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海洋事務

一、海洋行政事務
（一）辦理高雄市轄海域環境監測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辦理市轄海域環境監測，每季執行海域環境

採樣作業 1次，全年共 4次。104年 7月至 12月計辦理完成 2次作
業，範圍涵蓋市轄海域共 36個監測點，監測類別項目有水質、水
文、底質及生態等。

（二）執行市轄海域環境稽查

建擘縝密海污稽查機制，104年 7月至 12月計執行海域稽查 23次、
陸域稽查 23次、專案稽查 81次。

（三）辦理海嘯災害防救

為加強海嘯防災宣導，讓民眾及臨海地區學校學生對海嘯災害有

更深的認識，自 104年 7月至 12月，分別於新興區、苓雅區、路竹
區等國中小學校共辦理 3場海嘯防災教育宣導，教育訓練內容針
對海嘯防災避難之應變原則進行講解及問題說明，讓學童瞭解海

嘯發生時之應變作為，對爾後防災工作更有助力。

（四）持續出版海洋文化教育相關刊物

為行銷推廣本市海洋產業及文化，104年 12月份出版「海洋高雄」
期刊第 41期 1,300冊。

（五）「海洋環境教育－校園巡迴列車」

為積極推廣海洋環境教育及在地的漁業文化，與國立海洋生物博

物館共同辦理「海洋環境教育－校園巡迴列車」活動，將豐富多元

的海洋新知帶進本市各行政區，更深入偏遠之原鄉地區，使本市

學齡兒童瞭解海洋環境生態與資源保護的重要性。自 104年 7月至
12月止，巡迴 13所小學，總計上課人數約有 800人。

（六）辦理魚苗放流

為培育沿近海高經濟漁業資源，增加漁民收益，協助「台灣漁業永

續發展協會」於 104年 7月至 12月間在中芸、興達港漁港施放尖吻
鱸及銀紋笛鯛共 33萬尾，以增加本市沿近海漁業資源。

（七）輔導「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經營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

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位於旗津漁港自由長堤，該館展示內容包括

海洋意象、文化、環保等特色主題，深入淺出介紹藍色海洋多樣面

貌，喚醒民眾對海洋環保的意識。104年 7月至 12月參觀人數計
34,672人。



二、海洋 業輔導產
（一）發展遊艇產業

1.推動南星遊艇產業園區
因應本市遊艇產業發展，本府海洋局積極推動設置「高雄市南星

計畫遊艇產業園區」，園區開發依「產業創新條例」開發規定，

委託公民營事業方式辦理。本開發案目前採全區報編開發並縮小

規模方式續為推動。

2.輔導遊艇產業
2015年 1月至 10月份，遊艇外銷產值約新台幣 46億 1,412萬元，
另根據國際知名之遊艇產業雜誌 ShowBoats International針對世
界各國 80英尺以上遊艇訂單的最新統計，2016年台灣接單總長
度 2,248呎，超越英國、美國成為全球第 4大、亞洲第 1遊艇製造
國，高雄卓越的遊艇製造實力讓台灣成為全球遊艇知名製造國，

本府海洋局將持續輔導遊艇產業，持續發展本市藍色海洋經濟。

（二）推動郵輪產業

1.104年 7月至 12月共計有 15艘次郵輪造訪高雄港，進出港旅
客達 55,417人次，全年艘次計有 46艘次，進出港人次達 13.3
萬人次。

2.與業界合作推廣郵輪產業
與山富旅行社合作，於「高雄購物嘉年華」活動行銷皇家加勒比

公司之海洋航行者號郵輪遊程。

3.提升郵輪旅客通關服務品質
與文藻外語大學合作執行「2015高雄郵輪旅客海味遊程推廣計
畫」，為郵輪旅客量身打造海味遊程地圖，並派遣具外語專長之

學生志工至 9號碼頭服務，協助國際郵輪旅客進行岸上觀光，
行銷港都海洋魅力。

4.為推動海峽兩岸郵輪及遊艇產業經濟圈，於 6月 30日至 7月 1
日與高雄市國際郵輪協會、台灣遊艇工業同業公會合辦「2015兩
岸遊艇暨郵輪經濟圈研討會」，邀請天津及廈門等郵輪及遊艇產

業重要知名人士對話交流，建立兩岸郵輪及遊艇產業合作發展

溝通管道。 
（三）提供民眾海洋休閒場域

為開放西子灣南岬頭沙灘，提供民眾賞景場域，經本府積極與中

山大學協商並興建西子灣南岬頭景觀步道，自 99年 2月 14日起，
免費開放民眾進入該沙灘地觀賞西灣美景，經統計至 104年 12月
止，計有 142萬 5,058人次遊客前來賞景。

