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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海洋生物保育，本公司特與帛琉

郵政合作以鯊魚、綠蠵龜為共同主題及相同

圖案各自發行小全張 1張，內含郵票 2枚，
分別為汙翅真鯊及綠蠵龜，背景結合帛琉海

景及我國繽紛的海底景觀，圖案簡介如下：

一、汙翅真鯊（面值 13元）：屬中小型鯊魚，
最大可長達 2公尺。體呈紡錘型，因各
鰭的尖端部位皆為黑色而得名，主要分

布於印度洋至太平洋海域，臺灣及帛琉

周邊海域都可見其蹤跡。因為生存受到

威脅，已被國際自然保育聯盟 (IUCN)
列為近危物種。

二、綠蠵龜（面值 28元）：屬中大型海龜，
成龜體長逾 1公尺，主食為海草及大型
海藻，體內脂肪因此累積大量葉綠素而

得名，分布於熱帶及亞熱帶海域，因常

被漁業活動誤捕，已被國際自然保育聯

盟列為瀕危物種，國內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將其列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目前臺

灣澎湖望安島已規劃為綠蠵龜保護區。

「海洋生物郵票小全張－鯊魚、綠蠵龜」各項印製詳情簡單介紹如下：本套郵票

為特種票，發行套號為特 665，用紙為燐光郵票紙，小全張張幅為 90 × 140(毫米 )，
票幅為 50 × 30(毫米 )，發行數量為 80萬張。本組郵票係由查爾特設計廣告有限公司
設計，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彩色平版印製。附帶發行下列票品：

1. 大型首日封：每個新臺幣 3元 4. 活頁集郵卡（含護卡套）：每張新臺幣 16元
2. 貼票卡：每張新臺幣 8元 5. 預銷首日戳小全張封 1種，每個新臺幣 44元
3. 護票卡：每張新臺幣 8元
以上第 1～ 4項票品提前於 6月 22日開始發售；第 5項票品則於 6月 26日郵票

發行當日同步發售，歡迎集郵人士選購。

海洋生物郵票小全張－鯊魚、綠蠵龜
訂於 107 年 6 月 26 日發行

 集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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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是我國古典文學的瑰寶，寫作題材及

風格多元，有抒發個人情感、描寫自然景致或

反映社會實境者，極受後世喜愛。唐朝是詩歌

水準最高的黃金時期，唐詩對後代的詩歌創作

有極大的影響。

唐詩一般可分絕句與律詩兩種，前者四句，

後者八句；每句又以五言或七言為主流。本公

司特以五言絕句唐詩 4首為主題，規劃郵票 1
套 4枚，預定於 107年 7月 6日發行，詩句如下：
一、〈登鸛鵲樓〉王之渙 (面值 6元 )：白日依

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

層樓。

二、〈江雪〉柳宗元 (面值 8元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三、〈相思〉王維 (面值 9元 )：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幾枝。勸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四、〈靜夜思〉李白 (面值 15元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本套郵票由沈禎先生繪圖，大觀視覺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設計，中華彩色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以彩色平版印製。本套郵票為特種票，發行套號為特 666；票幅 30 × 50(毫
米 )；發行量每款圖案各為 79萬 2,000枚；使用燐光郵票紙。附帶發行票品如下：
1. 首日封 (大型 )：每個新臺幣 3元 5. 原圖明信片：每套新臺幣 40元     
2. 貼票卡：每張新臺幣 8元 6. 預銷首日戳低值封：每個新臺幣 9元
3. 護票卡：每張新臺幣 8元 7. 預銷首日戳套票封：每個新臺幣 41元
4. 活頁集郵卡 (含護卡套 )：每張新臺幣 8元
以上第 1～ 5項票品提前於 7月 4日開始發售；第 6～ 7項票品則於 7月 6日郵

票發行當日同步發售，歡迎向全國各地郵局、郵政博物館洽購，或上網至「中華郵政

集郵電子商城」（https://stamp.post.gov.tw）訂購。

古典詩詞郵票
訂於 107 年 7 月 6 日發行

 集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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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中華民國 107年全國郵展」於 107年 7月
6日至 9日假彰化女子高級中學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本
公司特發行「臺灣獼猴郵資票」1種。每枚郵資票正面
下方左側印有 3個英文字母組成之卷號及 4碼阿拉伯數
字組成之序號，每卷 1,000枚，共發行 800卷。

