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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成果報告 
一、立法推動 
1.參與民間動保法修法工作坊 
  本會與台大法律系林明鏘教授、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台灣防止動物虐待協會、台

灣動物社會研究會、世界愛犬聯盟、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動物保護協會、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等，共組民間動保法修法工作坊，至今已展開 15 場正式討論會議。修法討

論面向包含提升動物法律目的、新增動物保護指導原則、因應外來種控管與防疫目的之寵物規

範、細緻化實驗動物規範與飼主義務、強化禁止動物競技賭博法規漏洞，以及新媒體興起後，

透過網路與動保業務相關之法規等。計畫將會議討論重點編纂成冊，目錄如下： 

壹、序 

貳、關於本書：背景說明、進行方式 

參、修法訴求：大約 20個訴求 

肆、附件一：修法條文對照 

    附件二：預備會議、第 1-15次會議記錄與聽打逐字稿 

 

2.比較各縣市動保自治條例 

  本會盤點並閱讀各縣市動保自治條例，找出可比較之焦點議題。將焦點議題分類，貼上法

令條文形成報告架構。評點其中優劣之處，撰寫「各縣市動保法規比較」報告。共分為飼主責

任、業者管理、收容處所、組織行政、其他業務、限制事項等六大章節，27項焦點議題。 

 

3.動保立法運動聯盟 

  本會與八大友團提出八大訴求。辦理動物保護春茶會，於世界地球日舉辦呼籲動保入憲記

者會，並拜會名眾黨、國民黨、民進黨等黨團，以及農委會主委與動保科科長進行遊說。後辦

理修法工作坊、絕育工作坊，並參與農委會主辦之動保入憲座談會。 

【活動紀實】新國會 跨黨派 挺動保 記者會 

  「動物保護立法運動聯盟」（動法盟）今（26）日下午，假台北市 NGO會館舉辦「動物保

護春茶會」。跨黨派立法委員陳椒華、蔡壁如、黃世杰、林楚茵、葉毓蘭、林奕華與鄭麗文等

七位親自出席。另江永昌、羅美玲、高虹安、張其祿、吳思瑤、陳以信、賴香伶與洪孟楷等委

員國會辦公室則由助理代表參加。 

 

  今天出席還有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張章得、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執行長姜怡如、

樹黨前黨主席林逸萍、屏東縣環保聯盟理事長洪輝祥、台灣友善動物協會秘書長丁姿文等。主

持人由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秘書長何宗勳擔任，他提到，上次動團大會師是 1998年為

了推動動保法，20年來歷經政黨輪、街頭衝撞，去年 10月提出 8大訴求，這次有超過 60個

團體支持，由動法盟的八大團體主推，不再像過去各界總是認為各團體各自提法案。最希望的

是未來 4年有些進展，盼新會期立委們支持，同時修法與展開社會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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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八大訴求與報告人分別是： 

一、支持「動物保護」入憲（世界愛犬聯盟台灣總代表呂幼綸） 

二、動物非「物」，動物傷害慰撫金法制化（顏紘頤台灣動物保護法律研究協會發起人） 

三、動物保護警察法制化（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理事長王唯治） 

四、動物人道救援法制化（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研究專員陳庭毓） 

五、動物科學應用資訊公開與資源分享法制化（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研究員饒心儀） 

六、實驗動物獸醫專業養成法制化（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執行長朱增宏） 

七、畜禽魚類友善生產系統法制化（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理事長李朝全） 

八、蔬食推廣法制化（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主任林韋任） 

 

  時代力量陳椒華委員出身環保運動，早年即曾倡議「環保入憲」。她回應表示環保與動保

的思考和努力方向一致，就是「尊重生命」和「促進生物多樣性」。由於自己就做過「動物實

驗」，認同應該推動「專業獸醫師教育養成、國家考試與管制度」的建立。 

 

  民眾黨蔡壁如委員也表示，自己出身醫護，一向關心環保，現在則願意參與動保，因為貫

穿三者的理念就是「尊重生命」。她指出近年來出現的新興疾病 SARS、禽流感、豬流感以及最

新的肺炎疫情都跟動物有關。自己平日就在推廣蔬食，不一定要全素，但是蔬食的成分可以高

一點，大家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民進黨黃世杰委員表示曾經推動桃園市訂定「動物保護自治條例」，非常認同立法建置實

驗動物獸醫師專業制度。 

 

  民進黨林楚茵強調自己關心婦女、兒童福利，也關心毛小孩，三者的共同語言就是「生命、

情感、能夠感受痛苦」。她認為「愛護動物應該沒有顏色」，非常支持動保團體提出具有宏觀的

「動物非物、動保入憲」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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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位擔任過雙北教育局長的國民黨立委林奕華，過去經推動善待校園、公園動物。對「動

物救援法制化」的訴求特別有感。認為即使是雞、鴨等經濟動物，也是生命，在災難發生時，

也應該是人類伸手救援的對象。 

 

  來自警界的國民黨立委葉毓蘭認為目前正是建立動物保護警察制度的契機。可選拔愛護動

物的警察，施予專業訓練，成為動保生力軍。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表現最大誠意，全程參與，並一一回應動保團體所提訴求。畜禽魚類友

善生產系統法制化、動物實驗相關制度規範的建立，動物人道救援等訴求，他表示完全同意，

後續將召開座談會進一步討論。但他也表示，流浪狗零安樂死立法施行後，農委會編列很多經

費推動 TNR，但街頭流浪狗有增無減；也有經費建設收容所，卻因為是鄰避設施而使得地方政

府躊躇不前。這些問題都有待動保團體與政府一起努力解決。 

 

【媒體報導】 

1.【自由時報】出席動保團體茶會 陳吉仲：動保議題蔡英文追得很緊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081058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08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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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Ttoday】動團提 8 項保護動物訴求 陳吉仲找開會近 2 小時...初步結論曝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627/1746479.htm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627/17464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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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蔬食推廣法制化 
  本會主推上述八大訴求中的「蔬食推廣法制化」議題，與台灣友善動物協會組成小組，研

究「食農教育法」和「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並拜會劉建國委員進行遊說。後進行全國國中

小無肉日（蔬食日）實施狀況調查，與劉建國、莊競程、陳椒華委員合辦發布記者會，並邀請

佛光大學設計蔬食便當。 

【活動紀實】校園「周一無肉」10 年 近半校園未落實！ 

問巻調查逾 3成反應「就是要肉」  立委和民團尋求突破之道 

 

  益發明顯的氣候變遷，加上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讓各地都掀起新一波蔬食風潮，反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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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自 2010年 3月就由教育部行文國中小學推動的「每周一餐無肉日（簡稱周一無肉日）」，實

施至今已逾 10年，參與學校不增反減，而且仍有逾 3成學生抱持「就是要吃肉」的觀念，令

人感慨和憂慮。立法委員劉建國、莊競程、陳椒華今（16）日和關懷生命協會、友善動物協會

等動保團體共同舉辦記者會，呼籲政府應落實健康飲食教育，積極達成多蔬少肉的目標，並邀

請佛光大學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師生展示營養美味的盒餐。 

 
  對應氣候變遷，我國環保署早在 2008年即推出「節能減碳無悔措施全民行動方案」，「多

吃蔬食少吃肉」是十大無悔措施之一，2009年立法院更通過臨時提案，要求推廣素食減碳，

因而促成國中小學的每周一餐無肉日行動，關懷生命協會為了解實施現況，在今年 4月進行問

巻調查，發出 3267份問卷，回收 2028份，回覆率為 62%。 

 

  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張章得表示，比較 2010年及 2020年國中小執行蔬食餐的校數，發現

2010年為 1638校，2020年則是 1476校，減少的校數為 162所，呈小幅衰退；但比對各校實

施無肉日的頻率，雖然持續是以每周一次為主，卻從 2010年的 67.06%下滑至 2020年的

55.69%。 

 

  另一令人憂慮的狀況的是學生對蔬食餐的負面反應，張章得指出，2010年時「差強人意

（47.55%）」和「糟透了(7.58%)」合計達到 55.13%，2020年「差強人意（41.95%）」和「糟透

了(3.93%)」兩項加總為 45.88%，顯示負評有趨緩之勢，不過，認為「口味難吃」的仍有 8.42%，

只比 2010年的 11.30%略減，而「就是要肉」的心理在 2010年為 38.26%，到 2020年時仍高達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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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就是要肉」的強烈心理，友善動物協會共同創辦人張家珮藥師表示，除了口味不佳

外，還有部分國人對於「只吃蔬食不夠營養、吃肉才健康」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身負國民健

康重責的衛福部，除了提供《素食飲食指南》之外，更應與世界潮流接軌，跟進英、美、加、

澳等國之官方及營養單位，積極發布聲明以正面表述：經妥善規劃的全蔬食飲食不僅可提供所

有族群均衡完整營養，更能降低罹患慢性疾病及癌症之風險。根據 2019年發表的台灣研究，

蔬食飲食可能減少 15％醫療保健支出；美國疾病管制局(CDC)亦指出：慢性病患不但是新冠肺

炎高風險族群，感染後死亡率更較一般人高出 2~3倍。 

 

  她並表示，紅肉已被世界衞生組織(WHO)列為致癌物，國際研究期刊 Lancet Oncology 研

究指出，每天吃超過 100克的紅肉(包括牛、豬、羊肉)，會增加 17％罹患大腸癌的風險。全

球權威癌症機構也於 2018年之癌症預防報告中建議，紅肉攝取量每週不應超過 350–500克。

而台灣近四成青少年每日紅肉攝取卻已超過 100公克！今年九月底，農委會發布 108年糧食供

需年報更顯示，國人肉食量竟然超過主食量，每人年食肉量來到 84.8公斤！(換算下來每天超

過 200克) 故不論是從健康、環保、動物保護、減少醫療支出或防疫面向來探討，政府有責任

破除民眾對於「要吃肉才健康」的錯誤迷思、正視並立即著手改善國人過度肉食之問題。否則

即使推行蔬食日，學生仍會因補償心態，而在平日吃更多肉，對身體造成負荷。 

 

  另據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李佩芬營養師指出，美國權威醫學期刊 JAMA 的 2020年最新研

究顯示，以植物性蛋白取代紅肉和蛋，換算起來只要取代約 1份(約 30克)，就可降低 13%~24%

死亡率。學校平日的營養午餐就應落實《每日飲食指南》建議的蛋白質食物優先選擇順序：「豆

>魚>蛋>肉類」。102年公告之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僅建議每周提供豆製品 2份，也

應與時俱進，增加為每餐 1份，以取代部分紅肉，成為健康飲食良好示範。有鑑於此，友善動

物協會呼籲中央比照全國週一無肉日實施狀況最好的台中市和台南市，將「每周一日蔬食餐」

相關描述增修入法並提供資源，協助學校辦理及提升蔬食日品質，從小培養學童健康飲食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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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委劉建國指出，台灣早在 1982年即草擬《國民營養法草案》，但 38年過去了，這部攸

關國人營養與健康飲食知能、建構健康飲食環境的專法，至今仍未走出政府的大門。很多人至

今仍不曉得《每日飲食指南》的內容，更別提該指南強調均衡飲食的重要性。政府並沒有把均

衡飲食當成國家大事，國人因此付出的卻是肥胖、三高、失眠等代價，因此呼籲衛福部盡快將

《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草案》送進立法院，唯有立法，才有穩定的預算，國家營養大計方能

永續。 

 

  立委莊競程指出，建立健康低碳的飲食型態，同時可以守護環境也守護健康。根據國健署

的報告指出，國人蔬果攝取普遍不足，18歲以上成人每日攝取「3蔬 2果」比率僅達 13.8%，

也反映出，教育部應持續鼓勵國中小實施「無肉日」活動，從小培養蔬果飲食的習慣。另一方

面，環保署也曾提出「全國民眾響應一日蔬食餐 相當於減少 4866輛汽車行駛地球一圈」，多

吃蔬菜還可以救地球。台灣的蔬果豐富，有許多當季在地食材可以選擇，為了環境與個人的健

康，推廣蔬食的政策一定要更加落實。 

 

  立委陳椒華更表示，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已於 2019年公布報告，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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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食是人類可以減緩並因應氣候變遷的主要方法之一。如果能在政府採購、健保、教育推廣等

涉及公眾營養和健康政策的面向上，鼓勵蔬食，將有助於節約糧食資源，減少國人健康照護支

出。 

 

  她進而指出，有報導顯示國人每天攝取肉類超過飲食指南建議攝取量的 3倍！許多人對環

境無感、對健康無感，因此政府各機關應積極主動帶頭示範，加強蔬食環保的各項推動；校園

也應提升蔬食日的次數與品質，讓學生從小注意自己的健康以及學習環境保護的觀念。 

 

  「台灣週一無肉日」聯絡平台總召集人張祐銓針對參與學校衰減的現象，籲請各縣市首長

務必積極推動蔬食，因為氣候變遷目前已達緊急狀態，而環保署在 10年前是主推週一無肉的

政府單位，也曾將推動蔬食列入工作項目，辦理相當多活動，但都沒有持續，此時環保署應當

更積極地推動低碳飲食。 

 
  至於每餐平均預算僅約 40元的營養午餐，有沒有機會做到營養又可口，又是另一現實問

題，受邀與會的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及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的三位師生，特別帶來他們研

發的三款蔬食盒餐，證明這雖是項不小的挑戰，運用巧心調配，仍能達成目標。 

 

  曾任教育部長的楊朝祥強調，佛光大學很樂於推廣蔬食，也願意運用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

學系的資源，提供團膳業者和學校廚師短期培訓課程，借此培養出更多能兼顧健康和美味的蔬

食大廚，培訓課程的影片並可放置於網路，方便各界取用。他進而表示，如果教育部能協助，

佛光大學更可以在台灣北、中、南、東分區，利用高中職的廚藝教室進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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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國教署專門委員邱秋蟬、衛福部國健署研究員林真夙、以及環保署環管處高級環境

技術師吳孟兒，也在現場就委員和民團的訴求做了回應。邱秋蟬表示教育部致力推動綠色生活、

綠色運輸、綠色採購，並樂意與佛光大學合作加強廚工製作蔬食的能力。林真夙展示許多衛福

部出版的飲食指南指標，並答應更頻繁的針對新的研究更新網路資料，以及與委員討論《營養

及健康飲食促進法草案》。吳孟兒表示環保署在署內會議持續落實週一蔬食，也推動「全民綠

生活」挑選在地當地蔬食，以及「低碳永續家園」的認證，讓社區共同耕作與共食，並將重新

研議於網站上強調蔬食的重要性。 

 

二、行政監督 
1.寵物登記及絕育排行調查 

  本會蒐集農委會動物保護資訊網公開資料，整理比較近兩年各縣市寵物登記率、絕育率、

以及成長率，以做議題推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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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縣市動保檢查員機制調查 

  本會訪問亞護會、SPCA調查員、台北市動保處吳晉安隊長、以及義務動保員羅嵐，了解

動保檢查員業務現況。 

 

3.調查禁止象牙產製品買賣法案落實情形 

  本會於台北、台中、高雄抽查 13家可能販賣象牙製品業者，發現有 1家陳列展示象牙製

品，6家業者表示可私下販售。撰寫初步報告並拜會林務局保育組黃群策組長商討執法力度。 

 

4.調查動物展演法案落實情形 

  本會於 5月調查六都動保處落實《動物展演管理辦法》進度，調查結果台中完成並公告 2

家業者評鑑，其它縣市皆在輔導業者申請中。11月再次追蹤 13個縣市的 27家知名展演業者，

其中 7家已取得許可證號，18家審核中，2家還具有申請資格的問題。本會並請各縣市動保主

管機關，要求業者於網頁上揭露許可證號。 

 

三、議題倡議 

1.調查公立動物收容所之改建與轉型 

  過去，公立動物收容所給人的印象不佳，偏遠、老舊、狹小，領養率低，撲殺率高，經常

與垃圾場為鄰，似乎流浪狗貓也是一種垃圾。為了改善收容環境及照顧品質，行政院農委會推

出「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自 2014 年初啟動至 2020年底，最終經費為 20.9億元，

補助各縣市改建原有的收容所，或另尋地點重新建設。 

 

  影響收容所的另一重大因素是－2017年 2 月「零撲殺」政策正式實行，也就是流浪狗貓

在收容所 12日仍無人認領養，不可撲殺，必須終養，除非經獸醫師檢查有必要方得為之。從

此之後，收容所從中途之家變成永久之家，責任及運作方式都有所不同。 

 

  不再撲殺是為了保護動物生命，但也不免出現超量收容的問題，引發社會大眾及動保團體

關注。目前全國 32間公立收容所，可容納 7000 多隻動物，2018年調查有 14萬多隻遊蕩犬（包

括無主犬、放養犬），這個數字還不包括流浪貓，但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出，公立收容所無法收

容全部的流浪狗貓，其功能也不應該只是收容。 

 

https://join.gov.tw/acts/detail/506772e9-8402-437e-bd0c-cdb4c003b29f
https://www.coa.gov.tw/redirect_files.php?id=37336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52788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52788
https://asms.coa.gov.tw/amlapp/App/PetsMap1.aspx
https://animal.coa.gov.tw/Frontend/Know/Detail/LT00000036?parentID=Tab0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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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2020年 10月超收的收容所包括：台北市（232%）、台南市（122%）、新竹縣（111%）、

雲林縣（117%）。（來源：動物保護資訊網） 

 

  隨著動保觀念及政策變化，各地收容所積極改建也開始轉型，除了收容、送養這兩大目標，

還有教育宣導、社區交流、休閒遊憩等方向，更有轉向野生動物的保護收容，或是委託動保團

體經營而提升品質的例子。然而在過程中也有衝突，對不少民眾來說，動物收容所是一種嫌惡

設施，造成了鄰避效應（NIMBY：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在我家後院，中譯為鄰避），如何

在對立中達到共識，需要各方持續溝通。 

 

