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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漁港閒置空間再利用之利益相關者觀點分析

 —以屏東縣小琉球鄉之舊大福漁港為例

楊清閔　賴繼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沿近海資源研究中心

摘  要

隨著傳統漁業活動的衰退，臺灣政府實施漁船限建及汰建制度，漁船數減

少讓漁港需求性降低，已出現許多無船停泊的閒置或廢棄漁港。現在已有 62

處二類漁港被列為低度利用漁港，待釋出轉型（恢復自然海岸）、維持漁業使

用，且已公告不予補助在案。未來可預見閒置或廢棄漁港的數量逐漸增加，未

獲妥善處理的閒置或廢棄漁港亦可能引發治安與衛生問題，嚴重影響週遭環

境。本研究以「廢棄漁港閒置空間再利用」為主題，針對已廢止之屏東縣小琉

球鄉的舊大福漁港，進行閒置空間再利用之利用方式與維護管理的探討，針對

漁港管理者、當地漁民、海洋休閒業者等 3群組，進行利益相關者群組的觀點

分析，以幾何平均數、層級分析法（AHP）、深入訪談等研究方法量化各群組

對重視因子的偏好權重值。結果得知，漁港管理者與海洋休閒業者 2群組認為

最重要觀點層面為地區發展定位（D），而漁民群組認為最重要觀點層面為增

強維護管理（A）。3群組具有共識的重要因子為資源保育（D1）與魚苗中間

育成場（C5）。廢止漁港閒置空間的利用需因地制宜並配合當地需求，本研究

成果有助於探討閒置或廢棄漁港再利用的依據，找出利益相關者的共識因子，

讓策略制定更具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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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0）「漁業永續經營基礎建設計畫」提及國內現有

220個漁港，包含 9處由中央主管機關管轄的一類漁港，以及 211個由地方政

府管轄的二類漁港；其中有 62處二類漁港已被列為低度利用漁港，待釋出轉

型（恢復自然海岸）、維持漁業使用，且已公告不予補助在案。漁港提供漁船

做為避風、避難與補給的漁業生產活動，及漁獲物流通的產業重要基地，早期

的時空背景下，沿岸帶精華區近乎被漁港所佔據（簡文杰，2005），但隨著傳

統漁業活動的衰退，政府實施漁船限建及汰建制度，漁船數減少讓漁港需求性

降低，許多漁港亦面臨潮差大且停泊港域泥沙淤積的問題，導致漁港利用率大

幅降低（洪開燁、蕭松山等，2003），不乏無船停泊的閒置漁港或瀕臨廢棄的

漁港設施。因此，未來可預見閒置或廢棄漁港的數量將逐漸增加，未獲妥善處

理的閒置或廢棄漁港亦可能引發治安與衛生問題，嚴重影響週遭環境。

依 2022年 2月查詢農委會漁業署公告之台灣地區廢棄漁港統計表，自

1995年臺北縣下福漁港被廢除起，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21處漁港遭廢止，大部

分原因為該漁港無漁船筏設籍所致。公告廢止之漁港，政府將獎勵當地團體透

過減量、復育及環境整理等策略，進行環境生態復育及景觀改善，逐步回復海

岸生機與景觀。立法委員邱文彥於 2014年 11月 14日國是論壇中發表「海岸

復育，漁港重生」為題，指出台灣計有兩百多個漁港，將來會因功能不彰而逐

批廢止，若將這些漁港交給地方政府，他們實在是無力管理。比如小琉球原來

的大福漁港及新北市的永興漁港，經我們的評估，若將其交給地方政府或社

區，他們並無能力管理，我們應該給予協助，重新復育珊瑚和海草床，將其變

成人工潟湖，如此一來，不僅魚源不斷，珊瑚也可以做為重要生物科技的來源，

而這樣的發展也可以讓這些漁港成為海岸復育的新典範，且能創造更好的商機 

（邱文彥，2014）。

本研究著眼於在不需大量增加政府預算的情形下，減少廢止漁港閒置空間

可能引發的治安與衛生問題，讓現有閒置空間能更有效地被利用，以「廢棄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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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此類閒置空間再利用時的公共資源競爭利用和可能導致的衝突，利用調

查、訪談、幾何平均數問卷與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問卷，建立對主要議題的系統化構面評價標準，用來確定決策目標的相對重要

性，並得出一個適當的設置權重（Weimer, 1998），分析利益相關者的各群組對

本議題的觀點與立場，得知對各層面與因子的重視程度。AHP法提供了一個分

析利益相關者對研究議題的偏好架構，可以使管理者依利益相關者在決策時明

確表達基礎上，決定優先次序的決策（Mardle, Pascoe, et al, 2004）。利用權重

值量化各利益相關者群組的觀點，有助於客觀瞭解各方的期望與需求。研究成

果可做為臺灣現有閒置或廢棄漁港的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參考依據，獲得更多地

方不同之潛在利益相關者的認同與支持。

貳、文獻探討

閒置或廢棄漁港的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文獻中，陳璋玲（2007）依漁港設施

及漁港漁業功能將漁港發展分為漁港再生、漁港轉型、漁港釋出、海岸復育（廢

港）等四種類型，定義漁港閒置的標準以一年中有半年以上的月份，漁船每月

進出次數低於設籍漁港的漁船數或實質以漁港為基地港的漁船數乘於 15。林武

正（2009）對漁港閒置及其近岸海域遊憩發展進行探討，利用重大政策與相關

法令分析，以及深入訪談與 SWOT分析，認為花蓮鹽寮漁港的釋出是具有利

基的發展模式。林永德、黃新達（2016）指出，漁業署在提升漁港效能之處理

方式分成四類，第 1項，作為漁港，繼續完全供漁業使用；第 2項，全民的漁港，

以行政措施調整或變更漁港計畫，使漁港除供漁業使用之外，亦可提供其他船

舶、遊艇、其他產業使用；第 3項，漁港部分釋出，將部分港區土地劃出漁港

範圍，交由國產署管理，其中第 4項為漁港釋出或資源培育：廢止漁港，變更

為其他漁業使用（漁業資源培育場）、或交由交通觀光單位使用、或不作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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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進行海岸復育等。更說明各廢止漁港的後續發展建議，包括 1. 原有港灣

