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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台灣四面環海，面積有36,000平方公里，除了本島約1,300公里的海岸線外，加
上離島及周邊海域的海岸線，總長度近2,000公里。美麗的海岸不僅有獨特的海蝕地
形、細柔的沙灘，海域中更有彩色繽紛的海底景觀、豐富的海洋生物和人文景觀資

源，到處都顯現優美的景緻。台灣可說是一個美麗的島國，更是一個漂亮的海洋國

家。

目前我國國民所得已經超過14,000美元，隨著國家建設與經濟的快速成長，國
民旅遊需求日漸提高，不僅從事休閒運動與觀光的人口急速增加，對於生活品質的

要求也逐漸提升。位在亞熱帶島嶼區的台灣，海岸邊有國家風景區、海水浴場、觀

光漁港等建設，海洋中的生物種類高達全世界的10分之1，珊瑚礁區有43種美麗的
蝶魚，鯨豚種類更有29種以上，在全世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台灣不僅海岸線綿
長，海岸海域更有美麗景觀與豐富物種，對於海洋運動與觀光遊憩的發展具有先天

的優勢。

自許為海洋國家的台灣，在四面環海及擁有豐富海洋資源的條件下，如何在保

護環境生態的同時有效地利用海洋資源，開創並普及海洋運動與休閒觀光的價值與

觀念，增加海洋運動與觀光遊憩參與人口，藉以提升國人生活品質，是政府致力推

動的政策，也是現階段國家發展的重要課題。

台灣四面環海，有渾然天成的美麗海岸線與繽紛的海底景觀，

處處顯現優美景緻，具備海洋運動與休閒觀光的條件與優勢。

專
題
報
導

■  許振明

海洋運動與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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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情況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在「國家永續發展願

景與策略綱領」中明確地指出「台灣屬於海島型生

態系統」，擁有豐富的水域、海域觀光遊憩資源，

具有充足的條件發展水域相關產業。但是在1987年
以前，戒嚴下的台灣總是「重陸輕海」，因此國人

對海洋普遍覺得很陌生。2008年，金車教育基金會
針對台灣11∼18歲青少年進行海洋觀的調查，發現
22％青少年在過去一整年都沒去過海邊，68％青少
年只在暑假去過，顯見台灣青少年普遍沒有親近海

洋的習慣。

政府對海洋事務的重視，是從1998年召開
「國家海洋政策研討會」開始。接著陸續公布「海

洋政策白皮書」，宣示「海洋台灣」、「海洋立

國」精神，更成立「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

會」，並訂定「海洋政策綱領」，而跨部會規劃的

「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成為海洋事務推動

及海洋政策指導的原則。

此外，教育部於2003年推動「學生水域運動
方案」，使學生有正確的水域運動觀念及技巧，並

召開會議討論「學生海洋暨水域運動推動計畫」，

執行「提升學生游泳能力中程計畫」、「推動學生

水域運動方案」、「推動學生游泳能力方案」，公

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推動海洋台灣體

系」等政策，開始有較深入的海洋運動規畫。 
近期，交通部觀光局針對許多水域活動場所

的規定鬆綁，經濟部商業司對水域活動業者更制

定規範並開放營業登記，如訂定「台灣地區近岸

海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修正通過「遊艇管理辦

法」，以及依發展觀光條例發布「水域遊憩活動管

教育部與各縣市、民間團體代表共同簽署「強化水域安全網伙伴關係意向書」，希望透過各種方式，加強宣導夏日戲水安全，並鼓勵學生

選擇安全的戲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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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辦法」，使得推展水域運動與觀光遊憩的協

力產業能夠合法經營。這些作為充分且具體彰

顯了政府統籌未來國家海洋事務，致力全面推

動海洋事務的決心及立場。

發展現況

台灣海洋運動及休閒觀光的發展，在政府

及相關組織的推動下，已有初步成果，「海洋

台灣」的輪廓逐漸顯現。以下就海洋運動及海

洋休閒觀光發展兩方面加以概述。

海洋運動的發展　歐美等先進國家推動

海洋運動遠比我國早且積極，民眾從事各類水

域運動都比台灣普遍。台灣雖四面環海，海岸

及海洋景緻優美，具有發展海洋運動休閒娛樂

的條件。但在1987年解除戒嚴前，在「國防第
一」的政策下，海防與海禁讓民眾難以接近海

岸或從事親水活動。解嚴後，政府為了促進近

岸海域遊憩活動發展，修訂遊艇、近岸海域及

水域遊憩活動等管理辦法，民眾才有機會開始

從事游泳、衝浪、潛水、風浪板、拖曳傘、水

上摩托車、獨木舟、泛舟、香蕉船等經主管機

關公告的水域活動。

推動海洋運動最成功的當屬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從1998年開始舉辦「跨世紀號環繞世
界一周」，公布「海洋運動發展計畫」，辦