  對於近年來公立動物收容所的轉變，本文從新聞及相關網站收集資料，希望為大家做一個

簡單介紹。同時也與大家一起思考，收容動物的意義是什麼？為何會有收容這件事？當民眾要

求不要蓋在我家附近，公立收容所該如何讓社區接納，並向社會傳達動保理念？許許多多的問

題，動保之路仍漫長。 

 

已新建或改建的收容所 

 

新北市政府毛寶貝生命教育園區平面圖。（來源：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網站） 

 

 新北市政府毛寶貝生命教育園區 

https://animal.coa.gov.tw/Frontend/Know/AnimalResource#tab3
https://www.ahiqo.ntpc.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79
https://www.ahiqo.ntpc.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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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於 2020年 3月啟用，位於原本的板橋動物之家，在不影響原收容量前提下，增設毛寶

貝生命教育園區，設有運動區、戶外展演平台、VR智能互動、多媒體教室等。 

 

 新竹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 

2020年 1月啟用，經費 1.55億元，園區改造後從 400坪增為 1331坪，可收容超過 400隻犬

貓，動物有專屬音樂、醫療設備及活動空間，提供最優質的收容環境。 

 

 苗栗縣生態保育教育中心 

 根據報導，由農委會補助 9736萬元，在銅鑼鄉芎蕉灣段分 4期興建，2017年 8月第 1期工

程落成，2019年 11月第 4期工程落成，為苗栗縣首座動物保護、收容及參觀場所。 

 特色包括：猛禽、石虎、獼猴等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舍，並成立石虎環境教育推廣辦公室。

另有犬舍、貓舍、生命教育多媒體視聽室、寵物運動公園、動物焚化爐、樹葬灑葬園區等。 

 2020年 3月報導，苗栗縣動物收容所貼出公告，由於中央補助計畫經費嚴重控管，無法維

持正常運作，將暫停開放收容所 3個月，但仍有每日飼養與管理，此一消息引發各界討論。 

 

 嘉義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 

 原本的「動物收容中心」位於環保局資源回收場內，設備簡陋、環境不佳。2014年農委會

補助 4200萬元籌建動物保護教育園區，2019 年 9月落成啟用，新園區內設有動物舍區、認養

區、醫療區、戶外運動專區，可收容 100隻狗、20隻貓。 

 

 
由高雄市動保處主辦的 2020吹狗螺音樂生活節，地點在燕巢動物保護關愛園區，有音樂表演、

主題市集、動物體驗等活動。（來源：高雄市燕巢動物保護關愛園區 FB） 

 

 高雄市燕巢動物保護關愛園區 

 2014年 9月動工，2016 年 5月完工，經費 1.18億元，佔地 0.9公頃，可容納 650隻狗貓，

位於高師大燕巢校區後方深水苗圃，為方便民眾前往，開設 2條友善寵物公車路線。 

 

 號稱全國首座「五星級」公立動保機構，設有認養與教育中心、人犬互動運動區、戶外親子

http://www.taiwanhot.net/?p=802633
https://puppy.hccg.gov.tw/ch/home.jsp?id=6&parentpath=0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4272029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4295327
https://animal.coa.gov.tw/Frontend/PublicShelter/Detail/PS00000014
https://n.yam.com/Article/20191120490643
https://e-info.org.tw/node/206693
https://e-info.org.tw/node/206693
https://www.taisounds.com/w/TaiSounds/society_19112112221367180
https://animal-friendly.co/2020/03/09/miaoli-shelter/
http://dog.chiayi.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206343310417241&id=1701579322
https://www.facebook.com/klhii/photos/a.1482000575398247/2683388138592812/
https://livestock.kcg.gov.tw/Pets/DongwuShourong/YuanquJieshao/YuanquJieshao02.htm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5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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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庭園、診療手術醫療區等。2020年 1月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成為全國唯一以「動

物收容所」為議題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屏東縣公立犬貓中途之家 

 2018年 9月，屏東縣政府招標委託民間團體管理，由社團法人台灣愛狗人協會接手，展開

園區環境改善計畫，地點位於屏東科技大學內，2019年成為全國送養率第 3名的收容所。 

 因收容空間仍然不足，屏東縣政府農業處另做規畫，在麟洛鄉新田村「隘寮營區」新建收容

所，佔地約 3.7公頃，預估可容納 500隻狗貓。但附近居民反對，擔心噪音及環境汙染，破壞

具歷史意義的戰俘營古蹟，爭議一年多仍無交集。 

 

 澎湖縣烏崁流浪動物中心 

 2000年，澎湖第一座公立流浪犬收容中心在烏崁興建，最大容量為 110隻，超收到 235隻，

死亡率高。2018年開始，向中央申請經費 5400萬元，在舊址隔壁建立新收容中心，2020 年 8

月落成啟用，然而超收率仍高達 200％，同時獸醫師空缺無法補足。 

 

 金門動物收容中心 

 金門動物收容中心新建工程（第二期）於 2018年規劃設計，總經費 4900餘萬元，2019 年 5

月完工，榮獲優良農建工程獎。 

 

 

規劃或施工中的收容所 

 
臺北市動物之家新建工程，規畫中的入口意象圖。（來源：臺北市動物保護處網站） 

 

 基隆寵物銀行 

 基隆寵物銀行於 1999年興建，建築及設備皆已老舊，向農委會爭取 9957萬元經費改建，2020

年 7月動工，預計 2021年 12月完工，可收容 150隻狗、50隻貓。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298141
https://www.facebook.com/adoptmeloveme/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95015
https://www.facebook.com/phldcc.gov/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263725
https://event.penghu.gov.tw/TPoffice/home.jsp?id=8&act=view&dataserno=202008180002
https://tw.news.yahoo.com/%E6%BE%8E%E6%B9%96%E6%B5%81%E6%B5%AA%E5%8B%95%E7%89%A9%E4%B8%AD%E5%BF%83%E5%95%9F%E7%94%A8-%E8%B3%B4%E5%B3%B0%E5%81%89%E7%9B%BC%E7%BA%8C%E5%BB%BA%E6%96%B0%E6%94%B6%E5%AE%B9%E6%89%80-18025516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BE%8E%E6%B9%96%E6%B5%81%E6%B5%AA%E5%8B%95%E7%89%A9%E4%B8%AD%E5%BF%83%E5%95%9F%E7%94%A8-%E8%B3%B4%E5%B3%B0%E5%81%89%E7%9B%BC%E7%BA%8C%E5%BB%BA%E6%96%B0%E6%94%B6%E5%AE%B9%E6%89%80-180255164.html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263725
https://aphin.kinmen.gov.tw/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322897/
https://www.tcap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67993BA7C146BC76&sms=72544237BBE4C5F6&s=DA063B5F864A1725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216691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21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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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動物之家新建工程 

 2020年 5月報導，為改善犬貓收容「爆籠」情況，台北市政府將以 6億餘元經費，在內湖

動物之家原址新建動物之家。中繼站規畫在內湖復育園區旁，預計 2021年 7月啟用，等狗貓

搬遷至中繼站，動物之家主體工程開始興建，預計 2023年啟用。 

 台北市動保處指出，新建動物之家為多功能送養及生命教育中心，依動物年齡分區飼養、維

持通風、營造舒適環境，設置美容室、醫療中心、物理治療室、行為矯正中心、浪浪回家故事

館、生命教育教室等。 

 

 新竹縣動保教育園區 

 2020年 6月報導，新竹縣家畜所現有收容所自 2005年啟用，以鐵皮屋結構為主，僅能收容

50隻狗貓。全新的動保教育園區已完成規畫，總經費 6658萬，最快 2021年底完工，將設有

犬舍、貓舍、醫療區、犬隻運動場、假日互動廣場、公共藝術、臨時安置區、密林散步道等，

可收容 150隻流浪動物。 

 

 彰化縣生態保育教育園區 

 2017年 5月，彰化縣政府在溪州鄉舉辦「可愛動物園區」說明會，遭當地居民反彈、引發

流血衝突，最終與標商終止契約。 

 2020年 7月，縣府在芳苑鄉漢寶村舉辦「彰化縣生態保育教育園區」說明會，同樣引發不

滿，居民認為園區設置在養殖區，汙水流出後誰敢買漢寶海產，認為縣府應另擇位置。 

 

 南投縣公立動物收容所 

 2019年 3月報導，南投縣家畜疾病防治所計畫新建收容所，向中央爭取約 5000 萬元經費，

獲得支持並分 3年、3期方式補助。新建收容所最大特色是「犬貓分離」照料，並增設動物教

育室、研討會議室、情緒觀察室等。 

 

 嘉義縣多功能動保園區 

 原本的嘉義縣流浪犬中途之家是一座鐵皮屋，位於垃圾場下方，縣政府向中央爭取將近 7000

萬經費興建新園區，2020年 3月在民雄鄉動工，預計 2021年完工。新園區將可容納 210隻狗

貓，並有隔離檢疫區、動物病舍、診療室、手術室、恢復室、毛小孩展示區、生命教育多媒體

簡報室，推廣認養及教育宣導，成為生命教育示範園區。 

 

https://udn.com/news/story/7323/4570782
http://globalnewstv.com.tw/202007/118118/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4664016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8762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93387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714002462-260405?chdtv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1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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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興建學甲動物保護教育園區，台南市政府農業局動保處所做的文宣。（來源：台南市政府

網站） 

 

 台南學甲動保教育園區 

 2020年 7月，台南市學甲區民眾籌組自救會反對建設動保教育園區，台南市農業局動保處

表示，為杜絕學甲區流浪犬誤傷民眾悲劇，由中央及地方投資 1.5億規劃動保教育園區，已爭

取 200萬研究規劃費用，全力爭取社會共識後才會正式動工。 

 

 花蓮縣狗貓躍動園區 

 花蓮縣原本的流浪犬中途之家位於吉安鄉，僅能容納 100隻狗貓，花蓮縣政府向中央爭取經

費 1億 3680萬元，2019 年 1月在鳳林鎮動工，預計 2021年 3月完工，新園區將可容納 350

隻狗貓。但附近居民反彈，擔心會有汙染，痛批縣府沒有與在地協調。 

 

結論與省思 

 

https://www.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13370&s=7695769
https://www.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13370&s=7695769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711/1758080.htm
https://www.hl.gov.tw/Detail/3afcd536adb640aaa73ffc016a2ffbde
https://www.facebook.com/hlcctw/posts/3695420757157653/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400162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9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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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近年來收容數大幅降低，領養數則遇到瓶頸。（來源：動物福利白皮書） 

 

從以上資料我們可以發現，收容所的改建經費從數千萬到數億元，收容數量卻只有數百隻，似

乎不是那麼值得？然而把流浪狗貓全部捉進收容所，就是最好的方式、唯一的目標嗎？流浪狗

貓是一個長久而複雜的問題，社會必須共同面對，如果只要求收容所擴大空間、提高收容量，

其實並未徹底解決。 

 

除了硬體設施，人力資源也是重點，根據農委會推出的動物福利白皮書，2018年 12月統計全

國公立動物收容所，駐場獸醫師 114人（專職 81、兼職 33）、管理人員 258人（專職 243、兼

職 15），以當時全國收容所的動物在養數量 6948隻計算，平均每位駐場獸醫師須照護約 60隻

動物，管理人員則須照護約 26隻。 

 

另外在 2019年 3月，全國動物保護檢查員共 136人（專職 76、兼職 60），若以 2018年接獲民

眾檢舉及自行稽查共 36萬 975案，平均每年、每人辦理案件數為 3111案。這些數字反映出現

實狀況，所有工作人員都負擔沉重，甚至可能身心俱疲。 

 

 
現代化動物收容園區示意圖。（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 

 

  公立收容所面臨的問題，並非改善環境就能解決，除了前面提到的「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

容設施計畫」（2014至 2020年），農委會也推出了「推動友善動物保護計畫」（2020至 2023

年），總經費為 13.7億元，重點包括：強化零撲殺政策配套措施、架構多元專業創新之動保行

https://animal.coa.gov.tw/Frontend/Know/AnimalResource#tab1
https://animal.coa.gov.tw/Frontend/Know/AnimalResource#tab1
https://www.coa.gov.tw/redirect_files.php?id=37336
https://join.gov.tw/acts/detail/506772e9-8402-437e-bd0c-cdb4c003b29f
https://join.gov.tw/acts/detail/506772e9-8402-437e-bd0c-cdb4c003b29f
https://join.gov.tw/acts/detail/97e69ee7-8896-43dc-9cf9-fa52d5aa8abb
https://www.coa.gov.tw/redirect_files.php?id=3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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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系、扎根國人與專業從業人員動物福利知能。 

 

  在動物福利白皮書的七大策略中，也有跟公立收容所相關的部分－策略五：提升動物收容

品質及強化遊蕩動物之減量措施。 

 完善動物收容體系，促進功能多元化，兼具教育功能，提高民眾參訪意願，落實動物保護與

生命教育。 

 發展公私協力，推動多元認領養方案，鼓勵建構動物送養後的通報、追蹤與訪查機制。 

 集中資源於遊蕩犬、貓群聚熱點區域，加強絕育及寵物登記，以有效降低犬、貓群數量。 

 

  由上述幾項政策看來，未來的公立收容所不只有收容、送養功能，也提供民眾遊憩、社區

參與的空間，轉型為生命教育、環境教育的場所。當民眾發現收容所的進步，與鄰里友善互動，

沒有噪音及汙染，還會吸引人潮，自然有助於包容接納。 

 

  但這份願景並非指日可待，收容所仍需做到最基本功能，目前的送養率無法突破，一來是

有意領養的民眾可能已經領養，二來則是動物本身的情況，例如年老、病殘、不親人、有行為

問題等，不容易找到家。收容的狗貓送不出去，但民眾持續棄養或通報捕捉，超收問題一再出

現，工作人員負擔加重。 

 

  如今的收容所不只等民眾上門，也會採取主動出擊，例如到鬧區舉辦送養活動、媒介學校

或公家單位領養、由商家收容動物代為送養等，此外也有補助領養的方式，由當地政府補助費

用，委託動保團體、愛心人士收養。然而民間 180多處收容所因為種種困難，至今仍無一處合

法化，還有一些動物處境堪憂，如何輔導改善、追蹤後續，需要更多規劃及行動。 

 

 
2020動保扎根教師研習營－同伴動物專題高雄場，在燕巢動物關愛園區舉辦，照片中講師為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動物保護組技士鄭莉佳。（來源：關懷生命協會） 

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1521448/1521481/1521486/1935467/1935473/post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200902/SUKHKBZ6IZCFFKXU7YLHYCWZRI/
https://www.lca.org.tw/civicrm/event/info?reset=1&id=26
https://www.flickr.com/photos/lcatwn/albums/72157715876652817/with/50315065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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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中，狗貓是最常見的同伴動物，卻也是數量最多的流浪動物，我們如何製造了問

題，又該如何解決問題？常聽到「領養不棄養」，簡簡單單五個字，要做到卻不容易，否則又

怎會有收容所的存在？更進一步的想，狗貓活在煉獄或天堂中，就在我們的一念之間，也是整

個社會必須面對的責任。 

 

  從旁觀角度來看，公立動物收容所的轉變，正反映了台灣動保運動的進展，跟過去相比，

如今的收容所已有天壤之別，可見動保觀念的耕耘成果。除了政府持續推動相關政策，也期待

越來越多人投入其中，包括志工、社區、學校、動保團體等，結合公家與民間的力量，才有可

能讓流浪狗貓成為歷史名詞，讓收容所成為真正的教育園區。 

 

 

2.推廣兔兔不哭無動物實驗商品查詢網 

  目前累計已有21家廠商(29個品牌)加入善美麗聯盟，陸續接洽新增中，品牌如下列。兔兔

不哭無動物實驗網站發布文章包含：實體店面考察9篇、廠商特約專訪14篇、產品試用分享2

篇、合作部落客分享貼文7篇，皆陸續新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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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辦 2020 年全國 NGOs 環境會議 

  本會與 13個環保動保團體合辦 2020年全國 NGOs環境會議，以及環境保護終生成就獎頒

獎，因應疫情採線上直播方式辦理，後並拜會總統。今年共有 28項訴求，其中本會提出「蔬

食推廣法制化」以及「禁吃魚翅」兩項。 

 

【會前新聞稿】2020 全國 NGOs 環境會議－全球氣候危機 台灣立即行動 

  由 13個環境、動保與公民團體聯合主辦第 17屆 2020「全國ＮＧＯs環境會議」，因疫情

影響從原訂 4月 22日地球日前夕，延至 5月 15日下午兩點假台大校友會館 3B會議室舉辦。

由於疫情，不開放民眾報名，採線上直播方式。而當天會議所有結論將於 6月 5日世界環境日

前夕循慣例遞交給蔡英文總統。 

   

  四個政黨立委代表陳椒華（時代力量）、洪申翰（民進黨）、蔣萬安（國民黨）、蔡壁如（民

眾黨）與陳曼麗（前立委）出席致意。本屆環境保護終身成就獎得主徐世榮、方儉與張豐年將

提出建言。大會也邀請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專題演講：「鉅變臺灣：啟動長期能源

轉型」。 

 

  今年大會前夕分別在桃園與高雄舉辦北區、南區會議。議題會議部分也舉辦「設置動保警

察政策座談會」、「環境與動保政策之公民參與機制之檢討焦點座談」、「環境保護與蔬食政策座

談」、「公益信託稅賦與民間保護區發展工作坊」、「綠能教育之落實與加強再生能源」、「公民與

公益電廠推動再生能源」、「環境優先法案與國會之遊說與對話」、「推動環資部」。另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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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終身成就獎」獨立於 4月 22日舉辦。共計有 12場舉辦，累計 156人次產官學參與。 

   