設施已近破壞殆盡，建議加以拆除回自然風貌；2. 現有漁港設施已融入當地日

常生活、遊憩用途或海岸保護中，建議保留現狀不拆除但釋出漁業用途；3. 仍

具漁業活動或其他功能的港區，建議保留現狀但不再投資；4. 建議配合鄰近養

殖業轉型為海水養殖用途的漁港；5建議轉型為觀光遊憩或生態保育用途的漁

港。此外，近年逐漸有媒體討論閒置或廢棄漁港的利用，包括農傳媒的洪嘉鎂

（2019）報導全國首例還地於海，新北率先移除低度利用漁港設施；政大大學

報的李權洲、賴辰瑀等（2020）報導當碼頭不再停泊漁船之低度使用漁港該何

去何從。以及其他散見於網路新聞記事，報導新北市與澎湖縣之廢棄漁港閒置

空間做為珊瑚復育場所，新竹縣做為環境教育和親水遊憩之觀光新亮點，以及

離島之小琉球與綠島運用於潛水教學及水上活動。由而可知，當低度利用的漁

港在發展漁業已不具實質效益時，應檢討地區多元開發之可能性。而公告廢止

漁港，政府將獎勵當地團體透過減量、復育及環境整理等策略，進行環境生態

復育及景觀改善，逐步回復海岸生機與景觀。

有關閒置空間再利用方面，閒置空間可視為暫時廢棄遺置或無主的場所，

其具有發展潛力（Greenberg, Popper, et al, 1990）。依王惠君（2001）解釋閒置

空間，認為原有階段性功能消失，目前使用性功能不彰，可以有更積極的使

用方式者。其並不限定於舊建築的再利用，有些新的建築物因為使用功能不彰

而遭到閒置也在此廣義的範圍內（王麗卿、何明泉，2001）。廖慧萍（2003）

定義閒置空間為：1. 具有歷史文化意義而廢棄不用之空間；2. 與當地居民或產

業文化有密切關係之空間；3. 原空間目前使用功能不彰，但可以有更積極之使

用方式者；4. 具有實體建築物或構造物之閒置空間。而這些閒置的空間具有歷

史、美學的特殊氛圍，能發人們想像與認同，並期待經由合宜的轉換，賦予符

合現時使用的功能（曾能汀，2006）。閒置空間再利用後可提高周遭地區整體

利益（陳俊偉，2004）。再利用方面，李清全（1993）認為，再利用乃是在建

築物的生命週期間，改變其原有用途作為別種目的之使用，或是重新組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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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傅朝卿（2001）再利用之理論乃是結構安全的老建築可以用史實性與現

代性兼顧再循環其生命周期，並且讓其本身之條件得以經濟上之存活能力。空

間的再利用是為了活化並延續空間的生命與記憶，且再利用之空間應能融入地

方，獲得各個社會群體之認同並進而成為地方性之文化空間，才能達到閒置空

間再生與永續經營之目的（陳嘉萍，2001）。洪愫璜（2002）更進一步指出，

目前臺灣再利用之經營類型歸類為四種：1. 以展示為主之再利用經營；2. 藝文

活動使用之再利用經營；3. 休閒遊憩結合之再利用經營；4. 餐飲消費之再利用

經營。閒置空間再利用常以空間與周遭產業之關連、開發經營模式、資金來源、

公私部門合作等角度切入（李清全，1993；徐佳鴻，1998；王惠君，2000）。

張倪華（2009）提出永續都市發展下閒置空間再利用之評估項目與架構，並歸

納為文化社會、環境保育、地區發展、產業經濟、經營管理、空間利用等 6個

面向，作為未來閒置空間永續利用的條件。由於本研究議題與上述文獻之閒置

空間再利用討論個案類似，其原有使用功能亦因時空背景轉變而產生閒置。

參、研究方法

一、建立對主議題的評估層面與因子

本研究以「廢棄漁港閒置空間再利用」為主要議題，在評估層面的架構參

考「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相關文獻，相關評估層面架構選定張倪華（2009）提

出永續都市發展下閒置空間再利用之評估項目與架構，並歸納為文化社會、環

境保育、地區發展、產業經濟、經營管理、空間利用等 6個面向，作為未來閒

置空間永續利用的條件。方穩淑（2009）對農田水利會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評量

層面與因子為 1. 財務層面：財務負擔、投資效益、管理成本、權利金數額。

2. 基地環境條件層面：災害風險、商業活動、交通便利性、文化活動。3. 政策

法令層面：土地使用分區、政府獎勵政策、適用法規是否完備。4. 永續經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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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經營模式、居民參與、鄰近地區是否有重大開發計畫、提升區域競爭力。

