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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意义】畜牧业对提高农家所得与稳定农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台湾地区肉用畜禽生产效率，

总结其畜禽养殖的成功经验。【方法／过程】利用ＤＥＡ模型、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力指数等方法对我国台湾地区８种

肉用畜禽产业的生产效率及其变化进行研究。【结果／结论】结果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台湾地区７种肉用畜禽的

综合技术效率均超过０．９，肉羊、白肉鸡、红羽土鸡和土番鸭的综合技术效率均为１，达到最优状态；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台湾畜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减交替、不断波动，平均值达１．００１，年均上升幅度为０．１％；不同年份畜禽

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技术进步变化呈极显著正相关，不同品种畜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由技术进步和

效率进步的共同推动引起的，其中技术进步是主要推动力量。台湾肉用畜禽生产量不大，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

生产效率较高，这与台湾地区重视畜牧科技，加强畜禽育种、饲养管理与疫病防治有关，台湾畜牧业已朝精致

化与特色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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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台湾地区畜牧业在农业中属于技术密集和

资本密集的产业。２０１８年调查结果显示，台湾畜

牧业每户平均所得总额比 “农耕业”高，其中 “猪

饲育业”达２７１．２万元新台币，居单项产业之首，

其次为 “鸡饲育业”，每户所得总额为２２５．７万元

新台币。以农业所得占农家所得总额比重观察农业

依存度，畜牧业所得占比接近７０％，而农耕业

（除 “其他农作”外）农业所得占比约２０％～

４０％，可见畜牧业对提高农家所得与稳定农村经济

具有重要作用［１］。受地理环境和饮食习惯影响，台

湾消费者要求农产品 “风味、健康、养生”，因此，

台湾地区非常重视特色畜禽产品的开发与优质畜禽

品种的培育，积极推动畜禽的生产效率提升、产品

加值、产业升级，进而增加了畜禽业者的收益。

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对我国大陆各类畜禽的生产

效率进行研究，如谢杰等［２］研究发现，中国大陆生

猪生产效率增长特别是纯技术进步在２０１３年后已

进入一个瓶颈期，不同规模生猪养殖的生产效率增

长源泉呈现出不同特征，且生产效率变化呈现显著

的时间与空间差异；王德鑫等［３］研究结果表明，中

国大陆规模化生猪养殖效率均呈现正向增长，小规

模养殖效率水平最高，中规模次之，大规模最低，

空间分布上不同省份不同区域在不同规模养殖下呈

现出不同的养殖效率，时序变化上３种规模的养殖

效率变化趋势整体呈 “Ｗ”型；闫振宇等
［４］研究认

为，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中国大陆生猪生产效率的提高

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的扩大，技术效率的贡献次

之，不同省份间不同养殖规模下的生猪生产效率及

最优规模存在差异；陈琼等［５］研究认为中国大陆肉

鸡的平均成本效率为０．６３５，总体较为平稳，波动

幅度不大，不同省份之间差异较大；王静等［６］测算

出山西省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肉鸡生产的纯技术效率、

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均值分别为０．９８１、０．９６４

和０．９８２；聂!

彬等［７］研究表明，中国大陆肉羊产

业的综合技术效率较高，平均为０．９８０，各主产省

份的纯技术效率均高于规模效率，接近最优状态，

且从动态角度看，不论是时序变动还是各主产省份

的空间分布，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原因均

为技术进步。上述研究大多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的主要原因为技术进步，且全要素生产率随时间波

动变化。除了对单种畜禽进行研究外，还有学者对

不同家禽和畜禽养殖园区的生产效率进行研究，如

张领先等［８］对北京家禽 （蛋鸡、肉鸡）产业投入产

出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大规模肉鸡、

中规模肉鸡、大规模蛋鸡、中规模蛋鸡４种不同饲

养规模投入产出都处于最佳状态，年均进步速度为

３．２％；刘强等
［９］研究表明，浙江省畜禽养殖园区

标准化养殖水平较高，规模化、设施化养殖程度对

畜禽养殖园区的产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园区组织

化程度对技术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在台湾畜禽生产效率研究方面，台湾学者陈柏

琪等［１０－１１］研究显示，２００６年２９家养猪户的平均成

本效率为０．８１４，显示养猪户平均仍有节省１８．６％

的生产成本空间，可通过改进纯技术效率来提高综

合性技术效率；其另一研究使用随机边界法与数据

包络分析法计算口蹄疫后养猪户的成本效率为

０．８３４与０．８６４，比口蹄疫前的成本效率（０．９３８）明

显降低，而后则随时间推移而递增，显示口蹄疫事件

所带来的影响比开放进口与饲料价格上涨等外在变

动明显，说明防疫的重要性；台湾学者吕秀英等［１２］

研究发现奶牛农户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的成本效率值比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明显降低，饲养头数大于２００头的农

