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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問題&需求 
 考慮環境影響、經濟回收及糧食物供應

因素下，開發中國家應如何適當的發展
中小型畜產業？何者為平衡環保與生產
的主要政策？ 

 何者為可行與高效的政策和其他干預方
式以減少高消費社會的畜產品的需求量，
而這些政策及干預方式又如何影響全球
畜產品貿易以及弱小國家的小農畜產系
統？ 

 為了使農業系統能在優越的環境、經濟
的永續、社會責任的實踐下滿足畜產品
需求量，何者為畜產系統首要的績效目
標(例如在不同系統中適當的混養活動
力、最佳的家畜數量及類型) 

 在開發中國家中，除了保有畜牧生產外，
如何使其內陸及海岸漁業能以更為永續
的方式生產動物性蛋白質？ 

 在限制全球氣候變遷影響的條件下，何
為刺激區域性的畜牧市場經濟成長的最
佳方式？ 工業化國家能如何改變他們
的畜牧業對碳足跡的觀念？ 

 不同的畜禽養殖與水產養殖系統對環境
有何影響？ 

 .在推定全球人口與經濟的成長及牲畜
總量，特別是飼料需求量及排泄量下，
如何對國民平均肉類消耗量做適當的限
制？ 

 當肉品的消費量遍及不同國家進而影響
需求時，牧業生產用地預期將如何改變? 

資料來源:全球百大農業問題, 2010 



 以動物福祉為考量，尋求最佳居住、運送與維護健康之方法 
 開發出以畜產動物直接生產高價治療劑的技術 
 用內部物質改善的移植基因植物，將在飼料或食物的生產上廣泛的使用 
 實際應用轉殖技術於胚胎幹細胞，使家畜乳汁中可以分泌生理活性物質（例
如抗菌蛋白及血液凝固因子等藥物) 

 先進電腦與機械裝置於省工放牧技術的普及化 
 自動化餵食、擠奶及動物糞尿處理技術普及化 
 利用對於抗原的分析及修飾作用使無過敏畜產品製造技術普及化 

 

4 資料來源:韓國第三次前瞻報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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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第九次前瞻報告2012 

項目 2020年目標 
確立符合地區條件的自給飼料生產及應
用技術體系 

 開發能有效率地應用放牧優點於畜產品的家畜飼養技術。
並提出符合各地區條件與經營規模、目的之下，活用放牧
的飼養管理技術 

 結合因應經營的一年多收栽培管理技術，建構高營養自給
飼料的穩定多產栽培體系、自給飼料高供應系統。 

改善抗病性與繁殖性，開發提升終生生
產力之技術 

 利用益菌生、益生菌等，提高家畜的抗病性與生產性。 

以機器人技術及協同作業系統，開發超
省力、高精確的作業技術 

 確立乳牛的個體別飼養管理支援系統。 
 開發導入標準化機器人要素技術的人與機器人協同作業體

系之低成本化技術。 
開發有助確保消費者信賴農林水產物及
食品的技術 

 掌握生產流通情報，開發監測農畜水產物的產地、生產履
歴等科學性指標系統。 

闡明溫室效應氣體的產生與吸收機制  開發從家畜排泄物的處理過程中，及家畜消化管内發酵所
產生的溫室效應氣體之高精確測定法，並強化推算模組。 

開發生質多樣性燃料應用技術  針對將畜產廢棄物等生質能源化的技術，以實証試驗及改
良進行實用化 

為活性化開發中地區的農林水產業與農
山漁村，開發生計提升技術 

 活用東南亞洲未利用資源及製造副產物，確立以發酵TMR 
為核心的反芻家畜飼料供應系統。 

開發高品質畜產品的生產技術  闡明乳酸菌及畜產品成份的健康增進機能機制，並開發考
量個人遺傳體質(及嗜好)的量身訂做畜產食品材料。 

 將關於家畜品質及生產性的遺傳標記型錄化，並開發能回
應消費者嗜好的多樣畜產品供應系統。 

 以精密飼養管理，開發高品質的乳肉穩定供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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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畜牧領域】科技前瞻議題 103年構想書 

1.應用家畜禽選性繁殖系統與基因選種技術，進
行畜禽育種與飼養管理 

 種畜禽產業加值技術開發與產業化應用 
 種原組織細胞之庫存及基因多樣性分析 

2.選育符合本地環境且具本土特色的畜禽品種  家禽品種及生產技術改進計畫 

3.符合動物福祉之畜禽生產體系及管理制度的完
善 

 改善家禽飼養環境及繁殖效率 
 改善畜禽動物福祉飼養模式對繁殖效益之

評估 
4.開發針對消費者各種生理需求之特殊畜產品 
5.發展畜禽生物技術提供醫藥學應用，並建立其
安全管理體系 

 強化生醫產業用畜禽生產管理及無特定病
原(SPF)豬之供應體系 

 SPF畜禽生產供應體系之強化 
 強化最少疾病(MD)兔、小型豬、種鵝及番

鴨供應與品質提升 

6.有效蒐集、保存生物種原，並選育能因應氣候
變遷之農業動植物種原 

 

7.積極應用生物技術選育抗逆境、抗有害生物之
動植物品種 

 

資料來源:100年台灣農業科技前瞻體系之建立計畫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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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畜牧領域】科技前瞻議題 103年構想書 

8.整合農業與畜牧副產品、廢棄物利用管理體系及高效
能源轉換技術 

 開發高附加價值畜產品及副產物利用技術 
 開發家禽生產系統及附加價值計畫 
 畜牧場減廢與廢棄物資源利用研究 

9.健全農漁牧產品安全檢測、認證與履歷追蹤管理系統  創新種畜禽性能檢定技術及繁殖生產技術改進 
 應用健康監測技術平臺進行種畜禽場重要疾病控

制 
10.開發高成功率及品質穩定之動物複製平台技術  動物複製關鍵技術之開發與應用 

 家畜禽人工生殖科技之研發及改進 
 幹細胞科技關鍵性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11.開發結合資訊、通訊、自動化等技術之農畜生產管理
系統 

