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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殺到觀賞

不過 20多年前，鯨豚如一堆漁獲橫列在漁市場等著

拍賣屠宰。1990年，政府受國際保育組織壓力將鯨

豚列為保育類動物，1997年，臺灣賞鯨活動首航。

從獵殺到觀賞，如今，鯨豚不再是我們的食物選項。

賞鯨活動已經邁入第 18年了，目前賞鯨船數量近 30

艘，每年吸引大約 20餘萬遊客搭船出海觀賞鯨豚。

以活動成長或觀光產業效益而言，賞鯨活動確實開創

了臺灣海洋生物資源運用的典範。但是，近切接觸鯨

豚 18年來，我們是否透過研究對鯨豚多了解一些？

我們又是否對賞鯨活動做了哪些有意義的關注與實

質調整？淺盆型社會的爭搶及一窩蜂現象，將導致賞

鯨活動資源有限而又過度與不當使用的疑慮。

然而無可否認地，臺灣與鯨豚的關係，確實經由賞

鯨活動，從腸胃（生存）需求提升到觀賞（生活）

層次。一個社會生活習慣以及生態價值觀的改變並

不容易，即便如此，自然資源的運用都必需謹慎以

對並有所節制，對賞鯨活動的關注，應將重點先放

在海洋大環境面來思考。

沿海是賞鯨活動的場域，鯨豚因為受到魚群的吸引，

而隨著海流來到沿海覓食。倘若民眾繼續使用鯨豚

誤觸網機率極高的流刺網在沿海捕魚，就好比在賞

鯨活動的場域四處張設讓鯨豚致命的陷阱。此外，

仔魚是沿海食物鏈基礎，是浮游魚類以及以魚為

食的鯨豚願意進入沿海的主要誘因，倘若我們繼續

在沿海大量捕撈 仔魚，等同於是著手敗掉鯨豚願

意靠岸的動機。

關心賞鯨船與鯨豚的對待關係當然重要，但是，關

心鯨豚在臺灣沿海的生存問題似乎是更迫切的重點。

關心鯨豚的最大意義，不就在關心臺灣整體海洋環

境與生態嗎？賞鯨活動的未來，需要多元且整體的

思考，包括禁用不符合永續漁撈，且早已被國際禁

用於公海的「死網之牆」─流刺網，特別是會對海

豚造成極為嚴重傷害的鯊魚流刺網和旗魚流刺網。

此外，減少或禁止 仔魚捕撈，留一些魚苗在沿海，

我們將得到更多鯨豚資源的回饋。更可設置公權力

能夠有效執行的「沿海生態保護區」，來維護已嚴

重受傷且日愈枯竭的沿海魚類資源。

先保底，留住鯨豚，我們才有機會繼續討論賞鯨活

動與鯨豚的對待關係。政府可以鼓勵學術單位多投

入鯨豚生物、賞鯨活動，以及臺灣沿近海漁撈行為

與鯨豚資源的相關性等研究，讓民眾對鯨豚有更多

的了解，將有助於我們的正確作為。

除此之外，投入輔導及輔助賞鯨活動軟、硬體的提

升也是重要工作，軟體上，為寓教於樂，可建置在

海上的海洋教育平臺，輔導業者提升解說設備與解

說人員訓練；硬體上，可輔助賞鯨船改用噪音與震

動大幅降低的電動系統。

賞鯨活動第 18年過了，至少我們已開始學習如何與

鯨豚和善相處。但放任發展或原地踏步一定不是好

事。無論政府、學界、業者，還有很多事應做而未做。

從獵殺到觀賞，在這一步以後，賞鯨活動還有許多

值得努力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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