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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方案緣起 

一、 依據 

(一) 108 年 3 月 20 日行政院陳副院長其邁接見釣友，以「積極開放，有

效管理」立場，全面盤點目前漁港及商港內適合開放釣魚之場域，

以開放 50 個區域為初步目標推動。 

(二) 108 年 3 月 27 日行政院召開跨部會協商會議，由張景森政務委員負

責跨部會協調，責成海洋委員會為主責機關，有效規劃釣魚管理措

施。 

(三) 108 年 4 月 3 日由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邀集利害關係人召開開放政

府第 46 次協會會議，討論「修正漁港法全面開放漁港港區釣魚並全

面興建釣魚平台」民眾提案。 

(四) 108 年 4 月 8 日行政院召開釣魚團體座談會，為加強釣魚活動的管

理，請釣團體代表制定「釣魚守則」提供釣友遵循，由各管理機關

列為「釣魚管理規則」，政府機關則積極改善漁港區環境整潔。 

 

二、 背景 

休閒垂釣廣為一般民眾所喜愛，屬於利用自然資源的一種。作為親近自

然的遊憩形式，也應兼顧環境與資源的永續性。因此，海洋委員會草擬此行

動方案，以環境友善垂釣原則做為基礎，期逐步建置台灣友善釣魚環境。 

廣義來說，休閒採捕水產資源的方法包括：堤釣、磯釣、灘釣、船釣、

魚槍、潛水、手抄網、手工採捕。全球垂釣人口估計可達二億二千萬人，在

已開發國家可能達人口的 10%，全球每年釣獲尾數達四億多尾。其影響力

不容小覷1。該活動與各相關團體互動而衍生的自然資源、社會、經濟、政

                                                      
1 Arlinghaus, R.; Abbott, J.K.; Fenichel, E.P.; Carpenter, S.R.; Hunt, L.M.; Alós, J.; Klefoth, T.; Cooke, S.J.; Hilborn, R.; Jensen, O.P. 

Opinion: Governing the recreational dimension of  global fisher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5209-
52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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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性議題日益複雜，而須協商出良好的規範。依據海委會 107 年 11 月份調

查，台灣海岸際釣魚概況，男女比例為九比一，前三種海釣型態為堤釣(27%)、

磯釣(18%)、船釣(13%)。最常垂釣的目標物種為黑鯛、石斑及白帶魚等。有

八成五的民眾認為釣魚應該要管理，近八成支持釣魚證管理，可接受金額為

一百元以下。釣客最憂心的問題則是釣魚環境的安全性、海洋污染、棲地破

壞，以及魚類資源過度捕撈，商業漁業及休閒釣客之間的衝突也是許多釣客

關注問題。 

如何妥善管理休閒垂釣，特別是兼顧環境資源永續，以及不同釣點、

釣法的平衡性2，需要各方協商。以下提出五項基本原則，作為規劃台灣釣

魚管理制度之基礎： 

(一) 利害相關團體的平衡性：邀請相關產官學界參與，研議合適之規範，

俾與周遭環境的利害相關者共同分享與維護環境。 

(二) 自然資源永續性：自然資源(物種)有其時空特異性，宜建立基本規範

(自願性與強制性)，因地制宜，彈性調整，避免資源過度捕撈。 

(三) 環境友善：投入資源以及加強教育宣導，以安全、清淨、方便為目

標，改善現有髒亂的釣魚環境，讓國人得以親近海洋。 

(四) 強化管理能量：強化中央與地方對垂釣場域的管理能量，納入地方

民間團體，結合農漁單位、環保單位，共同建置管理體系。同時輔

導釣友團體推廣垂釣安全、清潔及保育觀念。 

(五) 科學管理：引進、研發APP等科技工具，以通報各項管理保育規範

建議，並持續蒐集垂釣漁獲資料，俾進行資源及產業之評估。 

                                                      
2 指在不同的場域環境下進行釣魚活動，所使用的釣法不影響其他活動安全、破壞環境及影響海洋資

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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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前述原則，在經過多次與各單位研商擬定「台灣友善釣魚3行動方

案」，希望從盤點及規劃場域、釐訂安全準則、加強環境清潔、建立資料回

報系統、推動資源永續利用、進行教育推廣、落實自主管理及適當究責等 8

面向，尋求全面性建置環境友善釣魚秩序，提升台灣的整體釣魚環境，讓國

人能夠廣泛性參與此種接近自然的遊憩活動。 

 

