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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六十萬母豬（親）請命」記者會-問答錄 

時間：2017/05/10 上午 10點 

地點：台北市 NGO會館（台北市青島東路 8號） 

主持：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陳玉敏主任 

來賓：行政院農委會動物保護科江文全科長 

江科長回應記者會訴求發言： 

首先以 3個要點回應今天的記者會訴求： 

1. 注重經濟動物福利是國際趨勢，輔導產業考量、促進經濟動物福利是政府既

定政策。 

2. 農委會自去（2016）年開始研擬「豬隻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經過 6

次專家會議，已有共識。將送「動物保護諮議委員會」討論，無異議後，預

計 9月份即可「函告」，供業界參考。 

3. 輔導產業的做法，將參考歐美。訂定並公布「豬隻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

是第一步，未來將優先教育推廣，並配合提出配套政策誘因。 

媒體問答： 

Ｑ：農委會對於「豬隻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多久會公布？有哪些政策配套？ 

江科長： 

「豬隻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預計送 「動物保護諮議委員會」，若無異議預

計下一季（四個月後）函告，讓相關產業、業者遵循。 

產業輔導的配套政策，將循著雞蛋友善生產的方式，主要有三個階段： 

1.組成專家輔導農民，提供專業技術上的諮詢。 

2.政策提供低利貸款。 

3.提供有意願轉型的農民，在產業供應鏈的協助。 

Q：關於廢除狹欄，農委會會採用歐盟方式，懷孕四周後禁止使用？還是完全禁

止使用？ 

江科長： 

經濟動物在早期的生產方式是追求效率及成本，使用狹欄是純粹站在人的角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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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思考，利用土地成本最低，養豬周轉效率最快，且可減少母豬壓死小豬的

損失，是當時最好的生產方式。但與時俱進，經濟動物的福利逐漸成為普世價值，

因此歐盟開始去動物的角度思考，兼顧動物福利，針對傳統慣行對動物福利衝擊

比較大的飼養行為慢慢調整，例如歐盟廢止格子籠蛋雞、母豬狹欄及小牛箱的牛

肉，這幾個環節是先進國家在近 20年的調整方向。 

針對國內，現階段是以鼓勵農民自願轉型為優先，不會立即採取法律、公權力去

迫使產業立即改變，必須循序漸進。 

Q：有哪些縣市的養豬場飼養狀況較差或狹欄的使用狀況較嚴重？農民要轉型主

要困難是什麼？ 

陳玉敏： 

在我們調查過程中，多數豬場是維持乾淨的，甚至有的是高床式，糞便可以掉下

去，避免豬隻躺臥在糞便中；但還是有很多豬場設備是很傳統的，豬會在自己的

糞尿上生活，尤其在雲、彰、屏等養豬大縣，這些狀況都很普遍。 

江科長： 

狹欄是畜牧產業的標準作業方式，除了目前有極少數豬場改變不用狹欄。若不用

狹欄，改用群養，所有的畜舍全部要改。雖然國外是部分時間可使用狹欄，例如

懷孕前期及末期使用防止流產及安胎，但我國的畜舍方面是一定要改建，拆除狹

欄，改建群養設備，因而飼養管理及作業方式須跟著改變，另外最主要的則是改

變農民對於動物福利意識的觀念，農民會覺得目前的生產方式對豬最好，要讓農

民有福利意識，是我們現在最重要的議題。 

Q：政府是否思考訂定畜產品的動物福利標章？ 

江科長： 

歐洲的動物福利標章是由民間團體進行認證及驗證，國家則是訂定最低的動物福

利標準，若產業內部有更高的動物福利標準，則由民間自行推動，但政府可以輔

導。國內比照友善雞蛋的作法，也是由民間團體認證。 

Q：動物福利標章若由政府推動是有宣示性的效果，比方說:環保標章，就是由政

府推動，政府只規定最低動物福利標準是不夠的。 

江科長：這個意見會納入總體評估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