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112年8月卡努颱風過境臺灣後

引進的西南氣流，為南臺灣帶來一週以上

的雨勢，強降雨更導致臺南多處積水。位

在七股的溪南畜牧場經營者黃琪茂，因想

趕在雨勢更大之前完成趕豬的工作，一時

心急動作太大，鞭子反彈回來打到自己的

七股溪南畜牧場負責人黃琪茂

有保有保庇！
認同豬隻保險政策
讓畜牧業續留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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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在眼皮上留下一塊瘀青。他拿著手

機播放自拍的豬舍影片自嘲，「你看，都

淹水了，以前沒看過豬游泳吧！」

幸好大雨停了之後，積水便很快退

去，但豬舍因此濕氣變高，有許多清潔消

毒的後續處理要做，畜牧業的工作就是要

日日勞動，即使受傷也不能稍事休息。

從門外漢跨入養豬業

向供應商學習飼料效率管理

黃琪茂原先並非從事畜牧業，年輕

時從職業學校畢業後在桃園鶯歌畫油畫，

因父親罹癌，便返鄉接下家中漁塭養殖和

魚蝦買賣的工作，他指著畜牧場附近的土

地說，這些都是過去漁塭回填起來的土

地。恰好當時父親作為農家副業養的一

頭母豬生了一窩小豬，他也接手繼續養，

養了以後發現養豬利潤不錯，逐漸增加規

模，後來乾脆轉型，開始專心養豬。

黃琪茂坦言，因為沒有養豬相關背

景，一開始就像是一張白紙，只能一路

摸索過來。就以飼料來說，他總共換了

15家配合的飼料廠，但怎麼養就是勉強

打平，甚至倒賠。直到和曾在飼料廠擔任

業務、後來自立門戶自創配方的俞澤民合

作，對方教他做飼料效率管理，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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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養豬是否能獲利，不是只看養多久能

出多少豬、賣出去的豬價多少，而是包括

吃什麼飼料、養多久、換肉效率如何，都

要做數字管理。

他換了飼料之後，一個月從使用120

噸的飼料減少到90噸，光成本一個月就

省下36萬元，經濟狀況也開始好轉；之

後原本的業務離職，他再換到現在的大

成。目前畜牧場為牧場登記1,460頭的規

模，飼養方式是配種、生產到育成肉豬販

售的一貫場。

解決養豬戶的痛點

妥善處理死豬、理賠簡便快速

黃琪茂提及，「早期養豬真的很原

始，如果有豬隻死亡，不是載到海邊或溪

邊丟棄，就是在自己的土地裡挖個坑掩埋

起來。」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之前口蹄

疫流行期，有爆發疫情的養豬場反而乾

脆，就是通報、撲殺、消毒，一隻可獲得

兩千元的補償。但像他的養豬場沒有疫情

感染，一邊要擔心疫情發生，一邊還要留

意豬價崩跌，不知何時才會結束，十分茫

然無助。

為了減少損失，他縮減飼養規模，

留下280頭繼續飼養，其餘的大豬一隻以

700元賣掉，小豬只能心一橫，拿塑膠袋

悶死，光是處理死豬也費了一番功夫。

而留下的280頭豬，養大了豬價崩跌到1

公斤只有25元到28元，比撲殺的補助還

低，賣完還倒賠五、六十萬元。

因此，當政府在94年開辦豬隻死亡

保險，農會向豬農說明，他馬上就加入保

險。「對養豬戶來說，只要能妥善處理死

豬，就是最大好處。」黃琪茂指出，保險

公司和化製場簽訂合約，每週固定三天到

養豬場載運死豬，如果臨時有需求，只要

打電話去，化製場也會立刻來載，處理過

程只須填寫三聯單，化製場處理完成後會

通報農會，理賠就自動進到保戶的帳戶，

既不必花費心力自己處理死豬，也不會因

為死豬沒有妥善處理造成環境污染或感染

風險，理賠過程更沒有任何麻煩的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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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臺南市農會跟七股區農會負責保險的

