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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至2012年間，西印度洋海域索馬利亞海盜橫行，大肆劫掠船隻勒索贖

金，台灣漁船亦有數個不幸遭到索馬利亞海盜襲擊與劫持的案例，本文探討索

馬利亞海盜問題的根源與演變，分析漁業資源治理失靈如何導致海盜活動的興

起，並評估國際社會因應措施，指出缺乏生態正義是海盜興起的關鍵因素。本

文採用文獻分析法，特別檢視2005年至2016年間台灣漁船遭劫持事件，並透過

Schaefer漁業經濟模型，建立分析架構，探討索馬利亞海盜、外國非法漁船與政

府漁業措施之間的互動關係。研究發現，索馬利亞海盜問題源於1991年政府崩

潰後的治理真空。在缺乏有效管理下，外國漁船的非法捕撈行為嚴重損害當地

漁民生計。2004年南亞大海嘯更加劇漁村困境，促使部分漁民轉為海盜。雖然

國際社會採取軍事巡防等措施，但未能解決根本問題。本文建議採取多層面策

略：協助索馬利亞重建海洋治理機制、取消有害的漁業補貼、建立正式的區域

漁業合作協定。唯有在生態正義的基礎上，建立公平的漁業管理制度，才能從

根本解決海盜問題，實現索馬利亞水域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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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2005 and 2012, Somali pirates dominated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attacking vessels and demanding ransom payments. Several Taiwanese fishing vessels 

were among those hijacke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Somali 

piracy, analyzing how failed fisheries governance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pirate 

activities, and evaluat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response, identifying the lack 

of ecological justice as a key factor. 

 

The research employs document analysis methodology to examine Taiwanese fishing 

vessel hijackings from 2005-2016, while utilizing the Schaefer fisheries economic 

model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among 

Somali pirates, illegal foreign fishing operations, and governmental fisheries polici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Somalia's piracy problem emerged from the governance 

vacuum following the government's collapse in 1991. Without effective management, 

illegal fishing by foreign vessels severely damaged local fishermen's livelihoods. The 

2004 South Asian tsunami further exacerbated the fishing villages' difficulties, driving 

some fishermen to turn to piracy. Althoug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mplemented 

military patrols and other measures, these failed to address the fundamental issues. 

 

The study recommends a multi-faceted approach: helping Somalia rebuild its marine 

governance mechanisms, eliminating harmful fishing subsidies, and establishing 

formal regional fisheries cooperation agreements. Only by establishing equitable 

fisheries management systems based on ecological justice can the piracy problem be 

fundamentally resolv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hieved in Somali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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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描述海盜與藏寶的傳奇冒險故事的「金銀島」（Treasure Island）、日本漫畫「航海王」

（ONE PIECE）與系列電影「加勒比海的海盜」（Pirates of the Caribbean）總能帶給人們心裡

與視覺上極大的娛樂效果。多數人認為海盜只是存在於歷史或是電影裡頭，不是真實的狀

況。然而，海盜卻是現代世界真實的存在，現今全球海洋有三處海盜出沒頻繁的地區，分別

是：西印度洋、麻六甲海峽、西非幾內亞灣。本文以西印度洋索馬利亞海盜的劫持事件為討

論對象，理由在於台灣漁船於2005~2016年間，在此海域遭遇多起的海盜劫持事件，船長或船

員多有死傷。同時，國際對於索馬利亞海盜所採取的反制行動，也對台灣漁船造成影響。 

索馬利亞海盜興起，開始1991年其中央政府的崩潰，接著是20多年的分裂與混戰狀態，

其所處地理位置的獨特性與海洋資源的豐富性，給予海盜大展身手的舞台。然而，激起海盜

群起出動的關鍵因素卻是源於外國漁船對其生存海域的掠劫與破壞（Daxecker & Prins, 2012; 

Desai & Shambaugh, 2021; Farquhar, 2017; Glaser et al., 2019; Sumaila & Bawumia, 2014），而海

盜最初劫持漁船的理由，就是收取補償金。此後的演變，劫持漁船不僅為贖金，也將漁船當

作攻擊母船，襲擊噸位更大、載運貨物價值更高的商船。 

Sumaila & Bawumia（2014）指出，索馬利亞海盜問題的根源在於漁撈活動缺乏生態正義

（ecosystem justice）。生態正義著重於系統中所有相互依存成員之間的關係，致力維持這些

關係才能確保整個系統的永續發展。在漁業資源的取得上，公平與公正原則也是生態正義概

念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外國漁船在索馬利亞海域的非法、未報告與未受管制（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的捕撈活動，已經對生態系統造成嚴重影響，進而損害了生