户绩效明显较中小型者为佳。除此之外，目前尚未

见对台湾其他畜禽生产效率的研究。台湾地区高度

重视畜牧业的发展，２００８年实施“精致农业健康卓

越方案”推动十大重点产业研究团队建设，其中与畜

牧业有关的团队包括种畜禽、动物疫苗和节能减碳

等。经过十几年的政策引导和资金补助，台湾畜牧

产业生产效率有何变化？是否是由技术进步引起

的？鉴于ＤＥＡ是目前普遍用来测算生产效率的方

法，为此本研究利用ＤＥＡ模型、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力

指数等方法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台湾肉用畜禽产业生

产效率及其变化以及引起变化的原因展开分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台湾 《农业统

计年报》中肉用畜禽生产的投入和产出的面板数

据；其中肉畜包括肉猪、肉牛和肉羊，肉鸡包括白

色肉鸡和有色肉鸡 （又分为红羽土鸡和黑羽土鸡），

肉鸭包括番鸭和土番鸭 （中国大陆称之为半番鸭或

骡鸭）。同时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使各年度

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对各年的投入、产出数

据以２０１６年为基期按照农民所付物价指数进行各

年度数据的平减，以转换为实质变量，使各期间变

量的衡量基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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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指标体系

依照ＤＥＡ经验法则，受评估决策单元的个数

至少应为投入项与产出项个数和的２倍
［１３］。因此

为保证分析结果的可信度和可解释性，本研究模型

中投入与产出变量个数综合控制在４个以内。产出

变量选择每头 （百只）畜 （禽）产值，投入变量初

步采用每头 （百只）畜 （禽）饲料费用、人工费用

和幼畜 （禽）费用。

设每头 （百只）畜 （禽）产值为犢，每头 （百

只）畜 （禽）饲料费用、人工费用和幼畜 （禽）费

用分别为犡１、犡２ 和犡３。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估

计方程如下所示。

犢＝５５９．６４７＋０．８４３犡１＋０．１４０犡２＋０．１１３犡３

（犚２＝０．９９１，犚＝０．９９５）

参数均通过犜 检验和犉 检验，说明以每头

（百只）畜 （禽）产值为产出指标，每头 （百只）

畜 （禽）饲料费用、人工费用和幼畜 （禽）费用为

投入指标所建立的模型拟合效果很好。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ＤＥＡ 模型方法　运用 Ｄｅａｐ２．１软件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台湾地区的８种肉用畜禽生产数据

