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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NPF）2014 年的國政分析指出，畜產產業越發展，代

表國家經濟發展越發達。在台灣，過去十年間畜產業產值約占整體農業產值近三

分之一，由此畜產業對台灣整體農業之重要性可見一斑。可是依據農業統計年報

資料，我國 106 年畜產業產值占整體農業生產總值之 29.84%，約為新台幣 1,638

億元，較之 105 年下滑了 1.95%。對我國畜牧業而言，這似乎透露出了一絲警訊，

值得相關部門來重視。近年來我國由於少子化與高齡化的影響，加上農村青年人

口的外移，至使農村人力短缺。這不僅僅是畜牧產業受到影響，連帶著整體的農

業生產力也因此受到相當衝擊。 

  受限於我國自然環境之限制及小農經營模式，致使農業生產成本偏高，而難

與國際競爭。因此，若想提升我國之農業生產力，就必須強化產業結構調整及科

技研發創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推動「新農業運動」，強調

創新和行銷，重視研發及推廣高品質的農產品，在農業政策中明確列出以下六個

施政綱要： 

1. 提升產業競爭力 

2. 維護生態永續、強化防災能力 

3. 營造安居樂業農村 

4. 建構農業安全體系 

5. 強化農業國際競爭力 

6. 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其中，在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施政綱要中更明確提出了｢畜牧業科技研發｣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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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四年(106~109)重要計畫。根據畜牧業科技研發 104 年作業計畫，其規劃之

目標有: 

1. 研究與開發畜禽產品安全管理技術，增進消費者之健康與福祉。 

2. 增進與廣用畜禽育種之新技術，提升種原生產力與利用性。 

3. 開發與深化新型畜禽生產系統技術應用，普及化畜禽生產效率改進。 

4. 推動節能減碳及動物福祉，促進畜牧產業形象與永續經營。 

5. 生產符合國際品質要求之生醫用畜禽，供應國內生技醫藥產業應用，促

進我國生醫產業發展。 

  而在農委會推動的「智慧農業 4.0」計畫中，對於農業設施產業將依設計規

劃、控制模式及管理系統三個構面，從生產製造到銷售服務導入智慧農業 4.0 關

鍵技術，以發展標準化、高效化之農業設施產業。科技設施設備的導入與應用不

僅在於科技本身，人才的同時跟進才能發揮科技自動化的最高效能。不過，在畜

牧科技自動化發展中，不管是畜牧業本身或自動化產業，其所需人才的數量及專

業是否能跟上，確實是目前政策推行所面臨的重要課題。同時在科技自動化導入

的運作中人力資源的培育是否能跟上產業升級之所需，不僅成為升級成功之關鍵

因素，也同時是提升農業競爭力的重要因子。 

  本研究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稱國發會）107 年 2 月所召開之｢精進重

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工作研商會議｣，針對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才

供需進行調查。主要調查之產業範疇在於｢家畜畜舍構築及生產自動化｣之相關設

施設備（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2921、2937、3400、4643）。本研

究除了透過次級資料進行彙整外，也將藉由業者訪談與問卷調查等方法來獲取研

究所需的相關資訊，藉以分析未來 3 年（108-110 年）的產業發展資訊及人力供

需狀況 （含質與量）。並將調查所得之結果提供給相關單位與施政當局參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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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畜牧科技設施設備產業發展政策、資源投入與人才培訓等規劃的重要參

考。  

1.2 台灣家畜產業現況 

  根據農業年報統計，近五年（2010~2014）來平均每年每戶農家所得約為全

國家庭平均每戶所得之 82.2%，而且其中農業所得僅占每戶農家所得之 21.1%，

約為 20.4 萬。由於農業所得低落造成農業就業人口流失，我國 2014 年農業就業

人口比例僅占全國總就業人口的 4.95%。再根據 2015 年養豬等家畜產業勞動力

調查評估，養豬戶的缺工比例為 44.38%、肉羊戶為 41.67%、乳羊戶為 56.76%，

而酪農戶更高逹 67.41%，可以看出我國畜產業之缺工情形相當嚴重。另外，從

事農業之中高齡就業者（超過 45 歳者）占全國農業就業人口比例達 73%，顯示

出農業勞動力高齡化的嚴重情形。高缺工率及勞動力高齡化，實乃我國畜牧業生

產之實質隱憂。 

  為了解決人力缺口，農委會一度提出試辦引進農業外勞。但是由於直接引進

外勞，對整體農業產業及農村勞動力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因此勞動部對此予以暫

時擱置。在這種情形下想要有效提高畜牧業之生產效率與降低成本，新技術及自

動化設施設備勢必加速引進。期能藉此降低人力需求、提升營運管理效率、穩定

產能、增進產品品質來提高農畜產品附加價值。 

    從產量產值來看我國家畜產業之現況，根據 106 年農業年報，台灣整體畜牧

業產值為 1,639 億元，而各類之家畜產值依高而低分別為毛豬（755.58 億元）、

乳牛（101.11 億元）、肉牛（24.88 億元）、肉羊（9.42 億元）、鹿茸（6.22 億元）

及乳羊（5.23 億元）。其中肉牛及肉羊之自給率低於 10%，而乳羊以百分之百的

自給率名列第一（表 1.1）。 

    另外，根據農業統計要覽顯示，105 年牛之生產量為 6,818 公噸，較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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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57 公噸，但產值增加 1 億 4 仟 6 佰多萬元；而豬之產量則為 827,041 公噸，

較之 104 年減少 5,142 公噸，產值則減少 3 億 4 仟 3 佰多萬元；至於羊之產量則

為 1,859 公噸，減少 101 公噸，產值減少 1 億 2 仟 8 佰多萬元。 

表 1.1 臺灣家畜產業現況（106 年農業年報） 

種類 屠體/生乳重量(公噸) 產值（億元） 自給率(%) 

毛豬 811,236 755.58  90 

乳牛 386,362  101.11  89  *

肉牛 7,027   24.88    6 

肉羊 1,857   9.42    9 

乳羊 14,200    5.23 100  *

鹿茸 25,655    6.22  80 

      *表示國產液態乳自給率，非全乳品品項 

    就家畜飼養的分佈狀況來看則較集中於、中、南部縣市。例如以豬隻飼養場

來看，屏東縣占全國養豬戶 23.58%、雲林縣 16.66%、彰化縣 9.36%、台南市 8.76%、

高雄市 6.95%、台東縣 5.91%，六縣市佔了全國養豬戶的 7 成（71.22%）。牛隻飼

養則金門縣 30.04%、屏東縣 10.87%、彰化縣 9.98%、台南市 8.88%、雲林縣 6.99%、

台東縣 5.46%，六縣市也佔了全國牛隻飼養戶的 7 成（72.22%）。飼羊戶則由金

門縣、澎湖縣、彰化縣、台南市、雲林縣、屏東縣六個縣市合計占了 9 成（90.03%）。

鹿則由南投縣、台南市、高雄市、台東縣、台中市、新北市分別位居前六名，共

占全國飼鹿戶近 7 成（69.83%）。 

  為了調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才供需，本研究初步選擇豬、牛（肉、

乳牛）、羊（肉、乳羊）、鹿之飼養做為調查背景，以下根據農委會之統計數據，

分別就其概況進行現況分析：   

  1.2.1 豬隻飼養概況： 

  依據農委會養豬數調查報告，直至 107 年 5 月底全國平均每場飼養規模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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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而毛豬飼養場共計 7,240 場（相關統計資料見表 1.2 及表 1.3），較 106 年

11 月底調查減少 167 場（-2.3%），較 106 年 5 月底調查則減少 196 場（-2.6%）。

另外，在飼養規模 199 頭以下有 3,058 場，占總場數 42.9%，共計減少 120 場；

飼養規模 200 - 999 頭有 2,531 場（占 35.5%），減少 12 場；飼養規模達 1,000 頭

以上養豬場共 1,541 場（占 21.6%），雖僅占總場數 2 成，但是此 2 成的豬隻飼

養場卻掌握近 7 成（69.1%）豬源。而毛豬之在養總頭數 539.7 萬頭，較 106 年

11 月底調查減少 3.6 萬頭（-0.7%），較 106 年 5 月底增加 0.9 萬頭（+0.2%）。 

    再者以縣、市別區分，台灣養豬多集中在中南部，依飼養頭數規模以雲林縣

飼養 146.3 萬頭（占 27.1%）居冠，其次為屏東縣 119.9 萬頭（占 22.2%）、彰化

縣 75.6 萬頭（占 14.0%）及臺南市 56.9 萬頭（占 10.5%）。 

表 1.2 近年豬隻飼養狀況表 

  表 1.3 107 年 5 月底養豬飼養場數、在養頭數-按規模別分 單位:頭 

1~199 200~499 500~999 1,000~1,999 2,000~4,999 5,000 以上 

場數 頭數 場數 頭數 場數 頭數 場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場數 頭數 

3,05

8 

186,85

8 

1,02

7 

344,97

7 

1,50

4 

1,133,89

4 

1,05

1 

1,466,74

1 
365 1,076,326 125 1,187,863 

    在 7,240 場養豬場中，6,607 場（占 91.3%）的經營主未來半年願意維持現有

規模者，而有增養意願者 289 場（占 4.0%），另有 344 場（占 4.8%）養豬場經營

主表示欲減少飼養及停養，且多屬小規模飼養。 

  綜合上述可發現，豬隻飼養場之規模趨勢往較大規模靠攏，而小規模之飼養

場有持續退場的現象。雖然目前整體的毛豬飼養量有減少的顧慮，但整體而言，

項目 單位 107 年 5 月底 106 年 11 月底 105 年 11 月底 104年 11月底 

養豬場數 場 7,240 7,407 7,629 7,846 

養豬頭數 頭 5,396,659 5,432,676 5,442,381 5,496,216 



 

- 20 - 

 

擴大飼養規模的趨勢將有助於科技化設施設備的導入，進而降低人力需求及擴大

規模經濟，將有效協助農民降低生產成本、穩定產能，同時提升營運管理效率、

增進產品品質。 

     1.2.2 牛隻飼養概況 

    1.2.2.1 乳牛產業 

  依據農業統計年報資料顯示（相關資料見表 1.4），107 年第二季的乳牛飼養

場為 550 場，產乳牛頭數為 62,150 頭，較之 106 年底雖減少了 3 場、但是增加

了 1,627 頭，較之 105 年底則增加了 2,549 頭，產乳量也由 105 年底的 378,488

公噸增加至 106 年底的 386,362 公噸。其飼養規模（如表 1.5）多數集中在 100 - 

299 頭區間（100 - 199 頭計有 229 場；200 - 299 頭計有 148 場），整體規模而言

較肉牛飼養場大，但是 500 頭以上的規模也僅有 14 場。 

表 1.4 近年乳牛飼養場數及在養頭數比較 

年度 乳牛飼養場數(場) 產乳牛在養頭數(頭) 年產乳量(公噸) 

107 年第 2 季 550 62,150 －－－ 

106 年 553 60,523 386,362 

105 年 545 59,601 378,488 

104 年 546 61,859 375,499 

   表 1.5 107 年第 2 季乳牛飼養場數、在養頭數-按規模別分  單位:頭 

1~99 100~199 200~299 300~399 400~499 500 以上 

場

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90 5,419 229 35,693 148 35,702 50 16,728 19 8,280 14 9,993 

    近年來由於咖啡市場成長的動能使得國內用乳量增加，雖然相對於其他畜牧

產業而言，酪農業算是相對穩定獲利的產業（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但是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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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NEXT 2016 之撰文1，我國自產之雜糧及草料的自給率僅約為 50%，其中乾草

料需倚賴進口的比例更是高達 90%。台灣身處亞熱帶，在黃豆、小麥、玉米等雜

糧生產上有著許多先天限制，致使家畜飼料倚賴進口。加上飼養規模小（500 頭

以上僅 14 場)，台灣酪農之生產成比起國外天然放養之牧場自然高出許多，國際

競爭力也因此而不振。科技化設施設備的導入是降低家畜生產成品的重要方式。

與養豬產業相同，若能擴大飼養規模，再輔以科技自動化生產，將能有效協助農

民降低生產成本、穩定產能，同時提升營運管理效率、增進產品品質。 

      1.2.2.2 肉牛產業 

  同樣根據農業統計年報資料顯示，107 年第二季的肉牛飼養場為 829 場，共

計頭數為 34,441 頭，較之 106 年第二季增加了 2 場，飼養量增加了 1,002 頭。然

而在飼養規模上，則集中於小規模（1~99 頭）共 747 場（占 61.93%），而較大規

模（500 頭以上）之飼養場則僅 7 場（占 0.84%）。 

表 1.6 近年肉牛飼養場數及頭數比較表 

年度 肉牛飼養場數(場) 肉牛飼養頭數(頭) 

107 年第 2 季 829 34,441 

106 年第 2 季 827 33,439 

105 年第 2 季 831 34,367 

104 年第 2 季 789 33,128 

表 1.7 107 年第 2 季肉牛飼養場數、在養頭數-按規模別分  單位:頭 

1~99 100~199 200~299 300~399 400~499 500 以上 

場數 頭數 場數 頭數 場數 頭數 場數 頭數 場數 頭數 場數 頭數 

747 14,252 42 5,781 22 4,978 3 972 8 3,649 7 4,809 

  隨著經濟發展，勞動價格高漲。就規模別而言，平均每頭肉牛所需的勞動費

                                                     

1
 FoodNEXT 2016 撰文:http://www.foodnext.net/news/newstrack/paper/459371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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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規模擴大而遞減，而飼料費則居肉牛生產總成本第一位（呂秀英，民 102）。

因此降低飼料費與勞動費為增加經營收益的關鍵因素。 

  台灣自開放牛肉進口迄今，國人對於牛肉消費需求逐年增加。國產牛肉主要

以生鮮牛肉為主（現宰現銷），價格較高且供不應求；而西餐廳烹飪牛排、火鍋

店肉片及市售之牛肉產品，大多使用進口的冷藏及冷凍牛肉，顯見國產牛肉與進

口牛肉的消費市場有明顯區隔。依據農業統計資料，台灣地區生鮮冷藏冷凍牛肉

進口量在 106 年達 113,693 公噸，而台灣牛肉自給率僅 5.8%。根據台灣肉牛產業

協會 103 年｢國內肉牛飼養與經營管理之技術與經驗｣座談會指出台灣飼養肉牛

之瓶頸主要為肉牛品種不佳、飼料貴又仰賴進口、環境污染及人工貴。如果能擴

大飼養規模及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藉由飼養環境控制管理、廢棄物處理（污染

防治）等科技自動化的導入，以降低勞動成本、改善環境污染、提升營運管理效

能。 

    1.2.3 養羊產業 

  依據農業統計年報資料，107 年第二季的飼羊場共計 1,872（肉羊 1,745 場；

乳羊 259 場），飼養頭數為 144,739 頭，相較於 106 年增加了 26 場、6 頭。肉羊

及乳羊的飼養頭數呈此消彼長的態勢。在規模上，肉羊集中於小規模，而乳羊在

比例上則偏向中、小型規模。 

  台灣羊肉每年消費量達 1 萬 9,991 公噸，其中國產羊肉消費量僅 1,857 公噸

（農業統計年報）。另外根據中國民國養羊協會的資料，我國羊肉自給率低主要

原因是國產羊肉價格較進口羊肉高，其次是國內羊農有注意到肉羊頭數總量管制

的問題，業者多依農委會訂定之畜牧生產目標生產，穩定市場供需平衡。相較於

進口羊肉大多數為綿羊肉，國產羊肉均為山羊肉，口感較Ｑ且扎實，亦無進口羊

肉的腥羶味。而且國產肉羊大多數載運到彰化及雲林肉品市場拍賣，再行銷到各

大羊肉爐店家，一般傳統市場及超市供應量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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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根據農業統計年報，106 年國產羊乳年產量為 14,200 公噸，而其產值約

為 5 億 2 仟 3 百萬元。而在羊乳產業上，目前大致分為農民團體合作社自組的羊

乳加工廠、民營羊乳加工廠及羊農自產自銷三種經營型態。農委會於民國 90 年

起輔導中華民國養羊協會推動辦理羊乳標章(Good Goat’s Milk)的認證制度，以區

隔國產、假冒與進口羊乳。同時也督促廠商發揮自主精神，誠實標示殺菌時間及

條件且落實檢驗工作，以保障消費者權益、促進產業發展。相較於乳牛產業，乳

羊產業之獲利狀況顯得較差，乳羊業者必須體認到現代化的農民必須具備市場敏

感性，體認市場已轉變為價格決定生產之時代，故應隨時注意市場變化來調整生

產策略；同時乳羊業者也應該體認到全球化的市場將成本與品質競爭

之局面，尤其在產品全面開放後，生產利潤將建立在價格與品質的比

較上，換言之，唯有降低成本、提高品質國產羊乳才能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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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近年羊隻飼養頭數 

年度 肉羊（頭） 乳羊（頭） 合計（頭） 

107 年第 2 季 100,153 44,586 144,739 

106 年 99,368 45,365 144,733 

105 年 98,731 47,269 146,000 

104 年 105,022 51,023 156,045 

表 1.9 107 年第 2 季肉羊、乳羊飼養場數、在養頭數-按規模別分  單位:頭 

規

模 
1~49 50~99 100~299 300~599 600~799 800 以上 

 場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肉

羊 
1,105 19,346 366 25,420 228 36,057 43 16,765 2 1,499 1 1,066 

乳

羊 
61 1,228 54 3,931 86 14,971 52 20,191 4 2,573 2 1,692 

  1.2.4 養鹿產業 

  107 年第二季台灣飼鹿場有 587 場，共計飼養鹿 18,723 頭，與 106 年底比較

共減少 8 場、128 頭。根據過去幾年的統計資料，鹿的在養量正逐年下降。從飼

養規模來看，近 8 成（75.64%）的飼養場在養頭數低於 40 頭（表 1.10）。相較於

其他家畜飼養場而言，鹿飼養場的規模可謂之迷你。在此小規模的經營下，飼養

場要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相較於其他家畜產業而言顯得相當不容易且缺少規模

效益。 

    表 1.10 107 年第 2 季鹿飼養場數、在養頭數-按規模別分  單位:頭 

合計 1~9 10~19 20~29 30~39 40~49 50~99 100 以上 

場

數 

頭數 場

數 

頭

數 

場

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場

數 

頭數 

587 18,723 121 590 132 1,829 98 2,361 93 3,192 48 2,131 70 4,936 25 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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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飼養技術不斷改進，鹿茸總產量逐年增加（表 1.11）。但是，自 101 年

簽訂台紐經濟合作協議後，台灣以 12 年時程逐步規劃開放紐西蘭鹿茸進口達零

關稅。我們就近年紐西蘭的鹿茸進口總量來看（表 1.12），不僅顯示在鹿茸市場

上供過於求的情勢即將來臨，更為本土養鹿產業帶來嚴峻挑戰。 

表 1.11 近年鹿茸產量表 

年度 鹿茸產量（公斤） 

100 24,218 

101 23,605 

102 24,761 

103 26,853 

104 26,131 

表 1.12 近年紐西蘭進口鹿茸總量 

年度 101 102 103 104 105 

進口量（公斤） 5,769 7,518 8,498 9,782 7,839 

    在鹿茸市場上，大部份購買鹿茸之人，都是混合中藥來泡酒飲用，少部份用

來磨製成鹿茸粉。國外進口的鹿茸不僅腥味重，而且因長途運輸、採冷凍保存，

一般來說品質較國產鹿茸差，而且還有麻醉藥殘留的問題。一般台灣民眾認為鹿

茸要現採才新鮮，而且也認為自己看得到的採收，方能確認乾淨衛生，也才會安

心購買。因此進口與國產鹿茸二者之間有著明確的市場區隔。在國產鹿茸的銷售

通路型態上，傳統型通路為消費者直接向鹿茸場選購，再委託客製成鹿茸酒或鹿

茸粉。其二為由合作社集貨後，販售至台灣菸酒公司製作鹿茸酒及蔘茸酒。最後

一種為創新型通路，由合作社或協會集貨後，委託加工成元氣包、保養品、鹿茸

酒等產品。根據中華民國鹿產品運銷合作社所做的產業運銷調查（表 1.13），鹿

農自產自銷實為鹿茸銷售最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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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國內鹿產業運銷調查 

年 度 共 同 運 銷 公 賣 局 標 購 自 產 自 銷 合   計 

102 年度 1,350 公斤 450 公斤 77.43 公斤 1,427.43 公斤 

103 年度 1,350 公斤 450 公斤 4,748.4 公斤 6,098.4 公斤 

104 年度 1,800 公斤 600 公斤 3,864.9 公斤 5,664.9 公斤 

1.3 家畜產業之科技化設施設備現況 

  家畜產業之科技化設施設備指的是一種機械化與自動化的現代化設施設備，

藉由這些設施設備可以使家畜業在飼養、生產的過程中達到節省人力與工時的目

的，進而提高效率、改善工作環境、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品質與提升競爭力。農

委會前畜牧處處長李春進（民 82）指出畜牧生產科技自動化的技術項目有： 

1. 餵飼自動化、 

2. 蛋、乳收集自動化、 

3. 家畜排泄物清除、處理自動化及 

4. 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 

    而農漁牧產業自動化論壇（www. agriauto.bime.ntu.edu.tw）對畜牧業之科技

自動化則列出有： 

1. 餵飼自動化、 

2. 畜產品收穫自動化、 

3. 畜禽生產管理自動化及 

4. 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 

  根據農委會｢105 年養豬等畜牧產業勞動力調查評估｣，家畜牧場的科技化設

施設備可分為四個領域：飼養、環境控制管理、廢棄物處理（污染防治）、產品

收穫。其中飼養以及環境控制管理是目前導入及自動化程度較高的，但廢棄物處

理及產品收穫（蒐集鮮乳）的科技自動化比例偏低，尤其是廢棄物處理是最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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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化，因廢棄物的後半段處理仍需要部份人力。 

  為落實政府｢產業自動化｣政策，我國之家畜業科技自動化推動乃先由政府引

進或補助業者引進國外科技自動化產品後，再邀請專家與廠商共同開發自製。但

李春進（民 82）指出我國在推展家畜產業科技自動化所面臨問題主要為：人才

不足、缺乏畜產自動化資訊及投資費用龐大。另外，農委會在 105 年養豬等畜牧

產業勞動力調查評估中也指出，除了已經自動化之飼養場及少數有意增添科技自

動化設備外，多數農場並未規劃在近幾年進行科技化設施設備投資，其主要原因

為獲利不佳且設備添購成本太高。 

    在家畜產業中，不同飼養類別所需的科技化設施設備不盡相同，而且自動化

的現況也有所差異。以下就本研究之調查背景豬、牛、羊、鹿之科技設施設備概

況進行現況分析： 

  1.3.1 養豬科技化設施設備現況   

  現代化的養豬場主要的設施設備有：豬欄、漏縫地板、自動餵飼設備、自動

飲水設備、降温保暖設備、清潔消毒設備及糞便處理系統七大項。飼養環境的有

效控制是提高養豬生產性能的重要一環，而在畜舍環控議題中主要包括有豬舍的

通風狀況、溫度控制、空氣濕度控制三個部分。 

  而在養豬科技化自動設備中，除了畜舍環境控制自動化以外，就養豬場之整

體規畫而言尚包括有（夏良宙，民 85）：  

1. 飼料生產自動化，以飼料製作自動化為主； 

2. 飼餵自動化：定時自動同步落料、電子辦識餵飼母豬系統、保育豬、肉

豬和泌乳母豬餵飼自動化及乾、濕料自動餵飼系統； 

3. 豬隻管理自動化：專家系統、種豬性能檢定自動化； 

4. 廢水管理自動化：包括地面高壓沖洗機械手臂、自動瞬間沖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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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自動化系統，為了瞭解養豬業之科技化及自動化設備之初步市場需

求，我們針對畜牧設備相關產業之主要供應設施設備進行調查，歸納出以下設備：

畜舍圍籬、畜舍鋪墊、畜舍床板、水簾式降溫系統、通風降溫設備（水冷式/負

壓通風/水簾降溫系統/噴霧降溫/循環扇）、畜舍全自動清洗設備、自動化餵飼控

制系統(給水機/給飼機/給料機/飼料桶/飼料槽)、全自動給料設備、定量給料設

備、飼料自動輸送系統、電動搬運車、電動噴霧車、廢水處理設備、自動集糞設

備、全自動糞尿分離系統、畜糞發酵堆肥設備、清潔配管設備、粉粒料輸送系統、

廢水處理曝氣設備(鼓風機、曝氣盤)、沼氣純化設備(脫硫設備/沼氣發電機)、沼

氣發電設備、有機肥料包裝設備、畜舍廢棄洗淨過濾系統、畜牧廢水處理系統、

汙泥脫水處理設備、農牧業自動化系統規劃、動物生理測定設備(測孕器)、廢污

水處理機械設備等。而在本次的次級資料探討中，本研究發現目前之畜牧供應商

所供應的設施設備中，涵蓋有畜舍環境控制自動化、飼餵自動化、畜禽排泄物處

理自動化及廢水管理自動化，但是在飼料生產自動化、豬隻管理自動化等所需的

設備卻是欠缺的。對於此二方面的設備供應情況及農民實際所需的設施設備，本

研究將於後續的問卷調查中一窺究竟。 

  1.3.2 養牛科技化設施設備現況 

  根據台灣肉牛產業協會 103 年｢國內肉牛飼養與經營管理之技術與經驗｣座

談會資料指出：國內養牛政策以乳牛為主，而以肉牛為副，肉牛事業的發展因而

受到影響。以 107 年第二季之農業統計資料來看，肉牛飼養場雖較乳牛飼養場多

了 279 場，但飼養頭數卻少了 27,709 頭。由這些資料也可以算出乳牛飼養場的

規模比起肉牛飼養場大了許多（單場平均飼養頭數：肉牛為 42 頭/場；乳牛為

113 頭/場），這明顯看出我國之養牛產業的重心確實在於乳牛。也因此，民國

86 年農委會出版之養牛自動化手冊中，主要以乳牛飼養為範本來列出相關科技

自動化項目。 

  依據農委會養牛自動化手冊，在養牛之生產與管理作業中，為了節省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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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作與管理效率，進而提升產品品質與相對利潤，必須全面推動機械化與自

動化。其主要之科技化自動項目包括芻料收穫與調製、仔牛餵乳、精料給飼、完

全混合日糧給飼、牛乳收穫、牛糞清除與堆肥化、水質監控與生產管理等。分述

如下： 

1. 芻料收穫與調製：包括曳引機、青貯機械、鏟裝機。 

2. 仔牛餵乳：包括調乳機、餵乳站、識別器、電腦與控制軟體。 

3. 精料給飼：包括電腦給飼站、識別器、散裝飼料桶、送料器。 

4. 完全混合日糧：包括有磅秤的混合車、鏟裝機、切草機、輸送帶、分配

車、牛舍分群設施。 

5. 牛乳收穫：包括有趕牛器、乳房噴洗裝置、乳量計、乳杯自動脫落器、

快速出柵擠乳室。 

6. 牛糞清除與堆肥化：包括有鏟斗機、固液分離機、牛糞堆肥處理機械。 

7. 水質監控：包括有水質感測器、廢水處理設備、控制箱、介面卡及監控

電腦。 

8. 生產管理識別系統：包括識別處理器、電腦、乳量計、感測器、生產管

理軟體及步數器。 

9. 生產管理環境控制：降温系統（高壓噴嘴造霧系統、自走式風機）。 

  另外在牛舍構築方面，主要的科技自動化設備有： 

1. 牛舍的自動清洗、灑水設備及自走或吹風設備 

2. 自動噴霧及以色列噴水設備。 

3. 水簾式牛舍。 

  1.3.3 養羊科技化設施設備現況 

  不管是肉羊還是乳羊，一旦飼養場的規模大到一定的程度，就無法僅靠人力

來完成養羊工作，因為這個時候單靠人力不但費勁，而且勞動成本將有可能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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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下降，甚至賠錢。一個規模化的飼羊場，如果利用科技化養羊設備，不但可

以最大程度節省勞動成本，更進一步改善工作環境、提高生產效率、提高產品品

質與提升競爭力。一個具有規模的飼羊場所需要的科技化設施設備包括以下幾個

部分： 

1. 畜舍建構：包含羊舍高床與刮糞機。 

2. 芻料收穫與調製：包括有鍘草機、粉碎機、揉絲機與全混日糧攪拌機。 

3. 餵飼自動化：自動飲水器、自動化餵料車。 

4. 環控設施：通風與自動噴霧設備、拖網式集糞機。 

5. 羊乳收穫：配管式擠乳系統、擠乳設備自動清洗系統、乳杯自動動脫落

與自動記錄系統、羊乳裝瓶器與消毒器。 

  養羊之科技化設施設備與養牛之設備相似度極高，許多的設備幾乎可以通用。

但是在一般的羊飼養場中科技化及自動化設備的導入顯然沒有牛飼養場來的高。

主要由於在目前羊乳市場需求不比牛乳，加上國產羊肉市場並不普及。在養羊利

潤相對低的情況下，對於中小型規模的養羊場來說，似乎沒有必要將飼羊場完全

科技化。在選擇養羊設備時，由於價格及實用性的考量，除了具規模的羊場外，

多半放棄自動化。 

  1.3.4 養鹿科技化設施設備現況 

    鹿與牛、羊相同都是草食性飼養家畜，但是受到產業特性－鹿茸市場需求、

飼養場規模...等的影響，普遍而言對於科技化設備的需求並沒有牛、羊來的迫切。

在為數不多已導入科技化設備的飼養場中，多數導入芻料收穫及調製，以新鮮現

割及青儲方式合完全混日糧餵飼。 

  在畜舍構築及環控上，根據農委會 105 年畜牧場主要設施設置標準修正簡介，

同豬、牛、羊畜牧場一樣，除了應設立鹿舍外，養鹿場除有備註所定情形者，應

設立廢水處理設施、堆肥室及死廢畜禽或孵化廢棄物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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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國內養鹿場飼養 100 頭以上只有 25 場，在這種規模下要做到完全科技

自動化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而養鹿設備在一般的通路上少有資訊，根據中華民

國養鹿協會表示：｢養鹿設備如切茸機等一般少有廠商提供，常需委託特定廠商

設計｣。因此，養鹿產業之設備科技化在現實上確有缺口，需要政策之規劃與協

助。 

   

1.4 畜牧科技化設施設備之現況 

    根據丁川翊與莊麗娟（2016）引用 Freedonia Group 2014 年的報告，預估全

球畜牧機械之市場規模將從 2013 年之 8,690 百萬美元成長到 2018 年之 11,900

百萬美元，約占整體農業機械市場規模之 6%。然而在台灣不論公有或私有之統

計資料中，本研究均查無單純｢畜牧機械產業｣之統計數據，更遑論以｢家畜科技

化設施設備｣為主題統計資訊。為此本研究僅能就研究範疇（2921、2937、3400）

進入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銷動態調查中搜尋統計資料。其中包含有農用及林用機

械設備製造業、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之整體統計數

據。雖然其中尚包含其他非畜牧產業設備，但是藉由這些資料或許能在資料缺乏

的情況下暫時用來推估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之現況。 

  根據所查詢資料指出，畜牧相關科技化設施設備之生產總值（見表 1.14、圖

1.1）從 102 年之 20,528,024（仟元）一路下滑至 106 年之 18,926,507（仟元），

衰退了近 8%，其中以污染防治設備及零件衰退 26%最高。而從銷售值（見表 1.15

與圖 1.2）來看，自 102 年的 17,253,908（仟元）至 106 年的 15,852,385（仟元），

衰退超過 8%。但是除了污染防治設備及零件衰退了 38%外，其餘皆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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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102~106 年畜牧相關科技化設施設備生產值（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其他農用機械及零件 污染防治設備及零件 專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 

102 年 3,930,345 6,547,143 10,050,536 

103 年 4,469,460 5,495,851 10,359,828 

104 年 4,023,302 5,158,143 10,325,833 

105 年 4,022,227 5,185,208 8,628,391 

106 年 4,258,917 4,839,162 9,828,428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圖 1.1 102~106 年畜牧相關科技化設施設備生產值（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表 1.15 102~106 年畜牧相關科技化設施設備銷售值（單位：新台幣仟元） 

 其他農用機械及零件 污染防治設備及零件 專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 

102 年 4,763,852 6,618,284 5,871,772 

103 年 5,422,499 4,772,325 6,134,871 

104 年 4,919,595 5,143,015 6,487,869 

105 年 4,932,888 5,008,749 5,002,654 

106 年 5,044,684 4,065,565 6,742,136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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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102~106 年畜牧相關科技化設施設備銷售值（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從內銷（含間接外銷）（見表 1.16 與圖 1.3）來看，整體之內銷值從 102 年

的 11,228,260（仟元）至 106 年的 9,628,788（仟元），衰退 14%計 1,599,472（仟

元）。同樣以污染防治設備及零件之衰退幅度最大，約為 35%。在外銷表現上（見

表 1.17 與圖 1.4），整體之直接外銷值，從 102 年的 6,025,648（仟元）至 106

年的 6,223,597（仟元），成長了 3%，計 197,947（仟元）。不過污染防治設備

及零件依然處於衰退狀況，衰退了近 5 成；其餘其他農用機械及零件與專用機械

設備維修及安裝則分別成長有 11%及 43%。 

表 1.16 102~106年畜牧相關科技設施設備內銷值(含間接外銷)(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其他農用機械及零件 污染防治設備及零件 專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 

102 年 1,429,922 5,175,972 4,622,366 

103 年 1,595,049 3,894,149 5,119,613 

104 年 1,593,785 4,424,179 4,923,163 

105 年 1,784,816 4,374,796 3,744,016 

106 年 1,327,515 3,341,073 4,96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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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102~106 年畜牧相關科技設施設備內銷值(含間接外銷)(單位：仟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表 1.17 102~106 年畜牧相關科技化設施設備直接外銷值（單位：新台幣仟元） 

 其他農用機械及零件 污染防治設備及零件 專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 

102 年 3,333,930 1,442,312 1,249,406 

103 年 3,827,450 878,176 1,015,258 

104 年 3,325,810 718,836 1,564,706 

105 年 3,148,072 633,953 1,258,638 

106 年 3,717,169 724,492 1,781,936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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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102~106 年畜牧相關科技化設施設備直接外銷值(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另外，為了查詢另一研究範疇－｢農用及工業用機械設備批發業（4643）｣，

本研究進入經濟部統計處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調查中搜尋相關資料。相

關資料指出，自 102 年到 106 年之營業額變化（見表 1.18 與圖 1.5）為 104

及 105 年呈衰退，但 106 開始成長，較之 102 年成長 95,731,323（仟元），成

長率為 2.36%。 

表 1.18 102~106 年畜牧相關科技化設施設備批發營業額（單位：新台幣仟元） 

 機械器具批發業 

102 年 4,055,034,246 

103 年 4,173,116,035 

104 年 3,955,144,629 

105 年 3,820,135,846 

106 年 4,150,765,569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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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102~106 年畜牧相關科技化設施設備批發銷售額(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調查 

  1.5 研究課題 

  相應於歐、美地區，我國家畜業之經營模式主要以傳統小農飼養為主，缺

乏規模經濟，而且多仰賴人工。這種生產經營模式不僅生產成本偏高，同時生產

效能也難以彰顯。所幸，根據農委會的統計資料，我們發現台閔地區的家畜飼養

場目前正向大規模化靠攏。另一方面，台灣之少子化現象已到了讓人不得不重視

的嚴峻狀態，人口結構正因此而逐漸轉型為高齡化社會。高齡化的趨勢必然導致

各產業在未來人力資源之隱憂而影響生產。尤其，家畜產業一直以來處在高缺工

率及勞動力高齡化的困境之中。因此，家畜產業之飼養及生產科技自動化一定是

未來之必然趨勢。 

  家畜產業之科技設備設施是一種以科技為主軸的應用管理，所需要的是具備

能跨農業、畜牧業、系統規劃、設備研發、機械工程、電機工程、資訊工程與管

理、操作技術、生產製造、品管、法規、行政，甚至於行銷及銷售等不同領域的

人才。但是目前對於家畜業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相關之人才需求調查卻是難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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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需求缺乏瞭解的情況下，本研究之重要性及急迫性也就此被突顯出來。 

