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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本豐富的海洋生物

　　台灣面積雖小，佔全球陸地面積的比例可能

只有千分之三，但台灣海洋生物的種類之多，卻

可高達全球物種的十分之一。譬如魚類、珊瑚、

海藻、甲殼類等幾個調查及分類工作較為完整的

生物類別均是。至於那些洄游範圍廣的種類，如

海龜或海豚，則比例更可高達1/3∼1/2。因此相

對而言，台灣海洋生物種類之多比起其他沿海國

家而言，其平均值要高出 500 倍之多。造成台灣

海洋生物資源豐富的主要原因，除了因為台灣地

理位置優越，正好位在全球最大陸棚區的邊緣，

以及全球海洋生物物種最繁茂的東印度群島的北

緣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台灣海域棲地的多樣性非

常高。這包括了複雜的底質、地形、水深、海流

與水溫等的生態因子的多樣化。如本省西岸皆為

沙質淺灘，台灣海峽平均不過 50 公尺，除水中表

層的洄游魚種外，均為沙泥底棲魚種。此外西海

岸還有不少河口與紅樹林。東岸則水深可達數千

公尺以上，孕育著許多鮮為人知奇形怪狀的深海

生物，可惜迄今仍缺乏調查與開發。至於俗稱

「海中熱帶雨林」物種最多的珊瑚礁，在全球海域

面積雖僅佔不到0. 3%，但台灣卻何其有幸，在南

北兩端及澎湖、小琉球、綠島及蘭嶼幾個離島也

同時都有。不僅如此，由於東部、南部及小琉球

等離島主要受到溫暖黑潮北上的影響，與北部及

澎湖受大陸閩浙沿岸冷水流南下影響不同，造成

溫度在冬季時南北可差到4 ∼5℃。也因此台灣南

北海域海洋生物的物種也有著明顯的差異。像這

樣只有 394 公里長的島嶼卻可以同時擁有兩種不

同的海底景觀與生物種類的確難能可貴，這也提

供了學者從事系統分類、地理分布、生態保育、

資源利用等等最好的研究地點和材料。但是台灣

累積的物種多並非表示台灣的資源還很豐富，相

反的，其中有將近一半到 2/ 3 的物種均已從過去

的數量豐富、常見，變成今天的偶見、稀有，甚

至絕跡。也就是說過去每次潛水可以看到的魚

種，現在可能五年十年都看不到一尾。這也難怪

台灣的魚種總數雖比起帛琉、馬爾地夫、大堡礁

等潛水勝地要來得多，但大家仍一窩蜂的花大把

銀子捨近求遠跑到國外去潛水的原因。這其中代

表的意義是：台灣原本的海洋生物甚為豐富，但

  礁區上水層中巡游的圓眼燕魚已很少見到

  美麗鮮豔的花鱸已甚為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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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被我們在這短短的卅、四十年裏，重經濟輕環