大會當天將公布「2020十大台灣環境議題」並進行分組報告，分別為： 

一、政府組織再造，成立環資部、經濟能源部。 

二、野溪整治等公共工程過度水泥化等問題。 

三、用財稅工具減少二氧化碳。 

四、動物保護入憲。 

五、瀕危物種復育問題。 

六、國土計畫大量解編農地與山坡地。 

七、農地違章工廠管理問題。 

八、環境信託制度推動困難。 

九、公民綠能電廠與用電大戶使用再生能源。 

十、廢棄物無法妥善管理汙染農田。 

   

「大會宣言—環境危機立刻行動」如下： 

  今年為世界地球日五十周年，這五十年來科技快速進展，人類解決了部分的環境問題，但

也創造了更多的環境問題。我們減少了臭氧層的破壞，但是卻增加大量溫室氣體排放；我們改

善河川水質，但是來自陸地的垃圾與污染大量流入大海；已經少見宰殺保育類動物，但是瀕危

物種的名單越來越多、族群數越來越少；我們搶救了原始檜木林免遭商業砍伐、但是山老鼠盜

伐問題始終嚴重….。 

   

  空氣汙染、水患不止、土石橫流、極端氣候、生態滅絕、地質危脆…環境團體多年的倡議

並非杞人憂天。甚至本次武漢肺炎病毒的流行，也和多言環境團體呼籲的勿濫宰殺、食用野生

動物有關。環境團體誠摯盼望，國人應有遠見看見環境危機，而非每次遇到災難之後，短暫出

現反省而後忘卻，一再重複同樣的錯誤。 

   

  回顧過去環境運動，反對高汙染產業擴張、保護山林與農地、保育生物多樣性，環境團體

以有限的人力守護台灣永續發展的未來。以六輕為例，期廠區使用之毒性化學物質幾乎佔了台

灣 1/2。試想若七輕、國光石化未被阻止，台灣目前的溫室氣體、空氣汙染、水資源會惡化到

何種境地？先進國家早證明環境保護可帶動很多的經濟機會，行政官僚不應認為環境保護是經

濟發展的絆腳石，經濟思維仍停留在 20世紀末，毫無規劃的解編農地與保護區，放任各種違

法國土利用行為。 

   

  世界地球日五十周年，也恰逢蔡英文總統連任，環境團體肯定蔡英文總統在能源轉型工作

上的努力。然而其他的環境保護政策仍有待加強，如四處可以見的以前瞻預算為名，破壞原生

溪流、珍貴老樹生態的工程；仍不重視瀕危物種的復育；動物福利有待加強；國土計畫管理仍

未落實；行政官員強力主導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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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疫情限制人類部分活動，世界各地卻傳出生態環境改善的新聞，足讓我們反省，人類

使用的資源、製造的污染已經遠大於的地球的負擔。過去，陳水扁總統時代行政院成立永續會

曾經一度積極運作，馬英九總統時代揭櫫環保救國目標，但仍有許多空談許久的環境政策未落

實，比如：能源稅、環境資源部、環境信託制度…。環境團體期待，蔡英文總統在下一屆任期，

跳脫老舊經濟發展思維，以永續發展指標為參考，為台灣社會轉型奠基。 

   

  本屆合辦單位有：台灣公民參與協會、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台

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桃園在地聯盟、荒野保護協會、環境資訊協會、

關懷生命協會、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中華鳥會、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會後新聞稿】民團集結十大環境議題 呼籲台灣立即行動 

  第 17屆 2020「全國 NGOs環境會議」，由 13個環境、動保等領域的公民團體聯合主辦，

因疫情影響從原訂 4月 22日地球日前夕，延至 5月 15日假台大校友會館 3B會議室舉辦。由

於疫情，不開放民眾報名，採線上直播方式。會議結論將於 6月 5日世界環境日前夕循慣例遞

交給蔡英文總統。 

 

  本屆合辦單位有：台灣公民參與協會、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台

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桃園在地聯盟、荒野保護協會、環境資訊協會、

關懷生命協會、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中華鳥會、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等 13 個團體。2021年度由荒野保護協會擔任主要籌備單位。 

 

［政黨立委代表針對重要環境政策說明］ 

四位政黨立委代表陳椒華（時代力量）、洪申翰（民進黨）、蔣萬安（國民黨）、蔡壁如（民眾

https://www.facebook.com/425612721114948/videos/525367238158600/UzpfSTE2MDA0MDUyMDcwMTEzODozMDMzNzU4OTI5OTk1OTM1/?epa=SEARCH_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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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與陳曼麗（前立委）出席致意。 

 

  民眾黨蔡壁如委員表達對與會環保人士的感佩，強調自己在生活上是笑稱是「BMW」一族，

因為他都騎腳踏車(B)、搭捷運(M)和公車(B)。近期會優先推動環境信託修法，關注能源政策，

推動綠能轉型，來搭配經濟轉型。尤其是因應疫情的衝擊，我們更要好好坐下來討論，在後疫

情的年代，能促使產業往對環境友善的方向發展。 

 

  時力陳椒華立委談到進入立法院，除了長期關注水資源議題外，希望能有效推動環境資源

部，以及其他環境保護的政策。此外，陳委員也在現場邀請蔡璧如委員及洪申翰委員，針對紓

困政策，或重大環境開發事件，如社子島的開發，都能召開行政聽証會，並列入既有的法規程

序裡。 

 

  國民黨蔣萬安委員提到從擔任立委開始，都投注在立院的衛環委員會，關注環境保護相關

議題及政策。蔣委員提到溫管法中有規範各項目標的進度，但，今年詢問環保署是否能達成目

標，得到"幾乎不可能達成"的回覆。為此，蔣委員提到他不斷的要求政府應該將溫管法的各項

目標，以及配套的政策及執行的成果，定期公佈在網路上，供大眾檢視。很高興看到環保署開

始配合，但，還需要更多的人來關注。 

 

  民進黨洪申翰委員提到今年最關鍵的議題是氣候變遷，民進黨在能源轉型上是有具體的成

果，包含非核家園，綠能的推動，但，在溫室氣體減量的努力上是不夠的。所以，我不斷的在

和政院各部會及黨團內部溝通，接下來會針對溫管法的修法，以及第二階段溫室氣體減量的管

制計畫努力。此外，因應疫情紓困第二階段的前瞻振興方案，我希望能夠將綠色產業，綠能，

包含勞工職訓等都要納入對環境友善的內容。尤其是對於用電大戶分擔綠能發展及能源轉型的

責任與要求。洪委員強調我們更需要一套完善的氣候轉型的法案，來回應氣候危機及整體政經

社會的轉變。 

 

  前立委陳曼麗女士談到環境問題不斷的冒出來，關心環境的公民也越來越多。我們更需要

跨世代，跨領域的合作，才能妥善面對日益複雜的環境衝突。 

 

［本屆環境保護終身成就獎得主建言］ 

  本屆環境保護終身成就獎得主張豐年醫師認為我們所遇到的種種問題，需要從上位政策上

去訂出環境涵容量，也就是可開發的量，包含國土使用，能源，產業發展等，訂出一個總量來

限制度度的開發。徐世榮教授對於能夠獲得環保團體的肯定，其價值遠超過政府，學校或企業...

等所頒給的任何獎項。此外，徐教授提到雖然任教在地政系所，但是，多年來對於台灣的土地

利用方式，一直感到困惑。尤其是政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常是自行決定了要做什麼開發，

然後就開始要求各項土地利用配合改變，包含強制徵收民地，枉顧原本的土地規劃及各項法規。

徐教授認為應當要從源頭，尤其是政府在提出興辦計畫之初，就要誠實面對土地分區及原本的

規劃，而不是任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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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在台東的方儉，透過遠端連線，跟與會者談到環保的「保」字是由「人」、「呆」組成，

所以關心環保的人大多都是「呆子」，自嘲被認證為終身環保呆子，但，與有榮焉，樂於就這

麼做一個環保呆子。為此，特別前往台東，展開新計畫努力呼吸，企圖找到上百位生產者，直

接供應好的，健康的農漁產品等，希望能達到產業，環境及健康三贏。 

 

［鉅變臺灣—啟動長期能源轉型］ 

  大會也邀請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主講：「鉅變臺灣：啟動長期能源轉型」，周教

授從：一、全球氣候災難。二、東亞高碳社會。三、臺灣面臨系統性風險：褐色經濟 package。

四、永續或褐色 S 曲線。五、臺灣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分析。六、氣候經濟新典範。七、臺

灣產業界準備好了嗎？八、臺灣社會準備好了嗎？九、政府準備好了嗎？十、政府治理變革。

十、什麼是全球與臺灣未來願景？十二、艱困的社會工程：氣候與能源轉型等 12 面向分別切

入。 

 

  周教授談到整個國際社會不只是重視氣候變遷，而是逐步在落實減排的政策，包含落實到

產業生產，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上。但是，台灣至今還抱著觀望和輕忽的態度，不願改變既有

的產業生產高排碳，俗稱褐色經濟的模式。很快的，會面臨到國際貿易的困境，進一步反挫到

台灣的經濟。尤其是在能源轉型的政策上，同時涵蓋了發電排碳，以及新的能源產業的發展。

前者直接影響碳排的增減，後者帶領台灣邁入新的產業發展，將會是很重要的指標。 

 

［2020十大環境議題］ 

  蠻野心足協會楊士慧代表主辦單位公布「2020 十大台灣環境議題」，內容分別是：一、政

府組織再造，成立環資部、經濟能源部。二、野溪整治等公共工程過度水泥化等問題。三、用

財稅工具減少二氧化碳。四、動物保護入憲。五、瀕危物種復育問題。六、國土計畫大量解編

農地與山坡地。七、農地違章工廠管理問題。八、環境信託制度推動困難。九、公民綠能電廠

與用電大戶使用再生能源。十、廢棄物無法妥善管理汙染農田。 

 

［2020NGOs環境會議重點議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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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動保行政監督聯盟理事長王唯治代表針對動保警察法制化，來補足現有警力不足，造成現

有警力負擔，而且難以兼顧。動保入憲則是避免再次發生疫情的最佳策略。 

 

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理事長高茹萍針對能源議題提出三大訴求，成立行政院能源轉型促進會，

落實綠能教育，加強推動公民與公益電廠等。 

 

桃園在地聯盟理事長潘忠政針對觀塘三接藻礁開發案再次提出呼龥，尤其是針對新成立的海洋

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希望能針對即將破壞 3百公頃的開發案負起責任，並希望立即啟動文資保

護審議，來守住珍貴的藻礁。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辦公室主任粘麗玉代表，針對全台各地水質水量保護區所充斥的各項污染，

廢棄物的各項案例及現況提出呼龥，要求政府依法盡快落實水源區保護措施。高雄代表特別針

對高雄長期肩負重工業污染的處境，以及缺水，未顧及民意的遷村，填海造陸所填埋的是高污

染物的狀況等，拜託各界關注及協助。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代表王定心針對推動民間保護區運動提出團體討論後的共識，包含制定友善

的法規制度來促進民間保護區的設立，尤其是修訂公益信託相關稅制，鼓勵專業的公民團體直

接擔任受託者，不應針對民眾支持環境保護的捐款課徵高達 20%的稅額，變相懲罰民間保護環

境的行動。 

 

台灣公民參與協會理事長何宗勳針對土地徵收制度改革與公民機制建構提出訴求，包含廢除全

世界台灣獨有的區段徵收制度，並在各項法規中納入公民參與的制度和程序。 

 

公民國會監督聯盟張宏林執行長針對國會知識教育推廣，彙整民間團體優先法案，以及強化國

會遊說及倡議協助，串連地方監督能量，邀請與會各團體共同合作。特別強調，民主從投票後

才開始！選舉完，我們要花更多的心力持續監督，才能真正落實我們認為良善的政策。 

 

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林韋任主任談到和其他動保團體聯合推動動保入憲外，推動蔬食法制化，

有助於減少碳排，保護環境及動物，而且對健康也有相當幫助。此外，特別呼龥拒吃魚翅，保

護海洋生態。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朱增宏執行長針對動物實驗提出 3R原則的訴求，符合替代(Replacement)，

減量(Reduction)，精緻化(Refinement)，認為台灣政府應針對動物科學實驗設置跨部會的 3R

實驗中心，兼顧動物福利及生醫藥產業的發展。 

 

台灣牛角坡自然人文協會召集人徐玉紅針對都市計畫及土地徵收問題，以及迫遷居民的規範及

要求，提出修法要求，尤其是資訊公開，聽証辦理...等，有助於公民了解及參與的制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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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盡速修去制度，避免假藉公共利益來剝削居民原本的權益。 

 

台灣蠻野心足協會前理事長陳秉亨針對儘快設立環境資源部提出呼龥，並在環資部底下比照海

委會組改，新設國家環境研究院，改善環評長期面對環境資料及研究不足的困域，強化保護環

境工作。 

 

荒野保護協會劉月梅理事長特別針對台灣的溪流整治問題提出訴求，要求溪流各項工程都應全

數公開資訊，在工程規劃之初，即應進行生態檢核。此外，對於河濱管理，應比照公園相關法

規進行管理，而非放任各類廢棄物，廢污水等任意進入河濱地帶。 

 

台灣水資源聯盟蔡志宏理事長認為要改善台灣各項環境或社會問題，根源在於塑造更廉能的政

府。尤其是藍綠政黨都在褐色經濟的思維下，難以顧及到環境正義。 

 

反對永平國小興建地下停車場自救會代表沈痛的控訴，他們為了保護環境，卻因為前瞻計畫無

需任何環評及審議，在林德福立委直接將此案送進前瞻計畫就被納入開發計畫。類似的問題及

案例不只一個，為何前瞻計畫可以避開環評等程序，輕易的將多年被關注的不當開發案直接納

入？ 

 

【媒體報導】 

【聯合新聞】十大台灣環境議題公布 3 名環保鬥士受表揚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4566947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4566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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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總統】605 世界環境日前夕 環團向蔡總統遞交建言書 

  6月 5日世界環境日前夕，15位環保團體代表前往總統府，向蔡英文總統恭賀高票連任總

統，並遞上今年第 17屆「全國ＮＧＯs環境會議」大會做成 28項建言。總統蔡英文、副秘書

長李俊俋與相關部會首長、立委約 10位出席。 

 

  本屆召集團體台灣公民參與協會理事長何宗勳表示，今年有 13個合辦團體，涵蓋環保、

動保等公民團體。大會前先舉辦南北兩場分區會議、1場頒獎與 9場議題會議，共計有 12場，

累計 156人次產官學媒參與。大會因武漢肺炎延到 5月 15日才舉行，以分組報告直播方式進

行，四個政黨立委都有代表出席。當天做成 28案建言，其中 6案是延續去年訴求。大會主題

是「全球氣候危機，台灣立即行動」彰顯台灣環境問題與全球命運共同體，是無可逃避必須積

極展開行動。 

 
 

  今年 28項建議案分別是：1.訂定「經建開發之上限門檻」。2.落實行政程序聽證與公聽制

度，從土地徵收制度、漁業管理、海洋保育等著手。3.土地徵收制度之改革與公民與機制建構。

4.修訂土地徵收條例，廢除區段徵收。5.成立「動保專線」24 小時專業化諮詢。6.動物保護

入憲。7.動物保護警察法制化。8. 設置國家動物實驗 3R中心。9.由行政院主責下階段能源轉

型，並由國發會主責推動成熟綠能產業發展。10.民間團體承接公益信託之稅制合理化。 

 

  11.拒吃魚翅，禁止魚翅進口。12.推廣蔬食，並將理念與精神納入相關法規。13.啟動文

資法「自然地景審議」保護大潭藻礁。14.依自來水法劃定「水質水量保護區」，落實保護措施。

15.自然、清淨、生態多樣性的河。16.成立環資部，納入森林保育、野生動植物保育、國家公

園，並設國家環境研究院。17.修訂動保法，納入公益訴訟。 18.修訂野保法，納入瀕臨絕種

野生動物復育計畫。19.修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住戶飼養動物規範合理化。20.捷運萬大線 

LG11 軌道車站應避免彎入金城公園，破壞土城區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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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應於南部建立環境議題溝通平台機制。22.高雄馬頭山、龍崎月世界，應設置國家自然

公園。23.林園設置光化測站。24.填海造陸應先進口政策環評。25.政府應保障有機、友善農

業發展。26.前瞻交通計畫應避免造成新北市永平國小垃圾汙染。27.台灣高階核廢料的迫切危

機。28.優化政府與環保團體「政策溝通平台會議」等。 

 

  何宗勳表示：全國環境會議舉辦 17年來，雖然每年都會跟歷任總統遞交建言書，但針對

建言內容後續處理一直非常不理想。去年在總統指示下，每季列管並辦理溝通會議，展現政府

重視環境保護誠意。環保署從去年至今年 3 月共計召開三次溝通會議。去年 31項建言與重大

議題，有 9項已解除列管。去年加今年合計 44案，期待總統指示持續列管對話，建立有效政

策溝通、對話與改革機制。 

 

  環團肯定總統對環保與動保積極與認真高於歷任總統，第一屆任內積極處理能源轉型，推

動再生能源、瀕危動物保育、改善公私立動物收容所、終止象牙買賣、制定動物福利白皮書等

等不遺餘力，攸關制度的動保法與野保法也已啟動檢討機制。期勉未來幾年，總統能針對氣候

變遷、高耗能污染產業、空汙、土地徵收與桃園藻礁等不公不義政策能更積極推動改革。 

 

  今年出席團體代表名單有：何宗勳（台灣公民參與協會理事長）、高茹萍（台灣再生能源

推動聯盟理事長）、陳瑞賓（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秘書長）、劉月梅（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張

章得（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陳憲政（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張宏林（公

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潘忠政（桃園在地聯盟理事長）、粘麗玉（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辦公

室主任）、王唯治（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理事長）、朱增宏（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執行長）、

劉志堅（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會長），另外有三位今年環境保護終身成就獎得主，特別邀請入府

提出建言，分別是：張豐年（台灣生態學會顧問）、方儉（綠色消費者基金會秘書長）與徐世

榮（惜根台灣協會理事長）等，這做法是首次辦理。  

 

