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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縣與會民間團體 

沖縄県立芸術大学（Okinawa Prefectural University of Arts） 

全学教育センター 准教授 

藤田 喜久（Yoshihisa Fujita） 
聯絡方式 E-mail fujitayo@okigei.ac.jp 
活動區域 沖縄県／日本 

専門分野 海洋生物學(特別是甲殼類以及棘皮動物的生物學) 

研究実績 

（出版） 

【Main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2015】 
Fujita, Y., Davie, P.J.F., & Ng, P.K.L., 2015. A new stygobitic prawn of the 

genus Macrobrachium Spence Bate, 1864, from anchialine caves in 
Christmas Island, Indian Ocean; with a rediagnosis of M. miyakoense 
Komai & Fujita, 2005 (Crustacea: Decapoda: Caridea: Palaemonidae). 
Raffles Bulletin of Zoology, 63: 610-625. 

Naruse, T., & Fujita, Y., 2015. Lipkemera iejima, a new cavernicolous crab 
(Brachyura: Xanthidae) from a submarine cave at Ie Island, central 
Ryukyu Islands, Japan. Crustacean Research, 44: 21-27. 

Yoshihisa Fujita ・& Seiichi Irimura・& Youichi Kogure・& Masanori 
Okanishi・& Francois Michonneau・& Tohru Naruse, 2015.Catalogue of 
Echinodermata Specimens Deposited in The University Museum 
(Fujukan),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Catalogue of Materials 
Deposited in The University Museum (Fujukan),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10: 106pp. 

Naruse, T.,Fujita, Y., Sasaki, T., & Yamada, T., 2015.Holothuria
（ Halodeima ）  nigralutea(Decapoda: Brachyura: Sesarmidae) from 
Ogasawara Islands. The Annual Report of Ogasawara Studies, 38: 87-90.

Osawa, M., & Fujita, Y. (in press). Stomatopods and decapods of Axiidea, 
Gebiidea and Anomura (Crustacea: Malacostraca) from Irabu-jima and 
Shimoji-jima Islands, Miyako Group, southern Ryukyus, Japan. Fauna 
Ryukyuana. 

Fujita, Y., & Naruse, T. (in press). Karstarma boholano(Ng, 2002) 
(Decapoda:Brachyura: Sesarmidae) from Tarama-jima Island, Ryukyu 
Islands, southwestern Japan. Fauna Ryukyuana. 

Fujita, Y., & Naruse, T. (in press). Karstarma boholano(Ng, 2002) 
(Decapoda:Brachyura: Sesarmidae) from Tarama-jima Island, Ryukyu 
Islands, southwestern Japan. Fauna Ryukyuana. 

Fujita, Y., & Kobayashi, H. (in press). New distributional record of two 
stygobiotic shrimps (Decapoda: Caridea: Atyidae) in Okinawa-jima 
Island, Ryukyu Islands, southwestern Japan. Fauna Ryukyuana. 

Fujita, Y. (in press). Terrestrial and semi-terrestrial decapod crustaceans 
from Fude-iwa Island, Miyako Group, the Ryukyu Islands, Japan. 
Bulletin of the Miyakojima-city Museum. 

Weese, D., Fujita, Y., & Santos, S.R. (accepted). Looking for needles in a 
haystack: Molecular identification of anchialine larvae from the 
Shiokawa Spring, Okinawa, Japan. Journal of Crustacean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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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団法人 JEAN（Japan Environmental Action Network）

事務局長 小島 あずさ（Kojima Azusa） 
聯絡方式 E-mail cleanup@jean.jp 

URL http://www.jean.jp/ 
創始年份 1990 年 9 月 成員人數 事務局 7名 

活動區域 日本全國 

活動內容 

於春秋兩季舉辦大規模的全國淨灘活動，參與的志工人數超過 3 萬

人。春季舉行就近清潔環境的活動，秋季則是響應國際淨灘行動(ICC)，

進行兼具調查垃圾現況的國際淨灘活動。除了在日本推動 ICC 活動之外，

也舉辦「海漂垃圾高峰會」和「海漂垃圾討論平台」等座談會，以研討海

洋垃圾的解決方案為主旨，致力推動意見交流與資訊共享。 

本組織還製作並出借相片海報和裝有漂流物的行李箱型展示架等與

海洋垃圾相關的展示物與教材，並舉辦演講、專題討論等，盡力推動普及

啟蒙與環保教育。 

另外也努力從事政策提案活動，曾促成於 2009 年 7 月制定的海岸漂

流物處理推進法。 

並藉由著手處理地震造成的漂流物問題，與美加等國的 NGO 積極進

行意見交流與相關合作。 

利用裝有漂流物的行李箱型展示架 

在小學進行教學的情景以及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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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納村「海をきれいに！」実行委員会 
（恩納村「讓大海變乾淨！」執行委員會） 

