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識會議

雲彰嘉智能養殖合作點-百味之冠文蛤地方創生



文蛤產業加值創生-共識過程

由台西鄉文蛤養殖戶與盤商業
者，針對地方目前所面臨之高齡
化、缺工、氣候變遷與大量暴
斃、削價競爭等問題，希望藉由
地方創生，引入新興人力、科技
協助開創新局面。

3/25舉辦雲林縣地方創生共識會
議，由縣府計畫處向國發會主委、鄉
鎮首長及地方人士說明『文蛤、咖
啡、台灣鯛』三項雲林DNA提案內
容，獲得地方認同，國發會亦將協助
跨部會溝通與各項資源，加速地方創
生推動。

養殖戶與盤商業者代表，與雲林
縣府計畫處探討以文蛤養殖產業
做為地方DNA主體，雙邊皆認同
文蛤為雲林重要物產、亦可帶動
周邊產業。並提供地方創生辦法
說明、過去與執行中案例解說。

雲林縣府偕養殖戶、工研院，共同
研擬智能養殖合作點之共識，以提
供優質海水、養殖科技導入提升產
量為優先目標，逐步強化採收機械
技術、冷鏈物流、六級化加工、外
銷平台等，帶動整體創生。



文蛤產業加值創生-產業特色DNA

• 103年11月12日水繁養殖研究中心與日本國立熊本大學沿岸
域海洋環境科學研究中心於假海水中心台西試驗場簽訂「研
究交流協定」

• 台灣文蛤僅為日本文蛤售價的一半
• 日本年需求量約為3萬噸，目前尚有2萬噸的缺口

文蛤大量暴斃疑是天候及環境造成產量無法穩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業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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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文蛤因環境因素造成產期延長，產量縮減
• 契作及出口都無法提供穩定出貨量
• 產業萎縮讓人口外移



文蛤產業加值創生-利害關係人(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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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產業加值創生-共識願景產業升等

• 引入海水養殖，建立養殖合作點供給海水，減少水

源及鹽度影響產能。

• 建立智能養殖系統，以科學化管理提升品質與產

量。

• 媒合機械/農機業者進行智能養殖機械產品開發，降

低工作門檻，帶動農機外銷契機。

• 做好產品運送品質管理，確保鮮度，串連地方漁

民。

• 將漁產品六級化帶來更高的效益與價值，發展關聯

技術帶動就業人口。

• 為協助小漁開創外銷契機，建構聯合外銷平台、線

養殖
合作點

通霄海水養殖專區

水溫污染 鹽度

養殖
合作點

優質海水養殖合作點 智能養殖監控 新型採收技術

冷鏈物流系統 食品加工技術 外銷交易平台



文蛤產業加值創生-利害關係人(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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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輔導平台－創生聯盟事業

技術顧問

工業技術研究院
環球科技大學
雲林科技大學
虎尾科技大學

政府

國發會
農委會-水試所
雲林縣政府
台西鄉公所

組織單位

台西養殖權益促進會
養殖漁業發展協會
雲林區漁會

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

企業投入

養殖科技業者
漁業機械業者
物流冷鏈業者
水產產銷班

創生新事業帶動智能養殖

智能養殖技術新事業
物流/通路/行銷平台事業
二級化加工事業

一級養殖業提升產量

養殖面積提升
養殖業者提升
養殖兼職人員轉為專職
智能養殖監控企業設立

跨域加值產業新價值

擴大優質養殖漁業服務範疇
六級化產業升級(蛤素)
優化養殖工業機具產業

� 地方共識業者群聚
� 人力傳產鏈結
� 創新研發跨域新事業加值

自有養殖面積15公頃：
產銷人員10人、兼職人員22人
契作面積98公頃：產銷人員65人、兼職人員143人
自產自銷從業人員

？？？？



文蛤產業加值創生-
03/25已串連雲林養殖戶設立智能養殖合作點

漁戶 住址 養殖區域
面積
(公頃)

養殖數量
(顆)