承辦人員都很親切、服務周到，對養豬戶

幫助很大，沒有理由不投保。不只是他，

許多豬農朋友也都相當支持豬隻保險。

運用保險政策防範疫病風險

及早規劃因應氣候變遷

「保險就是不怕一萬，只怕萬

一。」黃琪茂回憶，像當年遇到口蹄

疫，沒有任何保障，只能靠自力救濟。

以他當時的情況，因投資設備，背負著

上千萬的貸款，孩子都在讀高中，正是

需要用錢的時候，更不可能放棄養豬這

一行，心理壓力無比沉重；有了保險

後，當然多少有些保障，不只是金錢方

面的補貼，對整個養豬產業發展也有所

助益。

黃琪茂分享，前幾年中國大陸爆發

非洲豬瘟，臺灣豬農一開始很擔心，所

幸臺灣守住了，沒有疫情發生；而他目

前聘請的一位外籍移工，原本在越南養

豬，但碰到非洲豬瘟慘賠，只好出來打

工。有過這些經歷，也讓黃琪茂深刻體

認到，當碰到重大疫病，政府拿出決心

保護農民，讓產業繼續留在這塊土地，

業者也要好好配合，一起努力，才能克

服難關。

「雖然臺灣這幾年沒有重大的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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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傳染疾病，但氣候變遷造成的極端氣

候，讓豬隻變得更難養了！」黃琪茂指

出，尤其112年夏天極端高溫，雖然豬舍

都有安裝水簾等降溫設備，但豬的食慾

還是受到高溫影響，豬的食慾不好，連

帶疾病也隨之增加。例如112年曾發生兩

週內13隻大豬猝死的情況，每隻都差不

多100公斤，以目前市價計算，損失差不

多10萬元；以目前豬隻死亡第一級理賠

金額為每頭1,800元，只有市價的10分之

一，同時有賠保頭數上限，以他的畜牧

場規模，能獲得第一級理賠金的上限是

24頭，儘管這是為了避免道德風險，以

自然死亡率訂出的合理理賠頭數上限，

但因極端氣候造成的不正常死亡，就無

法給予豬農保障，美中不足。

黃琪茂非常認同豬隻保險政策，但

若政府可以訂出不同的投保方案，他願

意付多一點保費，取得更多保險頭數或

金額的保障。對農民來說，氣候變遷已

無可避免，他期望豬隻相關保險也能提

早規劃，協助豬農因應此一問題。

穩定豬肉的供給與價格

投入資源扶持本土畜牧業

除了傳染病與氣候變遷等天然因素

之外，由於豬肉是民生必需品，如果漲

價，民眾很有感，政府也可能介入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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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黃琪茂感嘆地說，通常農曆6月

因為氣溫高，豬隻不好養，供給少，市

場價格也高；等到天氣涼爽想再多養一

點，價錢不高，不如投入成本改善飼養

條件，拚量少價高，賣到好價錢。但112

年政府為了平抑物價，補助進口冷凍豬

肉每公斤六元，雖然達到馬上壓低豬價

的目的，可是對養農戶來說，干預後的

價格並沒有反映飼養成本，長期來說，

反而打擊養豬戶的士氣。

攝影：吳尚鴻

小檔案

現職：�七股溪南畜牧場負責人
經歷：�崑山中學美工科畢業。

從事海產買賣再轉到傳
統市場，民國 77 年跨入
畜牧產業，從一頭母猪
開始養起，目前發展成
從配種、生產到育成肉
豬販售的一貫場。

黃琪茂

現在因土地取得不易，又要符合

環保法規，很難成立新的養豬場，現成

的合法養豬場十分搶手，他甚至興起將

畜牧場出租的念頭。黃琪茂期盼，「政

府與其補助進口豬肉，不如把這筆經費

錢拿來扶持本土畜牧業，不論是透過農

業保險或其他方式，降低生產成本與風

險，保障農民收入，才能穩定豬肉的供

給與價格，帶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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