代表 木村 正彦（Kimura Masahiko） 
聯絡方式 E-mail diving@anaintercontinental-manza.jp 

（ANA INTERCONTINENTAL Manza Beach Resort Diving 

Center） 

TEL +81-098-982-3057 

創始年份 2005 年 成員人數 28 家(約 120 人) 

活動區域 沖繩本島(以恩納村為主) 

活動內容 

恩納村「讓大海變乾淨！」分科會，是以「讓大家都能光著腳在

海灘玩耍！」為概念，在恩納村推動淨灘活動的團體。團體誕生的契

機，是因為參加了高中生的慈善活動。 

與其為了思考自己到底能為環保做些什麼而煩惱，不如讓想法單

純化，既然海灘被弄髒，動手清潔就好了。 

主要的活動是「主動撿垃圾，絕不亂丟垃圾」。 

從 2005 年到 2013 年之間，參與活動的人數已經累積到 3,453 人，總計

清理了 4,120 公斤的垃圾。 

 

【未來的活動計畫】 

每月 22 日固定於恩納村內進行淨灘活動。 

 

【訴求】 

每個月固定舉辦活動的團體數量似乎不多，本團體的活動可在當

日以志工身分參與。平日活動時間自 16:00 起，週末假日自 13:00 起。

請依個人情況擇月參加，到場前請先來電洽詢淨灘活動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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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覇クリーンビーチクラブ（Naha Clean Beach Club） 

代表 具志頭 朝一（Gushikami Tomokazu） 
聯絡方式 E-mail icc@ryukyu.ne.jp 

URL http://ncb.ti-da.net/ 
創始年份 1999 年 成員人數 20 名 

活動區域 沖繩本島(以瀨長島為主) 

活動內容 

每年 3 月至 11 月之間，每個月第三個星期天，從上午 10 點起，在豐

見城市瀨長島舉行淨灘活動。 

由於護岸工程造成瀨長島海岸的潮水出現變化，近年來海岸漂流物明

顯增多。 

本社團即將在本季迎向 15 週年，未來將持續以「成年人必須做出改

變，否則什麼事情也改變不了」為主題，努力推行相關活動。 

 

【未來的活動計畫】 

為了迎接社團活動 15 週年，本社團將努力培育「後繼者」及「後繼

團體」，並針對成年人舉辦啟蒙性的環保教育活動。 

 

【訴求】 

主要仍是「成年人必須做出改變，否則什麼事情也改變不了」。 

  

 
 

資3-76



5 
 

 

しかたに自然案内（Shikatani’s Nature Guide Service） 

代表 鹿谷 麻夕（Shikatani Mayu） 
聯絡方式 E-mail shika@tedako.net 

URL http://www.shikatani.net/ 
創始年份 2003 年 成員人數 2 名 

活動區域 沖繩縣 

活動內容 

我們主要以沖繩縣內的學校與地方團體為對象，推動海洋自

然觀察活動與環保教育。 

本活動的企劃方式是依照各地區的自然環境特徵，個案規劃

觀察活動或學習活動的主題。最常接觸的活動主題有海洋生態

系、生物多樣性以及垃圾問題。 

我們的環保教育目標，是透過這些活動提醒民眾注意環境與

人類生活之間的關聯性，進而喚醒人們的環保意識，促使大家思

考自己能夠做出什麼貢獻，並採取實際行動。 

 

【未來的主要活動】 

每年我們會在浦添市港川當地的小學舉辦有關海洋的環保教

育活動，並在每個月自發性地實施定點監控調查。此外，我們也

在縣內各中小學、高中及大學等各種教育機構積極推展環保教育。

 

【訊息】 

希望人們都能瞭解自己居住環境附近的海洋自然環境，共同

努力為後代子孫保留乾淨的大海。 

同時，我們也非常期待與來自同樣被黑潮連繫起來的各地朋友進

行交流。 

海洋自然觀察活動 調查漂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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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紅樹林 EE 俱樂部 
（Mangrove Ecosystems Education Club） 

