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

壹、 前言

近年我國畜禽產業因全球環境氣候變遷﹐面臨諸多挑戰﹐例如國外低價競爭力
強畜禽產品大量進口、嚴重動物傳染性疾病跨國界傳播、基礎勞動力短缺、生態環
境保護壓力及食品安全等問題﹐我國畜禽產業必須加速調整產業結構﹐擬定未來產
業方向及策略執行﹐方能確保畜禽產品自給率及產業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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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
遵循「創新、就業、分配及永續」施
政原則﹐提出「提升產業競爭力」、
「永續產業發展」、「穩定產業環境」
為畜牧產業3大發展願景﹐並執行多
項策略及推動措施﹐使政策更能落實
推動並與時俱進﹐促進產業現代化、
自動化及精準化﹐提升畜牧生產技
術﹐建構高度食安與高產效之畜禽生
產系統﹐創新我國畜產價值﹐確保農
民福利及收益﹐提升畜產品附加價
值﹐併同兼顧動物保護與環境永續發
展﹐打造強本革新的新農業。

貳、 畜牧產業願景、策略及推動措施

一、	 提升產業競爭力
（一）  提升國產生鮮豬肉品質與產銷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持續
強化國產毛豬標示來源牧場追
溯碼﹐達到區隔國產與進口冷
凍肉品﹐累計至110年11月底
國產生鮮豬肉追溯標示牌覆蓋
率達90%以上﹐另110年賡續
由產業團體協助進行生鮮通路
業者之冷藏、解凍豬肉標示查
察達600家次﹐並抽樣以酵素
法檢驗76件次﹐均符合規定。
國內消費者習慣至傳統市場購
買溫體豬肉﹐以致業者改成

溫控型態販售意願

不高﹐106～109年農委會以漸
進方式輔導改善屠宰場屠體待
運區、屠體運輸車、傳統肉攤
裝設溫控設備作為示範點﹐推
動示範性國產生鮮肉品現代化
供應鏈計畫﹐從低溫屠宰待運
區冷鏈物流運送至販售端溫控
設施的整體﹐提升國產生鮮豬
肉衛生品質及保持國產豬肉新
鮮度﹐延長末端生鮮豬肉保存
期限﹐進而提升國內畜牧業競
爭力。

（二）  養豬事業現代化
為進行養豬產業轉型現代

化﹐由專家學者建構豬隻育成
率提升輔導團隊﹐分區提供在
地豬農客製化諮詢服務﹐接受
輔導豬場之育成率均已達80%
水準。為強化養豬場落實現場
紀錄﹐近年積極導入精準管理
數據決策系統（PigCHAMP）﹐
已推廣至250場運用﹐透過每
季生產指標成果之揭露分享﹐
強化豬場生產力目標管理。自
110年起穩健推動「因應貿易
開放養豬產業全面轉型升級計
畫」之4年期計畫﹐辦理與產業
凝聚共識所定8項工作﹐包括
保障豬農收益穩定產銷、豬隻
死亡強制保險、策略性擴大出
口臺灣豬、推動屠宰場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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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輔導豬場現代化轉型升
級、加強國內三章一Q豬肉產
品檢驗與查核、獎勵業者使用
國產肉品及多元整合行銷養豬
產業等﹐規劃完整配套措施﹐
積極輔導養豬產業提升整體體
質及永續競爭力﹐於面對貿易
高度自由化之挑戰下﹐捍衛國
產豬肉9成自給率。我國109年
豬肉自給率為92.6%﹐至110
年1～10月提升為93.1%﹐顯
示國人對臺灣豬肉高度支持與
肯定﹐期結合產官學研多元領
域量能﹐發揮提高育成率、降
低生產成本、改善經營環境、
強化外銷布局﹐以及完善產業
鏈加值等實質效益﹐共同構築
養豬產業全面轉型升級。

（三）  酪農產業自動化
為提升乳牛產業經營效

益﹐積極協助酪農導入自動化
及智能化省工設備﹐包括新式
擠乳設備、完全飼糧混合設
備、多功能智慧型自動推料
機、自動化鏟斗機、初乳加溫
殺菌及及乳頭清洗刷等﹐推動
分群飼育、轉換期飼糧調控及
監測管理技術整合﹐有效強化
泌乳產能與生乳品質﹐確保產
業永續競爭力。