劉俊驛、李宗霖等（2012）對南投縣竹山公有零售市場閒置空間再利用的關鍵

成功因素中，以維護管理項目、營運服務項目、經營模式建議、政策之可行性

等 4層面進行評估。楊牧野、方惠民等（2012）對綠色港埠的空間發展提出多

項建議：包括 安全防災、生態維護、節能減碳、營運效益、社區參與、文化

保存、永續經營。本研究擬定評估架構以四個層面為主，分別為對廢棄漁港閒

置空間再利用的 A. 增強維護管理、B. 確立經營方式、C. 設定利用方式、D. 地

區發展定位。其中 A. 增強維護管理層面下之評估因子，參考邢志航（2010）；

何育興、張易文（2019）提及閒置公共設施之原因可歸納為環境變遷、缺乏經

費、規劃不當、行政程序未完成、管理不善及複合型等 6類的關鍵性形成閒置

因子，而針對本議題，若廢棄漁港閒置空間進行再利用，亦面臨到可能再次面

對關鍵性形成的閒置因子，因此設計本層面下因子為爭取足夠經費預算、補充

足夠維護人力、制定維護管理制度、定期檢討經營管理成效、設置常設性經營

管理組織等 5個因子。在 B. 確立經營方式層面下之評估因子，參考漢寶德、

劉新圓（2008）在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之檢討提及實施方式可分公辦公營、公

辦民營、委外經營等 3項。劉俊驛、李宗霖等（2012）經營模式建議分為公辦

公營、公辦民營、民營化、部分公營部分民營。本層面下因子設計為公辦公營、

公辦民營、招商民營化、當地培力，自組協會經營等 4個因子。在 C. 設定利

用方式層面下之評估因子，參考林永德、黃新達（2016）之廢棄漁港再利用之

規畫研究中提及，漁港釋出為資源培育場、交通觀光用、海岸復育，以及參考

新聞媒體報導近幾年廢棄漁港的空間利用情形，設計本層面下因子為展示與教

學教育中心、週邊攤位出租、珊瑚與海草床復育場、生態導覽、魚苗中間育成

場等 5個因子為主。在 D. 地區發展定位層面下之評估因子，參考林永德、黃

新達（2016）提及各廢止漁港的後續發展建議，包括拆除回復自然風貌，保留

現狀並用做非漁業用途，海水養殖用、觀光遊憩、生態保育、及綜合性開發。

楊牧野、方惠民等（2012）對綠色漁港營造理念之安全防災、生態維護、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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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減碳、營運效益、社區參與、文化保存、永續經營，本層面下因子設計為資源

保育、災害防治、景觀改善、漁港歷史遊覽、海洋研究等 5個因子。本研究共

計以 4層面 19因子進行本議題的探討，各評量層面與因子說明如表一所示。

二、幾何平均數問卷評估

以表一廢棄漁港閒置空間再利用評量層面與因子建立幾何平均數問卷，各

因子重要性的評估分數 9分為非常重要、7分為重要、5分為普通、3分為不重

要、1分為非常不重要，以及不知道等選項。問卷以幾何平均數為主。黃國平、

表一　廢棄漁港閒置空間再利用評量層面與因子的說明

評量因子 評量因子的考量說明

「A. 增強維護管理」 層面

A1. 爭取足夠經費預算
漁港功能性轉型所需費用，日後持續性設施維護、改

善景觀、去除廢棄漁具漁網、回復當地自然景觀等用

途。

A2. 補充足夠維護人力
持續性設施維護，漁港閒置空間的環境清潔、公共設

施管理、維護及增設所需人力後，相關輔導當地與振

興地方的工作。

A3. 制定維護管理制度 制定良好標準的維護管理作業制度，提供閒置空間使

用者遵守，並制定相關緊急應變措施。

A4. 定期檢討經營管理成效
定期將經營管理成效納入評量與檢討項目，釐清經營

管理動作的有效性，也能夠在資源與預算分配上排列

優先順序。

A5. 設置常設性經營管理組織 設置常設性的經營管理組織及單一聯絡的窗口，用以

執行相關工作及營運該閒置空間。

「B. 確立經營方式」 層面

B1. 公辦公營 由地方政府出資，並負責一切管理營運等相關業務工

作。

B2. 公辦民營 委外經營方式，由政府規畫，民間單位負責營運並提

繳規費給政府，以及履約期限後交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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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因子 評量因子的考量說明

