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漁網以及全新研發的溫度計與魚

群探測器等，期望透過推廣活動增

進日本漁業設備業者與臺灣漁業界

交流合作的機會。

魷魚暨秋刀魚公會理事長陳皇

誠表示，漁業為臺灣重要的糧食產

業，除了漁業生產力之外，漁產品

加工、冷凍倉儲、船舶修造及補給

等都是貢獻漁業整體產值的一環。

根據統計，2021 年日本對臺灣銷

售設備的金額達到新台幣16億元，

顯見日本船用設備對臺灣漁船的重

要性。公會也期盼，在臺日雙邊已

建構信賴的基礎下持續合作，減少

能源消耗及碳排放量。

此次「臺日漁業設備推廣活

動」以「淨零碳排」為主題進行交

流，雙邊透過交流設備創新優化與

交流科技應用，促進漁業公司永續

轉型，共同為減少海鮮碳足跡盡一

份心力，達成漁業永續並落實綠色

飲食的願景。

為協助今年度食魚教育推廣計畫申請單位了解

計畫目的及執行重點，漁業署於 2 月 2 日舉辦徵案

說明會，會中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林如萍進行

食農教育概念架構及案例分享，並由財團法人台灣

養殖漁業發展基金會說明申請計畫、流程，以及計

畫書撰寫注意事項。

漁業署市場行銷科科長溫玉萍表示，漁業署在

食魚教育推展的目標明確，透過教案等方式，讓國

人認識魚，知道如何吃魚，進而提升國產水產品的

食用量，也期盼透過這次分享，激盪參加者對教案

的想法。

漁業署表示，食魚教育推廣計畫補助對象包括

直轄市及縣市等地方政府，公、私立各級學校，社

團法人、財團法人、農漁業團體以及依公司法設立

之公司，營業項目須與漁

業及相關製品有關，相關

資訊歡迎上食農教育資

訊整合平臺查詢。

臺日漁業設備推廣，
交流科技應用與淨零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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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日本船舶工業協會海外漁船市場發展工作小組組長上田修造致詞。   

右：台灣區遠洋魷魚暨秋刀魚漁船魚類輸出同業公會理事長陳皇誠致詞。

 ▎臺灣漁業界積極參與日本船舶工業協會舉辦的臺日漁業設備推廣活動。

 ▎漁業署辦理食魚教育推廣計畫徵案說明會－臺北場次。

 ▎食魚教育團隊培力與輔導計畫成果

展示。

由日本舶用工業會主辦的「臺

灣—日本漁業設備推廣活動」於 2
月 21 日在高雄區漁會漁業大樓舉

行，邀請台灣區遠洋魷魚暨秋刀魚

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台灣

區遠洋鮪延繩釣漁船魚類輸出業同

業公會、台灣區遠洋鰹鮪圍網漁船

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造船

工業同業公會及高雄區漁會共同參

與。此次為舶用工業會首度來臺辦

展，共有 17家日本企業踴躍參與。

舶用工業會海外漁船市場發展

小組組長上田修造表示，活動展示

的內容相當豐富，包含環保節能的

發動機與冷凍設備、友善漁業的新

《食農教育法》於 2022 年 5月 4 日經總統令

公布，漁業署為了協助各界團體順利推動食魚教育工

作及確立推廣主軸，特別辦理食魚教育團隊培力與

輔導計畫，邀集產、官、學界深具食魚教育推廣經驗

的業師，協助相關推廣團體整合及傳承推廣經驗。

112 年度共計有 28 組團隊提案，經專業委員

遴選出 7 組團隊進行 4 個月的現場訪視、陪伴與輔

導，讓各團隊將漁民的漁撈、養殖及加工作業等，

製作系列的遊覽體驗課程，並透過推廣講座、教案

及課程的開發、研發水產品料理、拍攝影片、在地

魚塭及魚市場導覽等，讓社會大眾透過漁村遊程對

臺灣在地漁業有更深刻的瞭解。漁業署也於去年

11 月 18 日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舉辦「2023 食

魚教育團隊培力與輔導計畫」發表會，頒獎表揚獲

選團隊，同時邀請民眾一起認識食魚觀念。

113年度 
食魚教育推廣
計畫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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