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識會議

雲林縣口湖鄉「台灣鯛科技漁民」



口湖-台灣鯛-產業特色DNA

過往口湖「台灣鯛」為國際生產最大國，近年氣候異常，魚大量暴斃導致產量不穩，
現階段已無法滿足外銷訂單。

過去台灣是台灣鯛國際生產最大國，現排行20幾名，外銷量銳減。
台灣鯛產品過往已打入歐、美、日、韓、加…等十多個國家市場。

傳統魚塭養殖方法無法有效提升產量、土地專養”集約養殖”取得不易。
精緻活體宰殺產線保存鮮度，受日韓肯定每月魚片出口量達200噸。
卻因產量無法承諾外銷訂單。

過往年產6千噸台灣鯛養活沿海居民，因氣候異常導致漁產量下滑。
需穩固既有內銷市場(華航空廚/7-11/全聯/五星級飯店/火鍋店)。
台灣西南沿海區超抽地下水嚴重，雲林為全台地層下陷速度冠軍。
縣府表示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口湖)擬設綠能專區。高成本綠能設施，
如何增加養殖戶投資轉型意願成為待解問題。

雲嘉地區土地水質鹽分高，台灣鯛對鹽度忍耐力較其他魚類強。
持續提升台灣鯛產品附加價值(特色料理/保養品/皮包服飾/醫療用品)。

國際競爭優勢逐漸降低

沿海基礎民生出現缺口

產量影響難以拓展外銷

沿海特性催生國際魚種

雲林逾20年企業，營業額1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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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湖-台灣鯛-魚種DNA代表性

 台灣特有改良新品系，屬慈鯛科、尾巴自然帶紅。

 比一般吳郭魚成長時間快3成、更大體型，增加可食用及產品附加價值。

 富含高蛋白質與低脂肪、肉質鮮嫩多汁且無暗刺與土腥味。

 加入「種苗繁殖/養成/飼料配方/加工」四大技術，符合台灣鯛產品規範，
優化養殖環境已培育優質台灣鯛。

台灣最具競爭力養殖魚! 全台最大養殖面積/外銷量!

台灣鯛的起源
吳振輝和郭啟彰兩位
先生從新加坡引進，
品種為莫三比克種。

1946 1963 1981

台灣鯛的孵育
業界先進將吳郭魚雜交並培育出許
多品系，現有的吳郭魚已非為原有
品種，而是台灣在地獨特的品種。

1993 2000

台灣鯛的起飛
台灣成為全球吳郭魚
第一大出口國。

2002

台灣鯛的正名
2002年經台灣鯛協會
正式命名為「台灣鯛」。

2009

台灣鯛的茁壯
台灣鯛冷凍魚平均
出口總量達3萬公噸。

 為提高魚種出口競爭力，依台灣鯛協會定義：

「只有高品質且經生產加工認證(台灣鯛產品規範)的改良品種吳郭魚」，

並非一般養殖的吳郭魚都可稱為台灣鯛。



口湖-台灣鯛科技漁民-在地合作單位

「雲林縣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淡水魚塭1000公頃，
保證養殖契作之收購價格，穩定並養活雲林沿海居民。

雲林縣沿海地區養殖漁民，因產銷無法達至一致化，
成立「雲林縣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設置漁產加工廠，
將養殖漁業之生產、 加工、行銷體系結為一體，
提高產品品質、增進漁民收益及強化國際競爭力。

雲林縣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

• 成 立：民國85 年 05 月 18 日

• 社 員：256人；廠區員工：200人

• 養殖面積：1000  公頃(雲林300公頃/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 廠辦面積： 6.50  公頃

• 資 本 額： 9000 萬

• 營 業 額： 10 億 ( 2017 年)

• 工廠產量： 日產量30公噸、年產量6000公噸

(年產量:原料6000座101大樓高度、魚片疊的長度台灣到北海道)

• 保證價格 : 養殖契作收購每台斤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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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鯛-漁電共生事業願景

將口湖鄉打造為「台灣鯛外銷生產示範區」，透過智能養殖技術及循環經濟，
發展雲林為漁產外銷供應基地，吸引青年返鄉就業，成為新一代科技漁民!

