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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 

一、 大綱 

本次計畫讓我們到越南參訪，其中包含全興水產公司飼料廠與蝦苗場、

芽莊研究院、芽莊大學與河內下龍灣。經過 21天的實習後，前 2週

於南越邊河市的全興公司觀摩飼料廠追溯系統的完善與大規模的生

產製程，以及在蝦苗場看見與台灣不同的孵苗方式，接著 4天參訪芽

莊研究院的骨骼標本展示與芽莊大學孵苗場，最後 5天前往北越河內

下龍灣參訪海上珍珠養殖。 

二、心得內容 

(一)參與本計畫前之自我期許 

這次參加本次計畫主要是希望能走出台灣看見其他國家在養殖技術

上的發展，想要了解越南的養殖模式與台灣的差異，因為台灣地小人

稠，養殖面積小，多為高密度集約養殖，因此希望能前往參訪越南養

殖戶的現場養殖與蝦苗場在進行孵化繁殖時與學校的差異，並且吸收

外派學長姊的海外工作經驗，也能替自己思考未來的就業方向。  

(二)企劃內容與參訪心得：  

本次計畫主要分為全興水產公司飼料廠與蝦苗場、芽莊研究院、芽莊

大學與河內下龍灣。 

1. 全興水產公司飼料廠 

主要參訪分為三部分 



A. 飼料製程 

主要以草蝦與白蝦飼料為主 

生產製程: 

 

 

 

 

 

 

 

 

因為在台灣我沒在飼料廠實習過，因此在參觀工廠時，從原料到

混和，造粒，砲管，冷卻，過篩到包裝，每個過程都是我第一次

參與，學習到原來需要三次混合才會開始製造飼料，而剛造粒完

的飼料約 100℃以上，需要立刻用手捏測試硬度，不夠的打碎重

製，另外每種飼料所需要的孔徑不同，因此需要更換環膜，過程

中需要三位工人同時在悶熱環境中操作，因為沒鎖緊，整台機器

可能故障，這是讓我覺得最辛苦的部分。最後廠長有讓我們實作

飼料包裝，過程中我們四位手忙腳亂，讓我體會到原來認為最簡

單的包裝，都有大學問在裡頭。 

B. 品管 

這方面全興公司有通過 ISO 9001、ISO 2200、Global GAP及 BAP

的認可，並且透過進料、製程與出貨檢驗，確保產品能符合客戶

的需求，所採取定期而隨機的品質管制措施。我們參與到的包含

測試魚粉延展性、飼料筋度、安定性檢測及 NIR飼料成分分析，

他們每月會進行 1次的傳統分析，去更新 NIR上的數值，使測試

出來的數據更精準。因此瞭解透過有效的品質管理，可以提早發

現錯誤，降低錯誤率進而降低成本，提高獲益。 

C. 飼料廠的追溯系統 



 

 

 

 

 

