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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蹄疫的爆發重創我國養豬產業，使得我國由原先的

豬肉出超國轉為入超國。而畜牧產業占我國整體農業

產值超過三成，近年來生產型農業的思維策略，已逐

步由新價值鏈農業所取代，跨域加值、品牌建立成為

產業發展的重要趨勢。以價值鏈的角度來看，我國養

豬業包括上游的育種、生產，到中游的品質管控、產

品開發及製造，最後進入終端的品牌及銷售通路；除

此之外，飼料開發、疫苗藥品等周邊產業的支援，也

是產業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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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全球人口數不斷提高，對肉製品需求量也因此

增加，其中以豬肉為最大宗（表1），依聯合國

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統計，

2011年全球豬肉生產量為1.1億公噸，2007~2011年複合

成長率為2.44%，占全球畜禽肉類生產量的37%。

2012年台灣經濟動物之產值為新台幣1,153億元，以豬
隻產值最高，達到新台幣668億元，近年來以0.43%的
年複合成長率增長，其次為禽類和牛隻。

全球畜牧業發展現況

從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估計，2011年全球豬隻屠宰頭數

約13.8億頭，預估2012年將超過14億頭，近十年年複合

成長率約為2.3%。亞洲向來為全球豬肉消費的主要地

區，2011年的屠宰頭數約為8.2億頭，占全球總屠宰頭數

的59.4%，近十年年複合成長率約為3.2%。歐洲為全球

第二大的豬隻屠宰地區，2011年的屠宰頭數約3.1億頭，

約占全球的22.7%，近十年屠宰頭數年複合成長率約為

0.9%。美洲、非洲及大洋洲於2011年的屠宰頭數則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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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2億頭、2,635萬頭及747萬頭，各占全球的

15.5%、1.9%及0.6%，近十年年複合成長率則

分別為0.9%、4.4%及-1.3%（圖1）。

進一步分析1961~2011年豬隻屠宰頭數的成

長趨勢可發現，過去50多年間全球整體豬隻屠

宰頭數的複合年成長率為2.6%，而亞洲及非洲

的豬隻屠宰數量成長率遠高於全球，其複合年

成長率分別為5.2%及3.4%；至於大洋洲、美洲

及歐洲的複合年成長率則分別為1.5%、1.3%及

1%。

2011年中國豬隻總飼養量最高，為6.7億頭，

占全球近一半的豬飼養量，其次為美國與德

國，各約占全球8%及4%，而亞洲另一個重要

養豬國為越南，共飼養約4,400萬頭豬，為全

球第四。前十國共飼養全球超過七成的豬，

2007~2011年全球養豬頭數年複合成長率為

2.35%，其中中國、德國、越南、俄羅斯等國

年成長率高於全球平均值（表2）。

我國畜牧業生產現況

表1   2011年全球主要肉品生產量

單位：公噸

區域 豬肉 牛肉 羊肉 禽肉 其他

全球 110,011,930 66,054,990 13,025,999 101,738,757 6,390,081 
亞洲 61,801,056 16,843,966 7,785,970 35,689,566 2,258,939 
歐洲 27,436,396 10,696,853 1,296,275 16,931,663 1,183,688 
美洲 19,008,586 30,280,428 539,997 43,001,498 877,772 
非洲 1,282,442 5,481,072 2,398,964 4,874,322 1,660,657 
大洋洲 483,450 2,752,671 1,004,794 1,241,712 409,028 
資料來源： FAO，查詢日期為2013年4月11日、台經院生物科