B3. 招商民營化 產權變更、經營權完全由私人接手。

B4. 當地培力，自組協會經營 進行當地培力計畫，自組當地協會，由協會接手經營

權，並與政府討論相關規費及補助金事宜。

「C. 設定利用方式」 層面

C1. 展示與教學教育中心
當地海洋生態與魚類之小型展示區，並可使用做為浮

潛、潛水及相關海洋遊憩活動之教學場地，及可運用

於其他海洋教育之多元場地。

C2. 周邊攤位出租 配合當地特色，提供閒置空間周邊承租攤位供出租，

以及廣告看板等使用。

C3. 種珊瑚、海草床復育場
於閒置空間的港區進行人工珊瑚與海草床的種植，除

提供移植回當地海域外，並能採收進行生物科技產業

使用。

C4. 生態導覽 配合潮間帶生態最豐富地方，做為漁港自然生態池，

提供海洋生態、海洋教育及知識傳遞的地點。

C5. 魚苗中間育成場 提高放流魚苗活存率，減少放流魚馬上進入海洋環境

即遭到捕食或不適應而死亡的現況。

「D. 地區發展定位」 層面

D1. 資源保育
提供閒置空間復育與中間育成海洋生物資源場，提高

放流魚苗生存率。進行珊瑚與海草床種植，做為海洋

生物生息與蔽敵場所。

D2. 災害防治 强化漁港區域內災害預防及緊急災害事件通報功能
性。

D3. 景觀改善 提升漁港閒置空間之景觀綠覆率，整頓環境及紊亂景

觀，供當地居民、遊客眺景休憩散步的安全空間。

D4. 漁港歷史遊覽
讓遊客對漁港相關歷史人文與海洋體驗而產生興趣，

解說中領略人文歷史的內涵，進而引發在地關懷以及

對海洋環境的關心。

D5. 海洋研究
藉著海洋教育與研究、海洋生物蒐藏等方式，將漁港

閒置空間做為海洋研究及教育推廣基地，著重於當地

海洋研究。

表一　廢棄漁港閒置空間再利用評量層面與因子的說明（續）



JOURNAL OF 
URBANOLOGY

99

城
市
學
學
刊林振國等（2004）認為幾何平均數作為決策群體篩選評估準則的依據，以收統

計上不偏的效果，避免極端值的影響，如此可使準則的選取效果更佳。張有恆

（1998）指出，幾何平均數比較可以代表決策群體中大部分專家、主管的意見，

可以篩選出較具客觀性與公平性的準則。因此以幾何平均數代表決策群體對評

價因子的共識，不需經多次反覆問卷，減少受訪專家不耐多次問卷的干擾，一

般認為重要性程度大於 70%可視為重要。對評估群組之相關者先以電話或當

面告知問卷用意，再行發放問卷，填寫問卷後實施面對面訪談。由受訪者自行

填寫問卷，若受訪者不識字或不耐書寫，則由研究人員依問卷讀出問題及轉譯

方言，由受訪者回答，研究人員代填寫。另為能了解受訪者對因子選擇原因，

研究人員會針對受訪者關心的議題，讓受訪者敘述感受與動機，擴大受訪者自

由發言及討論的機會。並引導受訪者給予議題的改善提案，以及對問卷內容的

語意修改。訪談約 40分鐘至 3小時，時間不等。

三、層級分析法（AHP） 問卷

以表一廢棄漁港閒置空間再利用評量層面與因子建立層級分析法（AHP）

問卷，利用 AHP法（Saaty, 1980）進行各因子的權重分析，其用來解決多準則

的決策問題。通過系統化的層級結構方式，明確確認出複雜目標的評估因子。

在每個層級及每個因子之間利用比例尺度做成對比較，找出各因子的相對權重

值，並由整體相對權重值最大者做為決策目標的最佳方案。AHP法將評估不同

的相對重要水準的基本劃分為五級，包括：同等重要、稍重要、重要、非常重要、

極重要，並分別用比率尺度為 1、3、5、7、9衡量值來代表。

在計算特徵值與特徵向量方面，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可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A，將衡量值置於成對比較矩陣上三角部份，a12代表因子 1相對於因子 2的相

對重要性。下三角部分為數量上三角的相對位置倒數。如 a12=1/a21。如式（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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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求出成對矩陣後，使用數值分析中的特徵值（eigenvalue）解法，找出特徵

向量（eigenvector）。若矩陣 A為一個 n×n的一致性矩陣時，A的特徵向量

X與特徵值 λ和矩陣 A的關係如式（2）所示：

AX = λX   （2）

經移項後，可得式（3）

(A-λI) X = 0   （3）

式（3）成立之條件為特徵向量 X為非零向量，且 det (A-λI) =0。將行列式

解開後，可求得矩陣 A的 n個特徵值，其中最大特徵值標記為 λmax。

n個因子 A1、A2、…、An彼此評比的成對比較矩陣，如式（1）所示，aij

為因子 Ai對於因子 Aj的相對重要度。令 wi、wj分別為因子 Ai對於因子 Aj的

權重，並定義

aij = wi/wj，則成對比較的矩陣可以改寫如下：

      （4）

令W為 n個因子的權重向量，也就是W = [w1、w2、…、wn] T，則成對

比較矩陣 A與權重向量W內積可得式（5）：

        （5）

根據式（2）對特徵向量之定義，可發現式（5）中權重向量W恰為成對

比較矩陣 A之特徵向量，且 n恰為特徵值的其中一個，故式（5）可改寫為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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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A·W = λmax·W  （6）

由於權重向量為非零向量，並滿足 w1 + w2 + … + wn = 1，而成對比較矩陣

已由決策者決定，因此可依公式求解最大特徵值與特徵向量，也就是權重向量

W。但由於高次多項式求解不易，因此利用列向量幾何平均值標準化，求得近

似之權重向量。

     （7）

最大特徵值 λmax可由式（8）求得：

    （8）

在驗證一致性與修正矩陣方面，Saaty為能確認決策者給予因子重要性的

一致程度在有效的範圍內，使用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 CR）為判別的

標準。計算方式先求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如式（9）所示，

其中 λmax為矩陣 A最大特徵值，n為矩陣階數，若且唯若 λmax = n，則成對比

較矩陣 A具一致性。RI為隨機指標（random index, RI），以調整不同階數下所

產生不同程度的 CI值變化。

        

