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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现状

由于台湾人对畜产品需求持续增加 , 更

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 , 台湾养猪产业已由早

期的农村副业型态演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的

农业企业。1986 年以来 , 台湾养猪产业即

为农业中的最大产业 , 成为台湾农业的重要

支柱之一。1996 年养猪产业的产值达到了

新台币 886 亿元 , 占台湾农林渔牧总产值的

2112 % , 约占全省畜产总值的 5913 %。高

居单项农产品产值第 1 位。

台湾养猪产业共使用土地 5853 公顷 ,

仅占台湾全部可耕地面积 873378 公顷的 0.

67 % , 占所有畜牧用地面积 14832 公顷的

39. 46 % , 是一项技术用土地极有效率的产

业 , 估计约有 10 万人直接从事养猪业。

1996 年 , 台湾省的养猪户数为 25357

户 , 在养头数约 1070 万头 , 全年毛猪生产

头数为 1431 万头 , 屠体总重约 126. 9 万

吨 , 除了供应岛内需要外 , 还大量外销日

本 , 外销猪肉及加工制品 2714 万吨 , 占总

产肉量 2115 % , 约 16 亿美元。

但 1997 年遭受口蹄疫后 , 对台湾整个

毛猪生产及供应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 外

销中断 , 未来 4～5 年内大量外销猪肉及相

关产品的机会不大 , 整个毛猪生产完全转为

内销 , 加上台湾即将加入 WTO , 开放猪肉

市场 , 使毛猪产量远远超过需求量 , 造成台

湾猪肉价格猛跌 , 猪价由每 100 公斤平均

4000 多元 , 跌至 2000 多元。这次冲击一直

持续到 1998 年 7 月止 , 台湾养猪产业损失

惨重 , 虽然如此 , 1997 年养猪仍居农畜产

品产值第一位 , 足见养猪产业在台湾农业中

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口蹄疫发生之前 , 台湾地区每年毛猪

的生产量均维持在 1400 万头左右 ; 而口蹄

疫发生后 , 生产量降到 1000 万头左右 , 产

业规模约减小了四分之一。台湾计划全台今

后毛猪的生产量维持在 950 万头左右 , 用以

供应内销市场。未来台湾毛猪生产 , 虽然以

内销市场为主但也要从岛外进口猪肉及杂

碎 , 以满足台湾人消费习惯。据统计到

1998 年 11 月为止 , 就从美国进口猪肉及杂

碎分别为 194413 吨和 3248. 5 吨。台湾为

加入 WTO , 在 98 年台美农业咨商中达成协

议 , 承诺于入会前 , 每年从美国进口猪腹胁

肉 7500 吨 , 猪杂碎 5000 吨 , 使得原以管制

进口或进口同意文件方式加以保护的猪腹胁

肉、杂碎等 , 将以更大的幅度开放进口 , 市

场竞争压力加剧。

台湾养猪产业不但充分保证岛内日常生

活所需的优良肉品 , 也赚取大量外汇 , 对平

衡台日美贸易逆差做出了实际贡献。更因为

高利润诱因 , 使过去 20 年来养猪产业持续

繁荣。

养猪产业的持续发展 , 还带动了其它产

业的共同发展。估计养猪产业连同其它各相

关产业如饲料、动物药品、畜牧设施、屠宰

加工、运输仓贮等 , 年总产值可达 1600 亿

元新台币 , 从业人口约 70 万人。

台湾养猪产业经“口蹄疫”重创后大伤

元气 , 除了由此带来的毛猪外销受阻和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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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进口的冲击外 , 还要面对环保压力与日

渐上升的养猪成本的压力 , 台湾养猪产业将

如何渡过危机 , 面向未来 , 迎接养猪产业第

二春 ?