  本研究聚焦於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才供需之調查。對於相關科技化設

施設備則界定為家畜畜舍構築及生產自動化，依前所述包括： 

1. 餵飼科技化設備：包含芻料收穫與調製、養豬飼料製作（調配）自動

化、各種豬隻餵飼自動化、仔牛餵乳、飲水自動化、精料給飼...等。 

2. 產品收穫設備：生產管理識別系統、牛、羊乳收集自動化、羊乳裝瓶

器、割茸機...等 

3. 廢廢棄物處理（污染防治）:廢水管理自動化、水質監控、畜糞發酵堆

肥設備、沼氣純化與發電設備...等。 

4. 環境控制管理：畜舍圍籬、床板、鋪墊、水簾式降温、通風式降温、

畜舍清洗設備、家畜排泄物清除處理自動化、畜舍之通風與降温、畜

舍環境設施整體控制。 

  針對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在不同階段－－例如：研發、製造生產、品管、設

備系統規劃、安裝與維修、行政管理、行銷銷售乃至牧場的使用操作等階段－－

之不同人力需求，本研究擬藉由問卷來進行資料搜集，並經由統計及歸納方法來

進行資料處理。首先，第一份問卷（附錄 1）將針對牧場主做為對象，以期瞭解

家畜牧場之科技化設施設備使用現況及人力需求。其次，針對畜牧設施設備廠商，

本研究將以｢畜牧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才需求問卷｣（附錄 2）來調查該產業之

現況及人力需求情形，進而針對相關人才之選、用、育、留等職能發展做進一步

瞭解，以作為新農業之科技人才培育之參考與策略規劃之基礎。最後，針對家畜

科技化設施設備之產業人才供給狀況，本研究計畫將針對國內 12 所著名大學之

生物產業機電、生物科技與動物科學相關系（所）發放問卷（附錄 3），期瞭解

應屆畢業生之畜產科技產業就業意願與就業傾向，以協助政府掌握我國畜牧科技

化設施設備產業之人才供給狀況，並做為政府擬定產業人才缺口因應對策時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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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依據。 

    根據上述，本研究的具體研究課題為： 

1. 調查家畜產業科技化設施設備使用之現況； 

2. 分析家畜產業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發展趨勢； 

3. 分析家畜產業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人才供需景氣情勢； 

4. 進行家畜產業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才之供給及需求推估； 

1.6 研究流程 

    本研究共分為五個章節，主要的研究流程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藉由產業資訊、官方資料及研究調查報告對研究之背景進行

描述。另外，本研究也針對｢台灣家畜產業｣、｢家畜產業之科技化設施設備｣及｢

台灣畜牧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現況進分析。最後，我們將對本研究之研究目

的及問題明確論述於後。 

    第二章為調查範疇與研究方法，針對本研究所要調查之產業對象依據行政院

主計總處 105 年第 10 次修訂｢行業標準分類｣進行定義。另外就本研究之研究方

法進行說明，包含母體及樣本描述、問卷設計之說明及抽樣流程之描繪。 

  第三章為家畜牧場科技化設施設備人才需求，針對來自於家畜牧場之問卷調

查資料進行產業人才需求分析。 

    第四章為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才需求推估，針對來自於設施設備廠商

之問卷調查資料進行產業人才需求分析。 

  第五章為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供給狀況分析，針對來自於各校動物科學、

畜產及生物科技與生物機電工程相關學系學生之問卷調查資料進行產業人才供

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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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為建議與結論，將依據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加以詳細討論及說明、提出

產業發展及人才培育策略與建議，並於結論中將對本研究做一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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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業範疇與調查方法 

2.1 產業範疇 

    本次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才供需調查之範疇為畜牧業，依行政院主計

總處 105 年第 10 次修訂｢行業標準分類｣，均屬｢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2921、｢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 2937、｢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3400、｢農

用及工業用機械設備批發業｣ 4643，分述如下： 

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從事農業及林業專用機械設備製造之行業。 

  不包括： 

 非動力農用手工具製造歸入 2511細類「金屬刀具及手工具製造業」。 

 營造用曳引機製造歸入 2922細類「採礦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供生產食品、飲料用之種子、穀物等之清洗、分類或分級之機械、奶油分離器製造

歸入 2923細類「食品、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農用輸送機械製造歸入 2935細類「輸送機械設備製造業」。 

 動力手工具製造歸入 2938細類「動力手工具製造業」。 

2.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從事污染防治設備製造之行業，如噪音防制設備、空

氣污染防制設備、廢水處理設備、污水處理設備等製造。 

3.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從事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以恢復機械設備正常

運作為目的，含例行性保養維護)及安裝之行業，如機械、電子及光學設備、度

量衡儀器、電力設備、船舶、航空器、軌道車輛、投幣式電動遊戲機等產業用機

械設備之維修，以及廠房機械與保齡球道設備等安裝服務；大規模機械拆除服務

亦歸入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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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 

 機械設備之實質改造、翻新、重製，視同製造活動，依性質分別歸入 25-29 

中類之適當業別。 

 船舶及飛機、軌道車輛之改造、拆檢大修、重製分別歸入 3110 細類「船

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及 3190 細類「未分類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

業」。 

 屬建築物整體不可或缺部分，如電梯、電力及消防系統、空調系統、中央

吸塵系統等 之維修及安裝服務歸入 F 大類「營建工程業」之適當類別。  

 汽車修理歸入 9511 細類「汽車維修業」。   

 機車修理歸入 9591 細類「機車維修業」。   

 樂器調音及修理，或家具維修服務歸入 9599 細類「未分類其他個人及家

庭用品維修業」。 

4. 農用及工業用機械設備批發業：從事農用及工業用機械設備及其零配件、用

品批發之行業，如農藝、園藝、採礦、製造、營建等機械設備批發。 

   不包括：實驗、醫療、消防、洗車、遊樂等機械設備批發歸入 4649 細類「其

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2.2 調查方法與抽樣流程 

    本研究除了次級資料的使用外，另外針對畜飼養場負責人或現場主管、家畜

科技化設施設備廠商之負責經營管理業務者以及國內 12 所著名大學之生物產業

機電、生物科技與動物科學相關系（所）即將畢業之學生（含碩士生）做為調查

對象，分別予以不同之問卷來進行資料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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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為了瞭解家畜飼養場對於科技化設施設備之導入、應用現況及相關之

人力需求，本研究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統計資料指出，所有家畜飼養場共有

11,250 場，其中豬隻飼養場 7,240 場、肉牛飼養場 829 場、乳牛飼養場 550 場、

肉羊飼養場 1,745場、乳羊飼養場 299 場及鹿飼養場 587場。由於數量相當龐大，

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全面普查實屬不可能，因此本研究在討論過後決定以抽樣方

式，以個別家畜類別做為對象進行抽樣。但是，由於規模太小的飼養場在科技化

設施設備的導入上經濟效益並不顯著，因此不管在導入需求或是意願，都不具調

查效益。據此，本研究排除 200 頭以下規模之豬隻飼養場、100 頭以下規模之肉、

乳牛飼養場、50 頭以下規模之肉、乳羊飼養場以及 40 頭以下之鹿飼養場，不予

以抽樣。因此各類家畜之實際抽樣母體數為：豬隻飼養場 4,072 場、肉牛飼養場

82 場、乳牛飼養場 459 場、肉羊飼養場 598 場、乳羊飼養場 198 場及鹿飼養場

143 場，共計 5,552 場。另外，由於台灣家畜飼養場之所在縣市分佈並不平均，

為取得合理且具代表性之樣本，本研究首先依據農委會農業統計年報－｢107 年

第 2季各類畜禽飼養場數及在養量－按縣市別分｣及｢107年 5月底養豬頭數調查

報告｣中所載之個別家畜之縣市飼養場數比例及規模別比例來分別估算豬、肉牛、

乳牛、肉羊、乳羊、鹿之各縣市抽樣的期望飼養場數（表 2.1 ~ 2.6）。 

 

 

 

 

 

 

 



 

- 43 - 

 

    表 2.1 豬隻飼養場預估抽樣場數－依縣市、規模別 

縣市別 
抽 樣 場 數（規模別） 

200~499 500~999 1,000~1,999 2,000~4,999` 5,000 以上 合計 

新北市 2 2 1 - - 5 

台北市 - -  - - 0 

桃園市 4 3 2 1 - 10 

台中市 2 2 1 1 1 7 

台南市 4 9 5 3 1 22 

高雄市 5 6 4 2 - 17 

宜蘭縣 2 2 1 - - 5 

新竹縣 3 2 1 - - 6 

苗栗縣 1 1 1 1 - 4 

彰化縣 5 6 8 4 1 24 

南投縣 1 1 1 1 1 5 

雲林縣 8 21 16 6 2 53 

嘉義縣 2 3 4 1 1 11 

屏東縣 15 18 12 4 2 51 

台東縣 1 1 1 1 - 4 

花蓮縣 2 2 1 1 - 6 

澎湖縣 - -  - - 0 

基隆市 - -  - - 0 

新竹市 1 1  - - 2 

嘉義市 - -  - - 0 

金門縣 1 1  - - 2 

連江縣 - -  - - 0 

合  計 59 81 59 26 9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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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肉牛飼養場預估抽樣場數－依縣市、規模別 

縣市別 
抽 樣 場 數（規模別） 

100~199 200~299 300~399` 400~499 500 以上 合計 

新北市 1 - - - - 1 

台北市 - - - - - 0 

桃園市 1 - - - - 1 

台中市 1 - - - - 1 

台南市 1 1 - 1 1 4 

高雄市 1 - - - - 1 

宜蘭縣 - - - - - 0 

新竹縣 - - - - - 0 

苗栗縣 - - - - - 0 

彰化縣 1 1 - - - 2 

南投縣 - - - - - 0 

雲林縣 1 1 - 1 - 3 

嘉義縣 1 - - - 1 2 

屏東縣 1 1 1 1 1 5 

台東縣 1 - - - - 1 

花蓮縣 1 - - - - 1 

澎湖縣 - - - - - 0 

基隆市 - - - - - 0 

新竹市 - - - - - 0 

嘉義市 - - - - - 0 

金門縣 1 1 - - 1 3 

連江縣 - - - - - 0 

合  計 12 5 1 3 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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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乳牛飼養場預估抽樣場數－依縣市、規模別 

縣市別 
抽 樣 場 數（規模別） 

100~199 200~299 300~399` 400~499 500 以上 合計 

新北市 1 - 1 - 1 3 

台北市 - - - - - 0 

桃園市 2 1 - - - 3 

台中市 1 1 - 1 - 3 

台南市 5 2 1 1 1 10 

高雄市 2 1 1 - 1 5 

宜蘭縣 - - - - - 0 

新竹縣 1 1 1 - - 3 

苗栗縣 - - - - - 0 

彰化縣 2 4 2 1 1 10 

南投縣 1 - 1 - - 2 

雲林縣 3 3 1 1 - 8 

嘉義縣 2 1 1 1 - 5 

屏東縣 5 2 1 1 1 10 

台東縣 1 1 - - - 2 

花蓮縣 - 1 1 - 1 3 

澎湖縣 - - - - - 0 

基隆市 - - - - - 0 

新竹市 1 1 - - - 2 

嘉義市 - - - - - 0 

金門縣 1 
 

- - - 1 

連江縣 - - - - - 0 

合  計 28 19 11 6 6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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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肉羊飼養場預估抽樣場數－依縣市、規模別 

縣市別 
抽 樣 場 數（規模別） 

50~99 100~299 300~599` 600~799 800 以上 合計 

新北市 - - - - - - 

台北市 - - - - - 0 

桃園市 1 1 - - - 2 

台中市 2 1 - - 1 4 

台南市 6 4 1 - - 11 

高雄市 4 2 1 - - 7 

宜蘭縣 1 - - - - 1 

新竹縣 1 1 - - - 2 

苗栗縣 2 2 1 - - 5 

彰化縣 6 5 1 1 - 13 

南投縣 1 1 1 1 - 4 

雲林縣 4 3 1 - - 8 

嘉義縣 2 1 1 - - 4 

屏東縣 4 2 1 - - 7 

台東縣 1 1 - - - 2 

花蓮縣 1 1 - - - 2 

澎湖縣 2 1 1 - - 4 

基隆市 - - - - - 0 

新竹市 - - - - - 0 

嘉義市 - - - - - 0 

金門縣 3 2 - - - 5 

連江縣 - - - - - 0 

合  計 41 28 9 2 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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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乳羊飼養場預估抽樣場數－依縣市、規模別 

縣市別 
抽 樣 場 數（規模別） 

50~99 100~299 300~599` 600~799 800 以上 合計 

新北市 1 - - - - 1 

台北市 - - - - - 0 

桃園市 - - - - - 0 

台中市 1 1 1 - - 3 

台南市 1 2 2 1 1 7 

高雄市 1 1 1 1 - 4 

宜蘭縣 1 1 - - - 2 

新竹縣 - - - - - 0 

苗栗縣 1 1 - - - 2 

彰化縣 1 2 1 - - 4 

南投縣 1 1 1 - - 3 

雲林縣 1 1 1 - - 3 

嘉義縣 1 1 1 1 - 4 

屏東縣 1 1 1 - 1 4 

台東縣 - 1 - - - 1 

花蓮縣 1 1 - - - 2 

澎湖縣 - - - - - 0 

基隆市 - - - - - 0 

新竹市 1 1 - - - 2 

嘉義市 1 1 - - - 2 

金門縣 - - - - - 0 

連江縣 - - - - - 0 

合  計 14 16 9 3 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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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鹿飼養場預估抽樣場數－依縣市、規模別 

縣市別 
抽 樣 場 數（規模別） 

40~49 50~99 100 以上` 合計 

新北市 - 1 - 1 

台北市 - - - 0 

桃園市 - -  0 

台中市 1 1 - 2 

台南市 1 2 1 4 

高雄市 1 1 1 3 

宜蘭縣 - - - 0 

新竹縣 - - - 0 

苗栗縣 - 1 1 2 

彰化縣 1 - 1 2 

南投縣 3 3 1 7 

雲林縣 1 1 - 2 

嘉義縣 1 - 1 2 

屏東縣 - 1 1 2 

台東縣 - 1 1 2 

花蓮縣 1 1 - 2 

澎湖縣 - - - 0 

基隆市 - - - 0 

新竹市 - - - 0 

嘉義市 - - - 0 

金門縣 - 1 1 2 

連江縣 - - - 0 

合  計 10 14 9 33 

    本問卷計畫將搜集之總樣本數共計 487 份，而主要調查內容有:產業市場現

況、科技化設施設備之導入狀況、導入意願、優先導入或擴增之設備種類、相關

人才缺口及對科技化設施設備議題之建言。本研究之採樣工作之進行乃委請各縣、

市各家畜協會依本研究所計畫之各飼養規模所需抽樣數，採隨機方式選擇抽樣飼

養場，並將各飼養場的相關連絡資訊提供給本研究自行連繫抽樣。考量到許多飼

養場主之年齡偏高及學歷偏低之狀況，對於填寫問卷難度頗高，因此在討論過後，

本研究決定不採紙本郵寄及網路問卷方式，而是採電訪方式對抽樣對象逐一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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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以利採樣過程中牧場主疑問之答詢。採樣時間自 107 年 10 月 9 日開始直

到 107 年 11 月 24 日完成所有電訪工作，共計收集樣本數共 526 份，較預期多了

39 份。 

    其次，對於產業人才需求面向之問卷調查，本研究參考智慧農業-農業機械

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分析工作計畫報告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106）

之需求問卷，依本研究之調查所需加以調整內容，並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業者

作為調查對象。為了獲取調查對象之相關資料，本研究查閱了｢106 年畜牧用品

與設備目錄手冊｣、｢107 年畜牧資料｣、｢農漁牧產業自動化網站之家畜廠商名錄

｣；並且以｢榨乳設備｣、｢酪農設備｣、｢自動化畜牧設備｣、｢畜牧設備｣、｢畜牧器

材｣、｢養豬設備｣、｢養牛設備｣、｢養羊設備｣、｢養鹿設備｣、｢切茸機｣等詞做為

關鍵字在網路上搜尋，結果共計有 72 家商在列。根據所搜尋之 72 家，本研究逐

一以電話過濾發現其中 8 家並非本研究之調查對象 – 家畜設施設備廠商。在扣

除此 8 家後僅剩 64 家（表列於附錄 4）。隨後我們再次連繫邀請這 64 家廠商，

多數業者表明希望能以網路問卷方式填答，因此本研究以 google 表單之方式重

新 設 計 網 路 問 卷 並 將 表 單 網 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gxr-ayhjYdH01wfzFmN0kV8Cn0yK7z

SUYTk5I15ca_jfIaA/viewform）寄給廠商並等候回覆。在經六週的等待後（其間多

次電話跟催），共回收樣本數 32 份。所得樣本將於後續章節進行分析。 

  而此人才需求問卷之內容主要調查內容包括公司基本資料、 經營概況、人

力結構、現所招募的科系背景所招募的科系背景、未來三年（108-110）人力招

募之期望、未來三年（108-110）產業景氣預估、未來三年（108-110 年）人力需

求調查、人才招募來源，及希望政府或學術機構提供哪些人才培訓計畫及提昇人

才素質之政策。 

  最後，對於產業人才供給面之問卷調查，本研究同樣參考智慧農業-農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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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分析工作計畫報告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106）

之供給問卷，再依本研究之調查所需加以調整內容，主要針對國內 7 所著名大學

之 12 個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動物科學、畜產與生物科技相關系（所）發放，將

問卷寄給系（所）辦公室，由其協助在課堂中針對大四及碩二學生發放問卷。本

人才供給問卷之主要調查內容包括學生畢業後於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之相關科

系進修意願、就業傾向及意願、政策或培育方案建議等項目。 

   針對 12 個目標抽樣系（所），本研究先以電話連繫各系（所）辦公室，除了

懇請系（所）辦協助外，一方面也藉此查詢各系所之目標抽樣對象人數。本研究

於 107年 10月 11日開始將邀請協助之公函連同此次之調查問卷一併陸續寄出。

為了確保問卷回收順利並符合研究進度，本研究團隊在問卷寄出後每週以電話跟

催，終於在 107 年 11 月 12 日完成回收。總計本次共回收問卷 484 份，扣除未完

整填答者，所得有效問卷計有 471 份，有效率為 97.31 %。所抽樣之學校、相關

系（所）與各系（所）之有效問卷回收數，本研究將其表列於表 2.7。 

表 2.7 國內 12 個生物產業機電、動物科學、畜產與生物科技相關學系 

學校 系所 抽樣數（有效問卷回收數） 

國立台灣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2 (大學部: 2  研究所: 0 ) 

國立中與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40 (大學部: 19 研究所: 21 )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45 (大學部: 35 研究所: 10 )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32 (大學部: 31 研究所: 1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 34 (大學部: 34 研究所: 0 ) 

國立台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34 (大學部: 18 研究所: 16 ) 

中國文化大學 動物科學系 29 (大學部: 29 研究所: 0 ) 

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89 (大學部: 87 研究所: 2 ) 

國立中與大學 動物科學系 45 (大學部: 37 研究所: 8 ) 

東海大學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40 (大學部: 40 研究所: 0 ) 

國立嘉義大學 動物科學系 29 (大學部: 29 研究所: 0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52 (大學部: 49 研究所: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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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家畜牧場科技化設施設備人才需求 

    為了瞭解家畜飼養場對於科技化設施設備之導入、應用現況及相關之人力需

求，本研究針對各類飼養場進行問卷調查，主要調查內容有:產業市場現況、科

技化設施設備之導入狀況、導入意願、優先導入或未來想要擴增之設備種類、相

關人才缺口及對科技化設施設備議題之建議。抽樣過程乃由研究助理針對相關單

位所提供的資料逐一以電話訪問。自 107 年 10 月 9 日開始直到 107 年 11 月 24

日完成所有電訪工作，共計收集有效樣本數共 532 份。隨後將就回收樣本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問卷分析工作，並記錄於本章各節。 

3.1 基本資料 

    本節針對所搜集之樣本基本資料進行分析，其用意在瞭解並推估各家畜牧場

之概況。 

3.2 牧場經營之組織型態、飼養種類與飼養規模 

    牧場經營之組織型態主要分為自營及非自營二種。所謂的自營牧場指的是牧

場由自家經營，所產之產品多採自產自銷模式。這種自營型態通常成本可由牧場

控製，但是牧場就需承擔銷售壓力；而非自營通常指的是契約經營型態。這種經

營型態通常由食品大廠採契作方式與牧場進行簽約採統一價格並且保證全部收

購。在簽訂價格時飼料之漲幅都已經列入計算與評估中，此外在簽訂保證收購時

也可免除牧場在產品過剩的問題中承擔損失。另外為了維持產品的品質，食品大

廠還會協助與管理牧場，不僅能維護品質還能使牧場能有最新的畜牧管理知識。 

    在回收的資料中，自營牧場有 496 家，其比例高達 93.2%（圖 3.1）。而在飼

養種類的回收上可以看出養羊場對本次調查最為支持，肉羊飼養場回收樣本為

157 場（占 29.5%）、乳羊飼養場也有 103 場（占 19.4%）；其次為豬隻飼養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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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場（占 28.4%）、乳牛牧場有 70 場（13.2%）、鹿飼養場有 32 場（6.0%）、肉

牛牧場有 19 場（3.6%）。 

    另外在本次的抽樣樣本中，各家畜種類之各飼養規模實際抽樣場數詳見表

3.1~表 3.6。 

 

圖 3.1 畜牧場樣本經營型態 

 

 

圖 3.2 畜牧場樣本飼養種類比例 

表 3.1 豬隻飼養場之實際抽樣場數（n = 151） 

抽 樣 場 數   

200~499 500~999 1,000~1,999 2,000~4,999 5,000 以上 合計 

17 51 46 26- 11- 151 

11.3% 33.8% 30.5% 17.2% 7.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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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肉牛飼養場之實際抽樣場數（n = 19） 

抽 樣 場 數 

100~199 200~299 300~399` 400~499 500 以上 合計 

7 5 1 3 3 19 

36.8% 26.3% 5.3% 15.8% 15.8%- 100% 

表 3.3 乳牛飼養場之實際抽樣場數（n = 70） 

抽 樣 場 數 

100~199 200~299 300~399` 400~499 500 以上 合計 

28 19 11 6 6 70 

40% 27.1% 15.7% 8.6% 8.6%- 100% 

表 3.4 肉羊飼養場之實際抽樣場數（n = 157） 

抽 樣 場 數 

50~99 100~299 300~599` 600~799 800 以上 合計 

28 98 25 2 4 157 

17.8% 62.4% 15.9% 1.3% 2.5% 100% 

表 3.5 乳羊飼養場之實際抽樣場數（n = 103） 

抽 樣 場 數 

50~99 100~299 300~599` 600~799 800 以上 合計 

88 44 45 2 3 103 

17.8% 42.7% 43.7% 1.9% 2.9% 100% 

表 3.6 鹿飼養場之實際抽樣場數（n = 32） 

抽 樣 場 數 

30~39 40~49 50~99 100 以上 合計 

6 3 14 9 32 

18.8% 9.4% 43.8 28.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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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家畜牧場人力概況    

    在人力概況上，本研究主要的調查有現有人力狀況（包含自家工、常僱工、

臨時工）、缺工狀況、僱用條件及可提供薪資水準： 

一、人力狀況 

    自家工人數： 

  在 532 場中有僅有 15 家無男性自家工、148 家無女性自家工；在 517 家有

男性自家工的牧場中，各場的男自家工從 1 人到 18 人不等，共計 1055 人，平均

每場的男性自家工約有2人；反觀女性自家工，在 384場有女性自家工的牧場中，

各場的女性自家工從 1 人到 12 人不等，共計 558 人，平均每場的女性自家工約

有 1 人。 

    常僱工人數：（註：常僱工係指經常或預期僱用超過 6 個月以上者。） 

  在 532 場中，有僱用男性常僱工只有 76 場，比起女性常僱工 40 場，多出了

36 場。男性常僱工人數從 1 人到 20 人不等，共計 208 人；女性常僱工則從 1 到

10 人不等，共計 94 人。平均來看各場僅有 0.39 個男性常僱工及 0.18 個女性常

僱工。 

    臨時工： 

  在 532 場中，有僱用男性臨時工只有 21 場，比起女性臨時工 12 場，多出 9

場。男、女性臨時工人數都是 1 到 5 人不，共計男 38 人、女 21 人。平均各場僅

有 0.07 位男性臨時工及 0.04 位女性臨時工。 

    整體推估，家畜牧場的工作人員以自家人為主要，這也是在調查中常有牧場

感嘆人手不足的一項原因。而牧場男、女工作人員比例大約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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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家畜牧場人力狀況（n = 532 場） 

 自家工（n = 1613） 常僱工（n = 302） 臨時工（n = 59）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數 1055 558 208 94 38 21 

百分比 65.4% 34.6% 68.9 31.1% 64.4% 35.6% 

二、缺工狀況 

  本節所討論之缺工主要是與科技化設施設備相關之工作職缺，本研究設定家

畜牧場對科技化設施設備之人才需求主要有三：研發人才、設備操作人員及設備

維護及修繕人員。對於一般性的缺工，雖然抽樣過程中受訪者一再談起，本研究

還是將一般缺工（例如，飼養人員等）予以刪除。 

  在科技化設施設備相關之工作職缺的缺工比例上，僅有 26 家表示缺工（僅

占 4.9%）。對於不缺工的牧場則指出原因大致可分為：自行維修、找設備廠商、

未來不打算繼續經營、無相關設備、已有相關專業之員工、沒有經費。 

  在 26 家有缺科技化設施設備相關工作人才的畜牧場中，缺工人數為：缺 1

人有 13 家、缺 2 人有 11 家、缺 3 人有 2 家。而在職缺項目中研發人員有 1 家、

設備操作人員有 23 家、設備維護及修繕人員有 20 家。 

表 3.8 缺工人數與職缺（n = 26） 

缺工職務 

研發人員 1 家 3.8% 

設備操作人員 23 家 88.5% 

設備維護及修繕人員 20 家 76.9% 

缺工人數 

缺 1 人 13 50% 

缺 2 人 11 42.3% 

缺 3 人 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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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缺應徵條件 

    職缺應徵條件主要有教育程度、工作經歷及牧場方面願意為這些職缺提供之

薪資水準。 

  在教育程度的需求上，26 家有人才缺口的牧場中，有 76.9%對於教育程度的

需求為｢不限｣、高中職的需求比例為 19.2%，而在大專的需求比例僅有 3.8%。這

反應了回收樣本中，許多有人才缺口的牧場所需求的科技設施設備的人才都附帶

著｢兼牧場畜牧工作｣之條件。 

  在工作資歷上，電訪中許多牧場都認為僱工來到牧場都還需要｢再訓練｣。這

反應在樣本的回收為｢不限資歷｣占了有人才缺口的牧場 73.1%。 

    至於牧場可提供的薪資水準，多數集中在 24001 元~35000 元此一範圍，占

69.2%、其次為 35001 元~50000 元的薪資範圍（23.1%）。 

表 3.9 畜牧科技化設施設備人才應徵條件（牧場端）（n = 26） 

教育程度需求 

學歷項目 不限 高中（職） 大專以上 

家數 20 5 1 

百分比 76.9% 19.2% 3.8% 

經歷需求 

經歷（年） 不限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家數 19 1 2 1 1 2 

百分比 73.1% 3.8% 7.7% 3.8% 3.8% 7.7% 

可提供薪資範圍 

薪資（元） 24000 24001~35000 35001~50000 50000 以上 

家數 1 18 6 1 

百分比 3.8% 69.2% 23.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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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市場景氣現況及未來預估 

一、 內銷市場景氣現況及未來預估 

    就整體內銷市場來看，在 532 件樣本中認為目前景氣狀況（與去年相比）為

衰退者有 266 家（50%）、持平的有 219 家（41.2%），成長者僅有 47 家，占總樣

本數之 8.8%；而在未來景氣的預估上有 196 家認為將會持續衰退（36.8%）、有

302 家（56.8%）則認為未來景氣狀況將會是持平的走勢，但是認為將會成長者

只有 34 家（6.4%），減少了 2.4%。 

表 3.10 整體家畜飼養內銷市場景氣現況與未來預估（n = 526） 

景氣現況（與去年相比）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47 216 266 

百分比 8.8% 41.2% 50% 

未來景氣預估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34 302 196 

百分比 6.5% 56.8% 36.8% 

  再者就個別飼養種類來看內銷市場景氣： 

1. 豬隻飼養內銷市場景氣 

  就豬隻飼養內銷市場來看，在 151 件樣本中認為目前景氣狀況（與去年

相比）為衰退者有 72 家（47.7%）、持平的有 71 家（47%），成長者僅有 8

家，占總樣本數之 5.3%；而在未來景氣的預估上有 57 家認為將會持續衰退

（37.7%）、有 85 家則認為未來景氣將會持平，但是認為將會成長者有 8

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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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豬隻飼養內銷市場景氣現況與未來預估（n = 151） 

景氣現況（與去年相比）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8 71 72 

百分比 5.3% 47.0% 47.7% 

未來景氣預估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9 85 57 

百分比 6% 56.3% 37.7% 

2. 乳牛飼養內銷市場景氣 

  就乳牛飼養內銷市場來看，在 70 件樣本中認為目前景氣狀況（與去年

相比）為衰退者有 12 家（17.1%）、持平的有 71 家（58.6%），成長者僅有

17 家，占總樣本數之 24.3%；而在未來景氣的預估上有 13 家認為將會持續

衰退（18.6%）、有 46 家（65.7%）則認為未來內銷市場景氣將會持平，但

是認為將會成長者有 11 家（15.7%）。 

表 3.12 乳牛飼養內銷市場景氣現況與未來預估（n = 70） 

景氣現況（與去年相比）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17 41 12 

百分比 24.3% 58.6% 17.1% 

未來景氣預估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11 46 13 

百分比 15.7% 65.7% 18.6% 

3. 肉牛飼養內銷市場景氣 

  就肉牛飼養內銷市場來看，在 19 件樣本中認為目前景氣狀況（與去年

相比）為衰退者有 10 家（52.6%）、持平的有 8 家（42.1.5%），而認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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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牧場有 1 家（5.3%）；而在未來景氣的預估上有 11 家認為將會持續

衰退（57.9%）、有 8 家（42.1%）則認為未來內銷市場景氣將會持平，但是

認為將會成長者為 0。 

表 3.13 肉牛飼養內銷市場景氣現況與未來預估（n = 19） 

景氣現況（與去年相比）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1 8 10 

百分比 5.3% 42.1% 52.6% 

未來景氣預估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0 8 11 

百分比 0% 42.1% 57.9% 

4. 乳羊飼養內銷市場景氣 

  就乳羊飼養內銷市場來看，在 103 件樣本中認為目前景氣狀況（與去年

相比）為衰退者有 65 家（63.1%）、持平的有 36 家（35%），成長者僅有 2

家，占總樣本數之 1.9%；而在未來景氣的預估上，有 43 家認為將會持續衰

退（41.7%）、有 57 家（55.3%）則認為未來景氣將會持平，而認為未來景

氣將會成長者有 3 家（2.9%）。 

表 3.14 乳羊飼養內銷市場景氣現況與未來預估（n = 103） 

景氣現況（與去年相比）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2 36 65 

百分比 1.9% 35.0% 63.1% 

未來景氣預估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3 57 43 

百分比 2.9% 55.3%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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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肉羊飼養內銷市場景氣 

  就肉羊飼養內銷市場來看，在 157 件樣本中認為目前景氣狀況（與去年

相比）為衰退者有 81 家（51.6%）、持平的有 60 家（38.2%%），成長者僅

有 16 家，占總樣本數之 10.2%；而在未來景氣的預估上，有 52 家認為將會

持續衰退（33.1%）、有 96 家（61.1%）則認為未來景氣將會持平，而認為

未來景氣將會成長者只剩 9 家（5.7%）。 

表 3.15 肉羊飼養內銷市場景氣現況與未來預估（n = 157） 

景氣現況（與去年相比）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16 60 81 

百分比 10.2% 38.2% 51.6% 

未來景氣預估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9 96 52 

百分比 5.7% 61.1% 33.1% 

6. 鹿飼養內銷市場景氣 

  就鹿飼養內銷市場來看，在 32 件樣本中認為目前景氣狀況（與去年相

比）為衰退者有 26 家（81.3%）、持平的有 3 家（9.4%），成長者有 3 家，

占總樣本數之 9.4%；而在未來景氣的預估上有 23 家認為將會持續衰退

（71.9%）、有 7 家（21.9%）則認為未來將會持平，但是認為將會成長者有

2 家（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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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鹿飼養內銷市場景氣現況與未來預估（n = 32） 

景氣現況（與去年相比）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3 3 26 

百分比 9.4% 9.4% 81.3% 

未來景氣預估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2 7 23 

百分比 6.3% 21.9% 71.9% 

二、 外銷市場景氣現況及未來預估 

    在外銷上，目前只有鹿茸產業有外銷。在 32 件鹿飼養場的回收樣本中，有

外銷者有 4 家（12.5%），其主要產品為鹿茸加工產品（3 家，占有外銷者之 75%）

及鹿茸膠囊（1 家，占有外銷者之 25%）。 

    在產品外銷比例上值得注意的是，豬隻飼養場和乳牛牧場各有一家｢無外銷，

但有外銷規劃｣，不過填答人並未說明其產品是豬肉、牛乳或是其加工食品。而

有外銷之鹿飼養場中，以鹿茸加工產品為主要外銷產品的 3 家飼養場則表示其外

銷比例分別為 10%以內 1 家、11%~20%有 1 家、21%~30%有 1 家，主要之外銷市

場皆為中國。另外，以鹿茸膠囊為主要外銷產品的飼養場表示其外銷比例為

21%~30%，而主要外銷市場有中國及日本。 

  在外銷市場景氣的推估中，這 4 家鹿茸相關產品之外銷飼養場皆認為目前之

外銷景氣現況（與去年比較）為衰退。而在未來的外銷景氣推估上，4 家中外銷

比例為 10%以下的鹿茸外銷飼養場認為會持續衰退外，其他 3 家皆認為未來景氣

走勢為持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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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7 家畜外銷景氣現況與未來景氣推估 

有無外銷 

 有 無 

豬(n = 151) 
家數 0 151 

百分比 0% 100% 

乳牛(n = 70) 
家數 0 70 

百分比 0% 100% 

肉牛(n =19) 
家數 0 19 

百分比 0% 100% 

乳羊(n = 103) 
家數 0 103 

百分比 0% 100% 

肉羊(n = 157) 
家數 0 157 

百分比 0% 100% 

鹿(n = 32) 
家數 4 28 

百分比 12.5% 87.5% 

      主要外銷產品、外銷市場及外銷比例（鹿）（n = 4） 

產品 家數 百分比 外銷市場 外銷比例 

鹿茸加工產品 3 75% 中國 

比例 家數 百分比 

10 以下 1 33.3% 

11%~20% 1 33.3% 

21%~30% 1 33.3% 

鹿茸膠囊 1 25% 中國、日本 21%~30% 1 100% 

豬飼養場 0 0 無 
無外銷，

但有規劃 
1 0.7% 

乳牛牧場 0 0% 無 
無外銷，

但有規劃 
1 1.7% 

外銷景氣現況（與去年比）（鹿）（n = 4）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0 0 4 

百分比 0% 0% 100% 

未來外銷景氣預估（鹿）（n = 4） 

 成長 持平 衰退 

家數 0 3 1 

百分比 0% 7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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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現況 

    目前有關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現況之調查資料幾近於零，本研究藉由

532 份問卷樣本針對科技化設施設備之導入現況進行分析，所得到的結果有：整

體家畜產業之相關設備導入率、個別家畜產業之相關設備導入率、未導入科技化

設備之原因以及未來擴增相關設備之優先選擇，以下針對分析進行說明： 

一、牧場認證比例與認證項目 

  政府為保障畜產品之品質與安全，長久以來推行畜產品認證制度。一般而言

願意接受認證的牧場會比較願意接受外界檢視，讓第三方公正單位來審視。且認

證需要付認證費，就某方面的意義來看，有認證的畜牧場可視為願意付出成本來

尋求進步，因此這些認證場通常也會比其他場更願意投資在科技化設施設備的導

入。另外，認證場需要做相當多的文書與資訊作業，這也間接表示對於自動化設

施的操作能力與較高意願。因此已認證場和科技化設施設備的導入，在某個意義

上是有關聯的。也因此在開始分析導入率前，本研究將先行分析家畜牧場的認證

比例，之後再藉由交叉分析來導出其間之關係為何。 

  在 532 份回收樣本中，有取得認證（任一種）的飼養場有 96 家（18.25%）。

反之，未取得任何認證的飼養場高達 81.75%。而在個別家畜類別之認證率依序

為：鹿（90.6%）、肉羊（19.4）、豬（12.6%）、乳羊（12.1%）、乳牛（11.4%）及

肉牛（7.7%）。而主要的認證項目有： 

  豬：畜牧認證、優良養豬場認證、產銷履歷認證、加倍安心認證、彰化健康

豬標章。 

  肉牛：HACCP、ISO22000、產銷履歷認證。 

    乳牛：註冊商標、ISO、產銷履歷認證、優良牧場認證、光泉優良牧場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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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羊：優良牧場認證、產銷履歷認證、加倍安心認證、國產羊肉認證、亞太

