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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海研五號」呢？ 

陳彥宏*
  文展權**

 

2014 年 10 月 10 日「海研五號」在澎湖外海觸礁沉沒，英勇的海巡弟兄在惡劣的

天候海象下，冒險搶救，全船 45 人，除 2 人不幸罹難外，其餘全數救回，也算是為這

個不幸的事件畫下一個段落的小小句點。 

緊接著，政府交通部門開始啟動海事調查程序，並也依據《商港法》行文身為船舶

所有人「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要求打撈「海研五號」船體；另外，科技部也著手準

備購買二手船應急，以避免國家的海洋研究與探勘停擺，同時也積極規劃建造另一艘新

的海洋研究船。 

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已如火如荼的籌劃推動中。但仔細想想，好像事隔近半年後的

現在，我們發現，這艘躺在澎湖外海 40 公尺水深下的「海研五號」，卻早已被遺忘？

「海研五號」殘骸的「移除」或「不移除」似乎也沒人去關心了？ 

誠如在 2014 年 11 月 26 日，中央社報導的內容中所述，交通部門評估「海研五號」

快速沉沒，船體至今大致應仍保持完整，並可能隨海流而移動，可能會影響其他船舶航

行安全，也有污染海洋之虞。」但是，「海研五號」的「移除」還是「不移除」還是「不

去移除」，這中間所牽涉的學問與邏輯思考倒是很值得仔細斟酌。 

首先，事隔半年，這「海研五號」的船體完整性狀況如何？海底地形狀況如何？潮

流水文狀況如何？船舶沉陷淤泥深度狀況如何？這些事情，好像除了國立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海事調查與鑑定中心」曾經派船至沉船處進行實地水下檢測以外，似乎沒有聽聞

其他單位曾進行類似水下的檢測或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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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移除」與「不移除」的決策是有技術門檻的考量。如果真的要「移除」，

畢竟還是得先調查「海研五號」沉沒迄今的最新實際狀況並進行詳細分析。包括沉船位

置，沉船姿態、角度、沉陷深度等等。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技術資訊需要調查研究，例

如，當地潮汐與海流的狀況？每天可以作業時間的長短？配合每日潮汐的最適合時段與

間隔？最大海流流速與流向？此外，若要考慮打撈「海研五號」，則勢必得在船體規劃

數個可以鑿開船體鋼板以利纜繩穿越的位置，此項任務的進行，則需要依賴水下無人載

具(ROV)與三維立體聲納近距離地針對船體進行勘查；另外，根據觀察沉船周圍地形發

現，「海研五號」似乎有沉陷的跡象，而沉陷的深度與趨勢及四周的地質類別是決定「海

研五號」撈起時所需的鋼纜強度與絞機力度的重要因素。以上這些數據都是將來若要真

正打撈時，必需要先行獲得的評估資料。 

除了這些簡列的一些工作外，其他有關「移除」技術門檻的考量當然還是有的，但

是，平實地說，在這個海事科技這麼發達的時代，這個門檻，其實也不過就是「經費」

的門檻。 

然而，值得思索的是，泡在海底天天受著潮流擾動摧殘的「海研五號」，泡愈久，

「門檻」會不會愈來愈高？更值得思考的是，澎湖水域天候海象本來就不是很好，扣除

強烈的東北季風季節及颱風季節後，如果真要「移除」，能夠作業的時間與機會還是得

好好抓住，老天爺肯給的那短短幾個月的可作業空檔。 

最讓人擔心的是，會不會產生本來可以「移除」，卻因為「不去移除」，最後變成

了「不能移除」而「不移除」的窘境？果真如此，那就真的遺憾了！ 

其三，或有人主張「不移除」，就把「海研五號」當人工魚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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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主張或許也是個辦法，但無論如何總得先確定「海研五號」是真的不會影響到水

面與水下的航行安全，並且必須將「海研五號」妥善固定，以確定「海研五號」哪天不

會變成破碎的船體，掃蕩福爾摩沙美麗的海底生態，順便把台灣和澎湖間的海底電纜一

起切斷！ 

另外，如果真的不移，政府部門或許也得想想我們所有的作為是否都能符合 2015

年 4 月 14 日生效的《沉船清除公约》(The Nairobi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Removal 

of Wrecks)的所有規範。更直接一點的說，政府部門所屬的船沉了都可以不移，將來民

間如果不幸也有船難沉船事件發生，政府部門總得有個說詞告訴船東，為什麼我命令你

移你就要移，為什麼自己卻可以不移。 

回歸主題，作為從事海事安全研究的學術工作人員，我們寄望政府交通部門能夠確

實督導船東掌握時間，讓「海研五號」的「移除」與「不移除」儘速有個明確的指令與

後續動作。千千萬萬別讓本來可以「移除」，卻因為「不去移除」，最後變成了「不能

移除」而「不移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