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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針對四絲馬鮁(午仔魚)2在這十餘年來，均居魚苗放流之首位，激起了研究

動機，乃經由文獻、現場及電話訪談、統計分析進行探討，發現:午仔魚價格

非常穩定，15 年均價 117±14 元/公斤；由「市場價格與漁獲量 (R2=0.0266)」及

「市場價格與消費者物價指數(R2=0.1744)」確定捕獲量及消費者物價指數不會

影響市場價格。品質佳的大型魚價格遠比漁市場的交易價格高，值得養殖業

者努力競逐。漁業署依據市場及相關漁業資訊決定每年放流的種類與數量，

午仔魚苗的放流量與捕獲量呈現正相關(R2=0.855) ，顯示其放流已有顯著成

效。然而，目前之捕獲量與市場需求接近平衡，加上人工養殖午仔魚之面積

增加。因此目前的放流量合宜，不宜大幅增減；本研究非常肯定這十幾年放

流午仔魚苗的政策。 

壹、研究動機 

    「栽培漁業」是我們水產群的核心課程，在上到「魚苗放流」時，老師

曾讓我們分組查詢 2006-2015 年各年所放流之魚苗種類與數量，並要求我們

製作 PPT 上台報告，教我們使用 Excel 計算與繪製圖表 7。結果四絲馬鮁的總

放流量均高居首位，且每年都有，這引起我們很大的興趣與疑惑:四絲馬鮁到

底是什麼魚?為什麼要放流那麼多?放流那麼多有效果嗎?...等一連串的問題。 

四絲馬鮁(Eleuthernema rhadinum) 9我們比較陌生，但當知道牠是俗稱的

「午仔魚」1時，我們就了解牠是經濟價值很高的海產魚類。對於其他的問

題，老師不直接回答我們，他建議我們自己去查資料，甚至作為「科展」的

題目來探討。畢竟目前沒有一份報告或文獻可以完全回答我們的問題。我們

本來存著疑問:實務性科展是不是一定要做實驗?老師堅定的告訴我們:只要

針對某個問題，進行資料收集、分析整理、經過討論，最後提出結論或建議，

就是完整的科展歷程。所以鼓勵我們:「做就對了!」 

貳、研究目的 

我們進行多次的討論，也參考「水產概要」8水產市場中所提到供應與

需求之間的關係等，決定朝以下幾個方向去進行研究: 

一、為什麼要放流這麼多的午仔魚苗? 是誰決定的? 

二、放流魚苗的數量會影響到漁獲量嗎? 

三、如果放流魚苗可以增加捕獲量，會影響到市場價格嗎? 

四、午仔魚的市場價格會受到經濟狀況的影響嗎?例如國內生產毛額(GDP)、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這些指標。 

五、如果午仔魚有良好的市場潛力，有沒有發展人工養殖的事實或成果? 

六、整體而言大量放流午仔魚苗是正確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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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略，統計用書詳參 “捌、參考資料”。 

 

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研究歷程簡述 

    我們在決定以午仔魚的魚苗放流為主題後，與指導老師討論出我們需要

進行的步驟:資料查詢、電話訪問、實地訪談，再將這些資料進行紀錄及彙

整，利用 Excel 作成簡單的圖表、進而分析各資料 7，與指導老師多次討論及

修改後完成我們的研究，其歷程如下圖 1。 

 

               圖 1.研究歷程 



3 
 

 

      二、資料查詢 

    我們透過漁業年報、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台灣ΟΟ永續發展協會、

漁產品全球資訊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全國養殖放養量統計表進

行資料收集與查詢。 

(一)台灣ΟΟ永續發展協會: 

午仔魚的放流量 1 

各縣市魚苗放流紀錄 1 

臺灣ΟΟ永續發展協會種苗放流魚種介紹資料表 2 

(二)漁產品全球資訊網: 