貳、 執行策略與工作內容 

一、 場域選擇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得依其主管法規劃設垂釣場域。 

(一)漁港：得依漁港法 18 條公告開放民眾垂釣區域(包含考量低度利

用漁港)。第一類漁港由漁業署主管，目前開放 3 個港口。第二類

漁港：由地方政府主管，目前公告開放 18 個港口，共計 21 個漁

港 24 個釣點(附錄 1)4。 

(二) 商港：得依商港法第 36 條公告開放民眾垂釣區域。臺灣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及金門縣政府依據商港法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已分別訂

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垂釣區管理要點」、「金門港申請釣魚活

動作業要點」等規定，並於 10 個商港劃設 15 處釣點(附錄 2) 5公

告開放民眾垂釣區域，目前係委託登記有案之釣魚社團管理，部分

地點則全天候開放釣客自由進出；其中金門水頭港垂釣區域係以

個案方式受理釣魚社團辦理釣魚活動。 

(三) 國家公園：得依國家公園法第 14 條經國家公園管理處許可，開放

民眾垂釣魚類，目前以墾丁國家公園開放 10 個釣點(附錄 3)。 

(四)海岸國家風景區：目前均未限制釣魚活動，得視各國家風景區資

                                                      
3 友善釣魚:指兼顧場域安全、環境清潔及資源永續的垂釣活動 
4
 漁港開放資訊滾動式更新 

5
 商港開放資訊滾動式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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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條件及需要，參酌規劃休閒釣魚區。例如北海岸及觀音山、東北

角暨宜蘭海岸、雲嘉南濱海、東部海岸、大鵬灣、澎湖及馬祖等國

家風景區。 

(五) 一般海岸：目前皆開放釣魚，場域主管單位如需投入管理能量，

地方政府得參酌地方制度法或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0 條制定相關

規範。 

(六)船釣：搭乘娛樂漁業漁船出海進行垂釣活動，係依據娛樂漁業管

理辦法制定相關規範，目前各漁港之娛樂漁業漁船數量如附錄 4。

至於以休閒遊艇、惟不具船形浮具及未經安全檢查丈量船艇，可

參酌船舶法、地方制度法、公共水域浮具安全使用及活動建議注

意事項等制定相關規範。 

二、 安全準則 

(一) 釣客守則 

1. 垂釣者應維護自身安全。全程穿戴救生衣及防滑鞋等個人防護配

備，夜釣佩戴頭燈及夜光棒。 

2. 垂釣者應自行辦理保險，自負安全責任。若有未成年者同行，亦應

辦理保險，且務必確保孩童在視線範圍內，防止發生事故。 

3. 嚴禁滋事及升火等違規行為。 

4. 港區內不得任意攀登他人船舶及觸碰纜繩等行為。 

5. 禁止從欄杆跳向堤防(釣場)。 

6. 釣客之間保持安全距離，例如投擲釣魚(引誘法)距離間隔 5m以上、

誘餌釣籠法距離間隔 3m 以上。 

7. 禁止有危害他人或騷擾他人之行為。 

8. 垂釣者事前應查詢各釣魚場域天氣及海況，並注意場域管理單位

公告，如遇颱風、暴雨、暴潮、堤道越浪且有安全疑慮、中央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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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1 日前預報臺灣近海平均風力超過 5 到 6 級，瞬間陣風超過 8

