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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3635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為因應台灣四周環海為典型海島型國家

，擁有優勢之地理位置與豐富天然資源，為促使海洋產業永

續發展，建構海洋文化之社會環境，並強化我國海洋產業國

際競爭力與厚實國民海洋意識。期望海洋基本法作為根基，

並以海洋永續發展為軸，積極推動與協助我國海洋產業發展

，擬具「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揭示本條例之立法目的，並明定其他法律規定對促進海洋產業之永續發展較本條例更有利

者，從其規定，以明示核心宗旨。（第一條） 

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已對相關海洋產業有其名詞定義與說明，故為與該法名詞一致，並

呼應第一條條文之宗旨。（第四條） 

三、配合《海洋基本法》第十二條所經提供建立國家海洋資訊系統及共享平台之法源，雖中央

主管機關海洋委員會成立迄今並無協調作為，各部會仍各行其是，但避免疊床架屋，故此

修正。另為統合各機關（構）之海洋監測及測繪資料，建立海洋資料庫。（第五條） 

四、鑒於不同的海洋產業各有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加強政策統合協調功能、落實永續發展

，方需中央主管機關協助，且應核實編列相關預算，以推動各項海洋產業落實國家永續發

展目標所需。（第六條） 

五、為促進海洋產業之永續發展，因傳統與新興海洋產業涉及諸多領域，並具有高度專業性，

以現行中央主管機關現有之人力與資源，推動上實有推行困境，爰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得設

立或委託專責法人或機構辦理相關業務。（第十四條）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陳椒華 邱顯智 王婉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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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促進海洋產業之永續發展，提升海

洋產業競爭力，加強政策統合協調功能，特

制定本條例。 

海洋產業之永續發展，依本條例之規定

。其他法律規定對促進海洋產業之永續發展

較本條例更有利者，從其規定。 

一、揭示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根據海洋基本法第一條將「創造健康海洋

環境與促進資源永續」與「健全海洋產業

發展」並列，故各海洋產業應有助於落實

永續目標。 

三、再者，各海洋產業性質差異極大，草案第

一條第二項之「更有利者」，應以有助於

落實永續目標為準繩，避免日後徒生困擾

，爰明定其他法律規定對促進海洋產業之

永續發展較本條例更有利者，從其規定，

以明示核心宗旨。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海洋

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海洋事業，指從事海洋產

業之法人、合夥、獨資或個人。 

目前從事海洋產業活動者，包括營利及非營利

之法人、合夥、獨資及個人，爰均納入海洋事

業之範圍。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海洋產業，指利用海洋資

源與空間進行各項生產及服務活動之下列產

業： 

一、海洋能。 

二、離岸風力發電。 

三、海洋生物科技。 

四、海洋非生物資源。 

五、海洋漁業。 

六、海洋文化。 

七、海洋運動。 

八、海洋觀光及遊憩。 

九、海洋遊艇及其他船舶、載具。 

十、海洋運輸及輔助。 

十一、海洋養殖。 

十二、海洋監測。 

十三、海洋測繪。 

十四、海洋資訊服務。 

十五、海洋工程。 

十六、海洋環境保護。 

十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 

前項各款產業定義，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一、本條規定海洋產業之定義，並根據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第三條：「本條例用詞，定義

如下：……四、海洋能：指海洋溫差能、

波浪能、海流能、潮汐能、鹽差能等能源

……六、離岸風力發電：指設置於低潮線

以外海域、不超過領海範圍，轉換風能為

電能之發電方式。」為與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之名詞定義一致訂定。 

二、海洋資源一般可分為生物資源與非生物資

源，後者可再分為物理資源、化學資源、

地質資源三類。物理資源即為前述海洋能

，化學資源為各種化學元素，地質資源包

括海域砂石、礦床、石油與天然氣。 

三、第一項各款海洋產業之定義，以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最為熟稔，爰於第二項規

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四、因應氣候變遷與海洋保護區劃設之倡議，

使用海洋地質資源之產業應予以抑制，一

如遠洋漁業補貼，已被國際公認為有害環

境之補貼，違反海洋基本法第一條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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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負責推動

所主管之海洋產業，以落實國家永續發展目

標。 

。爰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負責推

動所主管海洋產業落實國家永續發展目標

，以呼應本條例宗旨。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統合公私部門與

學術機構之海洋監測及測繪資料，建立國家

海洋資訊系統及共享平台。 

公私部門與學術機構應配合提供前項國

家海洋資訊系統及共享平台必要之海洋監測

及測繪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有關機關（構）設

置必要之海洋監測及測繪設施，並統合推動

其維護管理事宜。 

第一項所稱國家海洋資訊系統及共享平

台，應定期主動公開或依人民申請提供之。

有關有關海洋資訊之範圍、保存期限、管理

、資料庫運用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根據海洋基本法第十二條：「政府應促成公私

部門與學術機構合作，建立海洋研究資源運用

、發展之協調整合機制，提升海洋科學之研究

、法律與政策研訂、文化專業能力，進行長期

性、應用性、基礎性之調查研究，並建立國家

海洋資訊系統及共享平台。」該法已明示建立

國家海洋資訊系統及共享平台之意指，且內政

部有「海域資訊整合平台」，海保署有「海洋

保育地理資訊平台」，能源局有「臺灣離岸風

電地質與環境感知系統」，中央主管機關海洋

委員會應負起協調作為，促進各部會整合。 

第六條 政府應核實編列推動海洋產業預算，

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中央主管機關之預算

經費符合推動各海洋產業落實國家永續發展

目標所需。 

鑒於不同的海洋產業各有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加強政策統合協調功能、落實永續發展，