態系統中成員的福祉，成為導致索馬利亞海盜活動興起的重要原因。 

國際的反海盜策略，包括大規模海軍巡弋、允許私人武裝保全隨船護漁等（巴哈德，

2012; Daxecker & Prins, 2012; Desai & Shambaugh, 2021; Do et al., 2016; Farquhar, 2017; Glaser et 

al., 2019; Sumaila & Bawumia, 2014; Weir, 2009）。台灣沒有派遣海軍，卻也同意船主聘僱私人

武裝保全上船，同時也禁止台灣漁船進入海盜經常出沒海域。索馬利亞海盜的攻擊事件在

2011年達到高峰，之後逐漸減少，但未完全消失。2024年3月與11月，分別有孟加拉國籍的貨

船與中國漁船在索馬利亞海域遭到襲擊，船員被綁架。有鑑於索馬利亞所處的關鍵地理位置

（歐亞海運與原油輸出樞紐）與豐富的海洋資源（印度洋重要的鮪魚、龍蝦等漁場），確保

索馬利亞海域商船與漁船的航行安全對全球經濟穩定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本文認為，恢復索馬利亞的海洋資源才是根本解決海盜現象與保護本國船員的方法，這

需要移除不當的漁業補貼與漁業管理不當的行為。歐盟國家、中國大陸、日本、南韓、臺灣

等是全球主要的遠洋漁業國家，也都有漁業補貼政策。漁業補貼有多種形式，其中對漁業資

源最具潛在不利影響的是漁船用油補貼，以及漁船建造與現代化的補貼。漁船用油補貼使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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撈船隊能夠延伸其航行半徑並顯著延長在遠洋漁場的作業時間，而船隻建造與現代化的資本

投入補貼則直接強化了整體船隊的捕撈能力與效率。歐盟長期以來一直是漁業補貼的主要提

供者，雖然實施了多次改革，但批評者認為這些措施仍然不夠徹底。西班牙作為歐盟成員

國，其船隊從歐盟補貼中受益，是歐盟內最大的捕魚國之一。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遠洋捕

魚船隊，常被指責是IUU的主要來源，其漁船在印度洋包括索馬利亞沿海有不可忽視的存

在。日本作為歷史上的主要捕魚國，也為其漁業提供大量補貼，儘管日本努力打擊非法捕

魚，但其船隊的歷史影響和持續的補貼做法仍令人擔憂。南韓同樣擁有龐大的捕魚船隊並提

供大量補貼。台灣的漁業船隊也非常龐大，曾被指控從事非法捕魚活動並實施有害補貼政

策。Okafor-Yarwood & Onuoha （2023）要求遠洋漁業國家採取行動停止對漁船提供補貼，以

降低對非洲海洋資源的過度捕撈以及IUU的捕撈活動。 

在經濟理論文獻，Calahorrano et al.（2010）建立了一個簡單模型，描述一個工業化國家

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在同一水域捕魚的情況下，漁民轉變為海盜的選擇。當工業化國家進行大

規模捕撈時，會減少當地漁民可捕獲的漁獲量，漁民的合法收入減少，使他們需要尋找替代

收入來源，而海盜活動提供了比漁業更高的潛在收益，使得海盜活動對發展中國家的漁民來

說變得更有吸引力。該文提出減少海盜活動的措施包括減少捕魚活動、軍事或司法層面對海

盜的追捕與懲罰、增加接收來自發展中國家移民的數量等。Hallwood and Miceli（2013）則是

建立一個海盜和商船之間的策略互動模型，描述海盜成功襲擊商船取決於海盜的攻擊投入與

商船防禦投入之間的互動，並分析緝捕海盜的執法力度對海盜與商船投入的影響。結果顯

示，增加執法力度會降低海盜的努力程度，但是對船東防禦措施的影響則不確定，可能增加

也可能減少，因此海盜成功襲擊的機率也不一定。作者也指出，由於搭便車（free-ride）的問

題，各國傾向依賴其他國家執法，以及誰來承擔拘留和起訴海盜的成本問題。因此得到單純

依靠軍事手段無法有效解決海盜問題，建議強化國際合作機制與應考慮更廣泛的索馬利亞經

濟發展方案。 

上述文獻的討論仍有所不足，Calahorrano et al.（2010）雖然捕捉到漁民轉變為海盜的誘

因，但是在模型中並沒有直接分析工業化國家大規模捕撈對漁場生物資源量的影響，作者僅

有描述而已。而Hallwood & Miceli（2013）則是聚焦於海盜和商船投入之間的策略互動，跟

漁民無關也跟漁場生物資源量的變化無關。再者，兩篇文章都強調執法力度的角色，忽略侵

入索馬利亞海域非法捕魚的政策誘因。本文認為，非法入侵漁場的外國漁船船隊受到索國漁

場豐富且高價的水產資源吸引紛紛搶入捕撈，導致索國海域漁場資源的快速枯竭，激起海盜

的興起與覬覦。海盜積極投入攻擊，漁船船隊則是相應的積極防禦，互動結果可能降低了外

國漁船的漁獲努力，增加了索國海域漁場的生物資源，降低漁民成為海盜的誘因。但更重要

的，海盜與漁船船隊的行為，索馬利亞政府、外國政府、國際組織都扮演著推動或遏止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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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角色。因此，本文融入上述文獻的特色，並以漁業經濟模型，特別分析海盜與漁船互動對

