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為擴大青年公共參與，搭建政府與青
年對話的平臺，辦理政策好點子競賽，讓青年一同參與
國家遠景規劃，將青年的想法與創意融入政府施政，達
成「匯聚創意能量，建立創新社會」的理想。

行政院各部會及地方政府目前
亟待青年提供好點子之政策

由青年自行發掘社會問題，
並運用創意研提政策好點子

指定
主題

自定
主題



指定主題
認識臺灣漁產，推廣食魚文化

團隊名稱
股份魚鄉

團隊成員
林筱菁、紀良瑾、陳瀅羽、廖宜霈

生活中吃的這條魚

這條魚的生產過程

認識、感知這條魚

抵達這條魚的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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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青年團隊政策好點子競賽
指定主題特優獎



身為臺灣人！

怎能「吃魚不知魚情」?!

提案動機

臺灣四面環海，有豐富的魚產資源，

但一般民眾普遍缺乏魚產相關教育，

導致國人吃魚卻不知道魚從哪裡來，

也不知道餐桌上的魚叫做什麼名字，

更難談上食魚文化了。

因此我們希望從知魚開始，

讓國人瞭解魚情、認識漁理，

近一步使食魚成為一種文化、

一種臺灣人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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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魚的好處

國人都知道嗎？

• 低熱量、低脂肪

• 高營養

• 魚肉蛋白質比例高

• 消化吸收率高

國人較愛吃進口魚

也較不嗜刺多的魚

• 最喜歡的魚類排名：
鮭魚、鱈魚、虱目魚、
吳郭魚

• 進口魚類刺較少，年
齡層越輕喜好度越高

• 國產魚貨新鮮且價格
便宜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2016

臺灣食品消費調查統計年鑑， 2015；漁產品全球資訊網 行情統計查詢，2000-2017



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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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署食魚文化推動現況

地方特有漁產節慶
烏魚季、黑鮪魚季、旗魚季

漁業的生態保育及管理、攝影競賽、買魚技巧

全民漁業教室講座

魚食紮根計畫
幼兒課程「魚寶寶教室」、魚知識動畫影片

漁村魚食料理活動

當地養殖或漁撈水產品食材料理競賽

海洋資源逐漸枯竭

海洋資源逐年減少且生態環境受到破壞，
因此漁業資源也逐漸減少

食魚教育未普及化

食育教育偏重農業，缺乏對食魚教育的長期規劃

食農教育法(草案)制度未完備

• 各縣市擁有和挹注的資源不同
• 若將食育納入課綱，應考量師資短缺和授課時數壓力
• 辦理單位—農業、教育、地方三個系統各自辦理並未統一

食魚文化發展的困境

漁業署政策方向
• 國產水產品優先，提高進口替代率
• 推廣在地水產，減少運送里程
• 合理合法生產，負責任的漁業
• 引導消費者擁有正確的食魚觀念

魚之島系列紀錄片
「搏命的漁人」、「黑潮的承諾」、「訂做一條魚」、
「神奇水族箱」、「臺灣好吃魚」

資訊不完整或不正確影響觀念

不正確的消費迷思，影響消費者的選擇行為與健康觀念



國外參考案例

慢魚運動(Slow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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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魚、知魚、吃在地、吃當季、
會說魚的故事、學會慢慢吃魚。

在地當季
便宜新鮮又健康

瞭解生產方式
吃得安心

對消費者的教育
創造資源永續

適量吃魚
維護生態環境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616期─慢魚運動，2017；<國際慢食 • 臺灣分會>網站

• 優良：新鮮、香氣馥郁、滿足感官的本土季節飲食

• 清潔：維持環境和諧和人體健康的生產方式

• 公平：合理的生產環境與報酬，合理的消費價格

食通信

讓吃魚的人，看見漁人海上搏浪的氣魄
讓吃飯的人，看見農夫田間揮汗的臉龐

產銷社群經營
直接回饋生產者

提高生產者
社會地位

模擬產地體驗
瞭解故事

資料來源：食鮮限時批─日本食通信挑戰全紀錄，2016

• 連結都市與鄉村、生產者與消費者

• 不只是「地產地銷」，而是「知產知銷」

• 發展社群支持型農業(CSA)，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信任關係



勾勒構想 醞釀好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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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以養殖漁業作為食魚推廣的主要產業
構
想

食魚教育從學校開始
構
想

食當季─推廣全年不同供應的養殖水產
構
想

食當地─延伸食魚推廣場所至產地
構
想

瞭解我國問題並參考國外案例，

思考甚麼才是適合臺灣的食魚推廣途徑呢？

團隊先找可被翻轉的環節，作為核心構想，

再以構想醞釀更具體的好點子。



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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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

高雄

台南

嘉義

雲林

彰化

過度捕撈

完全捕撈

低度捕撈

 過度捕撈造成海洋資源消耗

推廣養殖還有什麼考量?

