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禽領航產業執行團隊

國產智能禽舍　輕鬆日理萬雞　
傳承臺灣土雞美味

「以前在傳統雞舍，早上起來就要手動

打料，再把帆布捲起來，巡視水桶裡面有沒有

髒東西，還要檢查有沒有死掉的雞隻，這就是

我每天的行程。」立瑞畜產公司現場管理員薛

予豪看著新禾牧場的雞舍，用智慧型手機點進

「土雞智慧化密閉式禽舍飼養管理系統」輕鬆

的說：「現在就很簡單，不用捲帆布，也不用

洗水桶，只要看看裡面有沒有死雞，其他所有

工作可以直接在手機操控。智慧環控系統每天

感測器記錄禽舍內環境資訊，自動調整雞舍溫

濕度和風量。」

年僅23歲就有5年飼養經驗的薛予豪，是

立瑞畜產農二代管理者，「現在每天到雞舍要

親自動手做的工作可能只有兩項，就是配製藥

水跟清理死雞。以前傳統雞舍養5萬隻至少要2

個人管理，整天要隨時到雞舍裡面巡視，查看

雞隻活動狀況，有沒有正常吃飼料。現在我1個

人就可以管5萬隻雞，用手機就能夠看到雞舍的

溫度高低，裡面有沒有雞出現問題。」這天剛

好碰到智慧飼養管理系統研發團隊到牧場，薛

予豪看到宜蘭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講師

就趕緊跟他說：「最近磅秤重量跟溫度感測誤

差好像有點大。」

  立端透過智能系統增進經營效率，將經驗逐漸擴散
到契養合作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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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雞舍帆布遮風擋雨　
國外智能系統水土不服

專為臺灣土雞打造的智慧化密閉式禽舍飼

養管理系統，雞舍裡面有任何風吹草動都難逃

系統嚴密監測。家中長輩是雞農且養雞超過30

年的立瑞董事長王雅慧說，以前都用傳統方式

飼養土雞，傳統雞舍在四面牆垂掛帆布控制室

內溫度和通風，整顆心24小時都掛在那裡，碰

到颳風下雨或寒流就要趕快把帆布放下來，從

第一棟跑到最後一棟都快累死了。

「那個年代比較吃苦耐勞的人都覺得累，

現在的年輕世代更不用講。我就想有沒有辦法

不要那麼累。」王雅慧指出，傳統飼養方法費

工耗力，每個雞農養的數量就有限，因為養過

多忙不過來，雞就養不漂亮，賣不到好價格，

變成惡性循環。剛好農委會為避免禽流感等各

種傳染病危害，積極推廣密閉式負壓雞舍，用

透明浪板替換帆布，利用電扇抽風產生負壓維

持室內通風，「我們就跟著試看看，效果確實

不錯，碰到颳風下雨就不用急忙調整帆布，相

對節省很多工夫。」

隨著智慧農業西風東漸，國外廠商到臺灣

投石問路，立瑞評估後，2015年從丹麥引進

智能化負壓水簾雞舍，利用微電腦控制系統自

動記錄室內外溫度，同時透過感測器自動偵測

雞舍空氣品質與溫濕度，調整水簾進氣跟通風

量，提供雞隻最舒適的生長環境。連蔡英文總

統也在2016年慕名到雲林縣土庫參觀立瑞為臺

灣土雞打造的「六星級豪宅」。王雅慧透露，

「我們當時從丹麥引進6棟智能化雞舍，每棟造

價都超過千萬，同時間也有其他雞農引進，立

瑞是單場規模最大的。」

然而丹麥設備是為白肉雞雞種量身訂製，

電腦提供的標準生長曲線與飼養流程等資料並

不適用臺灣土雞。「要把丹麥設備調整成適合

土雞的系統很不容易，剛開始就曾因為通風量

沒有控制好，悶死好幾百隻雞，就是感覺到牠

們無精打采，隔天就死在裡面。我們不斷嘗試

找出原因，最後發現是通風量不夠，導致雞隻

生長不佳且死亡率偏高。」王雅慧認為，原因

雖跟管理員操作不當有關，但追根究柢還是因

為引進國外系統碰到操作問題或設備故障，不

像跟國內廠商溝通那麼方便。

 2016年10月蔡英文總統參觀立瑞從丹麥引進的智能
化負壓水簾雞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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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設備操作維修不便　
產學合作打造國產系統

