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縣市層級地方政府與鄉鎮公所，加上農會的力量推廣現代商業化養豬，在屏東召集

了2500戶農戶試辦，取得相當大的成功。同時屏東縣農會又率全國之先成立自主飼料

廠，更進一步強化現代化養豬的發展，使台灣養豬從家庭副業往現代化經營邁進了一大

步。計畫內容包括：（1）改良品種：養殖瘦肉性的豬隻；（2）改進飼料方法：使用豆

餅、玉米、甘薯等配成混合飼料；（3）配合疾病防治及家畜保險；（4）改進管理方

法：包括豬舍改進與青飼料的儲藏；（5）生產貸款：由農復會、農林廳、糧食局透過

農會辦理低利生產貸款。參與農戶必須飼養2頭母豬以及20頭以上肉豬，同時採用玉米

飼料。飼養種母豬者，每頭可獲購豬貸款五百元，飼料貸款五百九十元；飼養肉豬者，

每頭可獲購豬貸款三百元和飼料貸款二百九十五元。綜合養豬計畫很快取得很大的成

功。根據農復會民國55年（1966年）的農情報告指出，推行四年的綜合養豬計劃，證

明每頭豬飼養的時間已較一般養豬縮短了二、三個月，而且因為飼養方法簡單，每戶所

養頭數也自一年四、五頭增至三、四十頭，養豬得益比過去增加了好幾倍。一般民間所

養豬隻，必須要十個月始能長大出售，而在綜合性養豬計劃下，改以混合飼料飼養，只

要五個月就可長大出售，可以節省一半的勞力和時間。除了養豬之外，屏東縣農會在也

農復會的指導之下，投入雞、豬飼料的生產。屏東綜合性養豬計畫的成功，使得屏東成

為養豬的示範區，之後從各鄉鎮選拔有願的農家觀摩見習。205

綜合性養豬計劃成功帶起臺灣養豬業的發展。以每養豬戶平均養豬頭數而言，民國

61年（1972年）平均頭數7.2頭，民國65年（1976年）11.2頭，到民國75年（1986年）

上升到34.4頭，1996年254頭。經過口蹄疫衝擊淘汰了小型養豬場後，民國90年統計高

達520頭206。民國55年（1966年）經濟部長李國鼎赴農村視察時，專程參觀屏東縣長治

鄉漂頭村的養豬農戶邱貴昭，盛讚屏東農民是經濟學的實行家207。在養豬規模日益擴大

下，屏東縣養豬戶積極爭取擴大外銷。民國62年臺省府訂定農牧綜合經營養豬專業區計

劃，將長治與里港劃入專區。這個時期全國38座加大型養豬場中，屏東即占了七家，屏

東市大湖里的洪文秀提供了一個屏東專業養豬戶的圖像208。洪文秀於1960年代廿二歲結

婚後，就開始養豬，到了1995年，已從小規模養到目前有三千多頭，從家庭副業式的

飼養，到目前採企業化經營。洪文秀的養豬採「一貫作業」，就是自己養種豬、母豬，

把生下的小豬養大成肥豬出售。他的養豬場占地五分，其中三百六十坪的豬舍改建為三

樓，其餘仍是平房。洪文秀的養豬場養有三百五十七頭母豬，每個月約有五十頭母豬生

產，每一頭平均生七到八頭小豬，長年保持飼養三千多頭的豬。

205 關於綜合性養豬計畫的歷史及影響，參見劉志偉，〈國際農糧體制與台灣的糧食依賴：戰後台灣養豬業的歷史考

察〉，《臺灣史研究》，第16卷第2期，（台北：2009），頁105-160，以及余如桐口述、彭宣雅撰稿，〈推動民間

養豬的歷程〉，收入中央畜產會編《台灣養豬六十年》，（台北：中央畜產會出版，2010），頁72-80。
206 薛月順,曾品滄,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洪嘉謨，國史館，2006年。
207 聯合報，1966年6月9日06版。
208 聯合報，1995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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