（四）「海陸雙拼 漁遊高雄」藍色公路
為提供民眾體驗海上休閒遊憩活動機會，並持續行銷高雄港至蚵



子寮漁港、高雄港至彌陀漁港、鳳鼻頭漁港至小琉球大福漁港及興

達漁港至安平港 4條藍色公路航線，以整合沿海具漁村文化之特
殊亮點觀光資源，輔導業者提供觀光導覽，透過旅行社及網路行

銷，推動具質感之藍色公路。

（五）推動高雄遊艇休閒產業

為推廣本市遊艇休閒遊憩活動，積極促成亞果遊艇俱樂部擇定高

雄展覽館後方水域（亞灣遊艇碼頭）於 103年 10月份正式對外營
業，亞果遊艇俱樂部為全台第一家專業遊艇俱樂部，對遊艇休閒

活動有興趣的人可以加入會員付費方式從事遊艇休閒遊憩活動，

加速本市遊艇休閒產業鏈之建立，為推動本市海洋休閒活動，該

會於 104年 8月份辦理「高雄海洋嘉年華」遊艇休閒生活相關體驗
活動，並已規劃「冬令營活動」及 6條遊艇旅遊行程，帶領市民享
受高雄專屬的遊艇休閒遊憩生活。

（六）行銷台灣國際遊艇展

為宣傳「2016台灣國際遊艇展」並為利 105年 3月 10日至 13日辦
理之第 2屆台灣國際遊艇展行銷招商之用，於 104年 12月申請
「高雄市有線電視公益頻道節目託播」宣傳，並在「桃園及高雄機

場」刊登燈箱廣告及「高雄市公車」採購車體廣告，也已規劃在商

周等雜誌上刊登本展覽相關文章，增加本展覽曝光機會，吸引民

眾及業者熱情參與，藉以行銷台灣遊艇產業並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及觀光旅遊。

三、漁業輔導
（一）奬勵休漁

1.國內基地
104年度國內基地漁船獎勵休漁，於規定之期限 104年 5月 1日
受理申請至 104年 10月 31日止，計有興達、永安、彌陀、梓官、
高雄、小港及林園區等 7區漁會，共 1,221艘漁船提出申請，經
漁業署審核符合資格者計有 1,190艘，申請之獎勵金額共計新台
幣 1,960萬 1,700元整。

2.國外基地
104年度國外基地漁船獎勵休漁，將於 104年 10月 1日開始申
請至 105年 3月 31日止，至 104年 12月 31日止共 12艘漁船提
出申請，經漁業署審核符合資格者計有 11艘，申請之獎勵金額
共計新台幣 254萬 2,900元整。

（二）加強對外漁業合作

依「對外漁業合作辦法」，輔導本市籍漁船參加國外漁業合作，拓

展作業漁場，104年 1月至 12月底，協助本市籍漁船受理對外漁
業合作計 12國，取得入漁執照計 250艘次。



（三）大陸船員管理

104年 1月至 12月底，辦理前鎮漁港遠洋漁船原船大陸船員安置

計 222艘共 714人；委託他船暫置管理計 48艘共 114人。
（四）外籍船員管理

104年 1月至 12月底，受理遠洋漁船僱用外籍船員報備 706艘次，
僱用外籍船員計 11,357人次。

（五）辦理 104年度漁船筏收購解體計畫

104年度漁船筏收購經農委會 104年 7月 28日核定本市計有 2艘
漁船及 7艘漁筏列入收購名冊，收購金額計新台幣 2,420萬 7,400
元，已依規定完成點交、解體及撥款等程序。

