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猪隻產量反應高糧價效應 
根據 Pig International 年度全球猪肉產量分析結果顯示，產量

近年來首度出現下滑現象。2008 年主要全球肉品市場分析的專欄文

章大篇幅討論市場的走勢。前所未有的穀物價格攀升，打亂生產的走

勢，增加產量預估的不確定性與困難度。以養猪產業為例，針對小型

養猪場而言，2008 年顯然是產業重整期。參考 2007 年公佈的資料，

部份產業在當年度已就因應高糧價作調整。 

隸屬聯合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與糧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的農業展望報告，在未來高糧價現

象仍會持續。預估 2008～2017 年全球肉類產量平均每年以 2%成長，

但每個區域的力道將有顯著的差異。開發中國家(特別是亞太區域)

的肉類消費量將佔全球產量的 80%。 

■ 充滿不確定性的預測 

這篇報告分別刊登於 FAO(www.fao.org)及 OECD(www.oecd.org)

網站，試圖在眾多不確定因素下作出推測，也強調整體大環境特別受

到金融市場不穩定、高糧價引發的通膨壓力、全球經濟成長減緩以及

糧食安全隱憂等影響。針對包括利用穀物及油菜籽生產生質能源，石

油價格，主要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糧食作物產能以及美元兌換匯率

等影響產業之五項重要指標提出假設，並作成結論。 

在 2017 年以前，開發中國家多種農產品的生產將具有舉足輕重

的地位。例如，巴西的肉類出口量累計將佔全球總出口量的 30%，也

將與少數主要出口國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等並列前茅。反之，歐盟

的出口比例則預期下滑。同時，開發中國家的肉品仰賴進口的比例也

呈現成長，因為國內需求量遠超過其生產量。預估 2017 年前，俄羅

斯將超越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肉類進口國。2008～2017 年間影響供

需平衡背後的變動因素將使得大宗物資的價格持續打破過去十年來

新高。預估小麥及玉米價格將上漲 40～60%，牛肉、猪肉價格因此預

估漲幅為 20%。 

■ 短期產能減少 

根據 FAO 的評估，全球猪肉生產量繼 2007 年因中國爆發猪隻生

殖與呼吸道症候群(PRRS)而減少 3%後，2008 年將增加 2%。預估 2008

年中國的猪肉產量將增加 1%。南美洲因穀物產量豐富，預期未來連

續四年猪肉生產國之產量都會上升。主要生產國如阿根廷、巴西及智

利等將有助拉抬此區域整體產量增加 4%。俄羅斯則因猪隻頭數增加，

預估 2008 年猪肉產量將超過 6%。同樣產量會增加的國家還包含美

國。反觀，加拿大及歐盟 2007 年產量在週期循環的高點，2008 年則

ATIT



預估會下滑。越南也因受到 PRRS 爆發與猪隻選拔等因素的影響，2008

年產量也減少。原先依據 1990～1995 猪肉產量成長 15%，1995～2000

成長 12.5%及 2000～2006 預估 19%的走勢，因而推估 2007 年也將會

延續此波段順勢再增加 3%，將全球猪肉產量推升至一億一千萬公噸。

但結果卻不如預期，2007 年的產量開始反應高糧價效應的影響，低

於 2005 年和 2006 年。FAO 的報告 2007 年全球猪肉產量低於 9千 9

百萬公噸，比 2006 年減少 7.5%；2008 年如產量達到預估的一億零五

十萬公噸，則成長幅度達 1.8%。表 2呈現 2006～2008 三年的猪隻生

產，進、出口的消長情形。 

表 2. 世界主要猪肉生產及交易變動分析 (x1000 公噸) 

 
■ 猪肉產量區域差異分析 

進一步分析，全球各區域猪肉產量有顯著差異。2006～2007 年

主要產量減少地區是發生在亞太地區，受到混合性疾病、糧價及氣候

等因素影響而導致產能下降。歐洲產量微幅增加，北美、拉丁美洲及

非洲產量明顯增加。猪肉市場交易情形則為：亞太地區進口量遠超過

出口量。歐洲除了 2006 年外，則是出口多於進口。北美地區則是因

出口策略調整及加幣升值等因素，2007 年出口量較 2006 年減少。儘

管如此，亞太地區猪肉產量仍佔全球產量的 54%高居首位，其次分別

為歐洲 27%、北美 12%、拉丁美洲 6.5%和非洲 1%。亞太地區中以中國

所佔的生產比率最高，佔全球產量的 44%。中國近 3年來產量波動較

大，2006 年約 4 千 9 百萬噸，2007 年減少至 4千 4 百萬噸，2008 年

預估總產量可能微升到 4 千 4 百 70 萬噸。表 3則依據 2007 年產量排

序，將 2000～2007 年世界主要 20 個猪肉生產國之產量列表，其中、

下段國家的產能變化不大，但俄羅斯則超越加拿大，荷蘭也同時超過

日本及菲律賓。普遍說來，各區域在糧價波動期間對母猪在養頭數作

相當彈性的調節。 

表 3. 世界主要前 20 名養猪國家 2007 年猪肉產量分析 (x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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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 

 
2007 年 Pig International 預估各國母猪在養頭數將以維持現

有規模以取代增養，這與實際情況相差不遠。不過，表 4 數據值得注

意的現象包括：2007 年東歐國家如羅馬尼亞、匈牙利和捷克等母猪

在養頭數減少相當可觀，恰好與拉丁美洲增養現象相反。特別再強

調，表 4僅分析母猪在養頭數消長情形，而非代表整體猪隻在養情況。 

許多國家養猪產業發展趨勢已走向減少或淘汰後院養猪，而走向

企業化、網絡整合及契約式養猪。因此，母猪的產仔數、屠體重等績

效指標優劣，則有賴業者持續從經營管理、畜舍、營養及疾病防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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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努力。 

表 4.主要 30 個養猪國家母猪在養頭數分析表 (x1000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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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佳玲摘譯/顏宏達審 Pig International, pp.6-8, Jul/Au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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