代表理事 平川 節子（Hirakawa Setsuko） 
聯絡方式 E-mail info@mangrove-ee.org 

URL http://mangrove-ee.jp/ 
創始年份 2005 年 成員人數 48 名 

活動區域 沖繩縣・宇流麻市・沖繩市 

活動內容 

【未來的主要活動】 

・保育紅樹林濕地環境(植樹、育林、淨灘) 

・推行環保教育(外派教學、專題討論) 

・環保保育的啟蒙活動(由學生製作海報及標語) 

・培育志工領袖 

・與家庭、孩童會及學校、地區居民合作 

・使用沖繩天然素材(貝殼、樹果、燈心草、樹葉等廢材再利用)進行製作

手工藝品的體驗活動⇒推行至孩童會、自治會、學校、老人會、日間托老

照護中心。 

 

【訊息】 

   環境教育需要透過親身體驗活動從小培養。 

撿拾垃圾這一個活動，可提供一個大人與孩童共同體驗的環境與機

會，讓孩童學習大人的知識技術，並透過大人的啟發 (評價、課題等)，自

我發現與思索社會需求以及「自己能做些什麼」。 

    我們混合各年齡層將小學生至大學生進行編組，並由高中生、大學生

擔任領袖定期實施淨灘活動，藉此在雙向交流學習上取得了良好成果。今

後將加強與地區居民的合作、持續奠定環保教育基礎。 

 

於州崎紅樹林植樹 州崎定期淨灘活動 高中生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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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写真家（水中攝影家） 

有限会社ちむちゅらさ（有限公司 Tim Tuelassa） 

代表取締役 横井 謙典（Yokoi Kensuke） 
聯絡方式 E-mail Ken451@aqua.plala.or.jp 

URL http://www.timtuelassa.com/ 
創始年份 2002 年 6 月 

活動區域 沖繩縣 

活動內容 

「Tim Tuelassa」(ちむちゅらさ)在沖繩方言中是「美麗的心靈」的意

思。人類的心靈是創造地球魅力的起點。如果人類擁有美麗的心靈，自

然就能讓大自然變得越來越有魅力。我們希望透過推廣接觸海洋的活

動，達到培育美麗心靈的目的。 

董事長橫井先生目前在沖繩電視台的 OTV SUPER NEWS，主持每個

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二播出的《橫井謙典海洋情報》(横井謙典の海あり

んくりん)節目，向沖繩縣居民宣導有關沖繩海域的議題，並且充分利用

潛水教練的身分，在那霸地區、中部地區及座間味村阿嘉島等地持續推

動相關工作，以海洋知識與海洋保育觀念為核心價值，努力培養潛水嚮

導。另外，他也以地方上的小朋友們為對象，致力推動親近海洋的啟蒙

活動。 

 

【未來的活動計畫】 

今後將持續培育新生代的潛水嚮導，另外也將繼續透過電視媒體推

廣親近大海的啟蒙活動，希望能讓小朋友都知道海洋活動的樂趣。 

 

【訊息】 

台灣與沖繩不但是近鄰，更有由黑潮牽起的密切關係。希望雙方今後

能透過長期的雙向交流，攜手共創更美好的將來。 

橫井正在以水中攝影機拍攝影片 漂浮在水面的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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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米島ホタルの会（久米島螢火蟲會） 

