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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丹麥養豬青年農民生產技術與實務培訓課程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目的：系統性導入丹麥全方位養豬模組化培訓課程，藉由學習丹麥肉豬飼養與種豬育種等技

術與管理方式進行國內養豬產業結構調整，以提升我國養豬產業競爭力；並遴選 5 名具批次

生產與統進統出管理經驗優秀養豬青年農民赴丹麥研習 3~4 週理論和現場實作專業課程。 

 培訓課程：**為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本年度課程將採實體面授和/或同步視訊方式上課** 

講師群：1.丹麥 Dalum 農業技術學院講師群   2.國內生產醫學團隊講師群 

A.初階課程 (國內，每場 4 小時) 

暫定日期 課程主題 報名網址 

 

5 月 12 日(二) 國內豬場生物安全防控、批次生產規劃與管理 

5 月 26 日(二) 丹麥豬隻生產重要成功因素、丹式母豬生產與管理 

6 月 2 日(二) 母豬育種與懷孕管理、豬場人員與工時管理 

6 月 9 日(二) 分娩舍母豬與仔豬照護、公豬與 AI 管理 

6 月 16 日(二) 女豬育成舍與丹麥生物安全管控、豬場 SOP 

6 月 23 日(二) 豬場紀錄與管理、電腦軟體的應用與管理 

*實際上課時間與方式，主辦單位另行通知或於前場課程當中宣布 

B.進階&現場課程 (國內，每場 4 小時) 

進階課程 暫定日期 課程主題 

7 月 7 日(二) 生產與人員精實管理、案例討論 

7 月 21 日(二) 管理數據分析與問題解決、案例討論 
 

課程資訊 

 
現場課程 時間：預計 7 月初開始     地點：暫定於苗栗豬場 

C.丹麥實務課程 (國外，預計 8 至 9 月) 

需完成初階和進階&現場課程，並依據「109 年青年農民赴丹麥養豬職訓學院研習遴選辦

法」遴選出 5 名優秀養豬青農。 

 報名與資格審查： 

 A 初階和 B 進階課程：參與者需預先完成”線上報名”和”資格審查”。 

 B 進階和 C 赴丹麥課程：(1)年齡 45 歲以下，豬場管理者或豬肉生產者 (2)豬場內已採

用批次生產和紙本或電腦生產管理紀錄。(3)符合附件之遴選辦法要求。 

 預計人數：採同步視訊課程(A)開放每場 100 人，實體面授課程(A&B)20 人。 

 為確保報名人員符合培訓資格及維護上課品質，本院具資格審核之權利。 

 即日起採線上報名，額滿即停止報名。上課時間於課前通知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i3zSdqCZE3LJLLQg7  (如右上圖 QR-code) 

 課程資訊：請參考”動物生產醫學資訊平台”之”活動訊息” (如右下圖 QR-code) 

https://forms.gle/i3zSdqCZE3LJLLQg7
https://forms.gle/i3zSdqCZE3LJLLQg7
http://pmtw.a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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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丹麥養豬青年農民生產與管理培訓班」 

報名表 

■ 個人資料 (請確實填寫各欄位) 
 

姓名  牧場名稱  職稱  

手機 
 連絡電話 

 用餐 □葷食 □素食 

養豬年資：         年 年齡：□20-35 歲 □35-45 歲 □46 歲以上 

牧場地址            縣/市            鄉/鎮                          

*E-mail                                                     (務必填寫，為通訊方式) 

服務豬場 □自家牧場，□服務於他人牧場，□其它             

經驗與

技術 

*請您配合勾選以下問題 

1.場內採用批次生產模式：□是(□週批/□3 週批/□其它    )，□否 

2.場內有生產管理紀錄：□是(□電子化/□紙本)，□否 

3.我希望能到示範場學習批次生產模式：□是，□否 

4.希望加強的技術： 

 

 

■ 希望能參加的課程  (請勾選參加意願) 

A 初階課程 

□ 5 月 12 日  □ 5 月 26 日 □ 6 月 2 日 

□ 6 月 9 日 □ 6 月 16 日 □ 6 月 23 日 

可上課的時段： □上午   □下午   □晚上 

*希望上課方式：□面授課程  □視訊課程   

 要參加視訊課程的學員，將另以 mail 通知課程時間及上線方式 

B 進階+現場 

 你是否有意願參加本階段課程？ □是， □否 

  □ 7 月 7 日   □ 7 月 21 日   (視訊+現場) 

