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為疫情、飼養成本墊高等因素，造成去年的毛豬在養頭數及飼養場數降低，但是從養豬場規模
來看，以199頭以下的小型養豬場減少最多，目前每場平均在養頭數由去年同期的890頭增加到
915頭!

#顯見國內養豬模式有朝向專業化、#規模經濟化的趨勢。
自110年起持續透過養豬百億基金輔導養豬場改善設施設備，除前兩年已協助1,546場改善設備
外，本年尚有1,024場積極改善中!! 未來國內各豬場完成改建後，不論規模或飼養效率均會提升

，到時候國內養豬頭數會有顯著恢復及增加。

以台糖公司畜殖場為例，刻進行旗下13座畜殖場現代化畜舍整體改造，採用負壓水簾式豬舍等
現代化設備，改善期間在養頭數約為18萬頭左右，預計改善完成後可陸續提高產量及在養頭數， 
113年可增養至26萬頭左右，114年可全量生產，預計年銷售肉豬頭數約可達50萬頭。

近年國產豬肉自給率約9成，短期缺口由進口豬肉替代。未來在我國陸續清除傳統豬瘟等重大疫
病後，國內養豬場亦逐漸恢復產量，國產養豬產業競爭力將顯著提升。為穩定供應民生豬肉消費
需求，持續透過肉品市場供需調配，維持毛豬拍賣價格於綠燈區(每公斤85-95元)，#以確保農民
合理收益。

養豬產業轉型升級，朝規模經濟化方向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