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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肉品趨勢—2021年展望

二、目前農業施政目標與策略

三、台灣家禽產業之突破

-近年成果

-面臨問題及瓶頸

-具體作法

四、結語

大 綱大 綱



全球肉品消費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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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肉快速成長

 
2018年超過猪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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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類生產開發中國家

 
高度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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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肉品需求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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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
 挑戰

施政理念「富民、安心」
 

，以健康、效
 率、永續經營為核心，推動黃金十年—樂活農業

農業施政目標與策略農業施政目標與策略

經貿高度自
 由化、消費
 者需求多元

小農經營、
 高齡化，缺
 乏規模效益

氣候變遷、
 糧食安全危
 機

農業水資源
 有效利用、
 海洋漁業資
 源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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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競爭力，引領

 臺灣農業國際化

 

提升競爭力，引領

 臺灣農業國際化

調整農業結構，整

 合資源加值發展

 

調整農業結構，整

 合資源加值發展

活化農業資源利用，

 確保永續發展

 

活化農業資源利用，

 確保永續發展

確保糧食安全，

加強農產品安全

確保糧食安全，

加強農產品安全

強調農業的多功能價值，活
 化休耕地、節省地區水田年
 需水量，支持農業永續發展

 

強調農業的多功能價值，活
 化休耕地、節省地區水田年
 需水量，支持農業永續發展

推動農村社區活化，展現生
 態、景觀、樂活、文化的農
 村新風貌

 

推動農村社區活化，展現生
 態、景觀、樂活、文化的農
 村新風貌

有活力的樂活農業，打造農
 業成為年輕化、高競爭力且
 所得穩定的產業

 

有活力的樂活農業，打造農
 業成為年輕化、高競爭力且
 所得穩定的產業

1010年目標年目標 推動策略推動策略
•建立農業雲
•綠能＋科技
•農產全球布局
•參與經貿談判

•建立農業雲
•綠能＋科技
•農產全球布局
•參與經貿談判

•鼓勵青年從農
•產業發展＋農

 村再生

 •農民所得支持

•鼓勵青年從農
•產業發展＋農

 村再生
•農民所得支持

•傳產精緻化
•擴大產銷履歷
•提高糧食自給
•強化檢疫檢驗

•傳產精緻化
•擴大產銷履歷
•提高糧食自給
•強化檢疫檢驗

•調整耕作制度
•保育優良農地
•推動黃金廊道
•養護漁業資源

•調整耕作制度
•保育優良農地
•推動黃金廊道
•養護漁業資源

重要措施重要措施

農業施政目標與策略農業施政目標與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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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環境

國際
環境

國內
產業
課題

國內
產業
課題

策略
主軸

策略
主軸

長期
願景

長期
願景

糧價、油價上漲 氣候變遷、全球暖化 經貿高度自由化

小農經營、高齡化，缺乏規模

 
效益，國際經濟加速自由化，

 
農業面臨進一步開放壓力

農業生產不穩定，非農業部

 
門競用農地與農業用水

經營成本高漲，國內糧食自

 
給率偏低

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推動小地主大佃農與休耕地活化
—結合產業推動農村再生
—促進傳統農產業精緻化與全球布局發展
—推動農業旅遊

發展綠金農業
—建立農業雲端運用
—發展高效、節能與省水之新型態農業
—推動農業科技產業化與國際化
—吸引新世代農業經營者

願景：樂活農業—建構年輕化、有活力、高競爭力且所得穩定之新農業

亮點
產業

亮點
產業 以市場導向之產業價值鏈串接 推動農業黃金廊道

(科技與綠能的跨域整合)

農產業結構優化發展策略農產業結構優化發展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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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一：提升產業競爭力，引領臺灣農業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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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雲端服務內容-農業生產追溯雲端服務

設計個別之二維條碼，由

 每一農場列印於產品包裝

 上，提供有機農場驗證狀

 況、品質監測記錄及產品

 特性等資料。

 

設計個別之二維條碼，由

 每一農場列印於產品包裝

 上，提供有機農場驗證狀

 況、品質監測記錄及產品

 特性等資料。

強化「台灣CAS優良農產

 品管理入口網」功能，

 加強檢核業者產品原料

 登錄，並開發團購應用

 程式，開拓CAS優良農產

 品商機。

 

強化「台灣CAS優良農產

 品管理入口網」功能，

 加強檢核業者產品原料

 登錄，並開發團購應用

 程式，開拓CAS優良農產

 品商機。

推動肉牛生產場自動化系

 統，建立國產牛肉追溯制

 度，協助業者以符合產銷

 履歷規範之風險控管方式

 加強管理。

 

推動肉牛生產場自動化系

 統，建立國產牛肉追溯制

 度，協助業者以符合產銷

 履歷規範之風險控管方式

 加強管理。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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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二：調整農業結構，整合資源加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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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經營管理

