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統計通報-107 年臺南市養猪產業業主性別調查分析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畜產科 張耀仁  

一、前言 

養猪產業自古以來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透過猪隻飼養可以提供國人

很重要的優質蛋白質，而這個產業也維持了很重要的經濟命脈，創造很大的

商機，也創造很多的就業人口數。而臺南市養猪場產業在全國的排名也位居

第 4 位，共有 643 場，有 578,558 頭猪隻，主要為一貫化養猪場。 

為瞭解本市養猪產業動向，本次除調查業主的性別外，還將一併調查本

市猪場產業群聚性等，以供政府擬定產業輔導及產銷政策調節之參據。 

二、調查對象 

以本市養猪場為對象，探討本市猪場規模大小、產業群聚性等。 

三、養猪場分佈概況 

(一) 臺南市養猪場數調查 

本市截至 107 年 11 月底養猪場數共有 643 場，主要分布在下營區

（75 場）、麻豆區（44 場）、學甲區（43 場）、白河區（37 場及七股區

（34 場）。與 107 年 5 月底相比總在養場數增加了 9 場，總飼養頭數也

增加了 9,959 頭，也就是 107 年 11 月底的飼養頭數平均每場為 899 頭，

較 107 年 5 月底的飼養頭數平均每場為 896 頭，平均每場增加了 3 頭。

相關數據如下表所顯示： 



養猪頭數調查情形 

區別 

107 年 11 月底 107 年 5 月底 場數增減比較 頭數增減比較 

場數 頭數 場數 頭數 實數 % 實數 % 

合 計  643 578 558  634 568 599  9 1.42 9 959 1.75

下營區  75 63 137  74 62 164  1 1.35  973 1.57

麻豆區  44 36 025  45 32 460 - 1 -2.22 3 565 10.98

白河區  43 68 745  44 70 877 - 1 -2.27 -2 132 -3.01

學甲區  37 42 749  36 39 534  1 2.78 3 215 8.13

七股區  34 13 482  35 13 835 - 1 -2.86 - 353 -2.55

佳里區  33 26 863  35 25 321 - 2 -5.71 1 542 6.09

鹽水區  29 28 581  30 29 469 - 1 -3.33 - 888 -3.01

後壁區  29 36 746  29 35 879  0 0.00  867 2.42

善化區  29 21 673  30 22 661 - 1 -3.33 - 988 -4.36

柳營區  26 14 751  25 12 897  1 4.00 1 854 14.38

六甲區  26 33 622  26 33 908  0 0.00 - 286 -0.84

西港區  25 10 284  24 9 798  1 4.17  486 4.96

官田區  23 22 890  20 21 732  3 15.00 1 158 5.33

新化區  23 12 769  23 13 950  0 0.00 -1 181 -8.47

歸仁區  20 28 847  19 29 230  1 5.26 - 383 -1.31

新市區  18 13 608  18 15 127  0 0.00 -1 519 -10.04



關廟區  18 36 840  19 33 862 - 1 -5.26 2 978 8.79

將軍區  17 8 254  17 9 232  0 0.00 - 978 -10.59

安定區  17 9 937  19 10 044 - 2 -10.53 - 107 -1.07

龍崎區  15 6 814  14 6 923  1 7.14 - 109 -1.57

新營區  12 6 766  9 6 049  3 33.33  717 11.85

北門區  11 7 139  11 7 175  0 0.00 - 36 -0.50

安南區  11 7 137  11 6 838  0 0.00  299 4.37

東山區  8 3 234  5 2 791  3 60.00  443 15.87

永康區  7 5 016  6 4 350  1 16.67  666 15.31

仁德區  6 2 137  6 2 059  0 0.00  78 3.79

南化區  3  605  1  556  2 200.00  49 8.81

大內區  2  11  2  21  0 0.00 - 10 -47.62

山上區  1 9 882  1 9 857  0 0.00  25 0.25

南  區  1  14 - -  1 -  14 -

玉井區 - - - - - - - -

楠西區 - - - - - - - -

左鎮區 - - - - - - - -

東  區 - - - - - - - -

北  區 - - - - - - - -

安平區 - - - - - - - -



中西區 - - - - - - - -

 

