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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Pipestone System）介紹 
 

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 研究員兼副所長 
陳世平 

近年來，美國由於猪隻育種技術及大型企業的垂直整合管理，致使中小

型家庭式養猪戶的生存面臨重大挑戰。其中，美國的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

（Pipestone System）是因應近年畜牧業垂直整合大型公司之競爭所興起的新

式猪隻生產管理系統。美國養猪中小農透過煙斗石系統或類似系統，以整合

母猪場提供健康離乳仔猪的生產系統，確保生產效率及提升核心競爭力。 

美國在 90 年代初期，養猪產業陸續出現垂直整合生產系統。財團憑藉著

集團的大財力，由屠宰分切場的經營向前收購猪場，或是結合肉猪場以契約

飼養的方式提高生產效率，並大量複製成功的生產模式，以降低整個生產成

本。當時，傳統型飼養 60 至 200 頭規模母猪的猪農們，體認到其工作極為繁

忙且生產效率差，是無法與大財團競爭。因此，對養猪產業的前景皆表悲觀，

而出現大量猪農離牧的情形。煙斗石獸醫診所（PVC）創辦人之一的甘乃迪

獸醫師也體認到，若無法整合出一套有效率的養猪生產系統，他們也會失去

獸醫診療的工作機會。 

在此機緣下，有幾位猪農接受煙斗石獸醫師的建議，賣掉場內的母猪，

共同建立新的大型母猪場，每週可生產大量的離乳仔猪，並讓煙斗石的獸醫

師來管理猪場的每日猪隻飼養管理工作；再將母猪場投資養猪農民的分娩舍

改成保育舍，以接收母猪場離乳的仔猪。此種分工的生產流程同時也開啟了

小型養猪農民應用分地式飼養的生產系統，以提升猪隻的健康程度。因而，

創造出今日成功的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其所管理的母猪頭數佔美國前 25 大

排行榜的第 7 名。目前我國也面臨同樣的問題，猪場設備老舊及年輕人不願

從事猪場經營，對於養猪產業也不抱希望。因此，農委會畜牧處請本所邀請

煙斗石系統的獸醫師來台，舉辦其系統介紹的研討會及座談會。讓國內的產

官學專家一同討論及評估將此系統導入台灣養猪產業的可行性，以提升國內

的養猪生產效率。  

為引進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本(101)年度特別邀請 PVC 的首席獸醫顧問

Barry Kerkaert 來台，分別於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畜產試驗所及家畜衛生試

驗所舉辦二場研討會與三場座談會。演講內容包含 2012 年美國猪肉產業、煙

斗石的生產模式、煙斗石系統的所有權模式及煙斗石健康與管理模式等主

題。與會人員非常踴躍，包括產官學界逾 400 人。若未能參與該研討會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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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學 者 或 養 猪 朋 友 ， 可 上 本 所 生 產 醫 學 教 育 訓 練 網 站 : 