保、重陸域輕海洋，肆意地掠奪及到處污染和破

壞下給逐漸葬送掉了。

海洋生態系遭受破壞的原因

　　海洋生物多樣性及全球之漁產量早已在迅速

衰退，惟印度洋區因開發較遲，仍有略為增加，

其它各大洋早在十幾年前起即每況愈下。造成原

因在人為因素方面包括：

　一、過漁—新型漁法漁具不斷發明，使魚無所

遁形，無法逃避，再加上誤捕，浪費資源，使許

多魚種已商業性滅絕。大型魚已愈來愈少，瀕臨

絕種 ( 黑鮪、鯊 . . . . ) ，未來可能只好吃那些又

小又難吃的魚種。此外，非法毒、電炸魚、違法

底拖；過多的海釣人口，養魚人口，吃魚翅、海

馬、海龍等中藥的不良風氣。

　二、棲地破壞—特別是近 20- 30 年來海岸溼地

次第淪陷，台灣自然海灘之「寶」島，即將變成水

泥人工化的「堡」島，天然海岸迅速消失，使得許

多需要靠潮間帶孵育成長的海生物也失去其庇護

所；過度及不當的海岸遊憩活動如踐踏珊瑚也造

成嚴重的破壞；漁網覆蓋在珊瑚礁上或廢棄之流

刺網等亦使珊瑚礁死亡、魚兒持續地掛網。

　三、優養化、污染、有毒廢棄物、油污－使台

灣西海岸常發生魚群、文蛤等之暴斃事件。山坡

地水土保持不良使大雨後海水混濁，沈積物使珊

瑚死亡，台灣的海底垃圾亦特別多。

　四、外來種引入—貨櫃輪壓艙水，水產養殖外

來種之不慎逸出，或宗教人士的放生行為，如目

前在西海岸所發現的許多入侵種貝類，及彰化一

帶的紅鼓魚，在淡水河口及高屏溪口所發現的歐

洲鰻及美洲鰻等。

　　在自然因素方面，海洋生物所可能遭受的危

害除了全球變遷的溫室效應所引起的水溫上升，

海流氣候急遽變化，海平面上昇，紫外線增加殺

傷浮游幼生等因素外，又以颱風對熱帶地區之沿

岸，特別是珊瑚礁之破壞最烈。此外還有赤潮、

魔鬼海星大量繁生， El  Ni no 之效應等等，這些

因素其實也可能和人為因素所導致的全球變遷有

關。

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策略

　　我們希望政府方面要趕快推動下列工作：

  過當或不當遊憩活動易對海洋生態帶來威脅

  稱藍倒吊的擬刺尾鯛非常稀有，原來全被水

族館蒐購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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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應速增設海洋保護區－因為「棲地保護」遠

比「物種保育」來得更重要，更簡單有效。且符合

「預防原則」、「生態系取向之經營管理」的要求，

而且在珊瑚礁區應設法減少或禁止漁獲行為。

　二、訂定法令嚴格執行—加速通過「海岸法」、

「海洋遊憩管理辦法」等。

　三、推展宣導教育—認識美麗的海洋生物 ( 攝

影展、研討會、水族館、各類媒體) ，將海洋生物

列入保育 ( 護)  動物，改變大家對海洋生物的觀

念，不抓、不養、不吃稀有、觀賞性海洋生物

等。

　四、加強調查研究—加強調查台灣周邊海域之

海洋生物之種類組成及其數量之時空變化，並結

合地理資訊網系統（GI S）以儘速建立資料庫，如

此才能了解如何劃設保護區，如何禁漁或限漁，

及如何使資源能作最大效益的永續利用。

　　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要成功，最根本的還

是要把保育變成一種大家的生活態度，下列幾點

守則或可提供一般民眾參考：

　一、不吃活海鮮，只攝影、不採集、不收集、

不購買海洋生物。

　二、不養、不吃、不釣珊瑚礁生物、稀有及應

保育的魚類。

　三、不到海邊( 潮間帶) 、亂踩亂翻石頭。

　四、不亂倒污水、不亂丟垃圾，海釣、潛水應

遵守規定，不踢珊瑚及下錨等。

　五、多認識海濱及海洋生物，共同來作宣導教

育及擔任海洋生態保育的義工。

結語

　　總之，目前的海洋生態，猶如一本被撕掉許

多頁的史書，現在才開始下海去欣賞的人，會以

為原來的海底景觀即是如此，現在的海底已經很

漂亮了，但其實已遠不如二、三十年前那樣豐富

美麗。所以海洋資源永續利用的真正意義是要我

們這一代共同努力來挽救急速衰退的海洋生態

系，讓我們的後代子孫也能夠欣賞到真正的海洋

之美，享受到我們祖先所能享用到豐富的水產資

源。

（作者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

員及代理主任）

  「淨灘」是全民可一齊響應的活動

  期待大家還給海域清潔環境以提供潛水賞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