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當前我國經濟情勢談深層海水產業發展策略的思考  

工研院節水團/陳仁仲、徐仕昇、溫子文 

一、前言 

本刊前期在「水利產業報導」中曾專題介紹「陽光無法眷顧的海洋深層寶貝」，詳細介紹深

層海水的定義與國外產業應用技術現況，文中結語部分更提及我國具有發展深層海水產業的優越

地理環境及海域條件。承續上述內容，本文從我國經濟以製造業為主的型態轉為知識服務導向的

型態之大趨勢，和以政府、業者、消費者需求角度，思考我國發展深層海水產業的策略與推動架

構。 

二、國內經濟面臨問題 

近年來我經濟面臨國際大環

境經濟景氣低迷和大陸磁吸作

用、產品同質化而價格競爭等因素

的影響，而使國內傳統製造業資金

西移、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居高

不下。據行政院主計處網站資料顯

示我國經濟成長率從民國 81 年的

7.5%超過當時全球經濟成長率的 9

倍，至民國 93 年預估為 3.8%不到

全球經濟成長率的 1.2 倍(如圖 1 

所示)。而失業率從民國 81 年的

1.5%至民國 91 年預估為 5.71%大

幅提高 3.8 倍(如圖 2所示)。這種演變趨勢顯示我國正面臨產業蛻變的關鍵時刻。 

圖 1 我國經濟成長率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網站) 



圖 2 我國就業人口與失業率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網站)  

 

 

 

 

 

 

 

三、國內產業發展趨勢 

根據過去十五年來我國在產業結構上(如圖 3所示)： 

 圖 3 國內產業產值分布趨勢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網站) 

 

 

 

 

 

 

 

 



• 民國 76 年起服務業產值占 GDP 比重為 48.03%，首度超越工業產值占 GDP 比重（46.67%）。  

• 近十數年來，服務業占 GDP 比重快速成長，民國 84 年起開始超過 60%，90 年增至 67.20%。 

在就業人口方面(如圖 4所示)：  

 

 

 

 

 

 

 

  

 

圖 4 國內產業就業人口分布趨勢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網站) 

• 民國 77 年起服務業占就業人口比重為 43.8%，首度超越工業占就業人口比重（42.5%）。爾

後服務業就業人口逐年遞增。  

• 民國 77 至 90 年間，服務業就業人口成長 49.2%，平均每年成長 3.8%，高出同期間總就業

人口平均年成長率 1.2%甚多。  

在全球各國經濟發展趨勢上，加入科技及創新思維之服務業已邁向國際市場，依據 WTO 統計

商業服務貿易量已佔全球貿易量之 19%。2000 年美國服務業佔 GDP 比重達 80%；德國佔 71%；日

本佔 66.8%。2001 年日本技術預測已增加流通、企業管理等服務業項目。這些現象再再顯示，服

務業產值大幅超越製造業的情況，普遍存在於全球各已開發國家經濟發展趨勢。 



由上述兩項統計資料及國外各已開發國家經濟發展趨勢顯示，雖然以往我國以製造業、IT

產業為經濟發展之重要指標，不過近幾年來，整體經濟能量提升已逐漸出現瓶頸，根據經建會於

民國 90 年之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服務業已佔整體產業之 67.2%，且比例有逐年攀升之趨勢，儼然

具備主導產業之型態，顯見未來服務業在我國經濟體系中將扮演更吃重的角色。我國勞動力移往

服務業比重日趨提高，台灣經濟發展已由工業經濟邁入以服務業為主導的階段，並已接近先進國

家的成熟經濟型態。行政院基於我國面臨上述全球經濟環境及本國產業變化趨勢，推動多項政策

來順應此趨勢，改善我國經濟體質，提振我國產業競爭力。主要包括有： 

• 民國八十九年八月通過「知識經濟發展方案」，其中包括「健全技術服務產業」具體措施，

其主要內容為：輔導資訊、財務諮詢、研究發展技術服務、設計、檢驗、測試、改善製程、

資源回收、污染防治、節約能源、民生及工業用水再利用、海水淡化等知識型服務產業發

展，以提升製造業之核心競爭能力。  

•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提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其中為加速達成「綠色矽島」