預估收成量
(斤)

林○義 富琦村三和路○號 後安段 5 600萬 65000

林○冠 海口村海豐路20巷○號 蘇厝段 1.5 170萬 20000

林○政 富琦村仁愛路31巷○號 蚊港段 6 700萬 70000

丁○發 和豐村海產路24巷○弄○號 蚊港段 1.1 130萬 15000

林○城 和豐村復興路○號 蚊港段 1.5 200萬 20000

陳○玲 五港村五港路455巷○號 蚊港段 2.5 300萬 32000

林○倉 富琦村仁愛路○號 台興段 4.5 550萬 60000

李○宗 五港路○號 台西段 2 300萬 30000

丁○文 海產路24巷○號 台西段 2 300萬 30000

林○薛 和豐村信義路28巷○號 台西段 1 150萬 18000

許○英 崙豐路112巷○號 台西段 1 120萬 15000

林○龍 崙豐路291巷○號 台西段 1 120萬 15000

養殖
合作點

養殖
合作點

暨
有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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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雲林縣台西鄉文蛤養殖戶多且集中，其中少數個戶已引進海水養殖
近年來環境氣候變遷，應改善舊有養殖方式，進行整區規劃，也輔導成立合社作經營



台西文蛤養殖創生事業推動期程

養殖/機械
業者

冷鍊物流
業者

基礎建設
業者

農科專家/
學界專家

外銷
交易平台

優質海水
養殖合作點
智能養殖監控

一級產業優化
二級產業建立

一、二級產品
外銷，六級化

冷鏈物流技術
三級產業建立

食品
加工業者

I II III IV



台西文蛤養殖創生事業推動期程

養殖/機械
業者

冷鍊物流
業者

基礎建設
業者

農科專家/
學界專家

外銷
交易平台

優質海水
養殖合作點
智能養殖監控

一級產業優化
二級產業建立

一、二級產品
外銷，六級化

冷鏈物流技術
三級產業建立

食品
加工業者

I II III IV

經濟部水利署-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農委會-
漁業多元化經營建設計畫

農委會-
�農業機械及自動化設備補助計畫
�輔導開發或引進省工採收加工機械設備
�農產品區域加工中心（二級農產品乾燥、烘培、
碾製）
�水試所養殖數據研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經濟部開發在地型
產業專區

• 養殖合作點
• 創造就業機會
• 導入科技養殖

• 創造新產業鏈
• 改善採收過程
• 降低高勞動需求

• 規劃冷鏈物流
串連專區

• 建立二級產業
• 提供就業機會

一、二、三級產業整
合，滿足市場需求，
帶動周邊業者，農機
具業、物流業、聯合
行銷平台、強化契作
產業新事業發展。



台西文蛤養殖創生事業帶動地方創生效益

• 縣/鎮外人口引入

–商業、產業發展增加在地從業人口，帶動地方週邊生活機能提升

–異業整合農業機械業者、加工業者進駐，產業群聚成形帶動異業人口移入

–電商交易平台、創新品牌、吸引青年人口回鄉投入新事業發展，建構產業生
態系打破地域限制創造收益與增加工作機會

+780公噸 +200人就業機會 +1企業 +9千萬產值

降低養殖成本
縮短養殖期
環境監控降低損失

增加科技養殖專業人員/兼職人員培
育為專業人員穩定其經濟收入

智能養殖監控
創生事業發展
提供就業機會

整合小漁養殖、加工產銷
班、業者，建立交易平
台，促進商機產值提升2-3
倍

◎產量與產值計算以100公頃之文蛤養殖專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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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養殖環境監控技術
e.g.水溫、鹽度、PH值
(水試所養殖數據與技術)

養殖業者育苗、養殖、採收監控
e.g.養殖排程、尺寸大小

六級化加工、運輸技術
e.g.去沙、冷鏈保鮮、食品加工
(工業局計畫)

