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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報載，本國籍漁船聖易財 166 號與振福祥 16

號之 2 位船長，分別遭印尼漁工殺害並棄屍；

歷年來，屢傳多起印尼漁工殺害台籍船長事件

，相關主管機關有無重視該問題，以保障國人

安全，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 

貳、調查意見： 

報載，本國籍漁船聖易財 166 號與振福祥 16 號之 2

位船長，分別遭印尼漁工殺害並棄屍；歷年來，屢傳多起

印尼漁工殺害台籍船長事件，相關主管機關有無重視該問

題，以保障國人安全，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案經本

院調取相關卷證審閱，並詢問相關人員後，業已調查竣事

，茲將調查意見臚陳如下： 

一、近年來，屢傳之多起印尼漁工殺害台籍船長事件，並非

印尼人士排華情節等情所致，陳訴人所指容有誤解： 

(一)按近 10 年來，我國籍漁船因境外漁工肇致之海上喋血

案件共計 21 起，其中由印尼籍漁工所犯者即有 15 件

，比重超過 7 成；95 年以後趨勢更是明顯。足見近年

所發生之海上喋血案，確有集中在印尼籍漁工現象。 

 

 

 

 

(二)惟查，上開 21 起海上喋血案件中，發生在 100 噸以上

漁船僅 2 件（均在 92 年發生，且均是大陸籍漁工所犯

），另 19 件則發生在 20 噸以上未滿 100 噸級小型延

繩釣漁船（簡稱小釣船），且均係採境外僱用方式之

漁工所犯。查小釣船一般為個人獨資經營，為求降低

成本及方便（整批成行），往往僅僱用單一國籍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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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如同 100 噸以上之規模較大漁船，因採企業化

經營，較有意願及能力分散船員僱用來源。又境內僱

用外籍船員每人月薪約 2 萬 1 千元，境外僱用每人約

1 萬 2 千元，更促使未滿 100 噸之漁船主，傾向以境

外僱用方式引進漁工。而境外僱用之漁工中，菲律賓

及大陸籍船員薪資較高（約高 30%）；越南籍船員易

脫逃；印尼籍船員則普遍較勤勞，故較獲一般船主喜

好僱用：經查，該等漁船僱用印尼籍漁工之比率即高

達 86.01％！ 

(三)復深入研析近 10 年來，小釣船境外僱用之不同國籍漁

工肇事率（如下表），可發現僱用印尼籍漁工相較於

其他國籍漁工，未有較高肇事風險；陳訴人所指容有

誤解。 

近 10 年來，小釣船境外僱用之不同國籍漁工肇事率一覽表 

漁工國籍 大陸 印尼 菲律賓 越南 其他 合計 

喋血案件發生數 2 15 1 1 0 19 

僱用人次 948 15324 1427 103 14 17816 

肇事率（發生數/僱用人次） 2.11‰ 0.98‰ 0.70‰ 9.71‰ 0.00‰ 1.07‰ 

 

二、漁業署強化漁船幹部船員領導及溝通之相關訓練，欠缺

實務經驗交流課程；未區分漁船規模，一律要求僱用兩

國籍以上漁工作法，對漁工需求數本即不多之小釣船而

言，反成為其經營上之困擾，漁業署相關規劃顯欠周延

： 

(一)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以下簡稱漁業署）函復

本院之相關統計資料，近 10 年來，我國籍漁船因境外

漁工肇致之海上喋血案件共計 21 起，並已造成國人 9

死、6 傷、15 失蹤之悲劇；95 年以降，情況更有加劇

之傾向，亟待漁政主管機關確實研擬對策，妥為因應

。 

(二)詢據遠洋業者所提意見：「之所以發生海上喋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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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領導統御上出了問題。蓋小釣船之管理，船