理「跨世紀號環台行」、「金色沙灘海洋系列

活動」、「大鵬灣海洋運動嘉年華」，推動

「全民風浪板推廣計畫」、「海洋泛舟守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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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嚴後，政府為了促進近岸海域遊憩活動發展，修訂遊艇、近岸海域及水域遊憩活動等管理辦法，才讓民眾有機會開始從事游

泳、衝浪、潛水、風浪板、拖曳傘、水上摩托車、獨木舟、泛舟、香蕉船等經主管機關公告的水域活動。

台灣海洋運動及休閒觀光的發展，在政府及相關組織的推動下，
已有初步成果，「海洋台灣」的輪廓逐漸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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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雙桅帆船師資培訓計畫」、「成立海洋運

動推廣小組」等。這些都是政府積極推動政策、發

展海洋運動的重要依據，也顯見政府相關部會逐漸

落實推動海洋運動政策。

根據劉照金在2005年的調查，國人在海洋運
動觀光參與次數及參與率上，主要以游泳、海釣、

海灘遊戲、浮潛、划船、衝浪、遊艇、駕艇、海灘

排球、獨木舟等較多，顯示台灣海洋運動已漸漸形

成風潮。

海洋休閒觀光的發展　1960年代開始，全球
海洋觀光遊憩除了以「海水、沙灘、陽光」為傳統

重點外，也增加了新的旅遊需求。在實質環境與經

濟發展兩個層面的考量下，海岸跟海域被大量開發

和利用，也帶來海洋觀光遊憩的迅速發展。例如，

美國每年到濱海旅遊的人數常高達1億人次以上；

澳洲每年參與海洋遊憩活動的國際旅客數量，占總

觀光旅客人數的50％；在泰國，觀光收入已成為國
家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海洋觀光遊憩活動更是吸

引國際觀光旅客的主力產品。

此外，遊輪活動的經濟效益與商機龐大，在

觀光產業中更是成長迅速。根據國際遊輪協會的統

計，2006年美國遊輪產值高達357億美元，與前一
年相較成長約10％；2007年遊輪觀光客超過1,200
萬人，近10年的平均成長率約7％，顯示遊輪觀光
的快速成長。

過去台灣海岸地帶除了做為軍事海防或重大

工程建設外，僅限漁業、商用船航道及海水浴場可

以使用，加上海洋環境受到保護，以及海域活動安

全上的顧慮，導致海洋做為觀光遊憩活動用途的機

會大幅降低。

利用海洋及其周邊環境從事各種戶外觀光遊憩活動的人口大為提升，而且有與日俱增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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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全球觀光遊憩蓬勃發展，水域活動場

