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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養殖經濟分析

會啟富﹒何雲達﹒吳純衡

A Study on the Economical Analysis of Hard clams

(Meretrix sp.) Cultivation

Chi-Fu Zing, Yun-Dar Hon and Chwen-Herng Wu

The hard clam (ll1eretrix sp.) is an impol:tant economical shcllfish in Taiwan.

analysis of hard clam cultivation is lacking and necesstates study.

Econom 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hard clam farms directly by survey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Most of hard clam farms are in the CHANGflW A, YUNLlN, and CIlIA YI area.

with grass prawn (pellaells rnonoclon),clam are polyculturecl sand prawn2. Most hard

3.

(metapenaellS ensis) and milk fish «('hanGs dUll/as).

Stocking density was 800,OOOjha with no variation in the different areas.

4. Mass mortality of hard clam frequently occurs in March, June, and September when season

5.

and weather changed.

Formal educational level of farm managers is generally low. More than half (53.6%) of

farm managers are primary school graduates only.

6. At evcry pond where hard clam is polyeultured with grass prawn, grass prawn survival rate

plays an important rolc in profit gain.

7. The products was sold mainly by fishmongers and fcw by fishery associations.

前 雷

文蛤 (Meretrix sp. ) 為台灣西部沿海魚坦的重要養殖貝類
, 近年來文蛤養殖技術不斷改進 ,

且人工繁殖種苗己能大量供應
, 放養面積逐年增加 , 致使文蛤產暈過剩而削擴利潤 , 在西南沿海海埔

地不斷開發、文蛤養殖業者日漸增加之下
, 若無一適當之規劃與經營模式 , 將導致日後產銷經營之困

難。有關文蛤養殖之研究 , 以往多偏重於養殖技術與生理生態之研究 , 尚未有經濟調查分析的報告。
本計畫乃進行文蛤養殖之調查工作 , 探討其成本 , 經營方式、利潤等 , 期能對台灣文蛤養殖事業有一

完整之評析
, 以作為漁業發展及業者經營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丈設計調查閱卷。

二三本調查採說揚訪問方式 , 會同各縣市敢府水產課及誦會人員訪問養殖戶 , 並填寫調查問卷。
其對於調查結呆依不向街養方式、養殖密度、養殖設施、成本利潤等進行評估分析。

同2萬求養殖戶充分合作 , 調查訪問時均酌予贈晶。



276

想

結果與討論

, 文蛤之生產狀況 :
歷年文蛤產量皆佔台灣貝類生產量之第 2 位 ( 表 1 ) , 僅次於仕蠣 , 對台灣食用經濟貝類之供

給有其重要性 ; 其產量於七十三年有顯著之增加 ( 表 2 ) , 但產值卻較七十二年顯著降低 , 近年來
文蛤偵格一直低下 , 雄本丟失調查結果顯示 ,

產地價格目前已跌至每企斤 33 元左右
,
目前台灣西岸海

埔地正不斷開設完成 , 勢必會有更多之業者投入 , 宜儘早規童提升養殖拉術 2/( 準與開發新品種之高

經濟價值之水產物 , 以謀求養越多樣化 ,
否則在生產成本不斷增加 , 而價格卻不斷下降之情形下 ,

勢必導致經營之困難。

台灣文蛤養殖魚世的分佈由桃園縣至高雄縣 ( 表 3 ) , 主要集中於彰化、雲林、嘉義 3 縣 ,
目

前以軍林縣之養殖面積最績。故本次調查亦以此 3 地區為主。

ζ文蛤養殖狀況分析 :

一股文蛤養殖他他壁多為土堤 , 底質則困地區而有所不同 , 一般而言多為砂土。放養前之整祂
方式

, 多為前一年收成後曬袍 , 繼之翻土 ,
曬祂時間依調查結果平均約為 2 個月 , 在將要放養前之

處理則幾乎都是撤茶柏典施用速誠松
, 其整他方式不如草蝦養殖來的徹底。

各縣市養殖密度差異不大 ,
由每公頃 50 萬粒至 100 萬粒 , 平均多在 80 萬位 : 由於文蛤一般皆

潛入於底土中 , 故一艘文蛤養殖多混養蝦類與風目魚 ,
除可充分利用油堉之生產力外

,
亦可防止絲

薄的發生興地底有機物之腐敗
,
妨礙文蛤生長 , 其混養形態如表 4 .以混養草蝦、昆目魚為最多。

至於草蝦與鼠目魚之站接密度 , 則視各人養殖管理技術而不同 ; 車蝦有高達每公頃 20 萬尾 , 平均多
在 3-5 萬尾 ; 訊自魚則在 500 - 1500 尾之間。

