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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次初階課程授課紀錄 

授課時間  民國  100  年  10  月  12日（星期三）  下午 1:15至 3:05 

授課地點  大仁樓 5樓階梯教室 

授課師資  邱逢琛  紀錄 洪郁淳 

上課學生  91 人 

請假學生  2 人 

授課大綱 
(至少 60  字，並以

條列方式敘述) 

船舶產業及新興海洋產業發展的課題 

1. 船舶產業概況 

2. 船舶中心轉型的理由 

3. 船舶中心轉型規劃概要 

4. 先進船舶產業發展課題 

5. 新興海洋產業發展 --- 海洋運輸與遊憩課題 

6. 新興海洋產業發展 --- 海洋能源與工程課題 

7. 願景與目標 

8.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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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演講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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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師資簡介 

中文姓名 邱逢琛 公司電話 28085899 

E-mail fcchiu@mail.usddc.org.tw 

主要學歷 

畢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迄年月 

東京大學 日本 船舶工學 博士 1981/10~1984/09 

東京大學 日本 船舶工學 碩士 1979/10~1981/09 

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歷（由最近工作經驗依序往前追溯） 

公司名稱 部門 職稱 起迄年月 

聯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 執行長室 執行長 2001/07~ 

國立台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

工程學系 
教授 1989/08~ 

國家實驗研究院 
台灣海洋科技研

究中心 

資深研究員兼

主任 
2008/7~2009/12 

國家實驗研究院 
海洋科技研究中

心籌備處 

資深研究員兼

主任 
2008/1~2008/7 

國家實驗研究院 
海洋科技研究中

心籌備處 
研究員兼主任  2006/11~2007/12 

韓國釜山國立大學  造船海洋工學科 訪問教授  2006/08~2006/10 

國立台灣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

學系 
教授兼主任  1997/08 ~ 2000/07 

日本東京大學  生產技術研究所 客座研究員  1993/09~1993/11 

本計畫中負責項目 

初階實務演講課程： 

主題：船舶產業及新興海洋產業發展的課題 

日期：  100年 10 月 12日 

時間：下午 1：15至 3：05 

地點：大仁樓 5樓階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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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演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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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授課照片 
 

100 年 10 月 12 日：船舶產業及新興海洋產業發展的課題 

演講者－邱逢琛執行長  介紹台灣船舶產業概況 

說明全球巨型遊艇發展趨勢  上課全景 

說明船舶中心轉型的理由  說明船舶中心轉型規劃概要 

說明先進船舶產業發展  說明綠色船舶技術關聯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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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演講內容 

 