提升40倍產能，
保障養殖戶年收百萬!

 基地45-60坪→養6600尾魚
(每年投放三次，每尾2斤)

 年收三次40000斤(13000斤/次)

 3000坪→可放40個池子。

 基地3000坪→養25000尾魚
 年收一次40000斤

科技漁民
一手掌握

將國外技術引入國內，改造成適合地方魚種體質的智能養殖技術，以台灣鯛為首創SOP典範，
未來將因應台灣各式養殖魚擴散及改造，累積AI養殖知識資料，

打造世界級規模 全台最大淡水區智能養殖示範場域，提升台灣漁業國際競爭力!

傳統養殖業升級
 雲林養殖戶
 全台養殖戶

返鄉青年/偏鄉就業
 開心魚場體驗

(遠端養魚)

越多養殖戶投資，越提升雲林魚產量及產值，越多就業機會及教育訓練
附加價值成長
 魚鱗-膠原蛋白/眼角膜、

魚皮-皮包、魚骨-骨釘。
 旅遊生態體驗

相同年產量，每池節省93%用水量(避免超抽地下水)，養殖面積縮減97.5%

糞便→肥料再生
(發酵種蔬菜)

汙水→循環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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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總面積，提升40倍年產量，增加養殖彈性與小單位契作之可能性!

Before傳統魚池
(大面積養殖)

After新作圈養池
(微型養殖)



口湖-台灣鯛科技漁民-科技創生作法

透過遠端監控掌握魚池溫度，打造自動投餌/投藥系統以降低人力，
整合排汙/汙水處理系統、綠能管理系統，有效創造再生循環。

水質監控系統

淨水及回收系統

智能AI養殖暨產銷管理系統

 過濾/清除魚糞等製成肥料、過濾後池水回收使用以減少浪費。

生長監控系統

 III協助紀錄魚群數/重量
數據，確認生長狀況。

產銷暨養殖排程系統

 III協助依訂單安排魚苗放養時間，確保產量監控/預估/分析、生產履歷/訂單回饋。

品質管控系統

 III協助紀錄漁產量/品質等
數據，回饋改進養殖方法。

自動投餌/投藥系統

綠能管理系統

 III協助將AI養殖整合太陽能儲能系統，儲存「離峰電」於
尖峰時段養殖，降低用電成本且平衡用電量。

6

產銷
管理

養殖
生長

再生
設施

 定時餵食/投藥並留下紀錄。
 顯示飼料/藥物存量。

 監控酸鹼值/含氧值/氧化還原電位
數據以維持在適合台灣鯛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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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C

水質監控

Aquadink

Monitor/Control System

自動投餌

投藥系統
水車/鼓風機 淨水回收

寬：14M

深
2M

寬14M

深
2M

5M

已自主投入建置遠端監控科技魚池基礎設施

透過遠端監控自動投餌/投藥、水質監控、淨水回收系統，
建置基礎科技魚池解決方案。

雲端監控介面



III生長監控系統掌握魚群生長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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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線上專家診斷系統，診斷魚群患病類型並建議投藥處方，
透過影像辨識技術，遠端掌握魚群生長情況，調整餵養頻率。

生長監控系統生長監控系統

現場病原菌鑑定
線上病徵影像通報

魚病藥物配方建議
養殖魚池水質
改善管理建議

生長狀況分析



III品質管控系統優化養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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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控
(線上溯源管理)

SGS檢驗

產地

(跨地養魚)

水質紀錄 養殖紀錄

投藥紀錄

加工紀錄

透過「從養殖到生產」資訊，掌握產地(跨地域)圈養池之魚群生產情形，
以資訊透明化完善台灣鯛履歷溯源品質，確保民眾安心消費!



