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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本島、澎湖及馬祖：於106年5月獲WOAH認定為施打疫苗口蹄疫非疫區。
金門：於107年5月獲WOAH認定為施打疫苗口蹄疫非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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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3月爆發口蹄疫
疫情

（O/Taiwan/97株）
5月開始施打疫苗

預計98年全面停止施打
疫苗，惟同年2月起陸
續發生7起口蹄疫案例

101年及102年金門
發生豬隻口蹄疫案例
（O/Taiwan/2012）

102年5月臺中豬場
最後1例口蹄疫

104年金門牛發生2
例A型口蹄疫

88年金門及臺灣
發生口蹄疫案例
(O/Taiwan/99株)

92年5月獲認定
為「施打疫苗之
口蹄疫非疫國」

口蹄疫疫情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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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撲滅口蹄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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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階段
落實全面疫苗注射及疫情
監控，並申請「施打疫
苗之口蹄疫非疫區」階段

105年
啟動計畫

NOW

第二階段
臺、澎、馬取得「施打疫
苗之口蹄疫非疫區」後，
開始進入停止疫苗注射及
疫情監控階段

第三階段
申請「不施打疫苗之
口蹄疫非疫區」階段

取得口蹄疫非疫區認定

臺灣、澎湖及馬祖獲WOAH認定為不施打疫苗口蹄疫非
疫區。

108年9月
107年7月

109年6月



非洲地區（計31國）
安哥拉 幾內亞比索 坦尚尼亞
貝南共和國 肯亞 多哥
布吉納法索 馬達加斯加 烏干達
蒲隆地 馬拉威 尚比亞
維德角 馬利共和國 辛巴威
喀麥隆 模里西斯 盧安達
中非共和國 莫三比克 象牙海岸
查德 納米比亞
剛果民主共和國 奈及利亞
剛果共和國 甘比亞
獅子山共和國 塞內加爾
迦納 南非

歐洲地區（計25國）
亞美尼亞 羅馬尼亞
亞塞拜然 俄羅斯
白俄羅斯 烏克蘭
捷克 保加利亞
愛沙尼亞 比利時
喬治亞 斯洛伐克
匈牙利 塞爾維亞
義大利 拉脫維亞
希臘 德國
立陶宛 北馬其頓共和國
摩爾多瓦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波蘭 克羅埃西亞

瑞典

亞洲地區（計17國）
中國大陸 馬來西亞
蒙古 不丹
越南 泰國
柬埔寨 尼泊爾
北韓 新加坡
寮國
緬甸
菲律賓
韓國
東帝汶
印尼
印度

大洋洲地區（計1國） 美洲地區（計2國）
巴布亞紐幾內亞 多明尼加共和國

海地

2005年以後向WOAH通報發生ASF之國家

2023年新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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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防堵非洲豬瘟(1)
國際非洲豬瘟疫情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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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宣導

入境旅客
X光機100%檢查行李

輸入快遞及郵包
X光機100%查驗，檢疫
犬協助嗅聞快遞及郵包

電商平台管理
電商平臺及賣家刊登違
規境外動物檢疫物廣告

後市場查緝
查緝市面東南亞商店之
非法肉類製品

廚餘管理
空廚及船舶廚餘管理

防範走私
查緝漁船走私、貨運

夾藏動物檢疫物

勞動部
財政部關務署
海委會海巡署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移民署
交通部航政司
交通部郵電司
衛福部食藥署
農業部防檢署
環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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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防堵非洲豬瘟(2)
邊境檢疫措施



清除豬瘟，邁向亞洲唯㇐三大豬病非疫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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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瘟
危害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表列疾病，對產業及貿易影響甚鉅

 造成豬隻全身性出血、流死產，是高度傳染性高死亡率疾病

 豬瘟在臺灣已超過60年，自2006年以來已無豬瘟案例發生

豬瘟拔針、檢測結果符合期待
 112年（迄11/30）
 抗原：養豬場554場、淘汰種豬602頭、斃死豬580頭、野豬281頭，均無檢出病毒
 抗體：112年7月1日起豬隻全面停打豬瘟疫苗，目前豬群抗體消退已超過九成

穩健推動豬瘟清除，產業合作、落實通報及教育訓練
 112年
 獸醫師教育訓練40場970人、業者宣導講習227場14,828人次
 豬瘟防疫宣導摺頁9,000份，分送給各利害關係人

監
控

目 標
C S F
非 疫 國

溝
通



清除豬瘟，邁向亞洲唯㇐三大豬病非疫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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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 7月1日起全國豬隻
全面停止施打豬瘟疫苗

 預計於113年6-7月向世界動
物衛生組織WOAH申請為
豬瘟非疫國

 減少每年約1.5億元疫苗費用

 降低豬隻緊迫及人力成本

 提升我國動物衛生水準

 養豬產業永續經營

 邁向亞洲唯㇐豬瘟、非洲豬瘟、口蹄疫非疫國

若達成豬瘟非疫區目標，可預期

110 111 112 113 114

WE ARE
HERE !!!

