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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監控系統

國際護漁行動

為求漁業資源的永續利用，聯合國糧農組織在 1995年提出「負責任漁業行為準
則」，以國際協定要求各國建立適當的法規與行政架構，實施有效的監控管理措施，

推動漁船遵循相關規範。區域性國際漁業管理組織也積極透過限制公海捕撈努力量、

漁獲配額等措施養護漁業資源，並加強監控與執法機制。

要落實海洋漁業管理措施，必須能隨時隨地掌握漁船的位置動態。對應這項需

求，國際公認最具成本效益的工具是結合衛星定位與通訊的「漁船監控系統（簡稱

VMS）」。因此，聯合國糧農組織在 2001年通過「打擊非法、無報告和不受規範捕
撈作業」國際行動計畫，明確要求各國建置「漁船監控系統」。依據統計，2000年
只有 25％國家以漁船監控系統監控它們的船隊，到 2006年已達 72％。

2005年，台灣因漁船違規行為受到「大西洋鮪類保育委員會」制裁，刪減我國
籍漁船的漁獲配額近 7成，估計損失超過新台幣 19億元，爾後就以「漁船監控系統」
相關管理措施爭取獲得隔年恢復全額配額。

《天下雜誌》的專題報導指出，

除靠遠洋和養殖漁業外，台灣已接近「無魚島」了。

事實上不只台灣，全球漁業資源早已明顯受到過度開發的嚴重威脅。

■  張淑淨

要落實海洋漁業管理措施，必須能隨時隨地掌握漁船的位置動態。

對應這項需求，國際公認最具成本效益的工具

是結合衛星定位與通訊的「漁船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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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系統的基本功能

「漁船監控系統」的基本功能是即時

取得漁船船位，整體系統架構包括：船台

設備（稱為船位自動發報器）、衛星定位

系統、通訊系統、岸上的漁船監控中心。

「船位自動發報器」整合了衛星定位

與通訊功能，可依設定間隔自動傳送衛星

定位的船位（可含航向、航速），也可以

透過外接的電腦軟體，輸入漁獲資料傳送

電子式漁獲報告。船台報告透過通訊衛星

傳送至衛星地面台，再藉由地面通訊網路

傳遞給漁船監控中心，以軟體系統處理船

位報告，分析船位航跡、區域界線和管理

規則間的關係。

哪些漁船必須安裝設備、船上設備要

有怎樣的功能與防偽防干擾措施、要用哪

一種通訊服務、要傳送哪些資料給哪一個

監控管理中心、多久傳送一次、多少時間

內要送達、萬一設備故障怎麼辦、監控中

心收到資料後如何處理、資料的存取使用

限制等問題，都是「漁船監控系統」是否

能發揮功效的關鍵因素。

監控系統類別

「漁船監控系統」大致可以分為沿海

國、船旗國與區域委員會 3種。

從沿海國管理本國海域漁業資源的角

度，監控的區域範圍應達 200海里專屬經

濟海域，監控的船舶主要是本國籍漁船，

也可能包括合作入漁的他國漁船。從船旗

國管理本國籍漁船的角度，監控的範圍須

達全球各大洋。從區域漁業管理組織（例

如大西洋鮪類保育委員會、印度洋鮪類委

員會、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等）的角度，

監控的範圍和對象是在該組織所訂的公約水

域（屬於公海）捕撈所管理魚種的船舶。

要落實海洋漁業管理措施，必須能隨時隨地掌握漁船的位置動態。

對應這項需求，國際公認最具成本效益的工具

是結合衛星定位與通訊的「漁船監控系統」。

漁船監控系統是在漁船上安裝衛星

定位通訊設備，由漁船監控中心遙

控自動報告船位，也提供電子漁獲

報表，中心藉由這些資訊即時管理

船位與漁獲配額。

Inmarsat　Inmarsat　
海事通訊衛星

Inmarsat　
衛星地面台

漁船監控中心

VMS
船載設備

船位即時分析管理
漁獲分析與配額管控

漁獲報告系統

GPS
全球定位系統船位

漁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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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通訊服務