漁場生物資源量的影響，以及不當漁業補貼的角色。 

本文的章節架構安排如下：第一章為前言，第二章為索馬利亞海盜事件的描述，與國際

社會與台灣的因應。第三章說明索馬利亞海盜之促成因素。第四章建立一個簡單的分析架構

與透過漁業經濟模型的圖形化分析，分析索馬利亞海盜、非法外國漁船、海洋資源與政府組

織漁業措施之間的互動關係。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 

 

貳、索馬利亞海盜劫持事件，國際與臺灣的因應 

索馬利亞的獨裁者巴爾將軍（Mohamed Siad Barre）於1991垮台，索馬利亞的中央政府自

此成為數個宗派與軍閥征戰與割據的局面，成為一個治理失敗的國家（failed state），此後的

20年間索馬利亞人在戰爭與動亂中忍受飢荒與貧困，又連續數年的乾旱使得傳統上以放牧為

主的牧民流離至沿岸地區，有些人轉變為依賴捕魚為生的漁民。期間，國際組織的援助行動

仍持續進行中，直到1993年美國部隊在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休（Mogadishu）的一次行動中遭

遇嚴重傷亡之後，聯合國和平部隊於1995年撤出索馬利亞，索馬利亞不再成為國際關注的焦

點（Farquhar, 2017）。 

然而，在亞丁灣（Gulf of Aden）與印度洋陡升的海盜攻擊事件，再次將索馬利亞推上國

際新聞媒體的焦點（索馬利亞主要海盜據點如圖1所示）。索馬利亞海盜攻擊事件比較著名的

有：2008年10月劫持載運坦克車到南蘇丹的烏克蘭船隻「費納號」（MV Faina），在四個月

之後以贖金320萬美金獲得釋放、同年11月，載運1億美元油輪「天狼星」（Sirius Star）遭

劫、2009年海盜以先前劫持的台灣漁船「穩發161號」為母船，攻擊了「馬爾士基之阿拉巴馬

號」（MV Maersk Alabama）並劫持了船長菲利普斯（Richard Phillips），船長後為美國海豹

部隊拯救（情節被拍成電影「怒海劫」（Captain Phillips））；南韓遭劫持的油輪「山姆荷之

夢」（Sampho Dream）在付出950萬美元之後於2010年獲釋，然而南韓載運化學物質的船隻

「山姆荷珍寶」（Sampho Jewelry）遭到海盜劫持後，船員幸運的在南韓特種部隊的攻堅下平

安獲救、2011年被劫持之希臘超級油輪Irene SL，在支付史上最高贖金1350萬美元之後獲釋

（巴哈德，2012）。 

印度洋海域是台灣遠洋鮪延繩釣漁船主要作業漁場，台灣漁船自2005年至2012年間有多

艘漁船在此海域遭劫。2005年8月高雄籍「中義218號」、小琉球籍「新連發36號」與「承慶

豐號」分別遭索國海盜劫持，1在分別支付17萬、15萬5千與15萬5千美元贖金之後，於2006年

1月人船釋放平安歸來；2007年4月高雄籍「慶豐華168號」遭劫，在與索馬利亞海盜贖金的談

 

1 Hijacking threat strongly impacts nation's shipping - Taiwan Today, 檢索日期：3月 9日，2025，

https://taiwantoday.tw/print/Society/Top-News/15122/Hijacking-threat-strongly-impacts-nation%2527s-shi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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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過程中，中國大陸船員慘遭殺害，2最後在美軍海上威嚇與監控下，以15萬美元贖金人船釋

放；2009年4月高雄籍漁船「穩發161號」在賽席爾群島（Seychelles）經濟海域作業時遭劫，

遭綁期間，一名印尼與中國大陸漁工病故，最後以支付贖金100~120萬美金後於2010年2月人

船獲得釋放。3 

 

 

資料來源：巴哈德（2012）。 

圖1. 索馬利亞主要海盜據點 

 

 

 

 

2 ＜慶豐華漁船遭挾持＞船長揚言跳海 保住船員 - 自由時報，檢索日期：3月9日，2025，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168698 