豬瘟
拔針

邁向亞洲唯㇐
三大豬隻疫病
非疫國



輔導養豬場現代化轉型升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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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參與轉型計畫之養豬農民提供貸款資本支出利息補
貼，自111/7-112/10，利息補貼金額達 2,936萬元

 五項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農
民經營及產銷班貸款、農業節能減碳貸款、青壯年農民
從農貸款、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利息補貼措施

2.異地多地批次
分齡飼養模式

1.新式整合型豬舍或相
關設施(含污染防治)

3.自動化省工設備

 輔導養豬場導入新式高床、水簾、密閉
式豬舍及自動化省工設施(備)，110-
112年補助達3,000場次，累計進行升
級之養豬場達2,039場(占全國豬場之
35%)，生產效率提升亦逐漸顯現

▲地方政府與輔導團隊協力輔導養豬場軟、硬體升級



輔導養豬場現代化轉型升級(2)

9▲結合跨領域輔導專家團提供牧場多元技術支援

生產指標 110年 111年 差異
(%)

平均育成率 ( % ) 85.8 88.4 +3.0

平 均 P S Y ( 頭 ) 19.4 20.7 +6.7

平 均 M S Y ( 頭 ) 16.6 18.1 +9.0

▲專案追蹤63場案場，重要生產指標獲顯著提升



近年推動養豬場節水減廢及資源再利用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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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2年10月底止，已完成建置696棟高床節水畜舍，累計節水量94.5公噸，約為
333萬國人的每日用水量，累計輔導1,009場提升廢水處理設施。

自110年起至112年10月底之植種污泥再利用量累計達5.6萬噸，已提供石化業、光電
業、染整業及工業區廢水處理廠等，達成跨域合作與農工雙贏目標。

至112年10月底止累計投入沼氣發電之豬隻總頭數達 277.6萬頭 ，每年可省下約4.8
億元天然氣費用，並減少7.49萬公噸溫室氣體排放，相當於195座大安森林公園碳吸
納量。

至112年10月底止，全國投入糞尿水資源化再利用已達3,348場（養豬場85%及養牛
場15%），年核准施灌量達1,114.03萬公噸，施灌農地面積約5,045公頃，相當於
減少施用544.7萬包台肥5號複合肥料。



推動豬隻死亡保險全面納保，有保有保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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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5月1日推動全面納保政策，頭數承保率自70%提升至
100%，111-112年均穩定維持，非法流用案件持續保持0件，
加強把關國人食肉安全，分散農民經營風險

110.4.27推動豬隻死亡保險全面納保記者會

斃死豬非法流用查獲件數

16件

0件

件
數

年



推動屠宰場現代化及肉品冷鏈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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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技術專家團隊現場輔導，並協助新式屠宰設施(備)導入，全國共11場屠宰場取得
HACCP證書，累計補助7,370萬元，接軌國際標準；累計補助235輛屠體運輸車輛及
1021攤傳統肉攤之溫控設備升級，逐步串接上、下游冷鏈物流，強化豬肉衛生安全品
質。

▲屠體軌道自動推送設備 ▲屠體剖半機 ▲肉攤溫控設備▲屠體運輸車輛溫控設備



推動屠宰場HACCP建立現代化屠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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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消費市場要求日趨嚴格
 國際間HACCP普及化趨勢

全面提升我國畜禽肉品安全衛生，建
立屠宰場HACCP驗證制度
參考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指引及世
界各國HACCP驗證制度，推動屠宰場
HACCP驗證制度。獲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告
認可。累計已有11家豬隻屠宰場通過
HACCP驗證，配合百億基金推動屠宰場現
代化及肉品冷鏈升級，俾以接軌國際。

推動臺灣生鮮豬肉外銷重返國際市場
積極推廣經屠宰場HACCP驗證國產生鮮豬
肉，協助6家已通過屠宰場HACCP驗證業
者，獲菲律賓核准豬肉輸入許可。112年9
月11日首批22噸生鮮豬肉銷往菲律賓，是
臺灣自發生口蹄疫後，24年來首度生鮮豬
肉重返國際市場。

1.提升自主管理能力
(強化肉品安全)

2.與國際規範接軌
(日本,菲律賓,…查核通過)

挑戰及衝擊

平面媒體發表HACCP相關產業訊息及宣傳文宣媒體報導

推動HACCP措施目標
現代化升級

原本業者裹足不前，本部提供
資金、政策、銷路等解決方案輔導協助

與國際接軌

政
策

銷
路



銷路拓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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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5月26日獲日本公告為實
施 屠 宰 場 HACCP 國 家 ，
列入許可輸入名單。

 112年4月，6家HACCP屠宰場
獲准菲律賓輸入許可。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enk
ou_iryou/shokuhin/yunyu_kanshi/index_00013.html

https://nmis.gov.ph/images/pdf/accredited_list/2023/a
pr/fme202302.pdf



銷路拓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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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豬肉 菲同凡饗」

112年9月11日首批22噸生鮮豬肉銷往菲律賓，是臺灣自發生口蹄疫被迫停止外銷後，24
年來首度生鮮豬肉重返國際市場的成功案例。



銷路拓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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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農林水產省複查我國豬肉加熱產品工廠，複查結果滿意

我國輸出澳門、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均輸銷順暢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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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實現無重大
動物疫病國家

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邁向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