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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內雞蛋年產量達 68 億枚，產值超過 200 億元，占畜禽產品產

值 13.9%，為我國重要畜禽產業。國內雞蛋產業自 60 年代以來，產

銷制度以包銷制為主，雞蛋裝載運輸超過 90%以上均使用塑膠蛋箱

承載，塑膠蛋箱未經清洗消毒且重複使用，是為禽場生物安全防疫

漏洞及產業升級之阻力。近年來食安議題與禽流感疫情，傳統塑膠

蛋箱之衛生安全已漸為消費者關注成議題，促使產業面臨生產禽舍、

禽場生物安全防疫、雞蛋運銷結構調整及承載雞蛋之載具或容器包

材等之改進更具迫切性。有鑒於日本雞蛋產業發展，其雞蛋產量世

界排名第五，其國內每人每年雞蛋消費量居世界第一，且與我國地

緣及飲食文化較為相近，日本雞蛋運銷透過集貨中心以共同品牌共

同運銷之模式行之有年，對日本雞蛋產業發展及穩定蛋價深具貢獻，

爰爭取 105 年出國經費派員參訪日本雞蛋集貨中心，以深入瞭解其

雞蛋運銷模式及相關輔導與管理制度，作為國內研擬產業輔導政策

之參考。日本雞蛋運銷主要由集貨中心共同運銷，集貨中心除了經

營雞蛋販售外，並提供生產資材(飼料、藥品、載具與容器等)共同採

購服務、協助契約場雞糞清運集中處理及協助公部門推動政策與輔

導養禽場生產技術。集貨中心主要經營雞蛋共同集貨、洗選及販賣、

另部分集貨中心設有禽畜糞共同處理場經營肥料製作與供周邊農地

使用，營造禽場與農作生產互利共生之和諧生產環境。集貨中心之

雞蛋洗選作業導入自動化作業與智能化之物流倉儲管理系統，可有

效節省人工，另透過內部品管檢驗室執行藥物殘留，有效提升蛋品

品質。，集貨中心向蛋農收購雞蛋之計價方式，除參考全國農業協

同組合聯合會(簡稱 JA)發布之雞蛋行情資訊外，並依個別禽場之雞

蛋批次進行洗選與分級後之最終各類產品產量計算決價。就國內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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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運銷模式檢討與改進，依產業發展現況，可仿照日本集貨中心經

營模式，可鼓勵農民或產銷業者設立小型規模(每日處理 1,500 箱)或

中型規模(每日處理 5,000 箱)集貨中心，至大型規模(每日處理 10,000

箱)則可輔導企業集團設置。另就國內雞蛋運銷，北部都會所需之雞

蛋主要由彰化及屏東地區供應，少部由嘉義、臺南、高雄等地區調

配，爰建議集貨中心設置區位以彰化及屏東地區為首要地點，其他

則以輔導業者設置小型雞蛋集貨中心及建立區域運銷供應鏈為輔導

重點。相關輔導工作，初階段以協助產銷業者設立集貨中心、制定

雞蛋洗選作業及以共同品牌運銷等為首要；另配合政策推動，輔導

集貨中心建立一次性包材供應鏈及蛋箱集中管理，進行蛋箱清洗消

毒作業示範，以加速雞蛋運銷結構調整，促使產業升級與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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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日本禽蛋產銷體系計畫報告 

壹、 出國目的 

國內雞蛋年產量達 68 億枚，產值超過 200 億元，占畜禽產品產值

13.9%，為我國重要畜禽產業。國內雞蛋產業自 60 年代以來，產銷制

度以包銷制為主，蛋農所生產之雞蛋，不論數量多寡或品質好壞，皆

全數交由蛋商等業者收購運輸，造成雞蛋品質不一及影響蛋雞場生產

效率，雞蛋裝載運輸超過 90%以上均使用塑膠蛋箱承載，塑膠蛋箱未

經清洗消毒且重複使用，是為禽場生物安全防疫漏洞及產業升級之阻

力。 

近年來食安議題與禽流感疫情，裝載雞蛋之塑膠蛋箱衛生安全成

為產業現階段重要改革，促使產業面臨生產禽舍、生物安全防疫、承

載雞蛋之載具或容器包材改進等更具迫切性。有鑒於日本雞蛋產業發

展，其雞蛋產量世界排名第五，其國內每人每年雞蛋消費量居世界第

一，且與我國地緣及飲食文化較為相近及其雞蛋運銷以集貨中心共同

運銷之模式行之有年，對日本雞蛋產業發展及穩定蛋價深具貢獻，爰

爭取 105 年出國經費派員參訪日本雞蛋集貨中心，以深入瞭解其雞蛋

運銷模式及相關輔導與管理制度，作為國內研擬產業輔導政策之參考。 

貳、 參訪行程 

日     期 行        程 參   訪   機   構 

11 月 21 日 

(星期一) 
台北至東京  

11 月 22 日 

(星期二) 

