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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主題探討 

由於全球畜牧業養殖消費者對各種肉類的需求增加，然而近年畜

禽產業面臨缺工問題，加上畜禽產業工作環境較其他產業惡劣，在畜

禽產業人力出現缺口的困境下，若能透過智慧化畜禽養殖方式，整合

利用相關資通訊技術，應能彌補缺工、降低從業人員的身心理壓力、

有效運用資源並提升家禽產業的生產、管理、營銷等效率。 

使得全球智慧化畜禽養殖、監控已越趨重要，透過提供即時的動

物健康、餵飼狀況、環境衛生、定位追蹤等資訊，透過非侵入式監控

設備、行為偵測及數據分析應用，發展即時監測或自動化設備，以增

加生產效率、提升動物健康以協助農民管理牧場，將可提升管理的效

率，並將資源做充分利用，可達成規格化並提升飼料換肉率以增加利

潤。 

相應臺灣經濟隨著高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我國農業產業結構亦

隨科技發展及社會變遷逐步轉型，臺灣畜禽產業的現況而言，雖然有

數家大型企業化經營的家禽產銷公司，也有積極由小農轉型為專業生

產的專業化公司，以及大型、中型的畜禽養殖戶或契養戶，但是這些

規模不一的公司或畜禽養殖場都面臨從業人口老化、常態性缺工、不

易招募年輕與跨域專業人力的產業發展困境。惟產業轉型或擴充規模

所需人才數量及樣貌，往往超越教職體系提供之人才之培育範疇，且

農業相關產業人力資源較無完善之運用機制，使得關鍵人才的培育與

引進，成為提升產業競爭力之重要課題。 

二、前人研究 

國發會於 107 年度完成 新農業-畜禽科技化設施設備(家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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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調查與推估成果報告，其中指出家禽產業人力出現缺口的困境下，

若能透過智慧化畜禽養殖方式，整合利用相關資通訊技術，應能彌補

缺工、降低從業人員的身心理壓力、有效運用資源並提升家禽產業的

生產、管理、營銷等效率。 

107 年度進行智慧農業機械產業人才供需現況調查，將智慧農業

機械產業定義為與資訊通訊技術結合的機械農業技術產業，區分為三

種類型：（1）以傳統農機為核心，將智慧農業機械視為應用 ICT、IoT

等技術的農機；（2）以資工技術為核心，將智慧農業機械視為應用於

農業監測設備及控制系統；（3）結合農機、ICT，及 IoT 作為解決農

業生產鏈上問題的手段，將智慧農業機械產業視為知識服務業。 

總體而言，國內智慧農業機械產業研發端目前位於產品生命週期

導入期，主要分為新創企業，與跨界企業二種類型。前者傾向以農業

作為主要營業領域，並由於規模較小，研發人員比例較高，存在人員

身兼數職的現象。另一方面，後者基本上是成立年數較長的企業，往

往是總公司認知到農業潛力後，另外設立農業部門或指派人員承辦開

發智慧農業之業務，初期傾向其他部門共用研發、製造等人員，銷售

人員比例偏高。 

108 年度針對智慧農業人才供需調查，調查六間核心系所中，有、

無意願投入智慧農業機械產業的比例約占各半，投入智慧農業機械產

業之原因，以「產業前景」最受重視，而「對於產業不熟悉」則是不

願意投入的主因。受訪學生最為偏好「以 ICT 設備為核心應用至智慧

農業」此類型，畢業後較希望投入研發職務。 

110 年度針對精準農業人才供需調查，人才招募困境包括了，工

作環境較差、產學知識落差大，難以招收專業人才。業者投入智慧農

業意願偏低、農業資訊整合性低及農民缺乏企業化經營之概念，亦是

影響精準農業產業發展之瓶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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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向 

根據全球與我國畜牧發展趨勢分析，並依前述人才供需調查為基

礎，本年度聚焦於畜禽產業之發展趨勢，以畜禽智慧生產為研究主題，

農企業為智慧農業發展之推動力，因此透過實際調查不同農企業之智

慧農業應用廠商現況，了解目前智慧農業技術導入情形、人力需求以

作為後續人才供需調查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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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背景分析 

一、全球產業發展現況 

（一） 國際畜牧產業發展現況 

1. 全球養豬產業現況 

2021 年全球養豬頭數約 9.7 億隻，至 2015 年達 9.9 億隻後，

均維持在 9.7 億隻左右的在養頭數，惟 2019 年爆發非洲豬瘟疫情，

全球養豬頭數頓時降至 8.4 億隻，減少約 12%(圖 1)。 

而全球豬肉產量亦由 2010 年 1.08 億噸成長至 2018 年 1.21

億噸，近九年皆呈現穩定成長（圖 2），然 2019 年同樣受非洲豬瘟

疫情影響，連帶 2020 年也不見豬肉產量起色，相較於非洲豬瘟發

生前，產量減少至 1.10 億噸。 

 
資料來源：FAO；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繪製(2021) 

圖 1、2012-2021 年全球養豬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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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AO；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整理繪製(2021) 