【媒體報導】 
【自由時報】台灣環境日環團提 28 項建言 總統承諾成立對話平台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187414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18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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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舉辦台灣動保青年論壇 

  本會與動物當代思潮、台大-永齡關懷生命愛護動物專案合辦「台灣動保青年論壇-2020

動保政策分析及倡議策略營」，邀請到動物社會研究會執行長朱增宏、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

聯盟秘書長何宗勳、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系教授吳宗憲、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李翰林、公共

電視記者主播林靜梅、威亞策略顧問公司總理蔡維仁、高雄市議會議員林于凱以及多位協會代

表分享倡議經驗。共 70位學員參與活動。 

 

【活動紀實】動保不只是動保，更是政治！（上）  

 

  一年一度的動保青年論壇盛事，今年八月底在台灣大學獸醫學院三館舉行。今年度的主題

為「動保政策分析及倡議策略」，繼第一年的寫手營、第二年的行銷營後，這是又一條強而有

力的動保路線——透過媒體和公部門，讓動物權益倡議的行動進入法律和政策的層面。活動召

集人吳宗憲老師為了今年的營隊，一年前就開始規劃課程，從自己本身的公共政策專業規劃了

「倡議策略營」，期望從不同面向提升動保人的能力。吳老師特別感謝臺大-永齡「關懷生命、

愛護動物」專案提供場地和經費、關懷生命協會的張理事長提供人力和資源，以及一直以來的

支持活動不遺餘力的「挺挺動物」和「動物當代思潮」。 

 

  活動為期兩天，皆為全天候的培訓課程。第一天是全面性的倡議流程說明、理解如何進行

政治分析和政策運動，下午和第二日的課程則是探討倡議過程中較細的環節，包括如何向媒體、

國會及行政部門倡議，以及如何把這些方法應用到動保實務工作上。 

 

 

 

  第一堂課為「動物保護政策分析與倡議的整體策略」，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朱增宏執行長

替社會運動下了個定義：「對社會議題加以運作，使其朝預想的方向變動。」朱增宏把自己的

視為開路先鋒。只要有一個讓你從「忘不了」到「受不了」的問題意識，就會有努力不完的目

標！而動保倡議要求改變的不只有法律和政策，還有產業及其背後隱而不顯的學術態度和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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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員在 Q&A時間提問：像執行長這樣常常與各種不同立場的人打交道，運用不同的理論、方

式、和說法與每個對象溝通，要怎麼面對自身立場的選擇和搖擺？朱增宏也坦然回答：「我是

基本教義派中的機會主義行動者」，只要對動物有利的選擇我就會去捍衛。 

 
 

  第二堂課「動物保護議題的倡議與行動」由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秘書長何宗勳講授。

何宗勳提到他所接觸的動保人都有幾種特質：普遍愛動物，但不喜歡人類，缺乏與人溝通的能

力，或是太過感性，因此動保工作常停留在救援行動。他強調動物保護是一個公共的政治議題，

經常必須突破同溫層、異業合作，連結從草根到官方的各種人脈和資源，才能從源頭政策和法

律面下手解決動物的問題。透過政策改變，才有「制度規範的制訂」和「經費編列」，改變現

況，解決根本問題。何宗勳也提到，我們對於關懷動物議題者的印象主要是知識份子、進步媒

體、倡議非政府組織和觀念進步的官員，但往往會忘記其實每位公民都是能發揮影響力、推動

地方動保工作的角色，因此連結和強化地方公民參與都是必須努力的方向。 

 

 

  下午第一堂「公共政策的政治分析」是由活動召集人、也是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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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憲上場。有別於早上宏觀的動保心法傳授和問題意識的錘鍊，吳宗憲教大家一套實用、可即

時操作的政治分析。步驟為：一、用批判思考來進行問題假設，對事件和情境做出正確解讀和

判斷；二、以利害關係人分析進行政治可行性；三、以劇本模擬進行局勢的假設，對未來的可

能情境作出具體描繪，找出會影響對手行為的致命未來事件，並將假設拆解為可驗證的徵侯；

四、彙整多元資料以驗證假設；五、由結盟（離間）出發設計倡議的方向，把單面向的議題延

伸為雙面向的議題；以及六、以心理影響策略設計倡議的媒介與符號。 

 

 
 

  第一天的最後一堂課「政策分析的社會倡議應用」中，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李翰林以近年

的工作經驗，分享台灣在能源轉型、設置地面型光電裝置所遭受到的挑戰，以及如何在各種利

害關係人（如農漁民、地主、光電業者、政府和環保團體等）形成的各種立場間斡旋，求取對

生態環境和社區最好的做法。李翰林也分享了在布袋鹽田濕地成功開發光電的案例。雖然該案

例探討的是綠能與生態保育的衝突及解方，但與動保政策的推動過程不無共通之處，李翰林提

醒，若能累積成功的在地案例，來自公家機關的阻力也會降低。而深入、持續的評估和資訊公

開、連結各個相關的議題團體，也能增加眾人的參與度和共識。在學員熱烈地發問和討論中，

第一天的活動圓滿結束。 

 



34 
 

【活動紀實】動保不只是動保，更是政治！（下）  

  活動第二天的第一堂課，公共電視記者林靜梅為大家講述「如何向媒體進行遊說」。林靜

梅詼諧地談起身為電視記者必須在短時間內完成採訪、寫稿、錄音剪輯等壓力，因此無可避免

會產出質感不甚理想的報導。她秀出網路瘋傳諷刺記者的電視新聞截圖，又自嘲這個身份有時

被當成「髒東西」，讓路人避之唯恐不及，逗得台下哈哈大笑。林靜梅提醒，就是因為電視記

者的時間緊迫，所以倡議團體召開記者會，傳達訊息或宣傳理念時，務必考慮到記者的需求：

說話簡潔講重點、要有畫面、有故事性等；而來自內心的深沉思考和真實傳達事件的複雜性，

才能讓新聞更豐富，更動人。 

 
 

  「如何向國會進行遊說」的課堂，曾任國會助理七年、有二十年遊說經歷，現任威亞策略

顧問公司總經理蔡維仁抽絲剝繭，讓學員瞭解國會內部複雜的運作機制，以及推動動保、環保

等公益議題法案的諸多現實難題，也口傳心授了許多與立委溝通時要注意的眉角。蔡維仁提醒

大家，委員要的和媒體類似，議題須具故事性、有當事人、有案例和國外經驗。而倡議團體最

好也能掌握立法院的提案流程，與各委員關切的議題；有能力在短時間內，言簡意賅地讓委員

瞭解訴求。Q&A時間，學員提問想瞭解立委進入委員會的分配機制，前立法委員陳曼麗也在現

場分享自身經驗，讓學員有更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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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後的第一堂課是「如何向行政部門進行遊說」，由高雄市議員林于凱講授。他在大學

時代就發起和校方爭取延續校園流浪犬管理的行動，包括撰寫清楚合理的聲明、校園連署、與

不同系所的老師結為盟友等。議題雖小，卻是他與政府單位遊說的第一次經驗。接著林于凱分

享他在擔任議員後處理的幾個案件，如拆除大寮農地違法廢鐵廠、清除旗山農地廢爐渣，和回

應身障團體的請求，要求高雄捷運局改善月台間隙等。說明溝通時機、政治效果、媒體合作、

和公民參與的重要。林于凱說，要跟行政部門溝通，講話大聲沒有用，要能清楚掌握事件的前

因後果、時間脈絡、和相關法規，抓到行政疏失之處，公務系統才會因為擔心遭到彈劾而不得

不回應。 

 
  最後是「動物保護政策分析與倡議策略圓桌會議」，由關懷生命協會理事長張章得主持，

七位學者和動保實務工作者與談，分別是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秘書長何宗勳、台灣石虎保育

協會理事長陳美汀、Taiwan SPCA執行長姜怡如、陳曼麗委員、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劉月梅、

台灣動物保護法律研究協會理事長顏紘頤，以及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前理事長陳秉亨，他們

從過去經驗分別提出寶貴的策略建言。 

 

  何宗勳秘書長延續昨天的課程，強調動保政治的重要。他提醒大家把倡議的議題和願景勾

勒清楚，並規劃出清楚的階段性任務。陳美汀老師坦承自己向來是個不喜與人溝通的研究者，

也不懂何謂策略，直到 2011年站出來為石虎保育發聲後，才發現與人溝通的重要性。陳美汀

老師提醒倡議者要去考量受眾的價值觀和生活條件，不能一味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在他人身上，

也強調科學證據和感性訴求應並行，以及長期持續行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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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曼麗委員建議倡議者釐清自己在動保工作中的定位，瞭解自己的專長，才能在團體中獲

得成就感、得到快樂。此外，倡議者也必須釐清自己所屬團體的定位和角色，尋找可以連結的

夥伴。姜怡如執行長認為，倡議者要非常了解自己所倡議的議題，比政府更了解現況、國際趨

勢及案例研究等。她提醒大家，知道自己的倡議對象是誰，建立溝通的管道是重要的，同時也

要讓政府知道人民是關心議題的。最好能推展議題形成互利，並非只能從保護動物或特定族群

中選一個，而是涉及整體社會的改善。 

 

  劉月梅理事長從推動「除草劑管理自治條例」的經驗談到，無論議題大小，只要深入研究，

就會發現牽涉的層面很廣，也會逐漸吸引願意加入解決的團體。她勉勵大家，遇到議題就表示

這與你有緣，如果願意解決它，社會才會越來越好。顏紘頤律師提到動保議題常常有很大的衝

突性，和情緒和財產利益有關，動保律師的功能就是去解決人與人、人與動物和不同動物議題

間的衝突。他提醒大家要去理解衝突的成因，放下成見、執念，保持冷靜，才能想出解決的方

法。最後，陳秉亨理事長，同時也是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前理事長，過去為了保育白海豚（馬

祖魚）而經常和漁民起衝突。透過創意發想，他把白海豚和媽祖宗教信仰結合，讓漁民對白海

豚改觀。他幽默地說，「怪力亂神」也會是一種可能的動保策略呢！ 

 

  最後，張章得理事長請與談人分享各組織未來的工作目標和願景，也讓學員提問交流。由

於這次有許多學員本身就在動保團體或組織中服務，因此也特地開設 Line群組，即刻落實團

體結盟的重要一步，2020年動保青年論壇也在大家熱絡的交流聲中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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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宣導 
1.國內中小學動物保護教育現況調查暨扎根教育計劃課程盤點 

  本會與台南大學吳宗憲教授及中正大學陳光輝教授共同執行本計畫，目前已完成邀請動物

保護教育現場教師、動物保護教育推動的行政主管、教育領域專業教授、其他動物保護團體教

育人員等具代表性之專家共 16人，參與座談共同討論，並根據訪談內容及相關文獻設計可供

中小學各校填卷者使用的封閉式問卷。預計明年度進行問卷發放及分析工作。 

 

2.舉辦動保教育扎根教師研習  

 

報名及出席人數統計： 

同伴動物專題（南區）報名人數：47人，出席人數：44人，出席率 94% 

實驗動物專題（北區）報名人數：45人，出席人數：42人，出席率 93% 

野生動物保育專題（中區）報名人數：46人，出席人數：48人，出席率 104% 

合計報名人數：138 人，出席人數：134 人，出席率：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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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場次  7/31同伴動物專

題（南區） 

8/5實驗動物專題

（北區） 

8/14野生動物保

育專題（中區） 

合計 

幼兒園 
報名 1 0 0 1 

出席 1 0 0 1 

國小 
報名 21 32 33 86 

出席 22 31 34 87 

國中 
報名 10 8 7 25 

出席 10 6 6 22 

高中職 
報名 6 2 1 9 

出席 4 2 2 8 

其他 
報名 9 3 5 17 

出席 7 3 6 16 

合計 
報名 47 45 46 138 

出席 44 42 48 134 

出席率 94% 93% 104% 97% 

 

（1）【南部場同伴動物專題】如何透過動保教育培育同理心?帶學生來參訪動物

收容所吧! 

  

  關懷生命協會今年首場動保扎根教師研習營－「同伴動物專題」，與高雄市動保處共同舉

辦，7月 31日在高雄燕巢動物保護關愛園區展開。清晨的一場小雨讓暑氣消去不少，空氣中

添了一絲清涼。儘管交通不便，學員仍踴躍出席，共有 44位老師將寬敞的教室坐得滿滿。 

 

圖說：鄭莉佳技士分享高雄動保教育推動與展望、高雄流浪動物現況。 

 

 



39 
 

第一堂「動保教育推動與展望」由高雄動保處的鄭莉佳技士就園區的發展歷程和期望目標

為主軸，娓娓道來自民國 107 年 7月正式啟用前所做的各項努力，及啟用後為了融入社區的各

種嘗試。由於園區地處偏僻，委外經營並不順利，工作人員便自行發揮創意，以園區動物為原

型塑造出一系列可愛角色，融入環境設計和環教課程中，並打造多功能教室、寵物公園、符合

動物福利的犬舍、圖書館等空間，以及善用園區外的特殊地貌「泥火山」，期盼吸引教師帶學

童前來進行戶外教學。園區人員為了讓收容中心達到真正的教育功能，極力避免如海生館、休

閒農場等場域會出現的動物操作，並從零開始摸索教案設計，在不懈的堅持之下，園區終於在

今年通過行政院環保署認證，成為全國唯一一座以「動物收容所」為主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園區目前推出的環教課程有四個主題，包括「黑輪歷險記」、「我想跟他做朋友」、「我是小小獸

醫師」，還有明年計畫主推的「你準備好了嗎？」，處理寵物與防災的議題。鄭技士強調，每個

課程都能做到客製化，只希望將動保教育盡可能推廣到校園。 

 

 受到山崎亮《社區設計的時代》的啟發，鄭技士開始把觸角向外延伸，和附近的金山里里

長、在地環教組織連結、合作，利用園區的空間優勢舉辦各種營隊，也為了打入周遭居民的生

活，將收容中心打造成多元學習的平台——廚藝課、語文課、食農教育、園藝課等無所不包。

去年年底，園區更舉辦了第一屆「吹狗螺」音樂祭，邀請多位愛動物的音樂人到場演出，成功

吸引了年輕族群的支持和參與，也讓動保教育跨出傳統的既有框架，變得更好玩、更親民，成

為當地的日常風景。鄭技士滔滔不絕地講述著動物收容所的 100種可能，讓台下教師們聽得津

津有味，不時爆出陣陣笑聲。 

 
圖說：黃安婷技士帶領燕巢動物關愛園區參訪簡介與導覽。 

 

 一個半小時的精彩分享結束後，黃安婷技士帶領大家參觀園區，讓學員親自走入狗舍，近

距離觀察狗狗的活動空間與身心狀況。接著，鄭技士繼續與大家分享高雄市流浪犬的現況觀察。

鄭技士提到，以往民眾都認為流浪犬的來源是非法繁殖場的棄養犬，其實不然，最大的源頭應

是放養家犬；若飼主放任狗兒在外遊蕩，不加以結紮，短短八年內狗兒的繁殖數量就會達到環

境乘載的上限，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和人犬衝突。鄭技士也提到 TNVR（即誘捕、絕育、注射



40 
 

疫苗以及回置）應依不同地區的環境條件來衡量，並非一概適用的手段，其利弊也應在每一次

執行後重新評估。最後鄭技士放映了公視「我們的島」系列節目中的〈當野保遇上動保〉短片，

讓大家了解動保與野保領域難以避免的衝突，也邀請大家一同思考這艱難的倫理議題，以及尋

找兩造合作的可能。 

 

圖說：關懷生命協會教育主任陳立珊介紹動保扎根平台及教學資源。 

 

 午餐時間，協會教育主任陳立珊向教師們簡單介紹關懷生命協會長期經營的動保扎根教育

平台。協會今年才推動上線的【兔兔不哭-善美麗聯盟】無動物實驗商品查詢網引起不少教師

的興趣，紛紛拿起手機拍下網址。最後，立珊主任播放了協會製作的幾部動保教育動畫短片，

包括針對同伴動物議題的〈小狗花花〉和〈盲犬亮亮〉，關於野生動物議題的〈獨臂猴王〉和

〈神射手和琵琶鴨〉，探討經濟動物倫理的〈小米的晚餐〉，以及動物展演議題的〈小威海豚夢〉

等。 

 

圖說：關懷生命協會諮詢委員萬宸禎專題演講「動保教育與同理心培育」。 

https://youtu.be/GsHem11K3rs?list=PLyqUDZsMwC5im0dKDULg8zdG7MYquR-E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2&v=H024CTnpxAI&feature=emb_log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yhYkDNVVlQ&list=PLyqUDZsMwC5im0dKDULg8zdG7MYquR-EL&index=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pdis6rDkHM&list=PLyqUDZsMwC5im0dKDULg8zdG7MYquR-EL&index=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EyQejET9wc&list=PLyqUDZsMwC5im0dKDULg8zdG7MYquR-EL&index=3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bztEOi2fhs&list=PLyqUDZsMwC5im0dKDULg8zdG7MYquR-EL&index=4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bztEOi2fhs&list=PLyqUDZsMwC5im0dKDULg8zdG7MYquR-EL&index=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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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同伴動物專題演講「動保教育與同理心培育」由協會諮詢委員萬宸禎主講。宸禎老

師強調兒童成長階段為發展同理心的關鍵期，唯有透過教育，引導孩童了解動物保護的重要性，

才能終結殘酷對待動物的行為，學會對生命的尊重。萬老師引用學者觀點，說明許多非人動物

其實擁有如人類一般的自體主觀意識，而狗貓等長久為人類所馴化的物種更是如此，許多教師

也從自家的同伴動物身上確實感受到此論點的真實性。宸禎老師也說明，晚近有許多動物行為

與神經科學研究都已證實，動物和人類處理情緒的能力及感受能力極為相似。從關懷倫理學的

角度而言，透過接納、關係和回應等女性情感特質，人類的道德實踐得以延伸至跨物種的關懷。

課堂間，萬老師穿插了幾部催淚影片，如〈討海的狗〉和〈被鍊犬威利小姐〉等，教師們看了

都不禁為動物的可憐遭遇掬一把同情之淚。課程後半段，宸禎老師分享了許多充滿創意和趣味

的教學資源和教案實例，如動物收容所線上遊戲、心理劇體驗活動、桌遊設計、模擬座談會、

照顧校園犬貓等，讓動保教育能無縫融入各種同理心教育的教學現場。 

 