二、产业竞争分析

台湾正积极申请加入 WTO , 其养猪业

将面临的不仅是国内市场 , 而且要在国际市

场上与所有的养猪国竞争。当然 , 台湾目前

在养猪产业上还是相当有竞争优势的 : 首先

是养猪业已摆脱了小农经营的生产方式 , 已

从传统上的兼业生产转为专业集约生产 , 加

之养猪科技的不断提高 , 促使养猪业发展迅

速 , 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 其次是台湾养猪科

学技术水平相当先进 , 种猪水准达国际水

平 ; 三是市场健全 , 运输销售体系完善 , 渠

道畅通 ; 四是台湾人传统消费习惯是生鲜猪

肉 , 不喜欢冷冻肉。不利因素对台湾养猪产

业来说也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受进口猪肉

的冲击 , 尤其是台湾加入 WTO 后 , 将开放

猪五花肉及猪杂碎进口 , 故台湾猪肉想在今

后维持在每 100 公斤 5000 元以上价位 , 是

相当困难的 ; 二是饲料依赖进口 , 原料约

90 %从境外进口。在生产成本上 , 饲料成本

约占 70 %。饲料成本高于养猪大国如美国、

加拿大、丹麦 ; 三是环保问题 , 由于社会的

文明化程度的逐渐提高 , 环保问题日益受到

重视 , 养猪场的生存空间愈来愈小 , 养猪业

者必须增加环保方面的投资来因应未来的挑

战 , 而这些成本的增加都会转嫁到猪肉生产

成本上。

总之 , 未来台湾养猪产业的竞争力取决

于上述所提的几项因素。特别是加入 WTO

后 , 台湾地区猪肉价格须随国际价格波动而

波动 , 如果生产成本无法降低至每公斤

3800 元左右 , 整个台湾养猪产业就难以维

持。

三、发展目标对策

11 调整养猪产业结构

(1) 辅导不具竞争力的养猪户离牧。为

辅导不具经济规模或竞争力以及水源水质保

护区内的养猪户离牧 , 达到最适产业规模 ,

以调整养猪产业结构 , 稳定岛内市场价格及

维护农民权益 , 台湾“农委会”动用了超过

100 亿元的资金来办理“离牧计划”。这个

计划所用的经费是有史以来“农委会”单项

计划的记录 , 目的是将养猪户数由口蹄疫前

的 25000 户降至 15000 户以下 , 单一养猪场

的饲养规模因此将扩大 , 有助于提高养猪场

的经营管理效率与强化自卫防疫体系 ; 由于

“离牧计划”的执行 , 将使原有的 750 万头

左右的在养头数 , 减至 650 万头 , 大约减少

100 万头 , 这个数字恰好符合了台湾毛猪产

销的平衡。但是 , 台湾的“离牧计划”是否

会造成过多的农户离牧 , 甚至造成今后猪肉

自给自足的困难 , 不得而知。台湾毛猪生产

略为不足 , 对整个产业反而有利。如果台湾

毛猪自产占 90 % , 进口占 10 %是最理想的

结构 , 这样可确保养猪产业有合理的长期利

润 , 台湾政府的产销计划也易落实。

(2) 建立以内销为主的养猪产业。台湾

经过多年的改良育种 , 培育出了既适合热带

地区饲养 , 又具特殊风味与肉质的猪品种 ,

深受消费者的欢迎。目前台湾市场七成是以

生鲜猪肉的方式消费 , 已与外来冷冻猪肉形

成了市场区隔。台湾“农委会”正致力于辅

导建立“台湾生鲜猪肉”品牌 , 以促进消费

者对地产生鲜猪肉的消费忠诚度。

(3) 实行牧场登记制度 , 加强生产管

理。台湾离牧法规定 , 凡饲养 20 头以上的

养猪场皆须办理畜牧场登记 , 登记的畜牧场

应提出符合环保机关核可的污染防治措施计

划书 , 并应聘请兽医师、协助猪场的防疫及

卫生管理 , 以确保养猪产业健全发展 , 使养

猪产业的社会成本内部化。

21 调整运销策略

(1) 利用民间产业团体 , 调节健全产销

功能。养猪产业的持续发展 , 有赖于民间产

业团体的有效运作。台湾政府将在成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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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法人中央畜产会”的基础上 , 调动现有的

相关基金会 (如肉品基金会 , 种猪基金会)

和产业团体 , 协助执行各政策 , 并通过产品

资讯与流通 , 协调产业 , 拟定生产数量 , 当

产销失衡时 , 中央畜产会将协助产业团体办

理自主产销调节因应措施 , 落实产业自主调

节的功能。

(2) 改善运销体系 　台湾采用契约产销

及统合经营制度 , 推动养猪饲料及其设备统

一采购 , 统一经销的策略 , 以降低中间环节

费用。

台湾采用电脑预供调配系统 , 调节余

缺 , 并注重提高肉品市场屠宰品质 , 保证消

费者吃上卫生安全的地产猪肉 , 强调猪交易

市场功能。

(3) 成立“养猪产业基金”。辅导养猪

团体成立“养猪产业基金”, 供作淘汰、收

购、屠宰、冻存及促销等调节手段 , 强化入

关前后产销调节功能。

31 调整资源策略

多年来 , 台湾当局全力推广应用污染防

治设备和省工、减废的生产流程 , 落实污染

防治已初具成效。台湾所采用的措施是 , 首

先将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区内的养猪场关

闭 , 强制其离牧 , 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 ; 其

次是配合环保法令 , 落实养猪污染防治工

作 , 取缔未配有污染防治设施的养猪场 ; 其

三是通过各种方式减少猪排泄物并将排泄物

发酵制成有机肥 , 达到资源再生的目地 ; 其

四是帮助养猪团体建立产业污染管理体系 ,

摆脱养猪业姓“污”的产业印象。

41 业者福利策略

(1) 对养猪产业因进口而造成的损失给

予补贴 , 台湾“农产品受进口损害救助办

法”及基金相关规定等都有相关规定。

(2) 辅导离牧者转业。台湾辅导离牧人

员不离农 , 转向搞具有发展空间的设施栽

培、室内养殖、农产品加工等产业 , 并委托

有关单位为离牧人员开办第二专长学习班 ,

帮助其尽快转业。

51 提高养猪科学水平

台湾养猪产业始终注意依靠科技进步 ,

增强经营效率 , 生产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

品 , 首先是加强养猪科学研究并扩大研究成

果的推广 ; 其次是改良猪种及发展具本土特

殊性能的品系 , 兴建优良种公猪精液供应中

心 , 大力推广人工授精。这项工作在台湾已

推行多年 , 台湾地区种猪的水准很高 , 猪种

改良工作已相当有成效 , 种猪性能水准已符

合国际水准。目前台湾的重要任务是放在推

广农户大量使用人工授精技术上。另外台湾

还计划建立猪品种档案资料 , 作为猪种改良

遗传评估的依据 , 以便改良猪品质。

闽台农业合作项目抢手
　　在 9 月 7 日举行的漳州市利用外资签

约仪式上 , 有 14 个台资项目被写进合约 ,

共利用台资 6200 万美元 , 闽台农业合资项

目成为许多台商的投资热点。

在 14 个项目中 , 休闲农业、现代农

业、新高农业占了不少的比例。台商陈先

生投资 200 万美元 , 用于开发花果的种植

和观赏 ; 台商黄先生投资 250 万美元开发

菜园 ; 台湾冬青绿化公司投资 500 万美元

用于开发山地 ; 另有冬类果蔬食品加工 ,

新农业开发等。

据了解 , 漳州是国家外向型农业示范

区和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据福州市

台商协会会长许俊达先生 (漳州籍) 介绍 ,

台湾目前正在走“金色”农业之路 , 闽台

农业加强联系 , 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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