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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養豬產業現況 

• 全球氣候異常糧食短缺，動物與人爭食，飼料浪費
? 

• 原物料仰賴進口，生產成本持續攀高。 

• 生產效率差，飼養戶、在養頭數減少? 

• 農民偷雞，養豬頭數調查不確實。 

• 消費者飲食選擇多 。 

• 瘦肉精、藥物濫用、環保負面媒體新聞多。 

• 多數無企業化經營概念，無正確紀錄觀念。 

• 產業老化，年輕族群不願意投入。 

• 集團巨額資金投入，農民利潤微薄。 

• 國際貿易自由化時代，農民競爭力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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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決策所造成損失 

引進種豬。 

畜舍設計不良，高溫、活動過多。 

飼料配方改變，替代(副) 產品使過量。 

弱小豬管理、淘汰， 醫療資源。 

 廢水處理過程，罰單。 

品牌建立、市場通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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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iginternational-digital.com/piginternational/201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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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iginternational-digital.com/piginternational/201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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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點 

• 經營模式(一貫化生產、批次生產、異地生產) 

• 產業訊息(原物料、價格、進口量) 

• 在養頭數(母豬、保育豬、肉豬頭數) 

• 核心技術(發情觀察、配種、飼養管理) 

• 確實紀錄(生產管理、經營管理、行銷管理) 

• 精確判斷與分析(敏感度) 

• 市場定位 (肉品市場、冷凍加工廠) 

• 消費者需求及趨勢(安全健康) 

 

 

 



來源 
• 玉米(美國→中國大陸→巴西→墨西哥→阿根廷) 

• 品質(北美玉米>非北美玉米，美玉>阿玉) 

• 進口量(畜牧業在養頭數、製造業、加工業相關) 

• 價格/走勢(隨產量與運費增減相關) 

 

• 進口來源(美國、巴西、阿根廷、印度、其他) 

• 價格高、產量不足、運費漲(長期漲但今年降7%) 

 

替代方法(米、高粱、樹薯、米糠、麩皮) 

消化率、適口性、胺基酸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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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ogle.com.tw/imgres?q=%E5%8F%B0%E7%81%A3+% 

大陸近年玉米進出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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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hperng.blogspot.tw/2011/08/2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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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bp.blogspot.com/-49UnbM_UUrg/Tj_p0C8meHI/AAAAAAAAAEo/WBPgNtWX7j0/s1600/Fig+01.jpg


國內畜牧產業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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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a.gov.tw/show_index.php 

103% 71% 107% 73-77% 



替代性能源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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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2005至2011年豬場經營成本調查 

資料來源：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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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2005至2011年豬場生產管理效率分析 

資料來源：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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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2005至2011年飼料價格及毛豬售價變動 

漲
幅 

3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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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2005至2011年豬場經營效率分析 

資料來源：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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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隻生長紀錄 

• 品種/品系(純種、雜交-合成) 

• 飼料營養、採食量(分階段) 

• 生長曲線(154 or 180 or 210天) 

• 整齊度 

• 母豬生產力(分娩率、產仔數) 

• 育成率(離乳、保育、肉豬) 

• 肉豬上市(重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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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生產模式對生產效益之影響 

資料來源：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 劉昌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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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種組合窩仔數的比較 

資料來源：文化大學 羅玲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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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豬群生產力 

• 您是否計算過自己豬場「每一頭母豬的生產力」? 

• 每頭母豬一年可生2.45胎(365天/114懷孕+28哺乳+7

發情) 

重發情1次 

     → 剩2.30胎(母豬胎數降低6.12%) 

     → 飼料費增加798元(21天*2kg*19元/kg) 

重發情2次 

     → 剩2.16胎(母豬胎數降低11.84%) 

     → 飼料費增加1,596元(42天*2kg*19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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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頭的母豬一年多增加了159,600(319,200)元 



整齊度 

同批/同欄間差異度您注意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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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損失所增加的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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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養豬產業競爭力是什麼? 

• 衝擊&競爭 

→ 瘦肉精、食品安全、動物福祉 

→ 環境保護、生態、水源 

→ 自由貿易協定(FTA) 

 

• 因應之道是什麼? 機會在哪裡? 

→ 如何掌握市場脈動與市場消費需求 

→ 結合飲食文化的推廣 

→ 運用地方資源 

→ 國際旅客、陸客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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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市場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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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ogle.com.tw/search 



國產豬肉品牌 

25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 



畜產品消費市場趨勢 

• 人民所得與畜產品的價格均趨向 M型化。 

• 消費者對畜產品的需求來自複雜的心理因
素，依各人的需求階段而改變。 

• 畜牧生產從一級邁向二、三級產業，甚至
邁向六級產業的情況愈來愈普及，且為提
高畜產業附加價值的重要途徑之一。 

• 透過市場區隔掌握小眾市場的特殊需求，
並給予滿足，是當前畜牧永續發展的重要
途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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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場推動時程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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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農業及衍生產業的附加價值 

六級產業(體驗行銷) 

三級產業 

(服務、休閒) 

二級產業 

(原料加工) 

一級產業 

(農業生產) 

低 

高 

附 

加 

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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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趨勢 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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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預期未來發展模式 

• 以農企業帶動農業創新加值，強化農業科技國際
競爭力，促進畜產業具有全新之「年輕化、高競
爭力且所得穩定」之產業面貌 

採用資訊科技及企業化模式管理，吸引並培養青年人以
農業為職業，成為創業成功之最佳產業，使畜牧業成為
年輕化產業。 

運用科技化智慧與技術導入農業創新、量產與行銷，建
立市場需求及消費特色導向之產業化發展環境，使畜牧
業成為高競爭力產業。 

轉型為知識整合之服務型產業，創造高額附加價值及龐
大創新商機，使畜牧業成為加值型、所得穩定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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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產業文化提升進而提升地方經濟： 

辦 

創造文化效益  提升品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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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活動時應具備之觀念 

①活動內容本身須與當地文化結合。 

     

     ②活動之間應有關聯性。 

 

          ③活動內容應具傳承特性(時間) 。 

 

               ④活動結束才是promotion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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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產業由小型畜牧場轉型為企業之成功要素示意圖 

目標及定位 

品種選擇 

飼料來源與
防疫計畫 

市場需求與
經營規模 

生產模式與
飼養管理 

豬肉產品導
向需求 

產品設計與
行銷通路 

* 生長速率 

* 飼料效率 

* 肉質性狀 

品種 

品質 

品牌 

農企業 

* 黴菌毒素監控 

* 藥物殘留檢測 

* 醫藥管理 

* 傳統肉品市場 

* 冷凍加工廠 

* 品牌豬肉 

* 傳統模式 

* 統進統出/批次生產 

* 異地飼養 

* 包裝設計 

* 通路開發 

* 銷售目標 

* 上市重量 

* 飼養規模 

臺灣多數的
畜牧產業 

* 消費者需求 

* 品牌豬種 

* 加工熟成 

農企業 

商品化  產業化  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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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家互相學習(案例分享) 

• 基底功夫 

• 一個品牌等於一個故事 

• 建立品牌前要先有市場通路 

• 善用產品附加價值提升競爭力 

• 做自己喜歡的事成功機會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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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謝 聆 聽 
敬 請 指 教 

• 電話：037-585934 

• 傳真：037-585969 

• E-mail ：liang@mail.ati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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