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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鰻魚是一種高經濟產業，可以作出各種美食 

 

鰻魚，給人的感覺，是一種高貴又奢侈的食品，不僅營養豐富，對人體的健

康有莫大的助益，而且它的經濟價值高，對提升養殖業者的收入，有相當的幫助。 

台灣的鰻魚養殖，歷史悠久，而且技術精良，鰻魚的品質一直深受日本人的

喜愛，每年外銷日本的鰻魚，數量非常可觀，為台灣增加很多的外匯收入。 

頂洲地區鰻魚的養殖，首推新芳里的蘇郎先生，養殖面積十幾甲，少年經營

至今，已有三十幾年的經驗，累積了豐富的知識與技術，是現今北門一帶規模最

大的鰻魚養殖場。 

 

 

                                              

 

 

 

鰻魚雖然好吃，但是飼養的過程卻非常的繁雜，在約八個月的養殖過程中，

每一個小細節皆要很小心翼翼的處理，才能將品質與收成率提升，而達到既定的

收成目標。 

根據鰻仔蘇表示，首先，剷平魚池，開始入水，一半新水，一半舊水，因為

新水裡尚含有輕微的毒氣，所以要與舊水混合，再經風車打水調合，時間約一星

期。 

然後開始篩選鰻苗，一般鰻苗的來源，大部份是到屏東鰻苗養殖場選購，這

些鰻苗是每年農曆十月時，由漁民到海邊打撈上岸，雖然很辛苦，但也是漁民每

年一項重要的收入，尤其天然的鰻苗成本較高，但生命力較強，而且養殖的成功

率比人工繁殖的高，因此每年鰻苗的品質與價格，直接影響當年鰻魚的收入成本。 

 

                        ◆鰻魚苖因為人工繁殖者生命力弱，存活率低，現今皆依

賴天然捕撈，但成本較高。 

 

 

◆蘇郎先生經營鰻魚養

殖多年，是沿海一帶規

模最大者，人稱鰻仔蘇 



一公斤的鰻魚苗約有一千尾的鰻魚，篩選後，裝袋打入氧氣，直接運回飼養

的漁池。剛入池的幼苗，還不熟悉環境與覓食，有些業者會放入紅蟲與飼料混合，

一來引誘教導幼苗吃食，二來藉以擴張幼苗的胃口，約半個月之後，紅蟲即可不

必再加入。 

在幼苗飼養中，因幼苗怕光，而影響進食，於是業者會在漁池邊架設黑網，

來遮住陽光，使幼苗能在不受甘擾的環境中慢慢成長。 

鰻魚的飼料成本，比一般養殖的魚蝦較高，飼料的種類分為沉料與浮料二

種，沉料成本較高，但鰻魚成長之後，皮質較好，浮料是較傳統的飼料，成本較

低，約在鰻魚六個月，五十尾一公斤時，可開始分料飼養，每天餵養二次，一為

天未亮時，二為下午四時。 

鰻魚在五十尾一公斤時，即要開始換池，換池的目的，其一是讓空間加大，

其二是篩選讓鰻魚的大小平均，一期的養鰻過程裡，大約要換三次池，每次相隔

時間為二個多月，直到四尾一公斤時，即可出售。 

 

 

              ◆看似平情靜的魚塭 

水裡卻孕藏著生龍活虎

的鰻魚。 

 

 

 

養鰻的成本很高，也有它的風險，歷經大風大浪的蘇郎先生，雖然在養鰻界

博得「鰻仔蘇」的稱呼，然在現今的環境變遷裡，也有他無奈的感嘆與心聲; 

「咱台灣的養鰻技術與品質，多年來一直深受日本的肯定與歡迎，但是近年

來，有一些不肖的業者，沒有按步就班，只為個人短視近利，大量用抗生素及一

些違反養殖的禁藥，因而產生不良的後遺症。」 

「加上近來大陸鰻魚的走私進口，劣質的大陸貨與台灣鰻魚混淆，導致出口

檢驗不合格，遭到日本的退貨。」 

「更有些同業的養鰻人，嫉妒別人的貨品比他好，利用視聽媒體，廣散不良

的謠言，造成養鰻事業在台灣，受到某種程度的打擊，實在令人痛心。」 

 

                                        ◆鰻仔蘇，蘇郎先生，對鰻魚的養

殖有他的專業與執著，每一個環節

都要經過他嚴格的把關，以管控品

質。 

 

 

七十多歲的「鰻仔蘇」，說到這些不肖的業者，一時義憤填膺，「鰻魚飼養是

一種良心事業，眼光一定要放遠，心胸一定要寬暢，不要為了一時的蠅頭小利，

不僅傷害自己良心，也傷害同業的養鰻人家。」 



「我的鰻魚，也曾受過流言的傷害，經過檢驗，事實證明我的鰻魚是「正港

的」品質，如今我的鰻魚每當要出貨的前一個月，皆事先接受檢驗，取得合格證

明書，來保護自己的品牌與信譽。」 

 

 

 

 

 

 

 

 

 

 

 

 

 

▲ 鰻魚的捕撈，過程繁雜，且要有合適的設備，才能在捕撈的過程中鰻魚不致受損，而香噴噴

的鰻魚背後，正是所有心血的結晶。 

 

鰻魚池的水車日夜不停的轉動著，生龍活虎的鰻魚在水池裡鑽滾翻動著，「鰻

仔蘇」蘇郎先生，站在漁塭旁，老態的身影，走過一路的滄桑，三十幾年的歲月

與鰻魚為伴，鍊就一身不畏流言的傲骨與良心的養殖精神，視野之處，皆是他的

心血結晶，與雪白的浪花，形成一副美麗的頂洲風情。 

 

 

 

 

 

 

 

             ▲鰻仔蘇指著眼前的鰻魚池，細數一生的養鰻歲月， 

他依然滿腹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