市場指定品種行情統計查詢 3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民國 99-104 年午仔魚養殖放養量 4 

(四)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國民所得統計常用資料(國內生產毛額 GDP) 6 

      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其年增率(CPI) 6 

 

三、訪談 

     為求增廣探討的面向，我們規劃以電話訪談教授、台灣ΟΟ永續發

展協會專員與實地去梧棲港訪談船長及盤商等學界與產界的專家。 

(一)電話訪談: 

1.台灣ΟΟ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 廖ΟΟ教授 

2.台灣ΟΟ永續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莊ΟΟ教授 

3.台灣ΟΟ永續發展協會理事 鄭ΟΟ教授 

4.台灣ΟΟ永續發展協會 陳ΟΟ專員 

(二)實地訪談:   

1.梧棲港李ΟΟ船長(台中縣ΟΟ福利協會顧問) 

2.梧棲港陳ΟΟ船長(台中縣ΟΟ福利協會理事)  

3.梧棲港許ΟΟ船長(台中縣ΟΟ福利協會會員) 

4.許ΟΟ盤商 

 

四、資料整理 

我們使用 Micrsft excel 2010 套裝軟體來計算與繪製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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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根據台灣ΟΟ永續發展協會的文獻整理出台灣四絲馬鮁魚苗放流量，這

10 年來的放流量大略可以分成 3 階段，從民國 94-96 年的平均值是

1,226,000±140,376、97-99 年 2,474,074±501,590、到 101-103 年

6,479,985±601,645，呈波段性增加，我們將之訂為階段一、階段二、階段三

(如表 1)，而在各個階段，其放流量都是平穩的，除了 100 年的放流驟增，

比起其他三個階段明顯較大。 101-103 年放流量已達 94-99 年來得多，階段

二為階段一之 2 倍、階段三圍階段一之 5.2 倍(如表 1)，表示台灣對午仔魚

魚苗的放流逐漸重視 (如圖 2)，另外，民國 94-103 年間午仔魚魚苗之放流

區域為台灣西部、桃園到屏東沿海，其各區域放流量詳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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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民國 94-103 年台灣之午仔魚魚苗放流尾數 1 

 

表 1.民國 94-103 年間台灣之午仔魚魚苗三階段之平均放流量 1。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放流量(尾) 

 
放流量(尾) 

 
放流量(尾) 

94 年 1,380,000 97 年 2,934,900 101 年 6,537,478 

95 年 1,192,800 98 年 1,939,815 102 年 7,050,820 

96 年 1,105,200 99 年 2,547,508 103 年 5,851,657 

平均值 1,226,000 平均值 2,474,074 平均值 6,479,985 

標準差 140,376 標準差 501,590 標準差 601,645 

放流量倍數 1 放流量倍數 2.0 放流量倍數 5.2 

*放流量倍數:係以階段一為基準倍數 1，各階段為階段一之相對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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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民國 94-103 年全台灣各縣市午仔魚苗放流總量 1(萬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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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國 95-104 年台灣午仔魚捕獲量雖在 99 年相對較低，但之後穩定上升，

101-104 年捕獲量達到這十餘年來最高，且大致穩定。(如圖 4) 

 
圖 4.民國 95-104 年台灣之午仔魚捕獲量 5 

 

三、根據漁產品全球資訊網所提供的資訊，我們整理出民國 89-103 年台灣四

絲馬鮁市場平均價格 117±14 元，顯示台灣午仔魚的價格是平穩的。 

(如圖 5) 

 

圖 5.民國 89-103 年台灣之午仔魚市場平均價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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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們根據漁業年報的數據整理出從 99 年來的台灣午仔魚養殖戶數、養殖

面積及魚塭口數，至 105 年為止養殖戶數已達到 433 戶、養殖面積也高達

332.8035 公頃。(如表 2) 

 