級以上或中央氣象局發布長浪訊息且浪高 2 公尺(含)以上等天候

不佳時，應停止從事垂釣活動。 

(二) 政府行動 

1. 場域經營管理機關(構)或受委託之登記有案相關社團利用適當方

式設立警告標示，揭示危險區域、禁止及應注意事項(緊急連絡電

話)。 

2. 場域經營管理機關(構)或受委託之登記有案相關社團重要場域設

置救生圈(附適當長度繩索)或及利用適當方式設置警告標示，揭示

危險區域、禁止及應注意事項(緊急連絡電話)，並於適當地點放

置設備位置地圖。 

3. 公告開放釣魚場域之場域經營管理機關(構)或受委託之登記有案

相關社團於天候不佳或風浪大期間，設置禁止進入之標示或透過

適當方式警告民眾離場，必要時關閉釣魚場域。 

4. 針對騷擾、禁止、違法之行為，場域經營管理機關(構)或受委託之

登記有案相關社團之巡護人員立即勸導，若屢勸不聽將請離場。 

5. 場域經營管理機關(構)或受委託之登記有案相關社團定期辦理安

全訓練(例如落水後應變、安全設施使用操作)及環境教育課程。 

三、 環境維護 

(一) 釣客規範 

1. 垂釣者嚴禁亂丟垃圾、廢漁線等雜物，應將垃圾、廢漁線等雜物自

行打包帶走。 

2. 民眾可利用縣市政府公害檢舉系統檢舉亂丟垃圾，共同監督。 

3. 不得竊取或破壞各項設施，禁止鑽鑿打洞，破壞場域內各項設施。 

4. 港區內嚴禁妨礙船舶航行，未公告開放民眾垂釣之區域禁止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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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採捕水產動、植物，且不得影響船舶或漁民作業。 

5. 倘在航道釣魚民眾須禮讓船舶通行，民眾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礙船

舶出入。 

 

(二) 政府行動 

1. 地方環保單位增加稽查。 

2. 漁港或商港區域，由場域經營管理機關(構)或受委託之登記有案

相關社團加強垃圾清運次數及加強維護，或以外包方式處理。 

3. 依規定公告開放垂釣之商/漁港，主管機關(構)應定期公布水質檢

測數據，以提供港口環境管理參考。 

 

四、 資源永續 

(一) 釣客規範 

1. 限使用釣竿釣魚(釣客聚集之處，1 人至多 2 竿)，不得使用其他網

具或從事捕撈行為，不得電、毒、炸魚。 

2. 禁捕保育類野生動物(如曲紋唇魚、隆頭鸚哥魚、海龜等)，倘釣獲

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他主管機關禁止捕獲之魚種，應立即釋放。 

3. 捕獲幼魚(如小於 15 公分者)應馬上釋回並禁止攜離。若釣獲甲殼

寬未滿 8 公分之蟳蟹類，亦釋回並禁止攜離。 

4. 於封閉或半開放水域，禁止使用誘餌集魚。 

5. 使用誘餌應以天然素材為主，惟禁止使用保育類野生物；就地取

材應避免使用垂釣現場之活體生物，如:寄居蟹等，並請勿使用未

滿 15 公分之小魚。 

6. 依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之保護區，若有訂定之禁止或限制

採捕之物種、體長、數量、垂釣方式或其他管理事項，應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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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行動 

1. 制定友善垂釣魚種清單(附錄 6)，推廣保育觀念。 

2. 試辦「垂釣認同卡」以資源管理為目的，結合場域管理(釣友垂釣

地點與人次數)、資訊回報(釣獲種類與數量、體型)以掌握統計資

料。 

3. 資源量定期檢視調整計畫，以確保該物種族群量穩定。 

4. 外來種監測及評估影響生態情形，納入管理計畫。 

5. 厚植漁業資源，評估適合場域及季節辦理魚苗放流。 

6. 針對高度利用魚種，漁業主管機關應提供該物種年度商業捕獲量

資料，並由海洋委員會整合非商業捕獲量，依據該物種資源量及

利用程度，制定資源管理計畫，依據各級主管機關應於開放垂釣

區域公告相關魚種及體長規範宣導周知，以達資源永續及合理利

用海洋資源之目標。 

 

五、 資料回報 

(一) 釣客規範 

1. 釣友回報漁獲，包括地點、種類、尾數(初期採自願性、鼓勵性)。 

2. 有關搭乘娛樂漁業漁船之船釣方式，應依娛樂漁業管理辦法第 20

條規定，由漁業人或船長填報漁撈報表或漁撈日誌，並於次月底

前將前一個月之報表或日誌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釣

客需配合規定提供船長或漁業人漁獲資料。 

(二) 政府行動 

1. 建構回報系統或 APP(詳如附錄 5)，鼓勵釣客回報資料，也提供釣

客相關場域、管理規範資訊。 

2. 針對回報資料定期公告釣獲魚種及尾數或重量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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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立「釣魚管理平台」，評估相關物種資源狀況，以擬定合理保育

措施。對於商業漁業以及休閒垂釣共同使用之物種，應評估不同

使用者的資源利用狀況，合理分配。 

4. 滾動式修正友善釣獲魚種清單，提供釣友及漁民參考。 

 