東京中央區 日本養雞協會 

東京新宿區 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 

11 月 23 日 

(星期三) 
東京至神奈川 神奈川中央養雞農業協同組合 

(雞蛋集貨中心) 

11 月 24 日 
(星期四) 

東京 農畜產業振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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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 

(星期五) 
東京品川 KYOWA 共和機械株式會社 

11 月 26 日 

(星期六) 
東京返回台北  

 

 

會同人員 

 

 

 

 

 

 

 

 

 

 

 

 

 

 

 

 

 

 

 

 

 

參、參訪內容紀實 

一、日本養雞協會 

該協會成立於 1948 年，其設立宗旨與擔任執掌與我國中華民

國養雞協會相似，為穩定日本國內雞蛋供應、促進國內消費、產銷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蔡明哲 本會畜牧處 技正 

薛建智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專員 

洪振義 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副教授 

詹茂進 中華民國養雞協會 理事長 

林天福 台北蛋商公會) 
曾任職蛋商公會 

理事長 

涂萬財 屏東地區蛋農、蛋商  

徐欽澤 台東地區蛋農、蛋商  

陳淑美 彰化地區蛋農、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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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調查與發佈、提升養雞生產技術與收益。參訪當日由廣川治專

務理事及島田博顧問接待，並簡報說明蛋雞產業發展現況外，另就

協助農林水產省辦理「雞蛋生產經營安定對策事業」與「防疫互助

基金支援事業」之補償作業進行說明。關於「雞蛋生產經營安定對

策事業」補償金之經費來源，包括生產者之自主基金及政府之補助

款，其中產者之自主基金之收費方式，以養禽場在養數量計算。該

項政策之工作項目主要為雞蛋價差補償及更新母雞(空舍延長)補償，

其目的為應蛋價低迷，透過補償作業，降低雞蛋價格下跌造成雞蛋

經營運銷之影響。針對雞蛋價差補償之經費來源，產業自主基金占

3/4，政府補助為 1/4；新母雞(空舍延長)補償之經費來源，產業自主

基金占 3/4，政府補助占 1/4。另「防疫互助基金支援事業」工作主

要補償養禽場因禽流感或法定疾病撲殺造成之損失，其給付條件限

於參與保險之禽農，補償金包括撲殺焚化掩埋所需(80 日幣／隻)及

重建經營所需(690 日幣／隻)。 

二、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簡稱 JA) 

JA 為日本最大的雞蛋販售商，在日本各地共有 18 個營業所，

供應蛋品占日本消費市場 20～30％，對日本雞蛋產銷與價格具相當

影響力。日本蛋價決價多參考 JA 於東京、名古屋、大阪、福岡等地

區發布之蛋類行情報導作為蛋價計價參考。當日參訪行程由 JA 全農

的經營企劃部牧野拓一次長、向井康裕先生接待並簡報介紹該機構

經營概況及雞蛋運銷通路樣態(包括雞蛋洗選分級與報價、蛋品包裝

標示規範等)。 

JA 賦予生產經營之使命與展望，提供新鮮、美味、安心的國產

雞蛋、輔導雞蛋產業永續發展，充分供應日本「食」和「農」的需

求。其蛋品經營項目，主要經營雞蛋洗選與販售，另為穩定雞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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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秩序與蛋價，以多元化經營方式，積極研發雞蛋加工產品(包括

液蛋、溫泉蛋、布丁、糕餅等)及設立實體通路(直營店)，以健全雞

蛋運銷鏈結構及創造產業鏈價值。此外，該社提供禽場生產設備、

資材、飼料等共同採購與飼養管理技術服務。另配合政府政策推動

(飼料米活用)、食農教育推動等工作。 

 三、神奈川中央養雞農業協同組合(簡稱 GP center) 