本週邀請到聯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執行長邱逢琛先生來為我們介

紹船舶產業及新興海洋產業發展的課題，先前我們造船系也改為造船及

海洋工程系，聯合船舶發展中心即將轉型，我們就請邱執行來為我們演

說。 

今天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可以來到這裡演說，也利用這樣的機會跟

各位交流，剛好目前船舶中心在今年的六月開始進行有關中心轉型的規

劃。船舶中心在國內船舶產業扮演相當關鍵的位子，這跟各位將來發展

專業生涯很有關係，有這樣的機會就跟各位談論這方面的問題，題目是

船舶產業及新興海洋產業發展的課題，並且談論船舶中心的更名轉型規

劃。各位有些學長在中心工作，我也相信在往後也會有機會到我們船舶

中心工作，因此這是一個蠻好的交流機會。 

我是去年七月從台大借調到船舶發展中心，至今約一年多的時間，

在這之前的三年多我是在國家實驗研究驗的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從事海

洋科技研究中心的設立，完成設立之後就回到學校任教，半年之後在某

個因緣際會之下進到船舶發展中心接任執行長的職務。今天來這演講前

我是在台船參加光六飛彈快艇最後一批的交船典禮，因為我跟我與光六

有很深的淵源，所以感覺相當有榮幸可以參與這個典禮，我們很高興光

六可以順利的完成，也很高興光六這一艘國艦國造可以落實，光六是很

有指標性的，而海軍也對於國內造船與維修的能量可以支援軍方艦艇建

造及維修，因此，光六的順利建造完成，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後續其他

的艦艇也回朝這樣的方向進行。 

今天演講的內容首先要讓各位了解國內船舶產業概況，接著導入船

舶中心轉型的理由，之後談論轉型規劃的概要，裡頭涉及到相關的課

題，首先是原有的產業有關的部分，朝向較先進的船舶產業的發展，相

關有哪些課題是需要加強的，興新的海洋產業發展，我的了解中，高雄

海洋科技大學是堅持保有造船的稱呼的唯一學校，目前也擴張為造船海

洋工程學系，而船舶中心也是因應整個船舶產業的發展，將領域擴充到

整個海洋產業的發展，這裡頭有兩個課題，「運輸與遊憩課題」及「海

洋能源與工程課題」，運輸會著眼在兩岸金貿交流，所以著重在高速客

貨運輸；之後說明船舶中心轉型的願景與目標，最後我總結一些結語，

以上是我今天講演的內容。 

我簡單介紹關於國內船舶產業的概況，首先就船廠方面，目前台灣

國際造船公司是台灣唯一一間大型造船廠，是以商船、艦艇建造、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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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他們也將自己定位貨櫃船專業建造船廠，當然他們也有能力可

以建造其他的船種；中型船廠有五間，中信、慶富、豐國、高鼎及龍德；

另外，小型船廠松林、新昇發是比較活耀的船廠，其他以維修為主的小

型船廠，總數量有 16 家；此外，國內甚至亞洲相當特色的為遊艇廠，

在國際上排行前幾名的為嘉鴻集團，另外有嘉信、東哥、高港、統一等

等，以 FRP 遊艇為主的船廠總數有 36 家；國內在船用設備上，螺槳有

般若、宏昌、宏昇，船舶五金有緯航、銘船，船舶資訊設備有融程電訊。

整個產業約有 128家，從業人員約 3.3萬人，主要落於南台灣地區，少

數在北台灣及花蓮地區。 

船舶產業產值的規模從 300 多億慢慢成長，從 2001 年開始持續成

長，在 2006 之後高幅度成長，直到最高峰時年成長值 650 多億，包含

商船、公務船、遊艇在內，2008 年金融海嘯之後，所有的產業都受到

衝擊，直跌到 550 多億，到 2010 年到 540 億左右，現在開始慢慢的復

甦，遊艇也許在 2012 年開始復甦，這是有關船舶產業目前的情況，在

這裏頭來說，一般商船價格約為 500多億，遊艇約為 100多億，目前約

為 5、60 億元左右，總結船舶產業的現況，以 2010年建造船艇 225 艘，

總產值新台幣 540億元；造船量約佔世界 0.52%。台灣商船建造規模小，

鋼材、裝備、工資、融資等條件皆無優勢，經營相當艱困。我經常與台

船譚董事長接觸，前陣子台船工會至中鋼抗議，抗議鋼材價錢居高不

下，反倒從國外進口比較便宜，但也要經過中鋼同意，這樣會造成台船

在競爭的困難；裝備上國內規模不大，主機規模受到市場的影響而有限

制，最後都無法經營，因此主要裝備仍是進口為主；薪資在這段時間沒

有大幅成長，雖然大陸地區不斷成長，但我們的工資能遠遠勝過他們，

但比起日本、韓國我們工資還是有競爭的，可是目前來說，主要的競爭

對手是中國大陸的；融資上，我們的船東到國外去貸款，政府會貸款給

他，國外船東到台灣造船，國內銀行不會貸款，這部分來說有助於船東，

但無助於船廠，這也是我們造船產業不具優勢的部分，也就是鋼材、裝

備、工資、融資等條件，整個產業規模也不夠大，經營相當艱困。前陣

子台船董事長有說過要將台船設定為小而美的船廠，而這樣的想法是已

經達成了，在轉型成民營的船廠之後也都由盈餘，而這是在很艱困上的

環境上達成的。往後來說產業的發展，沒有這些優勢，只能依靠船舶設

計、建造技術、品質、高品質船種，在節能減排的技術上能夠強化，這

是競爭策略。 

另外再做一個比對，台灣航商 2010 年有 637 艘船，載重噸佔世界

2.52%，全球第 11 名。台灣船東的訂船艘數是台灣船廠交船艘數的 3.6

倍，金額比則是 5.2倍，台灣是船東國，而非造船國。這是一個國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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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國內船廠可接國外船東的訂單，國內船東可至國外船廠下單，這就