․農民學院

－系統性訓練

․見習農場

－強化實務能力

․試驗所及地區農

 改場－技術與經

 營管理輔導

․規劃設立青年農

 民育成中心

規模＋產業鏈

․小地主大佃農

－農地銀行媒合

－規模效益收入增

․政策低利貸款

․小而美特色產

 品地產地消

․大而優與企業

 或農民團體連結

 成為優質供應者

融入在地＋文化傳承

․農村再生

－改善生活品質，

 提升回鄉誘因

－青年回鄉融入社

 區生活，有助傳

 承與創新

․有助於老農退休

及生活支援系統

建構

構面

施政
工作

提高專業職能
（能力好）

擴大規模效益
（收入好）

提升生活品質
（環境好）目標

培育及輔導新世代農業經營者，提升人力素質培育及輔導新世代農業經營者，提升人力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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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三：確保糧食安全，加強農產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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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消費者溝通
推動飲食教育

加強消費者溝通
推動飲食教育

鼓勵國人多食用國產農產品

會同教育部、地方政府推動
 青少年飲食教育，鼓勵營養
 午餐使用國產食材與米食

因應國人飲食習慣及外食人
 口增加，開發多元及便利性
 農產品型態

結合主題旅遊、新興通路推
 廣低食物里程之在地消費

輔導設置農夫市集

加強飲食教育，鼓勵地產地銷加強飲食教育，鼓勵地產地銷

形塑地方品牌特色形塑地方品牌特色

農漁會百大精品

企業送禮首選
輔導建立特色雞

品牌及開發料理

突顯特色建立國產

 與進口品市場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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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農產健康

 生產管理模式

【與環境共榮】

強化農產品安

 全與驗證管理

【與國際接軌】

強化農產品安全無縫管理體系

打造健康、友善環境農業打造健康、友善環境農業

建置完善農業

 生產基礎環境

【保育水土資源】

•推動有機專區

•完善設施與

 水土保育

•建置安全規範

•強化資材管理

•健康環境

•健康種苗

•合理化施肥

•減少用藥

•推廣動物生

 產醫學

•吉園圃、有機、

 CAS、產銷履歷

•用藥安全檢測

 與世界同步

•加強消費者溝通

•鼓勵地產地消

推動農產品安全無縫管理體系推動農產品安全無縫管理體系



16

策略四：活化農業資源利用，確保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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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家禽新

式生產設備

輔導提高家

禽契養比例

引導家禽至

合法屠宰場

1.輔導設立新式密閉負壓養禽舍
2.開發蛋箱自動清洗消毒機及紙蛋箱
3.研發種禽孵化及育雛設備提高育成率

1.輔導土雞及鴨、鵝提高契約飼養比例

2.研判資訊及輔導契養主預先自主調節

1.協助業者申辦屠宰場用地變更，合法家
禽屠宰場已達71場

2.白肉雞及水禽合法屠宰比例達9成，土雞
已由2成提高至5成

推動禽品多

元產銷通路

1.辦理鮮蛋共同運銷，推動洗選雞蛋檢驗
及認驗證制度

2.輔導特色雞建立區域品牌，結合產業文化拓
展銷售通路

3.輔導「台灣黃金雞」系列行銷，建立國產禽
品市場區隔

參、台灣家禽產業之突破參、台灣家禽產業之突破

近 年 成 果近 年 成 果
重要措施 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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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台灣家禽產業之突破（續）參、台灣家禽產業之突破（續）

面臨問題及瓶頸面臨問題及瓶頸

生產面 製造面 消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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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0 20202020

形塑台灣家禽產業
 為攻擊型之產業

1.傳統家禽產業全面升級(產
業特色化、精緻化)

傳統家禽

 產業著重

 質的提升

新興家禽產

 業產量與跨

 領域及應用

 服務同時發

 展

跨領域人才、

 人力結構調

 整、就業創

 造、創新與營

 運示範、綠色

 成長

新興家禽產

 
業初始產值

傳統家禽

產業既有

產值 2.加速推動新興家禽產業

科技加值：
ICT、科技應用

系統整合

美學加值：
創意設計

品質、品牌透過科技產業化，建立

 家禽技術創新經營模

 式、發揮資源整合加值

 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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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台灣家禽產業之突破（續）參、台灣家禽產業之突破（續）

三、具 體 作 法三、具 體 作 法

(一)生產面

44

22

33

11發展家禽產業技術

 創新價值鏈

加強契約飼養建立出口

 導向產銷及服務供應鏈

推廣新式生產設備強化

 生物安全與疫病防範

落實自主藥殘檢測及CAS 
、產銷履歷、有機認驗證

提高產業競爭力

生產具出口競爭優

 勢的禽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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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台灣家禽產業之突破（續）參、台灣家禽產業之突破（續）

具 體 作 法具 體 作 法

(二)製造面

44

22

33

11開發多樣化分切加

 工調理即食產品

整合外銷供應鏈發展

 具出口競爭力之產品

拓展土雞及水禽分切

 加工業務用通路
推廣精緻禽品識別

 及輔導體系

製造具出口

 競爭優勢之

 攻擊型加工

 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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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台灣家禽產業之突破（續）參、台灣家禽產業之突破（續）

具 體 作 法具 體 作 法

(三)消費面

44

22

33

11以健康訴求加強宣

 傳國產禽肉及蛋品

推廣具本土特色及文

 創加值型之國產禽品

推廣小包裝即食調理

 產品因應消費需求
結合休閒旅遊產業文化

 加強特色禽品宣導推廣

推廣具本土特

 色之攻擊型禽

 品爭取國人及

 觀光客之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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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
 

語肆、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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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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