(二) 養猪產業業主性別與年齡層之比較 

比較臺南市養猪產業業主性別比較，如下表所示，男性業主所占人

數為 554 人（86.15 %），女性業主所占人數為 89 人（13.85 %）。 

比較業主之年齡層，15~29 歲合計 52 人，佔 8.1 %；30~39 歲合計

80 人，佔 12.4 %；40~49 歲合計 117 人，佔 18.2 %；50~59 歲合計 159

人，佔 24.7 %；60 歲以上有 235 人，佔 36.5 %，結果顯示年齡層分佈

以 60 歲居多，40 歲以上就有 511 人，佔 79.5 %。 

由此顯示，業主性別組成仍多以男性為主，有可能是因為養猪這個

產業，畢竟是屬於需要較多勞力的工作，早期尚未有自動化餵料設備

前，就需要勞動力較大的男性進行飼料搬運、重物拖送……等工作，即

使來到現今，養猪場多有自動化餵養設備，但還是有眾多需要大量勞動

力之工作，且臺灣本身是父系社會，重要財產的登錄通常也會以男性為

主，故在此，看到的就是男性為主的性別組成。 

再來，以年齡層來分析，養猪產業主要的年齡層為 40 歲以上的中

壯年及老年人口，共佔 79.5 %，這樣的人口組成，傳達出來的即是具有

養殖經驗的年齡層持續作為養猪場主力，而 39 歲以下的年青族群接替

撐起養猪產業的也有，但占比僅達 20.5 %，也跟這個產業畢竟要跟髒、

臭為伍，較無法引起年輕人的興趣。但從另一方面探討，臺灣人的習性



上，重要財產的登錄或轉移，也多會在中高年齡層後再去處理。 

 

養猪場業主性別分析 

養猪場場數 男性業主 

人數 

百分比 女性業主 

人數 

百分比 

643 場 554 人 86.15 % 89 人 13.85 %

 

養猪場業主年齡分析 

年齡 15-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 

場數 52 80 117 159 235

百分比 8.1 % 12.4 % 18.2 % 24.7 % 36.5 %

 

根據行政院主計總處 93 年調查，台灣每 61 萬農業就業人口中，45

歲即佔 68.7%，傳統產業人口趨於高齡化，臺南市養猪產業，也呈現相

同的趨勢，15 歲~39 歲之年齡層只佔 20.5 %，自家產業出現永續斷層，

危及產業發展，可能導致離牧，產業沒落，讓經營主得外雇人員。養猪

產業由於工作場所衛生條件、工作時間特殊、薪資待遇、升遷發展未如

預期(期待)，是讓不少想投入養猪產業的年輕人望之卻步或半途轉業的

主因，據經營主表示，勞動人口中以 40 歲以上比較有意願，肯投入在

地養猪產業。 



四、結論 

臺南市養猪產業勞動人口年齡層男女比例為 554 :89，以男性居多，

年齡層以 50 歲以上居多，產業仍不乏女性經營者。然而養猪產業需要細

膩的管理經驗，女性較優於男性，女性可擔任男性管理工作如記帳、清潔

管理、配種、運輸等，經營主應多方考量性別優勢，才能提升產業價值。 

產業應提高女性工作機會與待遇，以吸引女性投入養猪產業，提高性

別優勢，增進產業效益。本市養猪產業仍不乏具有年輕及高知識之經營

者，可依此培育資訊化、創新能力之 e 世代優質人力，提升國內養猪產業

競爭力。 

政府與國際間簽訂經濟合作協定後，開放猪肉進口將影響國內養猪產業

發展，可能阻卻年輕新血投入傳統產業，現今養猪產業高齡化、自家產業承

接斷層及外勞引進都將衝擊產業永續發展，政府在開放進口產業之餘，應建

立多方面措施，才能保護國內養猪產業，例如(1)建立國產猪肉標章認證以

區隔進口猪肉；(2)優惠創業貸款以吸引青壯年加入；(3) 建立產銷調節機

制，合理調節猪肉量，提升國內自給率，以保護國內傳統產業；(4)提升育

種價值、引進優良肉猪品種以建立品牌核心價值，提升國內養猪產業競爭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