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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智農聯盟發展模式
分析

我國家禽產業約占畜禽產業產值三分之一，育

種孵化、養殖、屠宰及加工之產業價值鏈完整，在

養殖階段亦發展出契養模式，許多較具規模的大廠

透過自設孵化設備、飼料廠及加工廠，實現一條龍

的生產模式，除了可透過生產流程一貫化以有效控

管最終產品之品質外，亦可改善產銷失衡所造成之

價格波動。近年來農業人口老化、缺工問題日益嚴

重，疾病爆發、食安問題頻傳亦導致許多損失，智

慧化科技的導入將可改善產業現況，升級家禽產業。

元進莊家禽智農聯盟串連孵化、養殖、屠宰、

加工及行銷等各階段，以研發智慧禽舍、開發多元

產品與通路、建立履歷溯源系統，為聯盟成員創造

生產效率與品質提升、產銷失衡風險降低、產品競

爭力提升等價值。元進莊開發的智慧水禽及智慧家

禽養殖系統，透過共同出資及利益共享模式協助契

養戶導入智慧化設備，未來三年將逐步協助旗下契

養戶導入智慧化設備，透過智慧化升級現有的一條

龍生產網絡體系。

家禽產業概況

臺灣 2016年畜禽產業產值約 1,629億元，其中

家禽約 521億元，家畜禽副產品（奶、蛋）約 360億

元，分別占整體畜禽產值的 46%、32%、22%（圖一）。

家禽以有色肉雞 224億元占最多，其次為白肉雞 193

億元，分別約占整體家畜禽產值之 18%、15% （圖

二）。而家畜禽副產品以雞蛋為最大宗，產值約 231

億元，占整體副產品產值之 64%（圖三）。

根據農委會農業統計資料，臺灣目前在家禽飼

養上，2014年飼養場數以土雞 2,693場為最多，其

圖一  2016年畜牧產值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技術產業研
究中心整理繪製。

圖二  2016年臺灣畜禽產值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技術產業研
究中心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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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土番鴨 1,786場、蛋雞場 1,719場，而飼養隻數

則以蛋雞為最多，2014年飼養 3,760萬隻，其次為

有色肉雞 2,969萬隻、白肉雞 2,276萬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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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在家禽飼養方式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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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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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2016年臺灣家畜禽副產品產值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技術產業研
究中心整理繪製。

圖四  2014年台灣家禽飼養場數及隻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技術產業研究中心整理繪製。

上層飼養家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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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蛋雞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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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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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禽飼養發展隨著時代演進與投入資源的不

同，可分為勞力與經驗密集，有限設備飼養下確保

基本產出的 1.0，而 2.0則為技術與機械密集，透過

簡易設施養殖，追求產量最大化，3.0為知識與自動

化密集，使用精密設施養殖，講求精準的同時亦提

升產量及品質。4.0則為智慧生產與數位服務結合，

追求高品質、便捷與人性化，講求高效、安全與風險

控管。

目前臺灣在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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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低機械化及自動化使整體產業鏈智慧化程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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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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業界在研發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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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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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部分

個體戶農民不願意被整合之問題。

聯盟發展歷程

國內家禽產業契養模式行之有年，元進莊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元進莊 )已著手將智慧化

養殖導入其家禽聯盟中。元進莊原為「雲林縣元長

家禽生產合作社」之品牌，2005年正式成立公司，

為國內少數先有品牌，再成立公司的企業。創辦人

吳進興先生由水禽孵化起家，於 1992年成立「雲林

縣元長家禽生產合作社」之家禽聯盟，透過合作社

結合飼養戶的力量並統一管理聯盟內飼養戶的飼料

及孵化。1994年合作社更自設加工廠，協助聯盟養

戶之禽類加工，提高家禽產品附加價值，並調節產

銷讓參與的農民收入得以穩定，元進莊品牌便隨之

於 1996年成立。元進莊轉型成為行銷公司後，便以

圖五  蛋雞場飼養型態與規模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養雞協會；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技術產業研究中心整理繪製。

公司型態與通路簽約，順利開拓更大的市場，訂單

再由合作社的加工廠代工，其後元進莊也自設屠宰

場，讓一條龍生產模式更加完整（圖六）。目前元進

莊產品以家禽調理食品占大部分、萃取產品及生鮮

產品次之，為了供應越來越多的訂單需求，除了原先

參與合作社的養戶外，元進莊有直接和間接契養模

式成立聯盟體系，取得更多穩定貨源。

2016年開始，元進莊陸續興建密閉式養殖禽

舍，引進丹麥自動化生物偵測系統，開始建立自動

化飼養制度，將智慧化落實於家禽飼養，完成開發

智慧水禽及家禽養殖系統。元進莊體系目前採用整

場輸出的智慧化設備產出數百萬隻的特色家禽，除

了投入其經驗及人力，並透過智慧化系統隨時回報

飼養狀況，以設立關鍵績效指標 KPI，做為獎勵制

度的基準。除此之外，元進莊旗下契養戶除了傳統

契養方式，針對有意導入智慧科技的農民，更發展

出變形契作的模式。未來契養戶可依自身需求導入4. 

