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養猪版圖的變化 
根據聯合國世界糧農組織(FAO)的統計，2006 年世界肉類產量達

27,650 萬公噸；其中，猪肉產量為 10,750 萬公噸。這代表全球每人

的肉類消費量，2006 年之平均為 40 公斤，而猪肉消費量達 15.5 公

斤，是單一肉類最大消費項目。 

世界猪肉的產量長期維持成長，1990-1995 年期間增加 14.6%，

而 1995-2000 年再添 12.5%，現在 2000-2006 年期間又多 19.2%。FAO

的報告指出，2005 至 2006 年的成長率為 3.3%；預估今年(2007)的成

長率為 3.1%，相當於 330 萬公噸猪肉，全球猪肉的生產今年可達

11,070 萬公噸。 

亞太地區的猪肉產量最近五年來急速擴增。在 2000 年，亞洲猪

肉產量占全球的 50%，2006 年提高到 58%。同一期間，歐洲和蘇俄地

區的比例由 27%降為 24%，北美洲維持在 12%，拉丁美洲占 5%和非洲

僅 1%。 

上述的統計分析數據中，因中國猪肉的巨額產量而誤導；在

2000-2003 年期間，中國的猪肉產量即占全世界之 46%；2004 年後，

達 47-48%；2006 年為 49%。若中國猪肉的產量不計，2000-2001 年亞

洲猪肉產量只約占全球的8%，2002-2004年提高至9-10%和2005-2006

年為 9%。  

在世界養猪最多的 20 個國家中，亞洲國家排名迅速竄升(表 1)。

在 2006 年中期，越南養猪排名第 7，現在則提升為第 6。在越南政府

積極鼓勵之下，猪肉產量和外銷數將很快超越第 5 名的巴西。菲律賓

和泰國猪肉年產量雖然再度成長，但不至於改變其排名。 

2006 年歐洲的丹麥、荷蘭和比利時猪肉產量減低；北美和拉丁

美洲養猪大國的猪肉產量持平。全球的養猪去年為整合時期，業者尚

能維持利潤，但猪肉高成本低售價的威脅隱約浮現。 

FAO 分析，近來飼料價格上漲將抑制全球猪肉生產。同時，FAO

估計巴西(如猪肉允許再外銷)、越南和智利等國家養猪仍具獲利前

景。另外，中國飼料原料價格雖然高漲，但猪肉消費的需求仍然旺盛，

猪肉生產仍可增加，生產地也漸集中在主要的穀物生產地區。 

近來，俄國計畫大量引進育種、設備和支援技術，以提高猪肉生

產的數量和品質。在 2005 年，蘇俄位居世界養猪第 11，而 2006 年

跳升為第 10；估計 10 年後，蘇俄有可能排名在第 8。 

表 1.世界 20 個猪肉年產量(×1,000 公噸)最多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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