3 Somali pirates free Taiwanese fishing boat – BBC news, 檢索日期：3月 9日，2025，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8510938.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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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有三艘漁船遭到索馬利亞海盜攻擊，各有不同的結局。該年3月高雄籍「日春財68

號」遭劫，贖金談判過程中，海盜又以「日春財68號」為攻擊母船並與美國軍艦交火（2011

年5月），台灣船長吳來于與三名海盜遭美軍擊斃，隨船沉入海底。4 2010年5月遭劫的高雄籍

「泰源227號」則相對幸運，台灣船東聲明付不出贖金，之後海盜又認為該船不吉利，而突遭

釋放，最後「泰源227號」於返航途中停靠斯里蘭卡時，船公司將船隻變賣。5 2010年底，高

雄籍漁船「旭富一號」於馬達加斯加東北海域遭劫，在遭禁19個月之後，支付100萬美元贖金

之後，於2012年7月獲釋，船員由中國海軍軍艦接送至坦尚尼亞，再由各國接回。6 

阿曼籍但為台灣船東所有的NAHAM3漁船，於2012年3月在塞席爾西方遭劫，台灣船長

鍾徽德在遭劫時身亡，船隻沉沒，兩名船員被囚時病故，其餘船員在將近囚禁五年、船東支

付贖金150萬美元之後，於2016年獲釋。7至此之後，台灣未有漁船被索馬利亞海盜劫持之事

件發生。 

國際間對於索馬利亞海盜的直接反制作法，就是直接訴諸海軍。自2008年起，北大西洋

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歐盟與美國也相繼派遣艦隊執行反海

盜任務（Ploch et al., 2011; Sumaila and Bawumia, 2014）。臺灣在遭遇多起漁船挾持事件之後，

2011年11月也有派遣海軍赴索馬利亞海域護漁的諸多報導，但始終是個傳聞。臺灣較為具體

的作法是漁業署於2012年7月25日公布「漁船赴海盜可能活動海域作業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

的行政命令，禁止漁船與漁貨物運搬船通過或進入海盜頻繁活動之範圍（如圖2 所示）8；

2012年11月1日交通部公布「中華民國籍商船遭海盜攻擊或武裝劫掠標準作業程序」，規範我

國籍商船遭受海盜攻擊時船方與政府部門間之通報聯繫機制。2013年更修訂了漁業法，新增

了第39條之1，允許漁業人僱用私人武裝保全人員。9漁船遭劫事件與政府反海盜作為整理如

圖3。 

 

 

4 外交部協助處理「日春財68號」漁船遭海盜劫持案的後續作為，檢索日期：3月 9日，2025，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6&s=70050 

5 財務不佳 泰源227號 船公司倒閉 - 自由時報，檢索日期：3月9日，2025，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474824 

6 黃威翔（2013）透過旭富一號船長吳朝義的口述，將旭富一號被劫持的經歷寫成「遭遇索馬利亞海盜：旭富

壹號事件」一書，有意深入瞭解之讀者可以參考。 

7 蔡正元積極奔走被索海盜挾持4年半台灣船東共26人獲釋 - Yahoo股市，檢索日期：3月 9日，2025， 

https://reurl.cc/V0ymoy 

8 違者「…依漁業法第十條處漁業人及船長收回漁業執照、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或漁船船員手冊一年以下之處

分；情節重大者，得撤銷其漁業執照、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或漁船船員手冊。」 

9 漁業法39條之1第一款，「漁業人之漁船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作業之海域範圍，含有受海盜或非法武力威脅高

風險海域者，該漁業人得僱用私人海事保全公司提供之私人武裝保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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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漁業署（2012）。 

圖2. 我國公告禁止通過與進入之水域範圍 

 

 

資料來源：本文。 

圖3. 漁船遭劫事件與政府反海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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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國海軍組成艦隊在印度洋巡弋，消耗龐大軍費與遏止海盜攻擊的成效不僅被質疑，

另外，升高對抗的結果，令原本純以贖金為目的海盜，也不惜將人質的性命當作保命符（人

質越多意味著更高的贖金）。在多個遭劫案例中，獲釋的船員表示，當有海軍或直昇機靠

近，遭擄船員被要求站在甲板當作人肉盾牌，以威脅海軍的攻擊。以我國漁船「日春財68

號」為例，該船在被海盜用作海盜船的時候，臺灣船長吳來于就在海盜與美軍交火的過程中

不幸身亡。另外，允許商船與漁船擁有私人武力，升高雙方衝突與傷亡的隱憂，以及武力使

用時機一直是反海盜措施的討論重點，例如，網路上流傳著一則影片，畫面顯示說著中文的

船長下令對海上漂浮的海盜開槍掃射，海盜死亡。10 

 