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圖1   全球豬隻屠宰頭數

注：e為估計值。
資料來源： FAO，查詢日期為2013年4月11日、台經院生物

科技產業研究中心估計繪製。

表2   全球主要豬隻飼養國

單位：頭；%

國別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07~2011年
屠宰頭數

年複合
成長率

2011年
全球

占比

中國 655,900,830 677,242,931 672,344,610 3.93 48.63
美國 113,734,000 110,367,000 110,957,000 0.65 8.03
德國 56,315,200 58,625,600 59,735,700 2.89 4.32
越南 43,400,000 43,400,000 44,270,000 3.89 3.20
西班牙 40,117,900 40,847,000 41,743,400 0.15 3.02
巴西 33,510,000 34,290,000 34,862,000 1.30 2.52
俄羅斯 26,037,200 27,973,900 29,055,100 6.87 2.10
法國 25,497,200 25,403,800 24,803,200 -0.44 1.79
菲律賓 24,143,800 24,246,300 24,332,800 0.38 1.76
波蘭 20,062,200 21,256,700 22,055,900 -2.86 1.60
全球 1,347,233,567 1,379,893,614 1,382,584,355 2.35 100.00

資料來源： FAO，查詢日期為2013年4月11日、台經院生物科
技產業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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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台灣經濟動物之產值為新台幣1,153億
元，以豬隻產值最高，達到新台幣668億元，近
年來以0.43%的年複合成長率成長，其次為禽
類和牛隻（表3）。養豬業是台灣農業與畜牧業
的重心，占農業產值13.97%，亦占畜牧業產值
45%，為國內農產品品項產值最高者。在口蹄
疫爆發前，從行政院農委會建置貿易統計資料

之1989年起，豬肉一直為我國農產品出口最大
宗，最高占農產品出口值近三成，然而從1997
年口蹄疫爆發後，豬肉無法出口使得豬隻屠宰

頭數由過去1,400多萬頭劇減至800多萬頭，我
國豬肉貿易也在1998年由出超變為入超。因
此，口蹄疫為影響國內養豬業發展之重要因

素，根據1997年農委會資料計算，直接損失超
過新台幣400億元，間接損失超過1,000億元，
2012年台灣仍零星爆發豬口蹄疫，目前仍被世
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認定為「施打疫苗之非疫
區」，因此尚未脫離口蹄疫成為非疫區國。

2012年國內約有9,273家豬場，在養頭數
約600萬頭，全年度總屠宰肉豬頭數約897萬
頭，供應91萬噸豬肉（表4）。而台灣養豬場
規模，以500頭以上養豬場為主，養豬數占全
台87.5%。台灣以屏東縣、雲林縣、彰化縣、
台南市為主要養豬重鎮，共占全台七成以上

養豬數，其中屏東縣和雲林縣各以23.96%、
23.76%，占了將近一半養豬數。
台灣自從1997年口蹄疫爆發後，豬肉無法出

口使得豬隻在養頭數劇減，連帶也使得屠宰頭

數下降，近年維持約800多萬頭之屠宰頭數。再
加上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影響，

使得國內不論是在養頭數、屠宰頭數和養豬戶

數仍皆呈現成長持續下滑的走勢，但整體養豬

產值隨近年來豬價回升亦有所成長，而養豬戶

數下降幅度相較在養頭數大，也顯示台灣養豬

業朝規模化飼養發展。

2012年台灣豬肉市場需求規模為96.6萬公
噸，2003~2012年年複合成長率為-0.36%，供給
仍以國內自給為主，進口占整體市場6.18%。
豬肉貿易中，台灣為豬肉入超國，進口從加

入WTO後逐年攀升，年複合成長率達3.88%。

表3   台灣經濟動物產值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動物別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年複合

成長率

豬 65,897,983 70,701,364 75,158,291 66,752,941 0.43
禽 44,388,157 44,408,205 50,009,391 45,398,520 0.75
牛 1,457,356 1,590,984 1,813,420 1,989,840 10.94
羊 838,216 951,360 948,199 1,156,682 11.33
總計 112,581,712 117,651,913 127,929,301 115,297,983 -
注：-表無相關資訊。
資料來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經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

心整理。

表4   台灣養豬業現況

項目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年複合

成長率

(%)
在養頭數 6,427,597 6,130,003 6,185,952 6,265,546 6,004,717 -1.69
屠宰頭數 8,727,229 8,745,585 8,575,777 8,786,528 8,965,036 0.67
豬肉供應

量（噸）

896,396 891,787 877,260 897,367 910,550 0.39

養豬戶數 10,992 10,423 10,076 9,733 9,273 -4.16
資料來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經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

