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近海外，延繩釣也在遠洋漁業快速成長，擴大了東港小琉球區域的魚獲來源，

不僅擴大了東港魚市場的交易貨源，也一定程度留住了小琉球的人口。早期遠洋鮪釣主

要在高雄地區為基地，民國40年代之後出現以小琉球、東港為基地的鮪釣船。民國70

年代引進無線電浮標後，一次投繩釣鉤可在800支以上，延繩長度在40-50公里以上，

也助長了鮪釣船在大洋作業的能力。目前遠洋鮪釣船的作業方式當地人稱為「半年東、

半年西」，指的是半年在印度洋作業，半年在太平洋作業。遠洋漁船除了在東港小琉球

註冊以外，也有許多在世界各重要捕魚基地，包括檳城、新加坡、關島等地註冊的漁

船，也有不少到高雄註冊。在引入外籍漁工前，船員多以東港、小琉球一帶出身者，特

別是小琉球漁業發達，居民從事船員工作比例極高，在台灣乃至全球遠洋漁業中扮演關

鍵地位。230

捕撈漁業的生態危機

屏東的捕撈漁業近年遭遇最大危機變是過度漁撈所產生的資源枯竭危機，最鮮明

的案例就是黑鮪魚。在縣府成功打響東港黑鮪魚的名聲後，國內消費量大增，但在臺灣

以及整個西太平洋國家過度捕撈之下，導致黑鮪魚數量大減，近幾年捕獲黑鮪魚數量只

剩下高峰期的六分之一不到，民國101年更是不滿千尾，構成嚴重的生態危機，也使黑

鮪魚季瀕臨瓦解。231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等的迴游魚類如鮪魚、旗魚等漁業資源都

230 呂國禎，〈全球最大魚市東京築地鮪魚價格，小琉球船長說了算〉，《商業週刊》，第1302期，（台北：2012），

頁126。
231 呂國禎，〈黑鮪魚13年捕獲量　從1萬尾變200尾〉，《商業週刊》，第1331期，（台北：2012），頁132。

照9-1 : 東港漁業（林伊辰攝）
資料說明 : 東港區漁會管理之東港魚市場，以鮪、旗魚為交易大宗，每年5至7月的

黑鮪魚汛期更是熱鬧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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