方需中央主管機關協助，且應核實編列相關預

算，以推動各項海洋產業落實國家永續發展目

標所需。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會商有關機關、金融

機構及信用保證機構，建立海洋產業發展投

資之優惠融資管道及信用保證機制，協助海

洋事業取得推展海洋產業所需資金。 

為鼓勵民間參與海洋推展，並協助海洋事業以

較低成本取得所需資金，以利海洋事業取得所

需資金，爰為本條規定。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協助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公民營事業、法人或自然人依

法設置海洋產業園區或劃設海洋產業專區，

並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給予必要之

輔導及協助。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給予適當輔導與協助發展

海洋產業。 

第九條 為鼓勵國民從事海洋活動，主管機關

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共同推動海洋多

元利用，營造友善海洋，建立海洋運動、觀

光及遊憩活動之輔導管理機制。 

為培育海洋產業人才，以提升海洋意識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補助國

民參與海洋活動。 

一、為強化國人親海、知海、愛海意識，並陶

冶冒險犯難精神，政府應鼓勵國民從事海

洋活動，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又為培育海洋產業人才，提升海洋意識，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以經費補助國民

參與海洋活動，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就下列事項

，對海洋事業給予適當之輔導、協助、獎勵

為推動海洋產業發展，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宜多面向針對海洋事業採取適當之輔導、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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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補助： 

一、創新海洋產業。 

二、異業互助合作。 

三、建立自有品牌、為拓展國際市場而進行

國際合作交流及參與國內外競賽或會展。 

四、促進投資招商。 

五、培植專業人才。 

六、產學合作、創業育成及輔導。 

七、促進漁業永續經營。 

八、海洋產業群聚。 

九、蒐集海洋產業及市場資訊。 

十、推展海洋產業研發、生產、行銷、推廣

及授權等產業活動。 

十一、其他有關促進海洋產業發展之事項。 

、獎勵或補助措施，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一條 為充分開發及運用海洋人力資源，

統合教學及研究之能量，達到培育海洋產業

人才之目的，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得採取下列措施： 

一、鼓勵大專校院與海洋事業進行產官學合

作研究及人才培育。 

二、協助大專校院及海洋事業充實海洋產業

人才，建立學用管道。 

三、推動大專校院及海洋事業開設相關課程

，或進行實驗、觀摩及創作。 

海洋產業人才除由業界培育外，主管機關及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應鼓勵具有豐富教學研

究及人力資源之大專校院結合產業所需之相關

知識、技術，於校園內以開設相關學程等方式

培育海洋產業人才，建立學用管道，爰為本條

規定。 

第十二條 為促進海洋產業發展，海洋事業投

資於產品與服務之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支出

金額，得依有關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減免稅

捐。 

為鼓勵海洋事業積極投入研究發展與人才培育

，以提升其技術能力及人才素質，爰於本條規

定稅捐之減免。 

第十三條 海洋事業自國外輸入用於海洋產業

發展之機器、設備，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證明用途屬實且在國內尚未製造供應者，

免徵關稅。 

前項免徵關稅實施期間，自本條例公布

施行之日起二年，並於二年後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評估實施成效。 

第一項證明文件之申請程序、認定方式

及基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獎勵民間參與海洋產業，第一項明定海

洋事業自國外購置其所需用於海洋產業發

展之機器及設備等，得免徵關稅之條件，

以降低其營運成本。 

二、為符合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規定，租稅優惠

應實施年限，並考量海洋產業範疇多元，

先規劃實施二年並評估其成效，倘確能促

進海洋產業之發展，再視情形評估後續之

配套作法，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申請用途屬實且在國內尚未產

製證明文件之程序等事項，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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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為提升及促進海洋產業永續發展，

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立或委託專責法人或機構

辦理相關業務。 

為促進海洋產業之永續發展，因傳統與新興海

洋產業涉及諸多領域，並具有高度專業性，以

現行中央主管機關現有之人力與資源，推動上

實有推行困境，爰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立或

委託專責法人或機構辦理相關業務。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一、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二、因本條例涉及諸多不同性質且有使用上衝

突之虞的海洋產業，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於本條例施行前，預先建立相關協調與

分工機制，以利海洋產業之永續發展，合

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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