 現場課程僅限完成初階課程學員當中，遴選 10~20 名參與 

C 赴丹麥課程 
 你是否有意願赴丹麥培訓課程？ □是， □否 

 僅限完成初階+進階課程學員，遴選 5 名赴丹麥 

*報名表填妥後，請於 109 年 5 月 2 日之前回傳 

 本案連絡人：孫豫芬副研究員  電話：037-585892  E-mail：sun26@mail.atri.org.tw 

 

mailto:sun26@mail.a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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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09年青年農民赴丹麥養豬職訓學院研習遴選辦法 

 

壹、目的 

鑑於國內有許多青年或豬二代返鄉回流從事養豬產業，為使青農經營的豬場除了擁有優

秀的技術、適當且自動化的設備硬體之外，還需具備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落實執行及追蹤考核等五大能力。查丹麥豬場每頭母豬平均離乳頭數(PSY)為31.6頭，如

此極致的生產效率得助於精致化的專業管理。爰此，本計畫透過國內專業人員進行丹麥

模組化生產管理的專業培訓與現場操作指導，藉以迅速導入國際化的生產技術和科學化

的管理觀念並落實到豬場，必能達到規模化養豬的生產成效，使得青農經營豬場的經濟

效益、社會效益及環境效益達到最佳化與建立以身為農民為榮的價值觀。 

貳、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核定之109年度「加強養豬生產技術培訓與精準

管理、深化輔導體系及建構生物安全分級」（109救助調整-牧-01(12)）辦理。 

參、研習期間 

109年8至9月期間，共3~4週課程。 

肆、補助經費 

補助5名學員赴丹麥養豬職訓學院研習3~4週課程(含實作訓練)，補助每位學員研習

費(含住宿與午晚餐) 9,000歐元，惟學員需自行負擔臺灣往返丹麥機票(約50,000元)。 

伍、申請資格 

一、 養豬青年農民(24~45歲)。 

二、 有批次生產與管理實務經驗。 

三、 豬場具備生產紀錄並已導入電腦化管理。 

四、 完成初階、進階及現場實務課程之全程訓練。 

五、 懂基本英文。 

陸、 遴選辦法 

一、 參加遴選之人員的豬場應具備已採用批次生產管理和紙本或電腦生產紀錄(或依

其意願導入電腦化管理系統)；並由國內生產醫學輔導團隊負責該豬場之輔導專員

評估該名參加遴選之人員的執行情形。 

二、 參加遴選之人員需於109年5月至7月期間，全程參與於國內辦理的實體面授或視

訊「丹麥養豬技術與管理培訓課程」和生產醫學輔導團隊相關培訓課程8場次；以

及「養豬青農生產與管理現場實務操作培訓課程」1週期間。 

三、 參加遴選之人員需依規定完成全程訓練課程，並於課後參加面試；最後由主辦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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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依課程出席率、講師評分及主辦單位進行評分。 

四、 由委辦/主辦單位相關人員綜合討論與評估，並遴選5名符合上述資格且能協助產

業推廣之青年農民(7月初公布)。 

評估項目 
年齡與 

溝通能力 

批次生產 

實務經驗 

電腦化紀錄 

與管理能力 

培訓課程學習情形 

與出席率 

比率(%) 20 20 20 40 

柒、 進度規劃表 

期程 計畫項目 

109年4月至5月 計畫公布與招生(農科院網站,發文,通知)  

109年5月至12月 
1.培訓學員實務經驗&現況確認  

2.現場實作培訓與輔導 

109年5月至7月 
1.國內生產醫學輔導團隊培訓課程2場次 

2.丹麥養豬技術與管理培訓課程4場次 

109年7月初 遴選與公布5名國外培訓人員名單  

109年7月至8月 
1.養豬青年農民現場培訓課程1週  

2.丹麥養豬技術與管理培訓課程2場次 

109年8至9月 赴丹麥培訓課程(3~4週) 

109年10月 計畫執行成果與經驗分享會 

捌、補助經費之核撥 

一、 由本院將補助經費核撥至其帳戶。 

二、 受補助研習費者，應於返國後1個月內繳交研習報告(檢附銀行匯款申請書、個人

存褶封面影本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並出席經驗分享會議。 

三、 拒絕繳交研習報告者，本院得取消其受補助之權利。 

玖、本計畫執行單位：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聯絡人：孫豫芬 副研究員 

聯絡電話：037-585892 

傳真電話：037-585850 

E-mail：sun26@mail.a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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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青年農民赴丹麥養豬職訓學院研習 遴選評分表 
 

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牧場名稱  

畜牧場登記證編號  

測驗成績  

年齡與 

溝通能力 

(20%) 

批次生產 

實務經驗 

(20%) 

電腦化紀錄 

與管理能力 

(20%) 

培訓課程 

學習情形 

與出席率 

(40%) 

其他特質 

     

     

     

     

     

評分人員 

(講師) 
 

評分人員 

(主辦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