圖說：七賢國中蔡涵禎老師分享教師教學及教案設計經驗。 

 

最後由高雄市立七賢國中的英文老師蔡涵禎，和大家分享教學及教案設計經驗作為研習總

結。蔡老師強調要引起小孩的興趣和動機，才能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同時傳遞動保的觀念和知

識。2007年即因參與教師研習營而和協會結緣的蔡老師去年底方接受過協會記者蔡育琳的專

訪，提及自己正計畫創作一套動保繪本，和教科書出版商合作，把這套繪本作為輔助教材。課

堂間，蔡老師也充滿熱情地和台下老師分享如何用繪本把動保知識融入英文教學中。她特別推

薦了一本名為 Heaven（天堂）的繪本，該書以幽默輕鬆的方式處理寵物死亡的傷心議題，讓

孩子學習到如何用更健康的心態面對同伴動物的離世。 

 

2020動保扎根教師研習的第一場活動精采結束，期待參與本場次研習活動的教師能獲得

充沛的動保教學資源與啟發，共同在教學現場落實推動！ 

  

https://www.lca.org.tw/news/node/7437
https://www.lca.org.tw/news/node/7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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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部場實驗動物專題】縫合檸檬病患 教師研習營體驗動物實驗替代 

 
  8月 5日，「2020動保扎根教師研習營 - 實驗動物專題場次」由關懷生命協會與國家實

驗研究院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合作舉辦，上午在國家實驗動物中心由專家講師介紹「生活中的實

驗動物」，並有「動物實驗替代教學倫理」及「蔬果手術體驗」實作課程。下午則於臺北市立

大學進行實驗動物專題演講，最後邀請在教學現場有動保教育實務經驗的教師，提供經驗分享

與討論。 

 

  「實驗動物不只是小白鼠喔，所有應用在教學研究上的動物都可以稱為實驗動物。」國家

實驗動物中心副技術師黃苡瑋說道。國家實驗動物中心有標準化嚴密的監控設備來管理動物，

而且研究員為了避免疾病傳播，自己在家不能飼養正在接觸的物種。這一點學員在進入國家實

驗動物中心之前，透過填寫一系列健康與動物接觸史的問卷，非常能夠感受這一份嚴謹。 

 

 
圖說：國家實驗動物中心黃苡瑋副技術師介紹生活中的實驗動物。 

 

  而且獸醫師會抽驗同仁在進入前有沒有清理乾淨，他們發現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居然是

「額頭」。另外如果有老師想在學校操作動物實驗，則需要注意動保法第 18條：「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不得進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定課程綱要以外，足以使動物受傷害或死亡之教學訓

練。」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副主任秦咸靜博士則從實驗證明小鼠具有同理心（empathy）談起，介

紹實驗動物 3R：精緻、減量、替代（有些人會延伸出 4R責任）以及動物五大自由 5F。她也簡

單介紹「動物實驗申請書」以及「動物照顧計畫書」兩份文件，讓每個實驗前都有完整的規劃。

每個需要進行動物實驗的單位也都須成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IACUC）」，根據這

些原則與資訊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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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副主任秦咸靜博士介紹動物實驗替代教學倫理與教具示範。 

 

  秦副主任也介紹了一些替代案例，如化妝品檢驗使用雞蛋微血管或是屠宰牛隻的眼角膜，

來取代令人詬病的兔子眼睛刺激實驗。或以各式各樣的水果縫合來替代動物用在手術教學與練

習的數量，讓醫科生在學習動物或人體手術前能先練好基本功。在這些入門知識後，學員盼到

最有趣的「蔬果手術體驗」實作課程，練習縫合他們的檸檬病患。 

 

 
圖說：蔬果手術體驗課程，中心專家指導學員操作檸檬病患的傷口縫合。 

 

  下午於臺北市立大學透過許珮琪獸醫師的真人圖書館活動，我們也一窺龐大動物實驗結構

下之惡。「我下禮拜需要 300隻母鼠。」「可是也會有 300隻公鼠產生耶？」「這個我管不到，

幫忙處理掉就是了。」透過他轉述與研究員的談話，可以深沉感覺到在學術與升等競賽的壓力

下，人們總是需要餬口飯吃。便簡單地揮著「專業」的大旗，哪有時間對動物處境多做思考呢。

不過許獸醫師也提到有些資深的動物繁殖管理人員，如果看到對動物不屑一顧的研究者，就會

請他親自操作動物的安樂死，看著小鼠最後的掙扎，「感受奪取生命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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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許珮琪獸醫師主講實驗動物專題演講，分享實驗動物獸醫師的告白。 

 

  研習活動的最後邀請到山夢嫻老師，她善於透過一個個案例讓學員思考動保教學與媒體識

讀須留意的眉眉角角。如去年暑假就有補教老師開設解剖課程，讓幼兒園的小朋友用剪刀戳秋

刀魚，還拍影片大喊「小班是兇手」。事實上大班的學生反而因為意識到魚是個動物是個生命

而不敢下手，這就關係著老師是否「對生命有感」的問題。又提到北一女學生蟑螂研究課程，

在媒體的渲染下竟然成了「搶當開膛手」。兩個案例都再再顯示社會對於實驗動物的戲謔心態。 

 

 
圖說：清華大學環境教育中心講師山夢嫻介紹實驗動物領域的教學經驗與省思。 

 

  今年教師研習營結合專題演講及實地參訪，透過專題演講使參與課程教師對動保議題有所

瞭解，再配合相關場域參訪，以實際觀察深化理解動保議題。我們期待參與本場次研習活動的

教師，能獲得推行動保教育的能量與方法，共同在教學現場落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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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部場野生動物保育專題】「愛要用對方法」 教師研習營深入野生動物急

救站 

 

  8月 14日，「2020動保扎根教師研習營- 野生動物保育專題場次」由關懷生命協會與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合作舉辦，上午由野生動物急救站專家進行解說及動物救傷分享，下午規劃

兩場野生動物保育專題演講，主題分別為石虎保育重要性與危機、野生動物查緝與外來種入

侵。 

 

圖說：「2020動保扎根教師研習營- 野生動物保育專題場次」報名出席踴躍。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員蔡繼鋒用談天的方式和老師分享野生動物基礎 ABC。他

說「強加的愛不是愛」呼籲各位不要隨便飼養野生動物，或是撿走他們的小寶寶。「小孩長大

變得很可怕，但還是要愛他」聽到這句玩笑話，全場學員們都笑了，重點是如果已經飼養了特

殊寵物，必須瞭解不同動物的特性，包括環境、飲食、或是他們可能的體型變化。最後帶出不

棄養寵物的概念，讓老師度過輕鬆幽默的第一堂課。 

 

圖說：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員蔡繼鋒用談天的方式和老師分享野生動物基礎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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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特生研究保育中心獸醫師張品御分享，野生動物急救站如何靈活運用各種生活中的

小物來協助動物救傷。像最近三倍券的塑膠條可以保護老鷹的尾翼；扭蛋殼可以用來裝小蝙蝠；

或是保麗龍球可以插在有尖銳角的鹿科動物身上，避免急救人員被反傷。 

 

圖說：特生研究保育中心獸醫師張品御分享，野生動物急救站如何靈活運用各種生活中的小物

來協助動物救傷。 

 

  特生研究保育中心照養員梁翠芳則讓學員們傳閱民眾送來的五色鳥住過空心樹幹（送來的

時候還有小鳥），小朋友們對此非常好奇。我們也發現參加這場研習的學員，許多有動物救傷

的經驗，甚至有人帶著無法野放的松鼠及寶寶到現場持續照顧。而許多學員都在詢問學校發現

蛇類的處理方式，講師也介紹包括用掃帚和畚箕移動至有蓋的垃圾桶或麻布袋野放。如果使用

蛇夾可先捆綁一圈繃帶並注意力道避免蛇類受傷，另外使用蛇勾需要比較熟悉蛇的行為，並不

建議初學者使用。 

 

圖說：特生研究保育中心照養員梁翠芳則讓學員們傳閱民眾送來的五色鳥住過空心樹幹（送來

的時候還有小鳥），小朋友們對此非常好奇。 

 

  下午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員林育秀教大家怎麼分辨石虎，並秀出許多石虎生活

習性與救傷的影片。石虎除了常受到獸夾的威脅，講師也提到近年來苗栗的道路密度急速上升，

石虎被路殺絕不是虛擬的議題。而自動相機也拍到石虎和遊蕩貓狗都混雜在相同的淺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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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競爭或犬殺問題也是需要注意的，呼籲別讓你的犬貓自己出門。 

 

圖說：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員林育秀教大家怎麼分辨石虎，並秀出許多石虎生活習

性與救傷的影片。 

 

  最後由參與過許多走私查緝案件，鑑識各種奇特的樣本的北市大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副教授陳建志老師上場。介紹台灣野生動物寵物的來源包含：國內繁殖、申請進口、野外採集、

以及夾帶走私。他也特別提到，有些被當作寵物的物種其實對於環境的侵入性很強，像是巴西

龜（紅耳龜）就曾經被討論是否應該禁止進口飼養。但考慮到禁止後無法處理目前已經普遍飼

養的龐大數量而作罷，說明外來物種管理的困難。 

 

圖說：北市大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副教授陳建志老師分享「野生動物查緝與外來種入侵」。 

 

  今年的動保扎根教師研習營在這場次畫下句點，我們期待參與本場次研習活動的教師能將

「野生動物保育」觀念帶回校園，共同在教學現場落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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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舉辦動保教育扎根教師培力暨教案設計工作坊 

 
 

單位/場次  台北場 新竹場 合計 

國小教師 
報名 29 17 46 

出席 26 17 43 

國中教師 
報名 10 8 18 

出席 9 7 16 

高中職教師 
報名 3 5 8 

出席 3 4 7 

其他 
報名 2 4 6 

出席 2 2 4 

合計 
報名 44 34 78 

出席 40 30 70 

出席率 91% 88% 90% 

 

台北場報名人數：44人，出席人數：40人，出席率 91% 

新竹場報名人數：34人，出席人數：30人，出席率 88% 

合計報名人數：78 人，出席人數：70 人，出席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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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北場】「反霸凌動物」從知道如何正確觀察與了解動物開始（上） 

 

  今年關懷生命協會的動保教育扎根計畫教師培力延續去年的主題，以「反霸凌動物」切入

展演動物議題，分別舉辦台北場（8月 11、12 日）及新竹場（8月 18、19日）兩場工作坊，

內容包括專題演講與討論、動物園實地參訪與討論，及教案的發想引導等豐富的進修課程。透

過兩天的培力以及腦力激盪討論、身心五感體驗、探索式引導，期讓教師們開產出反霸凌動物

的概念教學。 

 

圖說：關懷生命協會諮詢委員萬宸禎以水果作為倫理闡述的比喻。 

 

  台北場的第一堂課由關懷生命協會諮詢委員萬宸禎進行倫理上的闡述，她拿出幾個水果，

說道：檸檬相對蘋果是小的，我們就會給它一個小的標籤，但其實跟葡萄比起來又是比較大的，

因此在不同的立足點就會產生不同的連結或標籤。就像雞，雞對於許多人或孩子來說是可以吃

飽的，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又是朋友或好夥伴。因此讓孩子對動物產生同理的連結，才有助於動

物保護。 

 

  而為什麼我們要拒看馬戲團動物表演？其一，因為動物被迫練習許多指令與動作卻沒有福

利；其二，因為盜獵增加，破壞野生動物保育；其三，因為許多野生動物的傳染病會互相交流，

但最重要的還是會讓下一代對動物的想像產生錯誤的連結。接著宸禎播放了幾部 PETA 拍攝的 

Draw My Life 影片，敘述大象及虎鯨被從野外被獵捕的狀況。 

 

  宸禎也簡介了台灣管理動物展演的重要進程：2007野保法修正，禁止馬戲團輸出入保育

類野生動物進行表演。2013環保署公布，只要有動物表演（包含騎乘），就不能認證為環境教

育場所。2015因為河馬阿河事件，動保法新增展演動物條文。2018動保法修正，重新定義與

保障被展演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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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台北場反霸凌動物工作坊報名出席踴躍，學員分組熱烈討論中。 

 

  展演動物在哪裡？鳥語獸躍（AnimalSkies）粉專經營者林婷憶 Sera帶來展演場所第一線

的觀察經驗：動物園、農場、餐廳、動物救傷中心等都有牠們的影子。Sera從近期的浣熊餐

廳事件、新竹動物園的田野調查、高雄淨園農場小朋友騷擾兔子與天竺鼠的影片出發，談到動

物管理的鬆散，以及近距離接觸、沒有遮蔽、單調環境造成動物的痛苦。 

 

  下午的討論課程，學員們熱烈地交換早上的所知所學。有老師分享教導學生清理環境的同

時，思考如何和周遭的昆蟲和睦相處？有老師堅持校外教學去動物園的經驗，是只透過影片很

難取代的。最後有老師提到：「如果觀看動物是一種天性，我們要怎麼思考這些行為伴隨的壓

迫呢？」 

 
圖說：臺北市立動物園研究員彭仁隆帶領「圈養動物福利觀察與評估專題」。 

 

  因此第一天的下午，我們邀請到臺北市立動物園研究員彭仁隆來帶領「圈養動物福利觀察

與評估專題」。他一開始就提出許多在展演動物時不得不面對的道德難題讓學員們討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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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豐富化、過剩動物、動物訓練、活體餵食、鳥類的剪翅等。 

 

  動物福祉學家 Broom定義：動物福祉是個體試圖因應其環境的狀態。彭研究員指出，動物

福祉的兩個關鍵問題在於動物是否健康，以及能否依其意志行動。以寵物為例，不讓貓狗叫春

或是讓牠們在臭魚上打滾，也是涉及動物福祉的問題。關於動物園的看法，他在演講的最後下

了結語：「一個現代動物園的偉大之處，不是因為展示有多先進，也不是因為擁有紅皮書上多

少物種，而是在它對於所圈養動物的同理心與尊重有多少。」 

 

  第二天上午天氣晴朗，我們前往臺北市立動物園，由彭仁隆研究員和葉惠群保育員分組帶

著參與研習的老師們進行觀察，練習使用 focal sampling（焦點個體取樣）與 scan sampling

（掃描取樣）和行為觀察表記錄動物行為。下午，各組統計出所觀察種展現的不同行為的比例，

並製作成圓餅圖與大家分享。 

 
圖說：臺北市立動物園保育員葉惠群帶領「圈養動物福利觀察與評估專題」。 

 

  彭仁隆強調，本次活動只體驗半小時，並不能代表動物整天的狀態，事實上，就算觀察一

整天也無法代表動物四季的行為變化，而科學的證據就是透過這些長久的觀察紀錄一步步累積

而成。關心動物的人就可以使用這些數據，知道什麼行為對動物來說是重要的，提出環境改善

的空間，或要求給動物更多的選擇，更多的動物福利。關於如何在既定而難以撼動的動物展演

空間長出「反霸凌動物」的概念，彭仁隆認為，我們可以從知道如何正確觀察與了解動物開始。 

 
圖說：活動圓滿結束，工作人員和講師彭仁隆、葉惠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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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竹場】「反霸凌動物」從知道如何正確觀察與了解動物開始（下） 
 

  8月 18、19日，關懷生命協會在新竹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舉辦「反霸凌動物」工作坊

新竹場活動，透過兩天充實的專題課程，以及新竹市立動物園實地參訪觀察與討論，期盼老師

們獲得「動物展演」議題教學的新觀念，並啟發相關教學教案設計。 

 

  上午第一堂課「動物倫理專題」，由北京清華大學科技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博士龍緣之老師分享，

引導老師們思考動物倫理是什麼？例如狗被關在籠子裡是保護還是虐待呢？而動物保護哲學中的

動物權利論、動物福利論的差異及共通點是什麼？ 

 

 
圖說：北京清華大學科技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博士龍緣之老師授課。 

 

  接著，龍緣之老師在「反霸凌動物專題」介紹動物園發展的歷史。首先，動物園裡的動物從

何而來？為了捕捉幼小的野生動物，通常必須殺掉整個動物家族。而動物園以大眾化的定價，被

視為老幼皆宜的場所，提供異域風情的造景，其實是給遊客看的，而不是滿足動物需求的設施，

呈現歡樂的假象。而且多數遊客是以集郵心態參觀動物園，只希望盡量多看而不是深入的了解，

每位遊客平均只在每個展館停留 20-30秒。 

  緣之老師也藉由許多影片，讓我們看到生活在自然環境的野生動物，和被圈養在動物園的動

物，在行為或外貌健康上的差異。例如狐狸的圈養場所常有的問題，包含環境豐富度不足、金屬

籠網的危險性、台灣天氣太熱等等。牠們無法滿足跳躍、挖掘等天性行為，會產生刻板行為，例

如食子率過高，還有外觀和基因選擇等問題。 

 

  緣之老師提出幾個問題，讓參與研習的老師們分組交流並分享：一、還沒參與本次工作坊之

前，動物表演、動物農場、海生館、海洋公園等場所傳遞了什麼訊息給你？二、成長過程我們透

過哪些學習內化了對這些地方的想法？三、早上的專題課程帶給您什麼刺激或衝擊？四、發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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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動物身上的霸凌，和學校中發生的霸凌有哪些相似性？五、若你回到場域進行反霸凌動物教

學，您最希望帶給學生們的是什麼？六、目前的課本中，出現哪些對動物的物種歧視內容嗎？您

會如何重新設計內容呢？七、您認為有哪些行動可以從自身做起、哪些可透過集體力量，以改變

被利用作為娛樂用途的動物受苦的處境？ 

 