0智慧化系統或設備，雙方討論出資模式，契養戶可

依自身能力負擔費用，並由契約規範設備資金回收

方式及利益共享模式，讓契養戶依各自可投入之資

金升級養殖設備。

由於契養農戶之設備等級不一，未來三年元進

莊希望逐步依各場狀況循序漸進協助導入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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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盤查整個契養體系禽舍的智慧化等級開始，並將

為不同等級設定不同目標，逐步提升各場智慧化程

度，讓整個由家禽智農聯盟更加完整，提升整體ㄧ

條龍產品品質與產量之穩定度。

聯盟關鍵成功因素

家禽聯盟成立至今已有將近三十年的歷史，結

合並輔導旗下不同類型之契養戶，推動聯盟升級智

慧化管理及企業化經營，將畜禽產業跳脫傳統經

營，進化成高附加價值的產業。聯盟的建立屬於一

種開放式創新，其基本核心在於以創新為基礎，為

特定族群創造價值。以下將以開放式創新的觀點，

針對價值創造、價值分配及營運與網絡管理三個面

向分析其成功因素。

（一）價值創造

為解決產銷失衡導致肉品價格崩盤，元進莊作

為營運主體（中心場）開發多元產品與銷售通路以調

節產銷，並在解決契養戶（衛星場）生產效率、品質

不一等問題上，除了設計制度管理、績效管理及品

質管理之模式，亦建立從育種、養殖、疫病、運輸、

加工、經營規劃的一貫化產銷流程，藉由教導防治

病害汙染、保價收購、及協助導入智慧化設備等方

式創造家禽聯盟的三項價值（圖七）： 

1. 研發智慧禽舍，提升生產效率與品質

元進莊整合 IoT設備、系統整合，大數據等業

者，依豐富的養殖經驗，開發智慧水禽及家禽養殖

系統，可遠端監控禽舍，並自動調控溫濕度、通風

及光照等以維持禽舍環境，以提高生產效率與產品

品質。而為了增加契養戶導入意願使設備更加普及

親民，整套系統已由起初使用國外智慧化設備之高

資金需求，一步步導入國產設備壓低成本。

2. 開發多元產品與通路，降低產銷失衡風險

為解決產銷失衡導致肉品價格崩盤，元進莊透

過開發多元產品與銷售通路以調節產銷，如開發各

式肉類加工產品、滴雞 /鴨精、生技類產品等，也

圖六  元進莊家禽聯盟合作模式

資料來源：元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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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元進莊家禽聯盟營運模式

資料來源：元進莊。

透過 HALAL認證增加產品附加價值，並銷售至包

含全聯、COSTCO等連鎖超市 /量販及連鎖餐飲體

系等過千家餐廳門市以擴大銷售管道，使聯盟農戶

收入穩定。

3. 建立履歷溯源系統，提升產品競爭力

從源頭的配種及孵育開始，再將雛鴨送至合作

契養戶飼養，以類似農業契作的概念，統一採購飼

料。另外，在土雞部分要求生產過程中紀錄溫度、

水質、餵食量等細節，落實養殖履歷。元進莊已開

發食安履歷追溯平台，並為了配合不同智慧化程度

之禽舍，著手開發應用程式，讓契養戶可以用更容

易的方式記錄並回報各種生產資訊，完善產品履歷

管理，進而提升產品競爭力。

（二）價值分配

家禽聯盟之形成除了為管控整體產業之供需平

衡外，對於中心場元進莊來說，主要目的為穩定貨

源及管控品質，而對於契養戶而言則主要為穩定收

入及分擔風險，而聯盟得以維持之前提為確保產業

成員可以取得合理的利潤，以使每位成員保有合作

承諾。雙方依據各場狀況設計個案式契約，規範回

收方式及利益共享模式，有意升級智慧化之契養戶

便可依自身狀況衡量可承擔之風險 (資金 )，透過智

慧化設備壓低成本及提升品質所獲得的價值可有效

降低升級智慧化門檻。

（三） 營運與網絡管理

國內家禽之飼養普遍為高密度，且飼養區域集

中使牧場間距離有限，在防疫觀念不足的情況下，

一旦疾病爆發便可能造成農民重大損失，或是發生

為了避免損失而使不健康的雞隻流入市場的情況，

不但影響農民生計，更造成產業的衝擊。然一旦疾

病爆發使肉品價格上漲，則可能造成過量飼養，價

格崩盤的情況則無法避免。

元進莊作為中心場，除了保價收購契養之家禽

外，亦教導契養戶正確的養殖與防疫觀念，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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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一條龍之貨源及品質穩定度。家禽智農聯盟營