（四）  家禽產業產銷模式
速食業自73年引進我國﹐

當時國人嘗新且隨著都市化程度

提高﹐剛好滿足外食人口增加之
需求﹐為提供品質穩定之產品﹐
維持調理之加工流程等﹐形成對
上游原物料標準化與高衛生之要
求﹐促使白肉雞產業鏈逐步朝向
電宰體系建立與統合經營方式邁
進。契約要求符合下游需求之毛
雞規格與計價方式等﹐模式可概
分為代養、保價與時價3種﹐又
飼養業者依毛雞價格或成本等因
素於各契約模式轉換計價方式﹐
依據產業團體統計﹐110年11
月底白肉雞業者與飼料廠或屠宰
業者採契約飼養者達95%以上。

二、	 永續產業發展
（一）  推動養豬場沼氣再利用

近年來隨著溫室氣體減量
議題發酵、再生能源與循環經
濟發展日受重視﹐養豬場糞尿
水已被視為資源﹐相關環保法
規並已配合調整﹐除允許回歸
農地作為肥分外﹐亦希望能充
分再利用豬糞尿水處理過程中
所產生沼氣。因其主要成分甲
烷的全球暖化潛勢為二氧化
碳之 25 倍﹐如能妥善收集並
進行再利用﹐不僅增進能源多
元化﹐減少甲烷排放﹐亦可達
到溫室氣體減量﹐增加豬農收
益﹐可謂一舉數得。
農委會自106年起擴大推

動養豬場沼氣再利用（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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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110年11月底止累計投入之
豬隻總頭數達2,688,620頭﹐
若將其沼氣量作天然氣使用﹐
將可省下每年4.6億元天然氣費
用﹐並減少 6.3 萬公噸溫室氣
體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目前
配合養豬產業升級相關計畫﹐
輔導養豬場源頭節水與減費措
施﹐持續協助有意願且具經濟
效益之養豬場投入沼氣再利用
（發電）。

（二）  食農教育與推廣
為加強國人對國產畜禽產

品的正確認知及對其高品質之
認同﹐促進消費﹐自108年起
辦理國小學童「每天2份奶」深
化學童飲用國產鮮乳之校園教
育活動38場次、進行國產豬肉
地產地消宣導活動21場次；運
用現場互動或動畫、平面宣傳
及短片等多元方式﹐提高消費
大眾購買意願﹐建立國產畜禽
產品優質形象。

（三）  推廣有機與友善畜產
至110年11月底止通過有

機畜產品驗證之生產業者計 3
家 3項產品、有機畜產加工品
業者計1家2項產品；審查進口

有機畜產品標示同意文件共50
案﹐進口量約384.2公噸；辦
理市售有機畜產品檢驗20件﹐
檢驗結果皆合格。另因應「有
機農業促進法」之法令修改﹐
109年與澳、紐、美、加4國簽
訂有機畜產雙邊同等性。為進
一步推動有機畜產業發展﹐110
年除持續對國內生產業者及進
口業者進行專家輔導、推廣及
教育訓練外﹐將依「有機農業
獎勵及補貼辦法」給予國內有
機畜產業者獎勵與補貼﹐並提
供相關驗證及檢驗費用之補助。

（四）  推動禽畜舍光電綠能
鼓勵畜禽舍光電屋頂﹐與

地方政府共同推動畜禽舍屋頂
附屬綠能﹐畜禽舍改建以結合
太陽光電者優先補助﹐達到禽
畜舍升級與增加農民收益﹐
至 110 年 11 月底設置容量達
1,179 MW。

（五）  發展循環農業
順應全球循環經濟、環境保

護及友善之發展情勢﹐農委會畜
牧處配合執行「農業資源循環暨
農能共構之產業創新」計畫﹐分
為2項主軸進行﹐其一係協助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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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場提升沼氣利用效能﹐藉由複
合基質共發酵及廢水處理池保溫
技術之開發﹐提高畜牧場沼氣產
率﹐並進行沼氣純化技術之研
發；另一項主軸則係針對禽畜
糞、沼液、沼渣及植種污泥等畜
牧廢棄物﹐開發多元化再利用技
術﹐使畜牧廢棄資源跨域至農業
及工業領域加值運用﹐期協助畜
牧場妥善處理廢棄物﹐並提升附
加收益﹐以促進產業永續經營。