文蛤養殖魚坦一股多位於海埔地 ,
故其海水來頓多為利用湖差進排水 , 易受大小 iJWJ 之影響

,
多

於大掏j 時才可進排水
,
這種情形於文蛤發生病害死亡之時在接水上有極大之不便。而且魚坦多集中

在一起 , 同時利用有限之水道 , 當有魚揖發生病害時 ,
極易傳染攝大 ,

因此在衛生防疫與水道之規

章極待加強改善。淡水來聽除極少數可利用河川水外
,
絕大多數皆為利用深水井 ,

由於文蛤養殖之

用水量不若草蝦學益來的多 ,
所引起之地層下陷問題不像屏東地區嚴重 ,

但隨著養殖面積不斷攝大
, 此問題必日趨嚴重 , 宜早日規章。
養殖文蛤通常發生死亡狀況 , 都是在 3 、 6 、 9 月季節氣侯更進之時 , 再亡率平均高達 30%-

40% ' 一股漁民多將其原因觀為池底發熱
,
處理方式則是 :中淚水 , 此一問題有待研究 , 並研擬一

套適當之管理辦法。

目前本省養殖漁民的教育程度皆不高 ,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 ,
文蛤養殖人員以小學程度最多

, 佔
53.6 % ( 表 5 ) .次為不識字佔 16.7% .而大專以上僅佔 4.8 % .因此對於養殖之新觀念接受之

程度不佳 , 為求文蛤養殖能夠有長足之進步 , 有待高學歷人員之加入。
三三生產成本與利潤分析:

海民以追求利潤為主要養殖目的
, 而生產成本之高低與利潤之多寡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文蛤養

﹒殖立戚本 ,
可分為固定成本與經營戚本

,
固定成本主要為投資設備 ,

包括養殖池
, 供水設備、水質

改善設備等。其中養殖地除台西海埔地承租每公頃 6 萬元外 , 其它承租者租金不一 , 其餘多為土地
自有 , 且養殖抱之構造不一 , 所花費之戚本有很大的差異。供水設備亦鸝單是鐘之好壞而有所不 |忌

,

所投入之設備黃金差異相當的大 ,
至於水車設備亦非每地設置 , 且設置騏量不一 , 文蛤養殖池之設

備狀況恥表 6 ' 國自定成本的差異很大
, 難以估計 , 故在此處不擬討論。

文蛤的經營戚本文和變勘戚本
, 大陸上可分為直接成本與間接戚本兩.大擻, 前者包括蝦苗賞、

飼料費、人工貨、福力負等 , 後者包括折舊貨 , 設備修 � 賞 , 更新胎盤貨、地站整理、利息、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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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表 2 歷年文蛤生產量值

The hardclam prodeution and valve froln

1976-1986.

年別
價值

( 千元 )

Val ue
(thousand dollars)

Year

數量
Quantity

(Tons)

65' 13,976

12,977

12,867

'Z
,845

6,747

8,630

9,333

16,285

17,322

16,767

13,990

331,054

368,832

496,039

438,166

494,569

721,953

789,385

1,483,131

1,308,790

1,226,736

1,008,913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資料來聽 :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漁業年報 ,
台灣省農林廳漁業局 1976

一 1985 單位了企噸 (Tons)

、租金等項目 , 也於業者無理帳習慣 , 對於所支出之成本並非很準確 , 故成本與利潤的分析 , 皆由
實際的調壺 , 將數接列賽。 *� 調產主要為彰化、雲林、嘉義 , 各地養殖成本組成差異並不大 , 其
中以飼科費所佔比個最高 ( 表 7 ) , 佔 32.4 %; 蛤苗費之支出佔第 2 位

