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年後成為主流的養殖方法。箱網養殖方面，1992年陳佳德先生與友人集資於大鵬灣

進行箱網養殖，可說是臺灣箱網養殖的濫觴。短短九年時間從20只箱網擴大到350只箱

網，飼養魚種為石鱸、石斑、鯛魚、海鱺等。在內陸漁塭方面，大鵬灣養殖以虱目魚、

草蝦為主。大鵬灣由於水流出灣區不易，養殖面積增加後水質快速惡化，導致病害。政

府在民國86年成立「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希望將大鵬灣轉型成為多功能海上遊

憩區。目前已完成蚵架及箱網的徵收，大鵬灣的養殖走入歷史。目前屏東箱網養殖大抵

消失，僅剩下兩個區域，一個是小琉球衛生所洪醫師所推動的鮪類養殖。雖然外國已經

有黑鮪魚養成功案例。現在東港水產試驗所也在研究黃鰭鮪，但魚苗仍沒有辦法人工孵

化，以海上捕撈小魚再進行養殖，目前已經具有商業上市的潛能。237另一個箱網養殖區

域則是力佳公司在車城外海設置的海鱺箱網養殖場，目前有相當穩定的收益。

                       

                                                                                                             

表9-4 : 民國97年屏東各鄉鎮市養殖面積（100公頃以上）

潮州鎮      257.69 

東港鎮      387.66 

萬丹鄉       235.89 

九如鄉       402.25 

里港鄉       540.70 

鹽埔鄉       278.18 

枋寮鄉       386.40 

新園鄉      342.10 

崁頂鄉       128.48 

林邊鄉      210.50 

佳冬鄉      468.21 

資料來源: 屏東縣統計要覽

237 呂國禎，〈鮪魚養大他、小島醫師拚復育〉，《商業週刊》，第1302期，頁154。

圖9-6：屏東縣內陸養殖產值變化
資料來源: 漁業署漁業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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