圖 2、2012-2021 年全球豬肉產量 

全球 2021 年養豬頭數共 9.7 億頭，其中以中國 4.5 億頭最多，

其次為美國 7,415 萬頭、巴西 4,254 萬頭、西班牙 3,445 萬頭，前十

大國便占全球 74%，而全球豬肉產量共 1.2 億噸，以中國 5,391 萬

噸最多，其次為美國 1,256 萬噸、西班牙 518 萬噸、德國 497 萬噸，

前十大國約占全球 75%。（表 1）。 

表 1、2021 年養豬頭數及豬肉產量前十大國 

排序 
養豬頭數 豬肉產量 

國家 數量(百萬頭) 國家 數量(百萬噸) 

1 中國 454.81 中國 53.91 

2 美國 74.15 美國 12.56 

3 巴西 42.54 西班牙 5.18 

4 西班牙 34.45 德國 4.97 

5 俄羅斯 25.85 巴西 4.36 

6 德國 23.76 俄羅斯 4.30 

7 越南 23.53 越南 2.59 

8 墨西哥 18.93 加拿大 2.40 

9 加拿大 14.03 法國 2.20 

10 丹麥 13.15 波蘭 1.99 

全球 - 975.41 - 120.37 

資料來源：FAO；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整理繪製(2021) 

2. 全球養雞產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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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球養雞頭數約 258 億隻，受到世界風氣影響及各國

蛋白質需求發展，近十年內以養殖數量逐步增長 (圖 3)，至 2019 

年達 250 億隻後，均維持在該數量以上的在養頭數。 

而全球雞肉及雞蛋產量亦由 2012 年 1.6 億噸成長至 2011 

年 2 億噸，近九年皆呈現穩定成長（圖 4），可見世界各國對於家

禽的需求性高於其他種類的經濟動物來源。 

 

資料來源：FAO；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整理繪製(2021) 

圖 3、2012-2021 年全球養雞隻數 

 

資料來源：FAO；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整理繪製(2021) 

圖 4、2012-2021 年全球雞蛋及雞肉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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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2021 年養雞隻數以中國 52.2 億隻最多，其次為印尼 34.7

億隻、巴基斯坦 15.7 億隻、巴西 15.3 億隻，前十大國占全球 65%，

而全球雞肉產量共 1.2 億噸，以美國 2,065 萬噸最多，其次為中國

1,542 萬噸、巴西 1,464 萬噸、俄羅斯 462 萬噸，前十大國約占全球

60%。（表 2）。 

表 2、2021 年養雞隻數及雞肉產量前十大國 

排序 
養雞隻數 雞肉產量 

國家 數量(千萬隻) 國家 數量(百萬噸) 

1 中國 522.36 美國 20.65 

2 印尼 347.81 中國 15.42 

3 巴基斯坦 157.80 巴西 14.64 

4 巴西 153.07 俄羅斯 4.62 

5 美國 152.20 印尼 3.84 

6 伊朗 103.07 印度 3.67 

7 印度 80.77 墨西哥 3.69 

8 墨西哥 60.47 日本 2.44 

9 越南 52.63 阿根廷 2.29 

10 俄羅斯 47.27 土耳其 2.25 

全球 - 2,585.61 - 121.59 

資料來源：FAO；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整理繪製(2021) 

3. 全球牛隻產業現況 

2021 年全球養牛頭數約 15.3 億隻，近十年內養殖數目逐步增

加，反芻動物較一般畜養動物能耐受嚴苛環境，故部分國家選擇牛

隻作為動物性蛋白來源，以便取得優良的營養(圖 5)。另外，牛隻飼

養均以乳用為主，佔整體產量比例的 91%，而全球牛肉及生乳產量

亦由 2012 年 6.9 億噸成長至 2021 年 8.2 億噸，近九年皆呈現穩

定成長（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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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AO；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整理繪製(2021) 

圖 5、2012-2021 年全球養牛頭數 

 

資料來源：FAO；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整理繪製(2021) 

圖 6、2012-2021 年全球牛肉及生乳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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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3,551 萬噸，前十大國約占全球 59%（表 3）。 

表 3、2021 年養牛頭數、牛肉及生乳產量前十大國 

排序 
養牛頭數 牛肉產量 生乳產量 

國家 數量(百萬隻) 國家 數量(百萬噸) 國家 數量(百萬噸) 

1 巴西 224.60 美國 12.73 印度 108.30 

2 印度 193.17 巴西 9.75 美國 102.63 

3 美國 93.79 中國 7.00 中國 37.28 

4 衣索比亞 65.72 印度 4.20 巴西 36.36 

5 中國 60.52 阿根廷 2.98 德國 35.51 

6 阿根廷 53.42 墨西哥 2.13 俄羅斯 32.08 

7 巴基斯坦 51.50 澳大利亞 1.93 法國 24.78 

8 墨西哥 36.00 俄羅斯 1.67 巴基斯坦 22.19 

9 查德 33.29 土耳其 1.46 紐西蘭 21.89 

10 蘇丹 32.03 法國 1.42 土耳其 21.37 

全球 - 1,529.30 - 72.45 - 746.06 

資料來源：FAO；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整理繪製(2021) 

（二） 全球畜禽養殖智慧化市場現況 

根據 Markets and Markets 報告顯示，2019 年全球畜禽養殖智慧

化市場規模約 13.6 億美元，以年複合成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 9 %成長，2028 年市場規模達到 28 億美元(圖

