舉辦

的第 21 屆海洋哺乳動物雙年會  (Biennial Conference on Marine 
Mammals)。我們看見許多國家及研究人員從漁業（漁船）與海洋哺乳動物

互動的案例中，不斷尋思解決衝突之道－無論是漁具改良、禁用不當漁法

或增強通報機制等。這些成果都必須仰賴大量科學數據的累積與不斷測

試、觀察，回饋和改良。此外，我們也了解一個完整的保育政策，除了要

以科學為基礎之外，風險評估 (risk assessment)、情境模擬、資源評估、多

方參與、長期監測、目標檢視及檢討，乃至調整修正等，都是不可或缺的

環節。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此類與國際交流的經驗不但是非政府組織成

長的助力，相信也是讓台灣更好的推力。 

政府組織改造 

 政府組織改造進入最後階段，聯盟與夥伴團體趕在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

休會之前，送出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與財團法人海洋研究中心組織法草

案，希望能有專責執行海洋保育巡護及相關研究發展的部門，使台灣不負

海洋國家之名。截至工作年報出爐前，立法院尚未討論此案，聯盟將與夥

伴團體合作追蹤後續發展。 

2014 年工作計畫及漁業資源永續暨台灣白海豚保育十年回顧工作坊 

在 2011 年「漁業衝擊與東台灣海峽駝海豚保育工作坊」的基礎上，聯盟抱

持著「漁業和白海豚都是不當漁法受害者」的心念踏出下一步，希望藉由「漁

業資源永續暨台灣白海豚保育十年回顧工作坊」尋求有利台灣白海豚保育及回

復漁業資源之可能途徑。除了邀集國內外專家學者、漁民團體、政府單位、企

業界及保育組織，共同討論及規劃適切可行的方案之外，我們也將檢視十年期

間（2004～2014 年）台灣的白海豚保育措施是否有助其族群回復，是否需要調

整修正。 

另外，自 2013 年 9 月起，聯盟全職工作人員的辦公地點暫時移到台北，但

我們仍繼續以白海豚為圓心，擴散關注的議題範圍。今年，除了追蹤上述各項

議題與政策發展、出席環評會議和監督開發案之外，我們也將恢復舉辦陸地觀

察志工培訓營以及舉辦不定期的講座或影片放映，拓展海洋議題的視野。 

感謝一路上許多溫暖有力的扶持，讓我們走到現時現地。2014 年，台灣媽

祖魚保育聯盟仍需要您涓滴長流的挹注，支持我們實現今年的工作計畫及籌辦

「漁業資源永續暨台灣白海豚保育十年回顧工作坊」。誠摯邀請您繼續捐款，或

推薦親友成為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的定期定額捐款人，攜手為台灣的白海豚和

海洋努力。 

〔 捐款資訊請見最末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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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經費收入概況 

 

聯盟經費收入共 NT$ 1,020,967 元 

  
  

 2013 年經費支出概況 

 

 

聯盟經費支出共 NT$ 1,012,010 元 

 



 

 

社團法人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媽祖魚保育行動專戶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固定每月定期捐款：□300 元 □500 元 □1,000 元 □2,000 元 □3,000 元 □其他            元 

□單筆捐款：金額            元 

 基本資料 

授 權 人 □個人姓名 
□公司名稱  

□身分證字號 
□ 統 一 編 號 

 

聯 絡 電 話 住家：     公司：     手機： 

聯 絡 地 址 □□□-□□ 

出 生 日 期  Email 
 

（為方便日後聯繫，可於最短時間內通知您） 

收 據 抬 頭 
□同授權人 □非授權人（請填寫下列資料），與授權人關係為     
□個人姓名 
□公司名稱  □身分證字號 

□ 統 一 編 號  

訊 息 來 源 □網站 □Email □文宣品 □朋友       推薦 □其他：        

 信用卡資料（卡片有效期限到期，本會將自動為您展延） 

所屬信用卡 □VISA  □MASTER CARD □JCB  □聯合信用卡 

信用卡卡號 ＿＿＿＿─＿＿＿＿─＿＿＿＿─＿＿＿＿ 授權扣款

簽  名 

 

（須與信用卡背面簽名相同） 有 效 期 限 西元：    月／     年 信用卡末三碼  

我們會於網站上公開捐款者姓名及金額，姓名將以『王○明』的方式呈現。或者， 

您想以其他方式公開捐款：□收據全名 □無名氏 □以其他暱稱       

備註：媽祖魚保育行動專用 

此欄由社團法人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審核簽章  經辦：     主管： 

 請於填寫完畢並簽章後，以下列方式（擇一）回傳： 
  郵寄：台北市中正區 10046 懷寧街 106 號 6 樓之 1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媽祖魚）收 
  傳真：02-23825810（傳真後煩請來電 02-23825789 確認） 
  電子信箱：donate@wildatheart.org.tw 及 twsousa@gmail.com 
 
※ 本會定期扣款日為每月 15 日（遇假日提前），若當期無法順利扣款，將於月底再進行一次請款。 
※ 如欲取消或更改授權，請於扣款日前 10 天以書面、email 或來電 02-23825789 告知本會。 
※ 本會所開立之收據，依法可申報綜合所得稅列舉扣除或列報為當年度費用。 
※ 定期捐款收據將於年底統一開立，次年二月寄發，以方便保存與報稅，本會亦提供扣除額電子化服務。 
※ 您可隨時至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網站（twsousa.blogspot.com）了解白海豚保育行動的最新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