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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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豬肉進口突破八萬公噸，至2007年因金

融海嘯衝擊，導致消費者信心大挫，連帶影響

國內豬肉消費，之後於2009年回復至超過八萬

公噸進口水準（圖2）。台灣豬肉在口蹄疫爆

發前外銷量27萬公噸，甚至長期占日本豬肉

進口量40~50%，對日本豬肉供給具舉足輕重

地位，而在口蹄疫發生後，出口量僅維持在

1,000~4,000公噸。

自口蹄疫爆發後，經過農政協調，我國目前

已可將豬熟加工品輸往中、日，而為化疫區

之危機為轉機，台灣廠商可朝特色化豬加工

品的製作、成立安心與優質豬加工品聯盟，

期以突破內需市場規模的限制，展拓國際銷

售網絡。

我國代表性畜牧加工業個案

（一）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1957年，

將成功的「肉雞垂直整合經營」供應鏈，拓展

到肉豬事業。打造核心種豬場，透過科學育

種、提供優良種豬，結合農民肉豬契約養殖，

導入多點式與統進統出管理，改善飼養成績，

並培育畜牧管理及防疫人才，提升養豬產業國

際競爭力。

在台灣發展「安心巧廚」、「中一排骨」

等品牌，從育種篩選、飼養管理到末端食品製

造，經過嚴格的品質管理與監控，同時推動完

整的產銷履歷制度。通路方面，自有品牌「大

成安心巧廚」的肉品已在百貨通路新光三越設

有專櫃銷售，直接接觸消費端客戶。

大成集團藉由垂直整合一條龍供應體系的

產業布局策略成功，現在更要結合加工技術的

成長與中國消費者習慣的改變，進一步向下延

伸，發展高附加價值的熟食商品，提高商品單

價、帶動利潤成長，上下游的結合更加緊密，

形成更具競爭力的規模效益。

（二）台全珍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行政院農委會與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共

同輔導下，由「雲林縣麥寮養豬生產合作社」

社員共同組成，為經濟部核准之合法肉品加工

廠，主要業務為：飼料廠、豬場、分切場、品

牌豬販售等。

配合推動「台灣珍豬」的統合經營產銷模

圖2   台灣豬肉生產與貿易

資料來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經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
中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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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嚴格監控產、製、銷全程品質。採用具

CAS及HACCP雙重認證廠進行電宰、分切作

業；台全珍豬為了經營以品質為重的品牌豬，

肉品上市前再接受中央畜產會及SGS的嚴格檢

驗。除了為日本拉麵店一風堂、鬍鬚張、華

航、長榮空廚等通路的豬品牌供應商，近年市

場能見度轉高，現階段的品牌豬比同重量的豬

肉貴上兩成，為台灣最多高檔超市和有機店通

路的肉豬品牌。

（三）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畜殖事業部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自1953年開始養豬事