事務局長 佐藤 直美（Sato Naomi） 
聯絡方式 E-mail kumehotaru@yahoo.co.jp 

URL http://kumejima.wix.com/kumejimahotaru2 
創始年份 1994 年 成員人數 45 名 

活動區域 久米島 

活動內容 

本會以久米島町教育委員會所在的設施「久米島螢火蟲館」為據點，

每年 4～5 月舉行久米島螢火蟲調查及觀察活動，6～7 月則開辦呼籲民眾

參與撿拾海漂垃圾並清理違法丟棄的垃圾等活動，8～12 月針對陸生螢火

蟲及其幼蟲舉行調查及觀察活動。此外還有以成年人為對象的全年度活

動、每週六上午舉行的植物、昆蟲及鳥類調查活動；以及以中小學生為對

象，舉辦以體驗及保護島嶼自然環境為主旨的活動。 

另外也在一般人難以進入的區域，進行清理違法廢棄物的作業，並且

正視各種傷害自然環境的起因，致力防止紅土流出、綠化環境以及加強校

園環保教育等各種相關的活動。 

其他尚有為造訪久米島的修學旅行學生、企業研修人員和旅客提供戶

外導遊，以及為每個月從福島縣來此享受大自然環境的家長與小朋友提供

相關協助。 
 

【未來的活動計畫】 

持續發展上述已實施多年的活動，並以防止紅土流出為目的，推動田

地再生、培育原生植物幼苗，協助發展久米島綢天然染料等事業，在守護

自然環境的同時，持續進行調查及啟蒙等相關行動。 
 

【訴求】 

人類應該可透過對居住地區自然環境的瞭解，在不過度開發的情況下，選

擇豐足而幸福的生活方式。兒童時期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越多，人類的

生活方式也將更加豐富。我們以自然環境的嚮導自居，不追求大規模的活

動目標，而是以專注於正確的活動方向為訴求。 

  

久米島螢火蟲遊騎兵(以中小學生為對象) 立神海岸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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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美ら海振興会（美麗海振興會） 副会長 

㈱パシフィック・ホスピタリティー・グループ 
（Pacific Hospitality Group .Co.,Ltd.） 教育事業部長 

加藤 淳一（Kato Junichi） 
聯絡方式 E-mail info@churaumishinkokai.com 

URL http://www.churaumishinkokai.com 
活動區域 沖繩本島及部分離島地區 

活動內容 

除了參與沖繩本島的海岸清潔活動之外，在 CHI-BISHI 群島／神山島

(無人島)進行生物調查及海岸清潔(包括分析海岸漂流物)等活動。 

目前我們正在為波之上海空公園／那霸 SEA SIDE 公園製作珊瑚及各

種海洋生物棲息環境的相關教材(包括與生物棲息環境相關的海岸漂流物

問題)，希望能對觀光客及本地居民和小朋友傳達沖繩海域的重要性與海洋

的美好。除此以外, 我們還開展海洋清潔、、海洋有害生物驅除以及珊瑚

養殖等事業。 

 

【未來的活動計畫】 

本公園位於那霸市內，距離那霸機場僅需 10 分鐘的車程，我們將持續

充分利用這個富有多樣性的海洋環境，努力推動相關的環保教育。 

 

【訊息】 

無論經由那霸機場(空運)和若狹大型船舶碼頭(海運)都很方便，希望各

位有機會一定要來。 

  

環保教育行前課程 海岸漂流物清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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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宮古島 海の環境ネットワーク 
（宮古島海洋環境網） 

共同代表理事 春川 京子（Harukawa Kyoko） 
聯絡方式 E-mail miyako@econet.jpn.org 

URL http://econet.jpn.org/ 
創始年份 2012 年 2 月 成員人數 22 名 

活動區域 宮古群島地區 

活動內容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宮古島海洋環境網，是由一群熱愛宮古島海域

的成員，以「讓宮古群島海域永保乾淨美麗」為訴求而成立的團體。(1) 海

岸清潔活動方面，我們策劃並執行志工淨灘活動，同時也建構相關的資訊

網；(2) 教育事業方面，我們對本地居民提供環保教育計畫，以及在學校

進行外派教學；(3) 海洋調查行動方面，我們目前針對珊瑚礁進行定點調

查。 

 

【未來的主要活動及訴求】 

雖然只是一點一滴逐漸增加，但我們的活動已引起越來越多人的共

鳴。 

未來希望能讓志工淨灘活動的參加人數陸續增加，我們還想舉辦一些

將淨灘與環保教育結合起來的活動等。 

 

【訊息】 

我們的日常活動範圍僅侷限於像宮古群島這類小島，經由與台灣朋友交流

的機會，希望也能透過資訊交換的方式拓展彼此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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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垣島沿岸レジャー安全協議会（石垣島沿岸休閒安全協議會）

役員 大堀 健司（Ohori Kenji） 
聯絡方式 E-mail fukumimi@wonder.biglobe.ne.jp 

URL http://ishigaki-safety.info/ 
創始年份 2005 年 成員人數 17 名 

活動區域 沖繩縣石垣市(石垣島) 

活動內容 

 

石垣島沿岸休閒安全協議會，每年都會在成員各自使用的區域進行

數次清理活動。 

為有關海漂垃圾的環保教育活動。 

 

