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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此計畫之研究成果可提供2012年IOTC國際漁業組織進行印度洋大目鮪與黃鰭鮪進行

資源評估分析工作之參考依據，對於我漁業國責任制漁業形象有正面助益。台灣鮪

延繩釣漁業利用印度洋大目鮪與黃鰭鮪漁業概況說明，完成漁獲統計資料與觀察員

資料檢視與處理解析，彙整歷年印度洋熱帶鮪類台灣鮪延繩釣漁業大目鮪與黃鰭鮪

CPUE標準化研究方法與結果。 利用泛線性模式估計台灣鮪延繩釣漁業利用印度洋大

目鮪與黃鰭鮪單位努力漁獲量標準化變動趨勢。大目鮪CPUE標準化結果，由變方分

析表研判，確認長鰭鮪與黃鰭鮪漁獲比例是解釋大目鮪單位努力漁獲量變動的最主

要的因子。 然而整體而言，自1980年至2011年，除了2002年至2005年相對呈現較高

的CPUE值與2008年至2010年相對呈現較低的CPUE值外，不論是名目單位努力漁獲量

或是標準化單位努力漁獲量的變動趨勢皆相對平穩，沒有明顯趨勢。 然而2012年

CPUE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2012年作業位置有明顯差異，索馬利亞海盜活動區域有

活耀的漁業活動，且名目單位努力漁獲量相當高。 黃鰭鮪CPUE標準化結果，由變方

分析表研判，確認長鰭鮪與大目鮪漁獲比例是解釋大目鮪單位努力漁獲量變動的最

主要的因子。 然而整體而言，自1980年至2012年，除了2004年至2009年呈現持續下

滑的趨勢外，不論是名目單位努力漁獲量或是標準化單位努力漁獲量的變動趨勢皆

相對平穩，沒有明顯趨勢。 

 

根據近十年來我國觀察員所記錄的資訊，觀察船的漁具規格每筐鉤數似乎無法有效

作為標的魚種的替代因子，因為台灣鮪延繩釣漁業漁撈作業使用之每筐鉤數與理論

作業深度的關係並非屬於簡單的比例關係，現階段仍無法確認利用每筐鉤數的作業

資訊作為標的魚種的替代因子的可行性。  

 

 

 

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The nominal bigeye CPUE was ranged between 4 no./ 1000 hooks and 9 no./

1000  hooks  in  the  tropical  and  whole  Indian  Ocean.  As  for  the

standardized CPUE series, they showed very similar trend with the nominal

CPUE except after 2005 in the whole Indian Ocean. In 2012, the CPUE

increased to the peak since lots of fishing activities occurred in the

Somalia area.  Before 2007, the nominal yellowfin CPUE was ranged between

2 no./ 1000 hooks and 5 no./ 1000 hooks in the tropical and whole Indian

Ocean. After that, the nominal yellowfin CPUE continually dropped to the

historical lowest CPUE of 1 no. / 1000 hooks. And then came back to the

level of 2 no. / 1000 hooks in 2012. As for the standardized yellowifin

CPUE series, they showed very similar trend with the nominal CPUE except

before 1986. The treatment of target species proxy is considered as a

crucial part in CPUE standardization. The information of number of h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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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per basket seems not to be a proper target species proxy since there is a

clear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hooks per basket

and the theoretical depth based on the observer data which collect from

2002. 

 

 

三、計畫目的：

重建印度洋熱帶鮪類漁獲統計資料，確認和改善我國鮪延繩釣漁業在印度洋捕獲熱

帶鮪類之資源指標。 

 

 

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文獻蒐集、印度洋大目鮪與黃鰭鮪各漁業漁獲統計資料與觀察員資料匯集 

已進行初步文獻蒐集，計畫執行之初擬進行蒐集更新更完整的文獻報告。 另一方

面持續蒐集關於印度洋大目鮪與黃鰭鮪遠洋迴游魚類的覓食、產卵、分佈與迴游

等生物生態行為對於漁業釣獲率影響之文獻。 

 