（六）辦理 104年度高雄市漁村休閒漁業推廣計畫
104年度高雄市漁村休閒漁業推廣計畫業經漁業署同意補助新台幣

42萬 5,000元，本府海洋局配合款 7萬 5,000元，總經費新台幣 50
萬元整，共辦理漁村傳統舊漁具製作體驗活動 10場次、濕地生態

保育教具製作體驗活動 15場次及漁村文化與休閒體驗套裝行程 10
場次，各項體驗活動於 12月間辦理完竣，總計 1,367人次參與。

四、漁會輔導及漁業推廣
（一）辦理「2015高雄秋刀魚季」活動

為推廣秋刀魚的營養價值及美味，本府特結合財團法人台灣地區

遠洋魷魚類產銷發展基金會、台灣區遠洋魷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

會與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共襄盛舉於 104年 9

月 19日假香蕉碼頭（高雄港 3號碼頭）擴大舉辦 2015高雄秋刀魚

季，共同行銷高雄生產的優質秋刀魚，讓民眾品嘗當季秋刀魚製

成的各式特色料理及商品，成功行銷宣傳高雄大宗漁獲物。

（二）2015高雄國際食品展設置「高雄海味」專區共同行銷

「2015高雄國際食品展覽會」已於 104年 11月 5日至 8日在高雄展

覽館舉行，本府特別整合高雄市轄內十餘家優質水產廠商，共同

籌組「高雄海味」專區，展售多元優質的水產品。

（三）2015台灣國際漁業展設置「高雄館」行銷

「2015台灣國際漁業展」已於 104年 11月 19日至 21日在高雄展覽

館舉行，本府為塑造高雄水產品優質形象並提升「高雄海味」品牌

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於該展覽會設置「高雄館」，藉以打響「高雄

海味」知名度。

（四）拓展高雄海味國內外市場

本府與台灣區冷凍水產工業同業公會共同籌組台灣優質漁產品專

區參加「2015東京國際食品展」、「2015北美海產品展」、「2015全球

海產品展」、「2015台北國際食品展」，主打高雄海味品牌，並於現

場辦理高雄 5 寶及台灣鯛產品展示品嚐推廣活動，以提高本市優



質漁產品優質形象並開拓本市大宗魚貨之國際市場。

（五）輔導產銷班企業化經營

為加強輔導漁業產銷班組織企業化、資訊化及制度化，以創新經營

的理念，有效提高漁業生產率及競爭力，發揮領航示範效果，本

府海洋局積極輔導協助所轄產銷班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 104

年度「全國十大農業產銷班」選拔，並在全國 6,537個農業產銷班

中，本市永安區石斑魚產銷班第 14班脫穎而出，入選全國十大，

成績相當亮眼。

（六）辦理「建立高雄市水產品標章品牌」計畫

持續輔導並追蹤稽核 102年及 103年通過認證標章戶（16戶水產

養殖戶，21認證品項及 11 戶水產加工戶，19認證品項）。截至

104年底新增通過認證水產養殖業者 6戶（10種水產養殖品）、新

增通過認證水產加工業者 8家（20種水產加工品）。截至 104年底

通過認證水產養殖業者合計 22戶（31種養殖水產品）、通過認證

水產加工業者 19家（39品項），進行水產品安全衛生追蹤管理並

不定期查核，以提升產業品質。

（七）完成 104年養殖漁業放養量申（查）報作業

依據「養殖漁業放養量申報作業及審查辦法」規定，輔導養殖業者

於 104年 5月 31日前至所屬區公所辦理放養量申報，並完成申報

抽查作業。

（八）辦理岡山魚市場遷建作業

岡山魚市場遷建作業分有「土地徵收」及「建物興建」2大部分，土

地徵收部分，已分別於 104年 5月 15日及 7月 10日完成辦理 2次

公聽會，預計於 105年完成土地徵收作業。另有關岡山魚市場工程

興建規劃設計部分預定於 105年 10月完成，建物於 106年底完成

興建。

（九）高雄海味料理推廣

為推廣「高雄海味」料理，本府海洋局與寒軒國際大飯店、高雄商

旅、漢來大飯店、台南擔仔麵、順億鮪魚專賣店、happy j house、笑

福庵日式料理、鐘庵日本料理、城市商旅高雄真愛館、音樂盒。法式

鄉村餐廳、不二壽司、河邊海鮮餐廳等 12家餐廳合作，開發「高雄

海味」相關料理，業於 104年 10月 27日（星期二）辦理「2015高

雄海味料理聯合行銷記者會」。另為增加民眾品嚐高雄海味的意願，

特辦理「吃海味 抽 iPhone」集章活動，並已於 11月 30日辦理抽

獎完畢。

（十）輔導本市各區辦理海洋文化節慶活動

104年共計補助 4區漁會（興達港、永安、彌陀、梓官）辦理相關之

海洋文化節慶活動（如：永安石斑魚文化節、彌陀虱目魚文化節、



興達港浪花捲捲節、梓官海鮮節等），以推廣本市各區海洋文化並

發展一區一特色漁業。

（十一）執行 104年度「未上市水產品產地監測」計畫

為輔導漁民改善與確保養殖水產品品質，落實對產品的責任及做

好自主管理，維護消費大眾食用安全，降低水產品衛生事件對產

業衝擊及提升水產品之競爭力，特配合中央針對本市未上市養殖

水產品執行產地監測工作。本項計畫檢驗項目包括（1）藥物或染

劑（2）重金屬（3）農藥。本府海洋局 104年度應完成抽樣件數

270件，已完成抽驗件數共計 272件，並已將樣品送交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署指定之單位檢驗。