的國家建設願景，所訂的「全球接軌、在地行動」基本策略中「在地行動」，就是善用台

灣多樣化的地理環境、多元化的人文特質等利基，創造台灣特有的競爭優勢。  

在具體作為方面，經濟部規劃藉由逐年編列專案預算，分階段推動新興服務產業的開發及相

關系統技術的整合應用來開創我國經濟新局，重點為具成長潛在優勢、創新創意、系統整合機能

型，符合「三高三大」和「兩個前題要件」之服務業。目標是在未來幾年內創造產值達到新台幣

五千億元以上。所謂「三高三大」就是「高創新效益、高附加價值、高成長潛力」及「產值大、

創造就業機會大、產業

關聯大」；「兩個前題

要件」就是「具有國際

潛在競爭優勢」及「產

業參與配合程度高」。 

圖 5 台灣附近海域水深地形圖 

(資料來源：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東部海岸地

理得天獨厚，離岸不遠

就有深達一千公尺以上

的海溝(如圖 5所示)，

又有黑潮暖流通過，在

台灣東部海域深層海水



的溶解鹽類大約是表層的十五倍以上。此種高濃度的營養鹽類有助於海水養殖、製藥及生物科技

的發展，極有發展「深層海水產業」潛力。 

「深層海水」通常係指深度達斜溫層(溫躍層)以下之海水，據美國、日本研究結果顯示，這

些從海面下 200 公尺至數千公尺深處抽取上來的冷海水，由於含有豐富的氮、硅、磷等成分，同

時具有低溫、豐礦物、富營養、無病原菌、性質穩定，水分子團小等特質，適合吸收，除了飲用

外可用於發展海水養殖。不但可以提供發電或空調造冷介質，亦可作為高價飲用水、製藥、理療、

健康食品及高經濟價值水產、農產等產業原料，係極具開發經濟價值的水資源(請參閱本刊 2003

年第 31 期「陽光無法眷顧的海洋深層寶貝」報導)。 

在美國與日本已有應用深層海水及藻類健康食品上市；漁業方面深層海水可用來養殖高經濟

價值的鮑魚、鱈魚及龍蝦等。另外深海水的冷度可以用於空氣調節、冷藏或農產上，也可興建博

物館，從事教育，觀光及遊憩等軟性發展。足見利用台灣東部特有的海底地形及黑潮等條件，發

展獨特、高附加價值、高競爭力的「深層海水產業」。 

工研院能資所基於上述國家經濟政策及國內深層海水地理環境優勢，規劃「深層海水產業系

統服務」的策略性服務業構想，其營運服務概念模式（如圖 6）所示。從深層海水產業系統服務

營運服務概念模式可以發現，其產業本質不只「製造業」更重要的是「服務業」，農、工、礦產

品的生產是其中一小部分，有更大部分則是知識加值型的服務，就是符合前述「知識經濟發展方

案」、「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三高三大」和「兩個前題要件」要求特點的產業。 

圖 6 深層海水產業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工研院能資所) 



四、服務型產業需求分析 

「深層海水產業」在國內屬於新興的產業，對於推動此新興產業而言主要的角色包括政府、

業者與消費者。基於前文所述「深層海水產業系統商業模式」中可以了解「深層海水產業」本質

上屬於服務

型產業，其

服務重點就

是滿足客戶

的需求，因

此在研擬推

動策略之前

我們應先清

楚政府、業

者、消費者

三者互動需

求關係。 

圖 7 深層海水產業政府、業者與消費者需求 

分析政府、業者、消費者三者需求關係如表 1所示。分別分析政府、業者、消費者三者之

期望及對其他二者的需求，例如政府期望是「可管理有發展性產業」和「能提高稅收」及「增進

民眾支持度」；對業者的需求較包括「稅收」、「就業機會」、「經濟成長」、「國際形象」、

「吸引觀光客」等。而應用在深層海水產業上可以歸納如圖 7所示，政府的需求在於「產業繁榮

發展」、「擴大稅收」、「擴大就業機會」、「可管理的機制建立」、「資源的永續利用」；業

者的需求則是「創造商機與利潤」、「維持資源使用效率與秩序」、「獲得公權力支持的品牌保

證」、「新商品及服務的創意」、「降低營運成本」、「水質水量的確保」；而消費者的需求就

是「安全、健康之品質保證」、「知性與創意的消費感受」、「便捷與即時資訊取得」。 

五、深層海水產業推動系統架構 

為推動深層海水相關產業的發展，政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建構優質的發展環境(如圖 7 循環