由於「漁船監控系統」需要涵蓋的區

域範圍通常離岸相當遠，因此幾乎都是採

用衛星通訊。最常採用的衛星通訊服務是

「國際海事衛星」的 C型標準服務（簡稱
為 INMARSAT-C），這通訊服務是利用分
別在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大西洋東、西

區赤道上空的地球同步軌道上的衛星提供

全球通訊，範圍約可達南北緯 75度。
船—岸通訊採用的是「儲存轉發」的

通訊方式，傳輸路徑是從發送端的自動船

位通訊機，透過衛星傳送到衛星地面台儲

存，再透過地面通訊傳遞給最終的接收者

（漁船監控中心），典型的傳輸時間約 5
分鐘。

另一個常用的衛星通訊系統 ARGOS，
則屬於以較低軌道繞行南北極附近的繞極

衛星，在同步衛星無法涵蓋的高緯度地區

有其絕對的優勢。但是只有在衛星通過漁

船上方時可以接收資料，而且必須在通過

地面接收站時才能把資料往下傳，越是接

近赤道的低緯度海域，衛星繞頂的次數越

少，監控上易出現空窗期，資料傳遞甚至

可能有數小時的延遲。

衛星通訊費用高，因此「漁船監控系

統」要求的船位報告間隔，在公海多是 4

至 6小時，沿海或較需要密集監控的區域，

則縮短為 1至 2小時。監控系統也能夠透

過衛星遙控下指令調整報告間隔，甚至隨

時抽取即時船位。這項遙控功能不僅有助

於遏止漁船違法活動（避免漁船趁空檔違

規），而且在漁船失聯、被挾持、遭遇海

盜或被扣押等事件發生時，也能立即掌握

船位動態，以研判狀況並支援決策。

海事通訊衛星系統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東西區各有一地球同步衛星，使用各衛星的我國遠洋漁船範圍

如斜線區域，每個點是一筆船位。

Global Beam Coverage
Pacifi c Ocean Region

Atlantic Ocean Region-West
Atlantic Ocean Region-East

Indian Ocea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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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2008年「泰億祥號」漁船海上喋
血案，漁業署接獲船長失聯的通報後，立

即提升為該船每半小時回報船位，並依據

它的動態請帛琉軍方協助攔截。2009年「金
滿成號」漁船失聯，也是透過每半小時傳

送船位，使印尼海軍得以掌握船的動態而

成功攔截。

又如 2011年高雄籍「金億穩號」漁船
在印度洋塞昔爾經濟海域作業時，疑遭海

盜劫持轉往索馬利亞。漁業署立即提供該

船船位給國際海事局請附近軍艦協助，並

密集監控船的動態，即時分送船位給相關

單位，直到船員奪回漁船控制權，並在英

國船艦戒護下回到塞昔爾。

因為牽涉到執法與證據用途，船台設

備規格的重點是：準確、穩定、可靠、安全。

漁船監控要求的定位誤差約在 100公尺內，
目前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都能滿足這項要