參、索馬利亞海盜之促成：缺乏生態正義 

索馬利亞的政治動亂是促成海盜崛起的重要推動條件，數個近乎獨立的政權各自掌握著

漫長的海岸線，幾乎失能的政體無力維護海上的主權與懲治海上犯罪。加上索馬利亞所處的

地理位置（歐亞海運與原油輸出樞紐）與海洋資源（印度洋重要的鮪魚、龍蝦等漁場）（巴

哈德，2012; Daxecker & Prins, 2012; Desai & Shambaugh, 2021; Farquhar, 2017; Glaser et al., 2019; 

Sumaila & Bawumia, 2014; Weir, 2009），更是有利於索馬利亞海盜鎖定潛在的掠奪對象。1991

年巴爾將軍垮台後，外國漁船在索馬利亞海域的非法、未報告與未受管制（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捕撈活動日盛，被點名的國家除了鄰近國家，如伊朗葉門、埃及、肯亞

等，歐洲國家如義大利、法國、西班牙之外，亞洲國家的南韓、台灣、中國大陸（Glaser et 

al., 2019; Sumaila & Bawumia, 2014; Pham, 2010）也名列其中，外國漁船與索馬利亞漁船的主

要漁獲對象更是高度重疊（圖4），形成高度競爭，拖網漁船更是造成海底生態的破壞。2004

年年底的南亞大海嘯摧毀了漁民在岸上的捕魚設備與設施，也將外國船隻丟棄在其海域鏽蝕

的有毒廢棄桶沖上岸，索國政府也不斷向國際組織表達抗議（Sumaila & Bawumia, 2014）。

被剝奪謀生機會的憤怒漁民轉而成為肆虐海上的海盜（巴哈德，2012; Sumaila & Bawumia, 

2014; Waldo 2009; Weir, 2009)。11台灣漁船在2005年的三起遭劫事件，在索馬利亞漁民的詮釋

下，正是正義伸張的結果。 

 

10 國際刑警組織將此案交台灣調查，檢警查出中國籍船長涉重嫌，該船長於2020年8月22日搭塞席爾共和國籍遠

洋漁船進入高雄港運補，被移民署和海巡署當場逮捕，法官裁定羈押。2024年11月7日高雄高分院更三審，認

定4名疑似海盜者落水後已喪失自救能力，無法攻擊漁船人員，且其中一人表示投降、另一人放棄掙扎，但該

代理船長仍下令武裝保全擊斃4人，判處有期徒刑26年（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8-1195033-2bce9-

1.html）。 

11 Weir（2009）指出索馬利亞漁民曾組成民團登上外國漁場索取補償費，爾後IUU漁船轉而跟當地武裝勢力協

商，以支付金錢方式獲得入漁許可，由於地方武裝派系非合法政權，這類交易是非法的，而是一種收取保護費

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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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Sumaila & Bawumia（2014）指出的，索馬利亞海盜問題的根源在於漁撈活動缺乏生

態正義，IUU活動與有毒廢棄物的任意傾倒，已經對生態系統造成嚴重影響，進而損害了生

態系統中成員的福祉，最終導致索馬利亞海盜活動的興起。為了有效解決這個問題，Sumaila 

& Bawumia（2014）建議漁業企業在經營時必須考量整個生態系統，並且了解其作業的合法

性與對生態系統整體健康的影響。此外，他們強調需要建立綜合性的管理與決策流程，將這

些生態動態納入考量。在尊重生態正義之下，使得生態系統內部的相互依存關係得以良善維

持才是解決索馬利亞海盜根本問題的關鍵之道。 

 

 

資料來源：Glaser et al.（2019）. 

圖4. 索馬利亞海域漁獲由索國與外國捕獲之組成（2005~2014年） 

 

索馬利亞這樣一個治理失敗的國家將其國家的主權海域變成一個可自由進入的漁業

（open access fishery），這樣財產權不存在的漁場，任何人都可隨時進入捕魚，在擔心別人

會隨時將魚補撈殆盡的情形下，各個漁船自然的會努力捕撈，導致嚴重過漁（over-fishing）

（Clark, 2006），12海域生態亦可能因為不當漁法而遭到破壞，也就威脅到索馬利亞漁民及漁

村的生計。除了Sumaila and Bawumia（2014）認為這是喪失「生態正義」的後果，Waldo

 

12 後文將以漁業經濟模型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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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更將這些不尊重國家主權與海洋資源的 IUU漁船掠奪者為「盜魚者」（ fishing 

piracy）。 

 

 

