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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政 府 農 業 局 

                                  110 年 7 月 

臺中市現有家畜數統計分析 
 

本市致力推動安心優質畜產品，輔導建立在地品牌並持續媒合

通路，從牧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透過畜牧生產者自主管理及生產

者社會責任，加上政府監督與把關，讓市民朋友感受飼養生產者的

用心。 

「109年臺中畜牧嘉年華」集結本市特有酵素豬品牌產品及促銷

各式在地優質畜禽產品供民眾挑選，並結合雞、羊、鹿等三大畜牧

產業團體，共同推廣行銷本市在地優質的畜牧產品，強化國產畜產

品信任感，提升消費者對國產畜禽產品的認識與認知。 

關於本市現有家畜數統計分析說明如下： 

ㄧ、臺中市各類家畜數量概況 

     109年底本市現有家畜數為10萬9,514頭，較108年底之10萬9,921

頭，減少407頭(-0.37％)，自民國100年開始呈逐年減少之趨勢。其中

豬隻自民國109年與99年比較總計減少7萬6,705頭（-43.70％），(如表

1及圖1)。在109年底的家畜數中，豬隻共9萬8,839頭，約占現有家畜總

數之90.25％，較108年底9萬8,399頭，減少440頭(-0.45％)；牛共3,906

頭，約占現有家畜總數之3.57％，較108年底之4,037頭，減少131頭(-

3.24％)；羊隻共5,820頭，約占現有家畜總數之5.31％，較108年底之

6,475頭，減少655頭(-10.12％)（詳見表2及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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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99-109年底臺中市現有家畜數 

年底別 
現有家畜數(頭) 

合計 牛             馬 豬            鹿                 羊                

民國 99年底 188,124 3,219 174 175,544 1,384 7,803 

民國 100年底 190,039 3,387 167 177,141 1,351 7,993 

民國 101年底 176,427 3,787 141 163,992 1,282 7,225 

民國 102年底 169,508 3,772 148 157,575 1,168 6,845 

民國 103年底 146,128 3,739 151 133,796 1,172 7,270 

民國 104年底 146,552 3,635 157 133,938 1,175 7,647 

民國 105年底 137,691 3,732 109 125,896 1,123 6,831 

民國 106年底 132,962 3,754 122 121,548 1,087 6,451 

民國 107年底 118,046 4,075 132 106,257 1,027 6,555 

民國 108年底 109,921 4,037 138 98,399 872 6,475 

民國 109年底 109,514 3,906 147 98,839 802 5,820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表2 臺中市109年底及108年底各類現有家畜數結構

合計 牛 馬 豬 鹿 羊

產量(頭) 109,921 4,037 138 98,399 872 6,475

占比(%) 100.00 3.67 0.13 89.52 0.79 5.89

產量(頭) 109,514 3,906 147 98,839 802 5,820

占比(%) 100.00 3.57 0.13 90.25 0.73 5.31

109年較108年增減產量(頭) -407 -131 9 440 -70 -655

109年較108年增減百分比(%) -0.37 -3.24 6.52 0.45 -8.03 -10.12

108年底

109年底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不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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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99-109年底臺中市現有家畜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圖2 109年底各類家畜數量占本市現有家畜數量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備註：因四捨五入致細項加總不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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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市現有家畜數占全國百分比分析 

109年底全國各類現有家畜數581萬4,902頭，就飼養的分佈狀況

來看則較集中於中、南部縣市。109年底本市各類現有家畜數達10萬

9,514頭，占全國頭數1.88％。牛隻頭數3,906頭，占全國牛隻頭數

2.54％；馬隻頭數147頭，占全國馬隻頭數11.33％；豬隻頭數9萬

8,839頭，占全國豬隻頭數1.79％；羊隻頭數5,820頭，占全國羊隻頭

數4.46％；鹿隻頭數802頭，占全國鹿隻頭數4.69％，僅次於南投縣

(6,201頭，占36.25％)、臺南市(3,400頭，占19.88％)及高雄市(906

頭，占5.30％)（詳見表4及圖3）。 

 

圖3 109年底臺中市現有家畜數占全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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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區現有家畜數分析 

本市109年底家畜飼養區域主要為后里區（1萬9,358頭，約占

17.68％），其次為大安區（1萬8,195頭，約占16.61％）。其中牛隻

飼養數量計3,906頭，飼養頭數主要集中於后里區(1,271頭，約占

32.54％)、外埔區(814頭，約占20.84％)、烏日區(451頭，約占11.55

％)，三區數量達本市64.93％。馬隻飼養數量計147頭，飼養頭數主

要集中於潭子區(45頭，約占30.61％)、神岡區(38頭，約占25.85

％)、后里區(26頭，約占17.69％)，三區數量達本市74.15％。豬隻

飼養數量為 9萬8,839頭，飼養頭數主要集中於大安區(1萬7,928頭，

約占18.14％)、后里區(1萬7,806頭，約占18.02％)、大甲區(1萬

2,314頭，約占12.46％)，三區數量約占本市48.62％。鹿隻飼養數量

計802頭，飼養頭數主要集中於新社區(190頭，約占23.69％)、東勢

區(133頭，約占16.58％)、太平區(114頭，約占14.21％)，三區數量

達本市54.48％。羊隻飼養數量計5,820頭，飼養頭數主要集中於霧峰

區(1,338頭，約占22.99％)、龍井區(1,015頭，約占17.44％)、太平

區(763頭，約占13.11％)，三區數量達本市53.54％。（詳見表3及表

5）。 
 
 

