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鯊魚輓歌 

莊守正 

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緣起 

沙魚，古名鮫魚，一名珠鮫。台灣稱鯊或鮫，如Great White Shark （Carcharodon 

carcharias），稱之為大白鯊或食人鮫。根據古生物學家的研究指出，鯊魚在地球

上最早出現的年代是距今四億五千萬年至五億五千萬年前的奧陶紀，在歷經數億

年的千錘百鍊之後，鯊魚類早已演化出一套獨特的求生本能，在許多一時叱吒風

雲的生物自地球上消失之際，鯊魚如今仍活躍於海洋中。體型特大、游泳能力超

強、掠食性、胎仔活存率高是鯊魚共同擁有的特徵，在海洋生態環境中，他一直

位居食物鏈的頂點，少有天敵。不過近年來，保育團體開始關心起鯊魚的資源利

用情形，因為鯊魚資源在人類長期毫無節制的漁獲之後，已經面臨一場空前的浩

劫。保育團體開始嘗試喚起社會大眾對於鯊魚的關懷，並試圖扭轉人類對於鯊魚

的錯誤認知與誤解。 

 

一、獨特的鯊魚 

與其他魚類比較起來，鯊魚類雖未能完全主宰整個大洋（絕大部分鯊魚均出

現於熱帶及亞熱帶水域），但他們卻擁有一套絕佳適應環境的本能，因此得以在

大洋中綿延不絕。鯊魚具有如下諸多共同的特徵，例如她的骨架完全由軟骨所構

成，皮膚被覆盾鱗（placoid）而非鱗片(scale)，頭部兩側具有5-7對的鰓裂（gill slit）。

鯊魚能擁有絕佳適應環境能力，這是由於他們擁有絕佳的嗅覺、發達的大腦、極

佳的視力及高度特化的口裂和牙齒。此外，鯊魚身體比重大於海水，又缺乏硬骨

魚類所特有的泳鰾（swim-bladder），尾鰭上、下葉也不對稱（通常上葉比下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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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的特徵與構造對於其游泳的速度上將會帶來負面的影響，不過這在其如機翼

般胸鰭及體內富含油脂的肝臟輔助之下，恰能補足體重過重與缺乏泳鰾所帶來的

不便。 

 

二、鯊魚家族 

截至目前為止，全世界被發現的鯊魚種類大約有380種，他們廣泛分佈於全

世界各大洋中，由水表層至數千米深海、熱帶水域至極區均可發現其蹤跡，甚至

有的種類（公牛白眼鮫，Carcharhinus leucas，bull shark）會出現在淡水的河川中，

而和一般人認知稍有不同的是其實絕大多數的鯊魚對人類是無害的。 

鯊魚的體型真可用環肥燕瘦來形容，學術研究上將其區分為八大類（八個

目），有體型縱扁如魟的琵琶鮫類（琵琶鮫目，order Squatiniformes）），吻端似鋸

的鋸鮫類（鋸鮫目，order Pristiophoriformes）），兩背鰭前方各具一枚硬棘而無臀

鰭的棘鮫類（棘鮫目，order Squaliformes），鰓裂6-7對的六鰓鮫類（六鰓鮫目，

order Hexanchiformes，除此目之外其餘種類鰓裂均為五對），具眼臉的白眼鮫類（白

眼鮫目，order Carcharhiniformes），體型紡垂狀的鯖鮫類（鯖鮫目，order 

Lamniformes），吻部長鬚的鬚鮫類（鬚鮫目，order Orectolobiformes），兩背鰭前端

各具一枚硬棘且具臀鰭的異齒鮫類（異齒鮫目，order Heterodontiformes）。以上八

大類的鯊魚出現於台灣周邊海域者，根據沈世傑所編“台灣魚類誌”一書中記載

將近90種。這些種類體型有小至體長僅十餘公分，體重數十公克者（小抹香鮫，

Squaliolus laticaudus），有的大至體長一、二十米，體重數十公噸者（鯨鮫，Rhiniodon 

typus; 象鮫， Cetorhinus maximus）。而棲息水深有分佈於表層水域者，亦有棲息

於數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深海者（擬鰻鮫，Chlamydoselachus anguineus; 大嘴鯊，

Megachasma pelagios）。 

 

