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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於
 

賽德克．巴萊------


 

400年前台灣為鹿之島


 

主要經濟活動

‧鹿為台灣最早之經濟產品

‧狩鹿、鹿茸、鹿皮、鹿肉

‧養鹿為台灣最具歷史兼本土的產業



曾經浩劫
 

921地震
 

土石流
 

88風災
 

走過---

289



現在---
 

陽光通風隔熱降溫綠美化鹿場



產業來自農委會的輔導及支持產業來自農委會的輔導及支持

優良鹿場評鑑（22004 ~2011004 ~2011）

2011年（77場）報名場數比

2004年（22場）成長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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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場數 優良鹿場場數

報名場數 22 38 40 45 47 57 68 77
優良鹿場場數 16 32 32 43 44 56 68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來自中央畜產會及畜試所的輔導及支持來自中央畜產會及畜試所的輔導及支持

鹿隻產茸量比賽

成鹿大茸紀錄403台兩
((南投游忠川先生南投游忠川先生20092009年年))

2011年計有178頭參加頭剪比賽
34頭參加成鹿比賽

農委會畜產試驗所鼎力支持

頭剪紀錄154台兩
((南投吳勝富先生南投吳勝富先生20092009年年))



農委會的產業升級及動物保護計畫


 

菁英培訓菁英培訓--鹿場危機處理及管理鹿場危機處理及管理//畜產品行銷畜產品行銷


 
生產資財生產資財--切茸機切茸機//烘茸機烘茸機//鹿茸專用冷凍柜鹿茸專用冷凍柜

採茸專用固定架採茸專用固定架

切茸機

固定架

烘茸機



試辦種鹿登錄制度


 
2006年中央畜產會協助籌設委員會，因時機尚未

 成熟，主管機關建議暫時停辦。


 

感謝王副主委及黃所長支持，為鹿產業在種畜禽
 團隊留位，並奔走主管機關如果沒有計畫預算，
 我們自己來。



 
2011年農委會輔導，再度籌組

種鹿登錄委員會。



 
2011年畜試所吳明哲組長及高雄

種畜繁殖場王治華場長協助設計

鹿出生登記月報表及母鹿

配種月報表。



2011年底  種鹿場將出現（2場）


 

台南佳里區台南佳里區進穎養鹿畜牧場（林昆鋒理事長）（林昆鋒理事長）
 及及台灣鹿畜牧場（黃秋英女士），今年（黃秋英女士），今年1111月月

已取得畜牧設施用途變更，已取得畜牧設施用途變更，

現送件申請畜牧場飼養鹿種現送件申請畜牧場飼養鹿種

種類變更登記中，種類變更登記中，預計今年

年底可取得

種鹿場證照
 
進穎養鹿畜牧場

台灣鹿畜牧場



陸續
 

2012元月將再出現2場種鹿場

雲林崙背鄉雲林崙背鄉博信牧場及及哲謚牧場各已通過雲林各已通過雲林
 縣府種鹿場審核縣府種鹿場審核，，預計明年元月可取得證照。預計明年元月可取得證照。

博信牧場

 
哲謚牧場



當前養鹿產業面臨的問題（一）


 

我國與紐西蘭洽簽經濟合作協議（ECA）

擴大進口溼鹿茸配額
降低配額內或配額外關稅

 
對整體鹿業傷害。


 

飼養成本居高，不具國際競爭力
草塊精料仰賴進口，墊高飼養成本。


 

非民生必需品，鹿農收益和經濟景氣相繫
鹿農最早知道台灣經濟景氣，經濟景氣影響鹿茸

 銷售量。



當前養鹿產業面臨的問題（二）


 

缺乏行銷通路

鹿農是生產專家，卻非

行銷高手，也無能力

從事各項媒體行銷。


 

不識鹿茸的好處

衛生署特別喜歡鹿農，

就是本草綱目也不行。



未來---鹿產業的願景


 

培育人工授精、冷凍精液、篩選優良鹿
 種，降低成本、提升競爭力


 

藉由農委會輔導於媒體強力行銷，拍攝
 影帶行銷鹿業，採茸期於全省各縣市行
 銷國產鹿茸，開發潛在消費市場


 

請觀光局協助，讓『陸客』成『鹿客』


 

宣導在地消費身土合一觀念
06-2495277



鹿農必須學習的課題


 

面對進口鹿茸，化危機為契機、轉機。


 

產業具共識，團體戰而非各別鹿場削價
 紅海廝殺。


 

降低飼養成本、提升經濟效益。


 

區隔國產及進口鹿茸產品，建立國產

鹿茸品牌特色。


 

塑造優良鹿場形象，生產優質鹿茸。



非廣告-置入性行銷



台灣梅花鹿是國寶

但台灣養鹿業?? 
退鹿???

我們已經沒有退路!!



說歷史責任太沉重------

我們只是想在台灣深耕延續我們只是想在台灣深耕延續

原本屬於這塊土地的鹿產業原本屬於這塊土地的鹿產業



感謝您
 
過去/現在

 
及未來

 
的支持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陳主委
 

武雄
 

王副主委
 

政騰
許處長

 
桂森

 
李副處長

 
春進

陳科長
 

中興
 

劉技正
 

家燊
 

陳技正
 

志維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黃所長
 

英豪
 
吳組長

 
明哲

林副研究員
 

德育
 
邢助理研究員

 
湘琳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高雄種畜繁殖場

王場長
 

治華
 
康主任

 
獻仁

林信宏
 

先生等
 

8位人工授精研究團隊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陳執行長
 

育信
 

林課長
 

欽德
 

孫專員
 

玉玫


 
本會

 
顧問

 
高源豐

 
先生

 
項延塏

 
先生



 
中華民國養羊協會

 
張理事長

 
福隆

 
蘇祕書長

 
瑞娟



 
中華民國酪農協會

 
顏理事長

 
志輝

 
吳祕書長

 
進隆



 
中華民國養鹿協會

 
鄭理事長

 
肇信暨全體理監事



感 恩

謝謝指教

您對鹿產業的支持相挺是

我們最大的榮耀

請給鹿農一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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