種畜禽中心認證。 

  乳羊：優良牧場認證、產銷履歷認證、加位安心認證。 

  鹿：國產鹿茸標章、優良鹿（牧）場認證 

  經由交叉分析得到結果為：在 96 場已認證的牧場中，有 94 場已導入科技化

設施設備，其導入率高達 98%。 

二、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率 

  在整體家畜牧場中（532 家），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畜牧場有 464 家

（87.8%），而未導入者有 68 家（12.2%）。 

 

 

圖 3.3 整體家畜牧場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率（n = 532） 

    其次，以交叉分析針對個類別家畜種類來估算導入率則結果如下： 

1. 豬隻飼養場 

    151 場中，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畜牧場有 138 場（91.4%），而未

導入者有 13 場（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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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豬隻飼養場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率（n = 151） 

2. 肉牛牧場 

      19 場中，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畜牧場有 18 場（94.7%），而未導

入者有 1 場（5.3%）。 

 

圖 3.5 肉牛牧場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率（n = 19） 

3. 乳牛牧場 

    70 場中，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畜牧場有 63 場（90%），而未導入

者有 7 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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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乳牛牧場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率（n = 70） 

4. 肉羊牧場 

157 場中，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畜牧場有 121 場（77.1%），而未

導入者有 36 場（22.9%）。 

 

圖 3.7 肉羊牧場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率（n = 157） 

5. 乳羊牧場 

    103 場中，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畜牧場有 98 場（95.1%），而未導

入者有 5 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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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乳羊牧場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率（n = 103） 

6. 養鹿場 

    32 場中，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畜牧場有 30 場（93.8%），而未導

入者有 2 場（6.2%）。 

 

圖 3.9 養鹿牧場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率（n = 32） 

三、主要導入之科技化設施設備項（已導入者） 

  本研究所歸納之科技化設施設備包含：飼料生產自動化（針對養豬所需）、 

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針對牛、羊、鹿所需）、餵飼自動化、畜舍建構科

技化（自動清洗、畜床、降温與通風設備等智慧環控）、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 

廢水管理自動化、臭味防治、水質監控、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個別家畜生

產管理識別系統及牛、羊乳收集自動化，共計 11 項。避免有所遺缺，另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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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供填答者註記。 

  由於個別家畜種類所需之設備項目有所不同，因此在本節將直接以個別家畜

類別來區分。 

1. 豬隻飼養場 

    在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138 場豬隻飼養場中，以場數來看，最多場導入

的項目是｢餵飼自動化｣，有 106 場占了所有養豬場樣本的 70.2%（n = 151）；占

了已導入科技化設備場的 76.8%（n = 138），其次依序前五名分別是｢廢水管理自

動化｣，有 100 場占了所有養豬場的 66.2% （n = 151）；占了已導入科技化設備

場的 72.5%（n = 138）、｢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61.6%；67.4%）、｢畜舍建

構科技化｣（56.3%；61.6%）、｢臭味防治｣（45.7%；50%）。 

2. 肉牛牧場 

    在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18 場肉牛牧場中，以場數來看，最多場導入的

項目是｢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有 15 場占了所有肉牛牧場樣本的 78.9%

（n = 19）；占了已導入科技化設備場的 83.3%（n = 18），其次依序前五名分別

是｢畜舍建構科技化｣，有 14 場占了所有肉牛牧場的 73.7% （n = 19）；占了已

導入科技化設備場的 77.8%（n = 18）、｢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47.4%；50%）、

｢廢水管理自動化｣（21.1%；22.2%）、｢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21.1%；

22.2%）。 

3. 乳牛牧場 

    在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63 場乳牛牧場中，以場數來看，最多場導入的

項目是｢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有56場占了所有乳牛牧場樣本的80%（n = 70）；

占了已導入科技化設備場的 88.9%（n = 63），其次依序前五名分別是｢畜舍建構

科技化｣，有 52 場占了所有乳牛牧場的 74.3% （n = 70）；占了已導入科技化設

備場的 82.5%（n = 63）、｢牛、羊乳收集自動化｣（70%；77.8%）、｢草食芻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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穫與調製自動化｣（64.3%；71.4%）、｢廢水管理自動化｣（54.3%；60.3%）。 

4. 肉羊牧場 

    在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121 場乳牛牧場中，以場數來看，最多場導入的

項目是｢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有 59 場占了所有肉羊牧場樣本的 37.6%（n = 

157）；占了已導入科技化設備場的 48.8%（n = 121），其次依序前五名分別是｢

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有 58 場占了所肉羊牧場的 36.9% （n = 157）；

占了已導入科技化設備場的 47.9%（n = 121）、｢畜舍建構科技化｣（17.2%；22.3%）、

｢水質監控｣（11.5%；14.9%），最後｢臭味防治｣與｢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 

｣並例（5.7%；7.4%）。 

5. 乳羊牧場 

    在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98 場乳牛牧場中，以場數來看，最多場導入的

項目是｢牛、羊乳收集自動化｣，有 94場占了所有乳羊牧場樣本的 91.3%（n = 103）；

占了已導入科技化設備場的 95.5%（n = 98），其次依序前五名分別是｢畜禽排泄

物處理自動化｣，有 48 場占了所有乳羊牧場的 46.6% （n = 103）；占了已導入

科技化設備場的 49.0%（n = 98）、｢畜舍建構科技化｣（24.3%；25.5%）、｢草食

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21.4%；22.4%）、｢水質監控｣（16.5%；17.3%）。 

6. 養鹿場 

    在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30 場養鹿場中，以場數來看，最多場導入的項

目是｢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有 25 場占了所有養鹿場樣本的 78.1%（n = 32）；

占了已導入科技化設備場的 83.3%（n = 30），其次依序前五名分別是｢畜舍建構

科技化｣，有 23 場占了所有養鹿場的 71.9% （n = 32）；占了已導入科技化設備

場的 76.7%（n = 30）、｢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68.8%；73.3%）、｢其他

｣（15.6%；16.7%）、｢廢水管理自動化｣（12.5%；13.3%）。養鹿場是唯一有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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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其他｣項的家畜飼養場，5 家選擇其他項的養鹿場所指的其他項為｢割鹿茸機｣

與｢切鹿茸機｣二種不同的設備。由於此二項設備未列於問卷選項，因此本研究不

排除有更多的養鹿場已有導入，希望未來其他與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相關的調查

中不要再將其遺忘。 

表 3.18 個別家畜類別牧場之個別設備項目比例 

設施設備項  
豬 

（n = 138） 

肉牛 

（n = 18） 

乳牛 

（n = 63） 

肉羊 

（n = 121） 

乳羊 

（n = 98） 

鹿（n = 

30） 

飼料生產自動化

（針對養豬所需） 

次數 51 0 0 0 0 0 

百 分

比 
37% 0% 0% 0% 0% 0% 

草食芻料收穫與

調製自動化（針對

牛、羊、鹿所需） 

次數 0 15 45 58 22 22 

百 分

比 
0% 83.3% 71.4% 47.9% 22.4% 73.3% 

餵飼自動化 

次數 106 1 19 6 7 1 

百 分

比 
76.8% 5.6% 30.2% 5.0% 7.1% 3.3% 

畜舍建構科技化 

次數 85 14 52 27 25 23 

百 分

比 
61.6% 77.8% 82.5% 22.3% 25.5% 76.7% 

畜禽排泄物處理

自動化 

次數 93 9 56 59 48 25 

百 分

比 
67.4% 50% 88.9% 48.8% 49.0% 83.8% 

廢水管理自動化 

次數 100 4 38 5 3 4 

百 分

比 
72.5% 22.2% 60.3% 4.1% 3.1% 13.3% 

臭味防治 

次數 69 1 18 9 8 3 

百 分

比 
50% 5.6% 28.6% 7.4% 8.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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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個別家畜類別牧場之個別設備項目比例（續） 

設施設備項  
豬 

（n = 138） 

肉牛 

（n = 18） 

乳牛 

（n = 63） 

肉羊 

（n = 121） 

乳羊 

（n = 98） 

鹿（n = 

30） 

水質監控 

次數 55 1 11 18 17 1 

百 分

比 
39.9% 5.6% 17.5% 14.9% 17.3% 3.3% 

畜牧場管理自動

控制系統 

次數 11 1 11 7 7 1 

百 分

比 
8.0% 5.6% 17.5% 5.8% 7.1% 3.3% 

個別家畜生產管

理識別系統 

次數 5 4 21 9 10 0 

百 分

比 
3.65% 22.2% 33.3% 7.4% 10.2% 0% 

牛、羊乳收集自動

化 

次數 0 0 49 0 94 0 

百 分

比 
0% 0% 77.8% 0% 95.9% 0% 

其他 

次數 0 0 0 0 0 5 

百 分

比 
0% 0% 0% 0% 0% 16.7% 

四、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飼養場設備擴增計劃 

    對於已導入的飼養場，本研究另外調查了其未來有無設備擴增計劃，結果在

464 家（24.6%）己導入的飼養場中有 114 家有意擴增設備。至於個別家畜種類

之比例及有那些擴增計劃，將於以下說明： 

1. 豬隻飼養場 

    在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138 場豬隻飼養場中，有 22 場（15.9%）有擴增

科技化設備之計劃。所要擴增的設備以場數多寡來看依序為｢畜舍建構科技化｣

（40.9%）、｢餵飼自動化｣（36.4%）、｢廢水管理自動化｣（27.3%）、｢畜禽排泄物

處理自動化｣（18.2%）、｢臭味防治｣（18.2%）、｢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

（18.2%）、｢飼料生產自動化｣（9.1%）、｢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9.1%）、

｢水質監控｣（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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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肉牛牧場 

    在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18 場豬隻飼養場中，有 6 場（33.3%）有擴增科

技化設備之計劃。所要擴增的設備以場數多寡來看依序為｢畜舍建構科技化｣

（50%）、｢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50%）、｢其他（牛隻健康監測系統）｣

（25%）。 

3. 乳牛牧場 

    在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63 場乳牛牧場中，有 37 場（58.7%）有擴增科

技化設備之計劃。所要擴增的設備以場數多寡來看依序為｢牛、羊乳收集自動化｣

（45.9%）、｢畜舍建構科技化｣（37.8%）、｢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35.1%）、

｢餵飼自動化｣（35.1%）、｢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32.4%）、｢個別家畜生產

管理識別系統｣（29.7%）、｢廢水管理自動化｣（21.6%）、｢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

系統｣（21.6%）、｢臭味防治｣（18.9%）、｢水質監控｣（13.5%）。 

4. 肉羊牧場 

    在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121 場肉羊牧場中，有 20 場（16.5%）有擴增科

技化設備之計劃。所要擴增的設備以場數多寡來看依序為｢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

系統｣（45%）、｢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15%）、｢畜舍建構科技化｣（15%）、

｢牛、羊乳收集自動化｣（10%）、｢其他（太陽能屋）｣（10%）。 

5. 乳羊牧場 

    在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98 場乳牛牧場中，有 11 場（11.2%）有擴增科

技化設備之計劃。所要擴增的設備以場數多寡來看依序為｢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

別系統｣（90.9%）、｢餵飼自動化｣（63.6%）、｢牛、羊乳收集自動化｣（36.4%）、｢

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18.2%）、｢畜舍建構科技化｣（9.1%）、｢其他（超音

波產檢機、羊隻健康監測系統）｣（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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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養鹿場 

    在已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30 場養鹿場中，有 20 場（66.7%）有擴增科技

化設備之計劃。所要擴增的設備以場數多寡來看依序為｢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

動化｣（65%）、｢畜舍建構科技化｣（45%）、｢餵飼自動化｣（35%）、｢畜禽排泄物

處理自動化｣（35%）、｢廢水管理自動化｣（35%）、｢臭味防治｣（30%）、｢水

質監控｣（30%）、｢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25%）、｢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

別系統｣（25%）、｢其他（切茸機）｣（5%）。 

表 3.19 個別家畜類別牧場之擴增設備項目比例 

設施設備項  
豬 

（n = 22） 

肉牛 

（n = 4） 

乳牛 

（n = 37） 

肉羊 

（n = 20） 

乳羊 

（n = 11） 

鹿（n = 

20） 

飼料生產自動化

（針對養豬所需） 

次數 2 0 0 0 0 0 

百 分

比 
9.1% 0% 0% 0% 0% 0% 

草食芻料收穫與

調製自動化（針對

牛、羊、鹿所需） 

次數 0 2 13 3 0 13 

百 分

比 
0% 50% 35.1% 15% 0% 65% 

餵飼自動化 

次數 8 0 13 9 7 7 

百 分

比 
36.4% 0% 35.1% 45% 63.6% 35% 

畜舍建構科技化 

次數 9 2 14 3 1 9 

百 分

比 
40.9% 50% 37.8% 15% 9.1% 45% 

畜禽排泄物處理

自動化 

次數 4 0 12 0 2 7 

百 分

比 
18.2% 0% 32.4% 0% 18.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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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 個別家畜類別牧場之擴增設備項目比例（續） 

設施設備項  
豬 

（n = 22） 

肉牛 

（n = 4） 

乳牛 

（n = 37） 

肉羊 

（n = 20） 

乳羊 

（n = 11） 

鹿（n = 

20） 

廢水管理自動化 

次數 6 0 8 0 0 7 

百 分

比 
27.3% 0% 21.6% 0% 0% 35% 

臭味防治 

次數 7 0 6 0 0 6 

百 分

比 
18.2% 0% 16.2% 0% 0% 30% 

水質監控 

次數 1 0 5 0 
 

6 

百 分

比 
4.5% 0% 13.5% 0% 0% 30% 

畜牧場管理自動

控制系統 

次數 2 0 8 0 10 5 

百 分

比 
9.1% 0% 21.6% 0% 90.9% 25% 

個別家畜生產管

理識別系統 

次數 4 0 11 0 0 5 

百 分

比 
18.2% 0% 29.7% 0% 0% 25% 

牛、羊乳收集自動

化 

次數 0 0 17 2 4 0 

百 分

比 
0% 0% 45.9% 10% 36.4% 0% 

其他 

次數 0 1 0 1 1 1 

百 分

比 
0% 25% 0% 10% 9.1% 5% 

五、未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飼養場未來導入計劃 

    對於未導入的飼養場，本研究調查了其未來有無導入設備之計劃，結果在

68 場未導入的飼養場中有 10 家（14.7%）有意未來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至於

個別家畜種類之比例及有那些導入計劃，將於以下說明： 

1. 豬隻飼養場 

    在未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13 場豬隻飼養場中，並沒有任何 1 場有計畫導

入科技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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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肉牛牧場 

    唯一 1 場未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肉牛牧場在未來也沒有計畫導入科技化設

備。 

3. 乳牛牧場 

    在未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7 場乳牛牧場中，有 5 場（71.4%）在未來有導

入科技化設備之計劃。所要擴增的設備以場數多寡來看依序為｢餵飼自動化｣

（80%）、｢畜舍建構科技化｣（60%）、｢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60%）、｢草

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40%）、｢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40%）、｢廢水

管理自動化｣（40%）、｢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20%）。 

4. 肉羊牧場 

    在未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36 場肉羊牧場中，僅有 2 場（5.6%）未來有導

入科技化設備之計劃。所要導入的設備 1 場為｢畜舍建構科技化｣（50%）、另 1

場為｢其他｣但未說明何種設備（50%）。 

5. 乳羊牧場 

    在未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5 場乳牛牧場中，只有 1 場（20%）未來有導入

科技化設備之計劃。除了｢飼料生產自動化｣外，其他 10 種科技化設備皆為其未

來所要導入的設備。 

6. 養鹿場 

    在未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 2 場養鹿場皆有導入計劃（100%）。所要導入

的設備其中一場為｢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另一場則有意導入｢草食芻料收穫

與調製自動化｣及｢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二種設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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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個別家畜類別未導入設備牧場之未來計畫導入項目比例 

設施設備項  豬（n = 0） 
肉牛 

（n = 0） 

乳牛 

（n = 5） 

肉羊 

（n = 2） 

乳羊 

（n = 1） 

鹿（n = 

2） 

飼料生產自動化

（針對養豬所需） 

次數 0 0 0 0 0 0 

百 分

比 
0% 0% 0% 0% 0% 0% 

草食芻料收穫與

調製自動化（針對

牛、羊、鹿所需） 

次數 0 0 2 0 1 1 

百 分

比 
0% 0% 40% 0% 100% 50% 

餵飼自動化 

次數 0 0 4 0 1 0 

百 分

比 
0% 0% 80% 0% 100% 0% 

畜舍建構科技化 

次數 0 0 3 1 1 0 

百 分

比 
0% 0% 60% 50% 100% 0% 

畜禽排泄物處理

自動化 

次數 0 0 2 0 1 2 

百 分

比 
0% 0% 40% 0% 100% 100% 

廢水管理自動化 

次數 0 0 2 0 1 0 

百 分

比 
0% 0% 40% 0% 100% 0% 

臭味防治 

次數 0 0 0 0 1 0 

百 分

比 
0% 0% 0% 0% 100% 0% 

水質監控 

次數 0 0 0 0 1 0 

百 分

比 
0% 0% 0% 0% 100% 0% 

畜牧場管理自動

控制系統 

次數 0 0 3 0 1 0 

百 分

比 
0% 0% 60% 0% 100% 0% 

個別家畜生產管

理識別系統 

次數 0 0 1 0 1 0 

百 分

比 
0% 0% 20% 0% 100% 0% 

牛、羊乳收集自動

化 

次數 0 0 0 0 1 0 

百 分

比 
0% 0% 0% 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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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個別家畜牧場之擴增設備項目比例（續） 

設施設備項  
豬 

（n = 0） 

肉牛 

（n = 0） 

乳牛 

（n = 5） 

肉羊 

（n = 2） 

乳羊 

（n = 1） 

鹿（n = 

2） 

其他 
次數 0 0 0 1 0 0 

百分比 0% 0% 0% 50% 0% 0% 

3.6 建言 

    本研之問卷設計中，包含了畜牧場對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議題的建言一項。

根據回收樣本，本研究歸納如下： 

1. 農戶老年化嚴重，致使對於科技化的知識不足，要想導入自動化還需要

政策協助。例如，成立一組科技化設施設備的相關團隊，以巡迴之方式

協助業者建置、維修、操作教學等。 

2. 希望政府能開辦相關新興科技化設備之介紹及實作課程來增加科技化

設施設備人才的培養。同時也希望政府政府不管是在輔導、或是補助買

機器時，能把這些訊息正確而有效地傳達。 

3. 設備價格高，希望政府能補助的項目有：沼氣相關設施設備、割草機、

自動哺乳器、羊奶殺菌機器、超音波產檢相關機器、補助鹿農建立自動

化設施、老舊科技化汰換時。 

4. 設備需改良的項目有：割草機、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擠乳機器、自

動秤重（秤完後只得到數據，卻無法自動後續追蹤，對後續管理並沒有

太大的幫助）。 

5. 希望能研發或引進之設備項目有：反芻動物飼料下料機器、設備小型化、

針對草料收穫的問題研發更多相關設備（例如小型割草機）、更多飼料

餵食自動化、生育相關的設備、自動放料機、牛隻健康監測的設備、研

發出適合台灣環境的機器、協助研發鹿用自動給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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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才需求推估 

    本研究根據附錄四之廠商資料，由農科院助理遂一去電拜訪，邀請廠商參與

本次調查工作。其間 19 家廠商以業務繁忙為由，雖經多次溝通依然拒絕受訪。

在扣除這 19 家拒絶受訪的廠商後，本研究共發出 45 份之邀請。經過六週的積極

電話跟催與等待後，本研究在時間的壓力下不得不於 11 月中旬結束樣本回收等

待。共計本次問卷調查回收樣本 32 份，問卷回收率為 71.11%。隨後將就回收樣

本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問卷分析工作，並記錄於本章各節。 

4.1 業者基本資料 

    本節針對所搜集之樣本基本資料來做分析，其用意在瞭解家畜科技化設施設

備產業廠商之公司概況。 

4.1.1 公司成立年數 

    在回收樣本中，其公司成立年數最老字號為 40 年，而最年輕者為 1 年，整

體之平均成立年數為 19.59年。其中 27年 4家（占 12.5%）、30年有 3家（占 9.4%）、

39、12、8 和 1 年各 2 家（各占 6.3%）（見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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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廠商成立年數分佈 

    4.1.2 公司規模 

    在公司規模，以員工人數來看（表 4.1），從 2 人的小規模到 200 人之大規模

皆有。平均職工數約為 20人。其中，正職員工數以 1~10人最多共有20家占62.5%，

其次為 11~20 人有 5 家占 15.6%、21~30 人有 4 家（占 12.5%）、41~50 人有 2 家

（6.3%）、200人有 1家（3.1%）；兼職員工方面，未僱用者有 23家最多（占 71.9%），

其次為 1~10 人 8 家占 25%、11~20 人 1 家占 3.1%。 

表 4.1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廠商現有員工人數（n = 32） 

正職員工 兼職員工 

員工人數 家數 百分比 員工人數 家數 百分比 

0 0 0 0 23 71.9% 

1~10 人 20 62.5% 1~10 人 8 25% 

11~20 人 5 15.6% 11~20 人 1 3.1% 

21~30 人 4 12.5%    

41~50 人 2 6.3%    

200 人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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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以 106 年之總營業額來看，以 500 萬以下有 8 家（占 25%）最多，其次以

501 萬～1000 萬與 5001 萬～1 億 6 家（各占 18.8%）。而最高營業額為 1 億以上

～2 億，有 2 家占 6.3%（見圖 4.2）。 

 

圖 4.2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廠商 106 年總營業分佈 

4.1.3 公司主要經營之設施設備項目 

    本研究將經營項目區分為：飼料生產自動化（針對養豬所需）、草食芻料收

穫與調製自動化（針對牛、羊、鹿所需）、餵飼自動化、畜舍建構科技化（自動

清洗、畜床、降温與通風設備等智慧環控）、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廢水管理

自動化、臭味防治、水質監控、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

別系統、牛、羊乳收集自動化等 1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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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廠商主要營業項目（n = 32、複選） 

 

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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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動

化 

臭

味

防

治 

水

質

監

控 

畜

牧

場

管

理

自

動

控

制

系

統 

個

別

家

畜

生

產

管

理

識

別

系

統 

牛

、羊

乳

收

集

自

動

化 

其

他 

家

數 
2 4 10 14 5 6 6 3 8 6 3 12 

百

分

比 

6.3 12.5 31.3 43.8 15.6 18.8 18.8 9.4 25.0 18.8 9.4 37.5 

    經由分析發現，經營飼料生產自動化（針對養豬所需）之廠商有2家（6.25%）、

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針對牛、羊、鹿所需）之廠商有 4 家（12.5%）、

餵飼自動化之廠商有 10 家（31.25%）、畜舍建構科技化（自動清洗、畜床、降

温與通風設備等智慧環控）之廠商有 14 家（43.75%）、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

之廠商有 5 家（15.63%）、廢水管理自動化之廠商有 6 家（18.75%）、臭味防治

之廠商有 6 家（18.75%）、水質監控之廠商只有 3 家（9.38%）、畜牧場管理自

動控制系統之廠商有 8 家（25%）、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之廠商有 6 家

（18.75%）、牛、羊乳收集自動化之廠商有 3 家（9.38%）。另外由廠商另外列

出者為其他項（包含燃氣發電系統、FRP 攪拌式厭氧醱酵槽、仔豬保暖墊、沼氣

利用相關設備、超聲波測孕儀、搬運車等），共計有 12 家（37.5%），其中以畜

舍建構科技化及餵飼自動化二者為最多，分居 1、2 位，詳見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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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公司產業鏈所在位置 

    本研究將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廠商，從產業源頭之零件供應商到產業末

端之維修保養商共區分為設施設備零件供應商、設施設備製造商、設施設備批發、

零售商及設施設備安裝、維修與檢測商等四大類。根據回收之樣本分析發現以設

備製造商為大宗共 17 家（占 53.1%），其次為銷售通路 11 家（占 34.4%）、安

裝、維修與檢測商共 4 家（12.5%）。至於零件供應商則無，推測其可能原因為：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之零件應與其他機械、電子、電機等產業有著相同之零件供

應商，因此無法區別出專門為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零件供應，以至於以本

研究之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廠商搜尋關鍵字無法觸及相關供應商。 

表 4.3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廠商之產業鏈位置 

產業鏈位置 零件供應商 設備製造商 設備通路商 安裝維修商 

家數 0 17 11 4 

百分比 0 53.1% 34.4% 12.5% 

4.1.5 產品外銷狀況 

    在 32 家受訪廠商中，共有 16 家（占 50%）無產品外銷，在這 16 家中有 13

家同時亦無外銷規劃，3 家則未來有外銷的打算。在另外一半有外銷的廠商中，

以 10%以內、21%~30%的外銷比例最多，各有 4 家（各占 32 家廠商之 12.5%）。

詳細分析數據表列於表 3.4。16 家有外銷的廠商表示主要的外銷主力商品包含有

飼料輸送、通風溫控、刮糞系統、燃氣發電系統、空氣汙染防治設備、發電機控

制器、環保污水處理泵浦、鼓風機、振動儀、曬物裝包機、農畜牧自動化設備、

｢飼料生產自動化（針對養豬所需）、 餵飼自動化、 廢水管理自動化、 臭味防

治、水質監控｣之全系列設備、牛、羊乳收集自動化設備、牧草調製機械等商品。 

    另外，16 家有外銷廠商的主要外銷市場有中國（12.5%）、馬來西亞（9.4%）、

東南亞（6.3%）、越南（6.3%），其他如孟加拉、美國、泰國、紐澳及菲律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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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占 3.1%（見表 4.5）。 

表 4.4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廠商之產品之外銷比例（n = 32） 

 

無外

銷無

規劃 

無外

銷有

規劃 

10%

以內 

11~20

% 

21~30

% 

31~40

% 

41~50

% 

51~60

% 

61~70

% 

71~80

% 

家

數 
13 3 4 1 4 2 3 1 0 1 

百

分

比 

40.6% 9.4% 12.5% 3.1% 12.5% 6.3% 9.4% 3.1% 0 3.1% 

表 4.5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廠商主要外銷市場 （n = 16） 

 中國 
孟加

拉 

東南

亞 
美國 泰國 紐澳 

馬來

西亞 

菲律

賓 
越南 

家數 4 1 2 1 1 1 3 1 2 

百分

比 
12.5% 3.1% 6.3% 3.1% 3.1% 3.1% 9.4% 3.1% 6.3% 

4.1.6 產品自行研發比例 

  在產品的研發上，32 家回覆問卷的廠商中有 43.7%（14 家）其產品不是自

行研發，而在這 13 家中有 1 家（3.1%）有規劃未來自行研發產品。其他 18 家具

產品研發能力的的廠商中有 5 家其產品研發比例高達 91%～100%，占所有回覆

廠商的 15.6%（占具產品研發能力廠商的 27.78%）。研發比例在 51%～60%範圍

的家數為 3 家（占所有回覆商的 9.4%；占具產品研發能力廠商的 16.67%）位居

第二位。其他各研發比例之廠商數及所占比例則表列於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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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廠商之研發比例（n = 32） 

 

無外

銷無

規劃 

無外

銷有

規劃 

10%

以內 

11~20

%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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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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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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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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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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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0

0% 

家數 13 1 2 1 1 0 2 3 1 2 1 5 

占回

覆樣

本百

分比 

40.6% 3.1% 6.3% 3.1% 3.1% 0 6.3% 9.4% 3.1% 6.3% 3.1% 15.6% 

占具

研發

能力

廠商

百分

比 

－ － 11.1 5.6% 5.6% 0 11.1% 16.7% 5.6% 11.1% 5.6% 27.85 

4.2 人力需求調查 

    本節將針對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人才現況及未來需求進行統計分析，

說明如以下各小節： 

4.2.1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廠商人力結構現況 

    參考智慧農業-農業機械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分析工作計畫報告書（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106），本研究將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工作職務概

略分為研發類、製造類、品管類、安裝維護類、行政類、法規類、銷售類等七項。

但是由於部分公司規模太小，員工人數甚至不滿 5 人 ，因此某些員工勢必身兼

數職。為了方便調查及統計分析，本研究採個別員工之主要職務計。 

1. 研發類職務 

此一工作類別之主要工作內容為，相應最新的家畜產業需求，研發解決相關

問題之產品（包括：飼料生產自動化、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餵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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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化、畜舍建構科技化、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廢水管理自動化、臭味防

治、水質監控、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牛、

羊乳收集自動化等 11 項）、評估設備適用性、安全性以及量產可行性等研

究。 

  勾選此研發項目的設施設備廠商共有 16 家，106 年新聘人數總計為 21

人，而全體研發工作之實際從業人員有 61 人。在學歷的區分上，高中職（含）

以下 4 人（占實際從業人員之 6.56%）；大專以上為 27 人（占實際從業人

員之 44.26%）；碩博士以上則有 30 人（占實際從業人數之 49.18%）。工作

年資方面，以 5 年以上居多，占 71.43%；1-5 年則占 21.43%；1 年以下僅占

7.14%。 

表 4.7 研發類職務學歷分佈 

員工學歷分佈（n = 61） 

 高中職（含）以下 大專（學） 碩、博士 

人數 4 27 30 

百分比 6.56% 44.26% 49.18% 

表 4.8 研發類職務平均年資 

員工資歷（平均） （n = 14） 

 1 年以下 1-5 年 5 年以上 

填答家數 1 3 10 

百分比 7.14% 21.43% 71.43% 

    在研發人員之專業學科的背景中有 13 家勾選（複選題），選擇有工程學門背

景的廠商最多，有 11 家。而在這 11 家之工程學門中，又以機械工程學類最多有

8家（61.54%）、其次為電資工程學類有 6家（46.15%）、其他學類有 3家（23.08%）、

工業工程學類有 2 家（15.38%）。而選擇農業科學學門背景的廠商有 3 家，其中

一般農業學類有 2 家（15.38%）選擇、農業經濟及推廣學類有 1 家（7.69%）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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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農業技術有 1 家（7.69%）、其他有 2 家（15.38%）。最後，有 2 家廠商勾選

了自然科學學門占 15.38%。 

表 4.9 研發類職務之人力學歷科系背景（複選）（n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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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製造類職務 

    此一工作類別之主要工作內容為，從零組件供應、生產製造、物流出貨

以至於到整個供應鏈管理。勾選此製造項目的設施設備廠商共有 22 家，106

年新聘人數總計為 71 人，而全體從事製造工作之實際從業人員有 280 人。

在學歷的區分上，高中職（含）以下 206 人（占實際從業人員之 73.57%）；

大專以上為 72 人（占實際從業人員之 25.71%）；碩博士以上則有 2 人（占

實際從業人數之 0.71%）。工作年資方面，以 5 年以上居多，占 50%；1-5

年則占 27.27%；1 年以下僅占 22.73%。 

在製造人員之專業學科的背景中有 20 家勾選（複選題），選擇有工程

學門背景的廠商最多，有 19 家。而在這 19 家之工程學門中，又以其他學類

最多有 11 家（55%）、其次為電資工程學類有 9 家（45%）、工業工程學類

有 7 家（35%）、機械工程學類有 6 家（30%）。而選擇農業科學學門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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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廠商有 3 家，其中一般農業學類沒有廠商選擇、農業經濟及推廣學類有 1

家（5%）選擇、農業技術有 1 家（5%）、其他有 2 家（10%）。最後，有 3

家廠商勾選了自然科學學門占 15%。 

表 4.10 製造類職務學歷分佈 

員工學歷分佈（n = 280） 

 高中職（含）以下 大專（學） 碩、博士 

人數 206 72 2 

百分比 73.57% 25.71% 0.71% 

表 4.11 製造類職務平均年資 

員工資歷(平均) （n = 22） 

 1 年以下 1-5 年 5 年以上 

填答家數 5 6 11 

百分比 22.73% 27.27% 50% 

表 4.12 製造類職務之人力學歷科系背景（複選）（n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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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品管類職務 

  此一工作類別之主要工作內容為確保產品之品質檢定能符合國際標準

與良率維持等（包括符合國際安全標準，如 ISO/TC159/SC3）。 

  勾選此品管類職務項目的設施設備廠商共有 9 家，106 年新聘人數總計

為 13 人，而全體從事品管工作之實際從業人員有 28 人。在學歷的區分上，

高中職（含）以下 5 人（占實際從業人員之 17.86%）；大專以上為 22 人（占

實際從業人員之 78.57%）；碩博士以上則僅有 1人（占實際從業人數之 4.55%）。

工作年資方面，以 1-5 年居多，占 66.67%；其次為 5 年以上占 33.33%；至

於 1 年以下則為 0。 

    表 4.13 品管類職務學歷分佈  

員工學歷分佈（n = 28） 

 高中職（含）以下 大專（學） 碩、博士 

人數 5 22 1 

百分比 17.86% 78.57% 4.55% 

表 4.14 品管類職務平均年資 

員工資歷（平均） （n = 9） 

 1 年以下 1-5 年 5 年以上 

填答家數 0 6 3 

百分比 0% 66.67%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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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品管類職務之人力學歷科系背景（複選）（n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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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在品管人員之專業學科的背景中有 8 家勾選（複選題），選擇

有工程學門背景的廠商最多，有 8 家。而在這 8 家之工程學門中，又以其他

學類最多有 5 家（62.5%）、其次為電資工程學類有 2 家（25%）、機械工

程學類有 1 家（12.5%）、工業工程學類有 1 家（12.5%）。而選擇自然科學

學門、商業與管理學門、傳播學門及人文學門各 1 家（12.5%）。至於農業

科學學門及其他學門則無。 

4. 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 

  此一工作類別之主要工作內容為，出售之設備的安裝工作及後續維修保

養，同時將問題適時回報至研發及製造部門。勾選此安裝、維修及保養項目

的設施設備廠商共有 27 家，106 年新聘人數總計為 32 人，而全體安裝、維

修及保養工作之實際從業人員有 155 人。在學歷的分上，高中職（含）以下

93人（占實際從業人員之60%）；大專以上為62人（占實際從業人員之40%）；

碩博士以上則無。工作年資方面，以 5 年以上居多，占 51.85%；1-5 年則占

37.04%；1 年以下僅占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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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學歷分佈  

員工學歷分佈（n = 155） 

 高中職（含）以下 大專（學） 碩、博士 

人數 93 62 0 

百分比 60% 40% 0% 

表 4.17 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平均年資 

員工資歷(平均) （n = 27） 

 1 年以下 1-5 年 5 年以上 

填答家數 3 10 14 

百分比 11.1% 37.04% 51.85% 

    在安裝、維修及保養人員之專業學科的分析中有 24 家勾選（複選題），

選擇有工程學門背景的廠商最多，有 23 家。而在這 23 家之工程學門中，又

以其他學類最多有 16 家（66.67%）、其餘三種學類皆為 7 家各有 29.17%的

百分比。而選擇農業科學學門背景的廠商有 4 家，其中農業技術學類有 3

家（12.5%）；一般農業學類及其他學類各有 1 家（4.17%）選擇；但農業經

濟及推廣學類有則無。其餘，自然科學學門有 4 家（16.67%）、商業及管理

學門則有 1 家占 4.17%；法律、傳播及人文學門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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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之人力學歷科系背景（複選）（n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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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政類職務 

    行政類職務之主要工作內容為專責於與業務相關之行政作業、人力資源

管理、後勤支援、財務、會計及經營管理。而勾選行政類別職務的設施設備

廠商共有 25 家，106 年新聘人數總計為 14 人，而全體行政工作之實際從業

人員有 74 人。在學歷的分上，高中職（含）以下 10 人（占實際從業人員之

13.51%）；大專以上為 63 人（占實際從業人員之 85.14%）；碩博士以上則

有 1 人（僅占實際從業人數之 1.35%）。工作年資方面，以 5 年以上居多，

占 60%；1-5 年則占 40%；1 年以下則為 0%。 

表 4.19 行政類職務學歷分佈 

員工學歷分佈（n = 74） 

 高中職（含）以下 大專（學） 碩、博士 

人數 10 63 1 

百分比 13.51% 85.1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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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行政類職務平均年資 

員工資歷（平均） （n = 25） 

 1 年以下 1-5 年 5 年以上 

填答家數 0 10 15 

百分比 0% 40% 60% 

    在行政人員之專業學科的背景中有 22 家勾選（複選題），其中選擇商

業及管理學門背景的廠商最多，有 14 家（63.63%）、其次為工程學門 4 家

（18.18%）及自然科學學門 4 家（18.18%）。而在工程學門中機械工程學類

有 2 家（9.09%）、電資工程學類與其他學類則皆有 1 家（4.55%）、工業工

程學類則無。至於選擇農業科學學門背景的廠商有 3 家，其中農業技術有 1

家（4.55%）、其他有 2 家（9.09%）。最後，人文學門有 2 家（9.09%）、

法律及傳播學門都只有 1 家廠商勾選（4.55%）。 

表 4.21 行政類職務之人力學歷科系背景（複選）（n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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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規類職務 

  法規類職務之主要工作內容則為處理包含專利、及各種相關法律及法規

問題。勾選此法規項目的設施設備廠商只有 1 家，其 106 年新聘人數總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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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而實際之法規類從業人員也只有 1 人，其學歷為碩、博士以上。由於