「我們跟臺灣經銷商溝通，有些問題他

們不見得能夠馬上解決，還是要向原廠尋求支

援，應該說丹麥也在摸索這個設備用在臺灣土

雞是否可行？」王雅慧帶著團隊利用這套設備

慢慢蒐集累積臺灣土雞飼養數據，嘗試建立國

產土雞智慧化生產曲線標準，更想到這套設備

如果是臺灣自己做的，有任何問題就可以很快

找到人解決，設備故障也不用千里迢迢從國外

進口零件。「2017年我們有棟老舊雞舍要翻新

改建綠能屋頂，就配合農委會智慧農業計畫，

做一套國產智慧雞舍在那邊做實驗，試試看國

產化設備是否可行。」

其實在此之前，宜蘭大學統整的研發團隊

也沒有開發過土雞智慧雞舍，立瑞2015年引進

丹麥設備後累積的數據，在打造國產系統發揮

關鍵性效益。張明毅強調，宜蘭大學雖然有開

發白肉雞系統的經驗，但土雞完全沒做過，這

個計畫是智農計畫產官學合作的最佳典範，尤

其是土雞過去沒有密閉式飼養。團隊在2017年

開始建置感測器，確認都可以用，2018年再建

立環控系統。過程最困難的就是，國內沒有廠

商能夠統整把所有事情從頭做到尾。

「我們要花很多時間個別跟感測器、環

控跟硬體建築廠商溝通，還要經常集合大家一

起溝通，這是比較耗精神的地方。」張明毅透

露，團隊從感測器收集環境資料進來，慢慢分

析建立環境控制策略，像是風機和馬達等⋯眉

眉角角很多，還有雞隻秤重系統，「我們很早

就引進秤重，剛開始不怎麼準，最近又不準，

我剛剛還跟予豪討論這個問題需要校正，整個

程式都要修正。」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

學系主任謝廣文補充：「感測器是告訴我們雞

舍現在的環境是怎樣，控制系統負責調整維持

適合雞隻生長的環境。」

國產系統果然發揮「人親土親」的效益。

王雅慧說，國產跟國外設備最主要差別在於操

作介面不同，「國產的很清楚告訴我們每個操

作介面要怎麼用；國外的你都看不懂，雖然已

經中文化，但都是簡體字，剛開始看得霧煞

煞，雖然後來還是搞懂了，新手看會比較搞不

 宜蘭大學研發團隊協助立瑞打造國產智能化雞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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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我們現在國產系統在彰化有6套，雲林有3

套，數量已超過國外系統。」當初引進智能系

統就是希望減少人力支出，讓管理者更輕鬆，

結果也確實輕鬆省力很多而且省得操心，「以

前傳統雞舍10萬隻雞需要4到5個人管理，現在

僅需2個人，而且輕鬆愜意，感覺涼涼的，不像

傳統雞舍做得那麼累。」

人腦與電腦競合　轉型過程左右為難
然而從傳統飼養進化到智能系統，轉型

過程也非一蹴可幾。傳統飼養是靠飼養者的經

驗，想法跟觀念做判斷。「開始使用智能化，

要學著在自己的經驗跟靠系統裡面數據資料做

判斷，我覺得過程的磨合是最困難的！剛開始

不太適應，系統給的數據跟我的判斷衝突的時

候，就會覺得真的是這樣嗎？，擔心萬一機器

壞掉怎麼辦？」王雅慧笑說，其實智能化很方

便，「機器壞掉有問題，系統會通知我們，但

心裡還是莫名有種不太安定的感覺啦！就是萬

一忘了通知怎麼辦？」

這樣的擔心並不是杞人憂天，立瑞在轉型

過程確實發生過疑似機器的失誤。王雅慧發揮

追根究柢的精神，帶著團隊抽絲剝繭釐清可能

肇因，「找出原因就會更清楚我們哪裡沒有做

好，我們還是會擔心智能設備給的數據不是我

要的。有時候追查到最後，發現是因為我們給

它的指令不夠明確造成失誤。這是最不好、最

難磨合的地方，慢慢就越來越習慣，更瞭解智

能設備在使用上有沒有可能發生人為疏失或者

是機器產生問題。到目前為止遇到的都是人為

疏失，而不是機器問題。」

轉型過程的甘苦，薛予豪的感觸最是深

刻。「我剛開始接觸的是傳統式的雞舍，從頭

開始學習養雞，就是用帆布控制雞舍內部溫

度，現在變成靠風扇控制溫度，已經跳脫出原

本的飼養方式，跟之前長輩阿公阿嬤教的完全

 立瑞畜產在雲林縣土庫鎮新禾牧場，建造3座國產智能化雞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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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真的就是兩種教法差距很大。」薛予