7)。2023 年智慧畜禽產業各區域市場規模中，占比最大之區域為歐

洲的 7.1 億美元，占整體之 42%，其次為美洲 4.9 億美元之市場規

模，約占整體之 29%，而亞太區域約占 23%（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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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Annual Reports, Experts’ Interviews, Investor Presentations, Scientific Journals, 

MnM；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整理繪製。 

圖 7、全球畜禽養殖智慧化歷年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 Annual Reports, Experts’ Interviews, Investor Presentations, Scientific Journals, 

MnM；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整理繪製。 

圖 8、2023 年畜禽養殖智慧化產業各區域市場規模 

全球智慧畜禽產業產品主要可分為硬體與網路平台、周邊服務

及軟體系統三大領域。硬體與網路平台之產品包含感測裝置(Sensor 

Monitoring Systems)、GPS/GNSS 定位系統及網路元件(Network 

Elements)等，周邊服務之產品包含管理服務(Managed Services)、輔

助系統(Assisted Professional Services)、系統整合(System Integrators)、

主機託管(Hosting Services)及連線服務(Connectivity Services)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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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系統之產品則包含 Local/Web-Based 及雲端運算(Cloud-Based)

等。 

根據 Markets and Markets 報告顯示，2023 年畜禽養殖智慧化產

業中，硬體與網路平台類之市場規模占 58%，約為 9.9 億美元，軟

體系統類之市場規模占 28%，約為 4.8 億美元，而周邊服務系統占

14%，為目前全球較為欠缺的領域。而再深入分析各分類之產品，

硬體與網路平台類以系統整合產品 58%為最多，市場規模約為 9.9

億美元，而硬體與網路平台中，無線射頻辨識系統市場規模約為 3

億美元，占了約三成，其市場規模亦為各分類產品中之首。 

報告中指出，2023 年全球畜牧養殖智慧化市場規模約 17.1 億

美元，預計以年複合成長率 10.4%成長，2028 年市場規模將達到 28

億美元（圖 9）。驅動因子包含對於物聯網、智慧化監測設備、人力

替代及自動化之需求增加，及日益重視即時監測和早期疾病檢測，

對蛋白質需求不斷增長等。 

 
資料來源： Markets and Markets(2023)；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整理繪製。 

圖 9、全球畜牧養殖智慧化預估市場規模 

根據 Markets and Markets 報告顯示，2023 年智慧畜禽產業各區

域市場規模中，占比最大之區域為歐洲的 7.1 億美元，占整體之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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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美洲 4.9 億美元之市場規模，約占整體之 29%，而亞太地區

約為 4 億美元，占 23%（圖 10）。而至 2028 年歐盟、美洲及亞太地

區市場規模分別為 11 億、7.8 億及 7 億美元，占比分別為 41%、

28%及 25%，顯示亞太地區成長較其他區域為快。整體來說，全球

目前仍由歐洲主導市場，然而，澳洲、紐西蘭、日本及南韓等國家

逐漸高度採用精準畜牧養殖技術，印度、中國及巴基斯坦等新興國

家也逐步投入巨資，預計亞太地區未來是智慧化農業高速成長地區。 

 
資料來源： Markets and Markets(2023)；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整理繪製。 

圖 10、2023 及 2028 年畜牧養殖智慧化產業各區域市場規模 

而 COVID-19 對於全球畜牧養殖智慧化市場的影響主要在第 1

至第 3 季，主因各領域的業主缺乏添購新設備之意願，然而此現象

在 2020 年底開始復甦，並於 2021 年下半年回復常態。 

 

 

二、我國產業發展現況 

（一）我國畜牧產業發展現況 

臺灣 2022 年畜禽產業產值約 2,004 億元，其中家畜產值約 835

億元，家禽約 686 億元，家畜禽副產品(奶、蛋)約 476 億元，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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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整體畜禽產值的 42%、34%、24%。其中，家畜產值以豬隻 798

億元為最多，約占整體家畜禽產值之 40%，而家禽以有雞隻 568 億

元占最多，分別約占整體家畜禽產值之 28%。而家畜禽副產品以雞

蛋為最大宗，產值約 326 億元，占整體副產品產值之 68%，而其次

之牛乳 127 億元則占整體副產品產值之 31%（圖 11）。 

 
資料來源：農委部農業統計資料；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整理繪製。 

圖 11、2022 年臺灣畜禽產業產值 

根據農委部農業統計資料，臺灣目前在家禽飼養上，2022 年飼

養場數以土雞 3,389 場為最多，其次為蛋雞 2,112 場、土番鴨場 1,818

場（圖 12）。而 2022 年底在養隻數則以蛋雞 4,522 萬隻為最多，其

次為有色肉雞 2,674 萬隻、白肉雞 2,409 萬隻。由此可見，家禽中

以蛋雞之飼養密度較有色肉雞、白肉雞、土番鴨為高（圖 13）。2022

年供應屠宰隻數則以雞隻 3 億 9,240 隻最多，其次為鴨隻 3,661 萬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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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農委部農業統計資料；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整理繪製。 