http://203.73.39.83/index.html，並點閱此次研討會的演講內容。 

在煙斗石的生產模式部分，其宗旨是協助今日的農民創造明日永續生存

之農場。其管理的母猪場主要分佈在美國中西部玉米生產區域，包括愛荷華

州、明尼蘇達州、威斯康辛州、南達科他州及內布拉斯加州，可提供充足的

飼料原料及主要的屠宰場皆分布在此區域。所有參加煙斗石系統的農民，皆

必需同意及接受共同契約的約束。該系統的生產模式為專業管理母猪場，主

要生產 19~21 日齡的離乳仔猪。離乳仔猪的價格取決於母猪場的經營成本，

每頭離乳仔猪的價格約在 32~35 美元。目前該系統有超過 14 萬頭母猪，並有

630 位員工及 46 座母猪場，每年平均生產離乳至上市肉猪約 13,000 頭（產量

自 4,000 至 100,000 頭以上）。母猪場的飼養規模為 2,500~5,600 頭（平均約 3200

頭），每週可產出 1,200~2,400 頭離乳仔猪。近幾年新建的猪舍主要是離乳到

上市的猪舍，可飼養 600~2,400 頭規模。 

在煙斗石系統的所有權模式中，該系統是養猪農民透過契約方式，與 PVC

訂定權利義務關係。集合幾家肉猪飼養場的農民共同投資一母猪場，定期供

應該投資者猪場所需的仔猪。該單位內的猪場投資人共有母猪場的擁有權，

但必須放棄其經營管理權，並授權由 PVC 全權管理。PVC 則指派專業經理人

及管理人進行母猪場的經營管理，並作為人力派遣公司，負責派遣工作人員

進場飼養及照顧母猪群。母猪場的所有人員均受 PVC 管理及指揮，而不受各

母猪股東的影響。當仔猪售出給肉猪場之後，則仔猪的所有權也同時轉移到

肉猪場的某一股東加下，成為其自已的資產，肉猪場的經營者需自負盈虧。

以一座母猪場為例，每位投資股東皆需簽訂合約，以確保離乳猪是依照其契

約書的規定，輪到的股東一定要將仔猪購回，不可藉故違約。此流程即可確

保各肉猪場的飼養流程達到統進統出與批次生產的操作，有效地提高猪隻的

健康程度，及降低發生疾病的風險。 

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的核心競爭力，在於提供母猪場的專業管理，員工

的召聘、訓練及管理，與確保健康的離乳仔猪生產流程及效率。因此，該系

統非常重視猪場的疾病控管，所採行的方式強調猪場的生物安全措施，尤其

是針對猪生殖與呼吸綜合症（PRRS）病原的管控，該系統的母猪場 1/2 已裝

設空氣過濾器，以阻絕 PRRS 病毒經風傳入猪場，而暴發 PRRS 的疫情。傳統

一貫場的小農因加入此系統後不需再自己飼育母猪，並能在預訂的時間購入

健康的離乳仔猪，進行批次飼養及統進統出的生產管理。此外，此系統內生

產所需之藥品、疫苗及醫療服務，完全由煙斗石獸醫診所提供。因 PVC 獸藥

的採購規模為全美第二大，故其價格比市價便宜，更能大幅降低生產成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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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進而提高生產效率及收益。參與該系統的猪農不但能專心的飼養肉猪，

且有更多的休閒時間，從事社交活動。未來，國內業者有興趣引入此生產系

統，可與本所連絡，我們可提供國內養猪業者導入該系統所需的資訊及如何

調整該系統以適合國內的猪隻生產模式。 

 

 
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舉辦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研討會會場一隅。 

 
畜產試驗所舉辦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研討會會場一隅 
圖中為 PVC 的首席獸醫顧問 Dr. Barry Kerkaert。 

 

為讓養猪朋友更進一步的瞭解此生產系統，以下特別整理首席獸醫顧問Barry 

Kerkaert演講的部分內容，主要是有關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常被提及的問題： A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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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的持股者有多少人? 

答：目前分佈在美國5個州，已超過300小農加入，且持續成長中。 

2.問：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所創造的價值為何? 

答：比連續性生產模式更有效的生產大量的猪隻。以每年每頭母猪可生產

上市的肉猪來計算，專業管理的母猪場較有效率，且固定資產價值長

期較單一場來得高，同時可提升土地、玉米、糞便、猪的附加價值。 

3.問：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的議價能力為何?  

答：依母猪場的大小而異，較多母猪等同於更多的需求量；在美國，更多

量也就是不同等級的價錢。可議價的項目包括藥品、女猪育種、運輸

費用、管理合約、營養、勞工所有的員工福利及保險（資產、猪場、

設備）等。 

4.問：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的商業模式所遭遇的問題? 

答：（1）PRRS疾病暴發的相關成本，但這是養猪產業廣泛存在的問題，而

不是只發生在煙斗石系統 （2）市場的波動 （3）風險管理的教育及

執行 （4）溝通的問題，因為猪農在經營上需放棄管控權。 

5.問：在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的運作中，哪些是從開始到現在應學習的課題？ 

答：（1）清楚的溝通、時常的溝通。系統的推動強調猪場的訪視，包括標

準生產模式、執行模式及監視任何偏離模式的狀況與即時矯正。 

（2）清楚的管理系統，確保每一員工瞭解誰是雇主。 

（3）不讓母猪場所有人干涉員工的雇用。 

（4）有PRRS暴發時，應備有緊急管理措施。 

（5）如何管理PRRS清淨猪隻及維持猪場的清淨。 

（6）市場風險及波動的管理。 

6.問：同樣的商業及生產模式是否可在其他國家運作？ 

答：答案是肯定地，但需清楚瞭解生產系統及不同國家文化的差異。此系

統目前已在中國與某大養猪企業公司合作從事猪隻的生產，目前該診

所已派遣二位獸醫顧問前往中國大陸進行輔導及教育工作。 A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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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問：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成功模式所需克服的關鍵因子? 