是船舶業界的現況，台灣航商是縱橫國際，會在國際各地造船，台船於

日前獲得長榮 10艘貨櫃船的訂單。台灣遊艇產業受金融海嘯衝擊，2010

年產值嚴重衰退，預估要到 2012 年才可能有起色。在遊艇產業競爭策

略上導入設計美學、製造精進、綠能應用、亞洲新興市場、台灣本身內

需市場。 

2010 年主要造船國中，中國大陸交船量約 18.7 百萬總噸，佔全球

36.52%；韓國交船量約 15.9 百萬總噸，佔全球 31.05%；日本交船量約

9.6 百萬總噸，佔全球 18.75%；台灣交船量約 0.27 百萬總噸，佔全球

0.52%；這是主要造船國家相對比較的情況。當然中國大陸也有他們的

問題，他們因為產能擴充的太大，他們自己也預計短期內會關閉一半的

船廠，過度的擴充造成他們有自己的困境，另一個問題是中國的造船廠

大而不強，因此造的船舶屬於較低階的船種，量多卻非高附加價值的船

舶，所以他們也了解他們困難的地方，這是有關造船產業的概況。 

整個全球船舶市場的規模，在 2010 年締造商船 717 億美元，遊艇

市場約 400 億美元，所有船舶 3767 億美元，裝備市場 350 億美元，整

個全球船舶市場的規模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台灣遊艇產業的重點放在巨型遊艇上，主要是歐美市場，同樣運送

一艘船是運費的比例，如果是巨型遊艇運費佔的比例就很低，如果是小

船，除價本身不高，運送距離較遠，運費比例就高，自然就沒有競爭力，

因此小船在歐美市場不易與人競爭，如果是 80 呎以上的高價巨型遊

艇，競爭力就比較高，這也是為什麼國內會朝這方向發展的原因；巨型

遊艇的發展在經融海嘯後產向下發展，全由從 1000 多艘船調到 700 多

艘。以上是關於船舶產業背景的說明。 

接下來談論關於船舶中心的更名轉型與即將面臨的課題。船舶中心

成立在民國 65年，迄今已邁入第 36年，船舶中心是財團法人，主管機

關為經濟部。船舶中心在成立之初，船舶產業是以建造為主，但當時設

計能力較為不足，早期是從日本或美國買設計圖來建造，因此由許多機

構共同投資成立船舶聯合設計中心，目的是要建立自主的船舶設計能

力，經過 30 幾年來船舶設計的技術階段性的目標已達成，民間也有設

計的能力可以自主，因此我們朝向開發船舶與海洋產業的核心技術，所

以是這樣的思考方向船舶中心進行更名轉型。 

船舶設計建造階段性任務達成了，後續船舶產業的發展該做的是先

進、高附加價值的產業發展，此外因應 ECFA 簽屬兩岸未來經貿交流會

相當的密切，因此海運、空運的快捷運輸的網鍊是有這樣的需求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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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的海洋產業、能源以及海洋水域的油氣，這都是經濟部在推動的黃金