  表 2.民國 99-105 年台灣午仔魚養殖放養量 4 

年份 養殖戶數 養殖面積(公頃) 魚塭口數 

99 232 136.0660 459 

100 247 154.8817 483 

101 327 220.1159 685 

102 330 227.2609 685 

103 280 200.5942 608 

104 307 242.5243 763 

105 433 332.8035 1,043 

 

由圖 6 可知午仔魚的養殖面積大致隨著養殖戶數以及魚塭口數的增加而增加。 

 

 

圖 6. 午仔魚全國養殖放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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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得知國內生產毛額(GDP)及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

民國 96-97 年金融風暴後台灣經濟明顯有復甦之趨勢，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大致穩定。(如圖 7) 

 

圖 7.台灣在民國 94-103 年國內生產毛額與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化比較 6 

（註: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CPI)X1000，僅方便與 GDP 趨勢比較之用，無其他目的。） 

 

六、將放流量與次年捕獲量(如 100 年捕獲量往回移一年為 99 年，亦即 100 年

捕獲到的魚視同 99 年所放流) 繪製成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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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午仔魚放流量與次年捕獲量之比較圖 

 

    為驗證午仔魚放流量與次年捕獲量之間的關係，我們進一步將放流量與次年

捕獲量作相關性分析。(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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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放流量與次年捕獲量之間的關係圖 

 

      由圖 9 可看出，午仔放流量與次年捕獲量之線性相關係數 R2=0.7428。 

 

 

圖 10.放流量及捕獲量之關係圖(不含 100 年) 

 

圖 10 為不含 100 年之放流量及捕獲量的線性迴歸， R2=0.855。因此，放流量與 

捕獲量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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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們從漁產品全球資訊網統計出民國 89-103 年午仔魚市場平均價格，可

以看出這幾年並沒有很大的變化(如圖 11)。 

 

圖 11.民國 94-103 年之比較 

 

    為驗證午仔魚捕獲量與市場平均價格之間的關係，我們作了分析圖(如圖 12) 

 

圖 12.民國 94-103 年台灣午仔魚價格與捕獲量之間的關係圖 

 

    由圖 12 可看出，午仔魚價格與捕獲量之線性相關係數 R2=0.0266。午仔魚價

格與捕獲量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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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們針對午仔魚的市場平均價格與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來作比較，我們

發現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對午仔魚的價格沒有很大的影響。(如圖 13) 

 
圖 13.市場平均價格與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之比較圖 

 

    為驗證市場平均價格與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之間的關係，我們做進一步的分析。 

(如圖 14) 

 

 

圖 14.午仔魚市場平均價格與消費者物價總指數(CPI)之間的關係圖 

 

由圖 14 顯示，午仔魚市場平均價格與消費者物價總指數之線性相關係數

R2=0.1744，表示平均價格與消費者物價總指數相關性較低。 

註: CPI 由月報表月份指數/各

年(月)指數 x100 計算而得，取

至小數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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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訪談問卷 

(一) 電話詢問教授及專員之內容(如表 3) 

 

表 3.電話訪談要點整理 

教授 
放流魚種 

之決定 

放流地點 

之選擇 
放流數量 

放流成果

暨 

漁民反映 

魚苗來源 

廖ΟΟ 

教授 

1. 為本地魚

種。 

2. 較溫和較

可避免造

成生態浩

劫。 

3. 經濟效益

高。 

4. 此種魚類

成長快速。 

計算當地的

基礎生產力

決定數量和

地點。 

 

主要放流

2cm 之魚

苗，其價格

較低廉，故 

可放流較

多魚苗。 

沒有回答 1.魚苗繁殖場

在南部居多。 

2.繁殖場通常

在招標後才開

始進行繁殖工

作。 

 

