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南實習計畫成果報告-芽莊大學 

海事背景下的實踐： 

1. 跨領域的學習－環境漁業： 

在大學學士階段，我的專業是輪機工程，一般而言，輪機和商船都是

上船工作的兩個主流科系，也是我喜歡的領域。但在海事系統的學習

下，我逐漸了解到：臺灣是個海島國家，有豐富的漁業資源及歷史文

化，這些背景都使我對於台灣的漁業產生了相當的興趣，也因此我目

前個人規劃是在大三課程結束後申請海洋大學環境與漁業資訊學系

五年一貫學程。並且目標是參與目前漁業署所推出的三年三百萬計畫，

期許自己成為未來臺灣遠洋漁業的成員之一。 

2. 輪機專業科系的累積： 

學生在大學三年課程中研讀輪機相關知識，從基本應用工程的力學系

統、輪機自動控制的機電整合，到各式船員證照的法規課程都有涉略。

這次越南實習計畫地點選在越南芽莊，透過一系列的參訪活動、與芽

莊大學運輸科學系的課程旁聽以及校內研討會的參加，來學習並比較

芽莊大學與海洋大學在工程學科(輪機、造船系)以及管理學科(運輸

系)的教學環境、工廠設備、實習課程規劃以及兩校水產領域的共同

研究合作之可能性等。芽莊大學是以漁業及水產為主的大學，所以此

次最特別的收穫是可以了解到如何將輪機科系知識應用至環境漁業



方面，所以透過這次的計畫可以在未來進入環漁系之前給我相當重要

的啟發。 

3. 透過越南實習計畫增加漁業經驗： 

暑假期間有幾位學長姐分享國際體驗學習計畫內容，其中提到越南行

程中對於漁業資源的收穫以及臺灣目前的漁業研究探討。在漁業領域

中若要使漁撈作業達到最大效益必須要全面提升漁業品質，其中含括：

漁具漁法的進步、經濟魚種的魚場開發判斷，甚至是漁業管理的相關

法律方面，都是可以進一步分析並探討的議題，透過當地實際觀察並

且與教授的互動提問，期盼累積實質越南的漁業經驗，更加認識漁業

這個領域並且吸收內化臺灣鄰國的漁業知識，以更專業的角度，將其

帶回應用致我們的漁業產業並且考量到更全面的海洋資源的保護以

及永續發展的教育。 

計畫目的： 

參加本次越南實習計畫，學生有兩項預期的收益目標。就個人方面而

言：了解如何將輪機工程知識整合運用致環境漁業方面，並且在進入

環漁系的五年一貫學程之前能先奠定一定的知識內容必且得到相當

的啟發，以幫助未來在環漁領域上的研究。另一方面則是從臺灣漁業

為出發點，來吸收海洋鄰國越南在漁業方面的長久經驗，將其內化至

我們臺灣成為我們可以運用的力量。 



可以探討漁具漁法的種類以及魚場的分析方式等議題。 

1. 參訪芽莊大學，了解輪機領域在漁船等小規模船的運用。 

2. 參與芽莊大學工廠實習課程，並與臺灣海洋大學的教學課程、設

備分析比較。 

3. 了解臺越間的漁業差異，並針對漁具漁法進行研究比較。 

4. 探討越南在沿海漁場的判斷方式，並了解芽莊大學對於漁業資源

評估方面的標準。 

5. 探索芽莊漁港文化，與當地漁民接觸互動，培養公民國際素養。 

參訪機構： 

越南芽莊大學(Nha Trang University)： 

芽莊大學在 1959年成立是越南慶和省歷史最悠久的公立大學，以

漁業、養殖、食品加工為主要的科系。其中漁業是創校歷史最悠

久的學系。芽莊大學成立船舶研究發展機構，在造船產業中培育

出優秀的造船人員，雖然以船舶種類來說多半以漁船為主，但對

於輪機系學生的我來說，可以學習到不同於商船的甲板機械或是

漁船的漁具設備，這是一項很特別的優勢。芽莊大學也緊鄰芽莊

灣以及金蘭灣，這樣的位置優勢方便我們本次去踏查越南的漁業

活動並比較臺越間的差異。 

嘉豐海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Gallant Ocean)： 



嘉豐集團是以製造、行銷、物流垂直整合為一體的公司。從最初

的吳郭魚冷凍水產外銷到現今擁有生產工廠持續推出多元的商品

來應應各戶的需求。本次我們參訪的是位於越南的芽莊食品加工

廠，原料來源主要是透過進口以及公司本身的養殖場，再進行分

類處理和各式加工之後外銷到東北亞、美洲等多國，透過各區域

的行銷及物流公司將貨物賣出並寄送到世界各地。在水產事業上

市成功並值得我們效法的典範。 

參訪心得 

(一) 芽莊大學： 

1. 輪機系、造船系： 

鑒於學生本身專業是工科學系，這次參訪最重要的就是輪機系與

造船系的參訪及授課情形。不同於海洋大學的海運暨管理學院，

