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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論 澎湖海洋地質公園社區產品
研發的思考

林子揚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一、背景

具有地方性特色的產品，可以反映一地

的自然、文化特質，同時也可以做為代表當

地的特產，提供給來訪的遊客許多回憶與體

驗。因此一個好的產品，可以協助地方的經

濟發展，也可以提供許多故事，讓這些產品

更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因此，如何讓產品可

以具有故事力，並能感動人們，是產品研發

時，需要考量的因子。

地質公園的產品研發，是經營地質公園

的重要一環。藉著地質公園的產品，提供造

訪的遊客的紀念品，甚至與親朋好友分享的

禮物。當然對地質公園而言，能促進地方經

濟活動，是最重要的目的。澎湖有許多海洋

資源，如果能好好保育，可說是用之不竭，

取之不盡的財富。尤其是澎湖海洋相對於許

多地方，海洋污染程度相對較小。因此，如

何利用海洋資源，成為地質公園的產品，成

為澎湖海洋地質公園重要的任務。因此本文

藉著澎湖海洋地質公園的產品的研發的思

考，提供讀者參考。或許他山之石，可以攻

錯。

二、澎湖海洋資源的特色

澎湖地區具有不同於台灣地區之漁

村特色，海岸景觀豐富，加上離島的特

殊景緻，擁有得天獨厚的海洋資源，海

洋觀光一直是澎湖觀光產業中最重要的

一環。澎湖海岸線長達 300 多公里，大

小漁港超過40 座，停泊著各型漁船，每

座漁港各有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亦各自

呈現出不同的美感與特色，而延綿的海

岸線及造就澎湖漁產豐富，較高海水鹹

度，生產非常優質的海產，讓澎湖的海

鮮遠近馳名。

編者按

地質公園的目標是地方永續發展，為達成此目標，如何讓地方能有自己創生的力量。就

是地方需要努力的方向。策略上，地方需要有更多的生財方式，而非靠補助來永續發展。解

說服務是地方可以提供的方向，因此解說員的培力工作，提供好的解說服務，是地方可以努

力的方向。另外，地質公園的產品的研發、製作、行銷，也是在地方產品行銷的一環。當各

地質公園努力發展地方產品之際，澎湖地質公園的菜園社區的經驗，非常值得我們多瞭解、

借鏡。本期特別邀請澎湖的林子揚伙伴，分享他們的經驗，提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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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海洋同時又處於黑潮與親潮的

交會處，自古以來，就是非常重要的漁

場，同時也是重要的海洋生物棲地。同

時又位於台灣海峽中央，漁業資源相對

受到的污染源較少，因此有重要的漁業

資源，在台灣具有獨特的資源。如何利

用這樣的資源，做為發展地質公園產品

的材料，是重要的課題。例如，如何保

持新鮮而不致快速腐敗，能保持原有風

味、如何能避免外來的污染源、如何能

有一定的資金與技術，做各項產品的養

殖、收成與產品的研發。

以澎湖的牡蠣養殖為例，澎湖海域

牡蠣養殖面積超過120公頃，年產量高達

900頓，產值大於2.6億。因此養殖牡蠣

對澎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經濟水產。通

常牡蠣均以鮮食為主，牡蠣剝殼取肉後

常以淡水浸泡，在運輸銷售過程中再經

冰藏、水洗；在消費地牡蠣肉多以泡水

之包裝出售。澎湖當地生鮮牡蠣在旅遊

旺季時經常供不應求，然而在「旅遊淡

季」以及較「次級之牡蠣」往往在產銷

上會產生瓶頸，造成其經濟效益有限。

而牡蠣又是相對高經濟價值，且可以大

量養殖。因此如果能研發保存的方式，

就是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三、地質公園的社區──菜園社區

以菜園社區為例，菜園社區位於馬

公市中央位置，東臨興仁里，西臨石泉

里，北接光華里，南面連接澎湖內灣海

域;聚落的北側有犀山坐落，東西兩側

有龜山及蛇山，西南傾斜入海，三座小

山丘圍繞著菜園，抵擋澎湖冬天強勁的

東北季風，所以菜園的海域，不會像外

海浪那麼大，適合居民內海作業。由於

菜園沿海範圍狹小，居民改變對漁業資

源利用的方式，朝近海漁撈及淺海養殖

兩個方向發展。近海漁撈，漁獲以丁香

魚、吻仔魚、喿仔魚等為主。吻仔魚漁

期在4月到6月，每年農曆三月開始捕

撈，煮熟後出售。丁香魚每年4到8月魚

源較多，喿仔魚則五、六月比較多，常

夾在丁香魚中一併捕獲，但由於漁業枯

竭原因皆已轉向其他行業發展。淺海養

殖於民國62年由水產試驗所澎湖分所，

推廣牡蠣（蚵仔）及箱網養殖，牡蠣年

產量約為900公噸，箱網養殖約為2000

公噸。

此外，煙燻產品是眾多國人喜好的產品

之一，為了使貝類加工食品更具備特有的風

味，以符合不同消費族群的需求，煙燻牡蠣

相關製品應可以作為積極開發之產品。

而國內煙燻貝類製品寥寥可數，甚至在

國內市場尚屬未完全成熟開發產品。因此結

合上兩點，我們研發出屬於我們菜園的煙燻

牡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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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發的挑戰與發展的策略