圖 12、2022 年臺灣家禽飼養場數 

 
資料來源：農委會農業統計資料；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整理繪製。 

圖 13、2022 年底臺灣家禽在養隻數（千隻） 

而在蛋雞的飼養上，目前主要分為傳統式飼養場、高床式飼養

場及密閉水簾式飼養場。傳統式飼養場為開放式建築，機械化程度

較低，除了飼料輸送為半自動，撿蛋工作幾乎都由人工處理；高床

式飼養場為機械化程度較高的兩層式半開放式建築，上層飼養蛋雞，

下層堆放排泄物，除了可使用機械清理外，將排泄物與雞隻分開亦

有利於雞舍衛生及雞糞推肥再利用；密閉水簾式飼養場與高床式不

同之處在於其為密閉式建築，並搭配水簾之溫控設施，利用熱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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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進入雞舍空氣之溫度，並維持雞舍中之負壓狀態，保持雞舍內

部空氣流動。根據中華民國養雞協會的資料，2013 年蛋雞飼養場中，

傳統飼養場占了 93%，高床式約 4%，密閉水簾式僅約 1%，可見飼

養密度高之蛋雞仍以機械化程度低、人力需求高之傳統飼養場為主。 

家畜產業目前受到百億基金的補助進入，已有大量相關設施設

備用於改善場域內環境，尤其針對新式整合型豬舍建置，已具備環

境控制的基礎條件，若場主願意裝設環境控制省工系統(如：自動化

餵飼系統、環境控制裝置等)，可初步實踐智慧化樣態的基礎，降低

對勞動力的依賴性，爾後若升級相關軟硬體系統，使得自動化設施

能依據自身蒐集的相關數據進行判讀，即時性回報因應突發狀況，

達到智慧化模式。 

酪農產業受限於管理時間上較為破碎、零散，在動物身上裝置

無線射頻辨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已行之有年，透

過個別身分認證能方便紀錄該牛隻的乳量產出、行走距離，協助場

主飼養管理，達到精準化飼育技術，另外推草機器人、自動化擠乳

系統、自動刮糞系統等相關技術也逐漸在農業部及中央畜產會的努

力下導入現場，可協助勞動力不足之問題，系統上均設置傳感設備，

可蒐集數據或偵測危險因子而做出處置，達到智慧化模式。 

自動化擠乳系統 裝設後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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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灣在家畜禽飼養上仍以傳統飼養方式為主，因此較難保

有完整生產紀錄且疾病控制不易，非全面性的機械化與自動化僅能

取代部分勞動力，使整體產業鏈智慧化程度有限，無法有效、穩定

提升產能與良率。此外，畜禽產業管理人力不足，也使相關數據收

集難以完整，亦不利於建構生長管理或追蹤追溯體系。畜禽養殖業

者亦有提出目前產銷資訊是透過協會收集及地方普查取得，但因協

會無公權力、地方普查有幽靈戶等問題，造成資訊取得無法完備。

而業界在找尋資源上亦有困難，在疾病監控、預警、預防方面，也

需要學術、官方之協助，對於自有成本進行投入相關設施設備，大

多無法負擔。另外，臺灣目前多以小農為主，雖然目前整體產業朝

一條龍發展，但會有部分個體戶農民不願意被整合之問題。 

臺灣家畜禽產業已提出許多智慧農業需求，硬體與網路平台部

分包含監控畜舍環境之設備、預警系統、大型孵化設備、自動餵飼

系統、產銷即時資訊平台等，周邊服務包含產品物流排程管理服務、

產業一條龍各階段流程銜接等，軟體系統則包含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產品彈性搬運系統、契養戶紀錄資料回報系統等。 

雖然臺灣部分業者已引進自動化設施及設備，然而自動化並不

代表智慧化，因此未必能提升其自身智慧化、智能化之能力，尚須

檢視是否具足智慧化之條件，諸如人力資源充足與否、企業體質、

企業資源之盤點是否完整等。引進自動化可視為企業智能化之第一

步，然而部分臺灣業者距離智慧化仍有一段距離，須持續改變自身

企業體質。而農業部自 2016 年開始，持續協助各家業者導入企業

資源管理系統(ERP)等軟、硬體設備，將可望協助各業者儘速達到智

慧化之目標。 

（二）我國智慧農業發展現況 

我國面臨農業勞動力老化與不足及極端氣候影響等挑戰，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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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從農人口下降與青農斷層，如何解決生產力不足、經驗傳承及