10 年，是帶動經濟創新動能的引擎，能夠在海洋跟船舶產業結合原有

的船舶技術能量來推動海洋產業發展，達到施政的目標，是這樣的思維

下推動船舶中心的更名轉型。 

以上是整個規劃概要，名稱為「船舶及海洋產業研發中心」，簡稱

「SOIC」。整個規劃概要就是先進的船舶產業發展，包括： 

　 國防與公務艦艇：像是海巡署的船、軍用艦艇等等…。 

　 綠色船舶技術：IMO 國際上對二氧化碳排放、汙染物的排放標

準越來越嚴格。油價也越來越高，因此船東也越來越在乎營運上的耗油

量，對於節能、環保等要求，法規也特別注重。 

　 綠能應用與船舶複合能源管理：這部分在日月潭等風景區的

船，若是採用內燃機的船舶，無論在震動、噪音、氣味都不是相當舒適，

可是如果是電動船，就非常安靜，沒有任何油煙味，光光遊憩品質就會

提升。 

　 遊艇製造精進(數位船廠技術)&台灣遊艇品牌行銷服務國防與

公務的艦艇：中心不只是技術的供應，也要提供產業的服務，有關協助

遊艇品牌的行銷也是中心的任務之一。 

新興海洋產業發展，包含兩代大塊「海洋運輸與遊憩」、「海洋能源

與工程」，在海洋運輸與遊憩其中有幾個重要的課題： 

　 兩岸高速客貨運輸網鏈與船舶：包含農產品的運銷，兩岸高速

客貨運輸網鍊的建立與船舶的開發。 

　 舒適工程：指燈光、色彩、溫溼度的空調、噪音讓人感覺舒適，

而船舶最關鍵的是舒適性，舒適性在跨越台灣海峽是很大的挑戰，在舒

適工程能夠克服這樣的問題就是一個先進的技術。 

　 海洋遊憩休閒產業/空間規劃：國內遊艇產業、遊憩發展空間的

規劃，像是許多公司可以規劃漁港，但不表示可以規劃遊艇港，漁港與

遊艇是截然不同的空間，為生活打拼的漁港與遊憩休閒的遊艇港是兩種

思維，因此遊艇港的設計是相當關鍵的技術。 

　 精緻水上運動設備：屬於遊艇的附屬物，開發水上遊憩設備也

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尤其對台灣來說，中小企業性格很強的產業結構是

很重要的領域。 

「海洋能源與工程」中，在目前上游的部分國家能源型的計畫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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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啟動，許多大學已經開始研究，包括黑潮發電的研究、波浪發電研究、