     （9）

本研究採用刀根薰（1993）建議，若 C.I.≦ 0.15，C.R.≦ 0.15其一致性

可達可接受水準。若欄位之 C.I.值 >0.15，則先請受訪者重新考量與修正，檢

查後若仍超過者則再輔導修正。問卷結束後再進行深入訪談，讓受測者敘述感

受與選擇因素時的決策動機，擴大受測者自由發言及討論機會，以強化研究內

容深度。



第十二卷，第一期（2022年9月）

102

四、研究地點與評估主體

本研究標的選擇於 2008年已取消指定（廢止）漁港之屏東縣大福漁港（如

圖一），該漁港位於屏東縣琉球鄉東南方的大福村海岸，西南側緊鄰著琉球新

漁港，係利用珊瑚礁灣內挖構築。原係為集中原有東福、中福及西福等地停泊

之漁筏，但在琉球新漁港擴建完成後，其功能逐漸被取代。屏東縣政府於 2012

年 11月 1日依漁業法第 44條第 4款及第 9款公告「琉球鄉大福海域禁漁區有

關限制事項」，藉以有效養護及管理海洋生物資源。已廢止舊大福漁港閒置空

間的港區，類似長方形海洋游泳池，常有當地居民偶爾下港游泳，或被利用為

初學潛水者的訓練池，當地漁會亦有使用於魚苗放流用之中間育成場的經驗。

本研究以當地之漁港管理者、漁民、經營潛水或民宿之海洋休閒業者為主

要 3群組的利益相關者群組。各群組取 10人做為代表，原漁港管理者為屏東

縣政府，漁港廢止後現在實質管理者以當地漁會為主，發放問卷之管理者群者

為小琉球區漁會及屏東縣政府人員為對象。漁民群組由當地一支釣與底延繩釣

小型湖船的船長或船主，住所靠近舊大福漁港。海洋休閒業者群組為靠近舊大

圖一　小琉球大福漁港及舊大福漁港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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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福漁港之經營民宿及潛水業業者為主。問卷方式至現場進行訪查並填寫問卷後

進行綜合訪談，若欄位全勾最重要者視為無效問卷，幾何平均數問卷發出 30

份，計管理者 10份、海洋休閒業者 9份、漁民 10份為有效問卷。AHP法問卷

以幾何平均數問卷受試者為主，各組發出 10份問卷回收後進行一致性檢定，

C.I.≦ 0.15其一致性可達可接受水準。若欄位之 C.I.值 >0.15，則先請受訪者

重新考量與修正。通常問卷一致性未達水準，是某些欄位太過偏激或邏輯不對，

本研究由研究人員請受測者事先排序因子重要程度，在 AHP 法問卷的兩兩因

子相比較時，可減少邏輯不對的失誤。問卷超過 C.I.值時再請受測者仔細思考

並修正之。願意修正並符合可接受水準，視為有效問卷。各組有效問卷 6份共

計 18份。AHP法問卷回收後再次進行深入訪談，強化各層面與因子被選擇的

決策判斷。

肆、結果

一、幾何平均數問卷結果分析

幾何平均數問卷分析結果詳如表二與圖二所示，有關 A. 增強維護管理層

面，管理者群組在補充足夠維護人力（A2）及制定維護管理制度（A3）等因

子認為極為重要，亦呈現較其他群組重視，其次則是爭取足夠經費預算（A1）

及定期檢討經營管理成效（A4）。此處經營潛水或民宿之海洋休閒業者群組認

為現行漁會主導之舊大福漁港的使用上合乎當地習慣，並未有積極參與管理或

其他較積極的作為。近年來小琉球海洋休閒活動，觀光客以潮間帶觀察為主，

當地海洋休閒活動偶有運用廢棄漁港進行浮潛與潛水教學活動，管理者與海洋

休閒業者雙方少有爭議與糾紛。而漁民群組對此層面的態度則是比其他群組呈

現較低重要性，由於此廢棄漁港區域已無漁筏停泊，亦無其他關於漁業的實質

功能性存在，當地漁民對舊大福漁港的關心度較低。各群組對於舊大福漁港區

域的再利用處於觀望的態度，尚未出現積極爭取或參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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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B. 確立經營方式層面，由於閒置或廢棄漁港的閒置空間再利用常是

由當地居民或協會發起，配合符合當地需求的活動或作業，以進行空間活化。

因此仍需要佐以相關的經營方式，故以公辦公營（B1）、公辦民營（B2）、

招商民營化（B3）、自組協會（B4）經營等項目來瞭解目標群組對於確立經

營方式的觀點。管理者群組及海洋休閒業者群組對於自組協會（B4）來活化

此空間有較重要性的傾向。屏東縣政府於 2012年 11月 12日以屏府農漁字第

10135510700號公告該區為大福海域禁漁區，作為魚苗放流之中間育成場，當

地漁會亦配合中間育成與管理，讓放流的魚苗有中間育成場域，提升增殖放流

魚苗之適應性，此模式成為其他縣市之觀摩學習的對象。故漁會對於此區域的

活化有信心，亦認為由當地的居民及漁會來自組協會管理，由政府公部門輔導

進行當地的培力計畫，討論相關規費及補助金事宜，其廢棄漁港的閒置空間再

利用的效益應會較外來研究單位或管理者佳。而漁民群組則認為交由當地政府

公部門進行空間規畫利用，以公辦公營（B1）的話較為公平，也較具有公信力，

避免偏頗特別地方團體。

有關 C. 設定利用方式層面，管理者群組對於空間規畫上，以展示與教學

教育中心（C1）及魚苗中間育成場（C5）表示極為重要，此因與上節所述相同，

政府公部門為復育增殖沿近海漁業資源，避免將魚苗放流到不適當的環境，該

廢棄漁港區域常做為魚苗放流之中間育成場，讓魚苗得以適應當地環境提高生

存率，並易於宣導建立海洋復育觀念，此模式與漁港區域常被借鏡為其他縣市

之觀摩學習對象。當地漁會具有成功經驗，亦認為此處可以此二項利用方式為

最佳。漁民群組對於魚苗中間育成場（C5）有較重要的趨勢，即對於增裕漁業

資源及生計均有助益，而表示支持。承租攤位供出租（C2）各群組有較低的重

要，可能是以往前沒有相關的成功案例及傳統印象不佳所致。2016年 6月 15

日報導指出該漁港近期重新施工造沙灘，縣府管理者指出該漁港「以前是美麗

的白沙灣，但多年前有一塊混凝土壓在海底，導致沙無法隨波而流，縣府推出

海岸整體規畫，加上中山大學教授的專業建議，決定以咕咾石在平緩的地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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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造斜坡，期能就地取材造斜坡，讓海底的白沙能再隨著波浪的潮汐恢復原來的