（六）  訂定畜禽友善生產系統
近年各國普遍動物保護意

識抬頭﹐以往舊式高密度飼養
方式的存活率、疾病傳染率及
動物本身健康狀態逐漸受到挑
戰﹐新飼養觀念在加入動物福
利思維下﹐對動物的生產效率
及健康都有正面效益。農委會
已陸續完成雞蛋友善生產系統
定義與指南、豬隻友善飼養系
統定義與指南﹐並於110年完
成牛乳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
南及修訂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
義與指南﹐提供畜禽產業業者
參照﹐輔導業者加入友善生產
系統﹐期待改善傳統畜禽產業
經營樣貌。

三、	 穩定產業環境
（一）  因應氣候變遷農業調適

因應氣候變遷議題﹐農委
會已配合我國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法﹐訂定畜牧業溫室氣體
減量目標﹐藉由推動養豬場沼
氣再利用（含發電）﹐協助減少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量﹐此外﹐
面對極端氣候加劇之情勢﹐農
委會亦執行災害預警系統、並
配合畜產保險及畜牧業天然災
害救助等措施﹐強化氣候調適
能力。

（二）  加強禽畜飼糧安全
在國內飼料及飼料添加物

品質監測方面﹐110年共抽驗
1,134件﹐其中有20件銅鋅超
過限量標準限量標準﹐已請業
管直轄市、縣（市）政府依飼料
管理法或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相
關規定處辦。

（三）  推動各項農產品生產追溯制度
為精進雞蛋溯源標示管理

與提升蛋品衛生安全品質﹐自
111 年 1 月 1日起﹐正式實施
雞蛋噴印溯源標示政策﹐農產
品經營者供應校園食材、國軍
副食、超商、超市、量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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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賣場及網購通路販售之洗選鮮
蛋（簡稱洗選鮮蛋）﹐於流通、販
賣前﹐需於「台灣雞蛋噴印溯源
管理系統」登錄農產品經營者相
關產品資訊﹐並於蛋殼噴印洗選
廠（場、室）及來源畜牧場溯源編
碼、包裝日期及生產方式代號。
每顆洗選鮮蛋均具完整生產業者
資訊﹐可供消費者辨識雞蛋身分
識別與查詢﹐可確保產製消權益。
為強化國產與進口豬肉產品

之市場區隔﹐自100年推動強化
豬隻產銷管理並建立國產生鮮豬
肉追溯查詢系統。110年起更將
未經肉品市場拍賣直供屠宰部分
亦納入追溯﹐消費者可至「國產
生鮮豬肉追溯資訊網」輸入8碼
追溯碼後﹐即可查詢其購買豬肉
之拍賣市場（或屠宰場）、拍賣
（或屠宰）日期與來源養豬場等相
關資訊。
農委會於 101 年 11 月 1 日

正式推動「國產牛肉生產追溯制
度」。輔導肉牛釘掛識別耳標（乳
牛烙印）﹐建置牛籍並上傳雲端
資訊系統﹐消費者輸入牛隻追溯
碼即可查詢國產牛肉產品追溯資
訊。截至110年10月底統計追溯
資訊系統進行銷號除籍與屠宰頭
數之勾稽比對已達100%。
自107年起推動國產羊肉溯

源制度﹐輔導國內主要羊隻拍賣
市場及屠宰場辦理羊隻個體識

別相關工作﹐俾串聯牧場至餐
桌之生產資訊﹐消費者可於銷
售端掃描溯源標示牌上的QR 
Code﹐即可得知羊隻屠宰日
期、來源畜牧場及屠宰場等相
關資訊﹐截至110年10月底統
計﹐屠宰羊隻個體識別比例已
達屠檢羊隻頭數78%以上。

參、 結語

在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影響趨於劇
烈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我國畜禽
產業飼育經營成本及風險逐年提高﹐
雖國內平均飼養規模不及全球畜牧業
前茅先進國家﹐惟國人對國產生鮮畜
禽產品有相當程度偏好﹐又因肉品加
工技術進步﹐如能導入先進技術、現
代化設備及新穎消費者觀念﹐國內自
給率必能穩定提升；期待未來國內畜禽
產業者積極配合政府所推動畜牧產業
政策﹐藉橫跨多領域合作﹐創新產業
經營觀念﹐加速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並
藉由自動化管理與分級輔導﹐提高經
營效率、提升畜禽產品品質與降低生
產成本﹐並引入與培訓新一代從農業
者與輔導人員﹐解決目前面臨農業基
礎人力缺乏之問題﹐期能創造兼具食
安營養、動物友善福利、生態環境保
護與業者收入提升的理想產業環境﹐
確保畜牧產業永續經營與發展﹐建構
人與動物相互友善的生活環境﹐以達
成消費者與生產者雙贏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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