潮流發電研究、離岸風力發電等等，在海大、澎湖、花東等地區，都有

人著手研究，但是整個產業都還在起步的階段。因此，海洋能源跟相關

的發電設備、施工機具、裝備是產業發展相當關鍵的部分。另外海域結

構與平台的部分，我們可以延伸原來的船舶技術，擴充到海域結構與平

台的部設計以及剛提到的離岸風電、海洋能源、海事工程與作業船舶。

比較程遠的規劃中，Marine Spatial Planning，這在聯合國網頁中也有一

部分是在推動有關海域空間規劃，也就是國家對於海域空間要有妥善的

規劃，同樣的海域使用者包括漁業、交通、遊憩休閒、能源，這些要經

過國家來規劃，這部分在現階段尚未能完全執行，但是需要有前瞻性的

視野來做規劃。 

我們目前來說以這樣的規劃來推動中心轉型，從原本只是船舶的設

計、船舶的發展擴充到整個船舶產業的技術與服務、新興海洋產業的發

展，本來船舶中心經過 30 幾年，民間已經走到前頭，若是有其他的問

題我們在給予協助，現在我們要到前方，比較先進船舶的研發我們來協

助建造，還有新興的海洋產業，我走在前端帶動產業的發展，是以這樣

的思維在轉型。 

剛才提到先進產業發展中，國防、綠色船舶、遊艇等等，以國防而

言，公務的艦艇，今日我們可以設計光六這個軍艦，這是飛彈快艇，早

期我們海鷗還要從國外進口，但是快艇技術的培養，主要來自海巡署，

在早期海巡署的船隻沒有一艘來自國外，都是國內建造，因此造船產業

是受惠海巡署、水上警察，海軍在過去來說都是傾向外購，這就錯失國

內成長的機會，造船產業的起步比韓國還要早，但是當韓國可以建造軍

艦時，我們卻還沒辦法建造。整個船舶產業無論是船舶中心、民間船廠，

我們是一家公司，要與他人競爭就必須結合再一起。 

成功艦我們也建造了，可問題就是說，我們有時候韓國也好、中國

大陸也好，我假設去造船，會要求技術移轉，台灣這方面意識較為薄弱，

造成自己技術發展的困難，像中國大陸、韓國，假設有這樣的市場，當

然會要求落實技術移轉，後續像是潛艦的設計、監造，都是我們技術者

的夢想，工程師將來都希望有舞臺，所以希望主戰艦艇可以實現，可是

目前在輔戰艦艇上，像是流彈補給艦 AOE 都在進行了，將來會在國內

自己設計建造，國軍慢慢也有這樣的思維，國防自主，在這樣的情況下，

國內產業要能跟上腳步，符合海軍需求，公務艦艇大概就是以上這些。

現在海洋研究船、實驗船，據我們了解目前實驗船已經定案，2700 噸

海洋研究也都已經下水了，水試所新的船也已經有了，國內基本上都有

這樣的能力，海巡署的船全由國內自己設計建造，需要強化的是輔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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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戰的艦艇。 

國防關聯的艦艇的一些課題，包含特殊的設計、系統整合的技術、

艦艇匿蹤的技術、潛艦結構技術，像魚雷管必須穿透結構物，很多比較

細部的技術其實技術要求蠻高的，以這些而言，國內有必要自主設計，

但也不是說閉門造車，還是要透過國際協力的，因為工程的東西有些不

適能分析的，而是經驗的問題，所以有時候需要國外的協助，但是自主

設計，國際協助才可以建立自主技術。但是人家把設計圖拿給你，你照

著做，那麼永遠沒辦法完全了解，可是自己主導這項設計，國外是顧問

的角色，不懂可以請教，那麼就可以學到東西，所以會朝向這樣的方向

發展。動力推進的系統也是相當關鍵的，像是 AIP絕氣推進系統，這都

是關鍵技術，但不表示我們要去設計、製造這些零件，而是要了解如何

導入這些先進的系統。另外像是潛艦運動與操控，這在國內的學界也都

有基礎的能力，重點是如何驗證發展出來的模式，我就不細節的說明，

但是國防艦艇，尤其是主戰艦，抗振的能力，還有像潛艦的話，如果要

用一般的裝備要取得比較容易，可是防振、耐振的能力就必須要有能力

可以解決，如果要使用系統本身就是抗振的，那費用又相當昂貴，等於

是軍用品，如果使用商用來做防、抗震設計會比較便宜，但必須要有能

力可以處力抗振的問題。 

綠色船舶技術關聯課題，為什麼這個課題重要呢？因為環境的變

遷，全球都在對溫室氣體排放等問題相當重視，台灣每一人一年平均排

放 12 噸，全球每人一年平均約 4~5 噸左右，我們要將這個數量減少至

全球平均量，溫室氣體已經是個問題，曾經認為核能可以解決這樣問

題，事後發現核能未必可以解決，因此再生能源再一次的被重視。因此，

有這樣的條件要去做這些氣體的排放，還有環保法規嚴格的問題，能源

價格看漲，所以要用更有效率又節能的設計，因此一般主機廠也努力在

提升能源的效率，船舶設計也是一樣，船型的能效設計 EEDI，這個也都

過 IMO，準備要開始執行，將來還有碳稅的問題，都使得能源的使用效

率都必須被要求越來越高。 

因為這樣的環境，所以技術發展的需求，低阻力的船型，低阻力是

只靜水中的阻力低，但是到了現今已不再是如此，因為要在海上航行，

船舶的運動、增加阻力等問題才是應該真正被關心的，現在的能力也是

可以處理的，這也是一種新興的課題，台船一直在推行的 SODO，針對

真正的海域設計、運作最佳船型，而不是靜水中興波阻力最小的船型，

所以這部分也是新興的課題；高推進效率、減阻技術，像是水下船殼氣

泡，利用這些氣泡來減少阻力的技術也都成熟了，當然還有很多精進的

空間，但都已經有實用的應用；另外，主機廠的廢熱回收，船舶尺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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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化、環保 LNG 動力船、壓載水的處理等等；還有一種貨櫃船，或過