是去年初聘，所工作年資方面則為 1 年以下。而在法規人員之專業學科背景

上，唯一有法規人員的廠商僅表示法律學門一項。 

7. 銷售類職務 

  銷售類職務之主要工作內容為，研究國內、外市場與產業之動態與發展、

分析現有及潛在市場並擬定行銷策略。其中包含行銷人員、前端之業務人員

及協助業務人員銷售及維修聯繫之服務人員。 

  勾選銷售類職務的設施設備廠商共有 28 家，106 年新聘人數總計為 13

人，而全體銷售工作之實際從業人員有 146 人。在學歷的分上，高中職（含）

以下 29 人（占實際從業人員之 19.86%）；大專以上為 105 人（占實際從業

人員之 71.92%）；碩博士以上則有 12 人（占實際從業人數之 8.22%）。工

作年資方面，以 5 年以上居多，占 64.29%；1-5 年則占 32.14%；1 年以下僅

占 3.57%。 

表 4.22 銷售類職務學歷分佈  

員工學歷分佈（n = 146） 

 高中職（含）以下 大專（學） 碩、博士 

人數 29 105 12 

百分比 19.86% 71.92% 8.22% 

表 4.23 銷售類職務平均年資 

員工資歷（平均）（n = 28） 

 1 年以下 1-5 年 5 年以上 

填答家數 1 9 18 

百分比 3.57% 32.14% 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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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銷售人員之專業學科背景中有 26 家勾選（複選題），選擇有工程學

門背景的廠商有 15 家。而在這 15 家之工程學門中，以其他學類有 10 家

（38.46%）最多；機械工程學類及電資工程學類皆為 6 家（23.08%）；工業

工程學類則有 5 家（19.23%）。而選擇農業科學學門背景的廠商有 5 家，其

中一般農業學類有 1 家（3.85%）選擇、農業經濟及推廣學類為 0、農業技

術有 1 家（3.85%）、其他有 4 家（15.38%）。其餘，有 7 家廠商勾選了自

然科學學門占 26.92%、商業及管理學門有 8 家占 30.77%，法律、傳播及人

文學門則沒有廠商選擇。 

表 4.24 銷售類職務之人力學歷科系背景（複選）（n = 13） 

 

工程學門 農業科學學門 

自然

科學

學門 

法

律

學

門 

商業

及管

理學

門 

傳

播

學

門 

人

文

學

門 

機
械
工
程 

電
資
工
程 

工
業
工
程 

其
他 

一

般

農

業 

農

業

經

濟

及

推

廣 

農

業

技

術 

其

他 

家

數 
6 6 5 10 1 0 1 1 7 0 8 0 0 

百

分

比 

23.1

% 

23.1

% 

19.2

% 

38.5

% 

3.9

% 

0

% 

3.9

% 

3.9

% 

26.9

% 

0

% 

30.8

% 

0

% 

0

% 

    整體來看，人力需求量最高為製造類職務，其次為安裝、維修與保養以及銷

售人員。而在這三類職務中，又以銷售類職務之人員在職穩定度最高（5 年以上

年資者占了 64.29%；加上 1-5 年資歷者更高達 96.43%）；其次為安裝、維修與保

養職務，5 年以上年資者也有 51.85%，加上 1-5 年資歷者也高達 92.59%。而製造

類職務的人員流動率就顯得高了許多，5 年以上加上 1-5 年資歷者僅 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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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歷的分佈上，以研發類職務之學歷分佈最高（碩、博士占 49.18%，再

加上大專以上學歷則占比高達 93.44%），其次依序為（大專以上加碩、博士）行

政類（86.49%）、品管類（82.14%）、銷售類（80.14%）。學歷分佈較低者則以製

造類最低，高中（職）以下者占了 73.57%，而安裝、維修及保養類高中（職）

以下學歷則占了 60%排序為第二低。 

    至於在學門的分佈上，除了行政及法規類職務外，其他職務類別皆以工程及

自然科學學門為最主要學門（銷售另外也重視商業及管理學門；研發、製造及安

裝、維修保養職務另重視農業科學學門）。 

  另外在本次調查中，僅一家廠商有法規類職員 1 人（具法律學門專長），而

且還是去年新聘。因此在這些議題上，並不具統計意義，僅能說明一般廠商之法

務問題多以外包方式委託給法律相關單位處理。 

4.2.2 人才招募之難易與原因 

    目前幾乎各行各業皆宣稱人才難尋，本節將就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各項類

型職務面向之人才招募難易度進行調查，並針對困難原因進行瞭解。在人才的招

募困難原因上，本研究先設定 6 項可能原因供廠商複選，為了怕有遺漏，另提供

｢其他｣選項供填答者說明之用。6 項可能原因包含：新職務需求、在職人員技能

不符、在職人員流動率過高、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

人才供給不足、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 

一、 研發類職務 

  本類職務有 15 家廠商填答，認為人才招募困難的有 14 家（93.3%）、人才招

募容易的有 1 家（6.7%）。而招募困難（n = 14）的原因以人才供給不足有最多的

廠商認同（42.9%），其次為在職人員技能不符（28.6%）與人員流動率過高（28.6%）、

新職務需求（21.4%）、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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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7.1%）。 

表 4.25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人員招募困難原因（複選）（n = 15） 

研發類  困難 14（93.3%） 容易 1（6.7%） 

原因 
新職務

需求 

在職人

員技能

不符 

在職人

員流動

率過高 

勞動條

件不佳 

人才供

給不足 

缺乏有效

人才招募

管道 

其他 

次數 3 4 4 1 6 1 1 

百分比 21.4% 28.6% 28.6% 7.1% 42.9% 7.1% 7.1% 

二、 製造類職務 

  本類職務有 21 家廠商填答，認為人才招募困難的有 16 家（76.2%）、人才招

募容易的有 5 家（23.8%）。而招募困難（n = 16）的原因以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

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有最多的廠商認同（50%），其次為在職人員流動率過

高（37.5%）、人才供給不足（31.3%）、新職務需求（18.8%）、缺乏有效人才

招募管道（6.3%）及在職人員技能不符（6.3%）。 

表 4.26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人員招募困難原因（複選）（n = 21） 

製造類  困難 16（76.2%） 容易 5（23.8%） 

原因 
新職務

需求 

在職人

員技能

不符 

在職人

員流動

率過高 

勞動條

件不佳 

人才供

給不足 

缺乏有效

人才招募

管道 

其他 

次數 3 1 6 8 5 1 1 

百分比 18.8% 6.3% 37.5% 50% 31.3% 6.3% 6.3% 

三、 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 

  本類職務有 27 家廠商填答，認為人才招募困難的有 22 家（81.5%）、人才招

募容易的有 5 家（18.5%）。而招募困難的原因以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

髒、危險、辛勞)有最多的廠商認同（68.2%），其次為人才供給不足（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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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職務需求（22.7%）、在職人員流動率過高（18.8%）、在職人員技能不符（13.6%）

及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13.6%）。 

表 4.27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人員招募困難原因 （複選）（n = 27） 

安裝、維修及保養類  困難 22（81.5%） 容易 5（18.5%） 

原因 
新職務

需求 

在職人

員技能

不符 

在職人

員流動

率過高 

勞動條

件不佳 

人才供

給不足 

缺乏有效

人才招募

管道 

其他 

次數 3 4 4 1 6 1 1 

百分比 20% 26.7% 26.7% 6.7% 40% 6.7% 6.7% 

四、 品管類職務 

  本類職務有 14 家廠商填答，認為人才招募困難的有 9 家（64.3%）、人才招

募容易的有 5 家（35.7%）。而招募困難（n = 9）的原因以在職人員技能不符有最

多的廠商認同（44.4%），其次為新職務需求（33.3%）、人員流動率過高（22.2%）、

人才供給不足（22.2%）、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11.1%）

及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11.1%）。 

表 4.28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人員招募困難原因（複選）（n = 14） 

品管類  困難 9（64.3%） 容易 5（35.7%） 

原因 
新職務

需求 

在職人

員技能

不符 

在職人

員流動

率過高 

勞動條

件不佳 

人才供

給不足 

缺乏有效

人才招募

管道 

其他 

次數 3 4 2 1 2 1 1 

百分比 33.3% 44.4% 22.2% 11.1% 22.2% 11.1% 11.1% 

五、 行政類職務 

  本類職務有 20 家廠商填答，認為人才招募困難的有 5 家（25%）、人才招募

容易的有 15 家（75%）。而招募困難（n = 5）的原因以新職務需求有最多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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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60%），其次為在職人員技能不符（40%）與人才供給不足（40%）、在職

人員流動率過高（20%）、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20%）

及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20%）。 

表 4.29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人員招募困難原因（複選）（n = 20） 

行政類  困難 5（25%） 容易 15（75%） 

原因 
新職務

需求 

在職人

員技能

不符 

在職人

員流動

率過高 

勞動條

件不佳 

人才供

給不足 

缺乏有效

人才招募

管道 

其他 

次數 3 2 1 1 2 1 1 

百分比 60% 40% 20% 20% 40% 20% 20% 

六、 法規類職務 

  本類職務有 11 家廠商填答，認為人才招募困難的有 7 家（63.7%）、人才招

募容易的有 4 家（36.3%）。而招募困難（n = 7）的原因以新職務需求與人才供給

不足有最多的廠商認同（各有 42.9%），其次為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28.6%）、

在職人員技能不符（18.4%）、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

（18.4%）。而在職人員流動率過高沒有廠商認同（0%）。 

表 4.30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人員招募困難原因（複選）（n = 11） 

法規類  困難 7（63.7%） 容易 4（36.3%） 

原因 
新職務

需求 

在職人

員技能

不符 

在職人

員流動

率過高 

勞動條

件不佳 

人才供

給不足 

缺乏有效

人才招募

管道 

其他 

次數 3 1 0 1 3 2 1 

百分比 42.9% 18.4% 0% 18.4% 42.9% 28.6% 18.4% 

七、 銷售類職務 

  本類職務有 23 家廠商填答，認為人才招募困難的有 15 家（65.2%）、人才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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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容易的有 8 家（34.8%）。而招募困難（n = 15）的原因以新職務需求與勞動條

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有最多的廠商認同（各占 33.3%），其次

為人才供給不足（26.7%）、人員流動率過高（26.7%）、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

（26.7%）、在職人員技能不符（20%）。 

表 4.31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人員招募困難原因（複選）（n = 23） 

銷售類  困難 15（65.2%） 容易 8（34.8%） 

原因 
新職務

需求 

在職人

員技能

不符 

在職人

員流動

率過高 

勞動條

件不佳 

人才供

給不足 

缺乏有效

人才招募

管道 

其他 

次數 5 3 4 5 4 4 1 

百分比 33.3% 20% 26.7% 33.3% 26.7% 26.7% 6.7% 

    在七類職務中，有六類職務廠商普遍認為招募是難的，而難度比例最高的是

研發類（93.3%），其次依序為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81.5%）、製造類職務

（76.2%）、銷售類職務（65.2%）、品管類職務（64.3）、法規類職務（63.7%）。

至於行政類職務有 75%的廠商認為人才的招募並不難。 

    而在六項招募困難的原因中，並沒有特定原因是最多廠商或最少廠商認為最

難或最不難的，不同的職務類別有著不一樣的難處。例如，研發最多的原因是人

才供給不足、製造和安裝、維修及保養職務是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

危險、辛勞)、品管職務是在職人員技能不符、法規職務是新職務需求與人才供

給不足、而銷售職務是新職務需求與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

辛勞)。 

  最後，僅有一家廠商針對所有類別之職務面向的｢其他｣項提出單一的看法，

就是人口外移造成其人才招募之困難，同時其希望產業能南北均衡發展，以免造

成人口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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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未來三年人才招募需求與期望 

    對於未來三年廠商在人才招募時預期招募人數、所招募人才之學、經歷期望、

以及人才之個人職能特質期望，本研究將就所搜集之樣本進行分析並且算出各類

職務整體需求人數。 

一、 各職務類別未來三年預期人才需求（參照產業景氣預估情境） 

  研發類的職務：有 16 家廠商填答，108 年人才的需求為 0 人 5 家、1 人有 4

家、2 人有 4 家、3 人有 1 家、4 人有 1 家、5 人有 1 家，合計需求有 24 人；109

年為 -1 人有 1 家、0 人有 7 家、1 人有 3 家、2 人有 3 家、3 人有 1 家、7 人有

1 家，合計需求有 19 人；110 年為 -3 人有 1 家、0 人有 7 家、1 人有 3 家、2 人

有 3 家、3 人有 1 家、10 人有 1 家合計需求有 22 人。在需求的總數來看差異並

不大，但是最高需求量則由 108 年的 5 人成長為 110 年的 10 人。另外值得注意

的是 109 年有 1 家要減少人力 1 人、到了 110 年則有一家要減少人力 3 人。 

  製造類職務：有 20 家廠商填答，108 年人才需求為 0 人有 6 家、1 人有 3

家、2 人有 8 家、3 人有 1 家、5 人有 1 家、20 人有 1 家，合計需求 47 人；在

109 年的預估需求則為 0 人有 7 家、1 人有 4 家、2 人有 6 家、3 人有 1 家、4 人

有 1 家，最高需求量來到 30 人有 1 家，合計需求 53 人，較 108 年多 6 人；在

110 年的預估上為 0 人有 9 家、1 人有 2 家、2 人有 6 家、4 人有 1 家、5 人有 1

家、30 人則有 1 家，合計需求為 53 人，與 109 年相較持平。 

  品管類職務：有 12 家填答，108 年度預估為 0 人有 7 家、1 人有 4 家、5 人

有 1 家，合計需求為 9 人；109 年度預估則為 0 人有 8 家、1 人有 3 家、最高需

求量來到 10 人有 1 家，合計需求有 13 人，較 108 年多了 4 人；110 年度之人力

需求預估則延續 109 年之需求：0 人有 8 家、1 人有 3 家、10 人有 1 家。 

  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有 25 家廠商填答，108 年人力需求預估為 0 人

有 7 家、1 人有 8 家、2 人有 2 家、3 人有 3 家、4 人有 2 家、5 人有 2 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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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 1 家，合計需求為 49 人；109 年人力需求預估為 0 人 7 家、1 人有 8 家、2

人有 3 家、3 人有 1 家、4 人有 2 家、5 人有 3 家，15 人有 1 家，合計需求為 55

人，較 108 年增加 6 人；110 年人力需求預估為 0 人有 10 家、1 人有 5 家、2 人

有 3 家、3 人有 2 家、5 人有 3 家、6 人有 1 家，最高需求來到 20 人有 1 家，合

計需求為 58 人，較 109 年再增加 3 人。 

  行政類職務：有 11 家廠商填答，108 年人力需求預估為 0 人有 12 家、1 人

有 5 家、2 人有 2 家、4 人有 1 家、5 人有 1 家，合計需求為 18 人；109 年則為

0 人 13 家、1 人 5 家、2 人有 1 家、4 人有 1 家、5 人有 1 家，合計需求為 16 人，

較 108 年減少 2 人；110 年為 0 人有 14 家、1 人有 3 家、2 人有 2 家、4 人有 1

家、5 人有 1 家，合計需求為 16 人，與 109 年比較為持平。 

  法規類職務：有 11 家廠商填答，108 年人力需求預估為 0 人有 7 家、1 人有

3 家、2 人有 1 家，合計需求為 5 人；109 年預估則為 0 人有 8 家、1 人有 1 家、

2 人有 2 家，合計需求為 5 人；110 年人力需求預估與 109 年預估完全相同。 

  銷售類職務：有 27 家填答，108 年預估為 0 人有 11 家、1 人有 7 家、2 人

有 3 家、3 人有 4 家、5 人有 1 家、10 人有 1 家，合計需求有 40 人；109 年預估

為 0 人有 11 家、1 人有 7 家、2 人有 3 家、3 人有 3 家、4 人有 1 家、5 人有 1

家、10 人有 1 家，合計需求為 41 人；110 年人力需求預估為 0 人有 12 家、1 人

有 6 家、2 人有 4 家、3 人有 2 家、5 人有 2 家、10 人有 1 家，合計需求為 40

人。 

    由上述分析發現，未來人力需求人數最多之職務類別為製造類、最少為法規

類職務；而最多廠商未來有人力需求的職務類別為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最

少則依然是法規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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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未來三年預期招募各類職務總人數與百分比 

 研發 製造 品管 安裝 行政 法規 銷售 合計 

108 年 
24 47 9 49 18 5 40 192 

12.5% 24.5% 4.7% 25.5% 9.4% 2.6% 20.8% 100% 

109 年 
19 53 13 55 16 5 41 202 

9.4% 26.2% 6.4% 27.2% 7.9% 2.5% 20.3% 100% 

110 年 
22 53 13 58 16 5 40 207 

10.6% 15.6% 6.3% 28% 7.7% 2.4% 19.3% 100% 

表 4.33 未來三年預期需要招募各類職務之廠商數與百分比 

 研發 製造 品管 安裝 行政 法規 銷售 

108 年 
11 14 5 18 9 4 16 

14.3% 18.2% 6.5% 23.4% 11.7% 5.2% 20.8% 

109 年 
8 13 4 18 8 3 16 

11.4% 18.6% 5.7% 25.7% 11.4% 4.3% 22.9% 

110 年 
8 11 4 15 7 3 16 

12.5% 17.2% 6.3% 23.4% 10.9% 4.7% 25% 

二、各職務類別未來人才招募期望 

  本節將根據不同類別職務分別說明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未來三年對人

才招募之學、經歷期望與海外人才需求，說明如下： 

研發類職務 

  本項職務有 15 家廠商填答，其中有 86.7%的廠商希望能招攬到大專以上學

歷之員工，經歷期望則以 1-5 年資歷者居多，占 66.7%。而 40%的廠商有海外人

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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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研發類職務人才招募期望（n = 15） 

 

人才學歷期望 人才經歷期望 海外人才需求 

高中

職以

下 

大專 
碩、博

士 

1 年以

下 
1-5 年 

5 年以

上 
有 無 

家數 2 6 7 2 10 3 6 9 

百分

比 
13.3% 40% 46.7% 13.3% 66.7% 20% 40% 60% 

製造類職務 

  本項職務有 19 家廠商填答，其中有 52.6%的廠商希望能招攬到大專學歷之

員工、47.4%僅期望能招募到高中（職）以下員工即可；經歷期望則以 1-5 年資

歷者居多，占 47.4%、其次為 1 年以下（42.1%）。而 78.9%的廠商無海外人才的

需求。 

表 4.35 製造類職務人才招募期望（n = 19） 

 

人才學歷期望 人才經歷期望 海外人才需求 

高中

職以

下 

大專 
碩、博

士 

1 年以

下 
1-5 年 

5 年以

上 
有 無 

家數 9 10 0 8 9 2 4 15 

百分

比 
47.4% 52.6% 0% 42.1% 47.4% 10.5% 21% 79% 

品管類職務 

  本項職務有 13 家廠商填答，其中有 86.6%的廠商希望能招攬到大專學歷之

員工、13.4%僅期望能招募到高中（職）以下員工即可；經歷期望則以 1-5 年資

歷者居多，占 53.8%、其次為 1 年以下（38.5.1%）。關於海外人才的需求，所有

廠商皆表示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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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品管類職務人才招募期望（n = 13） 

 

人才學歷期望 人才經歷期望 海外人才需求 

高中

職以

下 

大專 
碩、博

士 

1 年以

下 
1-5 年 

5 年以

上 
有 無 

家數 2 11 0 5 7 1 0 13 

百分

比 
13.4% 86.6% 0% 38.5% 53.8% 7.7% 0% 100% 

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 

  本項職務有 24 家廠商填答，其中有 50%的廠商希望能招攬到大專學歷之員

工、45.8%僅期望能招募到高中（職）以下員工即可；經歷期望則以 1-5 年資歷

者居多，占 50%、其次為 1 年以下（45.8%）。而 83.3%的廠商無海外人才的需求。 

表 4.37 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人才招募期望（n = 24） 

 

人才學歷期望 人才經歷期望 海外人才需求 

高中

職以

下 

大專 
碩、博

士 

1 年以

下 
1-5 年 

5 年以

上 
有 無 

家數 11 12 1 11 12 1 4 20 

百分

比 
45.8% 50% 4.2% 45.8% 50% 4.2% 16.7% 83.3% 

行政類職務 

  本類職務有 20 家廠商填答，其中有 75%的廠商希望能招攬到大專學歷之員

工、25%僅期望能招募到高中（職）以下員工即可；在經歷的期望上 1-5 年及 1

年以下相同各占 454%、5 年以上經歷之期望僅 2 家（10%）。而 85%的廠商無海

外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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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行政類職務人才招募期望（n = 20） 

 

人才學歷期望 人才經歷期望 海外人才需求 

高中

職以

下 

大專 
碩、博

士 

1 年以

下 
1-5 年 

5 年以

上 
有 無 

家數 5 15 0 9 9 2 3 17 

百分

比 
25% 75% 0% 45% 45% 10% 15% 85% 

法規類職務 

  法規類職務有 11 家廠商填答，其中有 72.7%的廠商希望能招攬到大專學歷

之員工、18.2%的廠商則期望能招募碩、博士學歷；經歷期望同樣以 1-5 年資歷

者居多，占 54.5%、其次為 1 年以下（36.4%）資歷。而 90.9%的廠商無海外人才

的需求。 

表 4.39 法規類職務人才招募期望（n = 11） 

 

人才學歷期望 人才經歷期望 海外人才需求 

高中

職以

下 

大專 
碩、博

士 

1 年以

下 
1-5 年 

5 年以

上 
有 無 

家數 1 8 2 4 6 1 1 10 

百分

比 
9.1% 72.7% 18.2% 36.4% 54.5% 9.1% 9.1% 90.9% 

銷售類職務 

  最後，在銷售類職務職務的期望上有 25 家廠商填答，其中有 56%的廠商希

望能招攬到大專學歷之員工、40%僅期望能招募到高中（職）以下員工即可；銷

售經歷期望上則以 1 年以下居多，占 48%、其次為 1-5 年資歷者（32%），。而

72%的廠商無海外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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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0 法規類職務人才招募期望（n = 25） 

 

人才學歷期望 人才經歷期望 海外人才需求 

高中

職以

下 

大專 
碩、博

士 

1 年以

下 
1-5 年 

5 年以

上 
有 無 

家數 10 14 1 12 8 5 7 18 

百分

比 
40% 56% 4% 48% 32% 20% 28% 72% 

    在職能特質或技能要求上，研發類有 1 家廠商表明需具備｢冷凍空調、電機

系統、機器裝修之技能｣；另 1 家則表示需要｢具備產品開發、設計實驗且能協調

回饋者、評估開發的可行性，為公司導入新風貌｣。 

    製造類則有 3 家填答，除了研發類的兩項技能及職能特質外，另外有廠商表

示｢無特別需求，但需適應工作環境｣。 

    安裝、維修保養類職務則有 4 家填答，除了前面出現過的｢冷凍空調.電機系

統.機器裝修｣、｢無特別需求，但需適應工作環境｣兩項外，有兩家廠商分別提出

｢通常會由年較久的職員教導新進人員，新人基本概念要會｣及｢設備維修、安裝

與保養及完成主管交辦事項｣。 

    行政類職務上，則有 2 家廠商填答表示｢需要語文能力｣（但是未提及是否為

外語能力）以及｢一般文書資料處理、電腦資料處理、轉換及整合、網站資料庫

架設與規劃｣。 

    銷售類職務上，有 2 家填答表示需具備｢冷凍空調、電機系統及機器裝修之

知識與語文能力｣、｢負責業務推展、開潛在客戶、拓展市場、提供客戶技術服務，

必要時協助客戶處理｣。品管類所有答題者皆表示｢無職能特質及技能｣；而法規

面則無人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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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人才需具備之職能特質及技能 

職務類別 職能特質及技能 

研發類別 

1. 冷凍空調、電機系統、機器裝修之技能 

2. 具備產品開發、設計實驗且能協調回饋者、評估開發的可行

性，為公司導入新風貌 

製造類別 

1. 冷凍空調、電機系統、機器裝修之技能 

2. 具備產品開發、設計實驗且能協調回饋者、評估開發的可行

性，為公司導入新風貌 

3. 需適應工作環境 

品管類別 無職能特質及技能之需求 

安裝、維修

及保養類

別 

1. 冷凍空調、電機系統、機器裝修之技能 

2. 需適應工作環境 

3. 通常會由年較久的職員教導新進人員，新人基本概念要會 

設備維修、安裝與保養及完成主管交辦事項 

行政類別 

1. 需要語文能力 

2. 一般文書資料處理 

3. 電腦資料處理、轉換及整合 

4. 網站資料庫架設與規劃 

銷售類別 

1. 冷凍空調、電機系統及機器裝修之知識與語文能力 

2. 負責業務推展、開潛在客戶、拓展市場、提供客戶技術服務，

必要時協助客戶處理 

法規類別 無人填答 

三、人才招募管道 

  本研究將人才招募主要管道之問項採複選及依優先順序方式選擇三項方式

填答。在所搜集之 32 家廠商資料中，第一優先順序的招募管道有：人力銀行（15

家廠商，46.9%）、親友介紹（10 家廠商，31.3%）、報章刋登（5 家廠商，15.6%）、

公司網頁刋登（1 家廠商，3.1%）、業界挖角（1 家廠商，3.1%）。第二順位的招

募管道有：報章刋登（12 家廠商，37.6%）、親友介紹（8 家廠商，25%）、業界

挖角（5 家廠商，15.6%）、公司網頁刋登（3 家廠商，9.4%）、校園徵才（3 家廠

商，9.4%）、人力銀行（1 家廠商，3.1%）。而第三順位的招募管道有：無其他管

道（20 家廠商，62.5%）、親友介紹（7 家廠商，21.9%）、人力銀行（4 家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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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業界挖角（1 家廠商，3.1%）。表 3.29 顯示如果不加以排序而僅以複選

方式填答本問項，則最多廠商使用的人才招募管道依序為：親友介紹、人力銀行、

報章刋登、業界挖角、公司網頁刋登、校園徵才。 

表 4.42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廠商主要人才招募管道（n = 32） 

順位  管道  
人力

銀行 

報章刋

登 

校園

徵才 

業界挖

角 

公司

網頁

刋登 

親友介

紹 

其他

（無） 

第一

順位 

家數 15 5 0 1 1 10 0 

百分比 46.9% 15.6% 0% 3.1% 3.1% 31.3% 0% 

第二

順位 

家數 0 12 3 5 3 8 0 

百分比 0% 37.6% 9.4% 15.6% 9.4% 25% 0% 

第三

順位 

家數 4 0 0 1 0 7 20 

百分比 12.5% 0% 0% 3.1% 0% 21.9% 62.5% 

合計 家數 19 17 3 7 4 25 20 

4.3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未來三年景氣預測與影響因素評估 

  對於未來三年之預測，主要區分為產業景氣預測及營業額成長預測兩種評

估。 

4.3.1 未來三年之景氣預測 

    產業景氣預測採保守、持平及樂觀三種衡量方式，藉由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

廠商之專業性評估，分別預測 108、109 及 110 三年之產業景氣狀況。 

    在回收之 32份問卷分析中顯示，108年有 12家廠商採保守預估（占 37.5%）、

15 家廠商採持平預估（占 46.9%）、對於景氣預估則僅有 5 家廠商樂觀看待。109

年則有 9 家廠商保守看待（28.1%）、14 家（43.8%）廠商認為景氣將維持平穩狀

態、而樂觀看待之廠商增加了 4 家，來到 9 家（占 28.1%）。110 年在認為景氣狀

態為保守之廠商依然維持 9 家（28.1%），但是原本認為持平的 2 家廠商的看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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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向樂觀。透過數據的研判，雖然多數廠商採持平之景氣預估，但是依然可推估

未來三年產業景氣狀況呈逐年欒觀之傾向。 

表 4.43 未來三年景氣推估（n = 32）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保守 37.5% 28.1% 28.1% 

持平 46.9% 43.8% 37.5% 

樂觀 15.6% 28.1% 34.4% 

4.3.2 未來三年營業額成長率預估 

    就未來三年營業額成長率來看，32 家的廠商分別表述如下： 

1. 108 年有 10 家（31.3%）廠商認為將持平（0 成長）；而其他 12 家（37.5%）

認為會有 2%～33%的成長，平均成長率為 8.47%（n = 32）。其中以 10%的成

長為最多（7 家，58.3%）、其次為 20%的成長（5 家，41.7%）。 

2. 109 年也是 10 家（31.3%）廠商認為持平（0 成長）；其他 12 家（37.5%）的

預估成長率從 108 年 2%～33%之範圍變成 2%～35%，而平均預估成長率則

為 9.41%（n = 32），上升了 0.94%。 

3. 110 年同 108、109 一樣，有 10 家（31.3%）廠商認為維持 0 成長，而成長

率的範圍也維持在 2%～35%，但是平均之預估成長率則再度上升，來到了

10.12%（n = 32），再度上升了 0.71%。 

  由數據來推算，本研究推估未來三年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營業額成長

率將呈逐年樂觀之趨勢，逐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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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未來三年營業額成長率推估（n = 32）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成長率範圍 0% ~ 33% 0% ~ 35% 0% ~ 35% 

平均成長率 8.47% 9.41% 10.12% 

平均成長率與前

一年比較 
── 0.94% 0.71% 

4.3.3 產業景氣影響因子對未來三年產業景氣之影響預估 

   在產業景氣影響因子的影響預估上，本研究將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之影響因

子分為：全球經濟趨勢（例如新興市場持續成長）、全球社會趨勢（例如畜牧科

技化；環保減碳等）、國內社會環境變遷（例如老年化、少子化等）、政策影響

（例如新南向政策等）、地利位置（例如氣候、地理交通等）、國外技術引進或

國內研發技術突破、異業結合（例如跨領域研發合作等）、人力資源、市場通路

（含國、內外）、外國設備進口、二手設備市場等 11 項因子。在影響程度的級

距尺度使用上，本研究所採為 -3、 -2、 -1、 0、 1、 2、 3，其中 -3 為最高

負影響，反之 3 為最高正影響；+ 表正影響；- 表示負影響；若認為該因子不是

主要影響因子則該因子之欄位可不填。 

    就 108 年廠商對各因子的景氣影響評估，除了全球社會趨勢外，各項因子都

有超過 50%的廠商認為影響不大（0）。超過 40%以上的廠商認為有影響的因子

有：全球社會趨勢（56%）有 2 家認為有負面影響，其中｢較負面影響｣（-2）有

1 家、｢負面影響｣（-1）有 1 家；反之認為有正面影響的有 16 家，其中｢正面影

響｣（1）有 10 家、｢較正面影響｣（2）有 4 家、｢極具正面影響｣有 2 家。外國設

備進口（50%）有 5 家認為負面影響，其中｢嚴重負面影響｣（-3）有 2 家、｢負面

影響｣有 3 家；反之認為有正面影響的有 11 家，其中｢正面影響｣（1）有 7 家、｢

較正面影響｣（2）有 4 家。其餘如全球經濟趨勢（47%）認為具負面影響有 3 家、

具正面影響有 12 家; 國外技術引進或國內研發技術突破（47%）認為具負面影響

有 0 家、具正面影響有 15 家。政策影響（44%）認為具負面影響有 4 家、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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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響有 10 家；國內社會環境變遷（41%）認為具負面影響有 6 家、具正面影

響有 7 家；市場通路（含國、內外）（41%）認為具負面影響有 2 家、具正面影

響有 9 家。 

表 4.45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景氣影響因子及其影響程度（n = 32，複選） 

               程度 

         項目 

108 年度（次數） 

-3 -2 -1 0 +1 +2 +3 

全球經濟趨勢 1 0 2 17 9 3 0 

全球社會趨勢 0 1 1 14 10 4 2 

國內社會環境變遷 3 0 3 19 5 2 0 

政策影響 0 3 1 18 7 2 1 

地利位置 1 0 2 22 5 1 1 

國外技術引進或國內研發技術突破 0 0 0 17 10 4 1 

異業結合 0 0 0 20 7 5 0 

人力資源 3 1 1 20 6 0 1 

市場通路（含國、內外） 0 0 2 19 7 3 1 

外國設備進口 2 0 3 16 7 4 0 

二手設備市場 1 0 0 26 3 2 0 

其他－中美國際情勢 0 0 0 0 1 0 0 

    就 109 年廠商對各因子的景氣影響評估，在二手設備市場（78%）、地利位

置（63%）及人力資源（63%）三項有超過 60%的廠商認為影響不大（0），而異

業結合（53%）及國內社會環境變遷（53%）二項則有超過 5 成的廠商認為影響

不大（0）。其餘各項因子則都是有超過 50%的廠商認為有影響。這些廠商認為

有影響的因子有：全球社會趨勢（72%）有 2 家認為有負面影響，其中｢較負面

影響｣（-2）有 1 家、｢負面影響｣（-1）有 1 家；反之認為有正面影響的有 21 家，

其中｢正面影響｣（1）有 13 家、｢較正面影響｣（2）有 5 家、｢極具正面影響｣有

3 家。外國設備進口（66%）有 9 家認為負面影響，其中｢嚴重負面影響｣（-3）

有 5 家、｢負面影響｣有 4 家；反之認為有正面影響的有 12 家，其中｢正面影響｣

（1）有 8 家、｢較正面影響｣（2）有 3 家、｢極具正面影響｣有 1 家。政策影響（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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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 家認為有負面影響，其中｢較負面影響｣（-2）有 3 家、｢負面影響｣（-1）有

1 家；反之認為有正面影響的有 15 家，其中｢正面影響｣（1）有 12 家、｢較正面

影響｣（2）有 2 家、｢極具正面影響｣（3）有 1 家。其餘如全球經濟趨勢（56%）

認為具負面影響有 3 家、具正面影響有 15 家； 國外技術引進或國內研發技術突

破（56%）認為具負面影響有 1 家、具正面影響有 17 家。市場通路（含國、內

外）（56%）認為具負面影響有 2 家、具正面影響有 15 家。  

表 4.46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景氣影響因子及其影響程度（n = 32，複選） 

               程度 

         項目 

109 年度（次數） 

-3 -2 -1 0 +1 +2 +3 

全球經濟趨勢 0 2 1 14 12 3 0 

全球社會趨勢 0 1 1 9 13 5 3 

國內社會環境變遷 3 0 4 17 6 1 1 

政策影響 0 3 1 13 12 2 1 

地利位置 1 0 2 22 5 1 1 

國外技術引進或國內研發技術突破 1 0 0 14 10 5 2 

異業結合 0 0 0 17 10 3 2 

人力資源 4 1 0 20 6 0 1 

市場通路（含國、內外） 1 0 1 14 12 3 1 

外國設備進口 5 0 4 11 8 3 1 

二手設備市場 2 0 0 25 3 1 1 

其他－中美國際情勢（n = 1） 0 0 0 0 1 0 0 

  就 110 年廠商對各因子的景氣影響評估，二手設備市場（75%）、地利位

置（69%）、人力資源（63%）、國內社會環境變遷（56%）、異業結合（50%）

各有超過半數的廠商認為影響不大（0）外，其餘各項因子都有超過 50%的廠商

認為有影響。這些廠商認為有影響的因子有：全球社會趨勢（72%）有 2 家認為

有負面影響，其中｢較負面影響｣（-2）有 1 家、｢負面影響｣（-1）有 1 家；反之

認為有正面影響的有 21 家，其中｢正面影響｣（1）有 13 家、｢較正面影響｣（2）

有 4 家、｢極具正面影響｣（3）有 4 家。外國設備進口（72%）有 9 家認為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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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其中｢嚴重負面影響｣（-3）有 5 家、｢較負面影響｣（-2）有 1 家、｢負面

影響｣（-1）有 3 家；反之認為有正面影響的有 14 家，其中｢正面影響｣（1）有 8

家、｢較正面影響｣（2）有 5 家、｢極具正面影響｣（3）有 1 家。政策影響（59%）

有 4 家認為有負面影響，其中｢較負面影響｣（-2）有 2 家、｢負面影響｣（-1）有

2 家；反之認為有正面影響的有 15 家，其中｢正面影響｣（1）有 12 家、｢較正面

影響｣（2）有 2 家、｢極具正面影響｣（3）有 1 家。市場通路（含國、內外）（59%）

有 2 家認為有負面影響，其中｢嚴重負面影響｣（-3）有 1 家、｢負面影響｣（-1）

有 1 家；反之認為有正面影響的廠商有 17 家，其中｢正面影響｣（1）有 13 家、｢

較具正面影響｣（2）有 3 家、｢極具正面影響｣（3）有 1 家。其餘如國外技術引

進或國內研發技術突破（56%）認為負面影響有 1 家、具正面影響有 17 家；全

球經濟趨勢（55%）認為具負面影響有 3 家、具正面影響有 15 家。 

表 4.47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景氣影響因子及其影響程度（n = 32，複選） 