进行分析，求得１０个年份各种肉用畜禽生产技术

效率及其构成的变化趋势，从而静态分析各种肉用

畜禽产业技术效率的变化特征。

１．３．２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方法与

ＤＥＡ理论相结合，被广泛应用于测算全要素生产

率 （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ＦＰ）的变化。使

用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分析法，不但可以分析不同时期

决策单元的效率演化，而且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提

高综合生产率的源泉。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狋犳狆犮犺）

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由技术

效率指数 （犲犳犳犮犺）与技术进步指数 （狋犲犮犺犮犺）两

部分构成，而技术效率指数 （犲犳犳犮犺）又可进一步

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 （狆犲犮犺）与规模效率指数

（狊犲犮犺），即狋犳狆犮犺＝犲犳犳犮犺×ｔ犲犮犺犮犺＝狆犲犮犺×狊犲犮犺×

狋犲犮犺犮犺。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可以动态分析台

湾肉用畜禽产业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指

数的变化情况。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台湾肉用畜禽发展情况描述性分析

２．１．１　台湾肉用畜禽发展情况概述　 （１）生猪养

殖是台湾整个畜牧业的中心，２０１８年占畜牧业产

值的４２．２１％。台湾地区生猪产值自１９８６年起就

超过稻米，１９９６年达到最高峰，当年生产量达

１４３１万头，产值达８８６亿元新台币，为稻米产值

的２．３倍，猪肉外销量２７万ｔ，创造外汇达５６２

亿元新台币［１４］，生猪产值长期位居单项农产品的

首位，其重要性不言可喻。１９９７年发生的口蹄疫

重挫了台湾地区的生猪产业，导致相关产业损失超

过１５００ 亿元新台币，自此台湾地区生猪市场

转为内需型，且逐渐转为猪肉进口型市场［１５］。

猪肉的自给率逐年递减，从２００８年的９３．７％降

为２０１８年的８６．２％
［１６］。（２）台湾的肉鸡分为白色

肉鸡和有色肉鸡，白色肉鸡为快大型，多通过电

宰，由快餐、大超市的冷冻肉品市场进行销售；而

有色肉鸡为优质仿土鸡，主要通过传统温体肉市场

进行销售，二者有较明显的市场区隔，但近年来由

于受消费习惯、进口冷冻鸡肉与白肉鸡产量等综合

因素影响，以及传统市场禁宰活禽政策的成功推

动，有色肉鸡的生产量逐渐递减并转型。（３）台湾

肉鸭包括番鸭和土番鸭，番鸭特点为肉质优质，土

番鸭特点在于生长快速。台湾家禽肉的自给率总体

上也呈逐年递减态势，现已由２００８年的８８．２％降

为２０１８年的７４．９％
［１６］。（４）台湾肉牛和肉羊市场

以进 口 为 主，２０１８ 年 自 给 率 仅 分 别 为 ４．５％

和６．４％
［１６］。

２．１．２　台湾肉用畜禽年底存栏数和饲养规模　从

表１可知，１９９９－２０１８年台湾肉用畜禽年底存栏数

均呈下降趋势。肉猪从５２２万头减少到４０６万头，

减少了２２．２％；肉牛从２．９２万头减少到１．７３万

头，减少了４０．８％；肉羊从２３．７万头减少到９．９万

头，减少了５８．２％；白色肉鸡从３１０９．２万只减少到

２３１２．２万只，减少了２５．６％；有色肉鸡从４９５５万只

减少到３１９４万只，减少了３５．５％；肉鸭从８３１．７万

只减少到６３１．３万只，减少了２４．１％。

从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饲养规模上看，每家饲养规

模均增加。饲养肉猪５００头以上者增加，饲养肉猪

未满５００头者则减少 （饲养肉猪未满５０头者减少

了４４．６％），平均每家年底饲养 ７５９ 头，增长

２２．２％；肉鸡饲养因小规模业者大幅退离 （饲养肉

鸡未满５０只者减少了５９．４％），平均每家年底饲

养６１４２只，增长４８．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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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年台湾肉用畜禽年底存栏数

