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養猪戶如何因應高糧價時代 
飼料價格從 2007 年第三季開始上揚，使得歐洲養猪成本平均每

公斤活體重增加約新台幣 14-23 元。在此之前，先進歐洲養猪國家的

食品價格變動成本上調 75-80%，總成本之漲幅達 50%，而且還持續上

漲。 

由於全球需求量及其他相關原因之影響，預估穀物價格短期內將

偏高，後續還得視今年的收成而定。無可避免的，部分養猪、養雞戶

可能被迫停養，將直接造成農民損失，並間接造成肉類供應量的減少。 

目前，歐盟每公斤猪隻活體重所需飼料價格已上漲台幣 2.82

元，且無法準確預估今年夏天是否會再上漲，對養猪戶已經造成沉重

的負擔，除非小麥等穀物價格下跌，否則養猪戶很難鬆一口氣。本文

提供養猪戶因應高糧價實務上的建議： 

1.尋找本地生產的替代作物：對於不常使用的飼料原料，如高粱，建

議採購時以乾物質計價。同時，諮詢營養專家協助設計以每日營養攝

取量足夠猪隻需要的配方，並檢測新使用飼料原料的抗營養因子含

量。 

2.密切注意飼料作物價格波動情形：如可行，建議先簽約預購以鎖定

價格。 

3.統一採購方式大量進貨：進行盤點庫存後，以統一採購方式大量進

貨，不僅可有較大的議價空間，也可降低庫存和運輸的成本。 

4.提早猪隻上市時間：在穀物價格高漲的狀況下，肥育後期的增重並

不符合成本效益。可利用電腦軟體設定近期猪隻出售的最佳體重門

檻，例如目前英國最有利的猪隻上市體重為 90-95 公斤。 

5.選擇瘦肉型猪隻品種：計算成本與獲利的比較，瘦肉型猪隻可以相

同或較少的飼料成本獲得的較高利潤，因為瘦肉組成中水佔了相當多

的比例。 

6.減少飼料浪費：這是全球養猪戶普遍忽略且相當嚴重的問題。根據

調查，猪場平均浪費飼料約 6%。養猪戶應留意溢出的飼料，此種浪

費量應控制在 2%以下。每浪費飼料 1%，飼料換肉率也連帶變差 1%。

因此，將飼料浪費量從 6% 降至 2%，平均每公斤活體重約可多賺台幣

4.51 元。 

7.改善猪隻健康狀況：特別是從仔猪離乳到保育期階段；如遇疾病爆

發等緊急情況，應密切與獸醫師合作，並定期加強檢視猪場清潔衛生

工作。降低仔猪離乳後死亡率 1%，每公斤活體重的生產成本可減少

台幣 0.61 元。 

8.重新評估飼料添加劑：自從歐盟禁用抗生素生長促進劑(AGP)後，

市面上飼料添加劑的產品眾多，但未必符合生產成本效益。專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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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前僅有 4%的產品對當今高糧價時代的養猪有其成效。諮詢營

養專家建議正確飼料添加劑的使用。 

9.改善猪隻日增重：改善猪隻日增重 50 克約可降低生產成本新台幣

0.89 元。在飼料配方沒有問題的前提下，氣溫、飼養密度及通風是

影響猪隻生長效率的主因。每項因素平均約可影響猪隻日增重 30-40

克。諮詢畜舍或相關工程專家，建議正確的調控溫度、通風流量和適

當的飼養密度。 

10.正確換氣頻率：一般保育舍的通風換氣量設定在 20%，已超出實

際需要的 5%。通風換氣量減少 5%後，每公斤活體重的生產成本可降

低新台幣 0.75 元。諮詢機電專家建議進行正確換氣頻率的設定。 

11.減少猪隻移欄和混養：平均每次移動猪隻的緊迫將會延後其屠宰

日齡一天，即增加生產成本新台幣 2.4 元。 

12.母猪產仔頭數：為影響生產成本的主要關鍵。母猪產仔猪數多一

頭並存活，每公斤活體重約可降低生產成本新台幣 4.13 元。依據猪

場生產管理記錄，監控母猪的正確分娩時間與維持母猪的健康狀態。

由過去之生產管理記錄，提供重要的資訊，把握人工授精的正確時程。 

13.關掉不需要的電燈：冬季的生長肥育猪舍常 12 小時開燈。實際

上，猪隻僅需要微弱的燈光能夠看到飼料槽和飲水器即可。如此，約

可節省台幣 0.75 元。為省電，亦可於每間猪舍裝置小燈的切換開關。

例如猪場有 20 間猪舍供 18 周飼養期間之使用，上述照明的控制能降

低燈光的使用量，使每頭肥育猪每公斤活體重節省台幣 0.01 元。 

14.達到最大契約體重目標：猪隻最高售價來自以最高價出售之猪肉

量，利用育種改良達成目標，以提高售價而獲利。例如，記錄來自某

公猪或某人工授精公司所提供種源，暸解其改善背脂或瘦肉量之效

益，對照於改變種源之前的性狀，作為提高契約體重的目標依據。 

15.達到上市目標體重：藉由猪隻的超額利潤作為員工的激勵。 

利用林林總總的改善措施可以省下的費用列於表 2，合計每公斤

活體重可節省台幣 14.44 元(體重 100 公斤猪隻節省 1,444 元)。當

然，這是理想狀況，不太可能每一項都能達到上述的估算值。然而，

積少成多，養猪戶能實質上減少支出，就有機會渡過糧價高漲的考驗。 

表 3. 因應高糧價的省錢措施 A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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