美貌」。故瞭解管理者群組仍期望恢復原本自然樣貌，甚至可成為另一友善環

境的觀光新景點。海洋休閒業者群者認為只要是對自然環境好的項目，如種珊

瑚、海草床復育場（C3）、生態導覽（C4）、魚苗中間育成場（C5），可對於

觀光產業有助益而傾向支持，即讓遊客對相關海洋體驗而產生興趣，解說中領

略海洋奧妙及人文歷史的內涵，進而引發在地關懷以及對海洋環境的關心，也

可看得出小琉球的觀光產業日益興盛，以豐富的潮間帶生態導覽為首，凝聚海

洋環境保育的觀念。 

有關 D. 地區發展定位層面，管理者與海洋休閒業者群組對於資源保育

（D1）、漁港歷史遊覽（D4）與海洋研究（D5）認為重要，由於小琉球的觀

光逐年成長，管理者群組致力保育與觀光間能夠平衡發展，實施措施包括小琉

球 3海浬內海域禁止刺網作業、杉福潮間帶的遊客總量管制措施，近幾年的綠

蠵龜的數量增加到浮潛就可看見，相關海洋研究團隊也陸續發現新種，讓小琉

球的生態觀光人氣直線上升，因為對於這些因子較為重視。此外，根據對各群

組訪談彙整，以往小琉球的觀光尚未興盛時，人口外移嚴重，年青人至屏東、

高雄等地就業，留下的老一輩漁民仍從事漁業，但年老的漁民仍希望兒子或孫

子回來小琉球團聚，而當時並未有任何誘因讓年青人返鄉。但隨著觀光及海洋

休閒活動的興盛的帶動下，年青人願意返鄉且帶著孫子回到小琉球，讓老漁民

非常高興，而且小孫子向老漁民傳達海洋保育觀念亦非常容易接受，也就讓老

漁民也逐漸有珍惜資源保育的觀念，再談到海洋保育及禁止刺網等漁業相關限

制與管理方式，反對的聲浪比較小。漁民群組的家人當中，年青人雖少繼承傳

統漁業，但很多從事海洋休閒或飲食等與觀光相關之產業，漁民期舊大福漁港

的閒置空間能整頓環境，避免景觀與衛生不佳，是可提供居民與遊客休憩散步

的安全空間。故漁民群組在資源保育（D1）、漁港歷史遊覽（D4）、景觀改善

（D3）的因子上也呈現較重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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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廢棄漁港閒置空間再利用之幾何平均法問卷結果

二、AHP問卷結果分析

經 AHP法問卷所得之結果權重值整理如表三，小琉球利益相關者群組對

於舊大福漁港再利用的觀點上，以「D. 地區發展定位」層面較為重要，海洋休

閒業者（0.517）、管理者（0.425）、漁民（0.210），在其四層面中的排序屬於

最高或次高。即管理者、海洋休閒業者、與漁民群組對於廢棄漁港活化閒置空

間時，其地區發展定位最感到關切且有共識。利益相關者群組中，海洋休閒業

者與管理者對各層面的重要性排序相同，二群組的再利用漁港之「C. 設定利用

方式」層面為次高重要。但漁民對於四層面的重要性排序以「A. 增強維護管理」

最高（0.523），其與另二群組有明顯差距，漁民在前述之幾何平均數問卷較其

他群組呈現較低重要性，因無實質漁業功能性存在，關心度較其他群組低。但

是在 AHP法問卷時，指出若需要在此四層面中選擇廢棄漁港置空間再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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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四層面各因子之幾何平均數問卷分析結果

最重要層面時，強調要有人有錢要公平，需照顧到漁業者的利益為思考主軸進

行評估，直接的述求呈現在排序當中。此外，在「B. 確立經營方式」層面，3

群組在四層面中的排序最低，此層面未受到各群組的重視，在訪查中得知現有

閒置空間的利用上，常有當地居民偶爾下港游泳，或被利用為初學潛水者的訓

練池，當地漁會亦有使用於魚苗放流用之中間育成場的經驗。該區並無特定人

或組織進行強力的整合，各群組間尚未有大衝突發生，因此對於舊大福漁港區

域的再利用均處於觀望的態度，各群組尚未出現積極爭取或參與的意願。

以整體層面下各因子的重要性來看，海洋休閒業者群組最重視的前 5項，

分別是海洋研究（D5）、漁港歷史遊覽（D4）、魚苗中間育成場（C5）、資源

保育（D1）及生態導覽（C4）；而管理者群組最重視的前 5項，分別是資源保

育（D1）、展示與教學教育中心（C1）、漁港歷史遊覽（D4）、海洋研究（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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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魚苗中間育成場（C5）；但漁民群組的最重視前 5項略有不同，分別是補充