答：（1）清楚的經營權，猪農對公司需有某種程度的控制權，但不是每日

的操控權。 

（2）溝通─如何將資訊清楚的傳遞給持股人?溝通要清晰，而不是隨口

說。 

（3）不同地區，可能存有煙斗石不知道的文化差異。 

8.問：此商業模式管理及執行所需的合約內容為何？ 

答：合約至少有5大項，包括組織文件、成員管控合約、經營權合約、仔猪

購買合約及管理合同（母猪場）等。另有離乳到上市管理的選項合約。 

9.問：去除持股人對猪隻健康/品質爭議，所需特殊管理技巧或書面合約為何？ 

答：需設定每位股東皆同意離乳日齡的標準（現為19到21天）。每批平均重

量的標準與市面上的離乳猪相似（總平均10磅），並需注意爭執點及個

別猪隻的品質標準。離乳仔猪個別體重不可低於8磅、無其他瑕疵、具

有活力及已完成去勢作業。若有爭執，會由經理或督察到場排除爭執，

並需事先瞭解預期所要的標準。 

10.問：猪隻購買合約的品質要求? 

答：主要為離乳日齡、個別體重及品質規格的要求。 

11.問：猪價的計價方式? 

答：母猪場是整個系統的”資金需求”中心，所有多餘的資金皆回饋到所有的

投資人。正常的管理合約是用來管理資金流動，以符合母猪場所需的

資金需求及消除借貸。預算需即時更新，以管理母猪場生產所需的資

金流動。通常猪價是依每季營運母猪場所需的費用，來計算每頭離乳

猪的價格。 

12.問：對持股人所做的組織、商業模式、經營模式及猪生產技術的教育方式

為何？ 

答：包括每個猪場的個別面談、召集小組討論、經常舉辦面對面的會議、

全體股東與會的會議、透過網路來溝通或電子郵件。同時也會將相關

訊息透過網路告知。 

13.問：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在母猪場猪群健康經營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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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煙斗石團隊有完全管理權，而不是顧問關係 （2）所有的員工皆

來自雇工公司中心，此由煙斗石所經營，讓煙斗石有主管權，而不是

母猪場的持股人 （3）猪場生產的調整皆由煙斗石主導，整個過程是

完全透明。 

14.問：煙斗石養猪生產系統在持股人的離乳到上市的經營所扮演的角色? 

答：煙斗石團隊是顧問關係，主要是獸醫的服務。大部分是做診療工作，

但不是所有的合作案例。由於市場要求離乳到上市的管理標準越來越

嚴格，故未來PVC在此肉猪生產階段的管理，將會扮演更重要的角色。 

15.問：煙斗石系統對股東/猪農是否有其他的顧問或推廣的計畫？  

答：無推廣計畫。但仍可透過顧問的合約來合作。 

16.問：如何制定上市猪價? 

答：在開放市場出售或價格透過長期契約的簽訂。 

17.問：肉猪是集體透過煙斗石系統或是個別出售？ 

答：皆可，由猪農自己決定。  

18.問：煙斗石的合作猪農與其他猪農獲利的差異 

答：目前全球由於飼料成本的增加，整個猪隻的生產利潤非常低，甚至可

能並無賺錢。但目前在此系統下生產的猪農，相較之下獲利仍會較佳，

每頭的利潤約多10美金。 

19.問：是否有猪農退出？為何？ 

答：有，仍會有猪農持續離牧。 

主要是退休而將猪場出售給他人，或對養猪產業的未來不抱希望，但

只出售猪隻的生產部分，仍保有農耕工作。有些則出售股份及在開放

市場買仔猪，但這些猪場出售的價格會比之前投資時價格更高。 

20.問：飼養棟舍與設備及設計與營運模式為何？ 

答：母猪場標準規模為5000頭母猪，新建肉猪場為離乳到上市的棟舍，可

飼養2400頭。 

21.問：煙斗石生產模式可達到如此顯著績效的商業表現的主要原因? A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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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很多因素，主要有（1）清楚的主控權（2）員工對猪隻生產克盡職

責及強化專業改善（3）穩定、經驗證的生產模式（4）監控模式的執

行程度及即時的矯正任何偏差（5）猪農的干涉降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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