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0 資料來源：畜產試驗所，《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機關誌初稿》，未出版手稿。
161 曾品滄，《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黃丁郎、林烈堂訪談錄》（與薛月順合訪）（臺北：國史館，2007年）。

恆春畜產試驗所的轉型

戰後初期屏東畜牧業最主要的發展是養牛業，而這和日治時期養牛業的發展有密

切的關係。畜產試驗所的恆春分所，在戰後改隸為臺灣省農業試驗所恆春畜產試驗支

所，後又改為臺灣省畜產公司恆春種畜場，最後到民國49年（1958年）才確立為臺灣

省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除了持續畜產品種以及牧草的改良外，也擔任臺灣黃牛種保種

以及輔導農民的工作。以清境農場成為觀光焦點的綿羊秀為例，綿羊即來自恆春畜產試

驗所。民國60年（1971年）始，政府決定發展肉牛產業，成立22處肉牛專區，並由恆

春試驗所擔任協助飼養管理以及輔導工作。從民國82年（1993年）開始，恆春試驗所

展開更積極的農民輔導工作，到民國87年（1998年）為止共計開辦肉羊飼養管理訓練

班、乳羊人工授精進階班、乳羊飼養管理訓練班等19場，輔導超過500位農民。除了持

續畜產品種以及牧草的改良外，也擔任臺灣黃牛種保種以及輔導農民的工作。以清境農

場成為觀光焦點的綿羊秀為例，綿羊即來自恆春畜產試驗所。160

   

水產試驗所東港分所的設立

在屏東漁業發展中影響最大的研究機構當屬水產試驗所東港分所。民國57年

（1968）廖一久博士受洛克斐勒基金會之聘到臺南分所服務，同時參與籌設農復會決

定設置的養蝦中心。臺南分所黃丁郎研究員基於以下兩個理由推薦東港海水浴場作為場

址。首先，東港氣候良好，又鄰近養蝦產業主要發展地。第二，東港有相當成熟的捕蝦

苗漁民，同時又有運作良好的漁港。最後水產試驗所臺南分所接受黃丁郎建議選定東港

成立東港養蝦中心，作為臺灣蝦苗養殖的發展基地。161在民國59年養蝦中心改制為東港

海產種苗繁殖中心，將研究範圍擴及到其他養殖魚類的種苗繁殖。民國60年再度改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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