肆、海盜、盜魚者與政府之互動分析 

本文首先建立一個簡單的分析架構，說明索馬利亞漁民、盜魚者（指非法捕魚的外國漁

船）與政府或國際組織漁業措施之間的互動，其次再以標準的漁業經濟模型，以圖形說明此

種關係。我們假設，在索馬利亞海域從事海上活動的有兩群人，一群是索馬利亞人，另一群

是盜魚者。索馬利亞人可以是捕魚為生的漁民，也有可能成為海盜；盜魚者面對海盜的威

脅，資源將同時用於抵禦海盜劫掠的活動與捕魚之上。索馬利亞政府可能依舊處於缺乏海上

治理能力的狀態，亦有機會改善國內分裂的狀況，再度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並改善海盜橫

行的狀態；盜魚者的政府可以繼續透過有害的漁業補貼（harmful subsidies）鼓勵盜魚者遠渡

重洋到索馬利亞海域成為盜漁者或是被掠奪者，或是派遣聯合艦隊到索馬利亞漁場保護盜魚

者（如圖5所示），或是像臺灣公告禁止漁船通過與進入海盜頻繁活動之水域範圍，以避免遭

劫。 

 

 

資料來源：本文。 

圖5. 海盜、盜魚者與政府漁業措施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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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作業的漁場，索馬利亞漁民知道若對盜魚者發動攻擊，不僅可以獲得贖金，也可

以多獲得捕魚維持生計的機會，但是也有機會被聯合艦隊攻擊而受到懲罰；同時，盜魚者知

道索馬利亞漁民有變成海盜的可能性，因此一部份資源多用於抵禦，而少捕了一些魚，少捕

的魚將成為索馬利亞漁民的潛在漁獲，索馬利亞漁民變成海盜的機會降低，這成為一種短暫

的均衡結果，但是這種自由進出的漁業狀態，將持續導致漁業資源的耗竭。 

我們再以Schaefer漁業經濟模型，13以圖形分析補貼、治理、盜漁者與海盜互動、漁獲努

力與漁業資源量之間的關係。根據Schaefer模型，漁獲量 𝐻 為漁獲努力量 𝐸 的函數，在長期

漁獲量等於魚群的成長率之下，亦即 𝐺(𝐵) = 𝐻 時，可以得到一條長期漁獲量 𝐻 與漁獲努力

量 E 的關係曲線。在給定魚價 𝑝 之下，對應每個漁獲努力量E，收益函數為 𝑇𝑅 = 𝑝𝐻(𝐸) ，曲

線如圖6-(a)所示，此時也對應到魚群數量 B ，如圖6-(b)所示。 

假設在索馬利亞海域的開放性漁場作業的漁船船隊，14在沒有海盜與政策性補助狀態

下，漁船船隊總漁獲投入成本為 𝑇𝐶0（假設為漁獲努力量的線性函數），而在自由進出的漁

場下，只要利潤為正，漁船船隊就會持續進入漁場，長期下開放性漁場的均衡將發生在總收

益等於總成本，即 𝑇𝑅 =  𝑇𝐶0  時，此時漁獲努力量與魚群數量分別為 𝐸0 與 𝐵0 。若外國政府

給與漁油補貼 𝑠 ，將降低漁撈總成本至 𝑇𝐶0 (𝑠) ，漁獲努力量將增加至 𝐸0
𝑠 與魚群數量減少至

 𝐵0
𝑠  。 

由於魚群數量的減少與索馬利亞政局的紊亂，誘發海盜採取行動，漁船船隊於是投入反

海盜襲擊的努力 𝑋 ，以對抗海盜採取的攻擊努力 𝑌 ，雙方的努力程度決定了海盜成功襲奪漁

船的機率 𝜃(𝑋, 𝑌) ，15 再假設海盜的攻擊強度會因為聯合艦隊護漁強度或是索馬利亞政府海盜

治理程度提高𝑔 增強而降低。在一定的治理程度下，從事漁撈活動的總成本從 𝑇𝐶0 (𝑠) 提高至

 𝑇𝐶0 (𝑠) + 𝑋(𝑌(𝑔))，漁獲努力量將從 𝐸0
𝑠 降至 𝐸0

𝑠𝑋  ，魚群數量從 𝐵0
𝑠  增加至 𝐵0

𝑠𝑋 。由上述分析

可知，在海盜成功攻擊下，提高漁船船隊的抵禦準備，已經在一定程度降低了船隊的漁獲量

以及提高了漁場的魚群數。若海盜的攻擊努力能成功搶奪部分漁船船隊的漁獲收益，漁船船

隊的總收益下降至 (1 − 𝜃)𝑇𝑅 時，16長期開放性均衡的漁獲努力量將再減少至 𝐸0
𝑠𝑋𝜃  ，魚群數

量將再增至 𝐵0
𝑠𝑋𝜃  。再參照圖6-(b)，在開放型漁場之下，均衡的魚群數量 𝐵 都將低於最大永續

 