莊ΟΟ 

教授 

考慮午仔魚

屬於原產地

魚種，所以

放流此種

魚。 

看各地漁民

反映如何，

再決定放流

何種魚苗。 

因魚苗價

格低廉所

以可以大

量放流。 

成果未統計

完成；目前

主要進行午

仔魚、紅

衫、銀紋笛

鯛、黑鯛之

統計。 

魚苗繁殖場地

點請詢問協會

秘書。 

鄭ΟΟ 

教授 

1.因食物鏈

及能量流之

緣故，少放

肉食性魚較

好。 

2.午仔魚營

養位階低，

放流很多也

不會造成生

態失衡現

象，可讓高

級魚種食

用。 

 

沒有回答 大多放流

2cm 魚苗，

很便宜，所

以放得多。 

午仔魚放流

成果不易知

道，但只要

有放流，成

果一定有差

異。 

沒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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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ΟΟ 

專員 

沒有回答 沒有回答 1.會與全台

縣市政府

及漁業署

討論後再

決定。 

2.通常每年

放流四

次，一次

100 萬尾

左右，最

北到桃

園。 

台中漁民反

應極好。 

南部的四絲馬

鮁魚苗繁殖

場。 

 

     (二)電話詢問魚苗繁殖場之內容(如表 4): 

 

           表 4.繁殖場電話訪談資料 

業者姓名 黃ΟΟ先生 

每年午仔魚魚苗生產量 600~700萬尾 

每尾魚苗價格 0.28元 

午仔魚一般市場體型 3兩~2斤 

午仔魚幾年成熟 2年(大約8兩) 

賣給放流業者一次多少尾 百萬尾 

 

(三)實地訪談船長之內容(如表 5):  

 

表 5.船長實地訪談資料 

業者姓名 許ΟΟ船長 陳ΟΟ船長 李ΟΟ船長 

從事漁業經驗 20 年 25 年 25 年 

漁獲方式 拖網 拖網 拖網 

近年捕獲午仔魚公分數 30 公分 30 公分 25 公分 

銷售通路 大盤 直銷 大盤 

放流有無差別 無 無 無 

漁民反映 
捕獲數量沒增加反而變少，放流之魚苗是否有適應不

良死亡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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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地訪談批發商之內容(如表 6): 

 

表 6.批發商實地訪談資料 

批發商姓名 許ΟΟ盤商 

價格有何差別 
因為捕獲方式、新鮮度、季節有所不同，同體型的魚隻， 

盤商價格也比魚市場平均價高 

一般午仔魚市場價格 
當天最大體型午仔魚約 15Kg，1500 元/Kg，共 22,500 元(圖 15)、 

較小體型午仔魚約 0.3Kg，360 元/Kg，共 108 元(圖 16) 

 

 
   圖 15.銷售實例:當天最大體型午仔魚約 15Kg，1500 元/Kg，共 22,500 元(2017/02/23) 

 

 

     圖 16.銷售實例:較小體型午仔魚約 0.3Kg，360 元/Kg，共 108 元(2017/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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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資訊與統計資料方面 

(一)國內生產毛額(GDP)及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之比較 

    國內生產毛額上升，消費者物價指數穩定下降，是一種高增長低

通膨的社會現象，表示宏觀經濟處於優良運行的軌跡，是好的現象，

這也對本研究各數據之探討提供了較有利的背景。 

 

(二)午仔魚放流量與次年捕獲量之比較 

    100 年的放流量遽增，而捕獲量並沒有相對的成長，其原因可能

是自然界應該有它自己的調控作用，並不是放流的量愈多捕獲的量就

愈多，因此推斷，午仔魚在適當的放流數量下，就會相當有成效，不

需要放流過多。 

 

(三)午仔魚捕獲量與市場平均價格之比較 

    可以推測午仔魚價格不受捕獲量的影響，代表午仔魚在消費市場

經濟價值高。 

 