長往往就是船東，且多有出錢就是老大的心態，所以

船上一有什麼讓他看不順眼的，既然語言無法溝通，

常常就是一頓拳打腳踢；將心比心，換做是我們，長

期下來也會心生不滿，發生海上喋血案也就不足為奇

了…」，而漁業署答復本院之書面資料亦認為：「小

釣船之所以發生喋血案件，往往係因管教不當，因而

造成船員反抗。」由此可知，如何強化幹部船員領導

及溝通技巧，實為降低海上喋血案件之重要關鍵。 

(三)按漁業署於強化漁船幹部船員領導及溝通技巧之作為

上，雖已於一等船長及一等船副之訓練課程中，開設

有領導統御、溝通管理、人際關係互動技巧等相關課

程，惟查系爭課程均係由學界人士負責教授，而學界

人士本身因欠缺管理外籍漁工及漁船工作經驗，相關

課程之設計及實用程度，已非無疑，且因欠缺實務工

作者的經驗分享課程，更易使整體的訓練課程流於形

式，無法達到預期效果。此觀 95 年以降，喋血案件不

但未能有效降低，甚至反有加劇傾向之結果，即足明

證！ 

(四)又，除了「強化漁船幹部船員領導及溝通訓練」外，

漁業署為降低海上喋血案件所採之相關作為尚有：「

加強對琉球籍船長宣導」、「素行不良外來船員建檔

限制僱用」、「加強對境外僱用搭機來台外籍船員之

素行查核」、「建立仲介業者白名單制度」、「鼓勵

多元僱用外國籍船員」、「透過仲介機構引進質優大

陸船員」…等措施。其中，就「鼓勵多元僱用外國籍

船員」部分，政策立意本屬良善，惟制度設計上，未

能考量漁船規模大小之差異，一律要求僱用兩不同國

籍以上漁工，則就漁工需求數本即不多之小釣船而言

（如：CT3 - 20～50 噸級之漁船，僅需求 5～7 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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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漁工），多元僱用將反成為其經營上之困擾，漁業

署相關規劃允宜更加審慎。 

三、有關船員證核發、高雄港閒置碼頭釋出、漁獲免稅證、

油價調漲比率不公等問題，行政機關允應深入探討，謀

求合宜的解決之道： 

(一)有關海員證核發部分 

    參酌遠洋業者所提意見：「各國對船員證的發放

標準寬嚴不同，比如說越南的船員證就很容易拿到；

但菲律賓的船員證則是屬於可否到商船服務的證件，

取得標準就很高！」惟船員證取得與否，涉及該外籍

漁工得否隨船進入我方港口問題，與漁船經營關係重

大，雖詢據漁業署副署長蔡日耀表示：「若該漁工之

母國都無法授予其其合格之船員資格，如何能期待其

具備相關船員技能；又船員訓練耗費甚鉅，目前並無

為外籍人士訓練船員技能計畫。」惟查，目前我國船

員的訓練程序，僅頇集訓 3～4 天，學習海上求生、滅

火等基本海上安全求生技能；集訓結束後即可授予船

員證。則對船員證核發標準相對較嚴格國家之外籍船

員，漁業署政策上應可研議是否採行相應之彈性作法

，例如：授權公會，針對在船上服務滿一段期間，表

現良好者，授予類似船員證之類的資格；抑或是由漁

船船主自費委請漁業署代辦上開 3～4 天之基本海上

求生訓練課程等方案，俾能兼顧政策目的與實務需求

。 

(二)有關高雄港閒置碼頭釋出部分： 

    近年來高雄港之貨櫃量逐漸衰退；台北港正式營

運後，情況更是嚴峻，則部分閒置之工作船碼頭應可

研酌是否釋出，以供外籍漁船進港補給或維修，蓋參

酌遠洋業者所提數據，該外籍漁船如果可以進來，數

量應有數百艘；又每條漁船之修理費用大約在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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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萬到 4～5,000 萬不等，則其間所能創造之產值及就