 漁獲統計資料與觀察員資料檢視與處理解析 

針對我國遠洋鮪延繩釣漁獲統計資料庫與觀察員資料庫之總漁獲量、努力量與其

分佈、細部作業漁獲量與其分佈、漁獲體長等項目資料進行檢視，以掌握漁業最

新動態，並持續注意海盜活動對於我國漁業活動的確實影響。 

 

檢視分析歷年各洋區熱帶鮪類CPUE標準化研究 

 蒐集歷年臺灣、日本與韓國針對各洋區熱帶鮪類CPUE標準化研究數據與報告，尤

其是針對根據每筐鉤數作為標準化模式標的魚種替代因子的相關研究。 以及蒐集

如何根據漁具規格推算作業深度的研究報告，以探討每筐鉤數與作業深度的關係

。 

 

 泛線性模式與泛線性加法模式分析進行單位努力漁獲量標準化 

GAMs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s) 是複線性廻歸模式的無母數泛線性加法模

式，也就是對於資料的統計分佈特性減少了很多的假設要求。 參數估計的方法也

異於用在一般線性廻歸的最小平方估計法。 利用此泛線性加法模式鑑別出是哪些

因子顯著地可以解釋這些釣獲率的變異程度，此外，因為釣獲率與各影響因子之

間的關係很可能不是線性關係，擬先採用泛線性加法模式GAMs進行比較分析，嘗

試針對各影響因子，找出適當的分級個數與範圍，作為後續GLMs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分析之用。 進一步利用工作項目三的結果與泛線性模式GLMs進行

標準化CPUE，以作為資源量變化趨勢之參考依據。 

 

 

五、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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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目鮪方面，整體而言，不論是名目單位努力漁獲量或是標準化單位努力漁獲量的

變動趨勢皆相對平穩，沒有明顯趨勢。 另因近三年阿拉伯海域的黃鰭鮪作業紀錄非

常少，所以並無更新資料。整體而言，自1980年至2012年，2002年至2005年相對呈

現較高的CPUE值與2008年至2010年相對呈現較低的CPUE值，近兩年，尤其2012年

CPUE值上升至相當高的水準，整體而言，不論是名目單位努力漁獲量或是標準化單

位努力漁獲量的變動趨勢皆相對平穩，沒有明顯趨勢。黃鰭鮪方面，由變方分析表

研判，確認長鰭鮪與大目鮪漁獲比例是解釋大目鮪單位努力漁獲量變動的最主要的

因子。 然而整體而言，自1980年至2011年，除了2004年至2009年呈現持續下滑的趨

勢外，2010年至2011年呈現上升趨勢，2012年些微下滑。 整體而言，不論是名目單

位努力漁獲量或是標準化單位努力漁獲量的變動趨勢皆相對平穩，沒有明顯趨勢。

另因近三年阿拉伯海域的黃鰭鮪作業紀錄非常少，所以並無更新資料。 

 

 

六、結論：

關於遠洋鮪延繩釣漁船業漁獲能力 (fishing power) 是否存在歷史變革的研究，可

以參考WCPFC的相關研究，針對日本在太平洋的船隊日本採用GLM分析漁獲作業資料

分析漁業的fishing power 是否有變化，目前初步嘗試性分析1980年至2011年核心

作業區域大目鮪的漁獲資料，結果顯示這段時間日本延繩釣漁業其fishing power也

逐步增加的趨勢，其分析方法不需額外的會影響fishing power的漁船相關資料。 

此分析方法基本的概念是了解整個船對因每艘漁船有其個別的漁船效應，所以任何

新船進入或舊船淘汰離開船隊，對整個船隊會有影響，所以若模式將此漁船效應納

入模式為一主要因素，而抽離之年效應即可與未將漁船效應納入模式而抽離之年效

應之比例即可用來估計fishing power的年度變動趨勢。然而這尚未考慮到漁船個別

效應因更換船長汰新設備等所造成的該船fishing power的提升，而是整體對於整個

船隊是否因老舊漁船汰舊換新，作業漁場移轉、漁具變革以及更多現代化漁船加入

等而使其fishing power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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