  第一天下午邀請到臺北市立動物園研究員彭仁隆老師，彭老師提出幾項問題：待在動物園是

否為動物最好的選擇？要有哪些動物才叫做動物園？你希望動物園有更多的物種還是更好的展示？

動物園的管理經常面臨價值選擇的兩難，例如無尾熊的控制繁殖（人工繁殖），公熊被抱到母熊

上進行不到一分鐘的交配就被分開，這樣的方式可以增加繁殖成功率，但被剝奪求偶過程，符合

動物福利嗎？若是採取自然交配的方式，可能有的風險包含母熊拒絕公熊交配失敗、母熊承受不

住公熊重量跌落受傷。 

 

 

圖說：臺北市立動物園研究員彭仁隆老師授課。 

 

  關於環境豐富化，動物需要有躲藏的空間，讓牠們有是否被觀看的選擇，但遊客有可能看不

到動物就會投訴抱怨。此外，可以運用消防水袋、高壓水管等人造物品作為環境豐富化的設施，

儘管看起來「不自然」，但對動物的行為豐富化有幫助。或是把動物安置在戶外展場，但這種方

式雖然可以增加動物的環境豐富度，卻也會提高動物的生活風險，例如曾經發生狐猴被爬入展場

的蛇咬死。如何權衡動物福祉與動物安全，從中選擇折衷的方案？ 

 

  活動第二天上午，我們前往新竹市立動物園，由台北市立動物園研究員彭仁隆老師和保育員

葉惠群老師分組帶著參與研習的老師們進行觀察，練習透過行為觀察表記錄動物行為。除了觀察

動物行為，也看展區的硬體設施設計是否對動物友善，思考如何求取動物使用以及遊客觀賞之間

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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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彭仁隆老師帶領學員觀察新竹市立動物園設施及紀錄動物行為。 

 

  老師們分組使用焦點個體取樣（ focal sampling） 與掃描取樣（ scan sampling） 練習觀

察動物，小組成員先觀察動物 15 分鐘，將動物會有的行為做定義，例如休息、移動、進食、理毛、

玩耍、看不見等。再以半小時的時間觀察記錄動物的行為，下午統計出牠們展現不同行為的比例，

並畫圓餅圖與大家分享，由彭仁隆研究員及葉惠群保育員給予回饋討論。其中一組同時觀察馬來

猴及台灣獼猴，從這兩種動物的行為觀察發現，這兩個展區的設計差異讓兩種動物的行為比例有

所不同，馬來猴的展區設計比起台灣獼猴更為友善，較能讓馬來猴滿足待在樹幹上的習性。 

 

 
圖說：學員們針對上午的觀察進行討論分享。 

 

  經過兩天豐富的課程和觀察實作及小組討論分享，希望老師們未來帶學生到有動物的教學

場域參觀時，能教導孩子們「反霸凌動物」的觀念，讓孩子們真正學習到同理心與尊重生命的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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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園動保宣導活動 

(1) 【1 月 13、16 日台北市東門國小】國際筆友談動保？東門國小結合動保與國

際教育 
作者：陳立珊（關懷生命協會教育主任） 

 

  2020年開春不久，關懷生命協會(以下簡稱本會)旋即展開第一波校園動保宣導活動，這

次邀請單位是臺北市東門國小的英語情境中心。「英語情境中心」為什麼會邀請本會去做動保

宣導呢？ 

 

  原來是東門國小推行的「國際筆友」計畫，這學年會以「動物保育」為主題。英語情境中

心的林怡君老師介紹國際筆友計畫的目標是：「透過定期與國際筆友夥伴交流與分享資源與在

地化議題，找出自身和他人能協助動物保育的方法，讓臺北市和全球其他城市能成為更適合動

物居住之地方，學生透過實際參與，對動物保育議題產生關心與連結，並產生影響力。」因此

邀請本會前往和學生分享，希望能讓學生對於動物的生命關懷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體悟，進而

思考他們能為動物做些什麼。 

 
圖說：臺北市東門國小英語情境中心外的布告欄，展示學生們在希臘國際筆友交流課程的成果。

（攝影：蔡育琳） 

 

  猜猜看東門國小的學生是和哪一個國家的學生當筆友呢？不是鄰近熟悉的亞洲國家，而是

在歐洲的希臘！本會動保宣導講師（台灣動物之聲記者）蔡育琳也驚嘆表示：「臺北市東門國

小的小朋友，要跟希臘的小朋友做國際筆友...超強的啦！我小時候都不知道希臘在哪裡，地理觀

念超薄弱，在我家附近也會迷路。」瞭解宣導邀請的背景和學生需求之後，蔡育琳講師也特別在

宣導中加入影片、行動劇，以及中英文的一些對照，希望對他們的國際交流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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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四年級的同學們非常踴躍參與動保宣導活動。（攝影：陳立珊） 

 

  這次的宣導活動共有兩場，分別是在 1月 13、16日，對象是五年級和四年級的同學們。由蔡

育琳講師分享主題「為何有流浪貓狗？石虎的危機是什麼？」。第一部分是「同伴動物」議題相

關概念，介紹同伴動物的概況、《動物保護法》的規定與飼主責任、流浪動物處境與獸鋏造成的

危害、領養與絕育、人犬安全互動的要訣。第二部份是以石虎為主的「野生動物」議題，簡介石

虎的特徵、棲息地、石虎的生存危機與保護方案等。最後透過小行動劇，邀請自願的同學上台演

示「人與動物的故事」。人類與動物在共同的生活空間可能產生的關係及衝突，能否以更好的方

式解決呢？ 

 
圖說：蔡育琳講師引導五年級的學生演出英文行動劇。（攝影：陳立珊） 

 

  這兩場各一小時的宣導活動，藉由演講或許能提供同學們有關動保的一些基本觀念，更重要

的是希望同學們從演講資訊中產生更多好奇與想法。蔡育琳講師這麼認為：「小朋友雖然年紀小，

也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覺得我不是來告訴他們該怎麼做，而是希望他們得知一些情況之後，自

己思考、感受、判斷，要如何對待每一個生命。」 

 

  本會非常榮幸接到東門國小的宣導邀請，更感動的是看到動保教育結合國際教育共同推動，

真切落實「動保扎根」的理念。相信還有更多教育領域結合動保的方式，我們期待能有更多學校

師長共同來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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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月 28 日北台中家扶中心-沙鹿服務處】為流浪動物凝聚幸福的力量─北

台中家扶青少年為流浪動物發聲行動的練習曲 
 

文、圖/萬宸禎(關懷生命協會動物保護扎根教育計畫召集人) 

 

  3月初北台中家扶中心薛社工來信表達中心參與「青少年自立釣竿方案」的大專生共同決

定以「流浪動物議題」為發聲行動，邀請協會講師前往與學生們聚焦發聲的主題與行動。當我

接到這個任務時心中有種莫名的感動，腦中浮現自己以各種形式保持「兒童與動物家人支持計

畫」的發展，有些同學可能已經與動物之間有著深刻的關係，希望這次自己能夠適時地成為一

個連結的橋樑，協助同學們與動物的關係帶出發聲行動的藍圖。 

 

 
 

  在工作坊進行之前，同學們已經對流浪動物關心的主題蒐集了豐富的資料，如：品種迷思

觀念與態度、寵物晶片、認養管道、絕育資訊、遇到流浪動物時保護自己與動物的安全行為等，

我協助同學們將這些主題之間影響因素相互連結並擴充，促使他們們獲得更全面、深入的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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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當天由家扶中心薛社工請同學們相互分享、傾聽彼此蒐集資料的動機和想法作為暖

身活動。工作坊開始後，我請同學們先分享目前對發聲行動的想法，有一位同學提出想去愛心

媽媽收容的狗園的服務為發聲行動，另一位同學提出可以和動保組織的認養活動合作宣傳為流

浪動物發聲行動…..很多的回應與討論之後，我以同學們分享的想法融入計畫案撰寫的學習，

幫助他們從想法轉化為可實際執行產出成果的重要性。接續，在進入學習動物倫理與流浪動物

議題的概念時，靈機一動請同學們說說〈駭客任務〉這部電影想要傳達的意念與為流浪動物的

發聲行動之間的關係。 

 

 
 

  下午，工作坊一開始，我請同學們畫下自己與動物和家人、朋友關係的生態圖一一分享，

透過同學們敘說的過程引發他們更深入細緻地貼近自己和動物的生命故事。接續請他們用任何

想要表達的方式，想像自己是流浪動物可能經驗的生活，再請同學們分享他們的創作，共同思

索如何將兩組同學創作流浪動物生活的詮釋，融合為一個主題表達感受與想法，進而聚焦對流

浪動物處境最關心的主題，那是一種從心中湧起想要改變人們對同伴動物的迷思、對流浪動物

的負面態度的想望的主題。這一天，同學們讓我看到他們的特質、能力、想像力、創造力、相

互協作力以及對動物滿滿的愛與關懷的行動力，那是為流浪動物凝聚幸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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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們分享生態圖的過程，對於引導他們看到自己、成員以及發聲行動的方向有很大的幫

助，如：成員已共同定期去愛心媽媽媽的收容狗園當志工，照顧動物、分擔清理等工作；有的

同學救傷讓狗兒休養暫住並收養成為自己的家人；在生態圖的關係呈現自己、狗兒和家人關係

都是平等的；有的同學參與動保團體街貓 TNVR志工也是貓中途，日日夜夜細心地守護受重傷

的貓咪，直到貓兒逐漸康復，並樂於讓我們看到貓咪恢復後美麗又健康的照片，心中綻放著生

命的喜悅…。我從同學們敘說自身與動物連結的關係，深刻地感受到孩子們勇敢地向生命陷入

危難的動物們給予伸援的勇氣，那是一種生命相互依存的關係，而這樣的承載關係，不是負擔、

施捨或交換，更多的是平等、同理、悲憫的情感。同時，傾聽彼此的過程，帶給彼此相互承接

與支持的力量。 

 

 
 

  最後，我和同學們共同討論統合團隊發聲行動的目標和執行內容，包括主題一、將自己與

動物動人的生命歷程變成一個個打動人心的圖文故事。主題二、將最後產出流浪動物的故事融

合為一，以四格漫畫展現繪畫與文字創作的能力，再將主題一、二的作品轉為數位化，定下呈

現發聲行動的平台。離開中心前，我再次叮嚀同學們一一確定活動執行流程的時間軸。這一天，

我與孩子們共同為流浪動物發聲行動的練習曲暫時畫上休止符，拭目以待同學們為流浪動物展

開的發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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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月 6 日台北市雙蓮國小附幼】歡喜來雙蓮 友善對動物 
 

作者:  蔡育琳（關懷生命協會記者） 

 

 
圖說：台北市雙蓮國小大門。（拍攝：蔡育琳） 

 

  11月 6日上午，我代表關懷生命協會前往台北市雙蓮國小，看到學校門口寫著：「歡喜

來雙蓮，雙蓮喜歡你」，有一種很溫暖、很友善的感覺。 

 

  我受邀來訪是為了做動保宣導，對象是幼兒園的 120位小朋友，分別為「西瓜班」、「楊

桃班」、「蘋果班」、「藍莓班」。非常感謝老師們的細心協助，以及孩子們的認真聆聽，大

家用了一個小時的寶貴時間，一起來學習動保的相關知識。 

 

 
圖說：大家好～動保宣導活動開始囉！（照片提供：雙蓮國小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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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之前和老師的討論，我決定了這次宣導的主題：「如何跟狗狗貓咪做朋友？保護自己、

和平相處」。與人類一起生活的同伴動物中，最常見的就是狗狗和貓咪，很多小朋友都對狗貓

感到好奇，想要接近牠們、跟牠們做朋友。但我們必須先對狗貓有基本認知，並在保護自己的

前提之下，才有機會跟狗貓和平相處，也讓狗貓不會害怕緊張。 

 

 
圖說：小朋友踴躍回答動物相關問題。（照片提供：雙蓮國小附幼） 

  

  感謝我們的好伙伴－WildAid Taiwan野生救援，提供了動物貼紙做為小禮物，貼紙上印

著犀牛、大象、穿山甲、海龜、錘頭鯊（雙髻鯊）。我先請小朋友認識這五種動物，並說明牠

們所面臨的絕種危機，原因是人類的捕獵、環境的開發等，這些動物需要大家的幫助，最容易

的方法就是：「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 

 

 
圖說：並非所有動物都適合成為同伴動物，我們應從動物的立場為牠們設想。（照片提供：雙

蓮國小附幼） 

  

https://www.facebook.com/WildAid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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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宣導活動之前，我跟學校老師們已有聯繫，得知有兩個重點，首先是對於幼兒園小朋友，

需要更簡單易懂的表達，可多利用問答、影片、示範等方式。其次則是在雙蓮國小校園內，目

前有幾隻流浪貓咪生活著，可由此向小朋友介紹流浪動物知識。 

 

  非常感謝雙蓮的貓咪守護者－歐老師提供的資料，讓我逐一介紹貓咪的名字、特徵、來源

等狀況，也向小朋友說明貓咪剪耳、絕育的意思。歐老師想要傳達給小朋友的訊息，也就是雙

蓮校園貓咪想說的話：「我們大多很怕生，請跟我們保持美麗的距離，讓我們和平快樂相處好

嗎？」 

有些校貓校犬的個性親人，可以一起上課、親近互動，但並非每隻狗貓都是如此。如果碰到怕

生的狗貓，我們不用勉強牠們，更不要嚇到牠們，只要安靜欣賞、默默關心，也是一種和平的

相處方式。 

  

   人犬衝突的新聞，是我們最不願見到的狀況，尤其是發生在孩子身上。因此我也準備了

相關資訊，希望大家盡量保護自己、保持安全。 

■想要認識別人的狗，應該怎麼做？ 

1. 詢問狗的主人，取得同意，了解注意事項。 

2. 伸手讓狗嗅聞，觀察狗的反應，可嘗試摸狗的肩膀下方。 

3. 保持站立，不要蹲下，以免被狗撲倒。 

  

■哪種情況的狗不要接近？ 

1. 正在吃飯、睡覺的狗。 

2. 帶著小狗的狗媽媽。 

3. 生病、疼痛、身心不舒適的狗。 

4. 當狗感到緊張害怕，會做出一些安定訊號，希望對方安定，避免衝突。例如：狗轉過頭、

轉移視線、坐下、瞇眼、舔舌、舔鼻、打呵欠、低頭嗅聞、轉身離開等。 

5. 當狗準備要攻擊時，可能會有這些動作：注視對方、表情緊張、露牙、低吼、毛髮豎起、

耳朵立起、後退蹲低、往前撲等。 

 

■碰到很兇的狗怎麼辦？ 

1. 停下所有動作，不要轉身就跑，可能會引發狗的追逐狩獵本能。 

2. 眼睛不要直接看狗，轉頭用眼角餘光觀察狗。 

3. 不要拿東西攻擊、不要大聲叫，如果有食物，可以往相反的方向丟遠一點。 

4. 等狗的敵意降低，我們可以慢慢後退，或是繞半圈離開。 

5. 如果被攻擊，蹲下來，把自己縮成一顆球，保護臉部、頸部、胸部、腹部。 

6. 如果有包包或雨傘等物品，可以拿來遮擋自己。 

  

https://www.lca.org.tw/column/node/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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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變成一棵樹？ 

可參考影片 Be Safe around dogs：https://youtu.be/kG3AR1VHPMg 

 

■變成一棵樹 Be a Tree 

碰到很兇的狗，或是太活潑、會撲人的狗，可以讓自己變得像一棵樹。因為對狗來說，樹是無

趣的，當我們模仿樹，會讓狗覺得無趣，就會停下或離開。 

1. 停下來。 

2. 手臂伸直，握拳向下。 

3. 看著自已的腳，靜止不動。 

4. 在腦中數數字，等待幫助。 

 
圖說：邀請小朋友練習與狗的互動，遇到不同情況該怎麼做。（照片提供：雙蓮國小附幼） 

https://youtu.be/kG3AR1VHPMg
https://doggonesafe.com/Dog_Safety_for_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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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跟小朋友探討了一些問題，為什麼會有流浪狗貓？台灣的流浪狗貓過得好嗎？捕獸鋏

造成怎樣的傷害？有些流浪狗貓被人類傷害，但也可能傷害其他動物，我們該如何避免流浪狗

貓的產生？以下是我想給小朋友的三個基本觀念。 

1. 不要傷害牠們。（捕獸鋏、毒藥、車禍、虐殺等） 

2. 養了就要負責任。（晶片、不放養、不棄養、終養到最後） 

3. 以領養取代買賣。（給流浪狗貓一個家，不將生命作為買賣） 

 

 
圖說：小朋友積極回答問題，分享自己的感受或經驗。（照片提供：雙蓮國小附幼） 

  

  活動到了尾聲，我請所有小朋友站起來，逐一思考以下問題，都圍繞在一個重點上：「你

適合養狗貓嗎？你準備好了嗎？」如果現在做不到，沒關係，請先坐下來；如果這些都能做到，

就請站到最後。 

1. 我會記得餵狗貓吃東西，給牠足夠的水及食物。 

2. 我會定時陪狗貓玩，例如：運動、遊戲… 

3. 我會幫忙梳理狗貓的毛，或幫牠洗澡。 

4. 我會保持狗貓住處的整潔，每天記得清理糞便。 

5. 如果狗貓犯錯，我會有耐心、愛心的教導牠。 

6. 狗貓生病了，我會照顧牠、關心牠、陪伴牠。 

7. 我會定期帶狗貓到醫院，例如：檢查身體、打預防針… 

8. 狗貓如果過世，我會好好處理，不會隨意丟棄。 

 