 提升豬隻育成率與生產效能之研究 
 以飼養管理技術提升動物繁殖、生產性能及育成

率 
 畜牧節水、節能減碳及禽畜糞資源化技術研發 

12.開發節能減碳之農產品及加工品保鮮運銷技術  

13.加強分子生物技術於高產優質動植物品種之選育與生
產管理 

 家畜育種、生產技術及品質改進計畫 
 飼料資源開發與利用效率提升 
 提升飼料品質、安全管理及開發飼料資源 
 畜牧自動化生產研究與應用 
 開發家畜禽做為生物反應器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 
 犬隻繁殖遺傳管理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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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議題 目標情景 
開發針對消費者各種生理需求之特殊畜
產品 

具高營養價值且具風味及保健功能之畜
產品 

有效蒐集、保存生物種原，並選育能因
應氣候變遷之農業動植物種原 

降低畜產品因天候異常造成之損害 

積極應用生物技術選育抗逆境、抗有害
生物之動植物品種 

畜禽品種更能適應氣候變遷、抗重要疫
病 

開發節能減碳之農產品及加工品保鮮運
銷技術 

農產品生產，加工及運銷過程減碳又環
保 

 

資料來源:100年台灣農業科技前瞻體系之建立計畫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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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料來源:101年台灣農業需求問卷調查結果 

其他尚可考慮項目: 
(1) 太陽能在禽畜產業之應用開發 
(2)發展全系統 (turnkey) 養殖技術 (畜產 、水畜產 、水畜產 、水)，培養相關
顧問服務人才，在台灣成功施行後，將技術 (服務 )及重點行銷到海外市場 (新
興及高收入國家 ) 
(3)開發高產量、低廢棄物量效益的動物飼料生產技術及應用 
(4)開發動物飼育及HACCP之自動管理技術 
(5)開發畜產副產物的有效運用及環保應用技術普及化 
(6)開發能減少畜產污水/廢水汙染的技術 



 訪談日期:102/6/5 
 訪談長官:中央畜產會李春進執行長 
 畜牧整體發展主軸: 
短期:競爭力-建立畜牧產業為技術密集、資本
密集且具國際競爭力之產業 
中期:品質-提供消費者健康、安全、高品質之
畜禽產品 
長期:永續-推動節能減碳及動物福利,促進畜牧
產業形象及永續經營 
 
   
 
 

 

 

 

12 

 產業需求問題與可研提之研究方向 
1.飼料及原物料價格上漲,需降低生產成本 
  替代性飼料原料及配方 
  提升畜禽繁殖效率及育成率 
  可改善生產效率之新式生產系統 
2.消費者意識提高,重視食品安全 
 畜禽優良生產規範及標準作業程序 
 畜禽產品安全評估、管理及監控技術 
 有機畜禽產品生產模式 
3.國際間及國內逐漸重視動物福利之趨勢 
 建立適合國內生產環境之畜禽福利評估指標 
 可兼顧動物福利之生產系統 
4.環境汙染及資源再利用之趨勢 
 建構對環境友善之生產作業 
 畜牧場節能減碳之研究 
5.生物科技發展 
 就由基因與分子標記強化育種與保種作業/速度 
 提供動植物疾病防治工具 
6.資源整合創新提高附加價值 
 利用農產副產物提高產品品質(如乾草) 
 強調多元化與開放式經營體系,如品牌化多元儲存加工作業 
 產業鏈之整合,強調一條龍之產業經營模式,融合文創、物流行

銷、食品安全監測處理作業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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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施政重點: 
 台灣農產品市場因應全球貿易自由化 
 推動農產運銷加值 

(一)台灣農產品市場因應全球貿易自由化(施政
目標) 
 

現階段畜牧議題
與施政目標相關
性(高、中、低) 

      
      畜牧103年度構想書對應關係 

1.1評估經貿自由化(TPP)對臺灣農業之影響 低  

1.2發展大而優的競爭型產業，擴大經營規模
與市場 

高  畜禽繁殖生產技術改進及耐熱型畜禽品
種性能改良 

 豬隻品種選育與生產技術之改進 
 家畜育種、生產技術及品質改進計畫 

1.3開創小而美的特色型產業，在地產業優化
與加值 

中  特色精緻畜產食品之研發 

1.4調整農業人、地、產業結構，活化農業資
源與人力 

高  畜牧場減廢與廢棄物資源利用研究 
 畜牧節水、節能減碳及禽畜糞資源化技

術研發 
 畜牧廢水處理技術與青割稻桿自動化採

收、青貯製作研究 

1.5規劃農業所得支持制度及其他配套對策  低   

資料來源:農委會網站-102年農業重要施政 
(本學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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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施政重點: 
 台灣農產品市場因應全球貿易自由化 
 推動農產運銷加值 

(二)推動國內農產加值運銷(施政目標) 
 

現階段畜牧議題與
施政目標相關性
(高、中、低) 

            畜牧103年度構想書 

2.1依據產品外銷市場定位，進行產業加值鏈
結 

低 
 

 

2.2跨域整合，打造國際知名農業品牌 低  

資料來源:農委會網站-102年農業重要施政 
(本學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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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地    址：台北市松江路65號8樓 
電    話：（02）2508-4295 
傳    真：（02）2508-1670 
電子信箱：service@tarm.org.tw 
網    址：http://www.tar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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