三、鯊魚的誕生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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鯊魚的繁殖策略與硬骨魚類最大的不同在於鯊魚採體內授精（internal 

fertilization），而硬骨魚類多採體外授精(external fertilization)。硬骨魚類通常將卵

子及精液排於水中，任其在水中授精。鯊魚則透過雄性個體的交接腳（claspers）

將精液注入雌魚體內，達到授精的目的，因此鯊魚就如同哺乳動物一般，需要有

實際的交配行為。 

鯊魚的繁殖樣式可大分為三大類，即卵生（oviparous）、卵胎生（ovoviviparous）

及胎生（viviparous）。而不論採取何種的生殖樣式，其體內均具備成對的子宮，

這是硬骨魚類所沒有的。胎生及卵生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這是一般動物當中常見

的生殖樣式。卵胎生又稱為熟卵生，是比較特殊的生殖樣式，其仔代出生時就如

胎生者一般，仍以整尾的胎仔產出，不過其與胎生者最明顯的不同在於他的胎仔

與母體之間並沒有臍帶連接，因此當胎仔尚未出生之前，在母體子宮內並非直接

透過臍帶獲得母體所提供的養分，而是靠著受精卵自身的卵黃囊或其他管道來獲

得所需養分。此三種的生殖樣式，其仔代的數目都極其有限，胎生者一胎最多一

百多尾（鋸鋒齒鮫，Prionace glauca，又名水鯊，出現於全世界各海域），少者不

及十尾，卵胎生者一胎最多大約三百尾（鯨鯊，又名豆腐鯊），最少者每胎僅產

下二尾（長尾鯊類，Alopias spp.，出現於本省附近海域者有三種），卵生者通常

每次只能產下個位數的卵。因此就胎子數目而言，鯊魚的繁殖能力遠不及於其他

硬骨魚類，因為硬骨魚類每次可產下數以萬計甚至百萬計的卵。 

鯊魚與硬骨魚類的壽命比較起來是較為長壽的，一般硬骨魚類能活存到十幾

二十歲的種類並不多見，算是長壽的了。不過這與諸多種類的鯊魚比較仍只能算

是短命的，因為可以活到二、三十歲的鯊魚種類比比皆是，甚至有的種類可以活

一百歲以上，例如鯨鯊。而由於鯊魚的普遍長壽，因此其需要較長時間的成長才

能達到性成熟，再加上每胎只能產下數量極為有限的胎子，所以鯊魚的再生產

（recruitment）能力極為有限，這是他的致命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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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鯊之間 

根據中央研究院人類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匡悌博士的研究指出，早在四千多年

前，居住在台灣的原始部落，即已能夠利用至少15種以上的大型鯊魚，這顯示

鯊魚是台灣居民的重要動物性蛋白質來源之一。近代中直至台灣光復時期，鯊魚

仍是沿近海漁業最重要的漁獲對象，而後隨著漁具漁法的日益精進，漁獲種類日

益多元化，鯊魚的產量比重才逐漸降低，不過其仍然在延繩釣漁業中佔相當重要

的比例。 

由於鯊魚被人類利用的歷史相當久遠，因此其利用的方法就顯得相當的多

元，食用是最常見的，食用的部位包括魚肉、魚皮、魚鰭（魚翅）、內臟（腸、

胃），方法則有煙燻、快炒、魚皮凍、魚翅羹、魚丸、天婦羅、、、等。鯊魚的

表皮被覆盾鱗，據考證，鯊魚皮早期人類利用來當砂紙，供木匠使用。日本武士

隨身配戴的武士刀，其刀柄為了防滑據說就包覆了鯊魚皮。現今的木匠早已不再

使用鯊魚皮當砂紙，不過鯊魚皮又有了新的用途，它被製成皮革，聽說其強度是

牛皮的十倍以上。歐洲的航海事業舉世文明，英國因而成為“日不落國”，早期

他們的船隻都是木造的，建照船隻所需的木頭，因為日後必須長期浸漬在海水

中，為了要防腐及防水，木頭必須經過防腐處理，他們所採用的方法就是將其浸

漬在動物油脂中，而鯊魚肝臟中富含油脂，正可提供此一用途。當然現今的造船

已不再使用此一方法，不過人類在鯊魚的肝油中又發現了令人振奮的成分—鯊烯

（squalene），它是很好的抗凍劑，添加在汽油中，可保在寒帶極冷的天候中行駛

的車輛，不至因汽油結冰而拋錨，高空飛行的飛機亦不會當機。此外，鯊烯也是

一個絕佳的保濕劑，目前已廣泛的被利用於人類使用的保養品，或許你臉上所擦

的化妝品或保養品就含有這個成分。鯊魚軟骨當中的軟骨素近年來更被加以萃取

當成健康食品。鯊魚牙齒早期被鑲在木棒上，當成抑敵的武器，近來被製成裝飾

品。由此看來，鯊魚與人之間的關係絕非僅侷限於魚翅而已，人類捕鯊絕非只是

單純為了魚翅而已。事實上鯊魚資源被利用至今，人類可說是十分依賴鯊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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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鯊魚無敵？ 