芽莊大學是以運輸工程學院將輪機系、造船系、機電系三系所整

合，因此在專業分工方面有所不同。芽莊大學的輪機系是以漁船

為主的機械，也因此跟我們所學的科目除了應用力學比較類似之

外，其餘機具規模也較小，不過在甲板機械上，我們所學的內容

大多都會是起重機或是錨機等機具，而越南學生則是向是漁船的

機具，項是注重在拖網船的捲線器以及冷凍機具設備等等。造船

系方面，我們到造船圖學的實習課，發現學生在 AutoCAD、



Solidwork等軟體的使用能力上相當出色，就連放在一旁展示的模

型規模也相當龐大，也由許多材料所製成，當中包含：金屬板、

木頭以及玻璃纖維。雖然越南學生製作的是漁船模型，不同於我

們輪機系平時所製造的巴沙木快艇模型，不過在模型的做工上卻

一點都不馬虎，學生在細部區塊有認真地去完成，像是著色、焊

接甚至是金屬板的滾轧處理等，只有一點點小錯誤，例如：船模

型的 freefall逃生挺設置方向相反。越南學生在解說模型時也反

問我們臺灣學生喜歡理論的課程或是實際的手作，這讓我對於他

們投資在這些實習課的時間非常敬佩。 

至於教室、實驗室、輪機工場等硬體設備，就學生個人觀察下來，

其實並不是那麼健全，也有可能是因為芽莊大學校地太廣，所以

我們無法看完所有的實驗室，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金屬的拉身試驗

機以及一個大型的鐵板裁切機具，這代表這他們機械領域的課程

是有教授機械加工相關的內容。工廠的機具跟我們比起來規模小

許多，教室外頭放置一座已不敷使用的小型漁船的主機目前只作

為展示，但也沒有相關保養或是整理。能使用的內燃機大概只有 4

部左右。上課時，許多學生用鐵鍊操控的起重機把機器吊到工作

台上方，在學校一般我們都是使用油壓式吊機，真的顯示了硬體

設備的缺乏。除了這些之外，在參觀時，教授及學生也沒有穿著



包住腳趾的工作鞋，也讓我們擔心可能增加上課受傷的風險，不

過因為芽莊大學本身有漁業的強項，因此我們也看到漁船拖網收

網的捲線器，再加上其實一個班級的人數不多，所以教室雖然小

但卻剛好可以提供小班制的教學。 

2. 外語系、文化交流： 

芽莊是越南沿海地區重要的觀光勝地之一，因此在芽莊許多店家

及計程車司機都會說基本的中文，芽莊大學也在 2005年設立外語

學院，並將其分成三大組別，分別有觀光英文組、翻譯及解釋組

和語言實習組。這次我們的學生 partner就是屬於觀光英文組的

同學，他很熱心的擔任我們活動中自由時間的地陪，最讓我感到

驚艷的是他在旅行社實習擔任導遊帶外國團出遊的經歷分享，因

為對大學生來說，可能在學習階段比較少實作或實習的機會，比

較多著重於考證照以及理論的知識，不過學校也有提供實習的機

會，我在大二時參加過學校台灣海洋教育中心所舉辦的「岸上觀

光實習生」，去擔任一天的導遊小助手來接待做國際郵輪到基隆港

觀光的外國遊客，讓我有機會跟許多資深導遊前輩學習。 

到芽莊大學的第一堂課是和外語學院的同學們一起學習簡單的越

南文，雖然上課時間只有一天，不過我們學會了需多日常生活用

語，像是：詢問商品價格、數字 1到 10等。除了越南文課程之外，



我們也與當地學生進行文化交流，從飲食文化切入，越南多使用

魚露、醬油、檸檬和香草蔬菜，吃起來口味偏酸辣，這與台灣人

偏甜的溫和口感有些許差異。除此之外，我認為台灣在食物的選

擇上種類比較多元購買也方便容易。在越南我們除了吃河粉或是

麵食之外，最常吃的就是法國麵包(Bánh mì)這些異國美食也讓本

次計畫變的回味無窮。 

3. 漁業系： 

漁業系是芽莊大學歷史最悠久也是三大科系之一(漁業、養殖、食

品加工)，由此可見漁業經濟對於芽莊地區以及越南沿海城市的重

要性。參訪漁業系時我們待在漁具博物館，博物館裡的館藏主要

是越南的漁船模型、學生製作的捕撈用具以及一些漁船上的機具

等。對於輪機系學生的我來說真的很有收穫，有種捕撈方式叫做

定置網，是利用洋流以及魚群的特性，魚群沿著魚網游向一個有

開口的大網中，不需要特別出海作業，只要等待數小時後回收漁

網就有不錯的收穫。此外在漁業機具上也有發現，展示中的是釣

頭足類生物的捲線機，它的主體並不是圓筒狀，而是菱形狀的四

邊型，芽莊大學教授提到這種設計會使捲線過程中的釣魚線產生

晃動，可以將魚鉤上的花枝和小卷輕易地晃下來。在越南也有和

台灣相似的燈火漁業以及海底拖網捕魚，前者具有低成本及易上



手等特性，所以在台灣的北海岸極為常見，在越南的漁船也有相