六、 適當究責 

(一)  釣客規範 

1. 針對釣客違反規定之行為，應協助予以勸導或告知。 

2. 針對重大違規事件，應協助據實紀錄並通知管理機關(構)。 

3. 應遵守相關地區(場域)之釣魚管理規範。 

(二) 政府行動 

1. 如製造環境髒亂者，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規定，則以同法第

50 條處新臺幣 1,2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

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2. 若於商港區域棄置廢棄物者，依商港法第 37 條第 3 款規定及同法

第 69 條規定，處新台幣 6,000 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罰鍰。 

3. 若在港區內未經開放垂釣區域從事釣魚行為，漁港依漁港法第 18

條「海岸巡防機關應採取適當措施制止之」，商港依商港法第 71 條

「於第 36 條第 2 項公告區域外垂釣者，由航港局或指定機關處新

臺幣 6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其釣具。」 

4. 釣獲保育類野生動物應立即釋放，違者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1 條

規定，處 6 個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20 萬元以

上 100 萬元以下罰金。 

5. 釣獲其他主管機關禁止捕獲之魚種，依該主管機關所規定核處。 

6. 如鑽鑿打洞、毀損漁港設施者，依漁港法第 23 條規定除涉及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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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法處罰外，並應令其限期回復原狀。另如毀損商港設施者，港

務公司將依委託管理單位之契約，要求管理單位負責管理與賠償

責任。 

7. 違反場域內應注意事項及遵守規範事項者，依漁港法 21 條規定處

新台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若違反港區安全則依商港法

第 65 及 66 條規定處新台幣 10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七、 教育推廣 

(一) 釣客規範 

釣友團體舉辦「識魚活動」、「釣魚比賽」，藉由比賽推廣友善垂釣及安

全觀念。 

(二) 政府行動 

1. 辦理工作坊推廣友善垂釣，並促進漁民及釣友間之交流、分享資

源，及增進海洋保育共識。 

2. 辦理釣魚比賽，藉由比賽推廣保育概念及海域活動安全之觀念。 

3. 製作友善垂釣相關出版品及宣導品。 

 

八、 自主管理 

(一) 釣客原則 

1. 釣客團體或社團可協助參與釣魚區管理。 

2. 鼓勵釣客團體在針對抱卵蝦蟹魚類、珊瑚礁魚類、幼魚或亞成魚

予以放生。 

(二) 政府行動 

各相關分工單位依各該主管法令下開放釣魚，本方案所列之釣客規範

或政府行動，可依各該區域之需求自行調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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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行動方案職責與分工 

一、 主責機關：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一) 擬定友善釣魚行動方案、友善釣魚管理規範及友善釣魚指南。 

(二) 蒐集及整合釣魚資訊、委託辦理資源評估、規劃復育及資源管理計

畫，並推動試辦釣魚證制度。 

(三) 每年召開協調溝通會議，並規劃以北、中、南、東、離島五區成立

溝通協調平台(附圖 1) 

1. 漁業署、海巡署、海保署、內政部、交通部、地方政府。 

2. 漁民團體代表、釣客團體代表、資源評估學者。 

二、 漁港區：農委會漁業署、各地方政府 

(一) 選定漁港區內開放範圍、擬定漁港區釣魚管理規範，改善並維護漁

港區環境並廣設安全警告標誌或以適當方式善盡告知民眾注意安全。 

(二) 執行漁港區釣魚管理之規定，配合及協助蒐集釣魚資訊。 

三、 商港區：交通部航港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金

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 

(一) 選定商港區內開放範圍、依據商港法及商港港務管理規則與登記有

案之相關社團協商相關措施，並委託其辦理。 

(二) 於商港區域利用適當方式設置警告標示，揭示危險區域、禁止及應

注意事項(緊急連絡電話) 或以適當方式善盡告知民眾注意安全。 

(三) 執行商港區內釣魚管理之規定，配合及協助蒐集釣魚資訊。 

四、 國家風景區：交通部觀光局 

(一) 於國家風景區範圍內，維護國家風景區環境並視需求設置安全警告

標示或以適當方式善盡告知民眾注意安全。 

(二) 執行國家風景區釣魚管理之規定，配合及協助蒐集釣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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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家公園：內政部營建署 