大型鯊魚在海洋生態環境中位居食物鏈的頂點，是典型的掠食者，自然死亡

低。由於其體型大、游泳能力強，海中生物能對其構成威脅者實在有限，充其量

海洋哺乳動物、旗魚、大型的石斑可能攻擊鯊魚，據研究指出，在哺乳動物的胃

中偶而會有鯊魚的出現，亦有人在大型旗魚的口中發現剛吃進去的小鯊魚，大型

石斑魚的胃中亦偶可發現小型底棲性鯊魚，不過根據判斷，中表層棲息的海洋哺

乳動物及旗魚其攻擊鯊魚的對象往往只是受傷或生病的個體。因此嚴格來說，鯊

魚在海中的天敵來自於牠的同類，因為鯊魚殘食的行為普遍存在。此外陸地上用

腳走路的人類才稱得上是他真正的天敵，因為每年有數以千萬尾計的鯊魚被漁民

所漁獲。 

 

六、危機 

鯊魚資源銳減的實際案例，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不過鯊魚的經濟價值向

來不高，難以得到大眾的關注。近年來世界各海域鯊魚魚翅產量大幅增加，而鯊

魚資源卻明顯減少，魚翅產量從1980年全球不到2000公噸，激增到1990年超

過6000公噸，終至鯊魚保育成了國際焦點。許多國際機構均訂定鯊魚管理規則，

不過這些的規定並不具強制性。縱然如此，在這些國際機構的努力之下鯊魚保育

的重要性已經得以彰顯且深具教育意義。舉例來說，CITES、IUCN、UNSP和CMS

把幾種鯊魚列為保育類動物，讓世人瞭解鯊魚保育已經刻不容緩了。 

根據FAO（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資料顯示，全世界每年鯊魚的漁獲量

大約70萬公噸，如加上非經濟性的漁獲，以及落後地區的漁獲（無法納入統計

體系），實際上每年的產量應有百萬公噸之譜。其中台灣地區的漁獲則大約有5-7

萬公噸，其所佔比重可謂不輕。而台灣地區的這些漁獲當中有85-90%來自於遠

洋漁業，亦即絕大部份是延繩釣漁業在公海或他國經濟海域所漁獲的。由於大多



 6

數種類的鯊魚，在遠洋鮪延繩釣漁獲中屬於低價種類，因此當鯊魚被漁獲之後，

往往僅將其價值較高的魚鰭割下，其餘部份則棄置海上，此一行為每每招致保育

團體的詬病，抵制行動時有所聞，因而有所謂的“拒吃魚翅”口號。此一割鰭行

為普遍存在於遠洋漁業，是全球性的問題，目前保育團體與相關業者均致力於解

決之道。美國國會已經在今年度通過全面禁止太平洋地區任何只有割鰭的鯊魚漁

獲行為法案，亦即所漁獲的鯊魚必須保證“全魚利用”。 

 

七、轉機 

近年來由於野生動物保育觀念的抬頭，諸多的飛禽走獸及水中游的水族，如

大象、老虎、犀牛、燕子、黑面琵鷺、紅尾伯勞、鯨魚、海豚、海龜、、、等全

成了保育的對象。經過新聞媒體、報章雜誌多方的宣傳及報導，社會大眾對於上

述諸野生動物的保育均已初具共識。而有關鯊魚的保育，諸先進國家及保育團體

已朝此一方向努力多年，不過鯊魚保育工作所面臨的困難（反對保育的浪潮）遠

超過前述種類，因為鯊魚是人類重要的蛋白質來源之一，如將鯊魚全面禁捕，其

影響層面將既深且遠。因此目前保育團體所提出需要保育的種類，僅是極少數的

種類，近年來CITES大會提出三種需要進行保育的鯊魚—大白鯊、象鮫及鯨鯊，

保育團體希望將前者列入保育名錄的附錄一當中，全面禁捕，而後兩者列入附錄

二中，進行利用數量的監控，雖然目前仍未能如願，不過可以預見的是，鯊魚資

源的利用將逐漸受到限制，亦即為達到鯊魚資源永續利用的目的，其利用將受到

應有的規範。 

 