足夠維護人力（A2）、制定維護管理制度（A3）、爭取足夠經費預算（A1）、

資源保育（D1）及魚苗中間育成場（C5）。顯然三群組的共識落在資源保育

（D1）及魚苗中間育成場（C5），也就是說，三群組對於廢棄的舊大福漁港閒

置空間，用在資源保育及做為魚苗中間育成場是同意且有共識的。經訪談得知，

漁會經常配合政府公部門進行魚苗放流工作，由於魚苗來自養殖場，經過搬運

及體型小，直接放流於大海後的死亡率甚高，故利用舊大福漁港的港區，將出

海口地方以小網口的漁網阻斷魚苗游出，小魚苗在舊大福漁港域內育成經 3-6

個月增大及適應當地水質水溫後，再將漁網拆開，讓魚苗游出，減少死亡發生，

因經常辦理類似的活動，已讓各群組熟悉運用方式，也獲得良好評價，進而讓

各群組產生可接受的共識。故現階段此漁港空間可做為提供復育與中間育成海

洋生物資源場，提高放流魚苗生存率，或者討論進行珊瑚與海草床種植，提供

海洋生物生息與蔽敵場所等資源保育使用。經表三亦可輕易找出 3群組認為不

重要的共識因子，包括「B. 確立經營方式」層面下之公辦民營（B2）與招商

民營化（B3）及「C. 設定利用方式」層面下之週邊攤位出租（C2）。在進行實

際 3群組討論之際，即可刪去此 3項因子，讓協商更為有效率。

管理者與海洋休閒業者共同重視漁港歷史遊覽（D4）與海洋研究（D5），

配合現今小琉球極具人氣的潮間帶生態導覽，閒置空間可做為漁港自然生態

池，提供海洋教育與知識傳遞的地點。藉著海洋教育與研究、海洋生物蒐藏等

方式，將漁港做為海洋研究及教育推廣基地，著重於當地海洋研究。經訪談得

知，管理者或海洋休閒業者提及國外有類似漁業體驗的場所或建築物設置在漁

港區，其內部介紹當地的漁業相關概況之外，設有一些小型水族箱，可讓來訪

遊客瞭解當地海洋生物，進而增加遊客對當地漁業的知識性教育及海洋環境保

育的歷程。而其中設置的部分包含展示學習室，可展示當地魚苗放流或漁具模

型，結合相關的海洋漁業紀念品或水產推廣品等產品。而水族箱內養殖當地常

見且隨手可得的魚類。再加上會議室可提供遊客或當地民眾開會集會場所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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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活動之研究場所。因此，有些海洋休閒業者對於此類的漁港閒置空間活化再

生的方式，感到相當有興趣。實際從事傳統漁撈漁業之漁民減少，這些閒置或

廢棄的漁港空間，使用於海洋資源保育及生態旅遊方向的發展，配合當地的需

求，是活化再利用此類閒置空間的良策。

伍、結論與建議

一、討論

臺灣隨著政府實施漁船限建及汰建制度，漁船數減少讓漁港需求性降低，

已增加閒置或廢棄漁港的數量，這些閒置空間有必要進行檢討恢復自然環境或

再利用。本研究各群組對廢棄的舊大福漁港閒置空間，在進行問卷前表達此廢

表三　廢棄漁港閒置空間再利用之 AHP法問卷所得之結果權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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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漁港閒置空間已融入生活當中，並不需要再動用經費讓該閒置空間恢復自然