(一) 選定國家公園內開放範圍、擬定國家公園釣魚管理規範，改善並維

護國家公園環境並視需求設置安全警告標誌或以適當方式善盡告知

民眾注意安全。 

(二) 執行國家公園釣魚管理之規定，配合及協助蒐集釣魚資訊。 

六、 一般海岸地區：各地方政府/各海岸管理機關 

(一) 選定一般海岸地區開放範圍、擬定一般海岸地區釣魚管理規範，改

善並維護一般海岸地區環境並廣設安全警告標誌或以適當方式善盡

告知民眾注意安全。 

(二) 執行一般海岸地區釣魚管理之規定，配合及協助蒐集釣魚資訊。 

七、 執法機關：場域主管機關/地方政府 

(一) 以各場域相關權責機關(構)原則為執法單位或協助違法(規)行為

之通報。 

(二)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協助安全或通報等工作。 

(三) 各級消防機關或海岸巡防單位協助岸際地區之緊急救援（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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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行動分工表(滾動式修正) 

工作項目 分工內容 實施範圍 權責機關 備註 

一、 場域規劃  

(一)漁港 

針對第一類漁港及第二類

漁港，評估船舶作業少(進

出港次數較少)之港區，與

地方政府、漁會、釣友團

體協商選出適合地點作為

垂釣區。 

漁港 

第一類漁港 9 處；

第二類漁港 213 處 

第一類漁港-農委

會漁業署主管，委

託當地縣、市政府

管理 

第二類漁港-當地

縣市政府主管 

漁會、釣

友團體 

(二)商港 

1.港務公司經管之商港目

前開放區域為 14 處，後

續擬再開放之區域為 2

處。 

2.增列金門縣政府經管之

商港目前開放區域為 1

處。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

公司經管之 7 個國

際商港及受航港局

委託管理之 2 個國

內商港(澎湖港及布

袋港)；金門縣政府

與連江縣政府經營

及管理之金門港及

馬祖港。 

交通部航港局、臺

灣港務股份有限公

司、金門縣政府、

連江縣政府 

 

(三)國家公園 

評估國家公園可開放垂釣

區域，並訂定管理規範。 

國家公園(墾丁、台

江、東沙環礁、澎

湖南方四島)一般管

制區或遊憩區。 

內政部營建署、 

國家公園管理處

(墾丁、台江、海

洋) 

 

(四)國家風景特

定區 

目前無限制，後續視各國

家風景區資源條件及需要

個別參酌研議。 

北海岸及觀音山、

東北角暨宜蘭海

岸、雲嘉南濱海、

東部海岸、澎湖、

大鵬灣、馬祖等國

家風景區。 

 
 

交通部觀光局、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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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管理 
 

(一)環境清潔管

理 

1. 由場域主管環保單位

加強取締及維護。 

2. 利用地方政府公害檢

舉系統檢舉。 

3. 加強環境清潔人力，

增加清潔頻率。 

4. 垂釣區內評估規畫

「漁獲處理區」避免

污染場域及水質。 

合法釣魚場域 主管環保單位、場

域經營管理機關

(構)或受委託之登

記有案相關社團。 

 

(二)安全警告標

示、裝備及

安全巡護工

作 

1. 利用適當方式設置安

全設備(例如救生圈/

繩)。 

2. 海巡人員或安全維護

人員不定時巡護。 

3. 建立警告標示揭示危

險區域、禁止及注意

事項，並載明緊急救

援(護)及報案電話。 

合法釣魚場域 場域經營管理機關

(構)或受委託之登

記有案相關社團、

海委會海巡署、內

政部消防署(協助

岸際緊急救援/護工

作) 。 

 

(三)宣導釣友自

主管理 

1. 宣導釣友落實自行帶

走(垃圾不落地) 。 

2. 宣導釣友從事釣魚活

動應穿著救生衣及防

滑釘鞋等安全防護裝

備。 

3. 宣導針對妨礙漁業作

業或船舶進出區域，

不得從事垂釣行為。 

 

 

 

 

 

合法釣魚場域 場域經營管理機關

(構)或受委託之登

記有案相關社團。 

釣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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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源永續 
 

(一)訂定友善垂

釣指南 

研議友善垂釣指南與保育

觀念推廣，擇定優先物

種，建議長度 (例如:黑鯛

不小於 15 公分、白帶魚不

小於四指寬等規範)或數量

(每次不超過Ν尾) 。 

全國 海洋委員會(海洋

保育署) 

 