年份
肉猪

（头）

肉牛

（头）

肉羊

（头）

白色肉鸡

（百只）

有色肉鸡

（百只）

肉鸭

（百只）

１９９９ ５２２５３０９ ２９２６４ ２３７２９５ ３１０９２０ ４９５４６０ ８３１７０

２０００ ５４７４６７０ ２５１８６ ２０２４９１ ３０４８１０ ４６３１８０ ７２８９０

２００１ ５２５９５６１ １８７８９ １８４７１７ ３１４１４０ ４５９５５０ ６８９３０

２００２ ４９６２６３３ １６５０２ １６１８５８ ３２４０６０ ４６４６５０ ６９３６０

２００３ ４９４２８８１ １６６０７ １５５５６５ ３０３２２０ ４２５０２０ ６８５００

２００４ ４９３２３４１ １６５０７ １６４３４２ ２９０４２０ ４００５７０ ６８４２０

２００５ ５２５９０３８ １５４８５ １７８１２３ ２６５８９０ ３９５９２０ ８６７４０

２００６ ５２１０２３８ １１２０６ １９１０５７ ２７２５４０ ４１３９９０ ８９０７０

２００７ ４９４１９００ １０４３８ １８１５５７ ２４２６８０ ３８９８６０ ７９３６０

２００８ ４８２０９９１ １０８３５ １６５０３９ ２５４１８０ ３３９８８０ ６４９００

２００９ ４５７３５３６ １１７４６ １４５８７１ ２４８６９０ ３５３５８０ ６５６６０

２０１０ ４５８０５１８ １７０１９ １４７３４２ ２４１９８０ ３４５２２０ ６６７７０

２０１１ ４６３３２２６ １６７２６ １３２５６７ ２０９７７０ ３５５０２０ ６６９１０

２０１２ ４４８１３０３ １６７４１ １１１７６５ ２１７４６０ ２９３９９０ ６３４５０

２０１３ ４３７１６３５ １６９８９ １０７７４９ ２１４８６０ ２８６４７０ ５９８８０

２０１４ ４１６６９０４ １７１３１ １０５４３５ ２２７５７０ ２９６８８０ ６１７５０

２０１５ ４１３４２４４ １７３７０ １０５０２２ １９８０４０ ２８６２４０ ５４８３０

２０１６ ４０８２９２０ １６９５９ ９８７３１ ２１４４５０ ２９２３５０ ５００４０

２０１７ ４０６７８１９ １６７３９ ９９３６８ ２１３１３０ ２９９６３０ ５４３７０

２０１８ ４０６２８８１ １７３５１ ９８７４０ ２３１２２０ ３１９３８０ ６３１３０

　注：数据由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台湾 《农业统计年报》整理获得，下同。

２．１．３　台湾不同品种肉用畜禽的产出与投入情况

分析　从表２可见，２０１８－２０１８年台湾肉畜中以

肉牛产值最高，分别是肉猪和肉羊的７．４倍和４．４

倍，但其饲料费用是肉猪和肉羊的９倍以上。肉牛

的饲料费占直接费用达７８．６％，为肉畜中最高；

肉羊的饲料费仅占直接费用的３６．９％，为８种畜

禽中占比最低，但肉羊的人工费和幼畜费占比均为

最高；肉猪的人工费用在肉畜中相对较低，仅

５．４％。肉禽中，以番鸭的产值最高，但其各项投

入费用也最高。土番鸭的饲料费占比是８种肉用畜

禽中最高的，超过８０％；肉鸡中，有色土鸡的产

值、饲料费和人工费大约是白色肉鸡的２倍，但雏

鸡费相差不多；白色肉鸡的饲料费占比最低，但雏

鸡费占比最高。

表２　２０１８－２０１８年台湾不同品种肉用畜禽年均产出与投入情况分析 （单位：元新台币）

品种 每头（百只）产值 直接费用 饲料费 人工费 幼畜禽费

肉猪 ８２５９ ６６９５ ４５９８（６８．７％） ３６２（５．４％） １２２４（１８．３％）

肉牛 ６０９３８ ５４６６５ ４２９８０（７８．６％） ３８１３（７．０％） ５４８２（１０．０％）

肉羊 １３９５１ １１２８９ ４１６４（３６．９％） ３６７０（３２．５％） ２９２７（２５．９％）

白肉鸡 ９６００ ８８７２ ５８８２（６６．３％） ３３９（３．８％） １９４４（２１．９％）

红羽土鸡 １９１５６ １７６２７ １３３２８（７５．６％） ７６０（４．３％） １７８８（１０．１％）

黑羽土鸡 １６０５１ １４７７４ １１０５５（７４．８％） ７６６（５．２％） １６９７（１１．５％）

土番鸭 １９６０１ １７５９６ １４１９２（８０．７％） １００３（５．７％） ２０１３（１１．４％）

番鸭 ３３４００ ２９８０８ ２２８４１（７６．６％） ２１８５（７．３％） ３７１４（１２．５％）

　注：直接费用包括饲料费、人工费、幼畜禽费、医药费、保险费、能源费、材料费、配种费和其他费用；括号内数据为该项费用在直接

费用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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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台湾不同品种肉用畜禽的综合技术效率分析