豪說，轉到智能化雞舍第1年碰到較多挫折，

遇到各式各樣的狀況，「有次雞舍停電，那時

候還沒有緊急發電機，復電後，有一棟電源跳

掉，雞舍風扇沒有運轉，很多雞死掉，滿挫折

的。事後就自我檢討到底系統有盲點，還是我

沒有設定好，找出問題所在避免再犯。」

薛予豪花了一年時間摸索怎麼利用智能系

統營造更適合雞隻生長的環境，例如怎麼配合

溫控控制風扇強度跟風量，經過一年之後逐漸

摸透，看一眼大概就知道雞隻在什麼環境怎麼

樣最舒服。「每批雞飼養期約90天，雖然系統

會主動提供飼養建議，但管理者也可以設定每

天想要的溫濕度，系統會逐日記錄我每批設定

的資料，再比對雞隻生長曲線紀錄，就可以找

出最適合飼養雞隻的環境因子。」薛予豪語帶

靦腆的說，以前早晚都要捲帆布，現在用手機

就可以全部搞定，也不用擔心禽流感。

飼養效率高　降低疫病風險　
增加雞農獲利　

王雅慧聽到忍不住笑說：「如果我們現

在還是傳統那樣，每天一大早要趕小朋友起床

捲帆布，趕快餵飼料，他可能早就不理我了。

說真的，智能化設備比較能夠留住年輕人，這

對我們畜牧產業很重要，可以減少很多人力。

老實說一大早起床，對年輕人真的有點困難，

他剛剛自己承認的，哈哈哈⋯不用一大早起

床，透過手機在房間就可以知道今天的飼料打

了沒；白天太陽越來越大，風扇的通風量夠

不夠，他可以用手機就知道了。現在養雞好輕

鬆，跟我們以前差太多了。」

智能系統更有助於降低雞群罹病風險並提

升獲利率。王雅慧強調，立瑞建立密閉式智慧

化雞舍超過6年，透過數據收集跟傳統雞場與

同業比較，智能化的飼料效率增加0.1∼0.3不

等。傳統雞場飼料效率是餵食2.6∼2.7公斤飼

 智能系統飼養效率勝過
傳統雞舍，讓雞隻長得
更健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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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可讓雞隻增長1公斤，智能化雞舍是2.2∼2.3