業，其中畜殖事業部為國內最大的豬隻飼養集

團之一。台糖畜殖事業部垂直整合飼料生產、

豬隻養殖、肉品加工及通路銷售，成為國內貫

穿產業上下游之健康安全豬肉品供應體系。

台糖畜殖事業部目前擁有21個畜殖場，擁有

優良養豬場認證及生產履歷驗證，年產38萬頭

無瘦肉精、無藥物殘留的豬隻，養殖規模稱冠

全台。在1958年首次將台糖肉豬外銷日本，產

品便獲得日本人喜愛。在肉品加工部分，1986

年於竹南成立小型肉品加工廠，生產90多種產

品內銷，並獲得CAS優良工廠認證。歷年開發

多種產品上市，包含肉鬆、高湯、豬肉乾、臘

肉、香腸、火腿、貢丸及德國豬腳等各種中西

式肉品，2007年肉品加工廠搬遷至柳營繼續營

運，產製台糖「安心豚」及「生機豚」系列優

良肉品，目前生產無藥物殘留的豬肉製品4,000

公噸以上。

（四）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為與日本群馬縣「高崎火腿」合作的中日

合資現代化肉品製造加工廠，於1968年生產冷

凍肉外銷日本，首創國內開拓日本市場的現代

冷凍肉專營加工廠，並陸續生產西式火腿、西

式香腸、醃肉等加工類產品於國內銷售，同時

承攬台糖公司畜殖事業部毛豬代宰與分切等業

務，並持續開發各式豬肉加工品的技術和品

質。

台糖公司自身每年藉由CAS的定期檢查，

審視產品品管效能維持品質，並取得 ISO、

HACCP、人道屠宰、國產優良黑毛豬肉與產銷

履歷認證。在中國市場，產品線有兩種，一是

台灣製造直接外銷中國，另一是與大成公司合

作於中國生產，後者則有中國「安心碼」的保

障。

（五）祥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代理起家，銷售國際知名品牌動物營養

產品、功能性產品、動物保健產品、飼料用原

料、豬場經營管理軟體，以及興建飼料預拌劑

製造工廠，期以「成為農場到餐桌的整合者」

為願景。

祥圃與動物科技所技術合作推廣豬場管理

軟體系統，累積台灣豬隻生產數據，奠定豬場

管理科技化基礎，並於2011年成立「畜產整合

經營事業部」，聚焦種豬、試驗農場及肉品銷

售等業務，並與國際知名業者：荷蘭海波爾

(Hypor)種豬育種公司合作，提供優良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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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購置雲林縣肉品分切加工廠，並跨足餐

飲食材業，加入食材批發通路商「藝多廚食材

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營，並開設無毒餐廳「良

食究好」。

（六）信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為國內前三大屠宰、分切、加工一貫之豬肉

工廠，除本身約40~50座契約養豬場外，目前也

替台糖公司的畜殖場代宰毛豬，將冷藏屠體輸

往日本，同時也在中國設廠產製生肉成品，銷

往日本及新加坡等地。

信功是以契約牧場的方式取得豬隻，所合作

的契約牧場條件嚴格，必須配合完整的豬源管

制，同時參考日本冷藏、冷凍肉品廠先端設備

及作業流程，將醫院管理思維導入毛豬飼養、

屠宰及加工，並將產銷履歷、感染管控、疫病

防治、危害管制等概念導入肉品經營，可有效

延長冷藏分切肉保存期限，在CAS優良食品認

證上，一直維持「雙料優級」認證，其品質深

獲日本肉品業者之信賴。在1997年台灣爆發口

蹄疫阻斷產品輸往日本的隔年，信功獲得日本

農林水產省肉品加熱指定工廠認證，得以重返

日本市場；2011年更獲得新加坡政府農糧獸醫

局(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簡稱AVA)驗證，成為台灣加熱肉品外銷指定工

廠。

（七）台灣福昌集團 

致力於農牧事業發展，為種豬外銷東南亞及

中國地區之育種公司，也是台灣種豬各主要品

系之基因庫。集團有三大事業體，分別負責飼

料、肉品食品及種豬事業等業務，近年來更進

軍中國，投資合作成立種豬研發公司。

福昌集團其經營旗下的福昌豬場，為通過

ISO 9002國際品質認證的純種豬場。以基因篩

選方式嚴格汰除具緊迫基因的種豬（藍瑞斯、

約克夏），是台灣種豬各主要品系之基因庫，

以建立最少疾病豬場，提供健康的豬源；應用

生物科技，提升育種技術為其經營理念。

（八）慕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慕德為國內第一家依據「生技新藥產業發展

條例」取得動物新藥開發公司資格，以及新藥

開發許可的公司，同時為農業生技掛牌公司。

該公司以產品開發為導向，主要從事提升免疫

力之動物飼料、飼料添加劑，以及口服干擾素

動物用藥兩個領域，藉由完整產品線，達到提

升經濟動物育成率、減少養殖成本、減低抗生

素使用量等多重目的。

慕德生技擁有基因與蛋白藥物研發能量，

公司技術團隊已具有液狀干擾素自行量產的能

力，並已建立先導實驗室工廠。2010年慕德與

中國最大生豬屠宰肉品加工集團：中國江蘇雨

潤集團合資成立雨潤慕德生物科技（連雲港）

有限公司，正式進軍中國動物免疫調節及疾病

預防市場。同年，再合作於東海經濟開發區建

血漿蛋白專案廠，將生產高單價血漿蛋白，應

用於飼料添加劑。

我國豬加工品產業五力分析

觀察我國豬加工品產業之SWOT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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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與日本、中國協調，目前我國豬熟加工
品可輸往日本、中國，因此以下針對中國、日