五、漁港管理
（一）推動興達漁港整體開發計畫

為推動興達漁港整體發展，將興達漁港遠洋泊區劃分為「遊艇觀光

商業區」及「海洋產業發展區」，採分期分區進行招商。海洋產業發

展區已有民間廠商於 103年 7月自行提案遞件申請，已完成初審

及再審作業，後續將進行公開徵求其他投資人、議約、簽約及營運

等事宜。104年 3月另有民間廠商自行提案遞件申請參與遊艇觀光

商業區 BOT案，後續將依促參程序辦理招商作業。興達漁港各區開

發案的推動，將帶動地方經濟、促進產業活絡並推動周邊地區發展。

（二）辦理本市轄各漁港浮木、漂流物清除處理工作

104年度動用災害準備金 580.7萬元，辦理本市轄各漁港浮木、漂

流物清除處理工作（開口契約）案，於 104年 4月 7日簽約，104

年度共計清運 852.85公噸漂流木（物），以維護港區安全、保護

漁民生命財產。

（三）辦理漁港港區清潔維護及綠美化工作

為提升本市各漁港管理及清潔維護品質，本府海洋局每年度均編

列公務預算，同時爭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委辦之清潔維護

計畫，辦理本市各漁港港區環境清潔維護工作；另為加強各漁港

環境清潔與景觀維護工作，持續辦理港區植栽之養護，並加強漁

港公廁清潔維護，提供遊客及漁民優良使用空間。

（四）辦理漁港區不明物資及無籍船筏強制清除工作

鑑於本府海洋局近年來針對本市轄管漁港執行港區不明物資及無

籍船筏強制清除工作成效良好，且為加強港區秩序及維護漁港環

境觀瞻，並避免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海洋局仍持續辦理港區廢棄

物清除工作，另為避免無籍船筏遭非法利用，並維護有籍船主停

泊之權益，海洋局亦將針對港區無籍船筏執行強制清除工作，以

有效解決該等船筏長期佔用船席之問題。



六、漁業建設
辦理本市各漁港修建及景觀再造，本市計有前鎮漁港等 16 處漁港，

104年 7月至 12月賡續辦理漁港設施新建及維護、漁港疏濬及景觀綠

美化工程共計 30 件，漁業署委辦及補助漁港設施新建及維護、漁港疏

濬工程計 17 件，工程經費為 17,937萬元（漁業署補助經費 9,563萬元，
本市配合經費 8,374萬元），本市自籌經費辦理之漁港設施新建及維

護、漁港疏濬及景觀綠美化工程計 8 件，工程經費為 5,000萬元，水保
局委辦漁港設施維護工程共計 1 件，工程經費為 800萬元，財團法人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委辦裝修工程 1 件，工程經費

7,500萬元，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永安液化天然氣廠

補助 1 件，工程經費 200萬元、台灣電力公司興達發電廠補助辦理彌

陀漁港照明設備改善工程 1 件，工程經費 170萬元（台電公司補助經

費 150萬元，本市配合經費 20萬元），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高雄

市小港區鳳鼻頭漁港環境綠化改善工程 1 件，工程經費 650萬元（營
建署補助經費 500萬元，本市配合 150萬元），以上工程總計工程經
費為 3億 2,257萬元。工程項目如下：