業機會，將會非常龐大，似值得行政部門統合協調各

機關，積極爭取。交通部及漁業署等機關，允應針對

此議題，審慎評估前揭意見之可行性。 

(三)有關漁獲免稅證部分： 

    按我國漁船海外捕獲之水產品欲申請免進口關稅

，依現行規定
1
，頇有我國駐當地使領館、代表處、辦

事處…等機構出具之證明文件；惟參酌遠洋業者所提

意見：「漁獲免稅證要求外館簽證，外館也不可能去

檢查是否真有該批魚獲，就只是形式上在文件上蓋個

章而已…」。經查，外館因欠缺實質審查能力，故其

出具之證明文件，內容略以：本簽證僅證明簽字人簽

字屬實，內容真偽不在證明之列云云，是上開外館簽

證之程序，已淪為橡皮圖章，欠缺制度實益；復依現

行遠洋漁船相關作業規定
2
，漁船船長頇逐日向主管機

關回報當日之漁獲量，俾符各漁業國際公約之規定，

在此背景下，是否仍頇以外館簽證作為減免關稅之必

要程序，即非無疑，財政部、外交部、漁業署允應迅

予協商檢討。 

                                      
1關稅法§49 條Ⅰ：「下列各款進口貨物，免稅：…十、中華民國漁船在海外捕獲之水產品…」；  

 關稅法施行細則§31 條Ⅰ：「依本法第 49 條第 1 項第 10 款前段規定，在海外捕獲之水產品轉運

進口免稅時，應檢具漁業主管機關核轉經我國駐當地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

權機構認 (驗 )證或經中央漁業主管機關委託之機構、人員出具之證明文件。」  

2例如：依漁業法§54○5 所授權訂定之一百噸以上漁船赴三大洋從事捕撈鮪類及類鮪類作業應行遵

守及注意事項§4○3 規定略以：「1、漁船船長應依漁業種類詳實且正確填寫作業情形紀錄表及漁

獲速報表…但延繩釣漁船已按日電子回報或傳真漁獲資料之漁船，得免提供漁獲速報表。２、

漁業人應確認船長依漁業種類所填報電子回報漁獲資料或漁獲速報表正確無誤後，將漁獲速報

表於每週二前（遇假日順延）電傳所屬公會，以速報上週之漁獲重量（處理後魚重，單位公斤）

及尾數。該公會並應於每週五前將該資料彙整後，併同該公會上週核發單船各魚種冷凍鮪類（含

旗魚類）輸日配額證明資料及各漁業人電傳該公會之原始速報資料，各船之速報彙整資料以電

子檔方式報本會漁業署備查。」、九十九年度一百噸以上漁船赴太平洋從事捕撈鮪類及類鮪類作

業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7○15：「大目鮪組漁船全年應有百分之十以上每日以漁獲回報軟體電子回

報漁獲資料。鮪魚公會應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協調改以漁獲回報軟體電子回報

漁獲資料漁船名單，並報本會備查。倘漁獲回報軟體故障時，漁業人應即通知船長每天自船上

傳真回報經船長簽名之漁獲速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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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油價調漲比率不公部分： 

    遠洋業者主張：「之前國際油價在上漲時，政府

不區分用油種類，一律調整相同之金額；但這對我們

原本油價就比較低的漁業業者頗不公平，因為比較各

類油價漲幅，我們甲種的漁船用油漲了約 108％、乙

種漁船用油漲了 217％；但同期間的 95 汽油及高級柴

油則分別只漲了約 46％及 62％！」。經查，日前立法

院已通過相關決議，要求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重新

檢討，但目前中油傾向只做為未來油價調整之參考，

並不同意回朔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算，然業者所提意見

，似有其理，漁業署允宜協調經濟部，在合情、合法

之範圍內，協助漁民爭取相關權益。 

參、處理辦法： 

一、抄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三，函請行政院參辦見復。 

三、調查意見一、二，函本案陳訴人。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