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June.15.2007

點人物焦 專訪經濟部水利署　廖宗盛副署長

�節水季刊第46期

點人物焦專訪經濟部水利署　廖宗盛副署長

浩瀚大海蘊藏資源無窮，意味

著商機無限，深層海水是21世

紀經濟、能源的新金脈。

所謂「深層海水」，是指海

平面200公尺以下，陽光照射不

到、不受大氣與環境變動影響的

海水。1958年美國海洋學家提出

「海洋深層大循環」理論，認為

南北極冰山融化，水降沉至1000

公尺以下，形成一個在深海緩慢

流動的大深層流，億萬年來周而

復始的進行著。地球上97%是海

水，深層海水即佔了93%，水量

非常大。

「水也是有年紀的。」水深1

公尺，水齡為1年，水深1000公

尺，水齡就有1000歲；廖宗盛副

署長表示，深層海水是有歷史的

水，具有低溫安定性、潔淨、營

養、易被人體吸收等特性。

由於陽光照射不到，深層海水

終年恆定低溫，就目前在臺灣海

域調查到的水溫約6℃到9℃；

又深海無光層不易行光合作用，

植物性浮游生物處於休眠狀態而

停止增殖，因此水質安定、病原

菌稀少，是非常潔淨的無菌自然

之水；由於在深海強大水壓作用

下，水分子的結合角與人體內水

分、血液的結合角極為近似，所

以很容易被人體吸收，而裡面蘊

含了無機鹽及90多種礦物質、微

量元素，對人體新陳代謝極有助

益。

深層海水在去鹽、淡化之後，

可應用在飲水、保健食品、化妝

品、製藥、理療（水療），以及

農漁業養殖等多種目標產業上，

創造高經濟價值。2003年，光是

日本高知縣一個地方的深層海水

產業，便能創造出近6千億日圓的

產值（約臺幣1億7千多萬元）；

美國夏威夷一家培養藻類以提煉

營養品、水產餌料的公司，年營

業額高達1千500萬美元（合臺幣

5億元）。

老天厚愛，臺灣具有優越的深

層海水資源，掌握良機、建構

產業發展利基，政府責無旁貸

臺灣東海岸位於大陸棚邊緣，

海床較陡，離岸3至5公里內，水

深即可達500公尺以上，而且受惠

親潮和黑潮交會，擁有豐富的養

分和礦物質，開發深層海水資源

的自然條件十分優越，其中以宜

蘭、花蓮、臺東最具發展潛力。

敏銳的民間企業嗅出這塊市場前

景可期，紛紛投入；截至目前，

幸福水泥集團轉投資的東潤水資

源生技、光隆投資海灣深層水資

源公司、臺肥與悅氏合資成立臺

灣海洋深層水、東昇深層海水

養殖場、臺灣深層海水養殖有限

公司等，總數投資超過百億元，

衍生商品涵蓋飲料、酒類、食品

加工、藥品、化妝品、魚貝藻類

水產養殖、海療spa及觀光飯店

等。

當業者陸續投入開發行列，

新世紀深海藍金．榮景無限
―廖宗盛副署長談深層海水利用與發展利基
編輯部∣高怡蘋、蘇娟儀

∥地球上97%是海水，深層海水即佔了93%，如何善用深層海水資源、帶動產業發展、創造經濟榮景，是政府與民間業者要一同努力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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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水資源議題的您，對「深層海水」一

定不陌生。早自80年代開始，美國、日本便

看準深層海水產業的發展商機，以新科技技術

結合傳統產業，廣泛且大量應用在飲水、美容

保健、養殖等各類商品，其獲利及附加價值之

高，令人咋舌。因此，深層海水被認為是繼黃

金、「黑金」石油之後，新世紀的高價值資源

──「藍金」。

臺灣四面環海，尤東部海岸居海洋大循環

的迴圈帶通過之處，優越的地理位置與海文特

性，極具開發深層海水資源的實力。根據工研

院資料顯示，目前臺灣民間企業投資深層海水

產業日增，經營模式跟隨美國、日本腳步，待

佈管工程完成及產業規模化後，估計未來每年

產值可達180億元以上。

然而，若只著眼於市場利益，未免太小覷

「藍金」的價值。當全球暖化問題嚴重，傳統

能源煤、汽油造成溫室氣體上升的問題還沒獲

得解決之前，開發替代性能源，則成了首要且

必要課題。經濟部水利署廖宗盛副署長表示，

政府很早就計畫推動深層海水產業的開發，除

了支援業者技術升級、提高產能和產值之外，

應用深層海水低溫的特性，發展溫控精緻農

業、養殖業，將可取代高冷蔬菜、低溫花卉及

淡水魚塭，減少對地球環境造成的破壞，並且

應用海水溫差發電，達到開發永續資源的目

的。

本文將探討政府如何建構深層海水資源利用

及產業發展的利基，有哪些具體策略？執行成

效為何？進而檢視政府在發揮深層海水產業效

益、振興傳統產業、均衡地方經濟及提升國際

競爭力上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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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副署長表示，為了營造更好的