               程度 

         項目 

110 年度（次數） 

-3 -2 -1 0 +1 +2 +3 

全球經濟趨勢 1 0 2 14 11 4 0 

全球社會趨勢 0 1 1 9 13 4 4 

國內社會環境變遷 3 0 4 18 4 2 1 

政策影響 0 2 2 13 12 2 1 

地利位置 1 0 2 22 5 1 1 

國外技術引進或國內研發技術突破 1 0 0 14 10 5 2 

異業結合 0 0 0 16 11 3 2 

人力資源 5 0 0 20 5 1 1 

市場通路（含國、內外） 1 0 1 13 13 3 1 

外國設備進口 5 1 3 9 8 5 1 

二手設備市場 2 0 0 24 3 2 1 

其他－中美國際情勢（n = 1） 0 0 0 0 1 0 0 

  藉由 32 份有效問卷分析，在未來三年（108、109、110）景氣受景氣因子的

影響之預測中，整體而言認為有影響的廠商在比例上皆認為這些因子都是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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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大於負向影響，但是就產業鏈位置的不同所產生的看法也就不同，例如，在景

氣因子如｢外國設備進口｣及｢二手設備市場｣，很明顯的通路商對此二項因子偏向

為負向影響的比例較高。總體來看，國內社會環境變遷、人力資源及外國設備進

口等三項因子存在於較高比例的負面影響因素；反之國外技術引進或國內研發技

術突破、異業結合、全球社會趨勢、國內外市場通路、全球經濟趨勢及政策影響

存在於較高比例的正向影響因素。 

4.3.4 政策建議 

    關於政策需求及建議調查，本研究將之區分為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相關培訓

課程需求及政府產業人力政策需求。 

一、 畜牧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才培訓課程需求 

  關於政府/學術機構可辦理哪些培訓課程，以提高畜牧科技化設施設備廠商

提高人才的選、用、育、留，各廠商根據需求分別在研發、製造、品管、安裝維

修及保養、行政、法規及銷售等七個職務面向採複選題方式填答。下列根據填答

結果分各別職務類別進行說明： 

1. 研發類職務： 

  在本職務面向，培訓課程分為省能設備開發、電子情報監測處理、機器人動

力及控制、品質檢測技術、電動機設計與開發及其他項供廠商填寫。關於本類型

職務本次共有 14 家廠商填答，其中最多廠商選擇的培訓主題為省能設備開發

（64.3%），其次為電動機設計與開發（50%）及品質檢測技術（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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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 政府/學術單位辦理家畜設施設備人才培訓需求（複選） 

研發面（n = 14） 

培訓主題 
省能設備

開發 

電子情報

監測處理 

機器人動

力及控制 

品質檢測

技術 

電動機設

計與開發 

次數 9 4 5 7 7 

百分比 64.3% 28.6% 35.7% 50% 50% 

2. 製造類職務 

  在本職務面向，培訓課程分為量產技術、供應鏈 (產銷物流 )管理與問題解

決、家畜科技化設備效能評估檢測、技術之商品化與上市管理及其他項供廠商填

寫。關於本類型職務有 19 家廠商填答，其中最多廠商選擇的培訓主題為供應鏈 

(產銷物流 )管理與問題解決（68.4%），其次為量產技術（63.2%）及技術之商品

化與上市管理（63.2%） 

表 4.49 政府/學術單位辦理家畜設施設備人才培訓需求（複選） 

製造面（n = 19） 

培訓主題 量產技術 

供應鏈 (產銷

物流 )管理與

問題解決 

家畜科技化

設備效能評

估檢測 

技術之商品

化與上市管

理 

次數 12 13 5 12 

百分比 63.2% 68.4% 26.3% 63.2% 

3. 品管類職務 

    在本職務面向，培訓課程分為原物料品質管理、製程品質管理、成品品

質檢驗及其他項供廠商填寫。關於本類型職務有 14 家廠商填答，其中最多

廠商選擇的培訓主題為製程品質管理（64.3%）與成品品質檢驗（64.3%），

而原物料品質管理僅有 21.4%。 

 



 

- 116 - 

 

表 4.50 政府/學術單位辦理家畜設施設備人才培訓需求（複選） 

品管面（n = 14） 

培訓主題 原物料品質管理 製程品質管理 成品品質檢驗 

次數 3 9 9 

百分比 21.4% 64.3% 64.3% 

4. 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 

    在本職務面向，培訓課程分為家畜設備效能評估檢測、設備品質檢測技

術、顧客關係經營及其他項供廠商填寫。關於本類型職務有 23 家廠商填答，

其中最多廠商選擇的培訓主題為顧客關係經營（78.3%）與設備品質檢測技

術（65.2%），而家畜設備效能評估檢測僅有 43.5%。 

表 4.51 政府/學術單位辦理家畜設施設備人才培訓需求（複選） 

安裝、維修及保養面（n = 23） 

培訓主題 
家畜設備效能評

估檢測 

設備品質檢測技

術 
顧客關係經營 

次數 10 15 18 

百分比 43.5% 65.2% 78.3% 

5. 行政類職務 

    在本職務面向，培訓課程分為客服中心營運管理、財務規劃與管理、人

力資源管理及其他項供廠商填寫。關於本類型職務有 19 家廠商填答，其中

最多廠商選擇的培訓主題為財務規劃與管理（89.5%）與客服中心營運管理

（52.6%），而人力資源管理僅有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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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政府/學術單位辦理家畜設施設備人才培訓需求（複選） 

行政面（n = 19） 

培訓主題 客服中心營運管理 財務規劃與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次數 10 17 8 

百分比 52.6% 89.5% 42.1% 

6. 法規類職務 

    在本職務面向，培訓課程分為家畜科技化設備國際專利分析與申請、國

際行銷與談判、國際法規認證登記、家畜科技化設備安全管理法規及其他項

供廠商填寫。關於本類型職務，多數廠商似乎對此沒有興趣僅有 10 家廠商

填答，其中最多廠商選擇的培訓主題為國際法規認證登記（70%），其次為

家畜科技化設備國際專利分析與申請（50%）。至於國際行銷與談判僅 30%，

而家畜科技化設備安全管理法規更少，僅 10%而已。 

表 4.53 政府/學術單位辦理家畜設施設備人才培訓需求（複選） 

法規面（n = 10） 

培訓主題 

家畜科技

化設備國

際專利分

析與申請 

國際行銷與談

判 

國際法規認

證登記 

家畜科技化

設備安全管

理法規 

次數 5 3 7 1 

百分比 50% 30% 70% 10% 

7. 銷售類職務 

    本職務面向之培訓課程分為電子商務平台建置、市場行銷及拓展、行銷

與品牌經營、消費行為分析、市場調查及分析、國際經營管理策略及其他項

供廠商填寫。由填答廠商來看，銷售類職務和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在人

才培訓議題中受到最多廠商關心，二者都有 23 家廠商填答。在這 23 份的填

答問卷中最多廠商選擇的培訓主題為市場行銷及拓展（95.7%），其次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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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與品牌經營（69.7%）及電子商務平台建置（52.2%）。 

表 4.54 政府/學術單位辦理家畜設施設備人才培訓需求（複選） 

銷售面（n = 23） 

培訓主題 

電子商

務平台

建置 

市場行

銷及拓

展 

行銷與

品牌經

營 

消費行

為分析 

市場調

查及分

析 

國際經

營管理

策略 

次數 12 22 16 4 8 10 

百分比 52.2% 95.7% 69.7% 17.4% 34.8% 43.5% 

二、對政府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力政策之需求 

    在本研究之家畜科技化產業人才需求問卷中，提出了七項有助於提升本專業

人才質與量之方案。在 32 份的回收問卷中共有 30 家廠商回饋了他們的需求，經

過統計後，其中只有方案 1｢政府單位提供企業相關政策優惠｣被半數以上廠商

（71.9%）所認同，其餘的依序為｢政府舉辦產學間的交流活動｣（34.4%）、｢政

府舉辦跨領域人才培訓班｣（28.1%）、｢政府提供產學合作之管道與獎勵機制｣

（25%）、｢政府針對企業人才提供留學獎勵機制｣（18.8%）、｢產業人才投資方

案｣（18.8%）及｢政府協助企業延攬海外人才｣（12.5%）。以上排序反應出家畜

科技化設施設備廠商傾向於政府之優惠（在各相關政策上提供企業優惠，包含租

稅優惠等）措施，同時也認為可透過產學合作之獎勵機制來舉辦產學間的交流以

促進人才供給。並且藉由舉辦跨領域之人才培訓，提供人才教育訓練機制來促使

就業新血的投入，如此一來提高人才之量與質，為企業人才的選、用、育、留奠

定基礎，提高國入產業對外之競力。反之，對於留學獎勵機制及延攬海外人才的

需求則相對較低，這與前述之海外人才需求調查相吻合，僅研發類有較高比例（僅

占 40%）的需求，其餘類別職務的海外人才需求都相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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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5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對政府人力政策之需求（n = 32） 

政策項

目 

政府單

位提供

企業相

關政策

優惠 

政府協

助企業

延攬海

外人才 

政府提

供產學

合作之

管道與

獎勵機

制 

政府舉

辦產、

學間的

交流活

動 

政府舉

辦跨領

域人才

培訓班 

政府針

對企業

人才提

供留學

獎勵機

制 

產業人

才投資

方案 

次數 23 4 8 11 9 6 6 

百分比 71.9% 12.5% 25% 34.4% 28.1% 18.8%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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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才供給狀況分析 

    根據教育部統計簡訊第 75 號（民 106 年），隨著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及生產自

動化的推動，企業對於中高階人力的需求逐漸上升，加上學生及家長對升學之期

待，伴隨著技術學院改制科技大學的熱潮、科系與招生人數增多等影響，高職升

學率因而持續上升，從 76 年的不及 3%到 105 年的近 80%。而高中之升學率則來

到 105 年的 95.8%。由上述資料來看，不論是企業之所需或是就業人口之結構，

大學畢業生為科技自動化產業之主要人才來源。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大學動物科學、

畜產、生物科技與生物機電工程相關學系（教育部大學校院系所代碼：620201、

620202、620203、620204、620207 與 520239）作為人才供給調查對象。另外，

應屆畢業生為大學就業最主要之族群，因此本研究選定大四及碩二學生作為問卷

調查之主要對象。 

  在國內之大專院校中設有動物科學、畜產、生物科技與生物機電工程相關學

系之公、私立大學有七所，包括：國立台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私立東海大學及私立文化大學。誠如前述，

本次問卷調查發放首先由助理電話聯繫各系（所）辦公室，說明本次調查原委並

徵求同意。在各系（所）同意後再行詢問其系上大四生及碩二生人數，並且告知

問卷將於數日後連同邀請函及回郵信封一併寄達，望請全力協助。經過每週電話

跟催，於 11 月 12 日收到最後來自台大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的問卷後，宣告本

人才供給問卷回收完畢，共計回收 471 份有效問卷，隨後以 SPSS 12.0 統計軟體

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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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樣本基本資料 

 在471份有效問卷中，男性258人（占54.8%）與女性213人（占45.2%）（如

圖4.1），男性填答者的比例較女性填答者多了近10個百分比。其次在學制上，大

學生有408人，占了總樣本的86.6%；而碩士生只有63人，僅占總樣本的13.4%（如

圖4.2）。而在科系的分佈上大致可以分為｢生物機電工程｣與｢動物科學、畜產及

生物科技相關｣兩大類，其中｢動物科學、畜產及生物科技相關｣學系有318人（占

67.5%），相較於｢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的153人（占32.5%），比例約為2：1（如圖

4.3）。在目前所具有的知識技能（表4.1）上，選擇生物化學的有309人（65.6%）、

機械工程有98人（20.8%）、電子電機82人（17.4%）、感測原理65人（13.8%）、機

電工程106人（22.5%）、環控農業29人（6.2%）、生物微機電29人（6.2%）、其

他技能44人（9.3%，所含知識技能包括：動物管理、動物科學、畜產品加工、飼

料學、畜產技術、畜產養殖與管理、乳品加工、微生物學、機械加工、農業機械、

生物電機、農機修護、程式語言、汔油壓工程及製圖）。其中，｢動物科學、畜

產及生物科技相關｣學系的學生所具備的技能以生物化學居多；而｢生物機電工程

｣學系則以機電工程及機械工程為多。顯示此兩大類學系中學生主要核心能力有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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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樣本性別比例 

  

圖 5.2 樣本學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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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樣本科系比例 

表 5.1 目前具有的知識技能（複選） 

 具有的知識技能（n = 471） 

項目 
生物

化學 

機械

工程

學 

電子

電機

學 

感測

原理

學 

機械

工程

學 

環控

農業

工程 

生物

微機

電 

其他 

計次 309 97 82 65 106 29 29 44 

百分比 65.5% 20.8% 17.4% 13.8% 22.5% 6.2% 6.2% 9.3% 

5.2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就業意願 

     在 471 份學生樣本中，有意願投身於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者有 226 人

（48%）；241 人（51.2%）表明不願意投入該產業（表 5.2）；另外有 4 人表示無

法明確當下尚無法做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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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就業意願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就業意願（n = 471） 

項目 願意 不願意 其他 

次數 226 241 4 

百分比 48.0% 51.2% 0.8% 

    其次我們以科系類別來分析學生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的就業意願

發現，動物科學、畜產及生物科技相關學系之學生投入意願較高（54.72%）相較

於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願意投身的學生（33.99%）高出了近 21 個百分點（表 5.3）。 

表 5.3 系所別之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就業意願 

 項目 願意 不願意 其他 合計 

動物科

學、畜產及

生物科技

相關學系 

次數 174 142 2 318 

百分比 54.72% 44.65% 0.63% 100% 

生物機電

工程學系 

次數 52 99 2 153 

百分比 33.99% 64.71% 1.31% 100% 

    再者以性別來分析學生投身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的就業意願發現，男、

女學生之就業意願比例類似，差異不大（如表 4.4）。 

表 5.4 性別之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就業意願 

 項目 願意 不願意 其他 合計 

男 
次數 123 132 3 258 

百分比 47.68% 51.16% 1.16% 100% 

女 
次數 103 109 1 153 

百分比 48.36% 51.17% 0.47% 100% 

    最後我們以學制來分析學士與碩士生投身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的就業

意願發現，碩士生（50.79%）的投入意願比例上比學士生（47.55%）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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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學制別之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就業意願 

 項目 願意 不願意 其他 合計 

學士生 
次數 194 211 3 408 

百分比 47.55% 51.72% 0.73% 100% 

碩士生 
次數 32 30 1 63 

百分比 50.79% 47.62% 1.59% 100% 

5.3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就業傾向 

5.3.1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中有意投身之職業類型 

    就前所述，願意投身於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學生有 226 人，而在這

226 人中，最想投入的職業類型為研發類，共有 139 人，占願意投入該產業人數

的 61.50%。其次為品管人員 105 人（46.46%）、製造類 102 人（45.12%）、行

政人員 65 人（28.76%）、行銷企劃 50 人（22.12）、維修保養人員 41 人（18.14%）、

銷售服務人員 37 人（16.37%）、法規智財人員 17 人（7.52%）及其他（牧場現

場人員、不知）10 人（4.42%）。詳見表 5.6。 

表 5.6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有意投身職業類型（複選） 

職業類型 （n = 226） 

項目 研發 製造 品管 維修 行政 法規 行銷 銷售 其他 

次數 139 102 105 41 65 17 50 37 10 

百分

比 
61.5% 45.12% 46.46% 18.14% 28.79% 7.52% 22.12% 16.37% 4.42% 

  另外，本研究就性別、學制及科系類別三項，個別與有意投身的職業類型做

交叉分析發現（如表 5.7～5.9）： 

1. 性別，指的是在有意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中的男、女性，其願意

投身於某一職業類型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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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願意投身某職業類型人數

性別願意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數
× 100% 

    男性有意投身職業類別的比例為：研發 64.22%、製造 47.96%、品管

47.15%、維修 24.39%、行政 21.14%、法規 8.94%、行銷 19.51%、銷售 17.89%、

其他 4.07%；女性有意投身職業類別的比例為：研發 58.25%、製造 41.75%、

品管 45.63%、維修 10.68%、行政 37.86%、法規 5.83%、行銷 25.24%、銷售

14.56%、其他 4.85%。 

2. 學制，指的是在有意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中的學士、碩士，其願

意投身於某一職業類型的比例： 

某學制願意投身某職業類型人數

某學制願意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數
× 100% 

    大學生有意投身職業類別的比例為：研發 58.76%、製造 44.33%、品管

47.94%、維修 19.59%、行政 30.93%、法規 7.22%、行銷 23.20%、銷售 15.98%、

其他 4.12%；碩士生有意投身職業類別的比例為：研發 78.13%、製造 50%、

品管 37.50%、維修 9.38%、行政 15.63%、法規 9.38%、行銷 15.63%、銷售

18.75%、其他 6.25%。 

3. 科系類別，指的是本研究兩個採樣系（所）類別中有意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

施設備產業的學生，其和類別願意投身於某一職業類型的比例： 

各科系類别願意投身某職業類型人數

各科系類別願意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數
× 100% 

    在所搜集的樣本中，｢動物科學、畜產及生物科技相關｣學系的學生有意

投身職業類別的比例為：研發 55.75%、製造40.23%、品管 48.28%、維修 13.22%、

行政 32.76%、法規 6.90%、行銷 24.14%、銷售 18.38%、其他 5.17%；而｢生

物機電工程｣學系的學生有意投身職業類別的比例為：研發 80.77%、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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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4%、品管 40.38%、維修 34.62%、行政 15.38%、法規 9.62%、行銷 15.38%、

銷售 9.62%、其他 1.92%。 

 

表 5.7 男、女有意投身的職業類型（複選） 

職業類型 （n = 226） 

 

項

目 研發 製造 品管 維修 行政 法規 行銷 銷售 其他 

男 

次

數 
79 59 58 30 26 11 24 22 5 

% 64.22% 47.96% 47.15% 24.39% 21.14% 8.94% 19.51% 17.89% 4.07% 

女 

次

數 
60 43 47 11 39 6 26 15 5 

% 43.17% 41.75% 45.63% 10.68% 37.86% 5.83% 25.24% 14.56% 4.85% 

 

 

表 5.8 學制別有意投身的職業類型（複選） 

職業類型 （n = 226） 

 

項

目 
研發 製造 品管 維修 行政 法規 行銷 銷售 其他 

大

學 

次

數 
114 86 93 38 60 14 45 31 8 

% 58.76% 44.33% 47.94% 19.59% 30.93% 7.22% 23.20% 15.98% 4.12% 

碩

士 

次

數 
25 16 12 3 5 3 5 6 2 

% 78.13% 50% 37.50% 9.38% 15.63% 9.38% 15.63% 18.75%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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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科系類別有意投身的職業類型（複選） 

職業類型 （n = 226） 

 

項

目 
研發 製造 品管 維修 行政 法規 行銷 銷售 其他 

動

科 

次

數 
97 70 84 23 57 12 42 32 9 

% 64.22% 47.96% 47.15% 24.39% 21.14% 8.94% 19.51% 17.89% 4.07% 

生

機 

次

數 
42 32 21 18 8 5 8 5 1 

% 80.77% 61.54% 40.38% 34.62% 15.38% 9.62% 15.38% 9.62% 1.92% 

5.3.2 有意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理由 

    在未來有意願投身於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的 226 位學生中，對於願意投

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的理由以產業熟悉度最高（52.21%），其次是產業發

展前景（42.48%）與本身技能因素（38.94%）。其他理由之次數與比例表列於表

5.10。 

表 5.10 有意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理由（複選） 

 投入理由（n = 226） 

項

目 

產

業

熟

悉

度 

職

缺

訊

息 

工

作

地

點 

薪

資

福

利 

企

業

制

度

完

善

性 

產

業

發

展

前

景 

工

作

成

就

感 

本

身

技

能

因

素 

家

庭

因

素 

個

人

生

涯

規

劃 

企

業

／

產

業

人

才

培

育

計

劃 

其

他 

次

數 
118 33 31 82 33 96 72 88 16 44 18 2 

% 52.21 14.60 13.72 36.28 14.60 42.48 31.86 38.94 7.08 19.47 7.96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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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另外就性別、學制及科系類別三項，個別與所有有意願投入家畜科技

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理由做交叉分析發現（如表 5.11～5.13）： 

1. 在性別的分析上，產業熟悉度這個投入理由，在有意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

設備產業之男性學生樣本，為最多人考量的理由（52.03%）；其次為本身技

能因素（43.08%）、薪資福利因素（35.77%）、產業發展前景（34.15%）、個

人生涯規劃（30.75%）。這 5 項理由都有 30%以上有意願投入該產業之男性

樣本以之為考量原因。而在女性方面，最多人考量的理由同樣也是產業熟悉

度（52.43%），與男性樣本差異不大。但是在其他 30%以上的考量理由排序

就有所差異，依次為產業發展前景（52.43%）、薪資福利因素（36.89%）、本

身技能因素（35.98%）、成就感（35.92%）。 

2. 在學制的分析上，最多意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大學生重視的理

由（超過 30%以上）依序為產業發展前景（91.49%）、產業熟悉度（50.52%）、

薪資福利因素（38.66%）及本身技能因素（37.63%）。而在碩士生方面，最

多人考量的理由則為產業熟悉度（62.5%）。在其他 30%以上的考量理由排序

則依次為本身技能因素（46.88%）、產業發展前景（31.25%）。 

3. 最後在科系別的分析上，在有意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動物科

學、畜產及生物科技相關｣學系樣本，對產業的熟悉度為最多人考量的理由

（53.45%）；其次為產業發展前景（45.98%）、薪資福利因素（38.78%）、本

身技能因素（37.36%）、工作成就感（33.91%）。而在｢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方

面，所有的理由都不超過 30%，最高的產業熟悉度也不過 17.61%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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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有意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理由（以性別做交叉分析、複選） 

 投入理由（n = 226） 

項目 

產業

熟悉

度 

職缺

訊息 

工作

地點 

薪資

福利 

企業

制度

完善

性 

產業

發展

前景 

工作

成就

感 

本身

技能

因素 

家庭

因素 

個人

生涯

規劃 

企業

／產

業人

才培

育計

劃 

其他 

男 

次 

數 
64 21 16 44 16 42 35 53 10 25 9 1 

% 52.03 17.07 13.01 35.77 13.01 34.15 28.46 43.08 8.13 30.75 7.31 0.81 

女 

次

數 
54 12 15 38 17 54 37 35 6 19 9 1 

% 52.43 11.65 14.56 36.89 16.50 52.43 35.92 35.98 5.83 18.45 8.74 0.97 

表 5.12 有意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理由（以學制做交叉分析、複選） 

 投入理由（n = 226） 

項目 

產業

熟悉

度 

職缺

訊息 

工作

地點 

薪資

福利 

企業

制度

完善

性 

產業

發展

前景 

工作

成就

感 

本身

技能

因素 

家庭

因素 

個人

生涯

規劃 

企業

／產

業人

才培

育計

劃 

其他 

大

學 

次 

數 
98 31 28 75 30 86 66 73 14 36 13 1 

% 50.52 15.98 14.33 38.66 15.46 91.49 28.46 37.63 7.22 18.56 6.7 0.52 

研

究

所 

次

數 
20 2 3 7 3 10 6 15 2 8 5 1 

% 62.5 6.25 9.38 21.88 9.38 31.25 18.75 46.88 6.25 25 15.6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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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有意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理由（以科系做交叉分析、複選） 

 投入理由（n = 226） 

項目 

產業

熟悉

度 

職缺

訊息 

工作

地點 

薪資

福利 

企業

制度

完善

性 

產業

發展

前景 

工作

成就

感 

本身

技能

因素 

家庭

因素 

個人

生涯

規劃 

企業

／產

業人

才培

育計

劃 

其他 

動

科 

次 

數 
93 23 24 64 26 80 59 65 9 37 14 1 

% 53.45 13.22 13.79 38.78 14.94 45.98 33.91 37.36 5.17 21.26 8.05 0.57 

生

機 

次

數 
25 10 7 18 7 16 13 23 7 7 4 1 

% 48.08 19.23 13.46 34.62 13.46 30.77 25 44.23 13.46 13.46 7.69 1.92 

5.4 其他產業就業傾向 

  在所有的 471 位學生樣本中，有 241 人（占 51.2%）不願意投身於家畜科技

化設施設備產業，而在這些人之中又有 5 位在未來意向中不願表態。因此在隨後

的分析中將以 236 份表態之樣本做深入分析。 

5.4.1 升學/投入其他產業比例 

    在 236 份不願意投身於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的樣本中，117 位學生

（49.6%）表示將繼續升學，其中有 85.56%表示將繼續進修相關科系。另外有 119

份樣本（50.4%）表示將投入其他產業。這些｢其他產業｣包括：畜牧養殖（17 人）、

公職（10 人）、生技醫藥（6 人）、機械相關（4 人）、服務業（4 人）、乳品加工

（4 人）、餐飲業（3 人）、機電相關（3 人）、科技業（2 人）、花藝（2 人）、補

教業、動物園、金融業、休閒牧場、觀光業、農業機械、酪農、AI、食品加工、

野保中心、飼料研究、藥用植物、車輛工程、非畜牧相關。顯示學生之就業目標

相當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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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升學及投入其他產業之比例 （n = 241） 

項目 繼續進修 投入其他產業 其他 

次數 117 119 5 

百分比 48.55% 49.38% 2.28% 

5.4.2 不願投身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理由 

    在不願投身於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的 236 位學生中，對於不願意投入家

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的理由以對產業不熟悉最高（41.95%），其次是本身技能

不相符（38.98%）與自我生涯規劃（34.75%）。其他理由之次數與比例表列於表

5.15。 

表 5.15 不願意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理由（複選） 

 不願投入理由（n = 236） 

項

目 

產

業

不

熟

悉 

職

缺

訊

息

不

足 

工

作

地

點 

薪

資

福

利 

企

業

制

度

完

善

性 

產

業

發

展

前

景 

工

作

成

就

感 

本

身

技

能

不

符 

家

庭

因

素 

個

人

生

涯

規

劃 

企

業

／

產

業

人

才

培

育

計

劃 

其

他 

次

數 
99 34 37 44 26 38 43 92 24 82 5 14 

% 41.95 14.41 15.68 18.64 11.01 16.10 18.22 38.98 10.17 34.75 2.12 5.93 

    本研究另外就性別、學制及科系類別三項，個別與所有不願投入家畜科技化

設施設備產業之理由做交叉分析發現（如表 5.16～5.18）： 

1. 在性別的分析上，產業不熟悉這個理由，在不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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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男性學生樣本，為最多人考量的理由（41.67%）；其次為本身技能不符

（37.12%）、個人生涯規劃（33.33%）。這 3 項理由都有 30%以上不願投入該

產業之男性樣本以之為考量原因。而在女性方面，最多人考量的理由同樣也

是產業熟悉度（40.37%）。在其他 30%以上的考量理由尚有本身技能不符

（39.45%）、個人生涯規劃（34.86%）。 

2. 在學制的分析上，最多不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大學生重視的理

由（超過 30%以上）依序為產業不熟悉度（41.71%）、本身技能不符（37.91%）、

生涯規劃（33.65%）。而在碩士生方面，最多人考量的理由則為薪資福利因

素（40%）與本身技能不符（40%）。在其他 30%以上的考量理由排序則依次

為產業不熟悉（36.67%）、個人生涯規劃（36.67%）。 

3. 最後在科系別的分析上，在不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動物科學、

畜產及生物科技相關｣學系樣本，對產業的不熟悉為最多人考量的理由

（42.96%）；其次為本身技能不符（38.03%）、個人生涯規劃（34.51%）。而

在｢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方面，同樣是對產業的不熟悉為最多人考量的理由

（38.38%）與本身技能不符（38.38%），其次則為個人生涯規劃（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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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不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理由（以性別做交叉分析）（複選） 

 投入理由（n = 236） 

項目 

產業

不熟

悉 

職缺

訊息

不足 

工作

地點 

薪資

福利 

企業

制度

完善

性 

產業

發展

前景 

工作

成就

感 

本身

技能

因素 

家庭

因素 

個人

生涯

規劃 

企業

／產

業人

才培

育計

劃 

其他 

男 

次 

數 
55 20 21 32 21 24 25 49 15 44 3 4 

% 41.67 15.15 15.91 24.24 15.91 18.18 88.94 37.12 11.36 33.33 2.27 3.03 

女 

次

數 
44 14 16 12 5 14 18 43 9 38 2 10 

% 40.37 12.84 14.68 11.01 4.59 12.84 16.51 39.45 8.26 34.86 1.83 9.17 

表 5.17 不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理由（以學制做交叉分析）（複選） 

 投入理由（n = 236） 

項目 

產業

不熟

悉 

職缺

訊息

不足 

工作

地點 

薪資

福利 

企業

制度

完善

性 

產業

發展

前景 

工作

成就

感 

本身

技能

因素 

家庭

因素 

個人

生涯

規劃 

企業

／產

業人

才培

育計

劃 

其他 

大

學 

次 

數 
88 32 35 32 21 33 39 80 23 71 5 14 

% 41.71 15.17 16.59 15.17 9.95 15.64 18.48 37.91 10.90 33.65 2.37 6.64 

研

究

所 

次

數 
11 2 3 12 5 5 4 12 1 11 0 0 

% 36.67 6.67 9.38 40 16.67 16.67 13.33 40 3.33 36.6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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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8 不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理由（以科系做交叉分析）（複選） 

 投入理由（n = 236） 

項目 

產業

不熟

悉 

職缺

訊息

不足 

工作

地點 

薪資

福利 

企業

制度

完善

性 

產業

發展

前景 

工作

成就

感 

本身

技能

因素 

家庭

因素 

個人

生涯

規劃 

企業

／產

業人

才培

育計

劃 

其他 

動

科 

次 

數 
61 17 24 18 12 14 24 54 14 49 3 10 

% 42.96 11.97 16.90 12.68 8.45 9.86 16.90 38.03 9.86 34.51 2.11 7.04 

生

機 

次

數 
38 17 13 26 14 24 19 38 10 33 2 4 

% 38.38 17.17 13.13 26.26 14.14 24.24 19.19 38.38 10.10 33.33 2.02 4.04 

5.5 政策建議 

5.5.1 畜牧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才培訓課程建議 

    關於除一般專業知識外，政府/學術機構可辦理哪些培育課程以助於未來學

生進入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問卷填答勾選比例超過 5 成者（半數以上贊同）的

項目包括有：品質檢測技術（55.4）、供應鏈（產銷物流）管理與問題解決（55%）、

原物料品質管理（60.5%）、製程品質管理（64.8%）、成品品質檢驗（53.7%）、

設備效能評估檢測（59.7%）、設備國際專利分析與申請（58%）、國際法規認

證登記（50.1%）、設備安全管理法規（52%）、電子商務平台建置（50.7%）、

市場行銷及拓展（53.9%）、市場調查及分析（56.7%）。所有培訓課程贊同人數

與比例表列於表 5.19，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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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各職類型之建議培訓課程（複選）（n = 471） 

研發類 

項目 
省能畜牧備開

發 

電子情報監測

處理 
品質檢測技術 

機器人動力及

控制 

次數 221 201 261 222 

百分比 46.9% 42,7% 55.4% 47.1% 

製造類 

項目 
量產技

術 

供應鏈（產銷物流）管

理與問題解決 

畜牧設備效能

評估 

技術商品化與

上市管理 

次數 190 259 180 217 

百分比 40.3% 55% 38.2% 46.1% 

品管類 

項目 原物料品質管理 製程品質管理 成品品質管理 

次數 285 305 253 

百分比 60.5% 64.8% 53.7% 

維修保養類 

項目 畜牧設備效能檢測 顧客關係經營 

次數 281 219 

百分比 59.7% 46.5% 

表 5.19 各職類型之建議培訓課程（複選）（n = 471）（續） 

行政類 

項目 客服中心營運管理 財務規劃與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次數 191 232 209 

百分比 40.6% 49.3% 44.4% 

法規智財人員 

項目 
國際專利分析

與申請 

國際行銷與談

判 

國際法規認證

登記 

畜牧設備安全

管理法規 

次數 273 205 236 245 

百分比 58% 43.5% 50.1% 52% 

銷售類型 

項目 
電子商務平

台建置 

市場行銷

與拓展 

行銷與品

牌經營 

消費行為

分析 

市場調查

分析 

經營管理

策略 

次數 239 254 209 214 267 198 

百分比 50.7% 53.9% 44.4% 45.4% 56.7%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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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有助學生進入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之方案 

    表 5.20 有助學生未來投身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之方案 

 建議之方案（n = 471） 

項目 

引入業

界專家

作為師

資，開設

實務課

程降低

學用落

差 

舉辦學

生校外

觀摩課

程，增

加產業

熟悉度 

開設實

習管道

與機

會，增

加工作

相關經

驗 

開設畜

牧科技

自動化

學分

班，學

習產業

所需技

能 

增加產

學合作

管道，

以鼓勵

人才進

入產業 

提供國

際企業

觀摩

會，增

加視野

與了解

產業前

景 

邀請國

際具產

業能力

師資來

台演講

授課，

促進技

術交流 

次數 289 274 327 222 309 242 180 

百分比 61.4% 58.2% 69.4% 47.1% 65.6% 51.4% 38.2% 

    在本研究之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人才供給問卷中，提出七項有助學生進入畜

牧科技自動化產業之方案。在經過統計後，有三項方案被多數學生（60%以上）

所認同，包括｢開設實習管道與機會，增加工作相關經驗｣（占 69.4%）、｢增加

產學合作管道，以鼓勵人才進入產業｣（占 65.6%）、｢引入業界專家作為師資，

開設實務課程降低學用落差｣（占 61.4%）。根據學生認可的的重要性排序，將

可做為相關部會之施政輕重緩急之參考（見表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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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議與結論 

6.1 討論 

    就本研究第一章所言，本研究的具體研究課題為：1. 調查家畜產業科技化

設施設備使用之現況、2. 分析家畜產業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發展趨勢、3. 分

析家畜產業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人才供需景氣情勢、4. 進行家畜產業科技化

設施設備產業人才之供給及需求推估。而為了這些研究課題，本研究從研發到銷

售、安裝及維修，針對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在不同階段的不同人力需求，藉

由三份問卷來進行資料搜集，第一份問卷針對了各類家畜（豬、牛、羊、鹿）牧

場主做為對象，期能瞭解家畜牧場科技化設施設備之導入、使用現況及人力需求。

第二份問卷針對畜牧設施設備廠商為採樣對象，調查該產業之產業現況、未來三

年景氣預估及未來三年人力需求情形，進而針對相關人才之選、用、育、留等職

能發展做進一步瞭解，將作為新農業之科技人才培育之參考與策略規劃之基礎。

最後，第三份問卷則針對國內 12 所著名大學之生物產業機電相關學系及生物科

技與動物科學相關學系發放問卷，為的是瞭解應屆畢業生之畜產科技設施設備產

業就業意願與就業傾向，以做為政府擬定產業人才缺口因應對策時之參考依據。 

6.1.1 家畜產業之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使用及人力需求現況（含產業景氣推估） 

一、家畜飼養場科技化設備相關人力之現況及需求 

    在瞭解科技化設施設備使用現況之前，先來看看家畜飼養場之人力結構現況：

在自家工的比例上，在 532 家飼養場樣本中，僅有 6 家沒有自家工，即自家工比

例調逹 98.9%。自家工人數合計有 1613 人，其中男、女自家工的比例上，男性

1055 人（65.4%）、女性 558 人（34.6%）。而在僱工上，常僱工人數有 302 人，

其中男 208 人（68.9%）、女性 94 人（31.1%）；臨時工有 59 人，其中男性 38

人（64.4%）、女性 21 人（35.6%）。總計僱工人數有 361 人。由數據看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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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飼養場自家工的比例高達 81.7%，如果就像許多畜牧場的回饋：家中年輕人不

願意接手牧場工作的話，在目前多數家畜牧場反應招工困難的情況下，我國的家

畜產業可能在未來面臨人力嚴重不足進而產生產業大危機，相關單位不能不重

視。 

  科技化設備相關人力之現況方面：在科技化設施設備相關之工作職缺的缺工

比例上，僅有 26 場表示缺工（僅占 4.9%）。其中缺研發人員的僅 1 場（2000 - 4999

頭之養豬大場）、缺設備操作人員的場共有 23 家、缺設備維護及修繕人員的有

20 家。但是在這些有科技化設備相關職缺的飼養場中，特別要注意的是，絶大

多數的職缺設計，所針對的是｢全場所有設備｣及｢兼飼養工作｣。這代表的內涵可

能只是要找會操作或維修的飼養人員，而不是科技化設備專業人員。 

    對於不缺科技化設施設備人力的牧場而言，其不缺的原因主要是自家工（含

場主）自行操作及保養維修、另外則是直接找設備廠商維修，或無相關設備。而

表示已有相關專業之員工的飼養場場只有 3 場，分別是規模 1000 - 1999 頭的養

豬場 1 場、規模 500 頭以上的乳牛場 1 場，及規模 200 - 299 頭的乳牛場 1 場（4

場共雇）。結果說明了牧場還是以飼養人員為缺工大宗，而且飼養人員必須兼任

設備操作及維修保養人員。因此對於科技化設施設備的專業人才需求應該在於科

技化設備廠商（包括製造商、通路商及設備安裝、維修及保養商）而非第一線的

家畜飼養場。 

  本研究另外針對職缺的教育程度及工作資歷需求做調查，26 家有人才缺口

的牧場中，有 76.9%對於教育程度的需求為｢不限｣、高中職的需求比例為 19.2%，

而在大專的需求比例僅有 3.8%。這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上述｢要找會操作或維修