13 或稱之為Gordon-Schaefer模型，為漁業經濟模型中常用之分析模型，有興趣之讀者可參閱陳清春、莊慶達

（2001）與Clark（1976）的介紹。 

14 在此假設外國漁船船隊在規模與捕撈量相對於索馬利亞漁民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與決定性的影響，所以這裡的

漁撈成本、收益函數、漁撈努力都以外國漁船船隊為對象進行說明。 

15 Hallwood and Miceli（2013）建立一個海盜成功襲擊商船的機率函數，其中海盜投入與商船趨避投入對機率函

數的交叉效果（𝜃𝑥𝑦）會決定雙方對於投入的反應，因此當對手的投入增加，另一方可能增加投入或是減少投

入，進而影響雙方遭遇的機會。 

16 假設海盜成功攻擊的機率為 𝜃 時，漁船船隊的漁獲收益亦減少 𝜃 比例，故剩下 (1 − 𝜃) 比例的漁獲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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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獲量（msy,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的魚群數量 𝐵𝑚𝑠𝑦 ，這些少於 𝐵𝑚𝑠𝑦  的魚群數量都是

屬於過漁的結果，𝐵0
𝑠𝑋𝜃也僅僅是較接近 𝐵𝑚𝑠𝑦 的魚群數量而已。17 

 

 

（a） 

 

（b） 

資料來源：本文。 

圖6. Schaefer漁業經濟模型分析 

 

17 Shone（2002）在其著作的p.648至p.649用數學模型與文字詳細解釋了開放性漁場均衡下的魚群數量會低於

 𝐵𝑚𝑠𝑦 的理由，建議有興趣的讀者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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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聯合艦隊護漁強度提高或是索馬利亞海盜治理程度提高，對於漁獲努力與魚群數量

的影響為何？根據上述的假設， 𝑔 提高意味著海盜行為被抑制或懲罰的機會大增，在海盜追

求利潤最大下，將會降低海盜行為 𝑌 的強度。同時，漁船船隊的抵禦程度 𝑋 也會隨之而降，

若是也降低了海盜成功攻擊漁船的機率𝜃(𝑋, 𝑌) ，18均衡的結果，可能使得漁獲努力量從 𝐸0
𝑠𝑋𝜃  

再提高，魚群數量從 𝐵0
𝑠𝑋𝜃  往下減少。 

根據上述分析，非法捕魚的船隊會因為補貼與聯合艦隊護漁的程度提高，而強化了在索

馬利亞海域的漁撈活動與降低了漁場的魚群數量，這也意味著降低了索馬利亞漁民的漁獲機

會，同時也可能埋下下一波海盜抓漁船的海上追逐大戰。 

索馬利亞海盜的襲擊事件在2011年達到高峰，之後由於美國及其盟國的海軍巡邏等措

施，襲擊事件數量大幅下降。但是隨著持續的有害漁業補貼、聯合艦隊的護漁以及私人武裝

保全的合法化，盜魚者持續維持著強大誘因進入索馬利亞海域從事捕撈活動；索馬利亞海盜

活動雖然暫時被抑制，但其原本從事海盜的動機已從原本的不滿（grievance）變成貪婪

（greediness），獵物主要從漁船變成商船。2024 年索馬利亞海盜事件再起，2024年3月12

日，懸掛孟加拉國國旗的貨船 MV Abdullah 號在索馬利亞以東的印度洋海域遭到索馬利亞海

盜劫持。19  海盜挾持了23名船員作為人質，並在收到500萬美元的贖金後才將他們釋放。同

年11月下旬，一艘中國漁船在索馬利亞東北部海域遭到海盜襲擊，18名船員被綁架，海盜要

求支付1,000萬美元的贖金。20 

如何避開這樣的不好結果，國際上的主流意見多從被害者的角度出發，主張要讓海盜行

為的預期成本高於預期收益，因此主張增加海盜被抓的機會與懲罰，這就是聯合艦隊巡曳及

允許私人武力上船的基礎，協助索馬利亞回復統一狀態以強化其法治能力，同時拒付贖金降

低海盜收入、切斷海盜金援等。但只有少數意見主張也要從加害者，也就是盜魚者的角度思

考，Sumaila and Bawumia（2014）認為維持「生態正義」至關重要，海軍也應該對IUU、傾

倒廢棄物的漁船進行有效處理。 

台灣目前禁止通過與進入索馬利亞是好的開始，但這取決於海盜事件發生的次數，一旦

海盜劫掠發生頻率降低了之後，台灣與其他國家的漁船一樣會再度回到印度洋海域，掀起新

一輪捕食與被捕食的生存競賽。另外，開放雇用私人武裝保全上船護漁，短期似乎有利漁民

生命安全的保障，長期卻鼓勵船公司更為積極的將船員安全推入更危險的境地。本文認為，

減少漁業的有害補貼（例如漁船用油補貼），降低台灣漁船IUU的誘因，是一個可行的作

 