氣候變遷之議題，已成為當前農業發展需待克服之問題。2015 年農

委會(現為農業部)「生產力 4.0 科技發展策略會議：農業生產力推

動策略」中，指出農村面臨勞動力缺乏及農民高齡化，欲藉由推動

生產力 4.0 以「邁向效率/效能、安全與降低風險的農業新時代」。

隔年農委會(現為農業部)「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提出「扭轉過去

消極補貼的舊思維，建立強本革新的新農業」之願景，十大重點政

策中，「科技創新強勢出擊」強調：（1）提昇生產體系抗逆境能力；

（2）強化省工、節能之自動／智慧化機械設備研發及應用，提升農

業經營效能，穩定優質農產品產銷能力；（3）發展創新節能循環農

業，提高資源再利用價值，開創農業永續經營模式。此三項重點分

別回應我國農業所遭遇的三項問題：極端氣候、農業勞動力不足、

產銷過程中的資源耗費。 

於 2017年以下列三項策略推動提升農業整體生產效率與量能，

並建構主動式全方位農業消費／服務平臺，包括：（1）以智農聯盟

推動智慧農業生產關鍵技術開發及應用，建置智慧農業服務支援體

系；（2）整合資通訊技術打造多元化數為農業便捷服務與價值鏈整

合應用模式；（3）以人性化互動科技開創生產者及消費者溝通新模

式。並選擇以蝴蝶蘭產業、種苗產業、菇類產業、稻作產業、農業

設施產業、養殖漁產業、家禽（水禽）產業、溯源農產品產業、生

乳產業、海洋漁產業共十項領航產業作為優先推動範疇（陳駿季、

楊智凱，2017）。並正式推動「智慧農業綱要計畫」(第一期自 2017

至 2022 年度共計執行 6 年)，已協助臺灣農業於「效率」面向，導

入人機協作與發展智農聯盟，進而緩解人口老化與耕地面積狹小限

制；於「安全」面向，推動農產生產消費媒合數位服務，增加消費

者購買安全農產品之信心；以及於「低風險」面向，開發栽培管理

與病蟲害防治等專家系統，降低氣候、病蟲害等危害程度。然運用

智慧科技改善農產業價值鏈，仍需持續投入跨域/前瞻技術研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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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合應用、落地普及至各產業，才能翻轉整體從農環境。 

參、研究方法 

此次人才供需調查與推估分析之資料取得分為三部分，第一、問

卷調查：藉由問卷調查取得智慧農業廠商海外市場開拓情況、景氣看

法，養殖戶未導入智農設備之原因、導入智慧科技之因難點及預期效

益等資訊分析。第二、廠商訪查：藉由與農企業交流的過程中，詢問

廠商目前在智慧科技導入及人才供需上的情況。第三、動態資料彙總：

由人力銀行資料庫分析就業市場中農業相關產業針對智農科技人才

之定期動態需求，以掌握職缺、類別、工作待遇、需求人數、工作經

歷、學歷要求、科系要求、工作技能等內容。 

彙整三項資料，並完成國發會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填報，

包括產業調查範疇及趨勢表、專業人才供需量化分析表、專業人才質

性需求分析表、人才問題及因應對策表、「5+2 產業」所需職務調查表

等。 

  

圖 14、研究執行策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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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智慧農業人才需求調查 

根據針對智慧農業科技服務情形調查之結果，投入智慧農業之

農企業對未來景氣看法，大部分廠商對景氣看法大抵為樂觀看待未

來發展，約 84%的廠商認為景氣為樂觀，約有 12%的廠商看法為持

平，只有 4%的廠商認為景氣較為保守。而認為景氣樂觀的廠商，其

未來會投入的項目仍是以感監測設備為主(17 家)，符合目前畜牧場

的需求，其次為資料收集/管理(12 家)、自動化控制(11 家)、決策應

用平臺(11 家)與數據分析(10 家)。 

在市場經營方面，各智慧農業相關廠商目前仍是以國內市場為

主，占 64%。而有 36%的廠商已拓展國外市場，其中以亞洲國家為

主。而未來廠商對海外市場開拓意願中，主要有 80%的廠商有意願

開拓亞洲地區的市場，其次為美洲地區市場的占 52%與歐洲地區市

場的占 40%。雖然各廠商有意願開拓海外市場，但並沒有招募海外

市場人才之需求。 

產業人才需求調查由人力銀行資料庫分析就業市場中畜禽相關

產業，針對智慧生產科技人才之定期動態需求，以掌握職缺、類

別、工作待遇、需求人數、工作經歷、學歷要求、科系要求、工作

技能等內容進行資料收集。統計近一年內人力銀行所開出職缺數，

扣除重覆招聘之職缺，考量我國業者招募期，預估 113 年新增的職

缺為 173 名，推估 114 年為 178 人，115 年為 184 人。  

透過問卷調查結果及廠商訪談，在畜禽智慧生產人才招募瓶頸

及產業現況問題中，其主要遭遇問題如下： 

養殖戶因成本與效益考量，採用智慧農業設備意願偏低 

台灣畜牧養殖戶普遍生產規模小，若導入智慧科技將墊高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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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難以攤提成本達到收支平衡。此外，於各廠商所開發的系統

缺乏整合，養殖戶需要同時熟習與操作不同系統，造成養殖戶不

便，都將造成小型養殖戶投入智慧科技的意願低，無法帶動就業需

求增加。 

智慧設備服務市場未打開，智農業者人力投入趨保守 

雖政府正推動智慧農業，但目前採用智慧科技用於養殖的比例

仍低，各智農設備與技術服務商正積極開拓市場，但廠商資源有

限，不易開發新產品或服務，而使得各廠商提供相近之服務，缺乏

獨特性。若投入新產品或服務的開發，廠商將面臨較高之風險，也

造成缺乏大量創新投入，也降低人力的需求。 

畜禽養殖工作環境差，資訊人才望之卻步 

在智慧農業推廣的瓶頸中，畜牧生產面臨缺工及人力老化問

題，藉由導入智慧化設備，冀能降低人力需求，然而資訊服務業者

需至現場提供服務，如安裝設備，故障排除等，畜牧場多處於偏遠

地區，且工作環境較為惡劣，影響跨領域人才進入畜牧產業。 

伍、智慧農業人才供給調查 

透過教育部 112 年度「大專院校各校科系別學生數」四年級、三年

級、二年級、一年級畜牧相關科系在校生人數作為人才新增供給數

之計算基礎，並依該系畢業生學生投入畜牧養殖相關之比例，作為

畢業生投入本業之計算參數，推估 113 年新增供給數為 151 名，114

年新增供給數為 166 名，115 年新增供給數為 15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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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畜禽智慧化現況調查，其中畜禽養殖戶對智農設備的導入情