求，但如何確保發報的船位是該船真實的

衛星定位船位，卻是多方鬥智的重要課題。

偽造操弄船位的案例屢見不鮮，而且

技術愈來愈高明。著名的案例是 2003年烏

拉圭籍「維亞薩一號」漁船在澳洲專屬經

濟海域內，被巡邏船發現違法作業後加速

逃離，經過長達 21天 4,000海里的多國聯

合追捕行動，最後在南大西洋被澳洲和南

非武裝官員攔截。烏拉圭漁船監控系統收

到的船位報告，與「維亞薩一號」的實際

船位相差達 3,000海里。

監控的偵測重點

海上航行基本上是自由的，但是就漁

船作業而言，卻有許多界線與限制。是否

越界捕魚是「漁船監控系統」的偵測重點，

偵測的需求卻是多元的。有時須偵測漁船

監控系統能夠透過衛星遙控抽取即時船位，在漁船失聯、

被挾持或被扣押等事件發生時，能立即掌握船位動態，以研判狀況並支援決策。

從漁船監控系統取得的漁船

速度分布約可區分出 3個狀
態，大約在 1節、4節與 10
節。把單船船位依時間連線

成軌跡，再依速度高低區分

標示船位，看得出哪一段在

作業嗎？

Derived speed

0　50　100

Message reported speed

5 to 20　(520)

7 to 12　(436)

0 to 5　(1209)

0 to 7　  (955)

MESSAGE REPORT

POLLING & DATA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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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進入某區域範圍（例如他國專屬經濟

海域），有時卻得偵測是否超出某區域範

圍（例如珊瑚船、娛樂漁船），有些區域

可以航行通過但不得在該區域內進行漁捕

作業或須限制作業方式。例如只取得大西

洋作業許可的漁船不得在印度洋作業，但從

大西洋回航台灣經過印度洋當然是可以的。

因此，除了利用空間幾何計算確認漁

船所在的區域外，還得依據有限的船位、

航向、航速資料分辨出這條船是否在作業，

甚至從多船資料分析是否在海上轉載違規

的漁獲。

對於進入他國專屬經濟海域卻不是跟

該國合作「入漁」的漁船，漁船監控系統

必須偵測並通報警告，以免誤闖而被扣押。

一旦有漁船被指控違規越界而遭扣押時，

第一時間就必須以這艘船傳送給漁船監控

系統的船位紀錄研判狀況擬定對策，適時

以科學數據做為抗告的有力證據。

因越界捕魚被扣船的案例，常見於各

國緊貼在阿根廷專屬經濟海域外圍作業的

魷釣船。海上邊界是無形的，不會有界碑，

從最低潮位海岸線或領海基點推算距離，

框出來的專屬經濟海域邊界本就難以精準，

因此有時還須依漁船航速訂出偵測的緩衝

漁船到底有沒有越界，必須靠電腦程式偵測判別後

特別標示、記錄，並以電子通訊方式自動傳訊示警。

某國專屬

經濟海域

某國專屬

經濟海域

公海

公海

 雖然「漁船監控系統」的建置原是為了海洋漁業資源的永續利用，

但已有許多案例證明這個系統對於漁民權益與安全的維護能發揮關鍵作用。

漁船在海上航行作業需要注意

許多無形的邊界線，每條線或

每個區域有其對應的公約、法

規或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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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仍有國際爭議的海域邊界也需要特別