公斤飼料換1公斤肉，較差的可能2.4公斤，飼

料效率更好。「不要小看這0.1，飼養大量的時

候就差很多，公司獲利會更好。」

除了飼料效率更好，死亡率也比較低。

因為密閉式雞舍有效降低外界的溫度刺激或噪

音干擾，減緩環境造成的緊迫感，緊迫壓力

越小，雞就越健康，死亡率就越低，相對的也

可以節省用藥。「傳統雞場土雞正常育成率是

88%到92%，我們全部都在90%以上，甚至

達到95%∼96%。傳統雞場雖然有的也可以到

95%，但是，是在飼養量少的小場，管理者又

是經驗豐富的老師傅勤於看顧。現在找不到年

輕人願意這樣做，我們要考慮的是能不能真的

有年輕人願意接班，老一輩開始要慢慢退休的

問題。」

從小就跟前跟後看著爸媽在雞舍裡面忙

進忙出的薛予豪，真正開始養雞其實是無心插

柳。原本就讀五專的他，18歲讀完3年級準備

插考大學，但教育部規定五專學生必須休學1

年才能插考大學。「公司剛好有場雞舍沒有人

養，爸爸就讓我養看看。我想說養就養，只要

不怕雞的話，其實沒有那麼困難，可能因為那

場只有1萬隻，所以還算簡單。沒想到養著養著

好像就離不開了，家裡就突然給你規劃，你去

哪一場哪一場養，就慢慢習慣養雞的生活。」

養了2年多的傳統雞舍，白天養雞，晚上大學讀

夜間部，薛予豪完全不以為苦，新禾牧場新建

的國產智能化雞舍完工以後，又被賦予重任，

飼養量從1萬隻擴增到5萬隻，越養越有心得，

也越有興趣。

農二代體驗農村養雞樂　
智能傳遞世代經驗

20出頭正是青春飛揚的年歲，看到同年齡

層的同學或朋友過著多采多姿的日子，薛予豪

並不那麼羨慕。「剛開始可能還會感覺大家都

在玩，我卻需要工作。可是習慣之後就覺得他

們過他們的，我過我的，我本來就比較不愛出

去亂跑。其實養雞對我的社交生活影響不大，

時間雖然被雞場綁住，還是有自由的時間，就

是出完雞的空窗期。」薛予豪還說，公司比照

業界的行情給他薪水，不會很辛苦啦。

「智能化養雞跟服務業或行政類工作完全

不同，可能你就是自己的老闆，沒有人管你，

你要幾點上班，幾點下班，完全是責任制。公

司不會特別管你要幾點起床，幾點下班？就是

把雞管好最重要，要有責任感。無法自律，可

能就比較不適合養雞這個行業，因為就是沒人

管。只要把雞顧好，沒有疾病的問題，怎麼養

都很輕鬆；如果養不好造成很多雞隻死亡，就

會比養得好的再累個十倍左右吧。」薛予豪笑

說，在自家公司養雞壓力滿大的，「哈哈⋯怎

麼辦？就過一天是一天，習慣就好了。碰到問

題就問其他有經驗的前輩，不會問家裡的長輩

啦！」

立瑞透過智能系統增進經營效率與世代

傳承的經驗，近幾年也逐漸擴散到契養合作牧

場。「我們用同周齡的數據做比較，有些合

作農場第二代準備接班，我們會請他們過來看

看，我們的上市重量到達3.4到3.5公斤，他們

的可能是3.2公斤，就會問我們為什麼養得那麼

好？」王雅慧說，大家都用相同的飼料，小雞

也是同樣的來源，連防疫都是同套模式，僅有

管理者跟場地環境不同，「每個管理者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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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自己管理不好，就會考慮新建雞舍是不是要

採用智能系統。」

因造價比進口設備便宜1/5∼1/4，節省

百萬以上，立瑞契養合作牧場已有1/6∼1/5引

進國產「土雞智慧化密閉式禽舍飼養管理系

統」，謝廣文強調，立瑞的經驗對研發團隊非

常重要，證實國產系統確實能夠發揮效益，

「這樣的經驗跟研發模式，怎麼套用不同的感

測系統和不同禽舍，訓練成不同最佳飼養模

式，是我們要持續推廣的。」研發團隊直言，

國產智能系統感測器偵測準確性還有加強空

間，他們計畫進一步開發專家系統提供更即時

的預警資訊，配合業界需求把系統功能往上下

游延伸。

從地產地銷展望全球行銷　
捍衛臺灣土雞美味價值

面對進口白肉雞強勢壓境，王雅慧堅持捍

衛臺灣土雞市場永續存在的價值，「歐美和東

 薛予豪一機在手，輕輕鬆鬆管理5萬雞。

場域應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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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很多國家消費市場都被白肉雞取代，我們

不希望同樣的情形發生在臺灣身上！」為了推

廣臺灣土雞的健康營養與鮮甜多汁，立瑞除了

研發各種土雞料理，更推出「十一雞」便當讓

消費者更方便品嘗臺灣土雞的美味。減碳已成

為世界潮流，希望大家盡量地產地銷，減少食

物的碳足跡旅程，除了響應環保，也鼓勵臺灣

在地雞農，傳承臺灣土雞美味，「我們更希望

臺灣土雞能夠有機會行銷到全世界。」

為了達到目標，立瑞積極與學界合作投資

研發，如同參與智農計畫催生「土雞智慧化密

閉式禽舍飼養管理系統」，從2005年開始跟中

興大學合作臺灣土雞育種研究，「我們投資研

 王雅慧致力於推廣臺灣土雞美味。

發經費比例很高，到現在都還沒有回收，到底

投資多少錢，不是沒有算，而是不敢算。我不

敢把這些數據拉出來看，怕看了以後，會不斷

想到底需不需要花這個錢。」王雅慧強調，投

資當然有風險，不保證百分之百成功，很多人

都說生意人不做賠本的生意，「我們卻是經常

在做賠本的生意，因為我們不能原地踏步，研

究發展對立瑞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往前進步。」

187

漁
　
業

農
　
糧

畜
　
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