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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海水資源開發已漸成為國際重要海洋產業項目，可結合當地特色資源形成互補

發展。我國已投入深層海水產業，「東部永續發展計畫」也將之視為策略性產業。未來

作為上，除透過中央政策架構支持，建議可借鏡國內外發展經驗，考量開發策略以及地

方政府、民間參與誘因，使國內海洋資源成為創造新興產業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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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深層海水產業發展芻議

深
層海水（Deep Sea Water, DSW）乃有

別於海洋上層之海水，具有冷而鹹特

性。全球海洋平均深度約3,700公尺，因此

全世界海水有93%都是深層海水，總量約有

1.3×109立方公里之多。深層海水最早用於進

行溫差發電試驗，利用海水溫差進行發電，

由於發電實際效果與理論間產生過大差異，

因此深層海水利用轉為其他民生用途1。

目前國際上主要深層海水開發國家為美

國、日本，韓國也積極透過立法與產業開發

政策發展深層海水產業。國際深層海水產業

已進入從原料開發到萃取整合的階段，形成

當地重要產業項目。我國深層海水產業起步

甚早，但是在產業整體效益、吸引民間持續

投資、創造在地就業效果等原始政策目標而

言，都有遠離當初產業推動方案的問題。

我國未來深層海水產業主管部會將由海

洋委員會規劃主導，在借鏡國際發展經驗與

回顧國內發展障礙後，本文希望針對未來國

內深層海水產業發展策略提供發展架構，用

以協助推動未來我國深層海水產業與地方創

生政策之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