況，有效回卷的 36 位畜牧場，已導入智慧設備的畜牧場共 9 家，目

前尚未導入但有意願導入之畜牧場共有 22 家，而尚未導入且未來也

無意願導入之畜牧場共 5 家，探究無意願導入智農設備之原因，主

要是因為導入成本過高(4 家)和設備維護成本太高(3 家)，其他如設

備使用範圍不夠廣、不容易操作、安全的疑慮等，在成本支出上是

目前養殖戶不導入智農設備的主因。 

而 22 家未來可能導入智慧科技的項目中，其中 9 家畜牧場填寫

將投入生產收獲階段之智農設備為主，倉儲運輸和行銷販售的智農

設備各有 4 家。而在生產收獲的設備中，又以建置感監測設備(8 家)

和自動化控制(7 家)的意願最高，說明大部分的畜牧場目前仍需要智

農設備來解決生產上的困境。而針對目前仍未採購之原因分析，設

備購買成本太高(17 家)和設備維護成本太高(11 家)，是尚未採用之

最主要原因。而已導入智農設備的 9 家畜牧場，其智慧農業設備帶

來了節省勞力/工時(6 家)、提升生產效率(5 家)與提升管理效率(5 家)

之效益。 

根據農業部農業試驗所 2022 年「智慧農業技術促進、產業趨勢

與智農聯盟模式規劃評估」針對智慧農業廠商的調查，300 家智慧

相關廠商，其中有 45 家為畜牧廠商，針對人才需求，回卷廠商共

36 家，其中目前既有人員數量及專業知識足以支應智慧畜牧生產的

廠商數共 15 家；需要加強培訓既有人員共 18 家；需要新聘人員共

3 家。其可推測人才充裕，不需要徵人之廠商占 41.7%；有人才需之

比例為 58.3%。由於近期尚無影響畜牧產業智慧生產現況重大因

素，今年度亦將以此比例作為廠商人才充裕與否之參考依據。從人

才供給與需求數推算供需情形，其供需平衡之占比約 49.9%，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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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不足占比約 8.4%。 

最新「農林漁牧業普查」畜牧業每戶所得新臺幣 768.1 萬元，

而主力農家畜牧業每戶就業人數為 2.76 人，可推算畜牧業每人收

入，並藉由畜牧業產值推估畜牧業總從業人數約為 73,365 人。以此

為基礎，並參考農業智慧化現況調查的畜牧產業智慧化普及率及智

慧網要計畫推估的普及率，經綜合估算，111 年智慧畜禽產業就業

人數為 8,202 人，以主計總處未來經濟成長率約 3%推估，113 年總

就業人數為 8,702 人，114 年為 8,963 人，115 年為 9,232 人。 

綜整人才供需調查結果，以 113年為例，在景氣持平的情況

下，人才需求數為 173人，而供給數為 151人，說明約 87.3%的職

缺可找到相對應之人才，若是景氣保守的情況，更是 96.8%的職缺

可得到滿足，以此推估數據進行推論，與實際廠商調查所推估表示

人才充裕或供需均衡之廠商百分比占 91.6%，占比較為接近。 

陸、智慧農業人才培育及產業發展策略及建議 

1、產業跨域合作 

由於畜牧產業大多數是屬於飼養規模較小的飼養場，在智農設備

採購較無議價空間，因此受到高成本影響而降低建置意願，加上目前

能提供服務之廠眾多且良莠不齊，而且養殖戶對產出之效益也有所疑

慮。另一方面，廠商在開發新產品或服務時，也會因缺乏交流而產出

功能重覆之產品服務或未切中養殖戶之需求，這些都是在使用端和開

發端之風險。為降低兩者的營運風險，農業部正推動以智農生態系的

商業模式，聯合跨產業廠商的合作，藉由不同廠商間的合作，開發新

服務或產品，並經由系統的整合，讓畜牧場能更以一套系統操作不同

廠商所開發的服務。同時藉由不同養殖場域的加入，降低智慧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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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成本。 

2、人才跨域培訓 

傳統畜禽養殖主要是憑藉自身之經驗與技術，缺乏將經驗轉化成

數據的關鍵步驟，畜禽生產智慧化的推動，除了 IoT 設備的建置外，

數據的分析與應用更是影響畜禽生產智慧化發展的關鍵因素。從調查

的結果中可目前智慧農業產品服務供應商未來除了在生產的感監測

設備開發外，也將著重於資料收集、管理、分析及建置決策應用平臺。

而這些資料的分析是需要與畜禽產業的專業知識結合，才能將數據正

確的運用，因此應培養能與農業和資訊產業雙向溝通之人才。 

3、專業跨域實習 

由於不同專業的相互交流，常會受到自身領域的影響而缺乏以對

方實際情況進行思考，而造成實務操作與認知上的落差，建議可藉由

建立產學合作中心或是相關產學合作計畫，提供資訊領域與畜牧領域

間的交流，以弭平專業與實務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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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5 年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填報表(112 年辦理成果) 