从表３可见，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台湾８种肉用畜

禽中有７种的综合技术效率均超过０．９，较高。肉

畜中以肉羊的综合技术效率最高，为１；肉猪次

之，为０．９８９；肉牛最低，仅０．９４３。肉猪和肉牛

的综合技术效率未达到理想状态是由其规模效率引

起的，且肉牛的规模报酬还处于递减状态，此外肉

牛的饲料费用占比高也是其综合技术效率略低的原

因之一。肉禽中，白肉鸡、红羽土鸡和土番鸭综合

技术效率均为１，达到最优状态；而黑羽土鸡的综

合技术效率为０．９８７，未达到理想的生产状态，这

是由于其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仅分别为０．９９０和

０．９９７引起的，且其规模报酬还处于递减状态，说

明存在技术效率损失，在既有养殖技术水平下，需

进一步增加要素投入规模，提高黑羽土鸡养殖的规

模经济性；番鸭的综合技术效率为８种肉用畜禽中

最低，仅０．８８７，这是由于其规模效率低引起的，

且其规模报酬还处于递减状态，亟需扩大规模，此

外番鸭的产值虽高，但生产成本也高，这也是其综

合技术效率偏低的原因。

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台湾不同品种肉用畜禽的综合

技术效率

品种
综合技术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报酬

肉猪 ０．９８９ １．０００ ０．９８９ 递增

肉牛 ０．９４３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３ 递减

肉羊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不变

白肉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不变

红羽土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不变

黑羽土鸡 ０．９８７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７ 递减

土番鸭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不变

番鸭 ０．８８７ １．０００ ０．８８７ 递减

均值 ０．９７６ ０．９９９ ０．９７７

与陈柏琪等的研究相比［１０－１１］，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

台湾地区肉猪综合技术效率比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的高，

可能是由于随着时间发展，口蹄疫疫情对生产效率

的影响越来越小，生产效率逐渐恢复正常；与聂
!

彬等［７］的研究相比，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台湾地区肉羊

的综合技术效率也较高；肉鸡的生产效率与王静

等［６］的研究类似，比陈琼等［５］的高。

２．３　台湾肉用畜禽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２．３．１　台湾不同年份肉用畜禽的全要素生产率分

析　从表４可看出，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台湾肉用畜禽

全要素生产率增减交替不断波动，其中５个年份为

退步状态，５个年份为进步状态。全要素生产率平

均值为１．００１，年均上升幅度达０．１％。技术进步

指数 （狋犲犮犺犮犺）为１．００３，即以每年０．３％的幅度

上升，其中４个年份为进步状态，６个年份为退步

状态。

表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台湾肉用畜禽的全要素生产率

及其构成变化

年份

技术效率

指数

（犲犳犳犮犺）

技术进步

指数

（狋犲犮犺犮犺）

纯技术

效率指数

（狆犲犮犺）

规模效率

指数

（狊犲犮犺）

全要素

生产率指数

（狋犳狆犮犺）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０．９８５ １．０３８ ０．９９１ ０．９９３ １．０２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１．００５ １．０５６ ０．９８５ １．０２１ １．０６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１．００４ ０．９４２ １．０１２ ０．９９３ ０．９４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１．０１９ ０．９９６ １．００９ １．０１０ １．０１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０．９８７ １．０３６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４ １．０２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０．９８７ １．０５７ １．００４ ０．９８４ １．０４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１．０２０ ０．９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２０ ０．９６９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０．９９０ ０．９８０ ０．９９３ ０．９９８ ０．９７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０．９８９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９８９ ０．９８７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１．００１ ０．９８０ ０．９９５ １．００６ ０．９８１

均值 ０．９９９ １．００３ ０．９９８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１

从图１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全要素生产率

（狋犳狆犮犺）的变化趋势与技术进步指数 （狋犲犮犺犮犺）的

变化高度一致，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取决于技

术进步的变化。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台湾肉用畜禽的全要素生产率

及其构成变化趋势

进一步进行Ｋｅｎｄａｌｌ相关性分析，得出历年来

各畜禽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狋犳狆犮犺）与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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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狋犲犮犺犮犺）、技术效率指数 （犲犳犳犮犺）的相关系

数分 别 为 ０．８５４ （犘＜０．０１）、－０．３１５ （犘＞

０．０５），显示全要素生产率 （狋犳狆犮犺）与技术进步指

数 （狋犲犮犺犮犺）为极显著正相关，证实历年来各畜禽

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由于技术进步的直接推动

引起的。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２，７］一致。

２．３．２　台湾不同品种肉用畜禽的全要素生产率分

析　从表５可知，台湾肉猪、肉牛、肉羊和白肉鸡

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各项构成均为进步状态，全要

素生产率每年增幅分别为０．７％、１．６％、０．６％和

０．６％，而红羽土鸡、黑羽土鸡和土番鸭的全要素

生产率呈退步状态，每年增幅分别为－１．１％、－

０．６％和－０．７％。红羽土鸡生产率退步是由于技术

退步引起的；黑羽土鸡则是由于规模效率和纯技术

效率的退步引起；土番鸭则是由于规模效率的退步

和技术退步共同引起；番鸭的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无

变化。

进一步进行Ｋｅｎｄａｌｌ相关性分析，得出台湾不

同品种畜禽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狋犳狆犮犺）与技术

进步指数 （狋犲犮犺犮犺）、技术效率指数 （犲犳犳犮犺）的相

关系数分别为０．８８５ （犘＜０．０１）、０．６５４ （犘＜

０．０５），说明不同品种畜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是由于技术进步和效率进步的共同推动引起的，技