（一）本府預算漁港工程部分

1.蚵子寮漁港老舊碼頭改善工程

2.鼓山漁港浮動碼頭設施改善工程

3.小港臨海新村漁港消防設備新設工程

4.彌陀漁港公廁及無障礙電梯新設工程

5.梓官區魚市場拍賣作業平台改善工程

6.興達漁港第一拍賣場 2樓防水工程
7.興達港魚市無障礙電梯新設工程

8.彌陀漁港照明設備改善工程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委辦及補助工程

1.旗津漁港疏浚工程

2.彌陀漁港疏浚工程

3.前鎮漁港疏浚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4.興達港魚市場排水溝及電捲門修繕工程

5.前鎮漁港卸魚棚延伸工程

6.中芸漁港西側護岸修復工程

7.「促進養殖漁業與環境和諧計畫」-彌陀養殖魚塭集中區東西向排

水工程之測量設計監造勞務費

8.「促進養殖漁業與環境和諧計畫」-永安養殖漁業生產區漁塭排水

溝渠改善工程等 4案測量設計監造勞務費
9.蚵子寮魚貨直銷中心興建工程

10.興達漁港加油碼頭修復工程



11.彌陀養殖漁塭集中區東西向排水工程

12.永安養殖漁業生產區（烏樹林段 677）魚塭排水溝渠改善工程

13.永安養殖漁業生產區（烏樹林段 604）魚塭排水溝渠改善工程

14.新港養殖漁業生產區（舊港口段 6-1）魚塭排水溝渠改善工程

15.新港養殖漁業生產區（舊港口段 31）魚塭排水溝渠改善工程

16.前鎮漁港疏浚工程

17.「促進養殖漁業與環境和諧計畫」-永華養殖漁業生產區（復興

段 369）草田溝排水西支線魚塭土溝改善工程等 3案測量設計
監造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委辦工程

南寮漁港海岸光廊周邊環境暨景觀改善工程

（四）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委辦海洋中心總

部

辦公室、海五營運與研究創新區裝修工程

（五）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永安液化天然氣廠補助

彌陀漁港漁民活動中心室內裝修工程

（六）台灣電力公司興達發電廠補助工程

彌陀漁港照明設備改善工程

（七）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工程

高雄市小港區鳳鼻頭漁港環境綠化改善工程

七、漁民福利
（一）辦理動力漁船保險補助

依據「高雄市動力漁船保險補助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本市籍 100
噸以下漁船保險，10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計 282艘次投保，
補助保險費共計新台幣 616萬 8,545元。

（二）辦理漁業災害救助
依據「高雄市漁業災害救助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漁業災害救助，104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辦理漁民災害救助計新台幣 593萬元
（漁船沉沒 7艘，人員失踪 2人，死亡 5人）。

（三）輔導漁會辦理老漁津貼發放作業

依據「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規定，輔導漁會辦理該項津貼

發放作業，104年 1月至 12月止共計核撥新台幣 1億 9,276萬元。


	一、海洋行政事務
	（一）辦理高雄市轄海域環境監測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辦理市轄海域環境監測，每季執行海域環境採樣作業1次，全年共4次。104年7月至12月計辦理完成2次作業，範圍涵蓋市轄海域共36個監測點，監測類別項目有水質、水文、底質及生態等。

	（二）執行市轄海域環境稽查
	建擘縝密海污稽查機制，104年7月至12月計執行海域稽查23次、陸域稽查23次、專案稽查81次。

	（三）辦理海嘯災害防救
	為加強海嘯防災宣導，讓民眾及臨海地區學校學生對海嘯災害有更深的認識，自104年7月至12月，分別於新興區、苓雅區、路竹區等國中小學校共辦理3場海嘯防災教育宣導，教育訓練內容針對海嘯防災避難之應變原則進行講解及問題說明，讓學童瞭解海嘯發生時之應變作為，對爾後防災工作更有助力。

	（四）持續出版海洋文化教育相關刊物
	為行銷推廣本市海洋產業及文化，104年12月份出版「海洋高雄」期刊第41期1,300冊。

	（五）「海洋環境教育－校園巡迴列車」
	為積極推廣海洋環境教育及在地的漁業文化，與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共同辦理「海洋環境教育－校園巡迴列車」活動，將豐富多元的海洋新知帶進本市各行政區，更深入偏遠之原鄉地區，使本市學齡兒童瞭解海洋環境生態與資源保護的重要性。自104年7月至12月止，巡迴13所小學，總計上課人數約有800人。

	（六）辦理魚苗放流
	為培育沿近海高經濟漁業資源，增加漁民收益，協助「台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於104年7月至12月間在中芸、興達港漁港施放尖吻鱸及銀紋笛鯛共33萬尾，以增加本市沿近海漁業資源。

	（七）輔導「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經營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
	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位於旗津漁港自由長堤，該館展示內容包括海洋意象、文化、環保等特色主題，深入淺出介紹藍色海洋多樣面貌，喚醒民眾對海洋環保的意識。104年7月至12月參觀人數計34,672人。


	二、海洋產業輔導
	（一）發展遊艇產業
	1.推動南星遊艇產業園區
	因應本市遊艇產業發展，本府海洋局積極推動設置「高雄市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園區」，園區開發依「產業創新條例」開發規定，委託公民營事業方式辦理。本開發案目前採全區報編開發並縮小規模方式續為推動。