產業別：畜禽生產智慧化重點產業 

調查執行單位(公會、法人、機構或研究團隊)：台灣經濟研究院 

表 1  產業調查範疇及趨勢 

產業調查

範疇1
 

1. 行業統計分類代碼(4碼)：畜禽生產智慧化調查範疇跨領域相關產業，依據主計總處110年第11次修正「行業統計分類」屬

「畜牧業」(012)，如0121牛飼育業、0122豬飼育業、0123雞飼育業、0124鴨飼育業、0129其他畜牧業、0130農事及畜牧

服務業，以及「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電腦程式設計業」(6201)、「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2729)等。 

2. 調查範疇相關說明：本調查之畜禽生產智慧化重點產業係指應用物聯網(IoT)、資通訊技術(ICT)或人工智慧(AI)的農業經營場

域，針對畜牧場環境的變異給予最適當的飼育決策與處理，以減少資源之耗費，增加收益及減輕環境衝擊的經營管理手

段。 

產業發展

趨勢2
 

1. Markets and Markets 報告指出2023年全球畜牧養殖智慧化市場規模約17.1億美元，預計以年複合成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10.4%成長，2028年市場規模將達到28億美元；2023年智慧畜禽產業各區域市場規模中，占比最大之區

域為歐洲的7.1億美元，占整體之42%，其次為美洲4.9億美元之市場規模，約占整體之29%，而亞太區域約占23%。 

2. 2023年畜禽養殖智慧化產業中，硬體與網路平台類之市場規模占58%，約為9.9億美元，軟體系統類之市場規模占28%，約

為4.8億美元，而周邊服務系統占14%，為目前全球較為欠缺的領域。 

3. 對照各國家對於智慧農業的討論，可發現日本較臺灣重視操作安全性，及對於機器人技術的應用，而臺灣則較日本重視循

環應用，但皆強調 ICT、IoT、AI 技術的運用。臺灣家禽產業已提出許多智慧農業需求，硬體與網路平台部分包含監控畜舍

環境之設備、預警系統、大型孵化設備、產銷即時資訊平台等，周邊服務包含產品物流排程管理服務、產業一條龍各階段

流程銜接等，軟體系統則包含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產品彈性搬運系統、契養戶紀錄資料回報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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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第11次修正「行業統計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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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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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統計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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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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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15 年專業人才供需量化分析 

單位：人 

推

估

調

查

結

果 

景氣 

情勢 

113年 114年 115年 

新增需

求 
新增供給1

 總就業人數2
 

新增需

求 
新增供給 總就業人數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總就業人

數 

樂觀 191 

151 8,702 

196 

166 8,963 

202 

158 9,232 持平 173 178 184 

保守 156 160 165 

景氣 

定義3
 

(1) 樂觀=持平推估人數* 1.1 

(2) 持平=依據人均產值計算 

(3) 保守=持平推估人數* 0.9 

當前人才供

需現況4 

表示人才充裕之廠商百分比： 41.7 %；表示供需均衡之廠商百分比： 49.9 %；表示人才不足之廠商百分比：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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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利後續計算新增需求人力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請提供各年度推估之產業總就業人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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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請協助調查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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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15 年專業人才質性需求調查表    

所欠缺之專業

人才職類 

(代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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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類 

(代碼)3 

能力需求4 

最低工作年資2 
招募5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高中 

以下 
大專 碩士 博士 

 
無經 
驗可 

具工作經驗 

2年 
以下 

2-5 
年 

5年 
以上 

MIS╱網管類人

員 

(080306) 

負責監控系統運作，

並建立危機處理的標

準流程，同時管理與

維護公司的系統架

構、網路架構、防毒

措施等工作。 

V    

軟體開發

細學類、

資訊技術

細學類、

電機與電

子工程細

學類 

主要能力： 

伺服器網站管理維護、網路系統

危機管理、規劃與管理防火牆、

電腦設備裝配、作業系統操作、

資訊設備操作檢修、資料庫系統

管理維護、安全性測試(Security 

test) 

其他能力： 

軟體品質與保證、資訊設備環境

設定、系統整合分析、軟體工程系

統開發、資料庫軟體應用、系統架

構規劃、軟體程式設計、網路程式

設計、資料庫程式設計、電機設備

測試、網頁語法撰寫、專案規劃執

行╱範圍管理、系統維護操作、測

試計劃及測試報告書撰寫、企業

資源規劃管理(ERP) 

V    普通 無 

在職人員

技能或素 

質不符 

勞動條件

不佳 

薪資較低

不具誘因 
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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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設計工程

師 

(080202) 

從事設計、撰寫、測

試各種軟(韌)體程

式，並協助測試、修

改、維護與保管程式

之工作。 

 