(四)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與午仔魚市場平均價格之比較 

    消費者物價總指數呈現逐年緩步下降，午仔魚價格每年呈現平穩

之狀態。 

        民國 100-103 年之午仔魚捕獲量呈現穩定狀態，而比對消費者物

價總指數，午仔魚之市場平均價格應屬逐年緩步上升之情形。因此推

斷，目前之捕獲量與市場需求接近平衡，倘使捕獲量再稍微上升，就

可使台灣之午仔魚消費達到平衡。 

 

二、 就訪談內容方面 

(一)電話訪談教授 

    放流量及放流地點是由台灣ΟΟ永續發展協會決定，也會與全台

縣市政府及漁業署討論後再決定，但午仔魚魚苗放流目前並沒有非常

精確的成果報告。 

    午仔魚為本地魚種，且營養位階低，較不會影響生態；目前都放

流 2cm 較小體型之魚苗，成本低廉，加上午仔魚經濟效益高，引因此

是很好的放流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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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電話訪談繁殖場 

    每年午仔魚生產量 600~700 萬尾，每尾 0.28 元，上市體型 3 兩~2

斤，但成熟體型為 8 兩，2 年即會成熟，我們推測放流 1 年的魚苗即

可捕捉，是一種生長快速的魚類，很適合放流。 

 

(三)實地詢問梧棲港船長 

    近年捕捉午仔魚之公分數為 25-30 公分，銷售通路為大盤或直銷。 

漁民覺得放流沒什麼差別，捕獲數量沒增加，而圖 3 可以看出台中放

流量有 446 萬尾，放流之魚苗是否有適應不良而造成活存率偏低之可

能或由於台中沿海地區午仔魚天然資源少，導致漁民不覺得放流有成

效。 

 

(四)實地詢問盤商 

    事實上批發商所經手的價格遠高於上述之市場平均價，價格也會

因為捕獲方式、新鮮度、季節有所不同。 

        另由盤商隨機取兩隻午仔魚來做比較: 最大體型約 15Kg，單價可

達 1500 元/Kg，共 22,500 元(如圖 15)，較小體型約 0.3Kg，單價亦達

360 元/Kg，共 108 元。(如圖 16) 

所以我們可以得知午仔魚的價格還是很高，其經濟價值不容忽

視，且體型大者，價格提升之比例，超乎一般銷售之比例。 

 

(五)養殖場面積所帶來的啟示 

    由上述表 2，午仔魚魚的養殖面積及養殖場數量都有明顯的增

加，這和我們的想法相符，既然漁撈捕獲量還不足以供應市場所需，

養殖自然有發展的空間。 

    此外，由在批發市場訪查之資訊可知午仔魚體型不同於市場的價

格，這對於身為養殖科學生的我們有非常大的意義，那就是:如何將半

斤的魚養至兩斤甚至更大，來獲取更高的利潤，相信這是值得我們努

力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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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綜合整個研究歷程我們可以得以下幾個具體的結論: 

一、午仔魚是一種非常有經濟價值且是本地魚種、營養位階低，適合進行放流。 

 

二、國家每年放流魚苗的總類與數量是由漁業署依據市場及相關漁業資訊審慎

決定的。 

 

三、大盤商的午仔魚的價格遠比漁市場的交易價格來得高，尤其是供應對特定

客戶要求的大型魚。這方面的市場，更值得養殖業者努力與挑戰。 

 

四、午仔魚的市場價格不受捕獲量增加及國內生產毛額(GDP)、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等因子的影響。 

 

五、午仔魚在消費市場的需求潛力甚大，帶動人工養殖的需求，可以從養殖面

積及養殖戶的增加獲得證明且台灣人民經濟條件處於優良運行的狀態。 

 

六、由本次研究探討得知，目前捕獲量與市場需求接近平衡，因此建議放流量

不需大幅增減，略為增加尚屬可行，但仍需考慮午仔魚人工養殖之產量已

逐漸上升之情形。此外，午仔魚捕獲量與市場平均價格已達平衡，若再增

加放流量導致捕獲量變多，可能使市場平均價格降低。 

 

