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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清賢

漁業永續─
漁業經營者與
公眾社會的角色
為提高社會公眾對漁業產業的認知程度，

以及對漁業資源永續的認同與責任感，

許多國家開始推廣「參與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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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漁業產業永續轉型過程中，

科學家、產業、公眾社會各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中利害關係人與公眾社會更具有關鍵翻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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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永續

1982年聯合國巴西地球高峰會議提出
21世紀議程（Agenda 21）後，隨著近幾十
年來科技的進步與人類社經活動的急遽發

展、發展中國家持續進行的民主化活動、

全球人口與社會結構的改變、經濟結構改

變等趨勢，世界各國已開始把「永續發展」

視為長期的發展目標與施政重點。然而，

為克服永續發展過程中面臨的諸多挑戰，

如政治、社會、科學、經濟等不同領域之

間新型態或多層次的障礙，以及未來全球

化波動與高度不確定性，全球社會與產業

發展和治理規畫都處於持續轉型的動態與

推動力的永續轉型過程。

為解決永續轉型過程中可能面臨的諸

多挑戰，未來社會必須建立在「全球社會

契約」上，藉此成功推動世代永續全球經

濟體的轉型。然而，與過去經濟發展不同，

新社會契約的概念是避免未來全球化的經

濟趨勢與人類活動加速對環境的退化與破

壞，無論個人、公民社會、國家與全球國

際社群、經濟、科學，都須一起承擔共同

責任，包含「生態責任」、「民主責任」與

對未來世代負有義務的「未來責任」。

因此，除國家施政目標外，在未來永續

發展與推動上，應增加公民參與管道。藉由

公眾參與過程把公民納入未來決策，透過社

會參與、參與式治理等方式，建立不同層級

關係人之間的對話機制，調和與避免潛在衝

突，塑造具相同目標的意願國家。

漁業產業的永續發展

2018年 07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
高階政策論壇會議開始呼籲全球，應以 

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議程」為基礎，即

刻展開六大關鍵轉型面的轉型行動，以落實

永續發展目標的關鍵轉型。會議中更明確

指出，六大關鍵轉型領域中，農、漁產業

於「食物、生物圈與水」領域扮演重要關鍵

角色，影響未來全球糧食安全與社會永續 

與否。

然而，在漁業產業永續轉型過程中，

科學家、產業、公眾社會各都扮演重要的角

色，其中利害關係人與公眾社會更具有關鍵

翻轉力量。因此，為促使漁業產業邁向永續

的轉型道路，在永續轉型過程中，必須調和

其潛在威脅、機會、數位革命的動力，建立

與私部門、公民社會、科學與國家的對話機

制，避免潛在衝突，獲得潛在綜效。從科學

知識推廣到實踐，建立具韌性、適應性、知

識與包容的「責任社會」。

永續發展目標中永續發展數位革命前提與社會參與

重要性（資料來源：TWI2050, 2018）

治理 數位化

永續

社會

經濟可行的環境

公平性可接受

社會參與　 環境永續　 參與式治理

轉型關鍵：調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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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漁村示意圖─高雄市永新漁港。

