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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新政府必須持續執行」的「持續執行」之前增加「納入每年公海巡護重點海域」幾字。 

廖委員國棟：（在席位上）可以。 

主席：請問各位，對以上修正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第 15 案，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 

高委員志鵬：（在席位上）建議將「恐因日方認為民進黨與日本擁有相同的『反中』基因而大幅度

減緩以往擔憂兩岸聯手的疑慮。對此，」等字都予以刪除，也就是在「520 後，」就直接接到「

日本恐不再對台灣積極『讓利』……」。 

主席：本案將「恐因日方認為民進黨與日本擁有相同的『反中』基因而大幅度減緩以往擔憂兩岸聯

手的疑慮。對此，」等字都予以刪除，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第 16 案，請問各位，對第本案有無異議？ 

請農委會漁業署蔡署長說明。 

蔡署長日耀：主席、各位委員。建議將本案「協定簽署後在該海域發生的第三起」之後的文字以下

列文字來取代：「協定簽署後在該海域發生的第三起；過去第二起事件由政府先行繳付擔保金

之案例，請外交部、農委會研議類此事件先由政府代繳保證金之可行性。」 

主席：請王委員惠美發言。 

王委員惠美：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署長剛才的講法是這個錢是由外交部來付，對不對

？ 

主席：請農委會漁業署蔡署長說明。 

蔡署長日耀：主席、各位委員。是的，現在是由外交部…… 

王委員惠美：顯然就是我們政府的相關機關有在繳付嘛！ 

蔡署長日耀：就只有第二起。 

王委員惠美：為什麼第二起有，第三起卻沒有？是第二起來拜託的人比較夠力，還是其他什麼狀況

？這個你要讓我們知道，因為我們希望以後針對這類案件有一個 SOP 的流程。 

主席：請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蔡秘書長說明。 

蔡秘書長明耀：主席、各位委員。這個錢外交部不能付，因為外交部沒有這個預算。 

王委員惠美：當時那筆錢是怎麼付的？ 

蔡秘書長明耀：是代墊的。 

王委員惠美：代墊之後如果追不回來，怎麼辦？ 

蔡秘書長明耀：現在就是卡在這裡，每次主計處到外交部來審核時，都追究我們的責任，所以千萬

不能讓外交部來背這個黑鍋，我們是無法負責的。 

王委員惠美：我另外提一個文字，請大家研究看看，就是「因為政府單位曾代付贖金，恐讓人家默

認為台灣漁船侵入日本經濟海域」，後面則維持原來的文字。 

蔡署長日耀：我想這部分應該不是贖金，而是擔保金。 

王委員惠美：沒關係，文字讓你們修正，我只是希望你們幾個單位能夠確實檢討，因為我們現在就

很懷疑，第二起事件的那個人是不是比較夠力，否則外交部為何會代墊？第三起事件的人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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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較不夠力的樣子。你們會不會引起民眾覺得怎麼會有這樣不同的待遇？ 

蔡署長日耀：過去漁民也會因為人被扣在那裡、船被扣在那裡，他們急著要離開，所以…… 

王委員惠美：希望你們把行政流程討論一下。 

蔡署長日耀：是不是改成可行性？ 

王委員惠美：好，沒關係，有做就好了。 

蔡署長日耀：我們是不是可以就文字提出一些建議？ 

主席：本案暫行保留，等你們將文字整理好再提出來。 

現在處理第 17 案，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現在處理第 18 案，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現在處理第 19 案，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 

請海巡署龔副署長說明。 

龔副署長光宇：主席、各位委員。關於本案，我們剛才跟孔委員報告過了，建議將「提出專案報告

」改為「提出書面報告」。 

主席：本案將「專案報告」改為「書面報告」，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主席（高委員志鵬代）：現在繼續進行詢答，請蔡委員培慧質詢。 

蔡委員培慧：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非常多的討論都是有關東聖吉 16 號，但是我

們要回到一個非常重要而且牽涉到台灣遠洋漁業的法案。我覺得東聖吉 16 號事件反映出台灣是

遠洋漁業的強權，卻是外交的弱國，在這個過程中，不管是針對捕魚範圍或是將來如何協助漁

民，我覺得充滿疑慮，所以第一個要請問漁業署蔡署長的問題是，台灣第一次跟漁民或漁會溝

通是在什麼時間？你們提供了什麼內容？ 

主席：請農委會漁業署蔡署長說明。 

蔡署長日耀：主席、各位委員。我記得好像是 1 月份在 5 個地方做了 5 次溝通，當時我們有提出一

些文字給與會者。 

蔡委員培慧：你們是在 1 月 12 日、21 日、22 日舉辦的，其中 12 日辦了 2 次，所以一共是 4 次，

但是經過我們調查，不管是漁會或漁民都向你們反映經營成本太高，認為有不當收取資源管理

費，甚至罰則過重，可是這些在你們的法案中有做出調整嗎？ 

蔡署長日耀：目前這個資源管理費確實是有需要，因為今後在國際組織參與、相關養護保育規範、

如何執法落實及投注在漁業資源方面的研究等，尤其是漁業資源要經過研究，這是科研，都需

要經費…… 

蔡委員培慧：不管是養護或保育，我看不出漁業署做了什麼作為，可是你們卻要跟漁船收取資源管

理費。另外，你們 1 月才針對收了歐盟黃牌之後未來要做哪些法案與漁民溝通，在 1 月 12 日、

21 日、22 日進行溝通時，法案已經制定完成了嗎？ 

蔡署長日耀：當時差不多都已經有條文了，但是有一些還沒有完成。 

蔡委員培慧：制定完成的這些法案有跟漁民溝通，讓漁民瞭解嗎？ 

蔡署長日耀：我們在 3 月也有跟漁民做一些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