(二)垂釣漁獲回

報並研擬管

理制度 

1. 與焦點釣魚團體合作

試辦釣獲資訊回報(包

含時間、地點、魚

種、數量等)。 

2. 推廣釣友自主回報釣

獲資訊。 

3. 循序漸進，以「認同

卡」方式，以掌握釣

獲魚種、數量與體長

等統計資訊。優先以

海釣示範區辦理試辦

計畫。 

釣魚示範區 海洋委員會(海洋

保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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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管理架構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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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方案經費 

本方案各單位依分工項目及內容，建議以現有預算經費下籌措辦理，如

屬新興業務且為資源永續理念，本會統籌提報行政院爭取經費執行。 

 

伍、 預期效益 

一、 建立我國友善釣魚環境，促進海洋休閒活動並兼顧資源永續。 

二、 提升國內對於友善釣魚活動認知及共識，引發社會大眾能有效落實自

主管理並相互監督。 

三、 整合跨部會建立資源及行政協調機制，有效引入各方及民間團體相互

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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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漁港開放垂釣場域(滾動式修正更新) 

1-1 目前漁港公告開放區域 

項次 漁港 公告機關 公告時間(年.月.日) 

1 望海巷(1) 

基隆市政府 

96.10.24 

2 長潭里(1) 96.10.24 

3 外木山(1) 96.10.24 

4 大武崙(1) 96.10.24 

5 南澳(1) 宜蘭縣政府 108.9.3 

6 福隆(1) 

新北市政府 

103.7.31 

7 和美(1) 103.7.31 

8 水湳洞(1) 103.7.31 

9 深澳(1) 103.7.31 

10 野柳(1) 103.7.31 

11 水尾(1) 103.7.31 

12 草里(1) 103.7.31 

13 後厝(2) 103.7.31 

14 淡水第二(1) 103.7.31 

15 六塊厝(1) 103.7.31 

16 澳仔(1) 103.7.31 

17 鳳鼻頭(1) 
高雄市政府 

100.4.20 

18 彌陀(1) 108.6.26 

19 八斗子(3) 

行政院農委會 

100.10.28 

20 烏石(1) 102.5.22 

21 新竹(1) 108.8.16 

22 東港鹽埔(1) 10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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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後續擬開放區域 

項次 漁港 公告機關 預定公告時間(年.月.日) 

1 安平(4) 行政院農委會 108 年 9 月 11 日預告 

2 將軍(1) 台南市政府 108 年 9 月 17 日預告 

3 竹圍(1) 
桃園市政府 

108.12 月 

4 永安(1) 108.12 月 

5 富岡(1) 台東縣政府 108.12 月 

6 新湖(2) 

金門縣政府 

109.7 月 

7 復國墩(1) 109.7 月 

8 羅厝(1) 109.7 月 

9 枋寮(2) 

屏東縣政府 

109.7 月 

10 塭豐(1) 109.7 月 

11 中山(1) 109.7 月 

12 楓港(1) 109.7 月 

13 海口(1) 109.7 月 

14 旭海(1) 109.7 月 

15 興達(2) 

高雄市政府 

研議規劃中 

16 中芸(1) 研議規劃中 

17 彌陀(1)南外堤 研議規劃中 

18 鳳鼻頭(1) 研議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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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全台漁港開放民眾垂釣場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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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商港開放垂釣場域(滾動式修正更新) 

2-1 目前商港公告開放區域 

序號 港口別 開放釣點範圍及面積 

1 基隆港 施工碼頭 200M 

2 基隆港 東岸防波堤 900M 

3 臺北港 北防波堤全段 1,268M 

4 臺中港 北防波堤 2,818M*(全段開放) 

5 臺中港 100 號碼頭 329M 

6 安平港 南防波堤 1,600M 

7 安平港 北防波堤 600M 

8 花蓮港 新東防波堤 0K+0 以南 1,837M 

9 澎湖港 馬公碼頭開放垂釣區 870M 

10 澎湖港 龍門尖山碼頭開放垂釣區 1,000M 

11 高雄港 第十船渠南側護岸 235M 

12 高雄港 旗后山下舊台機造船廠旁護岸 145M 

13 布袋港 北防波堤內堤以外西側660M 

14 金門港 金門水頭港北防坡堤1120M(全段15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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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後續擬開放區域 

序號 港口別 
開放釣點範圍 

及面積 
辦理情形 

1 高雄港 二港口北堤 1,220M 

因辦理防範人員落海安全設

施工程及第四貨櫃中心後線

場地填築工程保留人行通道

工程作業，預計 109 年 3 月

底開放。 

2 蘇澳港 南防波堤靠內港側 625M 
施工作業中，預計 109 年 7 

月完工後開放。 

 