八、鯊魚也需要保護？ 

鯊魚的利用在台灣至少可追溯至2500年以前，當時的漁民以簡單的船筏，

利用魚骨或獸骨所製成的魚卡子，及植物纖維所製成的釣繩，憑著人力漁獲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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鯊魚。我們不難想像，當時的大型鯊魚必定十分近岸，同時資源量亦應當十分豐

富，不過如今你想要在本島沿岸水域發現鯊魚的蹤跡，恐怕需要點運氣了。理論

上台灣南部特別是恆春、綠島、蘭嶼水域，或東北部沿近海域的環境，應頗為適

合鯊魚的棲息，但事實似乎並非如此，漁民通常必須至較遠的水域作業，才能漁

獲大型鯊魚，此現象說明了一個事實，即台灣附近水域鯊魚資源量已經大不如

前，而造成的原因到底是棲息環境的人為破壞？抑或是人類的濫捕？這是值得大

家深思的。 

鯊魚一般而言較其他硬骨魚類長壽，成長速度亦較緩慢，因此鯊魚由出生至

性成熟所需時間頗為漫長，三、五年算是快的了，許多種類往往需時十年以上。

大家所熟悉的豆腐鯊，根據研究推測，牠的壽命可能超過一百歲，果真如此，那

麼牠的成熟年齡恐怕要在二十歲以上。由此看來，許多人眼中的大鯊魚根本只是

未達成熟年齡的小鯊魚了。又如前述，鯊魚無論所採生殖方式為何，每胎產子的

數目均極為有限，最多產的豆腐鯊每胎產子數僅約300尾，最少的的長尾鯊類，

更是每胎僅2尾。因此就鯊魚的繁殖策略及其年齡成長情形來看，如果漫無節制

的撈捕，那麼資源量將會迅速的減少，由上述諸特點看來，鯊魚是否需要保護大

家應該已是心知肚明。 

 

1. 鯊魚秘密檔案 

大白鯊 

 英俗名Great white shark 

 分佈於南北緯50度間之世界各大洋沿近海域。台灣偶而可以漁獲。 

 棲息水深0-1280公尺。 

 曾被利用超音波標識追蹤，在兩天半的時間內移動了190公里，平均時速

3.2km/h。 

 通常是單獨行動，偶而兩尾一起出現，群聚的情形不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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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胎產仔不及10尾。 

 卵胎生種類之一，胎仔在子宮中會有殘食的行為。 

 有攻擊人類的記錄，極端危險。 

 最大體長在640公分以上，可能可以超過8公尺。 

 許多地區已針對大白鯊進行保護。 

 

豆腐鯊 

 海洋中最大型的魚類，可成長至18公尺，體重30公噸以上。 

 體型大如鯨，因此英文稱之為Whale Shark ，亦即鯨鯊。 

 其肉白如豆腐，故名豆腐鯊。 

 濾食性，個性溫馴，船隻靠近時並不會刻意避開，很容易被漁民鏢獲，因此

漁民稱之為“大憨鯊”。 

 水族館中的超級巨星----日本各大水族館均有飼養台灣仍在努力中 

 

2. 已針對豆腐鯊進行保育的國家 

 美國 – 全面禁捕 

 墨西哥 – 朝全方位利用發展 

 澳洲 – 已發展成為生態旅遊事業 

 菲律賓 – 全面禁捕 

 馬來西亞 – 全面禁捕 

 印度 – 全面禁捕 

 馬爾地夫 – 朝生態旅遊發展 

 台灣 – 今年七月一日起進行全面漁獲量監控 

 保護豆腐鯊已是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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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願景 

 永續利用 

 兼具食用、觀光休閒與教育的全方位利用 

 生態習性調查 

 標識放流工作的施行 

 產、官、學三方共同參與 

 

4. 台灣地區的鯊魚保育管理現況 

 90年11月間成立鯊魚資源管理工作小組。 

 90年4月鯨鯊漁獲通報制度實施宣導期開始。 

 90年7月鯨鯊漁獲通報制度正式施行。 

 91年5月間舉開鯊魚資源之永續利用及保育國際研討會。 

 91年6月間公布鯨鯊漁獲採配額制度，並訂定自91年7月至92年6月一年

間之最高漁獲尾數為80尾。 

 

九、結語 

鯊魚在歷經數億年的千錘百鍊之後，早已演化出一套獨特的求生本能，在許

多一時叱吒風雲的生物自地球上消失之際，鯊魚至今仍活躍並稱霸於海洋中，這

其中應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與探討之處，因為人類於地球上出現的時日尚不及牠

的百分之一呢！在我們大力開發利用此一海洋資源的同時，總應該設法為這一類

可敬、可畏的生物留下一條生路，您認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