的飼養人員，而不是科技化設備專業人員｣的推論。另外，在工作資歷要求上，

高達 73.1%樣本回答｢不限資歷｣，其主要原因為飼養場認為新進員工還需要重新

再接受教育訓練，而非立即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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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畜飼養場之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現況 

  在瞭解了人力概況後，針對科技化設備之導入現況說明如下： 

  首先，從家畜牧場問卷之資料分析中來看，整體科技化設施設備的導入率為

87.97%（n =532；468 場導入）。而在個別家畜類別導入的比例看來，以乳羊最

高（95.1%）、其次為肉牛（94.7%）、鹿（93.8%）、豬（91.4%）、乳牛（90.0%）、

肉羊（77.1%）。而那些尚未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飼養場中，有 14.7%的飼養

牧場有意願於未來導入。從整體的導入率及未來有意願導入的比例（89.8%；478

場導入或有意導入/回收飼養場樣本 532 場）來看，絶大多數的飼養牧場對於科

技化設備的認識及接受度相當高。只不過就前所述，對於相關設備人才並沒有實

質及迫切的需求。 

    在科技化設施設備的項目上，本研究列出的科技化設施設備項有：飼料生產

自動化（針對養豬所需）、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針對牛、羊、鹿所需）、

餵飼自動化、畜舍建構科技化（自動清洗、畜床、降温與通風設備等智慧環控）、

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廢水管理自動化、臭味防治、水質監控、畜牧場管理自

動控制系統、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及牛、羊乳收集自動化等 11 個項目。 

    就飼養場所導入之科技化設施設備項目來討論，首先必須先討論｢飼料生產

自動化（針對養豬所需）｣、｢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針對牛、羊、鹿所需）

｣及｢牛、羊乳收集自動化｣這三項類別。由於這三類設備項僅適用於特定類別家

畜飼養場，而非所有家畜類別飼養適用，若與其他類別一起討論，恐在各家畜類

別的導入比例上有失真的疑慮。因此本研究先予以另行討論。首先｢飼料生產自

動化（針對養豬所需）｣為針對養豬廠所列之設備，本項在養豬場的導入率高達

70.2%，居豬場導入設備之冠，說明對豬場而言，此項設備為最優先、也是最主

要的需求。而在養豬場科技化設備導入的前五名中，除了分居四、五名的｢畜禽

排泄物處理自動化｣、｢畜舍建構科技化（自動清洗、畜床、降温與通風設備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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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環控）｣二項設備也在其他家畜類別飼養場受到青睞外，其位居第二名的｢廢水

管理自動化｣只在肉牛只排第四、在乳牛及鹿只排第五；特別是位居養豬場第五

名的｢臭味防治｣，除了肉羊場外，其餘家畜類別都敬陪末座。這說明了養豬場有

於與其他家畜種類的飼養場，而所需的科技化設備的優先性及重要性和其他家畜

類別有著其特殊性與差異性。再者，｢牛、羊乳收集自動化｣為針對乳牛場及乳羊

場所需之設備，在此二類家畜類別上則在乳羊場排第一而乳牛場排三，可以說本

項設備對乳羊場及乳牛場而言是絶對優先導入項。｢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

明顯只針對牛、羊、鹿三種家畜類別，其導入的現況則為肉牛第一位、乳牛第四

位、肉羊第二位、乳羊第四位及鹿場的第三位，可以發現其對草食性家畜而言也

深具優先性，只是歸因於乳牛及乳羊的特殊榨乳需求上，才會使其落在｢牛、羊

乳收集自動化｣之後而落於第四位。 

  在所有家畜類別共同需要的設施設備項上，｢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及｢畜

舍建構科技化（自動清洗、畜床、降温與通風設備等智慧環控）｣二項，其導入

率在所有個別家畜類別之飼養場中皆名列前茅。例如，養豬場位居三、四名；乳

羊牧場及肉牛牧場皆分居二、三名；乳牛牧場及鹿場都名列一、二名；肉羊場則

位列一、三名。或許這是因為此二項為現代化飼養場建造之初就可以先行導入之

故。再從導入比例上來看，廢水管理自動化應該也是一顆即將發亮之明日之星，

在六大家畜類別有四種上前五名榜（養豬場居四、肉牛牧場居四、乳牛牧場居五、

養鹿場居五），本研究團隊討論後認為這與環保法規趨嚴有著密切關係。 

  在瞭解了個別家畜類別之相關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現況，政府單位不僅在畜

牧場科技化轉型的輔導及補助上能切中農民的實際需求，也能在針對相關廠商的

人才培育政策及培訓課程有著規劃依據。 

三、家畜產業景氣現況說明及未來推估 

  就整體內銷市場來看，在 532 件樣本中認為目前景氣狀況（與去年相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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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者有 266 家（50%），也就是目前家畜產業之內銷景氣有半數家畜飼養場認

為比去年差；而在未來景氣的預估上則有半數以上的飼養場（56.8%）認為未來

內銷景氣狀況將會持平。然而畜牧場方面為什麼會認為景氣狀況不容樂觀看待呢？

以下我們針對個別家畜類別的內銷景氣進行分析： 

  首先從養豬業之內銷景氣現況開始討論。認為景氣現況與去年相比呈現持平

的養豬場數（47.0%）與認為衰退的場數（47.7%）相當。但是在未來景氣預估上，

較多數偏向於持平看待（56.3%），衰退者則降至 37.7%。這說明多數豬場認為目

前內銷市場的景氣在於相對低點，未來雖不見成長，但也不至於再嚴重衰退。但

是在本研究之抽樣流程結束後，出現了非洲豬瘟疫情可能爆發之隱憂，為未來的

養豬場的景氣預估重新加入變數，這需要相關單位後續必須注意是否會因此而促

使養豬場對未來做出更為保守的評估。 

  過去我國豬肉曾經出口量高達 27.7 萬公噸，其中 99%外銷日本。但曾幾何

時，卻因為口蹄疫的疫情致使原本大宗的生鮮豬肉出口停擺，僅剩少部分的加工

豬肉零星出口（在本研究的調查中，有外銷之豬場為零）。然而在出口受挫的情

況下，開放進口又為養豬業帶來進一步的打擊。再加上除了口蹄疫外，非洲豬瘟

對豬隻的影響恐怕更為嚴重、擴大養豬規模更有環境污染問題必須考量，凡此種

種皆為未來景氣投入變數。本研究因此認為，未來養豬業想要再度嚐到成長的喜

悅，恐怕還需要政府單位（研議對策）、養豬場（精進生產技術）及國人（提高

防疫觀念、自疫區回國需自我隔離、勿攜帶肉品回國）共同努力。 

  有關酪農業之內需景氣現況，認為景氣現況與去年相比呈現持平的酪農場數

有 41 場（58.6%），半數以上的酪農認為尚能維持與去年同等之市場情勢。值得

注意的是，有 24.3%的酪農認為與去年相比成長，卻僅有 17.1%的酪農認為是衰

退（養豬場 47.7%、肉羊場 51.6%、肉牛牧場 52.6%、乳羊牧場 63.1%、鹿場 81.3%）。

這種成長多於衰退的景氣現況覺察與其他家畜類別大相徑庭。舉例來看，肉羊牧

場之景氣現況之衰退認知與成長認知的比例（衰退比例高於成長比例）差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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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養豬場比例差異為 42.4%、肉牛牧場的比例差異為 47.3%、乳羊牧場的比

例差異為 61.2%、而養鹿場的比例差異更是高達 71.9%。而酪農之表現相較之下

已經可以說是讓其他家畜類別感到羡慕。 

    根據 106 年農業統計年報資料，106 年底乳牛產乳量為 386,362 公斤，較 103

年底增加 7,873 公噸。隨著咖啡用乳量大增及奶茶廣受歡迎的影響，這幾年不但

沒有冬季剩餘乳的問題，而且各牛乳大廠也願意與酪農簽訂長約（3~5 年），將

全年乳量全收。因此相對於其他畜牧產業而言，酪農戶算是相對可穩定獲利的產

業，因此酪農應該思考如何降低成本並生產品質優良鮮乳，而不需擔心產銷問題

（中央畜產會－乳牛產業現況；107 年）。 

  而在酪農之未來景氣預估，在原本景氣現況認知成長的 17 家牧場中，有 5

家的未來景氣預估轉向持平、1家轉向衰退。本研究研判可能是相較於景氣現況，

由於飲料市場中近年牛乳供貨吃緊，多數品牌大廠轉向外國進口，造成成長動能

停滯。因而在產量不變的情況下景氣持平幾乎成定局，酪農若想再享成長滋味，

應該著力於生產技術的精進，以提高產量來提升國內牛乳自給率（106 年乳牛液

態乳自給率為 89%）、並以品質為訴求，以利未來與進口鮮乳競爭。 

  在肉牛產業方面，有半數牧場（52.6%）認為內需景氣現況與去年相比呈現

衰退，42.1%的肉牛牧場則認為景氣現況維持平盤。而在未來景氣預估上，僅有

的 5.3%景氣現況成長認知者消失了，轉而成為衰退認知，衰退比例上升為

57.9%。 

經本研究之畜產專家討論後認為，肉牛產業的衝擊來自於兩個方面。首先

在抽樣的過程中肉牛場曾提出，進口太多的乳牛會衝擊國內肉年市場，因為每年

有許多乳牛（包含乳公牛及閹公牛、淘汰母牛）會流入牛肉市場。在目前酪農之

發展下，每年必定有不少淘汰的乳牛進入牛肉市場，如此一來直接打擊本土肉牛

市場。另一方面則是進口冷凍牛肉的衝擊：根據中央畜產會（中央畜產會－肉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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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現況）文，台灣自開放牛肉進口以來，國人對於牛肉消費需求逐年增加。也

就是說，進口牛肉反而是帶動台灣牛肉市場，可是為什麼肉牛產業不看好內需景

氣現況及未來景氣呢？ 

同樣根據中央畜產會的資料，台灣牛肉自給率僅 5.4%，我們認為台灣本土

牛肉絶對有成長空間。就本土牛肉與進口牛肉比較來看，國產牛肉主要可分為黃

牛與水牛兩種，其中黃牛少肥油、肉質紮實且保水性佳；而水牛肉質細緻，烹煮

後多汁可口。與進口牛肉以冷凍方式保存不同，國產牛肉通常以俗稱｢温體牛肉｣

的方式來供應。在烹調方式上，國產温體牛通常適合以薄片的川燙牛肉及炒牛肉

絲為主，而進口冷凍牛肉則通常以西餐廳之牛排、漢堡肉及火鍋用冷凍肉片供應

為主。 

台灣的國產牛肉除了沒有狂牛症疑盧外，同時由於產地運銷距離較短，具

有｢新鮮｣的優勢。本研究認為既然國人對牛肉的需求逐日增加，那 5.4%的自給

率應該被打破。國產牛肉品質佳，應該以行銷推廣方式，增加適合不同於傳統温

體牛料理模式的冷凍供應方式打入進口牛肉的主要市場。市佔率的提升是目前肉

牛在出口難行的現況上，台灣牛肉唯一的突破口。 

  乳羊產業中認為景氣現況與去年相比持平的乳羊牧場有 36%，而認為是衰退

的牧場數則是高達 63.1%。但是在未來景氣狀況預估上，數據資料顯示，認為會

衰退乳羊牧場的比例減少為 41.7%，而認為持平的牧場數比例則增加為 55.3%、

認為會成長的場數比例則增加了 1 個百分點，來到 2.9%。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

肉羊產業上：在景氣現況的判斷上，有半數以上（51.6%）認為目前是衰退狀況，

另外認為目前是持平的狀況則是 38.2%。而在未來景氣情勢預估上，認為會衰退

的牧場比例也減少至 33.1%；認為未景氣情勢會是持平的肉羊牧場比例則增加為

61.1%。藉由分析數據，乍看之下好像未來的景氣發展比現況還好。可是本研究

查遍資料也找不到任何未來養羊產業景氣訊號的亮點，百般疑惑下只能往抽樣過

程來檢視，而最後在電訪人員的敍述下發現原因。當電訪人員對養羊場（不論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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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或肉羊）詢問景氣現況時，非常多的牧場開始抱怨現在景氣說有多差就有多差，

因此認為現況是衰退；而在未來景氣預估上則認為今年已經超級差，明年跟今年

比應該也是差不多，因此認為未來景氣將持平。換句話說，多數養羊場認為未來

持平並非是景氣復甦，而是認為景氣已在谷底了，除非再往下挖洞，不然不會再

更低了。 

  過去羊乳的發展趨勢乃跟隨著台灣經濟發展趨勢，國內生鮮羊乳之生產自民

國 80 年起短短十數年間成長幾達 3 倍，但是近年來成長已趨平緩，甚至因經濟

復甦緩慢及少子化現象而有衰退趨勢。根據數位屏東報導（2008），北港乳羊生

產合作社理事主席王登發說，羊乳市場需求量小，羊農們幾乎要把乳羊當肉羊賣

了。乳羊牧場之經營困境可見一斑。 而雖然肉羊在養頭數逐年成長，且台灣羊

肉每年消費量達 2 萬 1,000 公噸。但是國產羊肉消費量卻僅有 1,900 公噸，自給

率僅約 9%，多數仰賴進口羊肉。跟肉牛一樣，自給率低是肉羊牧場的主要經營

困境。因此養羊產業之未來在於行銷規劃、羊乳市場之未來在於刺激市場需求，

而羊肉市場的未來則在於市場行銷，在國產羊肉品質不輸進口羊肉的情況下，只

能透過好的行銷手法，擴大內需市場對國產羊肉價格的接受度。 

  最後在養鹿場的分析上，認為景氣現況與去年相比持平的鹿場與認為成長的

都有 9.4%，而認為是衰退的鹿場數則是高達 81.3%，是所有畜產類別中最高的。

而在未來景氣狀況預估上，數據資料顯示，認為會衰退鹿場的比例減少為71.9%，

而認為會成長的鹿場比例也少了 3.1 個百分點（6.3%）、持平的牧場數比例則增

加為 21.9%。 

    雖然養鹿場的景氣狀況和養羊產業有些類似，同樣在未來的景氣預估上都呈

現持平比例增加而衰退減少，可是這只能說明他們可能也是認為景氣停留在谷底

而已。但是認為未來還將持續衰退者居然高達 71.9%，也就是遠多於半數的養鹿

場認為養鹿產業的冬天還沒過，景氣依然沒有探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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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認為養鹿產業之衰退並非來自鹿農本身之生產技術及產量不足。主要

的原因在於進口鹿茸的衝擊。根據第一章的表 1.11 可以發現，鹿茸總產量自 102

年起逐年增加，同時表 1.12 也可看出，自 101 年簽訂台紐經濟合作協議後，台

灣以 12 年時程逐步規劃開放紐西蘭鹿茸進口達零關稅。就近年紐西蘭的鹿茸進

口總量來看，不難看出鹿茸市場供給量大增的情形。如果市場未能有效擴大，本

土養鹿產業未來將面臨嚴峻挑戰。 

    在外銷市場上，養鹿產業是唯一保有外銷出口的畜產業，本研究調查所得之

外銷比 例為 12.5%，主要的外銷產品為鹿茸加工產品及鹿茸膠囊，其中鹿茸加

工產品之主外銷市場為中國，而鹿茸膠囊則為中國及日本。雖然目前所有外銷鹿

場皆認為外銷現況為衰退，但是 75%的外銷鹿場則認為外銷景氣已探底，未來將

為持平狀況。本研究認為發展外銷乃是解決目前內需市場情勢不佳的最好解決之

道，政府應協助鹿農找出國產鹿茸的國際競爭優勢、開發新的鹿業商品以打入國

際市場，爭取擴大整體養鹿產業之市場規模方為未來疏困之道。 

6.1.2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人力需求 

一、 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設備項目之經營及產業鏈位置所在 

    本研究在抽樣過程，為配合｢畜牧場之科技化設施設備使用狀況調查問卷｣

之調查設備項，將其中之 11 項設施設備項目同樣序列於｢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人

才需求｣問卷上。 

  經由分析發現，在 32 份設施設備廠商回收樣本中，經營飼料生產自動化（針

對養豬所需）之廠商有 2 家（6.25%）、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針對牛、

羊、鹿所需）之廠商有 4 家（12.5%）、餵飼自動化之廠商有 10 家（31.25%）、

畜舍建構科技化之廠商有 14 家（43.75%）、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之廠商有 5

家（15.63%）、廢水管理自動化之廠商有 6 家（18.75%）、臭味防治之廠商有 6

家（18.75%）、水質監控之廠商只有 3 家（9.38%）、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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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廠商有 8 家（25%）、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之廠商有 6 家（18.75%）、

牛、羊乳收集自動化之廠商有 3 家（9.38%）。另外由廠商另外列出者為其他項

（包含燃氣發電系統、FRP 攪拌式厭氧醱酵槽、仔豬保暖墊、沼氣利用相關設備、

超聲波測孕儀、搬運車等），共計有 12 家（37.5%），其中以畜舍建構科技化及

餵飼自動化二者為最多，分居 1、2 位。 

    為了比較家畜牧場之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現況與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設

備項經營現況，本研究將各個設備之導入比例記錄於下： 

  以 532 場家畜牧場為例，導入率最高的設備為｢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

（54.5%）、其次依序為｢畜舍建構科技化｣（42.5%）、｢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

化｣（30.5%）、｢廢水管理自動化｣（28.9%）、｢牛、羊乳收集自動化｣（26.9%）、｢

餵飼自動化｣（26.3%）、｢臭味防治｣（20.3%）、｢水質監控｣（19.4%）、｢飼料生產

自動化｣（9.7%）、｢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9.2%）、｢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

系統｣（7.1%）。由於設備有個別家畜種類使用的情況，而且全台各家畜類別之場

數不同，因此只看比例無法真正瞭解導入的通盤現況。為此本研究將所列之設施

設備區分為數｢養豬專用｣、｢草食芻料收穫與專用｣、｢乳牛、乳羊專用｣、｢所有

家畜類別適用｣四個大類來估算各科技化設施設備全台導入飼養場數如下： 

 飼料生產自動化（養豬所需）：推估導入場數為 2445 場。 

 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牛、羊、鹿所需）：推估導入場數為 1632 場。 

 餵飼自動化：推估導入場數為 2915 場。 

 畜舍建構科技化：推估導入場數為 4706 場。 

 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推估導入場數為 6039 場。 

 廢水管理自動化：推估導入場數為 3207 場。 

 臭味防治：推估導入場數為 2249 場。 

 水質監控：推估導入場數為 2144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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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推估導入場數為 791 場。 

 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推估導入場數為 1020 場。 

 牛、羊乳收集自動化：推估導入場數為 718 場。 

  就以上述二組數據看來，多數的廠商將經營重點放在了畜舍建構科技化

（43.75%）、餵飼自動化（31.25%）、及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25%）上。

看來廠商經營設備項目比例並沒有契合家畜飼養場的導入需求上。數據中最多畜

牧場導入的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6039 場）僅有 15.63%之廠商以此項目做為

經營重點；因環保法規日趨嚴格而產生大量需求的廢水管理自動化（3207 場）

及臭味防治（2249 場）二種設施設備項，以 18.75%之經營經營比例來看，應嫌

不足。反之，導入場數相對不高的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791 場）及個別家

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1020 場）卻個別有 25%及 18.75%的經營比例。畜牧場導

入率為因，而設施設備商之經營比例為果，看到這種因果不搭的現象令本研究感

到市場不明朗的現況。本研究之調查結果不僅讓設施設備廠商可以清楚瞭解市場

之所在，同時也讓政府農政單位可以對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不管是牧場或廠商）

之輔導規劃及人才培育計畫有更明確而清晣之方向，為未來新農業之升級奠基。 

  另外，針對所回收的 32 家廠商之產業鏈所在位置（業務占比最高者）分析

結果為，設施設備製造商占了 53.1%，而銷售通路商占了 34.4%。其餘安裝、維

修與檢測商則占 12.5%。也就是說台灣之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以製造為大宗。

本研究將以產業鏈位置為基礎來討論各項調查結果。 

二、產業研發及外銷現況 

  在研發比例上，首先與設備經營項目現況來做交叉分析（32 家廠商樣本）： 

 飼料生產自動化（針對養豬所需）：目前並無廠商自行研發。 

 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針對牛、羊、鹿所需）：目前有 1 家廠商（3.1%）

自行研究（研發比例為 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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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餵飼自動化：目前有 4 家廠商（12.5%）自行研發（51~60%有 1 家；71~80%

有 2 家；91~100%有 1 家）。 

 畜舍建構科技化：目前有 5家廠商（15.6%）自行研發（71~80%有 2家；91~100%

有 3 家）。 

 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目前有 3 家廠商（9.4%）自行研發（41~50%有 1

家；81~90%有 1 家；91~100%有 1 家）。 

 廢水管理自動化：目前有 2 家廠商（6.3%）自行研發（21~30%有 1 家；51~60%

有 1 家）。 

 臭味防治：目前有 4 家廠商（12.5%）自行研發（71~80%有 1 家；81~90%

有 1 家；90~100%有 2 家）。 

 水質監控：目前有 1 家廠商（3.1%）自行研發（71~80%）。 

 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目前有 3 家廠商（9.4%）自行研發（41~50%有 1

家；71~80%有 1 家；91~100%有 1 家）。 

 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目前有 2 家廠商（6.3%）自行研發（11~20%

有 1 家；71~80%有 1 家）。 

 牛、羊乳收集自動化：無廠商自行研發。 

  從研發比例來看，以畜舍建構科技化的研發比例最高，其次依序為臭味防治、

餵飼自動化、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個別家畜生產

管理識別系統、廢水管理自動化、水質監控、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針對

牛、羊、鹿所需）。關於研發項目及比例，粗略地還能符合家畜牧場的導入需求。

不過，本研究還是將第三章中牧場對科技設備研發相關之建言再次表述於此，希

望對未來廠商之研發方向有所助益： 

 設備品質需加強項目有：割草機、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擠乳機器能更實

用、自動秤重（秤完後只得到數據，卻無法自動後續追蹤，對後續管理沒有

太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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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研發或引進之設備項目有：反芻動物飼料下料機器、設備小型化不占

空間、針對草料收穫的問題研發更多相關設備（例如小型割草機）、更多飼

料餵食自動化、生育相關的設備、自動放料機、牛隻健康監測的設備、研發

出適合台灣環境的機器，而不是一昧的進口機器，同時也要重視人才的培養、

協助研發鹿用自動給料設備、小型農機（現行農機過大不合用）。同時畜牧

場也建議在設備引進時，能將其調整為適合台灣畜牧環境狀況。 

  另外，在產業鏈位置與研發比例的關係如下：在營業占比以製造為主的廠商

中，15 家具有研發比例；而以銷售通路為主要營業占比的廠商中，2 家具研發比

例；最後在安裝、維修及檢測為主要營業占比的廠商中有 1 家具研發占比。因此

主要的研發工作依然落在製造商，即後續討論中之應屆畢業生想以研發為工作首

選者將以製造商（共計產業 61 位研發人員，其中身處製造商有 54 人）為主要應

徵目標。 

  其次就外銷表現來討論，樣本中有半數（n = 32；50%）有外銷業務。外銷

比例則從 10%以內到 71~80%不等，其中以 10%以內、21~30%及 41~50%為最多。

外銷比例過半者只有 2 家（1 家為 51~60%、另 1 家則為 71~80%）；而在總營業

額與外銷比例的交叉分析上則為，營業額超過 5001 萬以上的廠商只有 5 家有外

銷業務，而外銷比例皆未過半（多數集中在 21~50%的範圍內）。主要的外銷市場

則以中國市場所占比例最高（12.5%），其次為馬來西亞（9.4%）、東南亞（6.3%）、

越南（6.3%）及其他如孟加拉、美國、泰國、紐澳及菲律賓各占 3.1%。因此分

析結果顯示台灣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依然以內需市場為大宗，而外銷市場則

以中國及馬來西亞為最主要市場。 

三、科技化設施設備廠商人力現況 

  本研究將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工作職務概略分為研發類、製造類、品管

類、安裝維護類、行政類、法規類、銷售類等七項，由於法規類職務在樣本中只



 

- 151 - 

 

有 1 家公司、只有 1 人，其餘皆為外包，因此予以省略在此不討論。由於部分公

司規模太小，員工人數甚至不滿 5 人，因此某些員工勢必身兼數職。為了方便調

查及統計分析，本研究採個別員工之｢主要職務｣計。 

  在樣本數的描述上，研發類職務有 16 家、製造類職務有 22 家、品管類職務

有 9 家、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有 27 家、行政類職務有 25 家、銷售類職務的

設施設備廠商共有 28 家。而在各類樣本中，研發類職務之實際從業人員有 61

人、製造類職務有 280 人、品管類職務有 28 人、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有 155

人、行政類職務有 74 人、銷售類職務有 146 人。再回朔之前產業鏈所述：｢在此

產業各廠商中以主要營業占比區分產業鏈所在位置則製造商占了 53.1%，而銷售

通路商占了 34.4%。其餘安裝、維修與檢測商則占 12.5%｣。兩相對照下，本研究

認為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廠商之主要職缺，將會在於製造類、安裝、維修及保養

類及銷售類三大職缺類別。不過在未來產業升級上絶對不能忽略研發這類之職

缺。 

  再從學、經歷來看，研發類職務以碩博士（49.2%）、5 年以上（71.4%）經

歷占比最高；製造類職務以高中職（含）以下（73.6%）、5 年以上（50%）經歷

占比最高；品管類職務以大專學歷（78.6%）、以 1-5 年（66.7%）占比最高；安

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以高中職（含）以下（60%）、以 5 年以上（51.9%）占

比最高：行政類職務以大專學歷（85.1%）、以 5 年以上（60%）占比最高；而

銷售類職務以大專學歷（71.9%）、5 年以上（64.3%）占比最高。；1-5 年則占

32.14%；1 年以下僅占 3.57%。 

  整體來看，人力需求量最高為製造類職務，其次為安裝、維修及保養以及銷

售人員。而在這三類職務中，又以銷售類職務之人員在職穩定度最高（5 年以上

年資者占了 64.29%；加上 1-5 年資歷者更高達 96.43%）；其次為安裝、維修與保

養職務，5 年以上年資者也有 51.85%，加上 1-5 年資歷者也高達 92.59%。而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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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職務的人員流動率就顯得高了許多，5 年以上加上 1-5 年資歷者僅 77.27%。最

後在學歷比較上，以銷售類職務最高（大專加碩博士占 80.1%）、其次為安裝、

維修及保養類職務（大專加碩博士占 40%）、製造類職務（大專加碩博士僅占

26.4%）。 

    比對未來人力之學、經歷期望：在研發類職務之學歷期望上，以碩博士最多

（46.7%）、再加上大專學歷（40%），大專以上學歷期望高達 86.7%。與研發類

職務學歷比例現況差異不大。而對於經歷期望則希望有 1-5 年資歷者占 66.7%最

多。值得一提的是，研發類是在海外人才需求比例最高（40%）的職務類別；就

製造類職務而言，雖然目前高中（職）以下之學歷比例最高（73.6%），但是期

望未來能提高到大專學歷的比例達 55.6%。而經歷的期望則不高，1 年以下（42.1%）

與 1-5 年（47.4%）之比例和高達 89.5%；品管類職務之學歷期望則為大專 8 6.6%，

與現況相比僅略為提高，經歷期望與現況相似，以 1-5 年最高（53.8%）；安裝、

維修及保養類職則與製造類職務相類似，雖然目前高中（職）以下之學歷比例最

高（60%），但是期望未來能提高到大專學歷的比例達 50%。而經歷的期望也不

高，1 年以下（45.8%）與 1-5 年（50%）之比例和高達 95.8%；行政類職務之期

望則與現況差異不大，依然以大專為主要學歷程度（75%），而經歷期望則為 1

年以下（45%）與 1-5 年（45%）之比例和高達 90%；最後，在銷售類職務之未

來期望上學歷需求下降，大專比例為 56%，與現況差了 15.9%。而經歷上也以 1

年以下為多（48%）。 

     整體期望值看來，可能是業務單位期望的是業務手腕而非學歷，因而除了

銷售類職務外，其餘各項職務類別之學歷需求皆上升，主要原因可能來自於台灣

高學歷比例相當高。而在經歷期望上，可能是人才難尋，因而經歷要求皆比現況

低，不過幸好人員流動率不高（經歷現況 5 年以上多）。 

四、各類職務專業人才之學門及學類需求與職能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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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才學門及學類的分析上，本研究採各類職務分別論述： 

  研發類職務 

  在研發人員之專業學科的背景調查中（n = 13；複選題），選擇有工程學門背

景的廠商最多，有 11 家。而在這 11 家之工程學門中，又以機械工程學類最多有

8家（61.54%）、其次為電資工程學類有 6家（46.15%）、其他學類有 3家（23.08%）、

工業工程學類有 2 家（15.38%）。而選擇農業科學學門背景的廠商有 3 家，其中

一般農業學類有 2 家（15.38%）選擇、農業經濟及推廣學類有 1 家（7.69%）選

擇、農業技術有 1 家（7.69%）、其他有 2 家（15.38%）。最後，有 2 家廠商勾選

了自然科學學門占 15.38%。 

  就上所述，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研發所需專業人才之學類需求條件有機

械工程學類（5202）、電資工程學類（5201）、工業工程學類（5206）、其他工程

學類（5299）、其他自然科學（4499）、一般農業（6201）、農業經濟及推廣（6205）、

農業技術（6209）、其他農林漁牧學類（6299）。 

    製造類職務 

    在製造人員之專業學科的背景調查中（n = 20；複選題），選擇有工程學門

背景的廠商最多，有 19 家。而在這 19 家之工程學門中，又以其他學類有 11 家

（55%）最多、其次為電資工程學類有 9 家（45%）、工業工程學類有 7 家（35%）、

機械工程學類有 6 家（30%）。而選擇農業科學學門背景的廠商有 3 家，其中一

般農業學類沒有廠商選擇、農業經濟及推廣學類有 1 家（5%）選擇、農業技術

有 1 家（5%）、其他有 2 家（10%）。最後，有 3 家廠商勾選了自然科學學門占

15%。 

  就上所述，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製造所需專業人才之學類需求條件有其

他工程學類（5299）、電資工程學類（5201）、工業工程學類（5206）、機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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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學類（5202）、其他自然科學（4499）、其他農林漁牧學類（6299）、農業經

濟及推廣（6205）、農業技術（6209）。 

  品管類職務 

  在品管人員之專業學科的背景中（n = 8 家；複選題），選擇有工程學門背

景的廠商最多，有 8 家。而在這 8 家之工程學門中，又以其他學類最多有 5 家

（62.5%）、其次為電資工程學類有 2 家（25%）、機械工程學類有 1 家（12.5%）、

工業工程學類有 1 家（12.5%）。而選擇自然科學學門、商業與管理學門、傳播

學門及人文學門各 1 家（12.5%）。至於農業科學學門及其他學門則無。 

  就上所述，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品管相關所需專業人才之學類需求條件

有其他工程學類（5299）、電資工程學類（5201）、機械工程學類（5202）、工

業工程學類（5206）、其他自然科學（4499）、商業與管理（3401~3408、3499）、

傳播（32 學門）、人文（22 學門）。 

  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 

    在安裝、維修及保養人員之專業學科背景中（n = 24；複選題），以工程學

門背景為主，有 23 家。而在這 23 家之工程學門中，又以其他學類最多有 16 家

（66.67%）、其餘另外三種工程學類皆為 7 家各有 29.17%的百分比。而選擇農

業科學學門背景的廠商有 4 家，其中農業技術學類有 3 家（12.5%）；一般農業

學類及其他學類各有 1 家（4.17%）。其餘，自然科學學門有 4 家（16.67%）、

商業及管理學門則有 1 家占 4.17%。 

  就上所述，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安裝、維修及保養相關所需專業人才之

學類需求條件有其他工程學類（5299）、機械工程學類（5202）、電資工程學類

（5201）、工業工程學類（5206）、其他自然科學（4499）、農業技術（6209）、

一般農業（6201）、其他農林漁牧學類（6299）、商業與管理（3401~3408、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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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類職務 

  在行政人員之專業之學科背景中（n = 22；複選題），其中選擇商業及管理

學門背景的廠商最多，有 14 家（63.63%）、其次為工程學門 4 家（18.18%）及

自然科學學門 4 家（18.18%）。而在工程學門中機械工程學類有 2 家（9.09%）、

電資工程學類與其他學類則皆有 1 家（4.55%）。至於選擇農業科學學門背景的

廠商有 3 家，其中農業技術有 1 家（4.55%）、其他有 2 家（9.09%）。最後，人

文學門有 2 家（9.09%）、法律及傳播學門都只有 1 家廠商勾選（4.55%） 

  就上所述，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行政相閞所需專業人才之學類需求條件

有商業與管理（3401~3408、3499）、其他自然科學（4499）、機械工程學類（5202）、

電資工程學類（5201）、其他工程學類（5299）、其他農林漁牧學類（6299）、

農業技術（6209）、傳播（32 學門）、人文（22 學門）、法律（38 學門）。 

    銷售類職務 

    在銷售人員之專業學科背景中（n = 26；複選題），選擇有工程學門背景的

廠商有 15 家。而在這 15 家之工程學門中，以其他學類有 10 家（38.46%）最多；

機械工程學類及電資工程學類皆為 6 家（23.08%）；工業工程學類則有 5 家

（19.23%）。而選擇農業科學學門背景的廠商有 5 家，其中一般農業學類有 1

家（3.85%）、農業技術有 1 家（3.85%）、其他有 4 家（15.38%）。其餘，有 7

家廠商勾選了自然科學學門占 26.92%、商業及管理學門有 8 家占 30.77%。 

  就上所述，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銷售所需專業人才之學類需求條件有其

他工程學類（5299）、商業與管理（3401~3408、3499）、其他自然科學（4499）、

機械工程學類（5202）、電資工程學類（5201）、工業工程學類（5206）、其他

農林漁牧學類（6299）、一般農業（6201）、農業技術（6209）。 

  其他各職務類別之職能特質需求（僅研發、製造、安裝、維修及保養、銷售



 

- 156 - 

 

及行政等類別職務有需求）分析如下： 

   研發類有 1 家廠商表明需具備｢冷凍空調、電機系統、機器裝修之技能｣；另

1 家則表示需要｢具備產品開發、設計實驗且能協調回饋者、評估開發的可行性，

為公司導入新風貌｣。 

    製造類則有 3 家填答，除了研發類的兩項技能及職能特質外，另外有廠商表

示｢無特別需求，但需適應工作環境｣。 

    安裝、維修保養類職務則有 4 家填答，除了前面出現過的｢冷凍空調.電機系

統.機器裝修｣、｢無特別需求，但需適應工作環境｣兩項外，有兩家廠商分別提出

｢通常會由年較久的職員教導新進人員，新人基本概念要會｣及｢設備維修、安裝

與保養及完成主管交辦事項｣。 

    行政類職務上，則有 2 家廠商填答表示｢需要語文能力｣（但是未提及是否為

外語能力）以及｢一般文書資料處理、電腦資料處理、資料轉換及整合、網站資

料庫架設與規劃｣。 

    銷售類職務上，有 2 家填答表示需具備｢冷凍空調、電機系統及機器裝修之

知識與語文能力｣、｢負責業務推展、開潛在客戶、拓展市場、提供客戶技術服務，

必要時協助客戶處理｣。 

五、徵才難易度及主要人才應徵管道 

  在七類職務中，有六類職務廠商普遍認為招募是難的，其中認為困難之廠商

比例最高的職務類別是研發類（93.3%），其次依序為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

（81.5%）、製造類職務（76.2%）、銷售類職務（65.2%）、品管類職務（64.3）、

法規類職務（63.7%）。至於行政類職務有 75%的廠商認為人才的招募並不難。 

    而在六項招募困難的原因（新職務需求、在職人員技能不符、在職人員流動

率過高、勞動條件不佳、人才供給不足、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中，不同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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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類別困難原因並不相同。例如，研發最多的原因是人才供給不足、製造和安裝、