該機構設立於昭和 32 年(西元 1957 年)，自 1964 年遷移到目前

所在地點，於西元 1974 年始設立 GP center，著手經營雞蛋洗選加

工。其經營規模占地約 165,000 平方米，經營項目包括雞蛋洗選、

加工與販售、肥料處理販售、直營店管理與營運等，另協助會員辦

理生產設備、資材、飼料等共同採購。此外，並配合地方政府部門

輔導所屬會員場蛋雞之健康管理，其中以禽流感及沙門氏菌防治為

最重要的項目。 

該機構所屬會員成員為其契約蛋雞場組成，目前會員計 14 員

(蛋雞場 14 場)，契約場之生產禽舍共有 72 座雞舍，設其中 22 座為

密閉式、50 座為開放式，在養產蛋雞計 630,000 隻，每日雞蛋處理

量約 30 公噸(約 485,000 千枚)。為促使產業永續經營，訂立下列願

景： 

(一) 發展「六級產業」提升蛋品附加價值。 

(二) 多元化經營，開發直營販售點。 

(三) 拓展雞蛋出口國際市場，提升產業競爭力。 

(四) 結合節能雞舍(LED 燈)、太陽光能發電等，降低生產成本。 

(五) 區域交流共生。 

四、農畜產業振興機構(簡稱 A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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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 ALIC 當日，由該機構小林總括理事率同宮坂亘理事長等

7 位人員接待，座談內容由調查情報部瀨島浩子部長以簡報方式說明

日本國內雞蛋消費趨勢與飼料米政策推動成果。簡報內容摘述如下：

雞蛋消費趨勢動呈現兩極化，年齡較長者會多以機能性之食品訴求

考量，以購買價位較高之具機能性的蛋品；年輕消費族群，則傾向

選擇低價位的蛋品。另飼料米推動成果部分，日本為提高國產糧食

自給率，積極推廣飼料米種植，並於雞蛋飼糧中大量利用國產飼料

米，因飼料米之胡蘿蔔素含量較低，致蛋雞所產之雞蛋蛋黃顏色呈

現淺亮黃色，該特性反成為推廣此類蛋品之特色。此外，並就監控

雞蛋價格波動機制表示其看法簡述如下，雞蛋價格波動由市場供需

情形決定，農民虧損或補貼則透過保險制度協助農民減少損失。有

關雞蛋生產、銷售、庫存量之調查，生產資訊調查多由國家調查單

位進行，銷售面或消費分析則透過多項研究計畫進行蒐集資訊。基

於雞蛋價格取決於市場供需情形，故未有針對雞蛋庫存量進行調查。 

五、KYOWA 共和機械株式會社 

KYOWA 共和機械株式會社(以下簡稱該 KYOWA)與 NABEL 為

日本雞蛋洗選機設備主要二大廠牌，亦為世界雞蛋洗選設備知名製

造販售商，KYOWA 所產整套自動化蛋品洗選機設備包括自動撿蛋

上架機、裂紋(及污殼蛋、異常蛋)自動檢測機、自動洗選分級機、自

動包裝及貼標機、蛋托自動堆置機等，洗選機功率(單一線)每小時處

理 4 萬、6 萬、10 萬、12 萬等不同規格型號，國內蛋品洗選業者(或

蛋雞場)亦有引進該公司生產之洗選設備。當日係透過台灣代理商安

排與該社代表會面，鑒於為禽流感疫情與禽場防疫，日本蛋雞場、

集貨中心等基於防疫，對外拒絕參訪，故由該公司安排會議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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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派員以簡報方式介紹該會社製造之雞蛋洗選相關設備機械之規格

及功能特性。並就雞蛋不同處理規模，介紹各最適當之相關洗選設

備組合，各項洗選設備致設置，亦可依業者實際需求進行組裝與規

劃，強調所產相關機械精確性、效率及可擴充之靈活性。 

六、訪查綜合整理 

綜合參訪上開機構進行有關雞蛋產銷之意見交流及所蒐集之相

關資訊，彙整日本雞蛋運銷模式摘述如下: 