 臺灣水產養殖技術卓越

臺灣是「水產養殖王國」，養殖技
術獨步全球，靠著老觀念加上新科
技，成功達成蝦類繁殖養殖、烏魚
繁殖養殖、虱目魚繁殖養殖

養殖魚類來源穩定，價格相對便宜

水產養殖產量

捕撈產量

 續漁業為世界趨勢，
養殖漁業比例漸增
永

(公頃) (公噸) (百萬元)

養殖利用土地

資料來源：漁業統計年報，2015；國土利用調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世界漁業和水產養殖現況，2016

13,682

2,944

58,229

7,860

76,156

9,580

14,146

84,640

33,020

3,826

2,938

30,097

4,706

1,543

6,723

7,518

8,142

8,030

消費者能100%參與在地養殖漁業生產過程！

前六名縣市
水產養殖統計

• 相較捕撈漁業，養殖漁業產地的可及性較高，最能
讓消費者完整瞭解從魚苗養殖到包裝生產的過程

• 全台水產養殖面積共 45,366 公頃，都是未來食魚
教育推廣的潛力基地

• 食魚教育的推廣分短中長期，從養殖漁業開始，
逐漸納入沿近海漁業、遠洋漁業

：初期以養殖漁業作為食魚推廣的主要產業



8資料來源：漁業署縱橫魚蝦貝類網，2015；臺灣海鮮指南，2015

冬 春 夏 秋 冬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尖吻鱸

海鱺魚

白蝦

尼羅紅魚

牡蠣

文蛤

鰻魚

香魚

虱目魚

石斑魚

吳郭魚

臺灣蜆

盛產期 產期圖例

養殖業供貨較穩定、產期較長，也有助海洋生態的休養生息！

臺灣海鮮指南：海鮮購買的建議原則

• 盡量買在地的漁獲，以減少食物里程

• 養殖魚>海洋捕撈魚(野生魚類已越來越少)

• 購買養殖的吳郭魚、虱目魚等
(其餌料為植物性餌料)

• 購買食物鏈底層的海鮮—底食原則

• 一整年皆有不同養殖水產的產期，相較於捕撈漁業，養殖供貨較
穩定，適合推動食魚文化的「食當季、食當地」觀念

構想：食當季─推廣全年不同供應的養殖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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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魚100+

30+

30+100+

食魚文化推廣活動

• 臺灣優鱻系列活動

• 國產水產品食材暨
食魚文化校園推廣講座

• 魚食料理烹飪教室

• 養殖與食魚文化課程

• 魚寶寶教室

各縣市每年
推動食魚文化活動頻率

多 幾乎沒有

臺灣蜆

花
蓮

宜
蘭

資料來源：漁業統計年報，2015；漁業署網站；新聞資料石斑魚

牡蠣

文蛤

吳郭魚

虱目魚

臺灣蜆

海鱺魚泰國蝦

鰻魚

白蝦

屏
東

石斑魚

高
雄

虱目魚

白蝦 石斑魚 台
南

牡蠣 吳郭魚 虱目魚 白蝦

嘉
義

文蛤 牡蠣 吳郭魚

雲
林

牡蠣

彰
化

尖吻鱸

• 目前食魚活動多集中於消費地，少了對產地的認識

• 讓食魚文化結合地方觀光，增加產地效益

將食魚推廣場域從消費市場拉回產地！

構想：食當地─延伸食魚推廣場所至產地



寓教魚樂

魚路骨道

留有漁地

食魚教育從小開始

小學教育納入食魚技巧課程，並配合學校午
餐的規劃設計，讓吃魚成為孩童成長的印記

利用APP的設計，改變對吃魚挑刺的觀感，
創造新的食魚消費行為，並利用資訊加值應
用，提升消費者對產地的興趣

將食魚推廣策略實踐於生產地，連結消費者
與生產者，創造食魚友善的場域，也可作為
更多食魚推廣創意策略的育成區

好點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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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魚推廣