維修及保養職務是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品管職務是

在職人員技能不符、法規職務是新職務需求與人才供給不足、而銷售職務是新職

務需求與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 

  在 32 家受訪廠商中，僅有一家廠商對｢其他｣選項項提出看法：人口外移造

成其人才招募之困難，同時其希望產業能南北均衡發展，以免造成人口外移。 

  對於人才主要應徵管道之分析，本研究以產業鏈位置來看，其主要營業占比

為製造商之最主要應徵管道為人力銀行（52.9%）、第二順位為報章刋登（35.3%）、

第三順位則為親友介紹（23.5%）；通路商最主要應徵管道為親友介紹（45.5%）、

第二順位為報章刋登（36.7%）、第三順位為人力銀行（9.1%）；維修商之最主

要應徵管道為人力銀行（75%）、第二順位為報章刋登（50%）以及第三順位為

親友介紹（25%）。整體而言三大應徵管道為人力銀行、報章刋登及親友介紹。 

六、景氣分析與未來三年景氣與人力預估 

    首先從景氣分析來看，本研究之產業景氣預測採保守、持平及樂觀三種衡量

方式，藉由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廠商之專業性評估，分別預測 108、109 及 110

三年之產業景氣狀況。 

    在回收之 32份問卷分析中顯示，108年有 12家廠商採保守預估（占 37.5%）、

15 家廠商採持平預估（占 46.9%）、對於景氣預估則僅有 5 家廠商樂觀看待。109

年則有 9 家廠商保守看待（28.1%）、14 家（43.8%）廠商認為景氣將維持平穩狀

態、而樂觀看待之廠商增加了 4 家，來到 9 家（占 28.1%）。110 年在認為景氣狀

態為保守之廠商依然維持 9 家（28.1%），但是原本認為持平的 14 家中有 2 家廠

商的看法則趨向樂觀，使得認為景氣樂觀的廠商數來到 11 家（34.4%）。透過數

據的研判，雖然採持平之景氣預估的廠商為多數，但是在持保守預估的廠商愈來

愈少；而持樂觀預估的廠商愈來愈多的情形下，本研究依然推估未來三年產業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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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狀況將呈逐年樂觀之走勢。 

  為了驗證逐年樂觀之景氣預估，本研究再從總營業額的成長率預估來分析判

斷。32 家廠商分別表述如下： 

  108 年有 10 家（31.3%）廠商認為將持平（0 成長）；而其他 12 家（37.5%）

認為會有 2%～33%的成長，平均成長率為 8.47%（n = 32）。其中以 10%的成長為

最多（7 家，58.3%）、其次為 20%的成長（5 家，41.7%）。 

  109 年也是 10 家（31.3%）廠商認為持平（0 成長）；其他 12 家（37.5%）的

預估成長率從 108 年 2%～33%之範圍變成 2%～35%，而平均預估成長率則為

9.41%（n = 32），上升了 0.94%。 

  110 年同 108、109 一樣，有 10 家（31.3%）廠商認為維持 0 成長，而成長

率的範圍也維持在 2%～35%，但是平均之預估成長率則再度上升，來到了 10.12%

（n = 32），再度上升了 0.71%。 

  由數據來推算，本研究推估未來三年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營業額成長

率將呈逐年樂觀之趨勢而逐漸成長，與本研究景氣成長趨勢推估相符。 

  最後在人力需求的預估上（n = 32），108 年人力預估為研發類 24 人、製造

類 47 人、品管類 9 人、安裝、維修及保養類 49 人、行政類 18 人、法規類 5 人、

銷售類 40 人，合計人力需求 192 人；109 年人力預估為研發類 19 人、製造類 53

人、品管類 13 人、安裝、維修及保養類 55 人、行政類 16 人、法規類 5 人、銷

售類 41 人，合計人力需求 202 人；最後 110 年人力預估為研發類 22 人、製造類

53 人、品管類 13 人、安裝、維修及保養類 58 人、行政類 16 人、法規類 5 人、

銷售類 40 人，合計人力需求 207 人。   

    由上述分析發現，未來人力需求人數最多之職務類別符合之前的論述以製造、

安裝、維修及保養與銷售三大類；最少為法規類職務。同時此三大類別也是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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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未來有人力需求的職務類別。 

6.1.3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人力供給 

一、應屆畢業生投身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意願 

    不論是企業所需或是就業人口結構，從統計數字上看來，目前台灣科技自動

化產業之人才來源，以大學畢業生為主。因此本研究選擇大學及碩士之應屆畢業，

做為問卷調查對查對象。同時，在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的研究背景下，選擇了與

動物科學、畜產、生物科技與生物機電工程有相關的學系作為人才供給調查對

象。 

  在 471 份學生樣本中，有意願投身於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者有 226 人

（48%）；241 人（51.2%）表明不願意投入該產業（表 5.2）；另外有 4 人表示無

法明確於當下做出決定。由分析結果來看，沒有意願者占了多數。依前述，多數

廠表示大部分的職缺尋才困難。兩相對照下，｢落花有意而流水無情｣，不禁讓本

研究為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才之選、用、育、留感到焦急。 

二、性別、學制、科系與投入意願的關係 

為了找到｢誰｣有意願投入此一產業，本研究針對性別、學制、科系別等變數與投

入意願做進一步交叉分析，結果如下： 

    以性別來分析學生投身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的就業意願發現，男

（47.7%）、女（48.4%）學生之就業意願比例類似，差異不大；而以學制來分析

學士與碩士生投身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的就業意願發現，碩士生（50.79%）

的投入意願比例上比學士生（47.55%）來高；最後在學科別的分析中發現，動物

科學、畜產、生物科技相關科系（54.7%）之學生對於投身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

產業的就業意願比例遠高於生物機電工程學系（34%）。 

    不過，不願意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大學生（n = 211）有 54%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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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升學（n = 114），本研究認為這是大學生投入意願比碩士生低的主要原因。

因此唯一值得深入探討的干擾因子只剩下學科別一項。在具有的知識技能上做探

討發現：｢動物科學、畜產及生物科技相關｣學系的學生所具備的技能以生物化學

居多；而｢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則以機電工程及機械工程為多。顯示此兩類學系之

學生主要核心能力有所不同。在那些不願投入本調查產業的動物科學、畜產及生

物科技相關學系的學生中，所填寫其所嚮往的產業有：｢生醫｣、｢動物園｣、｢休

閒牧場｣、｢畜產相關｣、｢食品加工、益生菌等生技業｣、｢乳品加工｣、｢養殖｣、｢

畜牧、食品｣、｢飼料研究｣、｢畜牧相關｣、｢牧場現場｣、｢管理牧場｣等；而生物

機電工程學系之學生所嚮往者有：｢車輛工程｣、｢機械電子｣、｢機電相關｣、｢電

子電機｣、｢機械產業｣、｢科技業｣。二者因其學養及核心能力的不同，對於投入

產業的認知也因此大相徑庭。 

  為此本研究再以願意投入及不願意投入之原因來加以對照：在有意願投入家

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動物科學、畜產及生物科技相關｣學系樣本，對產業的

熟悉度為最多人考量的理由（53.45%）；其次為產業發展前景（45.98%）、薪資

福利因素（38.78%）、本身技能因素（37.36%）、工作成就感（33.91%）。而在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方面，所有的理由都不超過 30%，最高的產業熟悉度也不過

17.61%而已。正如在設施設備產業中之最重要職缺中－研發、製造、安裝、維修

及保養與銷售，多數的廠商皆認為其所需人力之相關學門同時包含了工程學門及

農業科學學門。但是在調查中，對於畜牧二字而言，動物科學、畜產及生物科技

相關科系的學生接受度就比生物機電學系的學生高，即使在其所不擅長的機械與

電機相關學系也行。相反的，生物電機學系的學生雖然擁有機械與電機相關技能，

但是對於畜牧相關則認為不熟悉而退卻。 

  在學科別的分析上，不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動物科學、畜產

及生物科技相關｣學系樣本，對產業的不熟悉為最多人考量的理由（42.96%）；其

次為本身技能不符（38.03%）、個人生涯規劃（34.51%）。而在｢生物機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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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方面，同樣也是對產業的不熟悉為最多人考量的理由（38.38%）與本身技能

不符（38.38%），其次則為個人生涯規劃（33.33%）。由於在調查中並沒有再深

入詢問，在此本研究只能推測，對產業不熟悉這一項而言，動物科學、畜產及生

物科技相關科系學生的認知應該是對｢科技化設施設備｣的不熟悉；相反的生物機

電工程學系的學生應該是指對｢家畜｣的不熟悉。而本身技能不符應該也是相同狀

況。 

三、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才供需關係 

  本次調查整體來看，願意投身於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學生有 226 人，

而在這 226 人中，最想投入的職業類型為研發類，共有 139 人，占願意投入該產

業人數的 61.50%。其次為品管人員 105 人（46.46%）、製造類 102 人（45.12%）、

行銷及銷售共 87 人（38.49）、行政人員 65 人（28.76%）、維修保養人員 41 人

（18.14%）、銷售服務人員 37 人（16.37%）、法規智財人員 17 人（7.52%）及

其他（牧場現場人員、不知）10 人（4.42%）。 

  以學科來做交叉分析發現，對於有意投身的職業類別的比例為：｢動物科學、

畜產及生物科技相關｣學系的學生：研發55.75%、品管48.28%、行銷及銷售42.5%、

製造 40.23%、行政 32.76%、維修 13.22%、法規 6.90%、其他 5.17%；而｢生物機

電工程｣學系的學生有意投身職業類別的比例為：研發 80.77%、製造 61.54%、品

管 40.38%、維修 34.62%、行銷及銷售 25%、行政 15.38%、法規 9.62%、其他 1.92%。 

  根據之前所述，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主要職缺所在在於製造、銷售及

安裝、維修及保養三類職缺。在上述投身職業類別比例中，除了研發及品管超過

廠商需求期望外，其餘在製造及銷售類職缺則基本上符合廠商之職缺人才需求。

只是在維修人員的需求在比例上明顯不足。基於前面章節所預估，108~110 之人

才需求每年約 192~207 人，而粗估二個科系願意投入的人數為 226 人，這乍看之

下似乎足夠。但是本次調查之廠商樣本為抽樣而非普查，全台實際之相關廠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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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更多。如此一來，職缺的保守預估至少要再加 3~5 成。因此本研究推估，在動

物科學、畜牧及生物電機工程相關學系之人才供給尚不能應付設施設備廠商人才

所需，這也是廠商認為人才難尋之主要原因。 

6.2 結論 

    近年來我國由於少子化與高齡化的影響，加上農村青年人口的外移，至使農

村人力短缺。這不僅僅是畜牧產業受到影響，連帶著整體的農業生產力也因此受

到相當衝擊。同受限於我國自然環境之限制及小農經營模式，也使家畜產業之生

產成本偏高。在未來家畜生產方面，機械取代勞動力將不僅是台灣之趨勢，同時

更是全球不可逆之風潮。因此，若想提升我國之家畜產業之生產力及產品品質，

就必須強化產業結構調整及科技研發創新。而科技化設施設備之導入與應用在現

今階段更是重中之重。然而，到目前為止對於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研究及

調查還留在設施設備項目之介紹，對於家畜牧場之設施設備導入現況尚無從可考。

對於整個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形成與否尚無定論，更遑論對於產業人才流

動、需求及供給之調查。也因為這些的缺乏，突顯出本研究之重要性。 

  本研究聚焦於新農業－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上，調查國內相關之廠商以其產

業鏈位置區分，期能將其形成一個完整產業。本研究之調查範疇界定在於｢家畜

畜舍構築及生產自動化｣之相關設施設備，主要區分為飼料生產自動化（針對養

豬所需）、 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針對牛、羊、鹿所需）、餵飼自動化、

畜舍建構科技化（自動清洗、畜床、降温與通風設備等智慧環控）、畜禽排泄物

處理自動化、廢水管理自動化、臭味防治、水質監控、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

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牛、羊乳收集自動化等 11 項。並且針對不同的職

務類別包括有研發類職務、製造類職務、品管類職務、安裝與維修保養類職務、

行政類職務、法規類職務及銷售類職務。藉由三份不同的問卷針對家畜飼養場、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廠商及大學相關之科系應屆畢業生為對象來調查人力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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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才之供給與需求情形，根據調查結果做出可行培訓主題及政策建議，期能為

新農業之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輔導之策略規劃指引方向。 

6.2.1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人才需求 

  本研究針對各類職務類別來分析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之產業現況、人才需求

及相應政策建議。 

1. 人力現況：以員工人數來看從 2人的小規模公司到 200人之大規模公司皆有，

平均職工數約為23人。目前前三項人力需求最高的職務類別為製造類職務，

實際從業人員約有 280 人以上；其次為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實際從業

人員約有 155 人；再其次為銷售類職務，實際從業人員約有 146 人。在學歷

分佈上，製造及安裝類別職務以高中（職）居多，銷售、品管、行政、法規

以大專居多，而研發類職務則以碩、博士居多。在人員的年資上，除了品管

類職務為 1~5 年外，其餘皆以平均 5 年以上的年資居多，可以說明產業之人

才流動率不高。在職員工之學門分佈上，研發、製造及安裝維修保養類以工

程、自然科學及農業科學三大學門為大宗；銷售以商業及管理學門為大宗，

但是兼重工程、自然科學及農業科學三個學門。而行政及品管則為工程、自

然科學及商業與管理學門。 

2. 未來三年人才招募預估：108 年人力預估為研發類 24 人、製造類 47 人、品

管類 9 人、安裝、維修及保養類 49 人、行政類 18 人、法規類 5 人、銷售類

40 人，合計人力需求 192 人；109 年人力預估為研發類 19 人、製造類 53

人、品管類 13 人、安裝、維修及保養類 55 人、行政類 16 人、法規類 5 人、

銷售類 41 人，合計人力需求 202 人；最後 110 年人力預估為研發類 22 人、

製造類 53 人、品管類 13 人、安裝、維修及保養類 58 人、行政類 16 人、法

規類 5 人、銷售類 40 人，合計人力需求 207 人。整體而言以製造、安裝維

修及保養、銷售及研發四類職缺需求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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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三年的景氣預估：從 108 年到 110 之景氣預估，透過數據的研判，雖然

採持平之景氣預估的廠商為多數，但是在年年持保守預估的廠商愈來愈少；

而持樂觀預估的廠商愈來愈多的情形下，本研究推估未來三年產業景氣狀況

將呈逐年樂觀之走勢。 

4. 景氣影響因子之評估：在未來三年（108、109、110）景氣受景氣因子的影

響之預測中，整體而言，就單純以廠商多寡來看，所有影響因子在比例上皆

正向影響多於負向影響。但是如果以程度加權（-3,-2,-1,0,1,2,3）來看則｢人

力資源｣、｢國內社會環境變遷｣及｢外國設備進口｣等為負向影響因子，其餘

各項為正向影響因子。另外，就產業鏈位置的不同所產生的看法也就不同，

例如，在景氣因子如｢外國設備進口｣及｢二手設備市場｣，很明顯的通路商對

此二項因子偏向為負向影響的比例較高。總體來看，國內社會環境變遷、人

力資源及外國設備進口等三項因子存在於較高比例的負面影響因素；反之國

外技術引進或國內研發技術突破、異業結合、全球社會趨勢、國內外市場通

路、全球經濟趨勢及政策影響存在於較高比例的正向影響因素。 

5. 人才招募困難原因：在七類職務中，有六類職務廠商普遍認為招募是難的，

其中認為困難之廠商比例最高的職務類別是研發類（93.3%），其次依序為

安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81.5%）、製造類職務（76.2%）、銷售類職務（65.2%）、

品管類職務（64.3）、法規類職務（63.7%）。至於行政類職務有 75%的廠

商認為人才的招募容易。 

  而在六項招募困難的原因中，不同的職務類別困難原因並不相同。例如，

研發最多的原因是人才供給不足、製造和安裝、維修及保養職務是勞動條件

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品管職務是在職人員技能不符、法

規職務是新職務需求與人才供給不足、而銷售職務是新職務需求與勞動條件

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 

6.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力需求相關培訓主題與政策建議：在培訓主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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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類職務最多廠商選擇的培訓主題為省能設備開發（64.3%），其次為電

動機設計與開發（50%）及品質檢測技術（50%）；製造類職務最多廠商選

擇的培訓主題為供應鏈 (產銷物流 )管理與問題解決（68.4%），其次為量產

技術（63.2%）及技術之商品化與上市管理（63.2%）；品管類職務中最多廠

商選擇的培訓主題為製程品質管理（64.3%）與成品品質檢驗（64.3%）；安

裝、維修及保養類職務中最多廠商選擇的培訓主題為顧客關係經營（78.3%）

與設備品質檢測技術（65.2%）；行政類職務中最多廠商選擇的培訓主題為

財務規劃與管理（89.5%）與客服中心營運管理（52.6%）；法規類職務中最

多廠商選擇的培訓主題為國際法規認證登記（70%）與家畜科技化設備國際

專利分析與申請（50%）；最後在銷售類職務中最多廠商選擇的培訓主題為

市場行銷及拓展（95.7%），其次為行銷與品牌經營（69.7%）及電子商務平

台建置（52.2%）。 

  在政策建議上，在本研究之家畜科技化產業人才需求問卷中，提出了七

項有助於提升本專業人才質與量之方案。在 32 份的回收問卷中共有 30 家廠

商回饋了他們的需求，經過統計後，其中只有方案 1｢政府單位提供企業相

關政策優惠｣被半數以上廠商（71.9%）所認同，其餘的依序為｢政府舉辦產

學間的交流活動｣（34.4%）、｢政府舉辦跨領域人才培訓班｣（28.1%）、｢

政府提供產學合作之管道與獎勵機制｣（25%）、｢政府針對企業人才提供留

學獎勵機制｣（18.8%）、｢產業人才投資方案｣（18.8%）及｢政府協助企業延

攬海外人才｣（12.5%）。以上排序反應出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廠商傾向於政

府之優惠（在各相關政策上提供企業優惠，包含租稅優惠等）措施，同時也

認為可透過產學合作之獎勵機制來舉辦產學間的交流以促進人才供給。並且

藉由舉辦跨領域之人才培訓，提供人才教育訓練機制來促使就業新血的投入，

如此一來提高人才之量與質，為企業人才的選、用、育、留奠定基礎，提高

國入產業對外之競力。反之，對於留學獎勵機制及延攬海外人才的需求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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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較低，這與前述之海外人才需求調查相吻合，僅研發類有較高比例（僅占

40%）的需求，其餘類別職務的海外人才需求都相當低。 

6.2.2 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才供給 

    針對國立台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私立東海大學及私立文化大學等七所名校之動物科學、畜產、生物

科技與生物機電工程相關之系（所），本研究以問卷方式對應屆即將畢業之大四

生及碩二生進行採樣，共計回收 471 份有效問卷：。 

1. 畢業後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意願：有意願投身於家畜科技化設施

設備產業者有 226 人（48%）、241 人（51.2%）表明不願意投入該產業（表

5.2）；另外有 4 人表示無法明確於當下做出決定。由分析結果來看，沒有

意願者占了多數。另外再以性別來分析學生投身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的

就業意願發現，男（47.7%）、女（48.4%）學生之就業意願比例類似，差異

不大；而以學制來分析學士與碩士生投身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的就業意

願發現，碩士生（50.79%）的投入意願比例上比學士生（47.55%）來高；最

後在學科別的分析中發現，動物科學、畜產、生物科技相關科系（54.7%）

之學生對於投身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的就業意願比例遠高於生物機電

工程學系（34%）。 

2. 投入與不投入之原因：有意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動物科學、

畜產及生物科技相關｣學系樣本，對產業的熟悉度為最多人考量的理由

（53.45%）；其次為產業發展前景（45.98%）、薪資福利因素（38.78%）、

本身技能因素（37.36%）、工作成就感（33.91%）。而在｢生物機電工程｣

學系方面，所有的理由都不超過 30%，最高的產業熟悉度也不過 17.61%而

已。不願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之｢動物科學、畜產及生物科技相關｣

學系樣本，對產業的不熟悉為最多人考量的理由（42.96%）；其次為本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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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符（38.03%）、個人生涯規劃（34.51%）。而在｢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方

面，同樣也是對產業的不熟悉為最多人考量的理由（38.38%）與本身技能不

符（38.38%），其次則為個人生涯規劃（33.33%）。 

3. 學生對於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力供給相關培訓主題看法與政策建議：

關於除一般專業知識外，政府/學術機構可辦理哪些培育課程以助於未來學

生進入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贊同比例超過 5 成者的項目包括有：品質檢測

技術（55.4）、供應鏈（產銷物流）管理與問題解決（55%）、原物料品質

管理（60.5%）、製程品質管理（64.8%）、成品品質檢驗（53.7%）、設備

效能評估檢測（59.7%）、設備國際專利分析與申請（58%）、國際法規認

證登記（50.1%）、設備安全管理法規（52%）、電子商務平台建置（50.7%）、

市場行銷及拓展（53.9%）、市場調查及分析（56.7%）。而在在本研究之畜

牧科技自動化產業人才供給問卷中，提出七項有助學生進入畜牧科技自動化

產業之方案。在經過統計後，有三項方案被多數學生（60%以上）所認同，

包括｢開設實習管道與機會，增加工作相關經驗｣（占 69.4%）、｢增加產學

合作管道，以鼓勵人才進入產業｣（占 65.6%）、｢引入業界專家作為師資，

開設實務課程降低學用落差｣（占 61.4%）、｢舉辦學生校外觀摩課程，增加

產業熟悉度｣（58.2%）、｢提供國際企業觀摩會，增加視野與了解產業前景｣

（51.4%）、｢開設畜牧科技自動化學分班，學習產業所需技能｣（47.1%）、

｢邀請國際具產業能力師資來台演講授課，促進技術交流｣、（38.2%）。根

據學生認可的的重要性排序，將可做為相關部會之施政輕重緩急之參考。 

6.2.3 家畜飼養產業之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現況及建言 

    從家畜牧場問卷之資料分析中來看，整體科技化設施設備的導入率為

87.97%（n =532；468 場導入）。而在個別家畜類別導入的比例看來，以乳羊最

高（95.1%）、其次為肉牛（94.7%）、鹿（93.8%）、豬（91.4%）、乳牛（90.0%）、

肉羊（77.1%）。而那些尚未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的飼養場中，有 14.7%的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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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場有意願於未來導入。從整體的導入率及未來有意願導入的比例（89.8%；478

場導入或有意導入/回收飼養場樣本 532 場）來看，絶大多數的飼養牧場對於科

技化設備的認識及接受度相當高。只不過就前所述，對於相關設備人才並沒有實

質及迫切的需求。 

  以比例來估算各科技化設施設備全台導入飼養場數如下： 

 飼料生產自動化（養豬所需）：推估導入場數為 2445 場。 

 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牛、羊、鹿所需）：推估導入場數為 1632 場。 

 餵飼自動化：推估導入場數為 2915 場。 

 畜舍建構科技化：推估導入場數為 4706 場。 

 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推估導入場數為 6039 場。 

 廢水管理自動化：推估導入場數為 3207 場。 

 臭味防治：推估導入場數為 2249 場。 

 水質監控：推估導入場數為 2144 場。 

 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推估導入場數為 791 場。 

 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推估導入場數為 1020 場。 

 牛、羊乳收集自動化：推估導入場數為 718 場。 

  針對家畜飼養產業，本研究所回收之 532 份問卷中，得到以下建言： 

1. 農戶老年化嚴重，致使對於科技化的知識不足，要想導入自動化還需要政策

協助。例如，成立一組科技化設施設備的相關團隊，以巡迴之方式協助業者

建置、維修、操作教學等。 

2. 希望政府能開辦相關新興科技化設備之介紹及實作課程來增加科技化設施

設備人才的培養。同時也希望政府政府不管是在輔導、或是補助買機器時，

能把這些訊息正確而有效地傳達。 

3. 設備價格高，希望政府能補助的項目有：沼氣相關設施設備、割草機、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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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器、羊奶殺菌機器、超音波產檢相關機器、補助鹿農建立自動化設施、

老舊科技化汰換時。 

4. 設備需改良的項目有：割草機、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擠乳機器、自動秤

重（秤完後只得到數據，卻無法自動後續追蹤，對後續管理並沒有太大的幫

助）。 

5. 希望能研發或引進之設備項目有：反芻動物飼料下料機器、設備小型化、針

對草料收穫的問題研發更多相關設備（例如小型割草機）、更多飼料餵食自

動化、生育相關的設備、自動放料機、牛隻健康監測的設備、研發出適合台

灣環境的機器、協助研發鹿用自動給料設備。 

 

  



 

- 170 - 

 

參考文獻 

1. 丁川翊、莊麗娟（民 107）臺灣農業機械產概況，財團法人科技研究院。 

2. 農 漁 牧 產 業 自 動 化 論 譠 （ www.agriauto.bime.ntu.edu.tw ） , 

http://agriauto.bime.ntu.edu.tw/Result/livestock.htm. 

3. 李春進（ 82）畜牧產業自動化之現況與展望，自動化季刋， PP. 

6-12。  

4. 呂秀英（民 102）台灣肉牛之生產成本與利益分析，台灣銀行季刋，64（1）。 

5. 夏良宙（民 85）養豬自動化之整體觀，畜牧半月刋，57 （1），PP. 20-24。 

6. 孫智麗、李宜映、黃奕儒、李秉璋（民 100） 2025 台灣農業科技前瞻之發

展議題分析，台灣經濟研究月刋第 34 （3），PP. 70-77。 

7. 鄭富元（民 103）台灣畜產業之問題與未來發展，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s://www.npf.org.tw/3/13119。 

8. 萬于甄（民 104 ）國產標章  在地羊肉安心吃，中國電子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218000654-260107． 

9. 中央畜產會（民 107）肉牛產業現況， 

10. 中央畜產會（民 107）乳牛產業現況， 

11. 數位屏東（民 97） 挽救北港乳羊生產 縣府輔導行銷， 

12. http://pt.news.tnn.tw/news.html?c=1&id=16556。 

13. https://www.naif.org.tw/industrialContent.aspx?param=frontMenuID=13%EF%B

C%86sDate=%EF%BC%86eDate=%EF%BC%86key1=%EF%BC%86frontTitleMenuI

D=12%EF%BC%86forewordTypeID=0%EF%BC%86pn=1&frontTitleMenuID=12&f

rontMenuID=13&forewordID=1830。 

http://agriauto.bime.ntu.edu.tw/Result/livestock.htm
https://www.npf.org.tw/3/13119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218000654-260107
https://www.naif.org.tw/industrialContent.aspx?param=frontMenuID=13%EF%BC%86sDate=%EF%BC%86eDate=%EF%BC%86key1=%EF%BC%86frontTitleMenuID=12%EF%BC%86forewordTypeID=0%EF%BC%86pn=1&frontTitleMenuID=12&frontMenuID=13&forewordID=1830
https://www.naif.org.tw/industrialContent.aspx?param=frontMenuID=13%EF%BC%86sDate=%EF%BC%86eDate=%EF%BC%86key1=%EF%BC%86frontTitleMenuID=12%EF%BC%86forewordTypeID=0%EF%BC%86pn=1&frontTitleMenuID=12&frontMenuID=13&forewordID=1830
https://www.naif.org.tw/industrialContent.aspx?param=frontMenuID=13%EF%BC%86sDate=%EF%BC%86eDate=%EF%BC%86key1=%EF%BC%86frontTitleMenuID=12%EF%BC%86forewordTypeID=0%EF%BC%86pn=1&frontTitleMenuID=12&frontMenuID=13&forewordID=1830
https://www.naif.org.tw/industrialContent.aspx?param=frontMenuID=13%EF%BC%86sDate=%EF%BC%86eDate=%EF%BC%86key1=%EF%BC%86frontTitleMenuID=12%EF%BC%86forewordTypeID=0%EF%BC%86pn=1&frontTitleMenuID=12&frontMenuID=13&forewordID=1830


 

- 171 - 

 

14. https://www.naif.org.tw/industrialContent.aspx?param=frontMenuID=13%EF%B

C%86sDate=%EF%BC%86eDate=%EF%BC%86key1=%EF%BC%86frontTitleMenuI

D=12%EF%BC%86forewordTypeID=0%EF%BC%86pn=1&frontTitleMenuID=12&f

rontMenuID=13&forewordID=1828。 

 

  

 

 

 

 

 

 

 

 

 

 

 

 

附錄 1、畜牧場之科技化設施設備使用狀況調查問卷 

             （請由貴單位之負責人或現場主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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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您好！ 

  我們受農委會委託辦理此次的問卷調查，主要目的在協助政府掌握目前國

內各主要畜牧場之科技化設施設備使用情形、了解畜牧產業對於未來經營發展

與科技自動化需求的規劃，以評估未來相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人才之供需情

況，來提供政策制定參考。 

非常感謝您的問卷填寫與貢獻，謹致上由衷的謝意。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產業組 廖震元組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流通管理系楊忠民助理教授敬上    

 * 本問卷純為學術調查，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基本資料 

(一)、 場名： 

       負責人姓名：      年齡：     性別：□男性 □女性 

       電話：（） 

       飼養場地址： 

(二)、 經營之組織型態： 

       □ 自營 □ 非自營（契約經營、代工） 

 

 

 

 

(三)、 目前飼養種類、經營規模與形態（可複選）： 

類別（請勾選） 目前飼養頭數（單位：頭） 

□ 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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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牛  

□ 乳牛   

□ 肉羊   

□ 乳羊  

□ 鹿  

二、目前貴場工作人數 

(一)、 自家工（含場主），□ 男性     人、 □女性      人 

(二)、 僱工 

  1. 常僱工：（註：常僱工係指經常或預期僱用超過 6 個月以上者。） 

  □ 男工  人 

  □ 女工  人 

  2. 臨時工： 

  □ 男工   人     □ 女工     人 

三、牧場是否有獲得任何認（驗）證（例如，產銷履歷牧場、ISO…等）： 

 □ 是 認證項目：                □  否 

四、科技化設施設備導入狀況： 

（一）有無導入科技化設施設備？  □ 無  □ 已有    

（二）若未導入，未來是否有導入計畫?  □ 無   □ 有  

   (1) 若無意願導入，請問原因：                         

      (2) 若有，想要導入何種科技？ (複選) 

       □ 飼料生產自動化（針對養豬所需） 

    □ 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針對牛、羊、鹿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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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餵飼自動化 

        □ 畜舍建構科技化（自動清洗、畜床、降温與通風設備等智慧環控） 

       □ 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 

        □ 廢水管理自動化 

        □ 臭味防治 

       □ 水質監控 

        □ 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      

       □ 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 

        □ 牛、羊乳收集自動化 

    □ 其他                    

（三）若已導入： 

      (1) 已導入設施設備種類? 

        □ 飼料生產自動化（針對養豬所需） 

    □ 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針對牛、羊、鹿所需） 

    □ 餵飼自動化 

        □ 畜舍建構科技化（自動清洗、畜床、降温與通風設備等智慧環控） 

       □ 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 

        □ 廢水管理自動化 

        □ 臭味防治 

       □ 水質監控 

        □ 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      

       □ 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 

        □ 牛、羊乳收集自動化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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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已導入時間（以初次導入開始計算）： 

    □ 1 年以內 

        □ 1～5 年（未滿 5 年） 

        □ 5～10 年（未滿 10 年） 

        □ 10 年以上 

      (3) 未來有擴增設施的打算嗎? 

        □ 無 

        □ 有 

        若有此打算，想擴增的設施種類為何？（複選） 

    □ 飼料生產自動化（針對養豬所需） 

    □ 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針對牛、羊、鹿所需） 

    □ 餵飼自動化 

        □ 畜舍建構科技化（自動清洗、畜床、降温與通風設備等智慧環控） 

       □ 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 

        □ 廢水管理自動化 

        □ 臭味防治 

       □ 水質監控 

        □ 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      

       □ 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 

        □ 牛、羊乳收集自動化 

    □ 其他                    

五、請問貴場有科技化設施設備的人才缺口嗎？（人才缺口指的是貴場確實具有

該項工作機會或職缺，且尚未找到適當人員擔任，遇缺不補之情況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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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請說明原因                        

   □ 有 

     (1) 目前缺工的數量?              