產銷售平台系統整合
e.g.銷售管理、產銷需求平衡

雲林縣現有業者與區域
e.g.台西段、蚊港段...
(水保局、台糖建議土地區域)

其他縣市合作點
e.g.彰化、嘉義、台南
(各縣市養殖戶合作意願調查)

縣市提出重點養殖業者與據點
e.g.口湖鄉、下崙、伸港、芳苑...
(示範點意願調查)

面積與從業人員契作模式與機制
e.g.養殖產銷生態系

集約管理
e.g.科技養殖人員及場域管理

文蛤產業加值創生需求與推動共識

產銷服務契約養殖計畫建立產銷服務系統優化現有產業結構、產量與規模提升、免於環境衝擊、免於同業間競爭。

智能養殖合作點
e.g.養殖場域、海水系統
(全國水環境改善、漁業多元化經營建設)

養殖科技技術
e.g.環境監控、水質監控系統
(農糧署、漁業署、工業局智慧城鄉)

產銷通路平台
e.g.物流保鮮運送、銷售數據系統
(經濟部推動中小企業跨域創新加值計
畫，拓銷水產品國際市場)

產銷需求平衡
e.g.外銷市場佈局
(國貿局－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畫)

契約養殖與養殖合作點計畫
智能養殖分工與角色

技術需求
智能養殖服務智能養殖供應者

資源策略
部會對應資源



文蛤產業加值創生需求與推動共識討論

13

需求 (從業人員＆產銷班＆農漁會) 作法 (政府部會＆學研單位)

銷售物流
供應平台系統 加工應用高值化

智能養殖
合作點建置

養殖監控技術
建置

e.g.氣候變遷文蛤大量暴斃

e.g.水質污染控管確保文蛤狀態 e.g.建立「雲林文蛤」的品牌

e.g.引進較乾淨的海水，與排水分離

e.g.建立「雲林文蛤」的品牌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部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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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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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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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
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106年9月～113年12月)

政府於106年4月5日核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其中「水環境建設」，預計8年投資約2,508億元，前4年（106至
110年）分3期共投入約1,100億元特別預算，其中第1期（106年9月至107年12月）及第2期（108至109年）已分別
編列約251億元、582億元，期透過跨部會資源，營造不缺水、喝好水、不淹水及親近水之優質水環境。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針對都會區淹水
之相關區域進行地區性整體改善，選定人口密集區辦理河
川、排水、海堤、雨水下水道、農田排水、養殖排水、坡
地水土資源保育以及其他相關排水路改善之綜合治理改善
工作，推動逕流分擔、出流管制措施，落實韌性國土政
策。

協助項目：深層海水取水工程、獎勵產業更新相關設備



部會資源

your date here större - a multipurpose PowerPoint template 18

■產業登記策略聯盟
擇定重要外銷品項籌組產業策略聯盟，由具外銷意願之產地農民團
體及農民供貨，導入符合國外通路上架需求的標準化管理制度，以
市場需求為導向規劃生產，提升外銷農產品「到貨品質」。
■海外市場深耕擴展
整合國內產銷供應鏈，對外透過市場調查研究分析、參加國際食品
展、辦理國外買家邀訪洽談會、派遣拓銷團等，與國外大型通路建
立直接出口網絡，擴展台灣農業之海外市場效益，提升農民收益。
■輔導媒合
結合縣市政府、外貿協會及我駐外單位資源，透過平台提供完整產
銷資訊、外銷輔導及獎勵與媒合措施，確保生產者有銷售通路、採
購者有穩定貨源，供需平衡的雙贏局面。
■與國內貿易商整合
偕同國內出口業者，致力維持現有主要外銷市場之外銷實績，並開
拓海外新興市場及新興通路，邀請產地供貨業者加入共同供貨機
制，以外銷為導向，建構質量穩定的供應體系，於海外大型通路成
立台灣農產品全年不間斷供應之貨架專區，確保供貨穩定、海外訂
單永續。