環境。漁港管理者與海洋休閒業者 2群組認為最重要觀點層面為地區發展定位

（D），而漁民群組認為最重要觀點層面為增強維護管理（A）。3群組具有共

識的重要因子為資源保育（D1）與魚苗中間育成場（C5）。結果與林永德、黃

新達（2016）指出各廢止漁港的後續發展建議當中之轉型為觀光遊憩或生態保

育用途的漁港相同，亦與毛家曄、李信達（2012）與鄭光慶（2018）對小琉球

研究結果之重視降低觀光及遊憩活動對環境的破壞與干擾、保護棲地及保育棲

地等結果相同。閒置空間可視為暫時廢棄遺置或無主的場所，其具有發展潛力

（Greenberg, Popper, et al, 1990）。閒置空間再利用後可提高周遭地區整體利益

（陳俊偉，2004）。本研究結果此廢棄漁港的閒置空間做為海洋資源保育用途，

提供復育海洋生物資源之魚苗中間育成場，用以提高放流魚苗活存率，在運用

廢棄漁港的閒置空間，應為廣泛可被接受且符合當地利益的方式。

小琉球在近年來，由於政府大力推廣國民旅遊，加上媒體在小琉球潮間帶

生態旅遊與海龜上的曝光度，使得小琉球在近十年來觀光產業蓬勃發展，甚至

到發展過熱的地步。根據蔡蔚宗（2007）與傅信維、黃卉箖等（2013）研究，

漁業資源日益減少，傳統產業與休閒觀光結合是必然趨勢，民眾多半對於產業

轉型有更深刻的理解後，並不會對於排斥產業轉型。洪志明（2016）與鄭光慶

（2018）調查小琉球發展海洋觀光之策略當中，遊客對生態導覽型與教育文化

型的項目較有興趣。本研究結果之管理者與海洋休閒業者認為地區發展定位重

視漁港歷史遊覽（D4）與海洋研究（D5）相類似，此為小琉球舊大福漁港的

原始漁港功能不在，而期待能規畫出具有特色且符合永續海洋觀光景點，讓遊

客對當地漁業歷史及相關海洋體驗而產生興趣，解說中領略海洋奧妙及人文歷

史的內涵，進而引發在地關懷以及對海洋環境的關心。利益相關者群組期待能

在此閒置空間進行適當的利用與活化，期能夠提高周邊漁村的整體利益。此

外，經營民宿或潛水等海洋休閒觀光業者群組較支持永續觀光發展（鄭光慶，

2018），提升觀光遊憩價值與服務品質或滿意度，以期增加回客率或重遊意願



JOURNAL OF 
URBANOLOGY

111

城
市
學
學
刊（林純玉， 2005；巫昌陽，2011），本研究海洋休閒業者群組有相同的頃向。

本研究結果在對廢棄漁港閒置空間再利用之確立經營方式，管理者及海洋休閒

業者對於自組協會（B4）來活化閒空間有較重要性的傾向，與 Huang, Kao, et 

al (2014）指出，地方政府可將漁港轉讓給漁協並與當地研究機構合作，組成公

共法人機構運作，以管委會方式運作之建議相同。但是漁民群組則是頃向交由

當地政府公部門進行空間規畫利用。因此，廢棄漁港閒置空間的再利用之經營

方式為因地適宜，各群組不同的考量，很難達成共識，需要利益相關者群組間

更多的討論與協商後，才能歸納出適合當地的策略。

二、結論與建議

本文針對小琉球已廢棄之舊大福漁港閒置空間的再利用，對當地之管理

者、漁民、海洋休閒業者群組進行觀點分析，了解潛在利用群組在廢棄漁港閒

置空間再利用之選擇偏好。由結果得知，漁港管理者與海洋休閒業者 2群組認

為最重要觀點層面為地區發展定位（D），而漁民群組認為最重要觀點層面為

增強維護管理（A）。3群組具有共識的重要因子為資源保育（D1）與魚苗中

間育成場（C5）。廢棄漁港閒置空間可做為提供復育與中間育成海洋生物資源

場，提高放流魚苗生存率，增加當地海域的經濟性魚類數量，或進行珊瑚與海

草床種植，提供海洋生物生息與蔽敵場所等資源保育使用。此方式對管理者而

言，可將廢棄漁港閒置空間再利用，透過與當地漁民及海洋休閒業者團體協力

合作，進行環境生態復育、景觀改善，逐步回復海岸生機與景觀，避免治安與

衛生問題，符合政府政策方向。對海洋休閒業者而言，發展生態觀光及漁港導

覽觀光，帶動保護海洋資源觀念，發展永續性的生態旅遊方式，有助於營造特

色景點，提升觀光遊憩價值與服務品質，增加回客率或重遊意願，亦能獲得永

續經營的機會。對漁民而言，廢棄漁港空間定位為資源保育用途，可直接增加

當地海域的經濟性魚類數量，亦可間接幫助下一代從事海洋休閒產業，增加傳

統漁業與觀光休閒產業結盟機會。可見 3群組的共識因子均能達到各群組所重

視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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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了一個簡單且實用的調查分析方式，呈現各利益相關群體對於

此議題的評估意見，除了讓參與協商及決策的利益相關群體能避免直接在會議

上的衝突之外，亦可預先了解不同立場的思考模式，減少不必要的失誤。深

入解析各群體於本主題的不同立場，可加速整合各方意見，可提出適宜的折衝

解決的方案，讓協調更順利。以及再次思考及討論對目標問題的核心價值，讓

決策時能更合理化。而在閒置或廢棄漁港再利用的議題上，建議可從幾個面向

思考，首先是因地制宜，認清當地的需求，規畫上需結合利益相關者群組，在

充分的討論後產生完整且全盤的計劃，再朝向共識的目標進行。其次，規劃廢

棄漁港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群組參與，不僅是主要利用的海洋休閒業者及漁民群

組，而是當地居民甚至可考慮加入部分的專家學者及觀光導遊的參與，吸引當

地居民能夠共同執行。再者，對於閒置漁港空間的規劃再利用，需要經費上的

支援，建議開始以政府經費執行，再激發當地使用此類空間的需求後，再交由

民間主動規劃及活用，政府扮演啟動的角色，讓民間的創造力與靈活運作的特

色，能夠更快地融入，有效地再利用此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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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takeholder Perspectives of Reuse for 
Unused Space in Discarded Fishing ports:  
Take the Old Dafu Fishing Port in Liuqiu Island for 
Example

Ching-Min Yang and Chi-Chang Lai

Abstract

With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fishing activities, the Taiwan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 fishing boat restriction and elimination system, because the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fishing boats has reduced the demand for fishing ports, there 
have been many idle or discarded fishing ports with no ships berthed. There are 
62 Type II fishing ports have been regarded as low-use-rate fishing ports pending 
to be canceled and transformed (to be restored back to natural coasts)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be used for fishing and will no longer be subsidized. In the future, the 
number of idle or discarded fishing ports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gradually. Improper 
management of idle or discarded fishing ports may cause public security and health 
problems, seriously affecting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reuse for unused space in discarded fishing ports”, explored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and usage of old Dafu fishing port in Liuqiu Island. A differenti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fishing port managers, local fishermen, 
operators of the local marine leisure industry. By geometric mean, AHP,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study quantified the weights of different groups in order to recognize 
importa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ishing port managers and local marine leisure 
industry considered “the orient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D)” the most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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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 but local fishermen considered “strengthening maintenance management 
(A)” the most important dimension. 3 stakeholder groups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the 
important factors were use them for “resource conservation (D1)” and “intermediate 
rearing of marine organisms (C5)”. Reuse for unused space in discarded fishing ports 
should be revitalized according to local needs and circumstances. The results are 
helpful to explore the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reuse of idle or disused fishing ports, 
find the consensus factors of stakeholders, and make the strategy formulation more 
rational.

Keywords:　 Idle Fishing Port, Discarded Fishing Port, Reuse of Fishing Por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