(一) 日本產業概況 

依日本 2015 年蛋雞調查統計，飼養戶數為 2,560 戶，總產蛋

雞數量 133,506 千隻，平均飼養規模約為 53,000 隻，雞蛋生產量

約 250 萬公噸。每人每年雞蛋總消費量為 20.1 公斤(約 300 枚)，

排名世界第二，僅次墨西哥(347 枚)，每其中鮮食（含生食）雞

蛋數量約 10.2 公斤。雞蛋進口數量每年近約 15 萬公噸左右，占

日本雞蛋總供應量約 4%。 

(二) 運銷模式 

日本雞蛋運銷主要透過集貨中心共同集運及以共同品牌銷售，

運銷模式樣態如圖 1: 

 

圖 1.日本雞蛋運銷通路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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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雞蛋運銷之裝載雞蛋容器與包材主要為紙蛋盤、各式

紙蛋盒與塑膠蛋盒包裝，另有塑膠蛋盤(30 粒/盤)應用於特定業

務通路使用。上開各式包裝蛋品則透過台車及板車承載，依消

費市場不同需求，雞蛋載具與容器靈活搭配台車與板車載運。

(如圖 2、3、4、5) 

 
 
 
 
 
 
 
 
 
 
 
 
 
 
 
 
 
 

圖 2.台車承載盤蛋 
 
 
 
 
 
 
 
 
 
 
 
 
 
 
 
 
 
 
 
 

圖 3.台車承載盒裝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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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板車承載物流箱 

 
 

 
 
 
 
 
 
 
 
 
 
 
 
 
 
 
 
 
 
 
 

圖 5.板車承載物流箱，物流箱裝載盒裝蛋或盤蛋 

板車底部裝置活動

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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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雞蛋計價 

日本雞蛋之運銷販售主要透過集貨中心以共同品牌共同運

銷，雞蛋計價決價方式，集貨中心則以 JA 於東京、名古屋、

大阪、福岡等地區發布之產地價格作為與蛋農決價之參考外，

另依據原料蛋品質、洗選後製成率及其他契約內容等作為蛋價

計價依據。 

(四) 法令規範 

日本市售生鮮蛋品大部分經洗選，少量未經洗選，未經洗

選之蛋品則為蛋禽場直接供應鄰近消費通路。日本現行法令未

針對雞蛋是否須經洗選訂定相關法令規範，因日本生食雞蛋文

化，致消費者與販售業者形成共識，故各通路端販賣之生鮮雞

蛋超過 90％以上均經清洗消毒及分級包裝。至蛋品衛生管理，

厚生省則公告「卵選別包裝設施之衛生管理要領」提供洗選製

程之衛生管理參考。前開要領內容包括原料蛋檢查、原料蛋之

保管、洗選、乾燥、蛋殼裂痕及血蛋檢查、包裝、標示、存儲

及運輸溫度及設施設備洗淨消毒等。有關雞蛋衛生管理相關規

範請參閱 JA 彙整簡報內容(附件)。 

(五) GP center 經營模式 

1. 經營主體 

GP center 組成模式有蛋農共同組成集貨中心，集貨中心之營

運由外聘專業經理人管理；另有農企業設立之集貨中心。集貨中

心除了經營雞蛋販售外，並提供生產資材(飼料、藥品、載具與

容器等)共同採購服務功能及協助公部門之政策推動與技術服務，

另亦有部分集貨中心設有禽畜糞共同處理場，協助契約場雞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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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集中處理，製成肥料供周邊農地使用，營造禽場與農作生產互

利共生之和諧生產環境。 

2. 雞蛋集運與運銷 

(1)集貨中心向會員收蛋方式，主要以塑膠蛋盤搭配台車承載方

式，將雞蛋載運至集貨中心洗選場，另與集貨中心鄰近之蛋

雞場，則以輸送帶方式將雞蛋送至集貨中心洗選場(如圖 6)。 

(2)透過共同運銷，使用一次性包材或容器及建立共同品牌蛋產

銷供應鏈。 

 

 
 
 
 
 
 
 
 
 
 
 
 
 
 
 
 
 
 
 

圖 6 集貨中心集蛋方式 

 

3. 洗選作業(圖 7) 

(1)生產製程導入全自動化洗選、分級及包裝，並建立智能化之

物流與倉儲管理系統。 

(2)按個別牧場供應之蛋品，逐場個別進行洗選，落實原料蛋追

蹤追溯與生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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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立品管檢驗室及建立自主品管制度，強化禽場源頭管理(飼