沿海社區居民多數是仰賴海洋或養殖

漁業維持生計，且是供給我國境內漁產需求

的重要來源，是維持我國境內漁產糧食安全

與否的關鍵者，具推動永續發展的關鍵影響

力。漁業生產環境條件受外在因子影響大，

如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災害。氣候災害發生

時，當地居民或產業經營者多是第一線的受

衝擊或影響人員，且是災害調適過程中最具

影響力，以及影響調適有效性的關鍵。

然而，現行多數沿海社區往往是氣候

教育或科學知識傳播、接收相對弱勢的區

域。相較於都市地區學校，沿海社區的學

習資源、學歷背景明顯有差距，且科學資

源貧乏，沿海偏鄉當地居民與學生對於永

續教育的資源與認知薄弱。最終這些問題

都可能導致沿海社區沒有足夠的能力或思

維，因應或調節未來全球大環境變遷與永

續發展帶來的衝擊與轉變，並可能因科學

知識的缺乏或不一致性，導致永續轉型過

程中的重要力量無法順利發揮。

科學家／產業／公眾社會的角色

知識教育的重要性　在社會與產業永

續轉型過程中，科學研究與教育發揮的功

效不同，其未來轉型與教育型態共可分為

四種類型，包括轉型教育、創新改革研究、

創新改革教育、轉型研究。其中，轉型教

育與創新改革教育是鎖定「產業利害關係

人」與「公眾社會」為目標對象，透過科

學家使用不同教育路徑，把漁業領域的科

學研究成果與知識教育直接傳遞至關鍵影

響者，嘗試喚起產業經營者與公眾社會的

共同責任，並發揮各角色於永續轉型過程

最大的影響層面與效益。

轉型教育以社會大眾為主要教育目

標對象，藉由創意式的知識傳播與「參與

式」的教育方式，透過科學普及、科學傳

播等路徑，把科學知識轉譯並提供給社會，

藉此提高社會責任意識。創新改革教育則

是鎖定「利害關係人」推動的變革性推廣 

高雄永新漁港與永安區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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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減輕或降低永續轉型過程中的波動或影響程度，

必須提升漁村的韌性與調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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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藉由利害關係人親身相關議題與共

鳴，促使利害關係人理解自身蘊含改變氣

候災害力量，避免潛在衝突。

利害關係人與創新改革研究　地方漁

村與漁業經營者面對環境變遷與變異產生

的影響與衝擊時，不同地方漁業與漁村居

民如何因應與調節環境或人為衝擊造成的

長短期漁獲量與值的變動，以及選擇調適

措施規畫的差異，會決定地方漁業社會自

身的脆弱度、風險程度，以及漁業生產與

供需是否能穩定的關鍵。  
然而，脆弱度的高低取決於該系統和

其所在社會經濟與自然環境系統的敏感度、

產業韌性、社會經濟系統的調適能力。因

此，要減輕或降低永續轉型過程的波動或

影響程度，必須考量如何降低漁村社會的

脆弱度與風險程度，藉由提升漁村的韌性

與調適能力，才能達到產業永續經營的目

的。

基於此，創新改革的教育目標即致力於

特定人物的教育推廣，以更廣泛的、跨科學 

與全球脈絡的理解宣傳科學成果。透過這

種教育傳播路徑，促使現行的研究結果讓

沿海漁村社區社會或產業的利害關係人得

以理解，並積極與社會分享，嘗試建立與

社會轉型關鍵因素的關聯性，促使利害關

係人把自身視為積極主動的因素，並理解

自身蘊含變革的關鍵力量。藉此凝聚面對

產業轉型過程，可行的行動路徑與可能的

解決方案。

社會轉型與永續發展關鍵　轉型教育

是指把漁業科學研究的成果或發現，透過

科學普及與科學傳播的方式轉譯並提供給

社會，以提高社會認知。在這種教育推廣

過程中，「參與式教育」是最必要條件，藉

由多樣化的教學方式，整合工程、社會科

學、自然科學等不同知識面資訊，以系統

性理解方式傳達給社會。同時，透過具創

意的知識傳播，融入日常話語，進一步擴

展教育效果與推廣。

在漁業領域方面，因受到全球氣候變

遷的影響，糧食危機、漁業環境惡化、漁業 

資料來源：WBGU（2019）

永續社會下轉型改革的研究與教育

更廣泛的「科學溝通與對話」 創造更廣泛的互動機會，塑造社會對話與合作機制。

轉型教育 創新改革研究 創新改革教育 轉型研究

社會大眾的「參與式教育」 鎖定「利害關係人」的變革性推廣教育

透過創意式的知識傳播，把科學知識提
供給社會，提高社會責任意識。

促使利害關係人理解自身蘊含改變力量，
避免潛在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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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轉型教育與科學推廣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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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清賢
高雄科技大學漁業生產與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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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銳減、海洋環境惡化等警訊頻傳，漁

民生產與生計面臨衝擊，國人漁產品的供

給與需求也可能受到影響。為提高社會公

眾對漁業產業的認知程度，以及對漁業資

源永續的認同與責任感，許多國家開始推

廣「參與式教育」。

例如，許多國家開始推廣「食育教

育」，如日本、英國與台灣，主要是以漁產

為媒介，透過「親漁」、「愛漁」、「護漁」

的階段式轉型教育與科學推廣，傳遞更多

海洋環境或漁業產業的科學知識。藉此拉

近人與人、人與漁業、人與海洋、人與自

然的親密連結，幫助公民社會面對當下與

未來的漁業危機，並促使漁業與漁村經濟、

文化、環境、社會得以永續經營。

高雄科技大學漁管系

高雄永安區漁會四健會 高雄科技大學漁管系

基隆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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