本兩市場，進行我國豬加工品業於既有業者、

潛在業者、替代品、供應商，以及消費者之競

爭分析。

（一）產業內既有廠商的競爭

日本長久以來便進口相當多豬肉進行加工

食品製造，因此當地豬加工產業發展成熟。而

中國豬飼養量占全球近一半，豬加工品產業亦

百家爭鳴，因此產業內既有廠商的競爭相當激

烈，台灣業者需發展出具特色之加工品，如突

顯台灣豬肉鮮嫩無腥味之中式即食加工品，將

可以差異化切入利基市場。

（二）潛在新競爭者

日本食品加工產業發達，中國亦在政府支持

及需求增長下，建立完整食品加工產業鏈，因

此對於日本和中國豬加工品產業而言，乃有許

多具有食品加工能力之潛在新競爭者。

（三）替代品

肉類加工品除豬肉外，尚有雞肉、牛肉等加

工品，因此替代品眾多。

（四）供應商

台灣豬肉一年可供應超過90萬噸，對於一
般豬加工品而言，加工業者乃具較高議價能

力，但對於強調安心、優質等特色食材之豬加

工品，目前台灣能提供產銷履歷之豬肉量仍有

限，因此在特色豬肉的供應，加工業者較不具

議價能力。

（五）購買者

一般傳統中式、西式豬加工品，供應至日

本、中國等當地及國際業者眾多，因此消費者

選擇多，加工業者對一般消費者的議價能力較

低；然而，具獨特風味或口味之加工品，一般

消費者不一定能轉換至其他產品，此時加工業

者對一般消費者的議價能力較高。

表5   我國豬加工品產業之SWOT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 育種能力強，並導入分子選種
技術進行緊迫、肉質等基因篩

選，因此台灣豬肉品質佳，肉

質鮮甜無腥味

2. 豬場經營經驗豐富，過去曾為
養豬王國，且逐漸導入生產履

歷，因此可供應充足與優質之

豬肉

3. 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已
有初步整合基礎，進行養豬與

產銷之專業分工與合作

4. 信功、源益、立大、奇美、台
灣農畜產、嘉一香等業者已成

功開展豬加工品外銷

1. 台灣為口蹄疫疫區，豬
肉無法出口，豬熟加工

品透過與出口國協商將

可出口

2. 傳統式熟加工品之過度
調味較無法呈現台灣豬

肉特殊風味與品質

3. 養豬業與加工業之合作
尚需整合，如建立利益

共享機制以強化協同開

發能力等

4. 進口豬肉價格較國產
低，加工用豬肉易被進

口取代

5. 近年來肉品藥物殘留、
斃死豬肉流入市面等問

題不斷，造成豬加工品

安全疑慮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 國際已逐漸接受疫區之熟加工
品進口，如台灣通過日本和中

國核可之業者，便可出口豬熟

加工品至該國。因此熟加工品

可降低疫區肉品之外銷衝擊，

作為養豬產業發展之緩衝機制

2. 熟加工品易保存，可協助產銷
調節

3. 華人對台灣豬肉熟加工品接受
度高

4. 新式豬熟加工技術逐漸成熟，
如即食加工品，將可突顯肉質

特色

1. 全球化造成重大疫病散
播情況加劇，影響全球

肉品生產與流通

2. 消費者對加工品具有營
養流失及食品添加物之

疑慮

資料來源：台經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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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豬業是台灣農業與畜牧業的重心，在1997