	2.輔導遊艇產業
	2015年1月至10月份，遊艇外銷產值約新台幣46億1,412萬元，另根據國際知名之遊艇產業雜誌ShowBoats International針對世界各國80英尺以上遊艇訂單的最新統計，2016年台灣接單總長度2,248呎，超越英國、美國成為全球第4大、亞洲第1遊艇製造國，高雄卓越的遊艇製造實力讓台灣成為全球遊艇知名製造國，本府海洋局將持續輔導遊艇產業，持續發展本市藍色海洋經濟。


	（二）推動郵輪產業
	1.104年7月至12月共計有15艘次郵輪造訪高雄港，進出港旅客達55,417人次，全年艘次計有46艘次，進出港人次達13.3萬人次。
	2.與業界合作推廣郵輪產業
	與山富旅行社合作，於「高雄購物嘉年華」活動行銷皇家加勒比公司之海洋航行者號郵輪遊程。

	3.提升郵輪旅客通關服務品質
	與文藻外語大學合作執行「2015高雄郵輪旅客海味遊程推廣計畫」，為郵輪旅客量身打造海味遊程地圖，並派遣具外語專長之學生志工至9號碼頭服務，協助國際郵輪旅客進行岸上觀光，行銷港都海洋魅力。

	4.為推動海峽兩岸郵輪及遊艇產業經濟圈，於6月30日至7月1日與高雄市國際郵輪協會、台灣遊艇工業同業公會合辦「2015兩岸遊艇暨郵輪經濟圈研討會」，邀請天津及廈門等郵輪及遊艇產業重要知名人士對話交流，建立兩岸郵輪及遊艇產業合作發展溝通管道。

	（三）提供民眾海洋休閒場域
	為開放西子灣南岬頭沙灘，提供民眾賞景場域，經本府積極與中山大學協商並興建西子灣南岬頭景觀步道，自99年2月14日起，免費開放民眾進入該沙灘地觀賞西灣美景，經統計至104年12月止，計有142萬5,058人次遊客前來賞景。

	（四）「海陸雙拼 漁遊高雄」藍色公路
	為提供民眾體驗海上休閒遊憩活動機會，並持續行銷高雄港至蚵子寮漁港、高雄港至彌陀漁港、鳳鼻頭漁港至小琉球大福漁港及興達漁港至安平港4條藍色公路航線，以整合沿海具漁村文化之特殊亮點觀光資源，輔導業者提供觀光導覽，透過旅行社及網路行銷，推動具質感之藍色公路。

	（五）推動高雄遊艇休閒產業
	為推廣本市遊艇休閒遊憩活動，積極促成亞果遊艇俱樂部擇定高雄展覽館後方水域（亞灣遊艇碼頭）於103年10月份正式對外營業，亞果遊艇俱樂部為全台第一家專業遊艇俱樂部，對遊艇休閒活動有興趣的人可以加入會員付費方式從事遊艇休閒遊憩活動，加速本市遊艇休閒產業鏈之建立，為推動本市海洋休閒活動，該會於104年8月份辦理「高雄海洋嘉年華」遊艇休閒生活相關體驗活動，並已規劃「冬令營活動」及6條遊艇旅遊行程，帶領市民享受高雄專屬的遊艇休閒遊憩生活。

	（六）行銷台灣國際遊艇展
	為宣傳「2016台灣國際遊艇展」並為利105年3月10日至13日辦理之第2屆台灣國際遊艇展行銷招商之用，於104年12月申請「高雄市有線電視公益頻道節目託播」宣傳，並在「桃園及高雄機場」刊登燈箱廣告及「高雄市公車」採購車體廣告，也已規劃在商周等雜誌上刊登本展覽相關文章，增加本展覽曝光機會，吸引民眾及業者熱情參與，藉以行銷台灣遊艇產業並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及觀光旅遊。


	三、漁業輔導
	（一）奬勵休漁
	1.國內基地
	104年度國內基地漁船獎勵休漁，於規定之期限104年5月1日受理申請至104年10月31日止，計有興達、永安、彌陀、梓官、高雄、小港及林園區等7區漁會，共1,221艘漁船提出申請，經漁業署審核符合資格者計有1,190艘，申請之獎勵金額共計新台幣1,960萬1,700元整。