七、午仔魚放流量與捕獲量呈現正相關，肯定了放流對資源量提升的成效。倘

能再提升放流活存率(如放流技術、時間、地點、天氣、溫度、潮流狀態…)

或可減少放流量，而依然能達到目前的捕獲量。 

 

八、就本研究的結果觀之，這十幾年實施午仔魚苗放流，滿足民眾對午仔魚的

消費需求非常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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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52203  

1. 以調查訪問方式瞭解午仔魚苗放流與市場放流量、捕獲量與

銷售之相關性。 

2. 資料蒐集與數據分析宜加強。 

3. 應以統計分析方式處理數據。 

4. 海報資料圖表呈現完整性須注意。 

F:\中小科展_57屆\排版\052203-評語 



壹、研究動機 

   「栽培漁業」是我們水產群的核心課程，在上到「魚苗放流」時，老師讓我們分組
查詢2006-2015年各年所放流之魚苗種類與數量。結果四絲馬鮁的總放流量均高居首位，
且每年都有，這引起我們很大的疑惑:四絲馬鮁到底是什麼魚?為什麼要放流那麼多?放
流那麼多有效果嗎?... 

貳、研究目的 
一、為什麼要放流這麼多的午仔魚苗?是誰決定的? 
二、放流魚苗的數量會影響到漁獲量嗎? 
三、如果放流魚苗可以增加捕獲量，會影響到市場價格嗎? 
四、午仔魚的市場價格會受到經濟狀況的影響嗎? 
        例如國內生產毛額(GDP)、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這些指標。 
五、若午仔魚有良好市場潛力，有無發展人工養殖之事實或成果? 
六、大量放流午仔魚苗是正確的嗎? 

 

一、資料查詢 
(一)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 
午仔魚的放流量 
各縣市魚苗放流紀錄 
臺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種苗放流魚種表 
 
(二)漁產品全球資訊網: 
市場指定品種行情統計查詢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民國99-104年午仔魚養殖放養量 
 
(四)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國內生產毛額GDP統計 
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其年增率(CPI)  
 

參、研究過程或方法 
肆、研究結果 
一、根據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的文獻整理出
台灣四絲馬鮁魚苗放流量(如圖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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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民國94-103年台灣之午仔魚魚苗放流尾數 

表1. 台灣之午仔魚魚苗三階段平均放流量 

二、民國95-104年台灣午仔魚捕獲量。
(如圖2) 

圖2.民國95-104年台灣之午仔魚捕獲量 

三、根據漁產品全球資訊網所提供的資訊，
我們整理出民國89-103年台灣四絲馬鮁市場
平均價格為117±14元。(如圖3) 

圖3.民國89-103年台灣之午仔魚市場平均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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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 
(一)電話訪談: 
1.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 廖教授 

2.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莊教
授 

3.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理事 鄭教授 

4.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 陳專員 

 
(二)梧棲港船長及盤商實地訪談:  
1.李船長(台中縣漁民福利協會顧問) 
2.陳船長(台中縣漁民福利協會理事)  
3.許船長(台中縣漁民福利協會會員) 
4.許老闆(盤商) 
 



 
 
 

四、根據漁業年報數據整理出從99年來的台灣午仔
魚養殖戶數、養殖面積及魚塭口數。(如圖4) 

圖4. 99-105年午仔魚全國養殖放養量 

六、將放流量與次年捕獲量繪製成圖6，午仔魚放流
量與次年捕獲量之線性相關係數R2=0.7428(如圖7)，
若除去100年，R2=0.855(如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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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午仔魚放流量與次年捕獲量之比較圖 

七、我們將捕獲量與市場平均價格做出比較圖(如圖
9)，線性相關係數R2=0.0266(圖10)。 

圖9.民國94-103年捕獲量與市場平均價格比較 

八、我們針對午仔魚市場平均價格與消費者物價指
數(CPI)來作比較 (如圖11)，R2=0.1629 。 

圖11.市場平均價格與消費者物價指數之比較圖 

五、從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得知國內生產毛額(GDP)及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繪製比較圖。(如圖5) 