所使用規定鬆綁，台灣民眾能以方便且容易的

方式參觀國家海洋博物館，到海洋遊樂園、親

水碼頭、海濱公園等地方從事近岸休閒活動；

或到島嶼度假，進行海上藍色公路、遊艇、休

閒漁業、海釣、賞鯨豚、潛水等近海離島休閒

活動；或參加海上遊輪觀光等遠洋休閒活動。

國內利用海洋及其周邊環境從事各種戶外觀光

遊憩活動的人口大為提升，而且有與日俱增的

趨勢。 
當今，全球海洋運動與休閒觀光產業蓬

勃發展，其中海洋運動、生態旅遊與遊輪觀光

更是快速崛起。台灣擁有多變的海岸地質地形

和豐富的海洋生物資源，海洋運動與休閒觀光

已逐漸成為台灣休閒運動與觀光發展的主流，

「海洋台灣」的輪廓也逐漸顯現。

待省思與解決的問題

海洋運動與休閒觀光發展有其重要性，政

府推動至今已有一定的成果，但其中仍存在許

多問題，待進一步思考與解決。

檢視現有的法規限制　近年來，雖然政府

先後發布「台灣地區近岸海域遊憩活動管理辦

法」、「遊艇管理辦法」做為海洋活動管理的

規範，但是現行海洋活動的船舶、浮具管理，

仍然受到「船舶法」、「小船管理規則」、

「船舶設備規則」等法令的限制，對海洋運動

發展形成了阻礙。

台灣是全球知名的遊艇製造國家，但遊艇

管理法規相當嚴格，影響遊艇相關的海洋休閒

產業發展，而有些新興海洋遊憩活動缺乏直接

的管理法規，無法順應遊憩產業發展的腳步。

此外，台灣地區的漁船大部分屬中小型船筏，

以沿岸海域做為漁場，漁業權的行使也常與海

洋運動的活動範圍重疊。

因此，政府除有必要再檢討現行法規之

外，更須規劃協調近海漁業與海洋運動的活動

範圍，以協助台灣海洋運動與休閒觀光產業的

發展。

規劃海岸海域設施的藍圖　政府推動海

洋運動迄今，投注相當多的資源建構軟硬體設

施，但是台灣海岸及海域目前仍沒有整體的

規畫，普遍缺乏適合海洋運動的相關設施。尤

其海洋運動船舶幾乎無港使用，如動力小艇、

風帆等較無法機動搬運的笨重運動器具，亟須

於海岸處興建艇庫、運動教室等設施存放。此

外，台灣地區目前有三十幾處海水浴場等親水

設施，除部分劃歸為國家風景特定區外，多數

由地方政府負責開發經營，卻常因欠缺經費及

人力而閒置，實有待進一步規劃與開發。

因此，政府除了應整體規劃台灣海岸及海

域設施發展的藍圖外，應建立海洋運動設施設

置的標準規範，給予相關單位適當的支援充實

軟硬體設施，做為發展海洋運動與休閒觀光的

基點。

建立水域活動與休閒的安全觀念　台灣地

區長期受到戒嚴，對於海域的運用管制重於輔

導，海洋活動的發展一直受到限制，影響了國

在推展海洋運動與觀光遊憩活動時，
應深入探討其與海洋環境存續的依存關係，
兼顧海洋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

台灣擁有廣大的海域，具備世界級的海洋生態景觀、雄厚的觀光資源及
旅遊的環境與條件，這些都是發展成為海洋大國的絕佳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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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從事海域運動休閒的習慣。此外，因資源有限，

國人游泳的能力偏低，對於海洋多變的環境更是認

識不足，所以溺水事件頻傳。因此，有必要加強海

洋運動教育與宣導，強化國人親水的觀念並提升游

泳技術及救生能力，充實救生的軟硬體設施，避免

溺水等意外事件，以消除國人畏懼海洋的心理因

素。

對國人而言，海洋運動仍屬新興項目。雖然

近年來潛水、水上摩托車等運動休閒項目逐漸盛

行，但各項管理措施尚未完備，經營者及指導者普

遍欠缺專業的知能，民眾對海洋活動的安全觀念也

有所不足，常導致意外事故的發生。政府及相關單

位有必要辦理專業經理人的知能培訓，建立與提升

海洋運動與休閒觀光產業的經營管理機制與品質。

宣導海洋環境生態保護的觀念　在開發經濟

或發展產業時，常會忽略環境生態，造成生態破

壞。現今由於海洋運動與觀光遊憩活動的興起，對

於海岸及海域的開發與利用更為普遍，加深了對海

岸與海洋生態的破壞與影響。尤其現階段尚未對

潛水、衝浪、帆船、水上摩托車、動力小艇等項目

訂定相關管理辦法，民眾常在無法律規範下自行營

業與活動，破壞與汙染了海域景觀及生態環境。加

上近年來台灣海洋休閒產業發展缺乏整體規畫，人

為的陸域汙染源持續擴增，引發海洋生態保護等問

題，實在值得我們省思。

因此，在推展海洋運動與觀光遊憩活動時，

應深入探討與海洋環境存續的依存關係，兼顧海洋

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尤其在現今因全球氣候變遷

造成生態浩劫時，我們更應當密切關注。

展望

台灣擁有廣大的海域，具備世界級的海洋生

態景觀、雄厚的觀光資源及旅遊的環境與條件，這

些都是發展成為海洋大國的絕佳優勢。台灣歷經戒

嚴體制，海洋幾乎成為民眾活動的禁區，但是在

1987年宣布解嚴後，政府制定了近岸海域遊憩、水
域遊憩等活動管理辦法，給予海洋活動明確的法源

依據，並開啟海洋遊憩與休閒觀光活動。在政府的

大力推動下，海洋運動與觀光遊憩的發展也獲得初

步良好的成果。

但在發展的同時，仍要思考海洋運動及休閒

觀光發展與漁業及環境生態能否共存共榮等問題，

進而檢視海洋法令規章、充實和改善現有海洋運動

與休閒觀光的場域及設施、建構優質海洋運動與休

閒觀光環境、加強海洋運動的安全宣導及經營管理

人的培育，以提升海洋運動與休閒觀光活動的整體

品質，並且能落實海洋資源保育管理，建立永續經

營的模式，持續開發海洋運動及休閒觀光潛能，落

實海洋政策，提升國民休閒運動與觀光遊憩的品

質。

認識海洋、親近海洋，建立正確的海洋觀，

才能保護海洋。海洋資源是台灣持續繁榮發展的主

要命脈之一，有關海洋資源的開發、養護與管理，

海洋空間的使用及環境保護，對台灣未來海洋運動

與休閒觀光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身處台灣，海

洋是如此親近又遙遠，政府應持續推動海洋政策，

建構優質海洋運動與休閒觀光環境，引領國人愛好

海洋進而親臨海洋，共同體驗水域運動之美及海洋

魅力，拓展國人的視野與胸襟。熱愛海洋，才會更

愛護海洋。

許振明
臺灣海洋大學體育室

海洋資源是台灣持續繁榮發展的主要命脈之一，
有關海洋資源的開發、養護與管理，海洋空間的使用及環境保護，
對台灣未來海洋運動與休閒觀光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