  全部都能做到的小朋友，恭喜你們，一定可以做個很棒的飼主；如果有一些做不到，那也

沒關係，我們還是可以做個愛護狗貓的人。總之在領養狗貓之前，應該做好各方面準備，避免

造成更多流浪狗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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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隻被棄養的流浪狗，因為碰到捕獸鋏，失去了一隻腳，後來由愛心媽媽收容照顧。（拍

攝：蔡育琳） 

  

  最後我請小朋友跟我一起說：「關懷動物、尊重生命」。希望透過動保觀念的建立，讓我

們從狗貓等同伴動物開始，也多了解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被人類利用傷害的其他動物。 

活動結束後，有一位小朋友跟我分享，她家的老狗叫阿吉，昨天晚上過世，成為了小天使。她

的表情透著悲傷，我輕輕拍了她的肩膀，我知道告別並不容易，很謝謝他們一家人陪伴狗兒到

最後，給孩子提供了一個負責的示範。 

 

  孩子的動保教育來自各方面，家庭、校園、社會都很重要，每個大人如何對待動物，都可

能會影響到小朋友。這次的動保宣導只是個小小基礎，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世界，其實來自日

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如果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多認識動物，進而關懷各種動物的處境，相信我

們的世界將會更友善、更和平。 

 
圖說：宣導活動結束後，我在雙蓮國小校園中，看到幾處貓公寓、貓公廁。（拍攝：蔡育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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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學校設有貓咪小隊，由小學生們輪班，負責照料清潔。（拍攝：蔡育琳） 

 

  

圖說：這隻貓咪名叫小虎妹，有點怕生，跟人類保持距離也好，比較安全。（拍攝：蔡育琳） 

  

 
圖說：謝謝雙蓮國小附設幼兒園，下次有機會再見囉～（拍攝：蔡育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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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舉辦關懷動物文學獎 

 
 

  隨著 107年《動物保護法》修法通過，動保教育必須落實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中。

除了由老師教授相關的動保觀念和教材之外，從生活經驗中啟發或親子間的交流，更是觀念能

否扎根的關鍵。動物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例如家中陪伴生活的貓狗「小白」、「阿花」；

或是動物園飼養的猩猩長頸鹿、海生館裡的企鵝、海豹、白鯨；電視動物頻道中出現的野生獅

子、大象；餐桌上的魚肉蛋奶也都來自於動物；還有為開發醫藥用品等實驗目的使用的實驗鼠、

兔子等等。一般人都未必明瞭牠們實際生活的樣態，新世代的孩子可能更無從了解。 

 

  關懷生命協會長年致力於推廣動保教育，今年首度舉辦「關懷動物文學獎」，活動對象為

全國國小中年級和高年級學生。希望藉由「關懷動物文學獎」將動保價值結合文學創作，用輕

鬆有趣的方式引起學童學習興趣，並鼓勵親師和學童共同分享討論。活動方式是由國小學童寫

信給動物，不拘是親身經驗或運用想像力，參與的學童選擇以某一隻或某一種動物為收信對象，

寫出心中想對牠或牠們說的話，進而思考尊重動物、愛護生命的意義。 

 

  本屆活動由關懷生命協會諮詢委員萬宸禎擔任評審團召集人，並邀請動保、文學、教育等

領域的專家老師組成評選小組，包含召集人共有七位。國小高年級組評審委員有：山夢嫻、林

知逸、萬宸禎、龍緣之；中年級組評審為：洪佳如、陳婕瑜、蔡育琳。 

 

  活動報名期間從 2020年 6月至 8月 31日截止，投稿情形相當踴躍，國小高年級組共有

307件，中年級組共有 319件，合計 626件。經由兩組評審委員嚴謹辛勞的初審及決審評選，

原定每組獲選名額為 15名，考量本屆作品的質量皆相當優秀，為了鼓勵更多學童，因此特別

酌予增加名額：國小高年級組共有 18件，中年級組為 17件。 

 

  本屆獲選作品相當多元，像是同伴動物如狗貓、烏龜等；還有野生動物的哺乳類，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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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北極熊、石虎、獅子、鯊魚、藍鯨；鳥類如：台灣藍鵲、黑鳶（老鷹）、白頭翁；爬蟲類

的蛇；以及狼蛛、無尾鳳蝶、蟑螂、溪蝦、鍬形蟲等無脊椎動物。更包含經濟動物議題的蛋雞，

動物實驗的兔子，動物展演的大象、海豚、鯨魚和馬戲團動物。從以上豐富的動物對象，能觀

察到國小學童對各種生命的愛護，十足展現「關懷動物文學獎」的價值意義。入選作品均刊載

於「動保扎根教育平台」網站，提供社會大眾及各校師生欣賞，並收錄於作品集。 

 

國小高年級組得獎名單： 

學校 姓名 作品名稱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小學部 
賴亮宇 

給老鷹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796-a-letter-to-the-eagle.html 

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民小學 葉宸羽 

給不再流浪的你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797-to-you-who-are-no-longer-wandering.html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 黃宣蓉 

神聖美麗卻哀愁的泰國大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798-the-sacred-and-beautiful-but-sad-thai-el

ephant.html 

新北市泰山區同榮國民小學 曾沛穎 

給動物的一封信—無尾鳳蝶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799-a-letter-to-animals-tailless-papilio.htm

l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民小學 吳芊霈 

給櫥窗後的你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00-to-you-behind-the-window.html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 莊耘惠 

給小龜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01-a-letter-to-xiaogui.html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國民小學 柯沛岑 

給動物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02-a-letter-to-animals-ke-peicen.html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

民小學 
徐欣妤 

給藍鯨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03-a-letter-to-the-blue-whale.html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國民小學 鍾亞唐 

給蟑螂朋友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04-a-letter-to-a-cockroach-friend.html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 林加恩 

花園新生街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05-huayuan-xinsheng-street.html 

苗栗縣銅鑼鄉興隆國民小學 盧立庭 

給馬戲團動物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06-a-letter-to-the-circus-animals.html 

彰化縣和美鎮和美國民小學 陳芝聿 給石虎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796-a-letter-to-the-eagle.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796-a-letter-to-the-eagle.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797-to-you-who-are-no-longer-wandering.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797-to-you-who-are-no-longer-wandering.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798-the-sacred-and-beautiful-but-sad-thai-elephant.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798-the-sacred-and-beautiful-but-sad-thai-elephant.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798-the-sacred-and-beautiful-but-sad-thai-elephant.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799-a-letter-to-animals-tailless-papilio.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799-a-letter-to-animals-tailless-papilio.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799-a-letter-to-animals-tailless-papilio.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0-to-you-behind-the-window.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0-to-you-behind-the-window.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1-a-letter-to-xiaogui.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1-a-letter-to-xiaogui.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2-a-letter-to-animals-ke-peicen.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2-a-letter-to-animals-ke-peicen.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3-a-letter-to-the-blue-whale.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3-a-letter-to-the-blue-whale.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4-a-letter-to-a-cockroach-friend.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4-a-letter-to-a-cockroach-friend.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5-huayuan-xinsheng-street.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5-huayuan-xinsheng-street.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6-a-letter-to-the-circus-animals.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6-a-letter-to-the-circus-anima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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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07-a-letter-to-shi-hu.html 

南投縣南投市漳興國民小學 吳尚恩 

嗨！溪蝦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08-hi-brook-shrimp.html 

南投縣名間鄉名間國民小學 吳承錞 

給好友雞冠細身赤鍬形蟲的一封約定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09-a-letter-to-a-friend-of-beetle.html 

嘉義市東區崇文國民小學 林品妤 

養牠就要愛牠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10-if-you-raise-it-you-must-love-it.html 

嘉義市東區崇文國民小學 鍾秉言 

給小象天使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11-a-letter-to-the-little-elephant-angel.ht

ml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 湯智雅 

殘缺的美麗～小小白頭翁救傷記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12-fragmented-beauty-little-pulsatilla-resc

ue.html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國民小學 陳星同 

你不是寵物，你是我的弟弟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13-you-are-not-a-pet-you-are-my-brother.htm

l 

 

國小中年級組得獎名單： 

學校 姓名 作品名稱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

學 
劉韋彤 

給狼蛛媽媽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14-a-letter-to-the-mother-tarantula.html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國民小學 彭而璿 

給台灣藍鵲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15-a-letter-to-formosan-blue-magpie.html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國民小學 陳奕秀 

給湯姆和米夏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16-a-letter-to-tom-and-mi-xia.html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張允芝 

穿越山林的鎧甲寶貝——穿山甲(給穿山甲的一封

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17-a-letter-to-pangolin.html 

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周禾寧 

給收容所浪浪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18-a-letter-to-the-shelter-stray-dogs.html 

新北市板橋區板橋國民小學 游博鈞 
給黑鳶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7-a-letter-to-shi-hu.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7-a-letter-to-shi-hu.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8-hi-brook-shrimp.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8-hi-brook-shrimp.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9-a-letter-to-a-friend-of-beetle.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09-a-letter-to-a-friend-of-beetle.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0-if-you-raise-it-you-must-love-it.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0-if-you-raise-it-you-must-love-it.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1-a-letter-to-the-little-elephant-angel.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1-a-letter-to-the-little-elephant-angel.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1-a-letter-to-the-little-elephant-angel.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2-fragmented-beauty-little-pulsatilla-rescue.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2-fragmented-beauty-little-pulsatilla-rescue.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2-fragmented-beauty-little-pulsatilla-rescue.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3-you-are-not-a-pet-you-are-my-brother.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3-you-are-not-a-pet-you-are-my-brother.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3-you-are-not-a-pet-you-are-my-brother.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4-a-letter-to-the-mother-tarantula.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4-a-letter-to-the-mother-tarantula.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5-a-letter-to-formosan-blue-magpie.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5-a-letter-to-formosan-blue-magpie.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6-a-letter-to-tom-and-mi-xia.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6-a-letter-to-tom-and-mi-xia.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7-a-letter-to-pangolin.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7-a-letter-to-pangolin.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8-a-letter-to-the-shelter-stray-dogs.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8-a-letter-to-the-shelter-stray-dogs.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9-a-letter-to-black-ki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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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a-letter-to-black-kite.html 

新北市板橋區板橋國民小學 吳攸優 

給水族館海豚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20-a-letter-to-the-aquarium-dolphins.html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國民小學 饒文詃 

給動物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21-a-letter-to-animals-rao-wenpan.html 

臺中市龍井區龍津國民小學 林子祐 

給蛋雞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22-a-letter-to-laying-hens.html 

臺南市安定區安定國民小學 方恩昕 

給水鹿的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23-a-letter-to-sambar.html 

臺南市佳里區佳興國民小學 賴彥賓 

給蛇與人類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24-a-letter-to-snakes-and-human.html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國民小學 張育瑄 

獅子給人類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25-a-letter-from-a-lion-to-human.html 

新竹縣竹北市東興國民小學 李昕臻 

給實驗兔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26-a-letter-to-experimental-rabbits.html 

苗栗縣竹南鎮照南國民小學 楊永新 

鯨魚悠遊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27-swimming-whale.html 

彰化縣員林市僑信國民小學 江心緹 

在一個下雨天遇見了你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28-i-met-you-on-a-rainy-day.html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民小學 李國佑 

給棉花糖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29-a-letter-to-marshmallow.html 

屏東縣東港鎮東隆國民小學 蔡愷庭 

給鯊魚的一封信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

830-a-letter-to-shark.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19-a-letter-to-black-kite.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0-a-letter-to-the-aquarium-dolphins.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0-a-letter-to-the-aquarium-dolphins.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1-a-letter-to-animals-rao-wenpan.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1-a-letter-to-animals-rao-wenpan.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2-a-letter-to-laying-hens.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2-a-letter-to-laying-hens.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3-a-letter-to-sambar.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3-a-letter-to-sambar.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4-a-letter-to-snakes-and-human.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4-a-letter-to-snakes-and-human.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5-a-letter-from-a-lion-to-human.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5-a-letter-from-a-lion-to-human.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6-a-letter-to-experimental-rabbits.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6-a-letter-to-experimental-rabbits.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7-swimming-whale.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7-swimming-whale.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8-i-met-you-on-a-rainy-day.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8-i-met-you-on-a-rainy-day.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9-a-letter-to-marshmallow.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29-a-letter-to-marshmallow.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30-a-letter-to-shark.html
https://awep.org.tw/animal-literature-award/830-a-letter-to-shar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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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曝光 

1.【自由時報寵伴 Partners】家有國小生看過來！寫封信給動物居然還有機會拿千元獎金 

https://partners.ltn.com.tw/article/8578 

 

 

 

https://partners.ltn.com.tw/article/8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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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PG動物友善網】“關懷生命”出新招 動物文學獎鎖定小學生 另有動保論文獎向大學生

揮手 

https://animal-friendly.co/2020/06/05/animal-essay-writing-contest/?fbclid=IwAR3x

JNpMuPWLWTE-azL3OBgGBPNxZyg8ETUhWJGrHt4s7Umr4i6G3Lk8ZTg 

 

 

 

https://animal-friendly.co/2020/06/05/animal-essay-writing-contest/?fbclid=IwAR3xJNpMuPWLWTE-azL3OBgGBPNxZyg8ETUhWJGrHt4s7Umr4i6G3Lk8ZTg
https://animal-friendly.co/2020/06/05/animal-essay-writing-contest/?fbclid=IwAR3xJNpMuPWLWTE-azL3OBgGBPNxZyg8ETUhWJGrHt4s7Umr4i6G3Lk8Z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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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門日報】關懷動物文學獎開跑 徵文對象：國小 3~6年級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319983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3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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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eoPo公民新聞】 首屆關懷動物文學獎登場 邀國小學童寫信給動物

https://www.peopo.org/news/462477 

 
5.【igiving公益網】 首屆關懷動物文學獎登場 邀國小學童寫信給動物

https://www.igiving.org.tw/npo/news_ct?id=3805 

 

  

https://www.peopo.org/news/462477
https://www.igiving.org.tw/npo/news_ct?id=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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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舉辦動保大眾講座  

  本會與歐巴桑聯盟、南海の貓合作舉辦兩系列共 6場講座，包含：流浪動物概論、關懷野

生動物的起點、繪本中的動物角色、淡水曾經最美的風景—貓、南海の貓—追貓的十年、看！

數位時代的動物影像，參加人次共 63人。 

 

 
 

第一場【流浪動物概論】 

日期：10月 14日（三）19:00-21:00 

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樓 D417教室（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號） 

講者：林韋任（關懷生命協會倡議主任、曾辦理多屆大學動保社團連線年會、協助推動零撲殺

政策及持續研擬後續方案。） 

  

「動物保護法」立法 20年，台灣從十二夜邁向零撲殺。路邊隨處可見的流浪貓狗處境是否得

到改善？我們又嘗試透過那些方式來控制他們的數量呢？ 

  

 第二場【關懷野生動物的起點】 

日期：10月 21日（三）19:00-21:00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106號 11樓（捷運信義安和站） 

講者：山夢嫻（臺北市立圖書館「好書大家讀」評選委員、清華大學環境教育中心講師、新北

市教育局 New Life教師、關懷動物文學獎評審。）、陳美汀（台灣石虎保育協會理事長，推

動友善耕作，催生「石虎米」。並曾發起「救救臺灣石虎」計畫，募集資金改造雞舍，避免石

虎和雞農起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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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嫻使用多數人研究野生動物的方法來觀察南海貓的 TNVR成效，而美汀則由自己的愛貓延伸

出對於石虎的愛。對於同伴動物與野生動物的關懷是可以相通的嗎？我們將先請兩位講師各自

分享心路歷程，接著開放現場提問交流。 

  

第三場【繪本中的動物角色】 

日期：10月 28日（三）19:00-21:00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106號 11樓（捷運信義安和站） 

講者：洪佳如（兒童文學作家，著有《魔法的秘密》、《蒂蒂今天不下蛋》、《小時候，小石

猴：臺灣獼猴的故事》等、曾任「動物當代思潮」及《人。動物。時代誌》編輯、關懷動物文

學獎評審。） 

  

繪本中常出現許多的動物角色，有些是將發生在人類社會故事替換為動物，另一些則將動物的

行為擬人化，甚至有些還會出現人與動物對話的有趣場景。究竟這些繪本中的動物角色，能不

能讓我們對於動物保護更有感？又或者動物只是純粹作為增加故事趣味的符碼呢？ 

 

 
 

第四場【淡水曾經最美的風景—貓】 

日期：11月3日（二）19:00-20:30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106號 11樓（捷運信義安和站） 

講者：王瓊賢、樓婉婷 

 

早在2008年前便在淡水拍攝貓咪的影像，後來因為狗群咬貓事件，將倖存的貓咪們退守至挪亞

方舟中，兩位講師將從影像為我們帶來這背後較少人知曉的生命故事。 

 

第五場【南海の貓—追貓的十年】 

日期：11月10日（二）19:00-20:30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106號 11樓（捷運信義安和站） 

講者：山夢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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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の貓創辦人山夢嫻會從她所紀錄十年的南海學園的環境、貓與人等三個面向，來分享影像

在科學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身為一位研究者，如何看見TNR族群變動數據背後的意義。 

 

第六場【看！數位時代的動物影像】 

日期：11月17日（二）19:00-20:30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106號11樓（捷運信義安和站） 

講者：沈怡帆 

 

沈怡帆在網路上的別名是貓草天空，長期投入動物影像紀錄工作，講座將分享許多動物影像，

透過對談方式和參與講座的每位參與者，一同交流這些數位影像的涵義與如何看待影像的運

用。 

 

（1）流浪動物作為一項社會議題 

 

「我們要怎麼幫助動物？」「可能是不接觸他們吧！」 

 

  10月 14日，我在關懷生命協會、歐巴桑聯盟、和東吳難容社合作的「流浪動物概論」講

座開始時提了這個問題。不接觸的確對許許多多被人類壓榨利用的動物來說是一大福音，但貓

貓狗狗可能就不只如此了。他們與人類共生了千年之久，甚至近代家犬已被培育出數百個品種。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接觸可能會更像遺棄。因此愛心人士們餵狗、救狗、養狗、送狗，就為了