船過去都跑很高的速度，載重噸 8千噸，現在設計到 16000噸，而且是

一整個船隊，他就把速度降下來，可能 18節、20節，也許每天都有航

班，營運模式都改變了，降低成本，量又大，速度慢，艘數多，這可能

從減速發現這樣的營運模式很以競爭力，只要船大一點，像國際的貨櫃

船的航商，一次訂單就是 10幾艘大型航商。 

有關綠能應用與船舶複合能源管理的部分，像快充的鋰電池的技

術，在日本有一些比較成熟的部分，我們也要將它引進國內，像日月潭

綠能的船充電是個問題，因為要營運，所以要能夠快速的充電，所以這

也是關鍵的技術。綠能擷取包含風、波浪、太陽能等等綠能的應用與協

助節能的設計。 

遊艇製造精進我們也在推數位船廠，也就是 3D 數位設計，這部分

在一般商船，我們習慣上繪製 2D 的設計圖，現在一起在電腦造船，等

到需要 2D 時在輸出，最後在建造出實體船，也就是 3D 的設計會慢慢

地變成標準的作業，船舶中心目前也在投資要朝向建立 3D 設計的能

力。遊艇廠也是一樣，導入 3D 設計軟體協助設計，像是模組化家俱，

如果有精準的 3D數據，可以模擬，這就是模組化家具的預製，都是 3D

設計的一環，可以讓製造更快，品質更佳。 

台灣遊艇品牌行銷服務，過去我們四處去參加遊艇展、成立台灣形

象館，協助遊艇廠一起去參展等等，也跟國貿局透過國際媒體的報導，

藉由 DISCOVERY 的介紹，介紹國內遊艇的百年特級，都是行銷的一環，

但是我們的目標是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籌辦台灣的國際遊艇展，但是要

籌辦需要有許多條件，像是優質的遊艇港、優質的旅館、會議場所等等，

因此我們把它列入目標，希望將來可以在國內舉辦。 

新興海洋產業發展，海洋運輸與遊憩這一部分，我們在年 6月時舉

辦了兩岸高速客貨研討會，台灣部分比較不積極，大陸地區有政策考

量，中國大陸由中國大陸支柱的航商虧錢也要跑，但是我們了解初期沒

有太多的營運，長遠來說會有很大的利機，目前經濟部也很主動的要求

我們在這一塊做開發，早期我們也做過三體船的設計，要將技術用來開

發適合台灣海峽的船型設計，希望短期內可以在台灣有這種自己設計建

造高速客貨運輸的船舶。如果能夠將高價的貨物一天之內運達的話，除

了儲存量不用那麼大外，也會變成一日生活圈。 

除了貨物外，客人需求是舒適，也就是舒適工程，包含美學、人因

工程等等，舒適工程對船舶而言，重要的是抗風浪性高，舒適度良好，

在這其中，減搖的穩定翼，是為了要讓船穩定，在這其中需要很大的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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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我們是否可以思考，減少客艙的搖晃，貨艙不管，或是船體搖晃，