發展環境、更安全穩定的技術、

創造更高經濟效益，政府也在積

極動作中。2000年即從產業政

策、技術、系統服務等觀點，進

行「臺灣深層海水多目標利用先

期研究」、「深層海水資源利

用規畫研究」、「臺東縣設置深

層海水生物技術園區計畫」及

「宜蘭海洋生物科技園區」等相

關計畫。水利署研擬之「深層

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政策綱

領」，於2005年4月12日呈行政

院核定實施，並成立「跨部會深

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推動

小組」，由水利署、技術處、工

業局、標準檢驗局、貿易局、中

小企業處及能源局等單位共同推

動。

簡言之，政府扮演的角色即是

協助業者以合理的成本、安全的

技術、建置暢通且健全的整合平

臺，打好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

業發展的根基。至於取水起來之

後呢？廖副署長笑言：「這後半

段的舞臺，就讓民間業者盡情發

揮、活潑發展囉！」

成立「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

業發展推動小組」，通盤整合

研發、技術、應用、法規、驗

證各個層面。

廖副署長表示，2006年6月工

研院能環所成立「深層海水資源

科技發展研究中心」，負責推動

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技

術的研發、人才培訓、建立智庫

的任務。「具體方式就是調查研

究開發場址的海域水質、水溫、

海流的條件及海文特性，並且與

日本高知大學簽署國際合作備忘

錄、與東潤水資源生技公司合設

駐點研究實驗站，建置知識服務

平臺，包括取水、分水、淡化技

術研發，以及深層海水與飲料、

食品添加產業的技術應用，透過

平面刊物和電子報的發行，業者

可以即時了解、查詢相關訊息、

研發成果及政策法令。」

「政府投入深層海水的技術研

發工作成本極高，短期內看不出

經濟價值，卻非常重要。」廖副

署長語重心長地說，當業者紛紛

設置工廠、進行佈管汲水工程、

商品應用，政府是不是應該要有

一套作業規範供大家遵循？對產

業市調及產品的加值創新應用，

政府是不是應該要走在前面，制

定好遊戲規則？面對市面上眾多

號稱是海洋深層水的飲品、食

品，哪一樣是真的？政府是不是

有義務保障消費者做正確選擇？

「可喜的是，無論在研發、

技術、應用，以及法規、驗證

層面，政府都一步步達成目標

了。」廖副署長表示，就技術層

面，水利署委由工研院發展的

深層海水陸基式取水工程佈管技

術，取水深度已具備達到700公

尺以下之佈管經驗，是繼美國900

公尺以下之佈管經驗後第二個具

有此整合佈管能力的國家。「由

此可見，我們在取水工程上的技

術與價格上的競爭力並不輸給國

外，現在只要再加強對海域環境

的了解、降低取水工程在海上施

工時的風險，未來將可朝向更大

型的國家層級工程規模邁進。」

在法令方面，水利署已完成

「深層海水取水工程審查作業規

範草案」，建立起一套明確的申

請流程依循；亦主動協調相關

取水管路經過保安林地的相關法

令問題，排除行政障礙。廖副署

長舉例解說：「例如經建會針對

東海岸制定『保育行動策略方

案』，規定不得進行任何開發，

以保護海岸區域，我們有責任協

助業者排除此類行政障礙，合

理、合法地進行開發。」

此外，標檢局完成23種「深層

海水檢驗法國家標準草案」，並

依CNS國家標準制定程序進行標

準建立驗證制度，可提供消費者

最佳選購訊息，避免購買到不實

產品；去年已發出第一張自願認

證且驗證合格的VPC證書。

透過政府的努力，有秩序地推

動、健康地發展，則優質市

場、經濟共榮的遠景，指日可

待。

廖副署長指出，在水利署協

助之下，地方政府的深層海水產

業推動進展速度加快，例如宜蘭

大南澳深層海水科技園區開發計

畫、花蓮深層海水招商計畫；尤

其臺東深層海水產業發展園區，

配合水利署模場計畫、農委會種

原庫計畫與知本遊憩區，使其成

為深層海水的科技研發與休閒產

業重鎮。

所謂「模場計畫」，廖副署

長說明，水利署於臺東縣三和基

地設置深層海水低溫利用及多目

標技術研發模廠，朝「低冷精緻

農業技術」與「冷能應用加值技

術」目標發展。模廠規畫設計與

發包施工，包括基礎建設、汲水

工程與溫控工程建設，自今年起

2年內完成，預計2009年全面營

運。

之所以擇定臺東三和作為模

場，廖副署長表示：「主要原因

是此處地點十分恰當，擁有自然

湧生的洋流，且佈管距離最短，

地方政府配合度高，已解決用地

取得問題，腹地廣闊可讓廠商進

駐作進一步的開發。再者，今年3

月，行政院核定『東部永續發展

綱要計畫』，其中明列發展海水

生技產業這一項，宜蘭、花蓮已

有民間業者進駐開發，基於地方

均衡發展理念，我們盡可能地拉

臺東一把，促其產業發展的腳步

快點跟上。」

廖副署長坦言，目前飲用水市

場是深層海水產業最容易入門、

在短時內即能獲利，卻是經濟附

加價值最低的，為了避免大家一

窩蜂搶食這塊大餅，造成自相殘

殺的結果，「因此，政府要更加

積極、努力，讓深層海水產業有

秩序地推動、健康地發展，讓產

業應用更為多元、各具特色，創

造財富！」

自上任以來，廖副署長為推動

深層海水產業發展的足跡，殷勤

地奔走深烙在東部地區。對此，

廖副署長表示一路走來的心情複

雜，交織著對自我角色扮演的期

許，亦期待產業在優良的基礎上

有更長足的進展，能創造好的產

品及活絡優質市場，立足臺灣、

行銷全世界。

以新科技技術結合傳統產業，深層海水可廣泛應用在飲水、美容保健、養殖
等各類商品，甚至海療spa及觀光飯店等，商機無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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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宗盛副署長表示，政府正積極協助業
者以合理的成本、安全的技術、建置暢
通且健全的整合平臺，打好深層海水資
源利用及產業發展的利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