圖所示)，促使民間業者基於大量市場需求潛力，勇於投資開發新型優良商品及服務，而消費者

則可安心使用相關商品，消費者在使用這些商品、享受這些服務後，體會深層海水的優點，則接



受度會持續提昇，需求則會增加；廠商生產銷售商品在不斷研發與改進下，品質不斷提升成本持

續下降，使深層海水商品更普及，如此我國深層海水相關產業方能在此良性循環作用下蓬勃發展。 

表一 服務型產業需求分析表  
深層海水開發利用基

礎架構係一整合型的系統工

程，牽涉的層面包括政府、

業者與消費大眾，為達到上

述產業整體活絡的良性循環

狀態，其整體推動工作架構

如圖 8所示。 

整體基本架構包括八

大平台，包括「水機能研

究」、「標準化平台」、「深

層海水園區開發」、「深層

海水汲取工程」、「配水管

理機制」、「知識管理平台」、

「商品服務研發平台」及「產

業育成平台」。各個工作項

目說明如下： 

1. 水機能研究-為確認

深層海水的機能

性，使消費者有正確

的觀念，不至於迷失

於商品促銷的誇大

不實廣告中。  

2. 標準化平台-由於深

層海水在外觀上與淺層海水或其他水源商品不易區分，為保護消費者之健康及權益，必須

建立相關的標準與檢測方法和檢測能量，使商品可以確認為深層海水製品。  

3. 深層海水園區開發-深層海水水源無限，但適合開發的廠址卻有限，因此為善用有限的資



源作最有效的開發，必須成立專業園區集中產業廠商，一方面可以資源共享分攤開發成

本，另一方面可以資訊技術交流提高國際競爭力。  

4. 深層海水汲取工程-此項深層海水汲取工作是開發的基本工作，其投資相當大，因此對長

期發展而言，國內必須建立相關的工程技術。  

5. 配水管理機制-深層海水汲取工程投資相當大，因此不可能無限制的提供水源，因此必須

發展管理機制來監測、管控合理分配水源。  

6. 知識管理平台-係為相關族群如政府、學術單位、技術研發單位、工程規劃廠商、工程施

工廠商、原水處理廠商、衍生商品廠商、檢測實驗室、消費大眾⋯等等需求，提供知識交

換或知識交易的平台，是促進產業發展有效的利器。  

7. 商品服務研發平台-係提供上游供應商與消費者或下游廠商加值服務技術平台，因為深層

海水原水產值並不高，因此需要許多加值產品化的工作，方能提高其附加價值，通常創意

性及技術性越高的加值服務，其附加價值越高，因此須提供此平台來研發創新的商品與服

務。 

8. 產業育成平台-由於深層海水在國內屬於新興的科技產業，過去國內並無成熟產業，因此

對於投資者而言，存在很多技術、管理、行銷、財務⋯等的不確定性，為了推動產業的發

展，有必要建置此一平台來提供投資者協助，降低初期投資風險，增強國內業者技術能力，

提高產業的競爭力。 

圖 8 深層海水產業推動系統架構圖 

 

 

 

 

 

 

 

 



 

六、深層海水產業園區開發營運之概念 

深層海水原水其特殊有效成分具有效期，據日本專家研究顯示常溫(25℃)下只能保存 48 小

時左右，因此生產製造部分有強烈的地域性，最佳方案是在原水產區開發深層海水專業園區，深

層海水產業園區在深層海水開發利用整體架構系統中，係實際加值生產的場所，對於國內經濟及

政府稅收實質助益的建設，深層海水水源無限，但適合開發的廠址卻有限，因此為善用有限的資

源作最有效的開發，必須成立專業園區集中產業廠商，一方面可以資源共享分攤開發成本，另一

方面可以資訊技術交流提高國際競爭力。 

深層海水產業園區開發營運，其空間佈置依照產品加值過程分成包括上、中、下游三大部

分，第一部分係基本建設的「深層海水廠區」、「管理中心」；第二部分為生產加值的「產業育

成區」、「生產製造區」；第三部分則是服務加值的「商業物流區」。各部份所需配合參與的活

動及需規劃建置的項目如圖 9所示。此規劃涵蓋深層海水加值主要的的活動與基礎硬、軟體建設，

其中第一部分「深層海水廠區」、「管理中心」部分係以政府基礎建設投資與管理為主；第二部

分「產業育成區」、「生產製造區」則係學術研究、顧問單位及製造業需求規劃；第三部分「商

業物流區」則是針對周邊支援及上游產品加值服務業者規劃。園區開發的構想示意如圖 10 所示，

包括相關能源、漁業、養殖、農業、製造、物流、研發⋯功能區。以服務層面而言隨著加值過程

逐步擴大，市場產值及就業機會也隨之增大。 

圖 9 深層海水產業園區開發營運之概念 

 

 



圖 10 深層海水園區開發的構想 

 

七、結語 

我國正面臨經濟產業結構轉型期，面臨經濟成長遲緩與失

業率節節高升問題。台灣東部海岸得天獨厚，極具發展「深層

海水產業」潛力。「深層海水產業」使同時具有「高創新效益、

高附加價值、高成長潛力」及「產值大、創造就業機會大、產

業關聯大」、「具有國際潛在競爭優勢」及「產業參與配合程

度高」特質的服務型產業。在推動此種策略性服務型產業政府、

業者及消費者各自有其需求，因此必須從此三者需求角度規

劃，才不致顧此失彼。政府推動上應著眼於基礎工具平台的建立，整體基本架構應建立包括水機

能研究、標準化平台、深層海水園區開發、深層海水汲取工程、配水管理機制、知識管理平台、

商品服務研發平台及產業育成等八大平台，才足以滿足政府、業者與消費者的實際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