全興越南飼料廠的追溯系統是從原料入場到成品出貨一條龍，從

原料開始每批次的原料都有生產編碼，以確保過程中發生疑慮，

可以直接由編碼直接找到問題的批次，在包裝時，飼料內會放一

張藍色編碼紙，外包裝會印製 QRcode 跟 ID編碼，若飼料到顧客

手中發生異常可以由編碼找到同批飼料，進而測試，確定飼料是

否符合標準，達到追蹤追溯的效果，這也是全興蝦飼料目前在越

南市佔率第一的原因。 

2. 全興水產公司蝦苗場 

全興公司越南廠目前有在越南成立技術服務團，目的是為了當養

殖戶反映蝦苗成長不佳是因為飼料品質有問題而導致收穫欠佳時，

能立即派專業人員前往察看是否確實為飼料所導致，或者為養殖

戶本身進的蝦苗有問題或是水色沒建好導致收成差。這個制度可

以讓養殖戶更信任全興公司，也會想要購買公司的飼料，拉攏客

戶，鞏固銷售市場，替飼料創造更高的經濟價值。 

全興蝦苗場全部生產 SPF的蝦苗，養到 PL12後出口台灣與銷售給

養殖戶，目前在推廣 app 於通過全興公司標準的養殖戶，能使用

app記錄平常的投餵量或用藥，等到問題發生時，技服能透過 app

回顧歷史紀錄，用最短的時間找出原因。 

越南現在以白蝦養殖為大宗，因為養殖週期短且生長快速。這次

我們有實際拜訪 3間不同養殖模式的養殖戶，包括土池養殖、邊

膜養殖與地膜養殖。 

A. 土池養殖:所花費的成本最低，但放養密度也最低，這次參訪

的養殖戶 1𝑚2只放養 25尾白蝦苗，

養殖環境簡陋，只用 1層濾網，吳



郭魚苗就由入池子內吃掉蝦苗，導致收穫量更低。而且養殖

戶進排水都在同一條水道，導致髒水跟新水的來源都相同，

容易造成疾病帶原進入池子，這方面的觀念還需要靠技服們

努力宣導。 

B. 邊膜養殖:花費成本與產量居中。這次參訪養殖戶的養殖池有

看見水車後面拖很長的白色泡泡，

詢問技服後才發現是倒藻的現象，

因此技服建議由海水抽進來的藻有

矽藻的成分，可以在養殖池內增加

含有矽的物質讓藻類吸收，建立水

色。 

C. 地膜養殖:花費成本與產量皆最高。這次參訪的養殖池是全興

飼料公司的代理商家中的養殖池，

從規模來看可以比較出是有錢的養

殖戶，水色為深綠色，裡面有放傘

網，拿起來檢查後看見蝦子在傘網

上蹦蹦跳，表示池子中大部分的飼

料都吃光，因此還需要觀察是否要增加投餵量。 

3. 芽莊研究院 

研究院裡的活體生物包含裸胸純、海龜、石斑、小丑魚、鱟、海

馬等，我觀察到他們對於生物的照護不是很完善，有些生物躺在

池底，最明顯的是小丑魚有凸眼與爛鰭的問題，但沒有人員來處

理，可能造成整缸感染導致魚隻死亡，這是我覺得需要注意的地

方。另外魚骨標本種類多，在學校的實驗室有製作過龍虎斑的標

本，但骨骼沒有漂白成功，含有許多脂質，而這裡的卻是乳白色

乾淨的魚骨，讓我印象深刻。 

4. 芽莊大學 

芽莊大學的教授帶我們參訪他們的孵苗場，裡面有石斑魚苗與黃

臘蔘的魚苗，而他們竟是用藍綠藻做水色，顏色是深綠色，這與



學校使用擬球藻或等邊金藻等能當遮蔽又能給魚吃的藻類完全不

同，而且養殖池內魚苗密度極高，讓我知道原來也能用藍綠藻打

底，增廣見聞。 

5. 河內下龍灣 

下龍灣在海中養珍珠，其中有三種珍珠，體型最小的只需養殖 1.8

個月就能產出黃、黑、白、率四種顏色的珍珠；體型最大的需要

養 2-3年，能產出白色與黃色的珍珠，第三中為黑牡蠣，只能產

生黑色珍珠，需養殖 3年。從牡蠣卵巢中找到珍珠後，會種回新

的牡蠣，並塗上紅色藥劑保護不被細菌感染，50%的牡蠣會吐出來，

20%產出的品質很差，因此真正品質好的珍珠很少，不過價格低於

大海養殖的珍珠。 

6. 總結 

這次的計畫是因緣際會下從同學口中得知，並在截止最後一天報

名，與老師討論完後決定前往越南。在全興我看見如何落實追蹤

追溯系統，需要從原料到成品皆確實檢查，甚至連接蝦苗場做一

條龍的品質管理，進而提升公司產品的價值。技服上完課後，我

看見越南養殖這幾年來的進步，從粗放慢慢轉為半及約或及約的

養殖方式，未來的潛力值得期待，但開始密集養殖後，需要注意

的就是隨之而來的疾病處理，這是未來越南養殖需要注意的問題。

芽莊的參訪可以看見當地大學生跟我們一樣也是努力的在學校實

習，因此將來可能是我們很大的競爭對手。下龍灣的珍珠養殖讓

我感到意外也看見他們利用天然的資源，養殖高經濟價值的物種，

並與觀光結合，提高獲利的方式。最後，很感謝我有機會參與這

個計劃，讓我增加視野，獲益良多。 

(三)建議 

希望未來青年署規劃的海外學習活動能持續進行，並且增加篩選

的門檻，提高補助金額增加實習的時間，讓我們能更深入的了解

參訪地點，並且建議能提供參訪國家裡與同學本身科系相關的公

司資訊，讓我們能有明確的窗口，避免因為自己聯繫上的疏失，



造成無法前往的結果。 

 (四)展望 

希望未來自己能繼續朝著養殖系相關領域前進，不管是升學或是 

找工作，都能有目標，不要輕易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