 
 
 
 
 
 
 
 
 
 
 
 
 
 
 
 
 
 

 
 

附圖 3  全台商港開放民眾垂釣場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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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墾丁國家公園開放垂釣區 

 
 

 
 

附圖 4  墾丁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海域垂釣區 

 

垂釣點編號 緯度 經度 備註 

1 22°02’14.76” 120°41’29.84” 後灣 

2 22°02’03.85” 120°41’19.69” 後灣 

3 22°58’21.22” 120°42’57.05” 紅柴 

4 22°56’02.50” 120°42’42.62” 白沙(北勢鼻) 

5 22°55’38.32” 120°44’28.87” 下潭仔 

6 22°56’15.95” 120°47’56.79” 青蛙石 

7 22°56’02.66” 120°48’59.55” 船帆石沙灘右側 

8 22°59’15.27” 120°50’45.87” 港口溪口 

9 22°59’44.23” 120°51’59.06” 佳樂水 

10 22°00’18.37” 120°52’35.61” 佳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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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全台娛樂漁業漁船數量及位置 

編號 設籍縣市 設籍港 娛樂漁船數 

1 

宜蘭縣 

南方澳 14 

2 烏石港 14 

3 粉鳥林 5 

4 梗枋 3 

5 
花蓮縣 

石梯 4 

6 花蓮 9 

7 金門縣 新湖漁港 1 

8 

屏東縣 

小琉球 2 

9 杉福 2 

10 後壁湖 11 

11 紅柴坑 2 

12 琉球新 2 

13 漁福 1 

14 

苗栗縣 

公司寮 1 

15 外埔 5 

16 龍鳳 4 

17 
桃園市 

永安 1 

18 竹圍 1 

19 

高雄市政府 

海洋局 

小港臨海新村 2 

20 白砂崙 1 

21 鼓山 8 

22 旗津 4 

23 興達 3 

24 彌陀 1 

25 

基隆市 

八尺門 4 

26 八斗子 14 

27 大武崙 2 

28 外木山 5 

29 望海巷 2 

30 
連江縣 

福澳 2 

31 橋仔 2 

32  

雲林縣 

 

三條崙 1 

33 五條港 4 

34 台子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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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雲林縣 金湖 7 

36 蚊港泊地 1 

37 

新北市政府 

農業局 

東澳 3 

38 南雅 2 

39 淡水第二 27 

40 深澳 37 

41 野柳 1 

42 富基 1 

43 萬里 14 

44 鼻頭 1 

45 澳底 9 

46 龜吼 2 

47 磺港 2 

48 新竹市 新竹 3 

49 
嘉義縣 

布袋 1 

50 東石 1 

51 彰化縣 崙尾灣 2 

52 臺中市 梧棲 8 

53 

臺東縣 

伽藍 2 

54 新港 1 

55 綠島 14 

56 

臺南市 

下山 6 

57 北堤 4 

58 安平 2 

59 海寮 5 

60 將軍 6 

61 

澎湖縣 

七美 2 

62 山水 2 

63 白坑 1 

64 岐頭 1 

65 沙港東 3 

66 馬公 4 

67 菜園 1 

68 龍門 1 

69 鎖港 2 

 合計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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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垂釣回報資訊平台或 APP 

一、 海洋保育署建置海洋保育網(iOcean)提供民眾垂釣回報平台 

回報網址: https://bit.ly/2YaPNUD 或掃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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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隆市政府-磯釣達人 APP 

 

 

 

 

 

 

 

 

 

 

 

 

 

三、 墾丁國家公園-智慧型動墾丁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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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考國外 APP 

提供釣客充足的資訊，並蒐集資料作為統計分析用。 

1. 天氣 

2. 潮汐 

3. 禁捕、保護區 

4. 安全守則/附錄 

5. 娛樂漁船名單 

6. 海巡聯絡資訊 

7. 物種介紹 

8. 釣法介紹 

9. 釣獲回報 

10. 友善釣魚指南 

11. 參考資料6 

 

                                                      
6 Venturelli, P.A.; Hyder, K.; Skov, C. Angler apps as a source of recreational fisheries 

data: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proposed standards. Fish and Fisheries. 18:578-59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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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友善垂釣魚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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