III產銷暨養殖排程系統確保產量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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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掌握每日精確產量評估資料，調度養殖、進出貨的有利時間，
改善傳統人工紀錄並監控魚貨生長情形，減少庫存成本及出貨風險。

工廠生

產排程

投苗

排程

魚貨

監控

每日產

能評估

訂單
系統



III綠能管理系統整合養殖及太陽能儲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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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養殖系統將增加用電成本，「頂棚太陽能種電」可達到降溫和節能，
藉儲存「離峰電」於尖峰時段養殖，將大幅降低漁民用電成本且平衡用電量。

頂棚太陽能種電
遮蔽40%可降低1-2度

試驗未放黑網/頂棚

離峰用電期間
（降低六成電費）

尖峰用電期間
（使用離峰儲存電）

AI養殖系統

台電電網儲能系統

太陽能系統

AI養殖系統

台電電網
儲能系統

太陽能系統

售電

儲能電供應

台電

台電

黑網 目前遮蔽可降溫

綠
能
管
理
系
統

綠
能
管
理
系
統 售電



風力發電5~30kW

1. 綠能設施-太陽能頂棚
 頂棚約60坪，全遮蔽約需20~30KW，

架設成本約100萬，每日發電70度電。
 以室外40%遮蔽率計算，架設成本約40萬，

每日供電約30度電，將達零碳養殖。
 寒流加設布簾打造室內養殖空間。

2. 綠能設施-儲能系統
 1池使用1個13KW儲能系統(儲存離峰電)，

成本約20萬，足夠供應3天電力，且可僅
使用離峰電，能降低尖峰時期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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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協助智能AI魚池達到「零碳綠能養殖」

智能AI魚池13KWh
儲能系統

頂篷太陽能(8~30KW)



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
(台灣鯛生態創意園區)

智能AI養殖示範區(4池)
擴充

預定地

台灣鯛事業-智能AI魚池預計實施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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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公司用地6公頃建構98個魚池，帶動392萬斤產量

及1.33億產值。且已自主投入4個智能AI魚池示範區。

 第二期台糖土地與箔子寮特定區土地(租地)。

2公頃

0.2公頃

擴充
預定地

3.5公頃

4池

34池

60池
(若無排水溝可擴至69池，

相差10池產能，
每年相差40萬斤產量及

1360萬產值)



已認證 : ASC生態水產養殖認證

智能AI魚池-最佳水產養殖認證營銷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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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WWFC和IDH兩者創立之ASC生態水產養殖認證
(台灣鯛 : 全台最大養殖面積、出口量最大)。

• 全台第一個有CSR的漁產企業。

邁向整合認證

養殖：契約養殖/保價收購/ASC生態養殖規範/逐批檢驗。

加工：HACCP、EU、HALAL、ASC認證工廠 ;

循環水回收再利用養殖用水、廢棄物變黃金。

通路：內-各賣場/餐廳/火鍋店；外-美/日/韓/澳。

• BAP-最佳水產養殖實踐。

• 企業長期承諾-採取負責任養殖方式。

• 前進美國沃爾瑪-供應商的審核標準。
(全球最大零售商)

全球水產養殖聯盟(GAA)制定嚴格全面的BAP認證。
全球BAP認證設施的數量每天都在增長。



加工玻尿酸保養品

醫護魚眼

點石成金-台灣鯛創生附加價值

特色料理 / 皮包服飾 / 醫療保養 / 用油材料，具高經濟價值。

製成美味砂鍋魚頭

食用魚頭

製成鹽烤魚下巴

食用魚下巴

製成蒲燒鯛魚蓋飯

食用魚肚

加工骨釘(牙科醫療)

醫護魚骨

製成魚油(飼料用料)

油料魚內臟

製成高級鯛魚翅

食用魚尾

製成鮮味生魚片

食用魚側肉

聯合觀光文創及醫療美容

創生地方產業附加價值！

 全台首座國寶魚「台灣鯛」觀光工廠。

 外地旅客 X 在地學校的生態旅遊。

 在地魚料理設計特色餐廳及做菜節目。

 產研萃取製成高值保養品/保健食品。

 魚鱗人工眼角膜技術，創醫療生技商機。

 善用魚皮韌度的加工皮革文創精品。

皮革精品(皮包/皮帶)

穿戴魚皮

40元 (吳郭魚/食用) →  400元 (台灣鯛/產品附加價值)

膠原蛋白牛仔褲/織品

穿戴魚鱗

加工人工眼角膜

醫護魚鱗

飛機節能用油材料

油料魚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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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養殖帶動產業利害關係人收益