,
佔 16.5 %; 蝦苗佔 14.8

%' 為第 3 位 ; 其它包括折舊、修理更置、池塘整理稅金等支出 , 佔 12.3%' 為第 4 位 ; 因文蛤

養殖多為利用潮差進排水 , 故電力費所佔比例不高 , 僅佔 4.8% ; 文蛤養殖一般多為家族式經營 ,

其人工多為自己供給
, 此處所列之人工費用主要為收成時所僱用臨時工之人工費 ; 每公頃平均利潤

為 270,675 元 ( 衰 8 ) 投入產出係數 1.74 即每投入 1 元資金可獲得 0.74 元之利潤
, 雖然其中包括

經營者所付出之勞力代價
, 仍有利可圖 ; 而且每一單位面積所需之勞動力相同 , 因此隨著養殖面積

的擴大 , 勞動教率將提高 , 也說是說其經營敷率將更佳 , 一故而言在 3 - 5 公頃為最佳。文蛤養殖

所混養之草蝦 , 在收益上佔很大之比例 , 約佔總收益之 359 話
, 故草蝦之活存寧對其收益有很大之

影響 , 一艘文蛤抽所揖養草蝦之話存率擺本次調查平均約在 50 % ' 若能改善管理技術
,
提高草蝦之

活存率定能提高文蛤養殖之收益。砂蝦混養者比例雖很高
, 但其活存率非常之不穩定 , 故在成本分

析中不予列入。再者即是市場價格
, 常受市屬供需影響而起伏不定 , 目前文蛤養殖業者所養成之文

蛤 ' 除少數是經由農會共同運銷銷售之外
, 絕大部分皆是由魚眼至池邊購買 , 銷售之管活並不健全

, 若能健全銷售管道 , 調節供需 , 才能穩定其價格。
由於文蛤的產量在近數年來持續增加 , 在消費市場有限之情況下 , 價格一直下降 , 依本次之調

查結果 , 目前文蛤養殖尚有利可圖ρ惟於 3 、 6 、 9 月季節變換氣棋不種定時 , 常會有大量死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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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車轍

海﹒養起單民Grass
prawn

戶數

Ponds
26

百分比
29.5%

Percentage

學

Quaiification

養殖人員

Me.mbers

百分比
Perceritage

設備項目

數量
Quantity

文蛤養殖各混養形態之地數與比例

The amount and percentage of the pond 亨 of every
hardc1am polyculture type.

表 4

車蝦 風目魚

milk
fish

Grass
prawn

24

27.3%

Table 5

草蝦砂蝦

Gr'ass sand
prawn. prawn. milk fish

Yit 目魚 學

mono-
culture

21 10

23.8% 11.4%

表 5 文蛤養殖人員學區分佈
The qualification of hardclam farm

in Taiwan.

歷 不識字

Ignorant

14

16.7%

小學
Primary

school

中
.
.
叩
∞

仆

nd

EM
但
有
唱

lvqu

高中
High
school

養 其他

45 12 - 9

others

manager

大 專

53.6% 10.7%

College

4

4.8 萬

'Table 6

表 6 文蛤養殖之設備狀況

The equipment condition of hardclam farm

養殖抽水

Ponds

88

14.2%

車 抽水機 發電機

outboard motor'

機

aerator generatorpump

5 :. 77 22

船 外

10

總計

Total

7 88

8% 100%

合計

Total

8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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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蛤之經營成本表 7

a、

aVSOL
D-nvaaF...

‘lnHalFLUAUvta'nr.-A。',-cdocy,laey

百分比 (% )平均成本

Table 7

成本結構

Variables PercentageAv. cost

16.50%60,200

14.80%53,800

5.10%18,200

32.40%118,400

5.00%18,400

4.80%17,700

2.70%10,000

6.40%

12.30

23,400

45,000

貴
的

d

覓

,
貧
叮
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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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ale-'

苗
加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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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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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lJ

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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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
料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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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dnddohU

汀
吧

F

﹒
川

ueber--LU

IN--rtniaetp

持

t

蛤
比
叫
做
的
魚

M
飼
hN

人
U
筒
E
肥
F

制
h
翼
。

資

費

費
自
U

他

100%
計4口

單位 : 每公頃

365,180
Total

文蛤養殖利潤

Yearly profit of hardclal'fl fa'rm per ha

($NT)

表 8

Table 8

投入產出係數

Ratio%

和潤
( 元 )

Profit

成本
〈元)

Cost

收益
{ 元 )

Income
棄自別

平均
1.74

單位 ; 每公頃

270,675365,180635,855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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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發生 , 誠少漁民之收益 , 應對其死亡原因做一研究調查 ,
並尋求適當之管理處價方式 ,

以降低

死亡率 ,
誠少漁民損失。在海埔地持續開發養殖面積不斷擴大 ,

可供苦殖之水 � 物館有少數幾種之-

情形下 ,
可能會有更多的業者投入

,
為避免業者盲目之投入 ,

犀量增加而導致價格再下降 , 終至文
蛤養殖無利可圈 ,

實有必要的主管當局妥為規畫 ,
並可試行外銷 , 以穩定文飽之價格 ,

保障漁民之

故益。

.

摘 要

本調查係輕車寄自民設計問卷後 , 直接訪陶養殖戶收集資料後加以分析蝕討 , 其結果如下 :
「文蛤養殖魚檻主要集中在彰化、宴林、嘉義。

ζ文蛤養殖多採揖養方式
, 品養種類以草蝦、盈1 日魚、砂蝦為主 c

三三文蛤養殖密度各地區差異不大 , 平均為每公均 80 萬粒。

同文蛤發生大量死亡時間 , 多在 3 、 6 、 9 月季節變換氣候不穩定時。

Ji, 從事文蛤養殖之漁民 , 以小學程度者最多 , 佔 53 .6 % ' 有待高學歷者加入。
汽車蝦活存率影響文蛤養殖收益極大。

4有銷售方式多經由撫顱 , 宜健全產銷制度 , 以保障梅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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