	2.國外基地
	104年度國外基地漁船獎勵休漁，將於104年10月1日開始申請至105年3月31日止，至104年12月31日止共12艘漁船提出申請，經漁業署審核符合資格者計有11艘，申請之獎勵金額共計新台幣254萬2,900元整。


	（二）加強對外漁業合作
	依「對外漁業合作辦法」，輔導本市籍漁船參加國外漁業合作，拓展作業漁場，104年1月至12月底，協助本市籍漁船受理對外漁業合作計12國，取得入漁執照計250艘次。

	（三）大陸船員管理
	104年1月至12月底，辦理前鎮漁港遠洋漁船原船大陸船員安置計222艘共714人；委託他船暫置管理計48艘共114人。

	（四）外籍船員管理
	104年1月至12月底，受理遠洋漁船僱用外籍船員報備706艘次，僱用外籍船員計11,357人次。

	（五）辦理104年度漁船筏收購解體計畫
	104年度漁船筏收購經農委會104年7月28日核定本市計有2艘漁船及7艘漁筏列入收購名冊，收購金額計新台幣2,420萬7,400元，已依規定完成點交、解體及撥款等程序。

	（六）辦理104年度高雄市漁村休閒漁業推廣計畫
	104年度高雄市漁村休閒漁業推廣計畫業經漁業署同意補助新台幣42萬5,000元，本府海洋局配合款7萬5,000元，總經費新台幣50萬元整，共辦理漁村傳統舊漁具製作體驗活動10場次、濕地生態保育教具製作體驗活動15場次及漁村文化與休閒體驗套裝行程10場次，各項體驗活動於12月間辦理完竣，總計1,367人次參與。


	四、漁會輔導及漁業推廣
	（一）辦理「2015高雄秋刀魚季」活動
	為推廣秋刀魚的營養價值及美味，本府特結合財團法人台灣地區遠洋魷魚類產銷發展基金會、台灣區遠洋魷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與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共襄盛舉於104年9月19日假香蕉碼頭（高雄港3號碼頭）擴大舉辦2015高雄秋刀魚季，共同行銷高雄生產的優質秋刀魚，讓民眾品嘗當季秋刀魚製成的各式特色料理及商品，成功行銷宣傳高雄大宗漁獲物。

	（二）2015高雄國際食品展設置「高雄海味」專區共同行銷
	「2015高雄國際食品展覽會」已於104年11月5日至8日在高雄展覽館舉行，本府特別整合高雄市轄內十餘家優質水產廠商，共同籌組「高雄海味」專區，展售多元優質的水產品。

	（三）2015台灣國際漁業展設置「高雄館」行銷
	「2015台灣國際漁業展」已於104年11月19日至21日在高雄展覽館舉行，本府為塑造高雄水產品優質形象並提升「高雄海味」品牌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於該展覽會設置「高雄館」，藉以打響「高雄海味」知名度。

	（四）拓展高雄海味國內外市場
	本府與台灣區冷凍水產工業同業公會共同籌組台灣優質漁產品專區參加「2015東京國際食品展」、「2015北美海產品展」、「2015全球海產品展」、「2015台北國際食品展」，主打高雄海味品牌，並於現場辦理高雄5寶及台灣鯛產品展示品嚐推廣活動，以提高本市優質漁產品優質形象並開拓本市大宗魚貨之國際市場。

	（五）輔導產銷班企業化經營
	為加強輔導漁業產銷班組織企業化、資訊化及制度化，以創新經營的理念，有效提高漁業生產率及競爭力，發揮領航示範效果，本府海洋局積極輔導協助所轄產銷班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104年度「全國十大農業產銷班」選拔，並在全國6,537個農業產銷班中，本市永安區石斑魚產銷班第14班脫穎而出，入選全國十大，成績相當亮眼。

	（六）辦理「建立高雄市水產品標章品牌」計畫
	持續輔導並追蹤稽核102年及103年通過認證標章戶（16戶水產養殖戶，21認證品項及11戶水產加工戶，19認證品項）。截至104年底新增通過認證水產養殖業者6戶（10種水產養殖品）、新增通過認證水產加工業者8家（20種水產加工品）。截至104年底通過認證水產養殖業者合計22戶（31種養殖水產品）、通過認證水產加工業者19家（39品項），進行水產品安全衛生追蹤管理並不定期查核，以提升產業品質。

	（七）完成104年養殖漁業放養量申（查）報作業
	依據「養殖漁業放養量申報作業及審查辦法」規定，輔導養殖業者於104年5月31日前至所屬區公所辦理放養量申報，並完成申報抽查作業。