V    

軟體開發

細學類、

資訊技術

細學類、

電機與電

子工程細

學類 

主要能力： 

軟體工程系統開發、軟體程式設

計、網路程式設計、資料庫程式

設計、網頁語法撰寫、資料庫軟

體應用、韌體工程開發、韌體整

合測試、韌體程式設計、測試計

劃及測試報告書撰寫、 

其他能力： 

數位通訊技術訊號處理、專案規

劃執行╱範圍管理、系統維護操作、

系 統 整 合 分 析 、 安 全 性 測 試 

(Security test) 、資料庫系統管理

維 護 、 企 業 資 源 規 劃 管 理

(ERP) 、流程圖軟體操作、電子試

算表軟體操作、系統架構規劃、作

業系統基本操作、資料備份與復

原、資訊設備環境設定、網路資料

傳輸、系統架構規劃與維護、軟硬

體設備預算與採買規劃、電機設

備測試 

V    普通 無 

在職人員

技能或素

質不符 

勞動條件

不佳 

薪資較低

不具誘因 
有 

(4) 

其他分析 
1.可能消失的既有職類：(如研究調查發現，因應數位化、智慧化發展而有未來可能消失的既有職類者，請簡述之。) 

2.可能出現的新興職類及其職能需求：(如研究調查發現，因應數位化、智慧化發展而有未來可能出現的新興職類，但我國業者尚未

浮現需求者，請填列之，並簡述其職能需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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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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參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通俗

職業分類」進行歸類後填列(含6碼代碼)，上述分類標準請參照下列網站：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Jobooks工作百科網站

(https://jobooks.taiwanjobs.gov.tw/)首頁/職業訊息查詢/通俗職業查詢。 

2. 學歷、工作年資請以勾選方式填列。 

3. 學類代碼，請參照教育部106年第5次修訂「學科標準分類」，填列至細學類代碼(5碼)，請參考教育部網站(https://www.edu.tw)首頁/教育資

料/教育統計/教育統計標準分類/學科標準分類查詢，或直接連結至以下查詢系統：https://stats.moe.gov.tw/bcode/。 

4. 能力需求請以條列式說明。 

5. 招募難易度請分為「容易」、「普通」、「困難」3種難易程度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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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人員技能或素質不符、❸在職人員易被挖角、❹勞動條件不

佳(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或工作地點偏遠)、❺缺乏具相關學、經歷或技能之人才供給、❻薪資不具誘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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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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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人才供需重要議題及因應對策 

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1
 是否涉及跨部會權責2

 

畜牧場智慧農業設備採用意願偏低，畜禽智農設備市場未

擴大，人才需求低。 

目前農業部與地方政府已提供智慧設備建置補助，降

低養殖戶投入成本，並提供相關輔導措施，加深養殖戶

對智慧農業的信賴，進而提升畜禽智農設備的採用率，

擴大畜牧場對於智農設備人才需求。 

農業部 

智慧設備服務市場未打開，智農業者人力投入趨保守 廠商投入創新開發之風險，農業部與經濟部已推動生

態系相關輔導及補助計畫推動，協助資訊業者進行合

作，建立智農生態系，以團體戰的方式，降低各廠商的

開發風險，並與養殖戶的連結，提供切合際所需的服務

產品。 

農業部 

經濟部 

畜禽養殖工作環境差，資訊人才望之卻步 藉由建立產學合作中心或是相關產學合作計畫，提供

資訊領域與畜牧領域間的交流，以弭平專業與實務的

落差，並讓資訊人才能瞭解畜牧產業的現場實務操作。 

農業部 

教育部 

填表說明： 

1. 請具體填列針對該人才問題，貴單位刻正執行中之相關人才培訓(育)或人才供需媒合等計畫/措施，或未來因應對策方向。 

2. 若人才問題涉及跨部會權責，請填列涉及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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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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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電

腦

硬

體 

0

2

資

訊

軟

體 

03 

MI

S

網

管 

0

4

光

電

光

學 

0

5

通

訊

電

信 

0

6

半

導

體

電

子 

0

7

機

械

工

程 

0

8

化

工

材

料 

0

9

生

技

醫

藥 

1

0

生

產

管

理 

1

1

製

程

規

劃 

1

2

品

管

安

規 

1

3

環

境

衛

生 

14

營

建

規

劃 

15

營

建

施

作 

1

6

經

營

幕

僚 

1

7

行

政

總

務 

1

8

人

力

資

源 

1

9

專

案

管

理 

2

0

法

務

智

財 

2

1

財

會

稅

務 

2

2

金

融

保

險 

2

3

廣

告

行

銷 

2

4

業

務

銷

售 

2

5

貿

易

船

務 

26

門

市

管

理 

27

客

戶

服

務 

2

8

藝

術

設

計 

2

9

傳

播

藝

術 

3

0

文

字

編

譯 

3

1

學

術

研

究 

3

2

旅

遊

休

閒 

3

3

餐

飲

專

業 

3

4

操

作

技

術 

3

5

維

修

服

務 

3

6

採

購

倉

管 

3

7

運

輸

物

流 

3

8

醫

療

專

業 

3

9

醫

療

保

健 

4

0

農

林

漁

牧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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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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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

產業 

                                           

                                           

                                           

新農業 

智慧農業產

業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01+02+4

0 

                                           

                                           

數位 

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