【未來的計畫】 

持續在各區域進行清理活動。 

透過舉辦活動等方式，推動有關海漂垃圾問題的環保教育。 

 

【訴求】 

我們與諸多團體合作，並善用成員各自的長處，希望能以輕鬆愉快的心

情持續推動優質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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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LOVE ネットワーク事務局（海 LOVE 網事務局） 

実行委員長 笠原 利香（Kasahara Rika） 
聯絡方式 E-mail umilove@bird.ocn.ne.jp 

URL http://umilovelove.com/ 
創始年份 2009 年 

活動區域 八重山群島地區(以石垣島為主) 

活動內容 

【成立組織的主要目的】 

・對參與淨灘活動的人們提供協助 

・以個人及團體為對象，構築並發展淨灘活動的交流網。 

・每年舉辦一次「海 LOVE LOVE FESTA」活動 

 

關於「海 LOVE LOVE FESTA」活動： 

從未參加過淨灘活動的初學者也是我們服務的對象，這是為了邀請

更多朋友一起體驗淨灘活動，讓更多人開始關注海漂垃圾的問題。我們

的淨灘活動規劃有海漂垃圾藝術品製作、飛行傘攝影、現場音樂會以及

外燴等精心安排的活動內容。 

活動型態為純粹的志工活動，這是為了避免以金錢或權威來製造動

機。我們的活動宗旨是基於對大海與地方島嶼的熱愛，讓有志一同的參

加者超越立場與年齡的隔閡，透過活動的機會認識更多朋友。以輕鬆愉

快為前提，是我們對淨灘活動的基本想法。 

 

【訴求】 

我們以「IN 石垣島」作為活動標題結尾，就是希望將來能擴大規模，在

其他地方舉辦活動。希望讓海洋連繫起來的各方島嶼與國家都能團結一

致，攜手共同努力解決問題。讓大家一起享受淨灘活動的樂趣！這是我

們由衷的期待。 

 

 

資3-84



13 
 

 

石垣ビーチクリーンクラブ（Ishigaki Beach Clean Club） 

代表 佐藤 紀子（Sato Noriko） 
聯絡方式 E-mail surfsa@hotmail.co.jp 

URL http://www.churaumi.net/ 
http://umilovelove.com/ 

創始年份 2003 年 成員人數 約 13 名 

活動區域 八重山群島地區(以石垣島為主) 

活動內容 

我們 IBCC 石垣淨灘俱樂部成立於 2003 年，主要是由一群喜愛衝浪

與志工活動的女性朋友共同組成，成立後隨即展開淨灘活動。除了夏季

期間以外，我們在石垣島每個月會進行一次清理海岸的活動。每次舉辦

淨灘活動時，IBCC 都會透過加盟的八重山環境網(由政府機構、民間團體

及個人共同組成，以推動八重山海洋環保活動為目標的組織)與海 LOVE

網事務局進行宣傳，在他們的協助下呼籲一般大眾共襄盛舉。 
 

【未來的活動】 

多一個人也好，我們期待能邀請更多朋友一起參與，和我們一起體

驗淨灘活動，響應不亂丟垃圾，讓心靈更加開闊。希望以輕鬆愉快為前

提持續推動淨灘活動。 
 

【訴求】 

海漂垃圾是全球人類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的活動規模僅止於我們

目前的能力範圍，希望未來能拓展淨灘活動的規模，讓垃圾從此不再出

現在全世界任何一處的海灘上。期望能把握這個機會與台灣的朋友交

流，進而構築起雙向的合作關係，一起分享資訊、一起腦力激盪。讓我

們樂觀其成吧！ 

  

2012 年 10 月 白保(石垣機場東側) 2014 年 9 月 7 日 真榮里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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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西表島エコツーリズム協会 
（Iriomote Island Ecotourism Association） 

理事 徳岡 春美（Tokuoka Harumi） 
聯絡方式 E-mail info@iriomote-ea.com 

URL http://iriomote-ea.com 
創始年份 1996 年 

活動區域 八重山群島地區(以西表島為主) 