運大致可分為孵化管理、飼養管理、品質管控及智

慧化體系管理，以讓此聯盟網絡能維持價值並穩定

發展（圖八）。

1. 關鍵績效指標KPI管理

農民除了透過智慧化系統隨時回報飼養狀況，

元進莊亦透過關鍵績效指標 KPI管理旗下直接或

間接契養戶，其 KPI包含育成率及飼料換肉率等，

而對於契養戶則會根據關鍵指標藉以篩選並淘汰生

產表現低落的契養戶，以維持聯盟整體價值。

2. 孵化管理

聯盟為了管控家禽來源，篩選及育成家禽優良

品種，並購置 70台以上孵化機。以紅面番鴨為例，

每年可孵化數百萬隻，產量約占國內 1/4。孵化後之

家禽則進而篩選公母，並送至不同直接或間接契養

戶分批畜養。

3. 飼養管理

目前元進莊體系由元進莊統一控管飼料來源及

添加物配方，並要求記錄養殖環境溫度、水質、餵

食量與藥物疫苗使用等細節，以產銷履歷規格管控

每隻家禽。此外，元進莊亦會教導契養戶防治病害

汙染，降低家禽罹病率、減少疫病造成的損失。 

為了讓契養戶可以用更容易的方式記錄並回報

各種生產資訊，元進莊已著手開發APP應用程式，

希望可減少契養戶的負擔，讓記錄更加完整。此

外，元進莊所開發之智慧水禽及家禽養殖系統，未

來將逐步導入契養戶，除了可提升整體飼養品質及

效率，更可完整蒐集飼養過程之數據，以便進行統

一管理並健全溯源系統。

4. 品質管控

契養戶飼養之家禽統一由元進莊保價收購，送

至元進莊電宰場，遵循標準作業程序，並採取全程

機械化，定期送驗藥物殘留外，駐廠獸醫師亦逐隻

圖八  元進莊家禽聯盟一條龍生產模式

資料來源：元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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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屠體，淘汰不健康家禽。加工及屠宰過程中亦

透過食品安全監控系統，記錄各階段及各產線之細

部資料，並確保過程中無異狀，一旦有狀況發生便

會發出警報。而在產品面，元進莊已開發食安履歷

追溯平臺，每樣產品的原料來源、飼養過程使用之

飼料等細節均詳細記載。

5. 智慧化體系管理

目前元進莊體系契養戶之智慧化等級不一，除

了已協助導入智慧化設備之禽舍外，其餘禽舍頂多

到水簾飼養的 3.0等級。由於每個禽舍的現況皆不

進相同，元進莊認為讓全部的禽舍一起達到 4.0設

備相當困難，因此未來三年將逐步依各場狀況循序

漸進協助導入智慧化。首要工作便為盤查整個契養

體系禽舍生產模式等級，並針對不同等級設定不同

目標，整個智慧化體系建立過程預計需耗費 5-10

年。為了這項龐大工作，元進莊除了著手研發APP

外，也開始分別研擬非密閉式及密閉式禽舍的升級

計畫。而為了提升契養戶配合意願，除了原本由元

進莊協助開發低成本的智慧系統誘因外，亦將透過

示範場的展示，教導農民導入智慧化將可提升飼養

效率並降低成本。

四、結語

元進莊身為家禽智農聯盟中心場，藉由管理源

頭的育種孵化、教導契養戶正確的養殖與防疫觀

念、保價收購家禽及協助契養戶智慧化升級等方式

提升產業價值，透過產業鏈間的連結亦可有效改善

產銷失衡所造成之價格波動，並利用利益共享的方

式讓農民可得到穩定且最大化的利益。因應現有產

業趨勢，導入智慧化為必然的趨勢，未來三年元進

莊將盤點旗下契養戶，依各場需求及能力，以逐步

導入的方式協助導入智慧化設備，整體升級過程預

計將需 5-10年間，屆時家禽智農聯盟將更加完整，

結合智慧生產與數位服務，達到高效能、高品質、

安全、便捷與人性化的目標。 Ag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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