料監控與蛋品抽驗)與提升蛋品衛生安全品質。 

(4)建立蛋箱集中管理，進行蛋箱清洗消毒作業示範(如圖 8)。 

 

 
 
 
 
 
 
 
 
 
 
 

 
 
 
 

圖 7.雞蛋洗選製程 

 
 
 
 
 
 
 
 
 
 
 
 
 
 
 
 
 
 

圖 8 集貨中心衛生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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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感想與建議 

我國雞蛋產業發情形、禽流感疫情與面臨外在環境衝擊，加速產

業升級顯得更具迫切。評估未來推動雞蛋集貨中心對產業衝擊如下： 

一、 雞蛋共同運銷影響現有包銷制度，致運銷結構與成本改變，促使

蛋價計價制度進行調整。 

二、透過集貨中心稱產記錄管，強化雞蛋生產資訊蒐集與即時產銷資

訊正確。 

三、蛋農所產雞蛋全數交由集貨中心進行洗選分級，可落實雞蛋來源

畜牧場源頭管理及提升蛋品品質，並強化規格外蛋之流向處理與

紀錄。 

四、集貨中心以共同品牌運銷，可加速裝載雞蛋使用一次性包材或容

器推動與蛋箱集中處理清洗消毒示範推動。 

就國內雞蛋運銷模式改進，可參考日本 GP center 模式，輔導國

內業者投入集貨中心設置，建立國內雞蛋運銷模式示範，鼓勵蛋農

(或雞蛋運銷相關業者，包括販運大車、蛋農、蛋商、物流通路業者

及飼料業者等)共同組成產銷班並設置集貨場，共同集運販售雞蛋。

考量國內產業發展現況與設置成本等因素，初階段以鼓勵小型(每日

處理 1,500 箱)或中型(每日處理 5,000 箱)規模較為可行，至大型規模

(每日處理 10,000 箱)則可輔導企業集團設置。集貨中心設置地點建議

先就彰化及屏東二大主要產區，輔導有投入意願之產銷班或有關產銷

業者設立中(或小)型雞蛋區域集貨場，至其他地區，則鼓勵業者設立

小型區域集貨中心及協助建立區域雞蛋運銷供應鏈。集貨中心之經營

管理，可由外聘專業經理人來經營。集貨中心營運初階段應以完成集

貨中心設立及雞蛋洗選作業，蛋品共同共同品牌運銷集運為重要工作，

洗選分級及運銷為主。未來可仿照日本集貨中心經營模式除共同集運



 17 

與運銷外、並提供多元服務功能(如生產資材飼料、藥品、載具與容

器等，共同採購服務及禽畜糞集中共同處理等)。 

另就集貨中心之雞蛋洗選作業管理特色部分，值得借鏡仿效事項

如下： 

一、 導入全自動化洗選、分級及包裝生產作業，提升生產效率及降低

人工成本。 

二、 洗選作業按個別牧場供應之蛋品，逐場個別進行洗選，落實原料

蛋追蹤追溯與生產紀錄。另個別場製程終端所產蛋品，依不同分

級包裝記數，製成生產報表，作為集貨中心與蛋農收購雞蛋結價

依據。 

三、 設立品管檢驗室及建立自主品管制度，強化禽場源頭管理(飼料監

控與蛋品抽驗)，確保蛋品衛生安全品質。 

四、 集貨中心場進出口設置車輛消毒設施，提升集貨中心生物安全防

疫，另蛋箱集中管理與進行清洗消毒，可降低禽場間疫病傳染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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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習參訪照片 

 

日本養雞協會廣川治專務理事說明穩定蛋價補償 

 

 

日本養雞協會廣川治專務理事、島田博顧問、高橋先生與 

參訪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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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奈川中央養雞農業協同組合家辰巳紀幸部長與 

安藤正昭獸醫師經驗分享 

 

 
 

 
盒裝蛋以台車及板車承載                                 塑膠盤蛋搭配台車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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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台車可折疊置放                                          台車直接置放超市陳售  

 

各式紙盒包裝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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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以塑膠盒、紙盒及塑膠網袋不同包裝樣式 

 

 

 

KYOWA 共和機械株式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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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企劃部向井康裕先生介紹日本雞蛋運銷通路 

 

 

本次行程日方聯繫窗口高橋先生協助現場日語翻譯 

六、附件：日本雞蛋衛生管理相關規範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