表3、109年臺中市現有家畜主要飼養地區 
 

家畜別 主要產地  (占臺中市數量百分比) 

牛 后里區(32.54％)、外埔區(20.84％)、烏日區(11.55％) 

馬 潭子區(30.61％)、神岡區(25.85％)、后里區(17.69％) 

豬 大安區(18.14％)、后里區(18.02％)、大甲區(12.46％) 

鹿 新社區(23.69％)、東勢區(16.58％)、太平區(14.21％) 

羊 霧峰區(22.99％)、龍井區(17.44％)、太平區(13.11％)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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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9年全國現有家畜數概況表 
   

 縣市別 

家畜(頭) 

 

牛     馬         豬            鹿                 羊                
 

總計 153,630 1,298 5,512,274 17,105 130,595  
新北市 1,630 185 53,072 704 481  
臺北市 70 137 30 80 39  
桃園市 5,322 69 134,361 436 1,100  
臺中市 3,906 147 98,839 802 5,820  
臺南市 26,310 134 580,740 3,400 22,792  
高雄市 7,744 123 303,596 906 14,022  
宜蘭縣 158 58 49,876 392 475  
新竹縣 2,440 77 61,323 83 1,197  
苗栗縣 2,833 25 62,732 754 5,316  
彰化縣 31,078 35 757,065 493 20,643  
南投縣 768 2 81,142 6,201 4,861  
雲林縣 20,490 1 1,587,755 650 16,936  
嘉義縣 8,485 26 386,369 513 11,211  
屏東縣 27,257 100 1,207,752 398 10,920  
臺東縣 2,754 24 50,979 400 2,904  
花蓮縣 4,579 78 70,003 313 1,487  
澎湖縣 965 5 2,492 61 2,788  
基隆市 - 2 - 37 11  
新竹市 511 2 11,152 12 469  
嘉義市 115 - 2,416 42 338  
金門縣 6,215 68 10,508 428 6,768  
連江縣 - - 72 - 17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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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09年臺中市現有家畜數概況表 
 

  地區別 
家畜(頭) 

合計 牛             馬 豬            鹿                 羊                

總計 109,514 3,906 147 98,839 802 5,820 

東區 25 4 － 18 － 3 

南區 22 7 － 2 － 13 

西屯區 1,737 65 2 1,391 18 261 

南屯區 266 32 － 2 1 231 

北屯區 29 － － 15 14 － 

豐原區 1,066 － － 1,045 19 2 

東勢區 152 － － 19 133 － 

大甲區 12,573 － 4 12,314 － 255 

清水區 3,853 147 － 3,388 － 318 

沙鹿區 439 41 － 34 11 353 

梧棲區 556 － － 552 － 4 

后里區 19,358 1,271 26 17,806 95 160 

神岡區 1,466 364 38 923 48 93 

潭子區 1,524 － 45 1,459 20 － 

大雅區 7,358 1 － 7,348 － 9 

新社區 893 － － 703 190 － 

石岡區 41 － － － 33 8 

外埔區 8,931 814 － 7,789 32 296 

大安區 18,195 214 － 17,928 － 53 

烏日區 9,759 451 24 9,276 － 8 

大肚區 6,924 140 － 6,230 － 554 

龍井區 1,628 － 8 570 35 1,015 

霧峰區 10,406 198 － 8,831 39 1,338 

太平區 1,074 － － 197 114 763 

大里區 1,239 157 － 999 － 83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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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在過去，臺灣農業生產總值中，家畜產產值約占3分之1，隨著

經濟發展之際，同樣帶動家畜產業的蓬勃發展。但在開放自由貿易

之時，又同時面臨勞動力老化、缺工、傳染疾病屢見和欠缺國際競

爭力的嚴峻考驗下，使得家畜產值開始下滑。 

由以上數據顯示，本市現有家畜數自100年開始呈逐年減少之趨

勢，其中又以豬隻下降最多，自1997年3月口蹄疫事件，短暫4個月

擴散全台，404萬頭隻豬遭撲殺，台灣自此中斷生鮮豬肉出口，總體

經濟損失1,700億元。導致經濟型態的改變，環保意識的抬頭，在無

法擴大經濟規模及減少人力狀態下，小規模之飼養場有持續退場的

現象。 

相對於其他家畜而言，牛隻自99年開始呈逐年增加之趨勢。台

灣人愛喝鮮乳且伴隨經濟價值高，乳品消費需求持續增加，其中87

％更來自台灣酪農所生產的「國產鮮乳」。酪農業算是相對穩定獲

利的產業，但家畜飼料倚賴進口，又多以小農經營為主，欠缺國際

競爭力，同樣也面臨轉型的問題。 

輔導家畜飼養業者及產業團體共同建立國產品牌，期與進口家

畜產品區隔，增加行銷通路。加強市售家畜產品標章查核及抽驗家

畜產品品質，以維護消費者食肉安全衛生。未來規劃家畜業朝專區

方向發展，讓家畜業排泄物可以進行循環再利用，除防疫之外，也

解決家畜業環保問題，創造產業新思維，加速推動產業結構調整，

達到畜牧產業永續經營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