處理，並隨著各國公告修正基點基線或與

鄰國簽訂海域邊界協議，而修改漁船監控

偵測用的邊界定義。

2012年 12月，兩艘東港籍漁船被菲律
賓認定為越界而予以扣押，它們的船位正

是在菲律賓與印尼 200海里專屬經濟海域
重疊的區域。由於兩國沒有邊界協議，而

就中間線來說，船位是在印尼一側，根據

這項資料使兩船得以迅速獲釋返台。

監控配套措施

「漁船監控系統」需要在船上安裝定

位通訊設備配合監控，漁船出海在外可能

經年累月，要維護軟硬體設備正常運作已

經不容易，而在可觀利益的驅使下，故意

干擾、破壞、偽造操弄、表面合作實際違

規或遊走邊緣等漁業行為更是層出不窮。

實際案例從最簡單的遮蔽天線、不接天線、

關閉電源、把自動船位發報器暫時移到友

船、趁著船位報告空檔違規，到運用高科技

裝置操弄設備使回報的船舶軌跡看似合法，

實際上是在另一處違法捕撈。監控端與意圖

違規的被監控端不斷互相防衛與挑戰。

因此，整體漁業監控管理有一些配套

措施，例如要求在船上配置觀察員，在海

上巡邏登船檢查，並在卸魚、轉載、銷售

的層面，要求以漁船監控系統比對船位與

漁獲報告，出具類似農產品產地證明的「漁

獲證明文件」，甚至搭配衛星遙測影像偵

測船舶。

「漁船監控系統」則從船載設備和岸

上漁船監控中心這兩端著手，加入更多特

殊的軟硬體功能設計，尤其是在漁船監控

中心這端把關，以智慧化的資料分析自動

偵測發掘異常資料。整體而言，除了使系

統本身的運作更強健可靠外，也支援配套

措施更自動化的整合運作，例如設計透過

漁船監控系統傳送電子式漁獲報告，或是

把可疑船位資訊即時傳輸給海上巡邏單位。

漁船監控管理早已不是多派幾個人盯著電

子海圖上顯示的船位就可以處理的。

功能日趨複雜

海洋漁業資源的養護管理措施，不外

乎在時間、空間與數量上對漁業行為執行

適當的管制，例如：劃定禁漁區、訂定休

漁期、限制作業天數、以執照或漁捕許可

限制作業船數與作業漁區、限制漁具漁法、

實施漁獲配額等。在考慮採納保育管理措

施時，則應該利用可得的最佳科學證據，

評估漁業資源近況以及所提議的措施可能

產生的影響。

隨著日趨複雜多樣的管理措施以及科

學化評估的需求，「漁船監控系統」的技

術也逐漸從船位報告、漁獲報告，發展成

複雜的時空資料偵測、分析與探勘。海洋

漁業資源的評估需要努力量與漁獲量資料，

漁船監控系統既可提供含作業位置資訊的

依船舶、魚種、海域統計漁獲量以利即時管理，漁

獲總量已超出配額與接近配額的魚種，分別以紅色

與黃色警示。

船舶

長鰭鮪 大目鮪

紅肉鮪魚 白肉鮪魚

2796143/2500000 175/1000000

214/1000000 2900/3100

魚種 海域

匯出

ok

船舶資訊

60660

60660

60660

60660

60660

60660

60660

60660

60660

60661

60660

60660

60660

60660

60661
6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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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式漁獲量報告，還可取出以漁船作業

時間計算的努力量，因此是科學化資源評

估的重要資料庫來源。

但漁船出海期間不全然在進行捕撈作

業，因此還必須從中分辨出哪一段時間在

作業。漁船作業時依漁具漁法或目標魚種

的不同，各有軌跡特徵。但是從漁船監控

系統獲得的漁船軌跡是以數小時為間隔採

樣後的結果，且不但間隔可能依區域而變

動，還可能在通訊上出現漏失的情形。如

何從中準確判別出作業狀態及起迄時間與

實際作業範圍，目前仍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妥善運用

漁船位置資訊（尤其是作業位置）涉

及隱私與商業機密，它的監控取得與利用都

應該有法規依據，而且必須確保資料安全。

我國從 2000年開始逐步對遠洋漁船全
面實施「漁船監控系統」的制度，2005年
從台日爭議水域開始推動沿近海漁船安裝，

再於近年擴展應用於採捕珊瑚的漁船、娛

樂漁船、兩岸養殖活魚運搬船等。雖然「漁

船監控系統」的建置原是為了海洋漁業資

源的永續利用，推動漁船遵守規範，但發

展至今，無論是當作越界漁撈等糾紛的佐

證，或是研判掌握漁船意外、失聯、遭挾

持等狀況以利救援，已有許多案例證明這

個系統對於漁民權益與安全的維護常能發

揮關鍵作用。

我國在維護與爭取公海漁捕配額方面，

更有賴這系統做為負責任漁業行為的保證。

「漁船監控系統」的願景正是：年年

有「魚」、歲歲平安。

張淑淨
海洋大學電資學院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漁船監控系統」的願景正是：年年有「魚」、歲歲平安。(圖片來源：種子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