從影響消費者喜好開始

提升產地的
可及性與資訊透明



11

寓教魚樂
For Children

魚路骨道
For the Public

留有漁地
The Area

策略綜整
Summary

寓教 樂

 讓不同年齡的國小學童學習吃不同魚的技巧

 學校將吃魚作為成長禮，令學童更願意學習吃魚的技巧

計畫
目標

 請食魚專家根據不同年齡的學童挑選適當的魚種

 編列食魚教材，包含魚產地介紹、魚體結構、魚營養價值、
食魚技巧...等內容

 徵求「寓教魚樂」試辦學校。試辦學校內教授教材，並配合
學校午餐設計，搭配教材魚種，讓學童學以致用

 試辦學校為學童辦理食魚成長禮，讓孩童感受到學會吃魚是
成長的印記

 學校利用戶外教學的機會，安排至產地體驗魚的生產過程，
增加學童對食魚、產魚的印象

計畫
內容

魚情漁理 知情達理

我長大了！
可以吃魚！

農委會漁業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試辦學校
對應
機關



= 輕鬆吃魚 =

提供玩家水產
處理料理方式：
產銷履歷查詢、
水產處理教學、
輕鬆料理食譜、
合作餐廳優惠
等，讓吃魚變
得更容易

產地抓魚

白蝦

= 產地抓魚 =

以AR技術開發
抓寶小遊戲，
吸引民眾拜訪
產地，蒐集魚
種寶貝，藉此
認識臺灣漁業
的產地

台北 84.3

三重 64.5

桃園 68.8

新竹 63.7

苗栗 68.1

台中 77.1

虱目魚 今日市場行情

行情查看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 行情查看 =

結合漁業署行
情資料庫，於
App 中提供產
地與市場行情
參考資訊，讓
玩家慢慢對漁
業市場有感

輕鬆吃魚

寓教魚樂
For Children

魚路骨道
For the Public

留有漁地
The Area

策略綜整
Summary

路骨道

 設計App，讓吃魚變
成樂趣，並吸引玩家
前往產地，認識漁業

 App內魚種積分的設
計，讓玩家有動力挑
戰刺多的魚種

 提供充足市場資訊，
讓民眾也可知道去哪
買魚較便宜

 增加產地與價格等的
資訊可及性，讓民眾
有感，增加認識

計畫
目標

食魚達人

我的積分

虱目魚
累積2次

鮭魚
累積1次

臺灣鯛
累積4次

鱸魚
累積1次

135
產銷履歷 掃描

處理教學

輕鬆料理食譜

合作餐廳優惠

玩家100位您排名17

吃魚挑戰

虱目魚

魚骨難度

蛋白質

鈣質

脂肪

我要挑戰！

= App首頁 =

提供吃魚挑戰、
食魚達人、輕
鬆吃魚、行情
查看、產地抓
魚等遊戲或功
能

= 吃魚挑戰 =

依照魚刺難度、
蛋白質、脂肪、
鈣含量設定魚
種得分，魚刺
難度愈高者得
分愈高，鼓勵
民眾挑戰刺多
之魚

= 食魚達人 =

讓吃魚變成一
種樂趣，讓玩
家紀錄吃魚的
過程，進而增
加對魚種的認
識，並透過積
分制與其他玩
家競爭，提高
挑戰興致

魚情漁理 知情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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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魚挑戰

食魚達人

行情查看

輕鬆吃魚

產地抓魚

路骨道

農委會漁業署
對應
機關



寓教魚樂
For Children

魚路骨道
For the Public

留有漁地
The Area

策略綜整
Summary

留有 地
 設立食魚推廣示範區，範圍應包含周遭漁村資源

 延伸「寓教魚樂」的學習活動，提供學童接觸產地的機會

 透過「魚路骨道」資訊宣傳，吸引消費這親至產地

計畫
目標

 擇一養殖產地設立食魚推廣示範區，選擇條件依據：
(1)為臺灣主要養殖產地之一
(2)範圍包含具有文化歷史的漁村社區
(3)範圍內的學校願意成為「寓教魚樂」示範學校
(4)範圍內業者有意願配合「魚路骨道」的推廣消費活動
(5)範圍內的公家單位願意整合資源推動食魚文化

 政府協助範圍內的產、官、學資源整合

 示範區內定期舉辦食於教育活動

 未來欲從事食於教育的新創團隊或業者，可以此地為育成中
心，由當地產官學資源配合支援

計畫
內容

食魚推廣示範區

寓教 樂 路骨道

食魚教育
產地活動

消費者
親達產地

學校 公家單位

生產者 漁村社區

魚情漁理 知情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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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農委會漁業署、示範區內公家單位
對應
機關



寓教魚樂
For Children

魚路骨道
For the Public

留有漁地
The Area

策略綜整
Summary

策略綜整

點子
特色

 好點子影響的是食魚文化推廣的起點

 好點子的三項策略針對不同對象，用
不同方法連結消費者與生產者

 連結消費者與生產者的關係，包括資
訊傳達或直接接觸，讓民眾對國產魚
有感

 並非迎合消費者，而是改變消費者認
知與習慣，創造新的消費者需求

 食魚文化的發展強調產官學資源整合

 策略具有未來延伸性

魚情漁理 知情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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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這隻魚 生產這隻魚 知道這隻魚 抵達魚產地

寓教魚樂 魚路骨道 留有漁地

透過學校教育
教導學童如何吃魚

藉由行動網路
影響一般大眾

吃魚、知魚、買魚的行為

藉由產地資源內部整合
支援消費者與生產者

更密切的接觸



台南七股
十份里

團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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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關心臺灣這塊土地

喜歡發想創新的點子

達到設定的目標

在重視人文創新的同時

也強調社會實踐

目前在台南七股十份里設立工作室

推動地方產業教育

林筱菁紀良瑾 廖宜霈陳瀅羽

股份魚鄉

respace.tbc@gmail.com

股份魚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