臺灣獼猴為臺灣特有種保育動物，尾長，臉扁，頭圓，有頰囊。除面頰及尾基至

臀部裸露外，全身披毛。屬晝行性活動，營群體生活，棲息於全島自平地至海拔三千

公尺上下的森林地區。

本項郵資票訂於民國 107年 7月 6日裝入基隆愛三路郵局、海洋大學郵局、臺北
北門郵局、臺北火車站郵局、臺北青田郵局、臺北大安郵局、臺北信義郵局、士林郵局、

內湖碧湖郵局、南港郵局、文山指南郵局、板橋文化路郵局、板橋國慶郵局、新店郵局、

中和郵局、三峽郵局、樹林郵局、三重中山路郵局、淡水郵局、淡江大學郵局、新莊

郵局、輔仁大學郵局、林口郵局、桃園成功路郵局、中壢郵局、中壢內壢郵局、龍潭

郵局、楊梅郵局、新竹武昌街郵局、新竹科學園郵局、新埔郵局、竹北郵局、竹東郵局、

苗栗中苗郵局、苑裡郵局、臺中公益路郵局、臺中英才郵局、臺中民權路郵局、臺中

工業區郵局、臺中向上郵局、太平郵局、豐原郵局、潭子郵局、靜宜大學郵局、彰化

中央路郵局、斗六西平路郵局、嘉義玉山郵局、臺南成功路郵局、新興郵局、左營郵

局、高雄站前郵局、小港郵局、高雄西甲郵局、鳳山郵局、岡山郵局、屏東民生路郵局、

宜蘭中山路郵局、花蓮國安郵局、臺東大同路郵局及郵政博物館之郵資票出售機供顧

客自行打印面值使用。又內湖郵局、彰化光復路郵局、鹿港郵局及員林郵局郵資票出

售機，機號為 107、124、125及 126共計 4台將於郵展期間移至展場供郵友現場打印。
各局郵資票出售機配置若有變動，請以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http://www.post.gov.

tw）公布之資訊為準。
本郵資票由大觀視覺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設計，法國卡特安全印刷廠印製。票幅 43 

× 25.5 (毫米 )，上、下邊各有 2個半圓孔；圓孔半徑為 1.5毫米，兩圓孔圓心間距為
20毫米；發行數量為 80萬枚。附帶發行票品如下：
1.首日封：每個新臺幣 2元 3.加字原圖明信片：每張新臺幣 10元
2.原圖明信片：每張新臺幣 10元
以上均自民國 107年 7月 4日開始於彰化郵局、集郵電子商城及郵展會場販售。

 集郵處

臺灣獼猴郵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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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103年 1月 8日、104年 9月 10日及 105年 7月 14
日發行系列「臺灣珊瑚郵票」之後，本公司續規劃郵票 1套
4枚，圖案簡介如下：
一、輻葉柔紋珊瑚 (面值 6元 )：石珊瑚目。珊瑚群體由許

多直立或水平的板葉構成，大型群體的板葉常互相層

疊，排列成螺旋形或環形。生活群體表面具有輻射狀的

脊和皺褶，呈黃、淡褐或米色。在臺灣周圍礁岩海域皆

可發現。

二、綠羽珊瑚 (面值 6元 )：軟珊瑚目。珊瑚群體由數個大型、
各自獨立的珊瑚蟲組成，珊瑚蟲之間以匐匍根或薄層組

織相連。珊瑚蟲有 8隻羽狀觸手，羽狀分枝長而密集。
生活群體呈綠或黃褐色，基部匐匍根常呈紅色。在臺灣

周圍礁岩海域皆可發現。

三、隔板葉形軟珊瑚 (面值 15元 )：軟珊瑚目。珊瑚群體由
肥厚的肉質組織構成，表面具有隔板狀的陵脊，陵脊通

常呈輻射狀排列，由中心向周圍呈放射狀分布。生活群

體呈黃褐、淡黃或淺綠、綠色。主要分布於臺灣南部礁

岩海域。

四、美麗紅扇珊瑚 (面值 15元 )：軟珊瑚目。珊瑚群體的分
枝延展成一平面，形成小扇狀。珊瑚群體通常呈鮮紅

色，珊瑚蟲呈白色或透明狀，密集分布在分枝的側面和

前面。主要分布於臺灣北部及東北部礁岩海域。

本套郵票由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戴昌鳳教授規劃，魚貝類生態畫家鄭義郎先

生繪製，卡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彩色平版印製。其他印製詳情簡介如下：為特種票，

發行套號為特 667；票幅為橫 40毫米、直 30毫米；發行數量為 70萬套；使用紙張為
燐光郵票紙。

配合郵票發行，推出專冊 1款，內含臺灣珊瑚系列郵票 16枚及原圖明信片 16張，
內頁穿插以精美的臺灣珊瑚圖片，引領大眾認識臺灣珊瑚的美麗與多樣性。附帶發行

下列票品：

臺灣珊瑚郵票 (107年版 )
訂於 107 年 7 月 19 日發行

 集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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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日封：每個新臺幣 2元 
2.貼票卡：每張新臺幣 5元 
3.護票卡：每張新臺幣 5元。 
4. 活頁集郵卡 (含護卡套 )：每張新臺幣 8元 
5.預銷首日戳低值封：每個新臺幣 8元
6.預銷首日戳套票封：每個新臺幣 44元
7.專冊：每冊新臺幣 480元。

以上第 1～ 4項票品提前於 7月 17日開始發售；第 5～ 7項票品則於 7月 19日
郵票發行當日同步發售，歡迎向全國各地郵局、郵政博物館洽購，或上網至「中華郵

政集郵電子商城」（https://stamp.post.gov.tw）訂購。

集郵處

新增風景郵戳

為宣傳郵政服務與推廣觀光景點，特鐫刻「蘇澳燈塔」風景郵戳，供集郵人士蓋印

收藏：

風景郵戳名稱：蘇澳燈塔

啟用日期： 民國 107年 5月 23日
使用局所： 蘇澳郵局、宜蘭中山路郵局、羅東郵局
說　　明： 蘇澳燈塔位於宜蘭縣蘇澳鎮北方澳後山，西元 1927年

建造，塔身為白色四方形鋼筋混凝土建築。二次大戰期

間遭轟炸損壞停止發光，民國 38年修復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