术进步是主要力量。

表５　台湾不同品种肉用畜禽的全要素生产率

及其构成变化

品种

技术效率

指数

（犲犳犳犮犺）

技术进步

指数

（狋犲犮犺犮犺）

纯技术

效率指数

（狆犲犮犺）

规模效率

指数

（狊犲犮犺）

全要素

生产率指数

（狋犳狆犮犺）

肉猪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７

肉牛 １．００６ １．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６ １．０１６

肉羊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６

白肉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６

红羽土鸡 １．０００ ０．９８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８９

黑羽土鸡 ０．９９１ １．００３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４

土番鸭 ０．９９３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３

番鸭 ０．９９９ １．００２ ０．９９６ １．００３ １．０００

均值 ０．９９９ １．００３ ０．９９８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１

３　结论与启示

３．１　结论

利用ＤＥＡ模型、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力指数等方

法对台湾８种肉用畜禽产业生产效率及其变化进行

研究，结论如下：（１）台湾地区８种肉用畜禽中有

７种肉用畜禽的综合技术效率均超过０．９，肉羊、

白肉鸡、红羽土鸡和土番鸭的综合技术效率均为

１，达到最优状态；（２）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畜禽的全要

素生产率增减交替不断波动，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

为１．００１，年均上升幅度达０．１％； （３）不同年份

畜禽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狋犳狆犮犺）、技术进步指数

（狋犲犮犺犮犺）、技术效率指数 （犲犳犳犮犺）的相关系数分

别为０．８５４ （犘＜０．０１）、－０．３１５ （犘＞０．０５），证

实不同年份畜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由于技术

进步的直接推动引起的；（４）不同品种畜禽的全要

素 生 产 率 指 数 （狋犳狆犮犺） 与 技 术 进 步 指 数

（狋犲犮犺犮犺）、技术效率指数 （犲犳犳犮犺）的相关系数分

别为０．８８５ （犘＜０．０１）、０．６５４ （犘＜０．０５），说明

不同品种畜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由于技术进

步和效率进步的共同推动引起的，技术进步是主要

力量。

由于数据来源的有限性，本研究仅对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８种肉用畜禽的生产效率进行比较，无法

选择不同区域和不同规模进行比较分析，造成本研

究的局限性。

３．２　启示

（１）由于贸易自由化和环境压力的影响，台湾

肉用畜禽体量不大，但生产效率较高，这主要是由

于技术进步引起的。台湾地区重视畜牧科技，加强

畜禽育种、饲养管理技术与疫病防治，畜牧业朝精

致化与特色化方向发展。

（２）种畜禽产业为畜牧产业发展的旗舰因子，

台湾已将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的种畜禽主导性品种

荷兰种乳牛、萨能种山羊、杜洛克种猪、洛岛红种

鸡等改良为耐热型品种，以适应当地气候，提高生

产效率，也使得台湾畜禽产品更具特色化、优质化

及多样化。台湾已成功选育出具有特色的台系杜洛

克、大白猪、蓝瑞斯 （长白猪）猪种，台湾种猪已

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种猪和精液

的供应者［１８］；畜试土鸡、畜试一号大体型白色番

鸭等优质及特色化品种的育成，大大提升了台湾家

禽产业的竞争力。

（３）为使畜牧产业可持续发展，台湾不断调

整、更新生产设备及技术，从饲养到加工逐渐趋向

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推广家禽新式生产系

统，鼓励养禽场设置密闭、负压及环控式禽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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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家禽育成率与饲料效率。开发畜舍环控与自动化

系统，并针对生物质能源、废弃物处理及畜牧温室

气体减量等技术进行研究。改变废弃物处理模式，

将畜禽粪尿用来生产沼气或有机肥料，降低温室气

体的排放，不但有助于解决环保及能源问题，也可

使产业更具竞争力。

（４）口蹄疫曾经对养猪业造成重创，使得台湾

越来越重视畜禽的防疫工作，台湾至今成功将非洲

猪瘟阻绝于境外，也说明其防疫工作做得好。

（５）现代化的畜牧产业属于资本密集的设施应

用型产业，价格受供需影响，饲养数量稍有过剩或

不足，立即反应明显，易造成年份间生产效率的波

动，这是海峡两岸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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