年口蹄疫爆發前，為我國農產品出口最大宗，

最高占農產品出口值近三成，養豬密度高居世

界豬隻主要出口國的第二名，主要出口國為日

本，最高出口近28萬公噸豬肉，長期占日本豬

肉進口量40~50%。而口蹄疫爆發後，國內豬肉

停止外銷，日本亦終止了台灣對其年出口800萬

頭肉豬協議。

（一）具台灣特色豬加工品可化疫區危機為轉

機

經與日本協調，我國豬肉加工品只要符合

日本農林水產省所訂之「台灣輸往日本偶蹄類

動物加熱處理肉類及以此作為原料製造香腸、

火腿及培根之家畜衛生條件」及農委會訂定之

「輸日加熱偶蹄類動物肉類產品加工廠推荐作

業方法」，經日方派員來台查廠通過後，其產

品始可輸日，目前如信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源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立大農畜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已通過日

方查廠可將豬加工品輸日。

而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簽訂後，

完成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之協商，台灣畜

禽產品已可外銷北京、上海等地，目前在豬加

工品業者有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嘉一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獲准輸銷中

國，亦有19家業者等待中國主管單位核定。

雖2012年台灣因零星爆發豬口蹄疫，仍被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認定為「施打疫苗之

非疫區」，而尚未脫離口蹄疫成為非疫區國。

但在國際已逐漸接受疫區之熟加工品進口的情

況下，如能藉此機會強化豬肉加工品產業之整

合，規劃輔導措施，以台灣肉質鮮甜無腥味之

豬肉，開發生產可突顯肉質特色之加工品，將

可把危機化為轉機，建立台灣豬肉品之國際知

名度，並逐漸回復台灣養豬產業之榮景。

（二）成立安心、優質豬加工品聯盟

過去我國政府於1991年執行六年「養豬政
策調整方案」，強化養豬體系，成功建立產銷

班、聯誼會、合作社之整合性組織。目前全台

養豬團體包括221家產銷班、47家合作社、中
華民國養豬協會，以及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

合社等，皆已有初步的整合基礎，尤其是豬聯

社，積極推動專業分工，讓豬農專注養豬，豬

聯社專職進行區域性品牌建立、共同運銷、共

同採購養豬生產資材，甚至成立台灣省養豬統

合經營基金管理委員會，以建立養豬產業團體

產銷體系，建立契約產銷及統合經營制度，整

合種源、飼料、畜藥、屠宰、加工及銷售體

系。

要生產安心、優質之豬加工品，豬場、合

作社、加工廠乃為價值鏈上不可缺之環節（圖

3），因此可由產業主管機關協調產業團體成立
豬加工品聯盟，以在豬聯社的整合基礎上，透

過與養豬協會、台灣區冷凍肉類工業同業公會

的緊密合作，再強化豬場與加工廠的連結，開

發具競爭力之加工產品，帶動豬加工品產業之

發展。

而若要進一步穩固產業聯盟的合作關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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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有像紐西蘭乳製品業的股權分享、利益共

享制度，以豬農為核心建立經營體制，保護豬

農權益，並以企業化之方式明確訂定豬場、合

作社、加工廠的權利義務關係。

（三）建立國際銷售政府組織

現階段國內豬加工品價值鏈雖有初步整合

基礎，唯目前相關團體發展仍多以台灣市場為

主，為突破內需市場規模限制，仍需建立國際

銷售網絡。

可考慮以產業基金成立如紐西蘭乳製品局

之單位，由政府管控所有豬加工品出口及生產

認證，以在仍為口蹄疫疫區時更易取得各國信

任，並與各國進行溝通協調之外銷事務。此舉

不但可讓各國降低對口蹄疫的疑慮，加工品易

保存特性尚可有效進行豬肉產銷調節，以減少

豬價之波動。除此之外，該單位還可進行國際

市場開發、消費需求調查、國際法規分析、國

家品牌建立，以及海外戰略投資等工作，以掌

握市場特性、了解食品規範、提升國家形象及

布建販售通路，逐步拓展國際版圖。

（作者分別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助

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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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畜產加工品之價值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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