推動成立農產外銷平台—以農產國家隊的概念，向世界出發



部會資源：【經濟部】開發在地型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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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彰嘉智能養殖合作點-百味之冠文蛤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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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優質海水與環境
Out:優質文蛤

In :幼苗、養殖排程監控
Out:產量穩定文蛤、

從業人員風險降低穩定收入
資源需求：
建構民生供物聯網計畫
智慧城鄉生活計畫
青年農民輔導平台

生鮮
物流

國內實
體實體
通路

外銷市
場通路

餐飲

平台
系統
維運

In :提供訂單供需服務系統
Out:線上線下銷售、提升品質

從業人員風險降低收入穩定
資源需求：
智慧城鄉生活計畫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

採收
加工技
術業者

加工食
品

生技應
用

生技加
工技術

養殖品
質與供
應穩定

契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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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擴散養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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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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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商業
化

銷
售
物
流

供
應
平
台
系
統

文蛤智能
養殖

產量提升

保障收益

加
工
應
用
高
值
化

智
能
養
殖

合
作
點
建
置

養
殖
監
控
技
術

建
置

從業人
員整合
導入養
殖技術

提升傳統
養殖到智
能化

海水監控
供應系統
建置

環境
建置

示範
點設
立

In :內/外銷需求市場導向生產
Out:符合國外需求之加工產品

蛤素－有抑制腫瘤生長的抗癌效應。
資源需求：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

資源需求：經濟部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推動中小企業跨域創新加值計畫
開發在地產業園區

III II

IIV



文蛤產業加值創生-串連養殖戶設立產銷服務系統

關鍵合作夥伴
(產/學/研)

小漁業者及養殖場域

農委會 - 水試所
水質、底土養殖數據

經濟部–水利署/工業局
養殖海水系統
養殖系統與機械開發

養殖科技/工研院
監控技術
物流技術

關鍵活動

開發基礎設施場域
養殖監控與技術
養殖從業人員增加
產銷服務新創公司

價值主張

提升產量
滿足國內外市場需求
整合小漁人員

顧客關係

小漁契作服務管理
訓練與授權

消費者需求

目標客層

小漁業者

餐飲業者

國外市場

國內零售商關鍵資源

養殖產銷服務系統
監控技術
物流技術

通路

台灣內需
日本市場
供貨平台

成本結構

Before
人力、養殖時間長
隨氣候變化產量品質不穩定
人力與技術產量有限

收益流

Before
訂單銷售
超商/傳統市場銷售
零售商議價競爭

After
產量與品質提升
外銷市場擴大
養殖勞力降低
從業意願、收入提高

After
養殖技術授權
養殖輔導訓練
文蛤品質及大量穩定供貨



創生事業構想（時程、地點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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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養殖專區設立

（2）優質海水引入或環境營造

（3）智能養殖監控系統整合

（4）企業認養/創生事業成立

（5）漁業機械及自動化導入

（6）漁產品區域加工中心

（7）物流行銷平台

108/6              109             110           111            112 

水利署、農委會與業者共同規劃優質養殖專區

農委會+雲林縣政府+養殖科技業者共同擬定統

籌供應系統管理辦法，營造優質養殖環境

引入生技與科技相關技術進行養殖監控系統整

合，優化養殖管理使產期縮短產量提升

生技與監控技術企業認養或成立新創企業，並

於養殖專區設立據點，帶動發展增加就業人口

引入各部會資源輔導業者導入農業機械及自動

化佈建，改善勞動力並提高養殖產業動能

引入漁產加工技術，促進業者應用技術帶動六

級化加值發展，增進相關事業就業人口

冷鏈物流技術創造產品價值，擴增內外銷市場



業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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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ƺ台西文蛤創生ᵉ業ƻ
文蛤科技化養殖�
創新商業平台業者�
食品加工六級化

創生ᵉ業鏈䰎業者㏽府與⨶研⑬ḋ

吳永雋養殖＆品牌

產服中心
黃煜鈞 0492345237

張文山

上豪養殖場 育苗

台西養殖權益促進會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