安全的考量：為了研發屬於我們菜

園的煙燻牡蠣，研發過程需要不斷的測試

與改進，因為牡蠣屬於比較容易腐敗的海

鮮，因此在選擇使用牡蠣時，第一個要

考慮到的就是如何防止腐敗和延長保存時

間。我們與澎湖科技大學食品系的教授討

論後，首先將新鮮的牡蠣燙熟，減少因為

生鮮滋生細菌的可能性，且利用浸泡在油

中增加保存的時間，同時為了確認口味上

能符合大眾的需求，不斷的透過活動讓民

眾試吃以改進味道上的缺點。

五、技術的引進

除此之外透過與學校合作引進新的技

術也是成功研發出產品的關鍵之一，透過

電解水生鮮牡蠣淨化技術讓牡蠣的安全性

增加。其次以超音波柵欄因子技術加速牡

蠣煙漬及呈味，減少加工時間，降低加工

流程微生物污染危害，並可以保有穩定產

品品質，最後利用罐頭製程技術，高溫高

壓殺菌以延長保存時間。

六、產品的檢驗

利用這些技術將牡蠣加工製成後，為了

食用安全我們將產品送往檢驗，必須確定產

品上市後民眾吃得安心，並且透過檢驗來確

認我們在每個生產步驟是否有缺失，是否有

造成品質上的變異，若是有問題即可改進生

產流程，直至產品完全符合上市檢驗規定。

七、產品的包裝

產品完成後，包裝設計是另外一個重

點。我們思考澎湖的玄武岩是國際上屬於相當

的知名的地景，也是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

一。因此我們在包裝設計上以澎湖地景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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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圖案，將七美的雙心石滬、大菓葉的玄武岩

壁、西吉的藍洞、小門嶼的鯨魚洞放在我們的

產品設計上，並且使其成為地質公園產品。

九、產品的故事性

產品的研發，應該都有一定的故事性，

才更容易引起共鳴，同時也可以成為地方傳誦

的故事。因此，以牡蠣為例，澎湖的牡蠣，如

何造成不同的產品，在口味上有何差異：在烹

飪上有何秘訣；在促進健康上，有何利基？這

些點點滴滴，都是產品行銷時的重要議題。也

是澎湖海洋地質公園產品未來，必須努力的目

標。

十、產品研發的目標

希望將澎湖地質公園及台灣地質公園的標

誌放在產品上，讓更多人看見台灣地質公園以

及澎湖地質公園，不只是透過地質公園將產品

推向國際，並且希望也能透過產品讓購買的人

認識地質公園，認識澎湖的地質地景，知道台

灣地質公園，並且能透過不斷的產品研發，協

助在地的漁民提升其產業的附加價值，增加漁

民的收益，讓社區在過程中增加收益，並提高

社區在地質公園的參與度，讓社區融入地質公

園中。

十一、資源的利用

澎湖群島除了花嶼島之外多為玄武岩

所組成，而這低平的地質特性，讓澎湖擁

有廣大的潮間帶與海域，因此澎湖人長年

以漁業為生，而西南方的台灣淺堆更是澎

湖夏季鎖管主要的漁場，而這些上天的恩

賜都是由於不同的地質力量所造成的，因

此若是能將澎湖漁獲結合地質公園作為澎

湖地質公園產品，並且加以解說，不只是

讓我們的海鮮具有深度，可讓我們的地質

不在那麼生硬難懂，更可提高澎湖漁獲的

價值，達到雙贏的目的。

十二、品牌的行銷

地質公園產品的研發，除了賦予當地的

產品另外一個生命外，對地方的經濟收入，

肯定有一定的幫助。所以利用地質公園的知

名度，產品一定要能伴隨著變成一種優質、

安全、美味的品牌，更需要有好的口碑，才

能讓地質公園產品，有一定的推銷能力。

因此，澎湖海洋地質公園需要研發其他的海

產，讓海洋資源成為澎湖永續發展的基礎。

結語

事非經過不知難。地質公園的產品的

研發與製作，真的知易行難。澎湖雖然有很

好的海產，但如果要能發展出地方的特色食

品，安全的考量是最優先要解決的課題。其

次，如何製作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食物，同時

能兼具美味與保存的要求，更能有很好的包

裝與行銷，點點滴滴，都需要許多的知識的

堆疊。

因此產品的研發，需要社區有共同意願

去推廣地質公園的產品，同時能有足夠的資

金與技術，加上有足夠的人力與知識概念的

行銷。這些課題，在澎湖都還有許多努力的

空間。澎湖的菜園社區只是走出第一步，希

望這是澎湖海洋地質公園產品成功的一步。

圖1 澎湖海洋公園地質產品 - 仙人掌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