活動紹介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西表島生態旅遊協會成立的宗旨是在西表島

促進人類與自然共存，提升西表島觀光業從業人員的環保意識與業務技

巧，協助居民維護自然環境，以期創造出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生活方式，

進而構築起與大自然永續共存的地方社會。我們將以生態旅遊為主要工

具，並以「環境保護」、「環保教育」、「生態旅遊」與「文化傳承」這四

個關鍵字為主軸，持續推動各項活動。 

在淨灘活動(海灘清潔大作戰)方面，我們與八重山環境網西表生態企

劃合作，每月進行一次淨灘活動，至今已實施超過十年。此外，我們也

會針對清理出來的垃圾進行分類回收，調查垃圾清運量及寶特瓶原產

國，並將調查結果匯集成資料庫。 

 

【未來的活動】 

西表島是沖繩縣第二大島，但人口僅有 2,300 人左右。希望將來能夠

安排觀光客或修學旅行的學生，一起加入淨灘活動的行列。 

 

【訊息】 

我們和島上精力充沛的孩子們一起進行淨灘活動。希望能將島上美

好的自然環境，原封不動地保留給島上的孩子們。 

正式會員：個人 38 人、團體 5 個  贊助會員：37 人 

  

海灘清潔大作戰(鹿川海岸) 為島上孩子們規劃的環保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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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會民間團體 

 

 

台灣清淨海洋行動聯盟 

Taiwan Ocean Cleanup Alliance (T.O.C.A)  

 

財團法人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Kuroshio Ocean Education Foundation 

Member 
董事 張泰迪（Chang Tai-Di） 

環境教育專員 黃文儀（Huang Wen-I） 

Introduction 

• Pass on the monitoring method (2004~) 
• Organize ICC(2004~) 
• Long term monitoring research in Hualien (2004~2006) 
•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Organize TOCA 
• Education and Exhibition 

Contact 
information 

URL：http://www.kuroshio.org.tw 
E-mail：kuroshio@seed.net.tw 
TEL：03-8246700／FAX：03-8246717 
ADD：No.81,Zhongmei Rd., Hualien City, Hualien County 970,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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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ety of Wilderness 

Member 
新竹分會會長 劉月梅（Liu Yueh-Mei） 

專案專員 藍婷（Lan Ting） 

Introduction 

Join ICC since 2006 
Make the teaching plan and use in the school 
More than 5000 volunteers join ICC each year 

 

 

Contact 
information 

URL：https://www.sow.org.tw/ 
Website for cleanup：https://cleanocean.sow.org.tw 
Email：ocean@wilderness.tw  
TEL：02-2307-1568／FAX：02-2307-2568 

ADD: No.204, Zhaoan St.,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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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Member 專案執行 陳姿蓉（Chen Zih-Rong） 

Introduction 

Do the monitoring program in Taipei , Penghu ,Taitung  
Special column of  marine debris on newsletter 
Cups art exhibition 

 

Contact 
information 

URL：http://teia.tw  
E-mail：service@e-info.org.tw  
TEL：02-2933-2233 
ADD：No.38, Wanlong St.,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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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社區大學 Tainan Community University 

Member 環境小組研究員 晁瑞光（Chao Jui-Kuang）

Introduction 

Long term monitoring program since October , 2005 

Cooperate with local government to ban on styrofoam cups & 

tableware from April , 2013 

  

 

Contact 
information 

URL：http://tncomu.tw/ 
URL：http://163.26.52.242/~beach 
E-mail：yating.tai@gmail.com 
TEL：06-2515670 
ADD：No.750, Gongyuan Rd., North Dist., Tainan City 704,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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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Museum of Marine Science & Technology 

Member 
展示教育組主任 陳麗淑（Chen Li-Shu） 

展示教育組助理 廖運志（Liao Yun-Chih）

Introduction 

• Monitoring program 
• Education 
• Exhibition 

 

Contact 
information 

URL：http://www.nmmst.gov.tw/ 
E-mail：ocean@mail.nmmst.gov.tw 
TEL：02-24696000 
ADD：No.367,Beining Rd., Keelung City 202,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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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 海洋公民基金會 

Member 執行長 翁珍聖（Weng Chen-Sheng） 

Introduction 

Let's make the ocean a better one. 

 Marine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Contact 
information 

URL：http://www.iocean.org.tw  
Email：services@iocean.org.tw  
TEL：06-9211007 /FAX：06-9212207  
ADD：No.92-77, Xiwen’ao, Magong City, Penghu County 880, 

Taiwan (R.O.C.) 
Taiwan member：Leela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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