圖5.台灣在民國94-103年GDP與CPI變化比較圖 

圖7.放流量與次年捕獲量之間的關係圖 

圖10.民國94-103年台灣午仔魚價格與捕獲量之間關
係圖 

圖8.放流量及捕獲量之關係圖(不含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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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資訊與統計資料方面 

(一)國內生產毛額及消費者物價指數之比較 
        國內生產毛額上升，消費者物價指數穩定下降，是一種高增長低通膨的社會現象，表示 
         宏觀經濟處於優良運行的軌跡。 
 
  (二)午仔魚放流量與次年捕獲量之比較 
    100年的放流量遽增，而捕獲量並沒有相對的成長，其原因可能是自然界應有調控作用。 
 

  (三)午仔魚捕獲量與市場平均價格之比較 
     可推測午仔魚價格不受捕獲量的影響，代表午仔魚在消費市場經濟價值高。 
 

  (四)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與午仔魚市場平均價格之比較 
        民國100-103年之午仔魚捕獲量呈現穩定狀態，而比對消費者物價總指數，午仔魚之 
        市場平均價格 
 

二、就訪談內容方面 
  (一)電話訪談教授及繁殖場 

        午仔魚為本地魚種，且營養位階低，較不影響生態；目前放流2cm較小體型之魚苗， 
         成本低廉，加上經濟效益高。我們推測放流1年的魚苗即可捕捉，很適合放流。 
 
  (二)實地詢問梧棲港船長 
     漁民覺得放流沒什麼差別，捕獲數量沒增加，但台中放流量有446萬尾， 放流之魚苗 
     是否有適應不良而造成活存率偏低之可能或由於台中沿海地區午仔魚天然資源少導致。 
 

(三)實地詢問盤商 
     批發商的價格遠高於市場平均價，價格也會因捕獲方式、新鮮度、季節有所不同。 

   當天最大體型午仔魚約15Kg，1500元/Kg、較小體型午仔魚約0.3Kg，360元/Kg。  
 

(四)養殖場面積所帶來的啟示 
     由上述圖4，午仔魚魚苗的養殖面積及養殖場數量都有明顯的增加，如何將半斤的魚 
     養至兩斤甚至更大，來獲取更高的利潤，相信這是值得我們努力面對的挑戰。 

陸、結論 
一、午仔魚是一種非常有經濟價值且是本地魚種、營養位階低，適合進行放流。 
 
二、大盤商的午仔魚的價格遠比漁市場的交易價格來得高，尤其是供應特定客戶要求的大型 
       魚，值得養殖業者努力與挑戰。 
 
三、午仔魚市場價格不受捕獲量增加及國內生產毛額(GDP)、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等因子 
        影響。 
 
四、午仔魚在消費市場的需求潛力甚大，帶動人工養殖的需求，可從養殖面積及養殖戶數 
        增加證明且台灣人民經濟條件處於優良運行之狀態。 
 
五、由本次研究探討得知，目前捕獲量與市場需求接近平衡，因此建議放流量不需大幅增減 
        ，略為增加尚屬可行，但仍需考慮午仔魚人工養殖之產量已逐漸上升之情形。此外，午 
        仔魚捕獲量與市場平均價格已達平衡，若再增加放流量導致捕獲量變多，可能使市場 
        平均價格降低。    
 
六、午仔魚放流量與捕獲量呈現正相關，肯定了放流對資源量提升的成效。倘能再提升放流 
        活存率(如技術、時間、地點、天氣…)或可減少放流量，依然能達到目前的捕獲量。 
 
七、就本研究的結果觀之，這十幾年實施午仔魚苗放流，滿足民眾對午仔魚的消費需求非常 
        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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