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區遠洋魷魚暨秋刀魚漁船
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

漁業人權之魷秋
產業作為與挑戰



漁工人權為什麼要改善



人權為普世價值，遠洋漁業也不例外

遠洋漁船執檢不易，更需要高規格的預防

以人為本的產品價值、重視員工的產品，才是值
得推薦的產品

有永續經營的理念才能有永續的漁業



魷秋漁船改善漁業人權之具體作為



• 加強漁船安全觀念與落實

• 擴充生活空間與設施

• 普設CCTV營造友善合宜工作環境

• 設置申訴機制

• 調高基本薪資與人身保障

• 推動、落實工時規範

• WIFI使用普及化

ILO C188為準繩的具體作為與擴大落實



加強漁船安全觀念與落實



消防演習部署





打火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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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改建生活空間與設施



70:45*



建置CCTV
安全無死角
保障你我他



船員
申訴
機制







醫療險不得低於新臺幣30萬元，
一般身故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
幣150萬元

每月最低工資自111年7月1日起為
美金550元
經營者並應足額給付及負擔所需
手續費用*

調高基本
薪資與人
身保障



推動、落實工時
規範





漁船船名： CT號碼：CT    －    作業類別：□魷釣 □秋刀 紀錄代碼 :  (翻譯)

船長： 船員(編號) 姓名(翻譯) 作業洋區：□西南大西洋 □東太平洋 □北太平洋

日期 (翻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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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日期以每日當地時間「月/日」方式填寫。2.船員、幹部頁後逐日簽名後，請船長蓋船章並簽名核定。 本頁總計

A-海外在船休息時間；B-港內在船休息時間 ；C:休息時間(達30分鐘者) ；D:全

日休息 (翻譯)
主要工作項目：□上甲板 □工作甲板 □魚艙 □機艙 □其他

(翻譯)

紀錄年月:          年       月 (翻

譯)
(       )

休息時間: 指實際可以自行支配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時間，例如吃飯、吃點心、喝咖啡、洗澡、回房間休息等等。 (翻譯)
船長及幹部簽章:

表單編碼: A2101230801

休息時間分布紀錄表(每格區表30分鐘) (翻譯)

休息時數

(N) (翻譯)

簽名 (翻譯)

大副或領班 (翻譯)

全日

休息

日數

(翻譯)

船員 (翻譯)

應休息而

未休息時

數(R)

(R=10-N))

(翻譯)

船員出勤休息時間報告表(A)(印尼版) (翻譯)

休息時數規定:1.在任何24小時內不得低於10小時。2.在任何7天內不得低於77小時。3.每個月要有4天休假日。4.休息時日數未達以上規定者，船方(公司)必須予以補休假或代金補償。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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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編號:

漁船船名： CT號碼：CT   －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船長： 統計期間: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作業類別：□ 魷釣 □ 秋刀 作業洋區：□ 西南大西洋 □ 東太平洋 □ 北太平洋

編號 姓名 A2101230801 A2101230802 A2101230803 A2101230804 A2101230805 A2101230806 A2101230807 A2101230808 A2101230809 A2101230810 A2101230811 A2101230812 A2101230813 A2101230814 合計

統計日數

出勤工時

超時工時

休假日數

編號 姓名 核算項目 A2101230901 A2101230902 A2101230903 A2101230904 A2101230905 A2101230906 A2101230907 A2101230908 A2101230909 A2101230910 A2101230911 A2101230912 A2101230913 A2101230914 合計

統計日數

出勤工時

超時工時

休假日數

編號 姓名 核算項目 A2101231001 A2101231002 A2101231003 A2101231004 A2101231005 A2101231006 A2101231007 A2101231008 A2101231009 A2101231010 A2101231011 A2101231012 A2101231013 A2101231014 合計

統計日數

出勤工時

超時工時

休假日數

編號 姓名 核算項目 A2101231101 A2101231102 A2101231103 A2101231104 A2101231105 A2101231106 A2101231107 A2101231108 A2101231109 A2101231110 A2101231111 A2101231112 A2101231113 A2101231114 合計

統計日數

出勤工時

超時工時

休假日數

編號 姓名 核算項目 A2101231201 A2101231202 A2101231203 A2101231204 A2101231205 A2101231206 A2101231207 A2101231208 A2101231209 A2101231210 A2101231211 A2101231212 A2101231213 A2101231214 合計