當高的比例。後者拖網捕魚的捕撈方式因為影響海洋環境甚大所

以早已有所規範，在台灣有明文禁止拖網漁業；在越南雖然目前

環保意識抬頭，當地還是有使用拖網漁業的漁船在活動著。在我

們交流的 seminar當中，教授特別提到，希望外來雙方都能研究

出有效且善待海洋的漁業工具技術，才能達到永續發展的目的。 

(二) 嘉豐海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這是第一次進入食品加工廠，對於第一次接觸的領域除了驚奇之

餘，更有種佩服的感覺。驚奇的部分包含原料購買、加工製造、

物流配送、宣傳行銷等一體的一條龍完整系統，還有商品控管、

大型機械化操作以及高標準的消毒程序以及安全的工作間都是為

了讓顧客拿到符合規定且優質的水產商品。 

至於佩服的部分則是關於工廠及管理人員的溝通。人與人之間的

課題往往是最困難的，如何讓工廠資深員工聽從外派新菜鳥的指

令真的是外派人員的一大課題。關於本次食品加工廠的參訪從 3

個面向切入說明。 

1. 水產事業所具備的獨特眼光： 

營運長提到要經營水產事業必須能「看見未來」，因為有許多不確

定的因素都會影響著餌料的進貨價格，因此必須隨時觀察市場脈



動，以及尋找進口或是投資的貨物產地(印度蝦子)，商品出售依

區域或是國家的接受程度、打入市場的行銷策略加上必須避開的

風險，以嘉豐為例：水產食品業者會量避免供應貨物到便利商店

等零售業以免造成大量的客訴問題。進一步談到成本以及利潤，

除了除了前面提到的進貨價格，進貨品質控管也是一大重點。但

是若品質都不慎理想，那對於貨品的處理就會是一個關鍵因素，

像是工廠內使用需要藥水把蝦子發大的例子。大型工廠也會依客

戶需求來提供不同的加工完成品，像是工廠內的「拉長蝦」、「蝦

排蝦餅」等商品，透過客制化的方式，不只是可以接收更多客戶

訂單，更能夠讓場內的研發部門持續創新  

簡短總結：成本降低、利潤調高、避開風險、求新求變。 

2. 海外設置加工廠之可能性： 

個人觀察下來，越南的勞力密集產業依舊相當盛行，有許多國際

品牌都會選擇在此設廠，尤其是講究快速時尚的服裝業，非常需

要越南這樣的一個絕佳場所。這次參訪位於越南芽莊的食品加工

廠也屬於勞力密集產業，但是在這樣高度競爭下的環境要生存下

來還需要考慮到諸多因素，一座工廠的成立也並不只因為低廉勞

工的唯一原因而已。 

學生認為工場的場址選擇及設立，同時要考量到生產的商品是否



能被大眾接受，以及各式來源進口的運送成本，甚至是當地氣候

條件，這些都會是一個地點設廠的考量。因此生產的研發部門、

物流規劃方針、以及基礎建設的評估都有非常重要。 

工廠規模意味著工廠員工數量和管理級的比例，營運長特別提到 7

比 3是一個黃金比例，在這個比例下的工廠會比較容易管理。 

目前有許多國家進駐新興的東南亞市場，緬甸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東北亞鄰國也看準未來潛力，大舉投資緬甸，我們的腳步也必須

加快，但是也因為緬甸的氣候潮濕多雨，基礎建設不足，這些也

都是要考量的原因。此外在越南胡志明市我們發現越南跟日本合

作蓋地下鐵的計畫就是一個投資的例子。 

3. 外派人員培養及素質訓練： 

許多學校近年來成立產學聯盟，目的是讓學界能夠與產業界接軌，

已然成為一種新趨勢，本次海洋大學也是帶著這項任務去拜訪嘉

豐公司，討論關於成立東南亞地區的產學聯盟專案，而嘉豐也提

到目前的合作對象主要是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在未來希望海大學

生也能多一分份實習以及就業的機會。 

在討論到關於產業界需要學界培養出的能力項目時，營運長特別

提到 2個重點：語言、肯吃苦的個性。一方面語言是與當地人溝

通很重要的能力，不只是國際化的英文，當地語言也是相當重要；



另一方面，營運長提到，每年都有大學生的暑期實習機會，觀察

他們之後發現，現在年輕人卻乏積極進取的心態，並不了解外派

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希望學校在篩選學生實習時，必須充分說明

學生應具備應付異地工作內容以及工作壓力的能力才足以勝任。 

這些都是外來進入社會前必須培養的特質，也透過這次機會讓我

更加深入去了解一個產業的整體規劃，和人才培育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