座椅不搖晃的可能性，這樣的思維是合理的思維，就像好的汽車在顛波

的路面是底盤在搖晃，座位不搖晃，因此，這方面該如何克服就是很有

挑戰性的課題，所以有關這部分來說就是舒適性的問題，否則大幅推動

海運交通是有困難的。 

海洋遊憩休閒產業有關這些遊艇活化漁港，建立營運的模式、遊艇

俱樂部，甚至於前瞻性的培養大學生玩船，這都是培養淺在的客戶，這

都是觸進產業可能的作法，還有要有該如何整治水岸，在國外臨海的土

地都是最高價的，這部分就是我們要加強的。 

精緻水上運動設備有非常多新興的產物被發展出來，像是帆船、印

地安小艇、划艇、獨木舟、裝備、附屬物件，競賽的賽艇也有，香蕉船、

Surfboarding、Kite boarding，這是風箏拉著的，淡水有出現過這樣的活

動，Ski and Wakeboarding，這是由船產生 Wake，人在產生出來的 Wake

上做各式各樣的動作，所以這就是水上活動的開發，Underwater  Sea 

Scooter，可以利用這樣的機器潛到水面下，還有水翼船、水上摩托車、

遊艇、穿梭在水面的水面穿梭遊憩載具，遊艇上載的不是水上摩托車，

而是 MRV，是可以在水上飆速度，又可以潛到水面下看海底景觀，新

的載具可以試著發展、開發，水上運動可以建立風格、品牌創新設計使

用先進材料，性能要能夠評估與驗證，最重要的是操作與安全以及行銷

等等。 

產業的環境也是一樣，能源的高漲、技術發展的需求，需要有相關

的海洋工程的技術，我想這個產業是很明確逐漸成形的。此外，離岸的

風力發電，這部分也是下個階段在國內西海岸會出現的風場，這裡面包

括施工船舶，這是目前的技術，使用重力式、單柱、三角或是 Jacket等

方式，這些技術是必然會走的。海洋能技術，目前來說波浪發電與潮流

發電是主要投資，產業化的步調是這樣的方向，離岸風力發電會先，其

次是潮流發電，再來是波浪發電，海洋能源對我們台灣而言，東北角有

波浪發電，東部海域有黑潮是洋流發電，花東有溫差發電，但發電效率

不大，澎湖有潮流發電，而名間有些產業也投資在能源的發展，目前國

內來說，學校可以做小尺度模型研究，但是在原型機前必須有大尺度模

型測試，目前國科會也在推動這方面可行性的研究，將來也許在基隆或

是某地會有實海域的測試，在歐洲已經有 EMEC可以做測試，如果開發

商有設備可以原型機做測試，可以長時間測試，可以用這樣的結果找投

資，目的是這樣，而我們希望的是，為了觸進興新產業，必然要有這個

階段，能夠做這樣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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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工程與作業船舶這是很迫切的需要，也是我們所面臨的課題。

海域空間規劃，就是國家整合性的管理，因為Marine Transportation  可

能包含能源要利用，要留意水質環境做漁業、養殖、軍事用途、交通用

途等，該如何管理同一空間的利用，這是國家層級該去探討的問題，也

可能有些新的技術有衝突，這是將來船舶中心 cover的範圍，從船舶進

行到海洋能源與工程、海洋運輸與遊憩，跟原來先進船舶的設計與監造

相關產業服務，我們的營運模式會定位在整合經濟部的資源，透過產業

技術聯盟與學業聯盟然後去運作國家的資源，協助產業發展，這是我們

的規劃，當然我們會結合學校，學校會有國科會，教育部的資源，透過

這些來協助整個產業。我們都是一體的，學校培育人才，人才會進入產

業，可能進到我們中心，也可能進到船廠，船舶中心在上游，船廠在下

游，最後結合再一起，中間任何一環斷掉的話都會產生問題。 

中心的願景可以從台灣出發，鏈結全球，可以透過新興亞洲市場，

船舶中心也注意這一部分，將來希望可以將我們的產出，能夠有境外實

施，能夠在境外也有業務、獲得資源，最終我們希望可以促進台灣海洋

經濟的發展。 

台灣商船建造並無規模效益，鋼材、裝備、工資、融資等條件亦無

優勢，惟有依靠技術、品質、高值化、綠能/減排強化競爭力。換句話

說，關鍵在人才，人才也需要有培育的過程；遊艇產業因為歐美市場衰

退而遭受嚴重衝擊，除了持續強化設計美學、製造精進、綠能應用強化

競爭之外，亦需拓展亞洲新興市場及內需市場。船舶中心 35 年，建立

船舶自主設計能力之階段性任務達成。船舶中心需持續引領產業朝高值

化先進船舶產業發展。兩岸經貿交流，提供海峽高速客貨運輸網鏈發展

的機會，在這裏面技術上很有挑戰信的課程，就是舒適工程。亞洲新興

市場，提供水域遊憩、運動產業發展的機會。離岸風電、海洋能源與關

聯海事工程和作業船舶之新興需求，提供船舶產業轉型發展的機會。船

舶中心需引領帶動台灣新興海洋產業的發展，就是我們要放大我們自己

的格局，以上是我今天的演講，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