	（八）辦理岡山魚市場遷建作業
	岡山魚市場遷建作業分有「土地徵收」及「建物興建」2大部分，土地徵收部分，已分別於104年5月15日及7月10日完成辦理2次公聽會，預計於105年完成土地徵收作業。另有關岡山魚市場工程興建規劃設計部分預定於105年10月完成，建物於106年底完成興建。

	（九）高雄海味料理推廣
	為推廣「高雄海味」料理，本府海洋局與寒軒國際大飯店、高雄商旅、漢來大飯店、台南擔仔麵、順億鮪魚專賣店、happy j house、笑福庵日式料理、鐘庵日本料理、城市商旅高雄真愛館、音樂盒。法式鄉村餐廳、不二壽司、河邊海鮮餐廳等12家餐廳合作，開發「高雄海味」相關料理，業於104年10月27日（星期二）辦理「2015高雄海味料理聯合行銷記者會」。另為增加民眾品嚐高雄海味的意願，特辦理「吃海味 抽 iPhone」集章活動，並已於11月30日辦理抽獎完畢。

	（十）輔導本市各區辦理海洋文化節慶活動
	104年共計補助4區漁會（興達港、永安、彌陀、梓官）辦理相關之海洋文化節慶活動（如：永安石斑魚文化節、彌陀虱目魚文化節、興達港浪花捲捲節、梓官海鮮節等），以推廣本市各區海洋文化並發展一區一特色漁業。

	（十一）執行104年度「未上市水產品產地監測」計畫
	為輔導漁民改善與確保養殖水產品品質，落實對產品的責任及做好自主管理，維護消費大眾食用安全，降低水產品衛生事件對產業衝擊及提升水產品之競爭力，特配合中央針對本市未上市養殖水產品執行產地監測工作。本項計畫檢驗項目包括（1）藥物或染劑（2）重金屬（3）農藥。本府海洋局104年度應完成抽樣件數270件，已完成抽驗件數共計272件，並已將樣品送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指定之單位檢驗。


	五、漁港管理
	（一）推動興達漁港整體開發計畫
	為推動興達漁港整體發展，將興達漁港遠洋泊區劃分為「遊艇觀光商業區」及「海洋產業發展區」，採分期分區進行招商。海洋產業發展區已有民間廠商於103年7月自行提案遞件申請，已完成初審及再審作業，後續將進行公開徵求其他投資人、議約、簽約及營運等事宜。104年3月另有民間廠商自行提案遞件申請參與遊艇觀光商業區BOT案，後續將依促參程序辦理招商作業。興達漁港各區開發案的推動，將帶動地方經濟、促進產業活絡並推動周邊地區發展。

	（二）辦理本市轄各漁港浮木、漂流物清除處理工作
	104年度動用災害準備金580.7萬元，辦理本市轄各漁港浮木、漂流物清除處理工作（開口契約）案，於104年4月7日簽約，104年度共計清運852.85公噸漂流木（物），以維護港區安全、保護漁民生命財產。

	（三）辦理漁港港區清潔維護及綠美化工作
	為提升本市各漁港管理及清潔維護品質，本府海洋局每年度均編列公務預算，同時爭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委辦之清潔維護計畫，辦理本市各漁港港區環境清潔維護工作；另為加強各漁港環境清潔與景觀維護工作，持續辦理港區植栽之養護，並加強漁港公廁清潔維護，提供遊客及漁民優良使用空間。

	（四）辦理漁港區不明物資及無籍船筏強制清除工作
	鑑於本府海洋局近年來針對本市轄管漁港執行港區不明物資及無籍船筏強制清除工作成效良好，且為加強港區秩序及維護漁港環境觀瞻，並避免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海洋局仍持續辦理港區廢棄物清除工作，另為避免無籍船筏遭非法利用，並維護有籍船主停泊之權益，海洋局亦將針對港區無籍船筏執行強制清除工作，以有效解決該等船筏長期佔用船席之問題。


	六、漁業建設
	（一）本府預算漁港工程部分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委辦及補助工程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委辦工程
	（四）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委辦海洋中心總部
	（五）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永安液化天然氣廠補助
	（六）台灣電力公司興達發電廠補助工程
	（七）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工程

	七、漁民福利
	（一）辦理動力漁船保險補助
	（二）辦理漁業災害救助
	（三）輔導漁會辦理老漁津貼發放作業
	依據「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規定，輔導漁會辦理該項津貼發放作業，104年1月至12月止共計核撥新台幣1億9,276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