18 也有可能海盜成功攻擊的機率增加，這要視雙方的反應與投入準備程度。 

19 中國漁船遭劫持索馬利亞海盜要求千萬美元贖金 - 中時新聞網, 檢索日期：1月4日，2025，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41219005580-260409.  

20 The Ongoing Risk of Piracy in the Shipping Industry in 2024 - Falvey Insurance Group, 檢索日期：1月4日， 

2025，https://falveyinsurancegroup.com/blog/the-ongoing-risk-of-piracy-in-the-shipping-industry-in-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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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次，維持禁入索馬利亞海域的命令，直到與索馬利亞政府簽訂正式的漁業合作協定為

止，而不取決於海盜事件發生的頻率。 

索馬利亞海盜事件自2013年之後已顯著降低，部分原因可歸因於索馬利亞國內的初步統

一，與海域管轄權逐漸恢復。2014年通過的漁業法（The Somali Fisheries Law）禁止本國與外

國拖網漁船的作業，也保留了24海浬內索國人民的專屬漁業權，可是索國人民對外國漁船在

該國海域出現仍是懷有敵意（Glaser et al., 2019）。國際社會認為海盜問題來自於陸地

（Piracy is a Problem that Starts Ashore），因此要從陸地解決其內政與經濟問題，以現狀而

言，似有所進展。本文再主張，海盜問題也是來自他國的海洋管理，他國要有尊重他國海域

資源的基本認識，取消有害漁業補貼與有效打擊IUU漁業行為也應是他國海洋政策中基本政

策。 

 

伍、結論與建議 

索馬利亞海盜問題的根源，可追溯至1991年該國中央政府崩潰後的治理真空。在缺乏有

效管理的情況下，索馬利亞豐饒的海域資源淪為外國漁船的免費掠奪場。當地漁民不僅在捕

魚競爭中處於劣勢，更因2004年南亞大海嘯造成漁村凋敝、漁具設施損毀，生計遭受嚴重威

脅。這些不公平的待遇，加上對外國非法捕撈行為的不滿，最終促使部分漁民轉而投入海盜

活動，將其傳統漁場變成令人聞之色變的危險水域。 

本文透過建立分析架構，闡明了索馬利亞漁民、外國漁船與政府組織間的複雜互動關

係。在治理失敗且缺乏所有權的海域中，自由進入的漁業體制導致了嚴重的過度捕撈問題。

外國漁船的掠奪式捕撈行為，實質上也成為另一種剝奪索國漁民生計的「海盜」。弔詭的

是，索國海盜的威脅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外國漁船的捕撈活動，為當地漁業資源帶來喘

息的機會。然而，國際社會以軍事干預為主的應對措施，不僅強化了外國漁船的作業能力，

更可能引發更多的海盜活動，形成惡性循環。 

本文提出以下具體建議：第一，國際社會應重新思考反海盜策略，從單純的軍事圍堵轉

向建立生態正義的長期方案。這包括協助索馬利亞重建有效的海洋治理機制，並尊重其管理

與利用海域資源的主權。第二，漁業國應立即取消有害的漁業補貼，如漁船用油補貼等，以

降低其漁船從事非法捕撈的經濟誘因。第三，應建立完善的區域性漁業合作機制。各國在進

入索馬利亞海域進行漁業活動前，須先與索馬利亞政府簽訂正式的漁業合作協定，取得進入

漁撈區域作業的權利。 

最後，本文強調，索馬利亞海盜問題的解決必須立基於生態正義的核心理念。生態正義

不僅關注資源分配的公平性，更強調維護生態系統中所有相互依存成員的權益。在索馬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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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中，外國漁船的非法捕撈行為不僅剝奪了當地漁民的生存權利，更破壞了海洋生態系

統的平衡。因此，解決海盜問題不能僅著眼於陸地上的政治重建，更需要重新建構符合生態

正義的海洋資源治理模式。這意味著國際社會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現行的掠奪式漁業行為，建

立公平透明的漁業管理制度，確保索馬利亞漁民能夠永續利用其傳統漁場。唯有在生態正義

的基礎上，平衡經濟利益與資源永續的需求，才能真正解決海盜問題，並為印度洋水域的永

續發展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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