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養殖漁業看天吃飯、仰賴大量人力，易遭受天災的侵害。（力佳綠能提供）

石
斑魚肉質細嫩，不僅深受國人喜愛，更是臺

灣漁產外銷的主力。但2009年的莫拉克風災

重創臺灣養殖漁業，占全國石斑魚產量6成以上的

屏東地區，更是災區中的災區，94%的漁塭毀損，

養殖戶損失以千萬元起跳。

莫拉克風災來襲當天，力佳綠能總經理陳建翰

與家人一同留守家族在屏東林邊的漁場，親身感受

到風災的威力，「放眼所及都變成汪洋。」回想當

時滿目瘡痍的情境，陳建翰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在家鄉協助重建的過程中，陳建翰除了感受到

家族辛苦一輩子的心血被毀，更看見傳統養殖漁業

所面臨到的問題，也開始思考：「是否有更符合時

代需求的方式，能協助養殖漁業重建轉型？」

在大學攻讀生物科學的陳建翰，完成學業後

毅然返鄉，與家人一同將家族漁場，轉型為「力

佳綠能生技有限公司」，以環境友善的觀念，結合

研發創新的技術，改善傳統養殖方式，業務擴及種

魚、產卵、育苗、成魚、水產品加工及行銷，是臺

撰文／梁雯晶

10年前莫拉克颱風重創屏東林邊漁場，重建過程中，力佳綠能在工研院協助下，

以大數據養石斑魚，從受災戶變身為石斑魚產銷一條龍公司。

大數據養石斑魚翻轉養殖業
力佳綠能生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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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少見的石斑魚產銷一條龍公司。

改善用水問題　避免資源浪費

在轉型過程中，負責養殖技術的陳建翰思

索，水與養殖業息息相關，莫拉克風災造成養殖業

者損失慘重，外界有聲浪認為是平日業者超抽地下

水養魚，才導致嚴重災害，「但其實石斑魚大多以

海水養殖，僅有部分業者會因為海水不足而參雜一

些淡水。」陳建翰認為，如能改善用水問題，不僅

可以改善消費者對養殖業的整體印象，也能降低換

水時造成的汙染排放。

「過去，養殖業者換水的時機相當憑感覺且

不精準。」陳建翰坦言，如果能運用智慧科技協

助業者進行水質分析及判斷，便能準確知道換水

的時機，避免水資源及電力的浪費。因此，力佳

在2017年時，找上工研院與水產試驗所展開合

作，開發「石斑魚高密度輔助決策智能養殖環境

監測系統」，結合工研院整合資訊軟體的能力，

以及水產試驗所多參數的水質監測儀，並加上力

佳綠能改善及監測水質的技術，打造專屬石斑魚

的智能養殖系統。

產業接受度漸高　開創新商業模式

工研院智慧微系統科技中心執行長朱俊勳表

示，臺灣水產養殖業多是家族傳承經營，過去對智

慧化的接受度向來不高，但隨著產業第二代新血

加入，近來有更多業者主動探詢新科技應用在智

能養殖的可能性。工研院與力佳綠能共同在水質系

統上開發可自動化監控魚池溶氧量變化的感測器，

當溶氧量不足時，系統可以藉由多參數的數據進行

演算，提供業者最佳換水時機及方式建議，達到節

能、節水、節省人力，以及低養殖風險的效益。藉

由整體配套措施讓養殖戶進行更縝密的水質管理，

避免投藥，提升食品安全並降低成本。

此外，未來這套智能養殖系統累積足夠數據、

穩定性完備之後，可以全面自動化進行水質監測、

提供換水時機及方式判斷，有助於業者養出品質健

康的魚苗，甚至可以更進一步分析魚苗的換肉率、

成長速率等資訊，進行更有效率養殖分析與管理，

以智慧科技提升養殖漁業競爭力。

「只要經過這套系統售出的魚苗，便能確保是

在健康管理模式下所育成，日後我們能追溯管理源

頭進行收購，改善傳統養殖漁業供需不平衡、風險

大的現象，」陳建翰期待，注入智慧科技動能的養

殖漁業，能打破過去單打獨鬥的模式，串聯產業開

創新商業模式。

工研院以微型化感測器及AI運算，提供如溶氧

量、酸鹼度、氧化還原電位、水溫、鹽度等數

據，可預測水質，提供業者最佳換水時機建議。

關鍵

技術
水質檢測平台

智能養殖系統可以讓業者以手機APP一手掌握目前漁池數據
變化，不再需要仰賴大量人力以肉眼判斷。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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