餐飲業
(特色料理研發)

國內外市場
(魚片量產行銷)

池桶產業

太陽能產業

淨水產業

養殖監控產業

水車產業

上游
設備加值

下游
研發行銷

培育上百位科技漁民
(智能魚池養殖戶-大規模提升產量)

時尚精品
(皮革/服裝設計)

醫療生技
(魚萃取研發產品)

觀光文創
(生態旅遊體驗)

16AI技術/產銷平台服務漁文創設計社區資源串連跨部會整合/事業投資 雲林產業創生



17

智能魚池之投資報酬率

雲林為全台地層下陷速度冠軍。
政府擬設綠能專區。
高成本綠能設施如何說服養殖戶投資，
台灣太陽能板價格為國外兩倍以上，

經濟部能源局支持台灣產業

需協調配套優惠才能有效推廣。

98池投入經費(太陽能板→ 降價至25%)

98池投入經費(太陽能板→無優惠 : 台灣現狀)

98池投入經費(太陽能板→ 降價至50%)

※系統軟硬整合 : 分階段導入
創生計畫→10池(本案:建立整合規格)；農委會計畫→88池



台灣鯛創生事業-資源需求及關鍵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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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提出需求：打造「智能養殖示範區」，穩定魚貨供應量。

 技術顧問團建議 : 導入「智能AI養殖暨產銷管理系統」優化傳統程序，提升40倍魚產量!

 第一期計畫：智能養殖示範區 (基礎建設)

公司用地6公頃建構逾98個科技魚池，需2.8億經費為首創典範
(284.3萬/池，使用10%太陽能)，帶動392萬斤產量及1.33億產值!
平均1個池子需1位養殖契作戶經營，將創造98個科技漁民。

 第二期計畫：擴充產線提升就業機會
台糖土地與箔子寮特定區土地(租地)50公頃，建構逾816個科技魚池
(264.3萬/池)共需21.6億，帶動3264萬斤產量及11億以上產值。
將創造816個科技漁民，預計新增一條生產線增160位以上就業機會。

 願景事業：智能養殖暨產銷連鎖加盟體系
擴散台灣各式水產養殖，智能產銷一條龍創生體系建構，孵育科技新創。



台灣鯛創生事業-需國發會協助疏通跨部會措施

綠能設施僅40%遮蔽
已限制漁電共生效能

實施場域內多項土地問題
導致養殖面積難有效運用

農委會漁業署「漁電共生」政策規範室外魚塭
綠能設施設置不得超過設施所座落用地面積40％，
導致餘60%無法遮蔽魚塭仍難抗衡氣候過高，仍
存有魚暴斃難穩定產量之根本問題。若智能魚池
得以達到室內養殖認定則可不受此政策限制。

農委會漁業署、水利會轄下範圍，陸上養殖面
積本不易擴大，且未就地目/水權深入處理(如:實
施場域遇排水溝難有效運用土地、土地變更耗時
1至2年、收購閒置土地須與百位後繼者簽約)，
已形成養殖業規模擴大阻礙。

台灣綠能須有配套優惠
電網設置不及政策速度

雲林為全台地層下陷速度冠軍。政府擬設綠能專區。
高成本綠能設施如何說服養殖戶投資，台灣太陽能板

價格為國外兩倍，經濟部能源局支持台灣產業需有

配套優惠才能有效推廣。且台電饋線設置不及，各地
發電無法回傳至變電所，難造福鄰近區使用。

智能養殖需整合產銷系統
才有效推廣創生加盟事業

雲林縣府及廣大養殖戶投入地方創生，透過智能養殖鞏
固第一線民生生計。雖資策會已投入軟硬整合技術總顧

問，然導入綠能系統等先進科技涉及經濟部與農委會
計畫資源的技術研發與實證(如:整合多項智能養殖技
術)，才得以爭取經費支援，須國發會協調跨部會(如:農
委會業界科專計畫)，共同鞏固創生事業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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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單位：雲林縣政府
聯絡窗口：蔡文彬秘書
連絡電話：0938-419-586

口湖漁類生產合作社
王益豐 總經理
0928-909-266  

資訊工業策進會
陳妍君 專案經理
0911-90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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