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三年豬場經營效益分析 

 

民國 91 至 93 年連續三年間，建立了 15 戶  輔導豬場的經營管理資料庫，分析這些資料可了解豬場經

營的效益，並能提供經營診斷的參考(表 1)。母豬飼養頭數各年度平均約為 175 至 180 頭，但自 91 年度起豬

場飼養規模由 1,893 頭逐年減少 2-4%。仔豬離乳育成率由 90.6%降至 87.7%，逐年減少約 3%，肉豬育成率

由 73.1%降至 64.9%，約減少 8.2%。這使得每頭母豬年產上市頭數由 91 年度的 13.73 頭逐年遞減 0.9 和 1.2

頭，而低至 93 年度的 12.57 頭。豬場每百公斤肉豬變動成本由 3,917 元逐年增加 606~1,190 元，每年約增加

13 和 17%，其中飼料成本每年約增加 17%，醫藥成本每年約增加 2%，使得 93 年度變動成本高達 5,107 元。 

 

 

 

 

 

 

 

 

 

 

 

 

 

 

 

 

 

由於國內最近三年來，肉豬上市牌價高漲，但豬場的育成率卻一直難以改進，影響豬場的經營利潤甚大。

豬隻死亡須由活豬分攤損失，加重了存活肉豬的飼養成本，每年增加約 17%，最為可觀。 

近年來，母豬年產上市頭數每年遞減，極可能是豬場感染環狀病毒(PCV)或離乳豬多系統消耗症(PMWS)

之故。依據豬場調查報告中，體重約 15-30kg 間的豬隻，即是離乳後保育豬與離保育舍後之初期生長豬，其

死亡最為嚴重。 

豬場如能利用批次生產管理，或許可以阻斷疾病的傳播，儘快解決豬場管理的困擾。在一貫式豬場內，

利用現有的保育舍進行密閉式空調改善，並進行統進統出的批次作業，必能有效地改善豬隻死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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