     (2) 缺工種類：（複選） 

    □ 研發人員 

       □ 設備操作人員（請問何種設備：        ） 

       □ 設備維護及修繕人員（請問何種設備：        ） 

       □ 其他                                   

     (3) 僱用條件：  

        教育程度：□ 不限   □ 高中（職） □ 大專 □ 研究所 

    工作經驗：□ 不限   □      年以上； 

        證照或特殊資格： □ 無   □ 有 

        若有，需要的資格（證照）為                 

     (4) 請問可提供之薪資水準： 

    □ 24,000 元以下 

        □  24,001~35,000 元 

        □  35,001~50,000 元 

        □  50,000 元以上 

六、市場狀況： 

   (1) 內銷市場： 

    目前景氣狀況（與去年相比）：□ 成長     □ 持平     □ 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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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景氣預估：    □ 成長     □ 持平      □ 衰退 

      (2) 外銷市場： 

        外銷產品為：                    

    外銷比例： 

    □ 無外銷且無規劃     □ 無外銷但有此規劃    □ 10%以內 

     □ 11%～20%          □ 21%～30%           □ 31%～40% 

   □ 41%～50%          □ 51%～60%           □ 61%～70%  

   □ 71%～80%          □ 81%～90%           □ 91%～100% 

    主要外銷市場（可以多個）： 

    填寫範例 : 泰國 、中國 

         、    、    、    、     

    外銷目前景氣狀況（與去年相比）：□ 成長     □ 持平     □ 衰退 

    外銷未來景氣預估：    □ 成長     □ 持平      □ 衰退 

七、是否可以請貴場針對未來畜牧科技自動化的導入與人才需求提出建言，供政

府制訂相關政策之參考？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合作～～ 

附錄 2、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人才需求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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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產業先進您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稱農委會）農業政策在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施政綱

要中明確提出了｢畜牧業科技研發｣來做為未來的重要計畫項目。為了提高畜牧

業科技自動化產業之人才質量、提升產業之競爭力，農委會特委託財團法人農

業科技研究所進行人才需求調查，除了藉此瞭解畜牧科技自動化產之人才動態

趨勢、彙整調查資料並推估預測產業人才之需求外，同時結果也將作為政府研

擬產業人才缺口因應對策時之參考依據。 

  由於貴 單位在本次調查之範疇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您的回覆對於本

次調查更是至關重要，貴 單位的意見也將成為未來人才規劃及培訓之重要參

考依據。本問卷共計 10 頁，懇請 貴公司主管指派專人（負責經營管理或熟悉

公司營運者）協助填答問卷，以掌握產業現況及發展趨勢與人才之需求狀況。 

  貴公司所提供之各項內容及資料與調查結果，僅作為總體統計分析與政策

規劃之用，絶不提供給稅務單位、也絶不對外公開，敬請安心填答，非常感謝

您的協助！ 

  敬祝 順心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產業組 廖震元組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流通管理系楊忠民助理教授敬上    

* 本問卷純為學術調查，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貴公司基本資料： 

1. 公司名稱：              2. 公司負責人：        

3. 填表人職稱：             4. 公司電話：         

5. 公司傳真：            6. E-mail：             

7. 貴公司成立時間：成立於   年，共計   年（截至填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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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現有職員人數： 正職人員：      人    兼職員工：   人 

9. 貴公司 2017 年（民國 106 年）總營業額（單位：新台幣）： 

 □  500 萬以下        □ 501～1000 萬      □ 1001～2000 萬 

  □  2001～3000 萬     □ 3001～4000 萬     □ 4001～5000 萬 

  □  5001 萬～1 億      □ 1 億以上～2 億    □ 2 億以上 

10. 主要經營之設施設備項目： 

  □ 飼料生產自動化（針對養豬所需） 

 □ 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針對牛、羊、鹿所需） 

 □ 餵飼自動化 

  □ 畜舍建構科技化（自動清洗、畜床、降温與通風設備等智慧環控） 

  □ 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 

  □ 廢水管理自動化 

  □ 臭味防治 

  □ 水質監控 

  □ 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      

  □ 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 

  □ 牛、羊乳收集自動化 

 □ 其他                    

 

 

11. 貴公司產業鏈位置（業務占比最高者）： 

 □ 自動化設備零件（零件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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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動化設備製造（設備製造商） 

 □ 銷售通路（批發、零售商） 

 □ 安裝、檢測與維修相關（維修保養商） 

 □ 其他                                   

12. 貴公司產品外銷比例：（外銷主力產品為何：             ） 

  □ 無外銷且無規劃     □ 無外銷但有此規劃    □ 10%以內 

  □ 11%～20%          □ 21%～30%           □ 31%～40% 

□ 41%～50%          □ 51%～60%           □ 61%～70%  

□ 71%～80%          □ 81%～90%           □ 91%～100% 

13. 貴公司主要外銷市場、營業額占比（無外銷者不需填答）： 

 填寫範例 : 泰國 30% 

  □ 日本               □ 馬來西亞 _________   □ 菲律賓            

  □ 泰國               □ 寮國                 □ 緬甸             

□ 南韓               □ 越南                 □ 柬埔寨               

□ 其他 （例： 中國 20%）：      、       

14. 貴公司產品自行研發比例： 

 □ 無進行研發且無規劃 □ 無自行研發但有此規劃 □ 10%以內 

  □ 11%～20%          □ 21%～30%           □ 31%～40% 

□ 41%～50%          □ 51%～60%           □ 61%～70%  

□ 71%～80%          □ 81%～90%           □ 91%～100% 

二、人力結構調查： 

  在本單元有 7 個工作面，各工作面之工作內容描述如下，供您填答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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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發面：相應最新的畜牧業需求，研發解決相關問題之產品、評估設備適

用性、安全性以及量產可行性等研究。 

2. 製造面：從零組件供應、生產製造、物流出貨以至於到整個供應鏈管理。 

3. 品管面：產品之品質檢定是否能符合國際標準與良率維持等，包括符合國

際安全標準，如 ISO/TC159/SC3)。 

4. 安裝及維修面：出售之設備的安裝工作及後續維修保養，同時將問題適時

回報至研發及製造部門。 

5. 行政面：與業務相關之行政作業、人力資源管理、後勤支援、財務、會計

及經營管理。 

6. 法規面：處理包含專利、及各種相關法律及法規問題。 

7. 銷售面：研究國內、外市場與產業之動態與發展、分析現有及潛在市場並

擬定行銷策略。其中包含行銷人員、前端之業務人員及協助業務人員銷售

及維修聯繫之服務人員。 

三、人力之學歷重點學門背景分佈：（可複選） 

  請根據單元二之工作面，填答貴公司目前各職務所招聘人力所分佈之重點學

工作職務 
去年新

聘人員 

實際從

業人員 

學歷分布 人員平均經歷分佈 

高中職

及以下 

大學

(專) 

碩、

博士 

1年以

下 

1~5

年 
5 年以上 

（填答範例） 3 人 15 人 1 人 12 人 2 人   ˇ 

研發面         

製造面         

品管面         

安裝維修面         

行政面         

法規面         

銷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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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此科系學門分類採用教育部之分類，並篩選出畜牧科技自動化相關之科系）。 

工作職

務 

重點學門 

工程學門 農業科學學門 

自然

科學

學門 

法律

學門 

商業

及管

理學

門 

傳播

學門 

人文

學門 

機械

工程

學類

(含

生物

產業

機電

學

系) 

電資

工程

學類 

工業

工程

學類 

其他 
一般

農業 

農業

經濟

及推

廣學

類 

農業

技術

學類 

其他 

範例 ˇ ˇ    ˇ        

研發面              

製造面              

品管面              

安裝及

維修面 
             

行政面              

法規面              

銷售面              

 

 

 

 

 

 

四、未來三年（108~110）人力招募之期望（含學、經歷期望與個人職能特質）： 

工作職務 學歷期望 經歷期望 海外人才需求 職能特質或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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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範例 

研發面 

□高中職及以下 

□大學及專科 

■碩、博士 

□ 1 年以下 

■ 1~5 年 

□ 5 年以上 

■ 有 

□ 無 

希望能延攬具有電機專業背

景且對畜牧業有粗略瞭解 

研發面 

□高中職及以下 

□大學及專科 

□碩、博士 

□ 1 年以下 

□ 1~5 年 

□ 5 年以上 

□ 有 

□ 無 
 

製造面 

□高中職及以下 

□大學及專科 

□碩、博士 

□ 1 年以下 

□ 1~5 年 

□ 5 年以上 

□ 有 

□ 無 
 

品管面 

□高中職及以下 

□大學及專科 

□碩、博士 

□ 1 年以下 

□ 1~5 年 

□ 5 年以上 

□ 有 

□ 無 
 

安裝及維

修面 

□高中職及以下 

□大學及專科 

□碩、博士 

□ 1 年以下 

□ 1~5 年 

□ 5 年以上 

□ 有 

□ 無 
 

行政面 

□高中職及以下 

□大學及專科 

□碩、博士 

□ 1 年以下 

□ 1~5 年 

□ 5 年以上 

□ 有 

□ 無 
 

法規面 

□高中職及以下 

□大學及專科 

□碩、博士 

□ 1 年以下 

□ 1~5 年 

□ 5 年以上 

□ 有 

□ 無 
 

銷售面 

□高中職及以下 

□大學及專科 

□碩、博士 

□ 1 年以下 

□ 1~5 年 

□ 5 年以上 

□ 有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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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才招募之難易 

工件職務 難、易度 人才招募不易之主要原因(可複選) 

填寫範例 ■難   □易 

■新職務需求  

□在職人員技能不符  

□在職人員流動率過高 

□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  

■人才供給不足 

□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  

□其他（請加以說明）：  

 

研發面 □難   □易 

□新職務需求  

□在職人員技能不符  

□在職人員流動率過高 

□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  

□人才供給不足 

□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  

□其他（請加以說明）：  

 

製造面 □難   □易 

□新職務需求  

□在職人員技能不符  

□在職人員流動率過高 

□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  

□人才供給不足 

□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  

□其他（請加以說明）：  

 

品管面 □難   □易 

□新職務需求  

□在職人員技能不符  

□在職人員流動率過高 

□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  

□人才供給不足 

□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  

□其他（請加以說明）：  

 

安裝維修面 □難   □易 

□新職務需求  

□在職人員技能不符  

□在職人員流動率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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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  

□人才供給不足 

□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  

□其他（請加以說明）：  

 

行政面 □難   □易 

□新職務需求  

□在職人員技能不符  

□在職人員流動率過高 

□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  

□人才供給不足 

□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  

□其他（請加以說明）：  

 

法規面 □難   □易 

□新職務需求  

□在職人員技能不符  

□在職人員流動率過高 

□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  

□人才供給不足 

□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  

□其他（請加以說明）：  

 

銷售面 □難   □易 

□新職務需求  

□在職人員技能不符  

□在職人員流動率過高 

□勞動條件不佳(例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  

□人才供給不足 

□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  

□其他（請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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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來產業景氣預估 

產業景氣影響因子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級距尺度（請填-3, -2, -1, 0, 1, 2, 3   其中-3 為最高負影響; 3 為最高正影響） 

+表正影響；-表示負影響；若認為不為主要影響因子則可不填 

（填 答 範 例） -1 +2 +1 

全球經濟趨勢（例如新興市場持續成長）    

全球社會趨勢（例如畜牧科技化；環保淢碳等）    

國內社會環境變遷（例如老年化、少子化等）    

政策影響（例如新南向政策等）    

地利位置（例如氣候、地理交通等）    

國外技術引進或國內研發技術突破    

異業結合（例如跨領域研發合作等）    

人力資源    

市場通路（含國、內外）    

外國設備進口    

二手設備市場    

其他您所想到的影響因子（請列舉） 

 

 

 

 

   

產業景氣預估調查 

□保守 

□持平 

□樂觀 

□保守 

□持平 

□樂觀 

□保守 

□持平 

□樂觀 

營業額成長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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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來三年人力需求調查（請參照單元六之產業景氣預估情境來填答） 

工作職務 
填答

範例 

預估 108 年人

力需求調查 

預估 109 年人

力需求調查 

預估 110 年人

力需求調查 

備註(如有任何

意見請填此欄

位) 

研發面 +2     

製造面 +6     

品管面 +1     

安裝與維修面 +3     

行政面 +0     

法規面 +0     

銷售面 +4     

八、人才招募： 

1. 就整體而言，貴公司人才主要應徵來源？（請以優先順序 1-3 填寫)： 

□ 人力銀行   □ 報章刋登   □ 校園徵才   □ 業界挖角    

□ 公司網頁刋登    □ 親友介紹    □ 其他                   

2. 貴公司希望政府/相關單位/學術機構未來可以辦理那些培訓主題，以提高貴

公司人才的選、用、育、留？（可複選） 

  研發面：□省能設備開發 □電子情報監測處理  □機器人動力及控制 

          □品質檢測技術 □電動機設計與開發  □其他                  

 製造面：□量產技術   □供應鏈 (產銷物流 )管理與問題解決  

          □家畜科技化設備效能評估檢測   □技術之商品化與上市管理  

          □其他     

 品管面：□原物料品質管理 □製程品質管理 □成品品質檢驗  □其他      

  安裝及維修面：□家畜設備效能評估檢測 □品質檢測技術 □顧客關係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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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行政面：□客服中心營運管理 □財務規劃與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其他                  

 法規面：□家畜科技化設備國際專利分析與申請 □國際行銷與談判 

     □國際法規認證登記 □家畜科技化設備安全管理法規 □其他          

 銷售面：□電子商務平台建置 □市場行銷及拓展 □行銷與品牌經營 

     □消費行為分析 □市場調查及分析 □國際經營管理策略 

     □其他                  

3. 貴公司希望政府可提出那些政策以提升專業人才之質與量?（可複選） 

□政府單位提供企業相關政策優惠   □政府協助企業延攬海外人才 

□政府提供產學合作之管道與獎勵機制 □政府舉辦產學間的交流活動 

□政府舉辦跨領域人才培訓班     □政府針對企業人才提供留學獎勵機制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其他                             

九、請貴公司針對未來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之人才需求提出建議，以提供有關單

位制訂相關之人才政策的參考。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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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人才供給問卷 

敬愛先進您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稱農委會）農業政策在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施政綱

要中明確提出了｢畜牧業科技研發｣來做為未來的重要計畫項目。為了提高畜牧

業科技自動化產業之人才質量、提升產業之競爭力，農委會特委託財團法人農

業科技研究所進行人才需求調查，除了藉此瞭解畜牧科技自動化產之人才動態

趨勢、彙整調查資料並推估預測產業人才之需求外，同時結果也將作為政府研

擬產業人才缺口因應對策時之參考依據。 

  由於貴系(所)在本次調查之範疇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您的回覆對於本次

調查更是至關重要，貴系(所)的意見也將成為未來人才規劃及培訓之重要參考依

據。本問卷共計 4 頁，懇請 貴系(所)大學四年級及碩士班二年級學生協助填答

問卷，以協助政府掌握我國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人才供給狀況。 

  若您對本次問卷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洽詢本所助理＊＊＊（電話＊＊＊

＊＊＊＊＊＊）。本卷為不計名問卷，您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將僅作為總體統計分

析與政策規劃之用，所有原始資料及填答內容絕不對外公開，敬請安心作答！ 

  謝謝您！    敬祝 順心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產業組 廖震元組長敬上 

* 本問卷純為學術調查，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 

   畜牧科技自動化設備包含：飼料生產自動化（針對養豬所需）、草食芻料收

穫與調製自動化（針對牛、羊、鹿所需）、餵飼自動化、畜舍建構科技化（自動

清洗、畜床、降温與通風設備等智慧環控）、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廢水管理

自動化、臭味防治、水質監控、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

別系統、牛或羊乳收集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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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就讀學制：□大學部   □研究所 

  3. 就讀科系：            

  4. 請問您目前具有以下那些技能與知識：（可複選） 

   □生物化學  □環控農業工程學 □電子電機學     □感測原理學  

   □機電工程學 □機械工程學      □生物微機電技術  □畜牧相關學程 

   □其他（請加以說明）：              

二、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就業意向： 

  請問您在畢業/服役後是否有意願投入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發展? 

     □ 是，有意願。（請回答三、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就業傾向調查，四不答） 

     □ 否，無意願。（請略過三，直接回答四、其他產業就業傾向調查） 

   □ 其他，請說明：                      

三、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就業傾向調查： 

  1. 請問您在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中想投入哪種類型的工作？（可複選） 

    □ 研發類 □ 製造類 □ 品管人員 □ 維修保養人員 □ 行政人員  

      □ 法規智財人員   □ 行銷企劃人員  □ 銷售服務人員                

      □ 其他（請加以說明）：                                         

    2. 請問您想投入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的理由：（可複選） 

   □ 產業熟悉度     □ 職缺訊息         □ 工作地點因素              



 

- 191 - 

 

      □ 薪資福利因素   □ 企業制度完善性     □ 產業發展前景 

      □ 工作成就感     □ 本身技能因素     □ 家庭因素 

      □ 生涯規劃（含創業規劃）   □ 基於企業/產業人才培育計劃 

      □ 其他（請加以說明）：                                         

四、其他產業就業傾向： 

   1. 未來發展意向 

     □ 繼續進修  （□ 相關科系； □ 非相關科系：        ）  

     □ 就業   （計畫往何種產業發展：               ） 

   2. 請問您未考慮畜牧科技自動化相關產業發展的主要原因： 

     □ 產業熟悉度     □ 職缺訊息         □ 工作地點因素              

     □ 薪資福利因素   □ 企業制度完善性     □ 產業發展前景 

     □ 工作成就感     □ 本身技能因素     □ 家庭因素 

     □ 生涯規劃（含創業規劃）   □ 基於企業/產業人才培育計劃 

     □ 其他（請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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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就業政策之建議： 

 在本單元有 7 個工作面，各工作面之工作內容描述如下： 

研發面 
相應最新的畜牧業需求，研發解決相關問題之產品、評估設備適用

性、安全性以及量產可行性等研究。 

製造面 從零組件供應、生產製造、物流出貨以至於到整個供應鏈管理。 

品管面 
產品之品質檢定是否能符合國際標準與良率維持等，包括符合國際

安全標準，如 ISO/TC159/SC3)。 

安裝及維修面 
出售之設備的安裝工作及後續維修保養，同時將問題適時回報至研

發及製造部門。 

行政面 
與業務相關之行政作業、人力資源管理、後勤支援、財務、會計及

經營管理。 

法規面 處理包含專利、及各種相關法律及法規問題。 

銷售面 

研究國內、外市場與產業之動態與發展、分析現有及潛在市場並擬

定行銷策略。其中包含行銷人員、前端之業務人員及協助業務人員

銷售及維修聯繫之服務人員。 

  1. 除一般專業知識外，您認為政府/學術機構可辦理哪些培育課程，有助於未

來學生進入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可複選） 

研發面 
□ 省能農機開發 □ 電子情報監測處理 

□ 品質檢測技術 □ 機器人動及控制 

製造面 
□ 量產技術 □ 供應鏈 (產銷物流 )管理與問題解決 

□ 家畜科技化設備效能評估檢測  □技術之商品化與上市管理 

品管面 □ 原物料品質管理 □ 製程品質管理 □ 成品品質檢驗 

安裝及維修面 
□ 家畜設備效能評估檢測 □設備品質檢測技術 

□ 顧客關係經營 

行政面 □ 客服中心營運管理 □ 財務規劃與管理 □ 人力資源管理 

法規面 
□ 農機國際專利分析與申請 □ 國際行銷與談判 

□ 國際法規認證登記 □ 農機安全管理法規 

銷售面 
□ 電子商務平台建置 □ 市場行銷及拓展 □ 行銷與品牌經營 

□ 消費行為分析 □ 市場調查及分析 □ 國際經營管理策略 

其他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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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認為哪些方案有助您進入畜牧科技自動化產業？（可複選） 

□ 引入業界專家作為師資，開設實務課程降低學用落差。 

□ 舉辦學生校外觀摩課程，增加產業熟悉度。 

□ 開設實習管道與機會，增加工作相關經驗。 

□ 開設畜牧科技自動化學分班，學習產業所需技能。 

□ 增加產學合作管道，以鼓勵人才進入產業。 

□ 提供國際企業觀摩會，增加視野與了解產業前景。 

□ 邀請國際具產業能力師資來台演講授課，促進技術交流。 

□ 其他（請加以說明）：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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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廠商名錄 

廠商名稱 經營項目 

九龍灣通風企業有限公司 
水簾降溫系統、畜舍通風系統、保溫設備、家

畜自動給水給料設備 

大友工業社 糞尿分離設備 

大強畜場自動清洗設計裝配有

限公司 

畜場全自動清洗設備（牛舍、豬舍)、廣角自動

消毒噴霧器 

大農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噴霧降溫設備及零件、高壓清洗機 

允統財企業有限公司 
廢水處理設備、畜糞發酵堆肥設備、清潔配管

設備、粉粒輸送系統 

台灣飛準畜牧機械自動化股份

有限公司 

通風降溫設備(負壓通風/水簾降溫系統/噴霧

降溫/循環扇) 

四維機械廠有限公司  有機肥料包裝設備、電動搬運車、電動噴霧車 

全益畜牧器具有限公司 
飼料桶、給水桶、通風設備(排風扇、循環扇)、

水簾降溫設備、保溫設備 

均屹實業有限公司 噴霧降溫系統、 

妙吉實業有限公司 
自動餵料設備、通風溫控降溫系統、畜舍床

板、自動集糞設備 

谷山股份有限公司 畜舍鋪墊、畜舍圍籬、通風設備 

東明農牧器具行 通風設備、高壓清洗機 

林協興機械廠 
自動集糞設備(溝式拖糞機)、糞尿自動分離系

統 

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汙水處理系統 

金榮鐵工廠/詮懋實業有限公

司 

飼料桶、飼料槽、給水器、飼料自動輸送系統、

畜牧廢水處理系統 

亞洲氫能股份有限公司 沼氣發電設備 

泓華環工器材有限公司 汙泥脫水處理設備 

傑達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保溫設備、通風設備 

揚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保溫設備、通風降溫系統、畜禽有機廢棄物高

速處理系統 

晶昌環境機械有限公司 廢水處理曝氣設備(鼓風機、真空泵浦、曝氣盤) 

翔安企業社  電熱保溫墊、溫控保溫調溫器 

華畜企業有限公司 

粉粒料輸送設備、全自動給料設備、定量給料

設備、全自動糞尿分離系統、水冷式/水簾式/

負壓式通風設備、畜舍全自動清洗設備、畜舍

廢棄洗淨過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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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廠商名錄（續） 

廠商名稱 經營項目 

黑偉機械有限公司 廢水處理曝氣設備(鼓風機、真空泵浦、曝氣盤)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動物生理測定設備(核酸分析儀) 

煉盛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糞尿分離設備(固液分離機) 

照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通風環控系統(負壓水簾式通風設備)、保溫設

備(熱風機)、自動化餵飼控制系統、農牧業自

動化系統規劃、動物生理測定設備(測孕器) 

豪偉企業有限公司 

動物生理測定設備(超聲波測孕儀)、保溫設備

(保溫燈)、種豬精液處理用品(精液稀釋粉、授

精管)、人工授精器材(精蟲計數儀)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沼氣純化設備(脫硫設備/沼氣發電機) 

龍昇科技有限公司 廢污水處理機械設備 

興隆畜牧器具有限公司   

臺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畜牧機械(乳羊、乳牛自動榨乳機、冷凍槽)、

自動餵飼系統、管理系統、汙水處理系統(抽水

泵浦、水污染之機械) 

上舜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全自動化乳牛搾乳機、乳牛全功能管理系統、

乳量記錄管理系統、全自動化乳羊搾乳設備 

翔懋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污水處理及防治設備、種畜禽之飼養與繁

殖與畜禽全自動化系統設備、畜禽飼料原料

（玉米、高梁、黃豆、魚粉、肉骨粉、酵母粉、

奶粉、黃豆粉、乳清粉、玉蛋白等）及動物精

液、冷凍精液人工授精、胚胎移植、冷凍胚胎

等。 

萬得富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輸送機械設備製造代理、清潔消毒設備 

巨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牧式、機械式趕牛器 

振偉畜牧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豬牛羊場建置工程、通風環控系統、餵飼輸送

系統、水簾、牛隻保定架 

台灣拉曼有限公司 

飼養牛隻用具(牛隻灌食槍、灌食桶零件、牛鼻

夾、蹄甲剪、電動修蹄刀刀盤、乳腺擴張器、

牛尾毛電動剃刀、剪角器、小牛防吸器、牛蹄

修護組、乳房異常偵測器、小牛食道餵食器)、

牛舍地墊(牛床地墊、括糞道地墊、拼圖式區域

地墊、護蹄噴水地墊)、牛隻健康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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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廠商名錄（續） 

廠商名稱 經營項目 

雅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通風降溫設備(負壓通風/循環扇/水簾牆)、自動

化飼料輸送管路系統 

順帆風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通風降溫設備(排氣扇、抽風機、水冷扇、水

簾)、工業用吸塵器、集塵器 

翊豐通風有限公司 
通風降溫設備(排氣扇、循環扇、抽風扇、水冷

扇、噴霧扇、太陽能抽風扇) 

特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禽畜糞處理系統 

上爽畜牧企業有限公司 家畜組合式高床、自動快速沖洗系統 

台灣電扇科技有限公司 
通風降溫設備(排風扇、循環扇、抽風機、水簾

片) 

奇堅實業有限公司 
沼氣純化設備(脫硫設備/沼氣發電機)、廢污水

處理機械設備 

宏晉儀控科技有限公司 沼氣發電設備(控制器、發電機) 

澄豐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沼氣純化設備(脫硫設備/沼氣發電機) 

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廢污水處理機械設備(固液分離擠壓機、汙泥脫

水機) 

健鑫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廢水處理曝氣設備 

世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廢水處理曝氣設備(鼓風機、曝氣盤)、沼氣純

化設備(脫硫設備/儲氣設備/沼氣保溫燈/沼氣

加熱爐)、保溫設備 

潔康企業有限公司 
沼氣利用設備(脫硫設備/儲氣設備/沼氣加熱

爐/沼氣鍋爐) 

螢助有限公司 沼氣利用設備(儲氣設備) 

志豪工業有限公司 沼氣利用設備(沼氣鍋爐) 

霖興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沼氣利用設備(沼氣鍋爐) 

濠遠企業有限公司 
沼氣利用設備(儲氣設備/沼氣保溫燈/沼氣鍋

爐) 

日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沼氣利用設備(脫硫設備/儲氣設備) 

和永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榨乳設備(牛羊榨乳室、測乳器、乳杯榨後消毒

設備、牛羊用移動式榨乳車)、餵飼生產設備(日

糧混和機、自動掃草機、修蹄架、牛床墊、地

墊)、通風設備(變頻吊扇)、汙泥處理設備(反覆

刮糞機、軌道式刮糞機) 

 



 

- 197 - 

 

附錄 4、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廠商名錄（續） 

廠商名稱 經營項目 

牧成企業有限公司 

榨乳設備(榨乳室、牛羊用移動式榨乳設備、冷

卻系統、智慧型牧場管理系統)、乳牛體溫監控

系統、乳品分析儀器、餵飼系統(餵飼機器人、

小牛自動餵飼系統、混和車)、畜舍設備(牛水

床、修蹄架、去角器)、汙泥處理設備(刮糞機)、

生理分析儀器(超音波掃描器) 

瑋洲企業有限公司 

榨乳設備(牛羊用榨乳室榨乳機、乳品冷卻設

備、乳品均質機)、牧草作業機械、飼料餵飼機

械(自動餵飼車、) 

奕順有限公司 

榨乳設備(榨乳室、移動式榨乳機、真空脈動

機、自動脫落系統、冷卻設備)牛隻發情偵測系

統、牛群管理系統、乳量顯示系統、餵飼系統

(牧草機械、餵料機)、牛床、自動刮糞機、固

液態牛糞撒播機 

波克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生理分析儀器(豬：超音波測孕儀、電熱式剪尾

器、電動磨牙機、發情偵測器、母豬管理軟體，

牛：修蹄剪、大型動物電子溫度計、可攜式超

音波，羊：超音波測孕儀、羊用發情偵測器) 

恆昌畜牧器材行 
防鳥網圍籬、通風設備(工業用立扇)、豬用床

板 

台灣艾諾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消毒殺菌設備(次氯酸水設備) 

凱馳清潔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畜舍清潔設備(高壓清洗機、吸塵器) 

煒隆機械廠有限公司 
餵飼設備(送料機、混料機)、通風設備(抽送風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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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107 年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填報表 

產業別：新農業－畜禽科化設施設備（家畜）產業 

表 1  產業調查範疇及趨勢 

產業調查

範疇1
 

1. 行業標準分類代碼(4碼)：2921、2937、3400、4643 

2. 調查範疇相關說明：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從事農業及林業專用機械設備製造之行業；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2937)：

從事污染防治設備製造之行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3400)：從事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以恢復機械設備正常運作為目

的，含例行性保養維護)及安裝之行業；農用及工業用機械設備批發業：從事農用及工業用機械設備及其零配件、用品批發

之行業。本研究所歸納之科技化設施設備包含：飼料生產自動化（針對養豬所需）、 草食芻料收穫與調製自動化（針對牛、

羊、鹿所需）、餵飼自動化、畜舍建構科技化（自動清洗、畜床、降温與通風設備等智慧環控）、畜禽排泄物處理自動化、 

廢水管理自動化、臭味防治、水質監控、畜牧場管理自動控制系統、個別家畜生產管理識別系統及牛、羊乳收集自動化，

共計11項 

產業發展

趨勢2
 

1. 根據 Freedonia Group 2014年的報告，預估全球畜牧機械之市場規模將從2013年之8,690百萬美元成長到2018年之11,900百萬

美元，約占整體農業機械市場規模之6%。然而在台灣不論公有或私有之統計資料中，本研究均查無單純｢畜牧機械產業｣之

統計數據，更遑論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為主題統計資訊。本研究僅能就研究範疇（2921、2937、3400）進入經濟部統

計處工業產銷動態調查中搜尋統計資料。其中包含有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產業用機械設備維

修及安裝業之整體統計數據。雖然其中尚包含其他非畜牧產業設備，但是藉由這些資料或許能在資料缺乏的情況下暫時用來

推估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之現況。 

2. 根據所查詢資料指出，畜牧相關科技化設施設備之生產總值從102年之20,528,024（仟元）一路下滑至106年之18,926,507（仟

元），衰退了近8%，其中以污染防治設備及零件衰退26%最高。而從銷售值來看，自102年的17,253,908（仟元）至106年的

15,852,385（仟元），衰退超過8%。但是除了污染防治設備及零件衰退了38%外，其餘皆為成長。從內銷（含間接外銷）來

看，整體之內銷值從102年的11,228,260（仟元）至106年的9,628,788（仟元），衰退14%計1,599,472（仟元）。同樣以污染

防治設備及零件之衰退幅度最大，約為35%。在外銷表現上，整體之直接外銷值，從102年的6,025,648（仟元）至106年的

6,223,597（仟元），成長了3%，計197,947（仟元）。不過污染防治設備及零件依然處於衰退狀況，衰退了近5成；其餘其

他農用機械及零件與專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則分別成長有11%及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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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1. 產業調查範疇之標準分類，請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105年第10次修訂「行業標準分類」，儘可能填列至細類(4碼)；上述細類說明如仍無法確定範

疇，可參考財政部101年第7次修訂「稅務行業標準分類」定義，並填列前4碼，上述分類標準請參照至下列網址；如產業屬跨領域、新興型產業，

著實無法對應現行行業標準分類者，則可保留填寫彈性。 

(1) 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https://www.dgbas.gov.tw)首頁/主要業務/政府統計/統計法制與標準分類/統計標準分類/行業標準分類。 

(2) 財政部網站(https://www.mof.gov.tw)首頁/財政及貿易統計/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查詢系統。 

    2. 請條列分析產業未來之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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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專業人才供需量化分析 

單位：人 

推

估

調

查

結

果 

景氣 

情勢 

108年 109年 110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1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樂觀  

226 

 

226 

414 

226 持平 384 404  

保守    

景氣2 

定義 

(1) 樂觀=110年在認為景氣狀態為保守之廠商依然維持9家（28.1%），但是原本認為持平的14家中有2家廠商的看法則趨向樂

觀，使得認為景氣樂觀的廠商數來到11家（34.4%），平均營業額成長率之預估為10.127%。 

(2) 持平=108年有12家廠商採保守預估（占37.5%）、15家廠商採持平預估（占46.9%）、對於景氣預估則僅有5家廠商（15.6%）

樂觀看待，平均營業額成長率之預估為8.47%；109年則有9家廠商保守看待（28.1%）、14家（43.8%）廠商認為景氣將維持平

穩狀態、而樂觀看待之廠商增加了4家，來到9家（占28.1%），平均營業額成長率之預估為9.41%。 

廠商目前人3才

供需現況 
表示人才充裕之廠商百分比： 33  %；表示供需均衡之廠商百分比： 0 %；表示人才不足之廠商百分比： 67 % 

填表說明： 

1. 新增供給來源有教育及培訓體系，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該業人力與教育/培訓體系養成訓練關連度高低，決定是否推算。未進行

推估者，請以「－-」表示。 

2. 如有針對樂觀、持平及保守等不同景氣情境進行未來人才需求推估者，請依實際推估假設填寫各景氣情境之定義。 

3. 請協助調查廠商對於當前人才供需狀況之看法，並以百分比表示（如：表示當前人才供需屬「人才充裕」之廠商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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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專業人才質性需求分析 

所欠缺之 

專業人才 

職類1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情形 

人才欠6

缺之主

要原因 

有無7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最低教育程度4 

學類 

(代碼)2 
能力需求3

 

最低工作年資4 

招募5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高中 

以下 

 

大專 

 

碩士 

以上 

 

無經 

驗可 

具工作經驗 

2年 

以下 

2-5 

年 

5年 

以上 

研發 

相應最新的畜牧業需

求，研發解決相關問題

之產品、評估設備適用

性、安全性以及量產可

行性等研究。 

 V  

機械工程學類（5202）、

電資工程學類（5201）、

工業工程學類（5206）、

其他工程學類（5299）、

其他自然科學（4499）、

一般農業（6201）、 

農業經濟及推廣（6205）

農業技術（6209）、其他

農林漁牧學類（6299） 

1. 冷凍空調、電機系

統、機器裝修之技

能 

2. 具備產品開發、設

計實驗且能協調回

饋者、評估開發的

可行性，為公司導

入新風貌 

  V  難 無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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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 

從零組件供應、生產製

造、物流出貨以至於到

整個供應鏈管理。 

V   

其他工程學類（5299）

電資工程學類（5201）

工業工程學類（5206）

機械工程學類（5202）

其他自然科學（4499）

其他農林漁牧學類

（6299） 

農 業 經 濟 及 推 廣

（6205） 

農業技術（6209） 

1. 冷凍空調、電機系

統、機器裝修之技

能 

2. 具備產品開發、設

計實驗且能協調回

饋者、評估開發的

可行性，為公司導

入新風貌 

3. 需適應工作環境 

  V  難 無 3、4、5  

安裝及維

修面 

出售之設備的安裝工

作及後續維修保養，同

時將問題適時回報至

研發及製造部門。 

V   

其他工程學類（5299）、

機械工程學類（5202）、

電資工程學類（5201）、

工業工程學類（5206）、

其他自然科學（4499）、

農業技術（6209）、 

一般農業（6201）、 

其他農林漁牧學類

（6299）、 

商業與管理

（3401~3408、3499） 

1. 冷凍空調、電機系

統、機器裝修之技能 

2. 需適應工作環境 

3. 通常會由年較久的

職員教導新進人

員，新人基本概念要

會設備維修、安裝與

保養及完成主管交

辦事項 

  V  難 無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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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 

研究國內、外市場與產

業之動態與發展、分析

現有及潛在市場並擬

定行銷策略。其中包含

行銷人員、前端之業務

人員及協助業務人員

銷售及維修聯繫之服

務人員。 

V   

其他工程學類（5299）、

商業與管理

（3401~3408、3499）、

其他自然科學（4499）、

機械工程學類（5202）、

電資工程學類（5201）、

工業工程學類（5206）、

其他農林漁牧學類

（6299）、 

一般農業（6201）、 

農業技術（6209） 

1. 冷凍空調、電機系統

及機器裝修之知識

與語文能力 

2. 負責業務推展、開潛

在客戶、拓展市場、

提供客戶技術服

務，必要時協助客戶

處理 

 V   難 無 
1、 3、

4、5、6 
 

其他分析 1.可能消失的既有職類：法規類職務，以外包方式交給一般法律從業人員 

 

填表說明： 

1. 所需專業人才職類，請貴單位配合表2產業人才供需推估結果，調查該產業未來所欠缺之專業人才職類。 

2. 學類代碼，請參照教育部106年第5次修訂「學科標準分類」，儘可能填列至學類代碼(4碼)，上述分類標準請參照至下列網址，教育部網站

(https://www.edu.tw)首頁/教育資料/教育統計/統計標準分類/中華民國學科標準分類第5次修正 (106年9月)。 

3. 能力需求請以條列式說明。 

4. 學歷、工作年資請以勾選方式填列。 

5. 招募難易度請分為「易」、「普通」、「難」3種難易程度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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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人才欠缺之主要原因，請填列代碼(可複選)，包含：❶新興職務需求、❷在職人員技能不符、❸在職人員流動率過高、❹勞動條件

不佳(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❺人才供給不足、❻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❼其他(請填寫其原因)。 

7. 請參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iCAP 職能發展應用平台（https://icap.wda.gov.tw），檢視所列職類目前是否已完成職能基準訂定，已完成訂定

者請配合填寫其「基準級別」(尚未研析基準級別者，可省略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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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人才問題及因應對策 

人才問題
1
 因應對策(請填列具體規劃)

2
 

人才供應不足 

1. 開設實習管道與機會，增加工作相關經驗 

2. 增加產學合作管道，以鼓勵人才進入產業 

3. 引入業界專家作為師資，開設實務課程降低學用落差 

4. 舉辦學生校外觀摩課程，增加產業熟悉度 

所聘人才技能不符 

1. 舉辦跨領域之人才培訓，提供人才教育訓練機制 

2. 提供產學合作之管道與獎勵機制 

3. 舉辦產、學間的交流活動 

4.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勞動條件不佳、人員流動率過高 

1. 改善工作環境品質，以提高就業及留職意願 

2. 提高員工薪資水平，以提高就業及留職意願 

3. 加強就業輔導，將其他領域閒工引入家畜科技化設施設備產業 

4. 增加產學合作管道，以鼓勵人才進入產業 

填表說明： 

1. 請填列產業人才供需調查中，產業界反映面臨的人才問題。 

2. 請針對各項人才問題，填列貴單位規劃辦理之具體因應對策，並於次年度填報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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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5+N 產業」所需職務調查表 

5+2產業 相關產業 

資訊科技 工程研發 製造品管 建築營造 管理財經 行銷業務 門市客服 教育傳播 其他專業 

跨 

領 

域 

需 

求 

01
電

腦

硬

體 

02
資

訊

軟

體 

03
M 
I 
S 
網

管 

04
光

電

光

學 

05
通

訊

電

信 

06
半

導

體

電

子 

07
機

械

工

程 

08
化

工

材

料 

09
生

技

醫

藥 

10
生

產

管

理 

11
製

程

規

劃 

12
品

管

安

規 

13
環

境

衛

生 

14
營

建

規

劃 

15
營

建

施

作 

16
經

營

幕

僚 

17
行

政

總

務 

18
人

力

資

源 

19
專

案

管

理 

20
法

務

智

財 

21
財

會

稅

務 

22
金

融

保

險 

23
廣

告

行

銷 

24
業

務

銷

售 

25
貿

易

船

務 

26
門

市

管

理 

27
客

戶

服

務 

28
藝

術

設

計 

29
傳

播

藝

術 

30
文

字

編

譯 

31
學

術

研

究 

32
旅

遊

休

閒 

33
餐

飲

專

業 

34
操

作

技

術 

35
維

修

服

務 

36
採

購

倉

管 

37
運

輸

物

流 

38
醫

療

專

業 

39
醫

療

保

健 

40
農

林

漁

牧 

41
其

他 

智慧機

械產業 
                                           

                                                                                      

綠能科

技產業 
                                                                                      

                                                                                      

亞洲‧ 

矽谷 
                                                                                      

                                                                                      

生技醫

藥產業 
                                                                                      

                                                                                      

國防科

技產業 
                                                                                      

                                                                                      

循環經

濟產業 
                                                                                      

                                           

新農業 

家畜科技

化設施設

備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數位 

經濟 
                                                                                      

                                                                                      

文化創

意產業

科技 

                                                                                      

                                                                                      
晶片設

計與半

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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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請配合表 3「所欠缺之專業人才職類」調查寫。 

                                 
註 2：上表請勾選「5+N」相關重點產業所需職缺之職務領域類別，各職務領域類別對照請參考表 5 附錄。表中智慧機器人為假設範例，以 105 年智慧機器人產業所需人才

職類調查結果：電機工程師(機械工程)、電子工程師(半導體電子)、工業及生產工程師(生產管理)、產品應用工程師(品管安規)、測試工程師(品管安規)、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

工程師(資訊軟體)、廣告及行銷專業人才(行銷企劃)，售服工程師(維修服務)，模擬勾選。 

註 3：本表職務分類係參考 104、518、yes123、1111 等人力銀行職務類別及勞動部通俗職業分類修改而得。 

註 4：如所需職類屬無法歸類者，請勾選「其他」，並於表下說明無法分類之職務。 

註 5：如所需職類有跨領域專業需求者，請於「跨領域需求」中一併填列跨域需求情形。以上表範例為例，假若智慧機器人產業 02 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工程師尚需具備 07

機械領域專業者，請於表格中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