統計日數

出勤工時

超時工時

休假日數

編號 姓名 核算項目 A2101231301 A2101231302 A2101231303 A2101231304 A2101231305 A2101231306 A2101231307 A2101231308 A2101231309 A2101231310 A2101231311 A2101231312 A2101231313 A2101231314 合計

統計日數

出勤工時

超時工時

休假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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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員

船員工時統計表(B) B210123081301

對應處置之A表單編號

製表人: 船長:

核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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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012308

統計期間: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作業類別：□ 魷釣 □ 秋刀 作業洋區：□ 西南大西洋 □ 東太平洋 □ 北太平洋

B210123081301 B210123081302 B210123081303 B210123081304

統計起訖日

(Y/M/D~Y/M/D)
總統計日數(月-日)

應休總日數(每月4天) 契約日薪(美金)

實休假總日數 契約時薪(美金)

未休假應補償金額 未休息應補償金額

船員簽收 (翻譯)

簽收日期 (翻譯)

製表人: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船員未休息(假)時數補償領取紀錄表(C)

表單編號:

漁船船名： CT號碼：CT     －                  

船長：

船員(編號)姓名: (     )          

對應處置之B表單編號

未休假總日數 : 未休息應補償總時數 :

總補償金額(美金)

(翻譯)



產業對船員開放漁船通訊WIFI的立場與挑戰

WIFI使用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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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立場
在管理下的開放

循序漸進開放，從文字到影音、從申訴到全面

船員心理素
質應提升

強化勤前教育
與在船支持

預防並協助處
理船員顧慮事
件，包括外產
性與內產性的
問題



漁船船員通訊接收與傳遞關切訊息樣態

不合理超時工作

不當管教對待

抱怨生活條件

合約爭議(包括獎金、提前解約)

內部產出



漁船船員通訊接收與傳遞關切訊息樣態

船上適應不良

健康問題

漁況不當提供

外部接收訊息反映

內部產出



漁船船員通訊接收與傳遞關切訊息樣態

家庭(親友)變故

薪資被不當挪用

薪資短收

債務爭議

外部產出



挑戰
強化船員對工作環境與契約的認知、
強化心理素質，包括漁船長時遠距
的工作與生活特性

勤前教育用以強化心理素質、在船支持用以維持船員
情緒，要仰仗多方合力，包括船員訓練機構、勞務仲
介的勤前教育、船上幹部的關懷管理、仲介勞務的遠
端支持服務、契約履行義務的落實，開放漁船通訊應
顧及上述配套同步健全，避免引發不當副作用。



挑戰
薪資問題是船員申訴事件之主要項目，
應合理並透明其債務形成，並合理法
規同意之清償作為，尤其是船員來源
端債務的成因與處理

薪資給付若未能妥善處理，不論開放船上通訊或船隻靠
岸，船員獲悉對其薪資給付有異於契約約定，都將直接
影響其工作情緒與船上管理。
因此，船員薪資的給付方式，連帶債務的形成與清償的
方式，對各利益關係人都應力求合理與透明。尤其是來
源國方。
只要當事人都能同意並應付諸執行，法規與各當事人當
協助落實，避免制定違背常理認知的法規，不必要的高
牆只會把簡單的路徑弄得更為拐彎抹角、窒礙難行。



挑戰 語言隔閡是雇用外籍船員漁船管理的主
要管理障礙，包括接收外界訊息後的協
助

所有問題的解決都必須以溝通無礙的語言為工具，船上管
理所面對的細節問題，常因語言的隔閡而受阻甚或誤解。
語言的隔閡不是其他情境與外界所能想像的，不能只做想
當然爾的比照套用。
開放漁船通訊的速度與強度所帶來的正反影響兼有，要多
聆聽管理者與勞務仲介的心聲。

在海外發生突發傷害事件，包括船員接收外界訊息衍生所
致的事件，都會造成超出外界想像的高額支出，且都是無
法預先規劃在成本內的。



船員對外通訊普及化必成趨勢，健全
船員管理方為正道

隨著科技進步，漁船的個人對外通訊日後將不再非須仰
仗漁船主開放漁船通訊設備提供。

漁船管理與福利正常化，是產業消弭外界質疑的正途，
卻也是產業持續且不斷疊加的負擔，如何顧及產業發展
與人權維護，始終都是大家要努力的課題。

產業顧慮外界訊息對開放漁船通訊的衝擊非杞人憂天，
化解爭議事件的產出，才是開放漁船通訊的主要助力。

我們願意當挺身環顧四方、察覺潛在危害的狐獴，而不
是把頭埋在沙土裡、無視船員需求的鴕鳥。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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