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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農糧體制與臺灣的糧食依賴： 

戰後臺灣養豬業的歷史考察∗ 

  劉志偉∗∗ 

摘  要 

本文以歷史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視角，藉由戰後臺灣養豬產業的歷史

發展過程，說明導致臺灣產生糧食依賴的結構性因素。戰後臺灣的農業經濟體系

納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農糧體制內，臺灣的糧食生產與消費也因此受到國際農糧

體制的規約與影響。為開拓其剩餘農產品的海外市場，美國除透過出口補貼以增

加其農產品於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則積極拓展「糧食外交」，提供各項

優惠措施予他國購買美國剩餘農產品。此外，美國更以改善國民營養、提高動物

性蛋白質攝取量為由，鼓勵其他國家配合發展畜牧業，進而增加對美國飼料穀物

的需求。為配合美國推銷其剩餘農產品，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於 1960 年代開始推

動「綜合養豬計畫」，經建單位亦積極扶持飼料工業發展。其後，國際農糧企業更

紛紛來臺投資設廠。臺灣的養豬業因此逐漸擺脫傳統農家副業經營的型態，開始

轉型為所謂的「現代化養豬產業」。然而，以玉米飼料為基礎所發展的養豬產業，

一方面造成傳統的甘藷飼豬方式迅速消散與甘藷產量的遽減；另一方面則導致臺

灣對美國飼料穀物產生嚴重的結構性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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