讓狗兒能有個棲所。而更隱微卻影響深遠地，也有些人透過法律與行政倡議、扎根教育等方式

改變這個社會。 

 

  台灣社會在 1999年以前對於動物是沒有法律規範的，流浪貓狗滿街跑，那時衛生條件差，

人們認為這會帶來疾病，便希望政府抓走。當然那時也沒有專管動物的單位，清潔隊便在垃圾

場一角擺上些籠子，專收這些「會逃跑的垃圾」。根據關懷與英國動保組織做的「犬殤」調查

報告，籠位滿了犬隻開始互食、或曝死淹死以換取新的空的籠位，這些驚世駭俗的狀況一直在

發生。因此 1999年制定動保法，包括需要獸醫師執行的「撲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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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擔子便落到了獸醫師頭上。這些從小喜歡動物的獸醫師，進到收容所的每日工作卻是

撲殺犬隻，加上台灣社會普遍對於生命的看法偏向「好死不如歹活」，讓他們倍感壓力。這樣

以空出收容所裝新狗為目的的撲殺，其實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徒增冤魂。2013年關懷出版

「讓牠活下去」說帖，點出「零撲殺」的願景；電影「十二夜」上映，喚醒大眾意識。同伴（或

說流浪）動物一下子成為非常熱門的社會議題，並在 2015年 1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刪除撲殺

條文。 

 

  綜覽台灣的犬隻狀況，家犬約有 170萬隻，流浪犬 14萬隻，收容所籠位卻只有 7300個。

家犬沒辦法飼養變流浪犬，流浪犬被抓進收從所，收容所再努力的送養狗狗，這便是同伴（流

浪）動物每日的風景。要減少流浪犬數目，讓這麼多狗狗都有個溫暖的家，實在難以一蹴可幾，

但我們還是試圖針對每個部分做些努力。落實家犬的飼主責任是重要的，完成晶片登記、絕育、

以及施打狂犬病疫苗。從數據可以看出，台灣家犬的晶片登記數從 2011年的 40萬到 2019 年

的 120萬，努力做我們可以期望在 2023年達到 100%登記率，實現完全的寵物管理。 

 

  而從近幾年溪洲與學甲針對新建收容所的抗爭不難發現，許多地區對於收容所的印象都還

停留在十多年前，收集「會逃跑的垃圾」的垃圾場。要改變收容所是鄰避設施這個問題，恐怕

需要更長遠的教育與溝通，也因此流浪犬近乎只剩絕育一途，「讓痛苦到牠為止」。在這個脈絡

下又分為短期專案的大絕育，以及長期的 TNVR入法兩個倡議路線。至於剛剛談到的收容所，

為了發揮他送養狗狗的功能，近幾年紛紛改建美化，增強內部的動物福利與教育功能，縱然如

此，還是得面對基地位於偏遠地區甚至垃圾場旁，無法方便接觸人群的大問題。 

 

  流浪動物問題十幾年的纏鬥，雖然沒有完滿解方，我們卻也夠感受到許多進步。社會氛圍

的差異，學童對於動保教育的接觸。流浪動物作為一項社會議題，仍需你我的關心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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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懷野生動物的起點 

  2020年 10 月 21日關懷生命協會與歐巴桑聯盟合作舉辦動物保護大眾講座「關懷野生動

物的起點」，邀請兩位跨足動物保護、野生保育的「愛貓人士」來談談對於同伴動物與野生動

物的關懷，是可以相通的嗎？山夢嫻老師使用多數人研究野生動物的方法來觀察台北植物園的

浪貓 TNR族群變動，而陳美汀博士則由自己的愛貓心境延伸出對於石虎的愛。 

 

  陳美汀博士多年來致力於石虎保育工作，但她在開場時說到：「我是因為愛貓才愛石虎！」

她從就學期間娓娓道來，因為生活裡有貓咪的陪伴，從中學習到浪貓與浪犬對於生態的影響。

現在不只是單純喜歡貓與愛生態，也希望貓咪能平安地活下去。她表示自己有各種不同的身分，

有喜歡貓咪的部分與身為野生動物學者的部分，彼此共同存在，讓她的心裡面有很多的衝突，

常常不知道要怎樣做才是正確的。 

 

  她提到在國外攻讀學位，回到台灣的那一年，當飛機經過台灣山脈，看到台灣的山的時候，

在飛機上不禁落淚。她說：「我第一次知道這塊土地對我來說是那麼的重要。」之後，她選擇

把她的時間與精力，全部付出在台灣的石虎身上，無怨無悔地尋找石虎並發起保護牠們的行

動。 

 

  從 1998年起，她不停地在台灣土地上尋找石虎的身影，常常需獨自面對無跡可尋的失落

感，但因對石虎的愛，讓她抱著希望繼續地尋找，終於在 2004年拍到台灣石虎的第一張照片。

她說：「因為我非常在乎承諾，既然下定決心要找石虎，那就一定要找到，後來成立了協會，

開始召喚越來越多人關心石虎。」 

 

  陳美汀博士亦分享長期在野外觀察研究，所歸納出石虎會遇到的四大威脅。第一是棲地開

發，第二是捕獸夾與毒餌（農藥、除草劑和毒鼠藥的使用），第三是路殺，第四則是流浪貓與

狗的問題，她認為這些問題的背後，其實都是人類的問題。比如說淺山的開發，會影響到棲地

的完整性，並且增加動物被路殺的機會，在開發的背後則有財團與私有地地主等利益關係人，

捕獸夾議題則是與當地農民相關，因為石虎會去吃豢養的家禽，在流浪貓、狗的背後，也有著

愛護貓狗的人，無法理解石虎面臨艱困的生存處境。她深信最後的根源都必須回到人身上，才

能開始展開解決問題的討論。 

 

  最後，陳美汀博士說：「石虎是我生活的推力，貓則可以在夜深人靜之時陪伴我療傷。」

兩種不同的貓科動物可能代表著衝突的立場，但在她的心中，兩者是可以在她生命中共存的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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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聽完了陳美汀博士的演講，山夢嫻老師分享她自小是跟貓沒有緣分的，也沒有什麼相觸

的經驗，所以一直比較喜歡狗。高中家裡認養了一隻來自寵物店的棄貓，但她也還是不很親近。

大學時期，就連喜愛動物的她到動物園去實習，也是瞄準爬蟲類而去，她說：「我是個熱愛恐

龍的人，所以非常喜歡蜥蜴。」雖然一開始「貓」和她的連結並不深刻，但她最後卻投入了流

浪貓的研究長達十年之久。 

 

  曾夢想考上台大獸醫系的她，最後因為物理分數太差無緣就讀，自我打趣說，台大獸醫大

概就是走在台大校園卻考不上，成為她最遙遠的距離，後來到輔大生命科學系就讀。畢業後，

因為內心仍抱著一個獸醫夢，於是到獸醫研究機構家畜試驗衛生所當研究助理，當時因為要做

動物疫苗，經常要解剖實驗動物—鴨子，培養細菌、觀察致死率等等。她說：「我工作七個月

就受不了了，因為每天做夢都要被鴨子追」，接著補充：「在動物園則是天天做夢，都會被老鼠

追，因為當時要拿乳鼠去餵蛇。」 

 

  或許是抱著一顆想為動物作點什麼的心，在離開家畜衛生試驗所後，她到林業試驗所工作，

成為一位野外調查工作者，期間還出過一本福山的螞蟻圖鑑，她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跟野生動

物有所接觸。她說自己是標準的都市小孩，一直到出社會，最南只去過台中，更別說是跟山林

的接觸。林業試驗所開啟了她對台灣山林的興趣，也涵養了她對台灣生態的知識內涵，每次她

上山工作時，總會驚嘆著台灣有許多美麗的生物。 

 

  現在的她，在國高中當生物老師，她回憶著說：「高中時期很討厭生態，因為根本沒辦法

把課本內容，跟台灣的生態環境與野生動物連結，所以每次這個單元都考超差。」她笑說：「我

當時曾發下豪語，未來絕對不會碰生態，結果沒想到現在教書，最喜歡教的單元就是環境與生

態。」或許因為這樣的生命經驗，讓她在教學現場，更懂得要如何協助像她一樣的都市小孩學

習生態這個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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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山夢嫻老師如何跟貓結下不解之緣？這要談到她在林業試驗所五色鳥團隊的階段，當

時她在台北植物園進行鳥類調查，發現植物園裡有好多流浪貓，植物園的志工老師也向她反映

常有小貓的屍體。那時台灣公立收容所還是七天安樂死的年代，植物園的做法是不斷抓貓送到

收容所，但是怎麼抓都抓不完，也沒有管理辦法。當時她也在流浪動物花園協會當志工，後來

向花園請益，得知當時有一種方式是捕捉、絕育、原地放回方案也就是 TNR。她說：「聽到的

當下，就像是看到了一線生機。」於是她抱著研究的精神在台北植物園開始實踐浪貓 TNR。 

 

 

 

  TNR是從國外引進的方法，在那個年代最常被引用的話是：TNR是一種控制流浪貓狗數量

的人道方法，當該地區絕育達到 70%即可有效控制族群數量。她在執行 TNR期間不停反思著：

到底 70%要抓多少貓？植物園的浪貓母群體有多少？她意識到，只做 TNR根本無從得知整體族

群數量，這個疑惑促使她查詢國內外文獻，決定要輔以科學方式進行 TNR，當有數據相互檢驗，

才能推論 TNR的成效是否合理，於是她請益林試所的生態前輩們，改良野生動物的調查方法，

進行台北植物園浪貓族群的研究調查。 

 

  因為執行浪貓 TNR的緣故，她開始遇到台北植物園裡的餵食者，彼此也有了交流與連結。

她自述著：「投入 TNR的早期，我認為這就是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只要把貓節育在原地放回

追蹤就好，人不要介入太多。像是寒流來的時候，幼貓如果熬不過去就是代表不適合在戶外生

存，死亡是很自然的事。」這麼多年後，她發現餵食者跟貓朝夕相處，逐漸理解到人跟動物間

是有感情的，自己又怎麼能去否定這份感情。她提到：「當時我一直在想，流浪貓的問題是不

是可以用科學方式呈現？讓這件事情有更多想像跟解決方法？」 

 

  她在十年前成立的南海の貓社群，算是國內少數在臉書上有超過十年的流浪貓粉專。她說：

「當時成立的初衷，僅是為了讓大家報(貓)平安而已，從沒想過後來會衍伸為公民科學與教育

的面向。舉例來說，我在一開始調查時，是以穿越線調查法進行調查，得到的是相對數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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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成立社群後，採用公民科學的方式，所得到的是浪貓族群的絕對數量，所以南海の貓跟我自

己的觀念，都是隨著生命經驗不停在改變的。」 

 

  山夢嫻老師講述了人與貓、貓與貓、貓與其他物種的互動，最後植物園這些流浪貓都安置

在貓志工蔡大姊的家裡，正式走到「終養」的階段。她不斷強調著：如果只有她自己一個人，

是無法走到今天並完成這些研究紀錄的，因為這是與喜愛貓咪，為此能 365天不斷付出的貓志

工們，大家一起分工合作才有可能做得到的事。她覺得南海の貓是一個很好的案例，透過科學

研究者與浪貓照護者彼此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希望南海の貓故事可以對正在關心浪貓的人們

有所幫助。 

 

  這場講座連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陳美汀博士在大學時期從一個愛貓成痴的歷史

系學生，研究所才轉向野生動物。而山夢嫻老師則自一位生態研究者，因為南海の貓社群而加

入了濃濃的人文氣息。縱然起始點不同，因著對於更多不同動物的關懷，還是走到了一起。 

（3）繪本中的動物角色 

  提到「繪本」，大家應該直覺認為這是給小朋友看的讀物。其實繪本蘊含許多小故事大道

理，大人也能從繪本獲得觀念啟發。 

 

  10月 28日，關懷生命協會與歐巴桑聯盟合作舉辦動保大眾講座，邀請到兒童文學作家洪

佳如老師，簡介中西看待動物的視角，分享自己創作繪本的經驗與方式，並帶讀了「海鷗與脆

脆」、「是誰躲在草叢裡」、以及「過過過馬路」三本蘊含動保理念的繪本，推薦給大家。 

 

  佳如老師非常用心帶了各式可愛的動物布偶小道具來到現場，她目前每周會去一次台東的

部落，和需要早療關懷的孩子們說繪本故事，並請小朋友用畫筆畫下喜歡的動物，和她分享自

己和動物相處的經驗。佳如老師提到她經常問小朋友在哪裡看到海豚，最常聽到的答案是在海

生館，或是坐賞鯨船去大海看。這兩種答案背後反應了小朋友看待動物以及動物娛樂的不同想

法，但是兩種答案其實都沒有錯，因為孩子對待動物的態度，很大程度是受到原生家庭成長教

育背景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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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有書，鳥有翅膀」佳如老師分享自己小時候在嘉義長大，期待每個禮拜到巡迴書車

去看書。正如《自私的基因》書中寫的一句話「我們不能期待小孩生下來就知道愛人，這是我

們必須教他們才會的。」佳如老師認為讓孩子有機會多閱讀繪本，並且確保繪本中涉及動物的

內容是正確的，是教育孩子學習愛的很棒的方式。 

 

  佳如老師分享自己身為兒童文學工作者，如何從生活經驗和觀察衍伸出創作的雛型。例如

她的作品《蒂蒂今天不下蛋》，源自於小時候村裡來了一隻流浪雞，牠每天會在不同的人家下

蛋，沒有人知道這隻雞是從哪裡來?於是佳如老師想了一個故事，牠如果是從一隻雞舍逃出來

的母雞，牠重獲自由後要學習當一隻「雞」，怎麼玩沙、啄蟲、吃石頭讓食物消化等等，這些

事情是被格子籠飼養的雞無法體會的。只要不把生活中的情境視為理所當然，經過好幾層適當

的轉化變成故事語言，相信孩子能感受到動物處境的情感。 

 

  知識性的內容是重要的，但是專業知識很難感動一個人。繪本世界儘管經過簡化，但能帶

給孩子共鳴，留給他們探索世界的空間。大人也同樣能從中得到樂趣與觀念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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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出版「台灣動物之聲」年刊 67 期  

  本會出版2020年「台灣動物之聲」年刊第67期，本期主題為「為眾生祈福 關懷澳洲野火

與其他天災人禍下逝去的生命」。藉由年刊分享協會2019年重要行動及活動成果，並感謝所有

捐款者的支持。 

年刊電子書連結： https://www.lca.org.tw/avot/7495 

 

 

 

 

 

 

 

 

 

 

 

 

 

 

 

年刊目錄摘列 

序 

   回顧與展望 

【關懷眾生】 

   簡介昭慧法師與彼得辛格教授的學術合作 

   關懷生命協會的啟示 

   心念的力量──傳法法師帶領的「關懷動物影展」映後座談 

【動保工作中的專業領域】 

   介紹「動物社會工作」（Animals Social Work） 

   李娉婷與蔡育琳談「動保記者」與「動保新聞」 

   臺大法律系林明鏘教授談動保法的問題 

【動保教育】 

   不一樣的動物園遊記 我來我見我省思 

   「反霸凌動物」教師培力暨教案設計工作坊 學員心得 

   行動亞洲 2019「生命關懷教育」課程的創新嘗試 

https://www.lca.org.tw/avot/7495
https://www.lca.org.tw/avot/7498
https://www.lca.org.tw/avot/7506
https://www.lca.org.tw/avot/7507
https://www.lca.org.tw/avot/7508
https://www.lca.org.tw/avot/7509
https://www.lca.org.tw/avot/7510
https://www.lca.org.tw/avot/7511
https://www.lca.org.tw/avot/7512
https://www.lca.org.tw/avot/7513
https://www.lca.org.tw/avot/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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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保行銷】 

   行銷與動保 

   「世界無翅宣言」號召全球拒絕魚翅 

   突破同溫 議題共好 

【同伴動物】 

   流浪動物認養志工隊：暫別與回顧 感謝與祝福 

   志工隊夥伴 現身說法 

   愛媽傳奇 

 

8.發行「台灣動物之聲」電子報半月刊  

  透過每月兩次發行電子報，精選本會官網及動保扎根教育平台之文章，主動寄發給訂閱戶，

提供最新動保資訊、宣傳本會舉辦的講座研習活動、分享協會活動花絮等。今年總共發行22

期電子報，至405期為止累計7,869名訂閱戶，每一期的訂閱量持續增長，今年度共增加227位

訂閱。 

 

https://www.lca.org.tw/avot/7515
https://www.lca.org.tw/avot/7516
https://www.lca.org.tw/avot/7517
https://www.lca.org.tw/avot/7519
https://www.lca.org.tw/avot/7520
https://www.lca.org.tw/avot/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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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期發行資料如下： 

期號 日期 訂閱數 增加數 主題 

406 2019.12.20 7,869 0 
【台灣動物之聲】406期：講座來了！你從來沒想過的

野生動物鄰居 ─ 台灣獼猴 

405 2019.12.5 7,869 0 
【台灣動物之聲】405期：家有毛小孩請注意~狗貓飲

食及減肥觀念 

404 2019.11.20 7,869 4 
【台灣動物之聲】404期：植物肉安全嗎？健康嗎？能

否取代動物肉？ 

403 2019.11.5 7,865 0 
【台灣動物之聲】403期：「關懷動物文學獎」全國徵

文比賽名單出爐！展現國小學童對各種生命的關愛 

402 2020.10.20 7,865 4 
【台灣動物之聲】402期：活動推薦！影像敘事與生命

關懷講座—影像背後你所不知道的故事 

401 2020.10.5 7,861 38 
【台灣動物之聲】401期：珍古德獲頒唐獎，線上演說

籲尊重動物、關注集約化畜牧問題 

400 2020.9.20 7,823 66 
【台灣動物之聲】400期：「歐巴桑關懷動物保護」動

保大眾講座歡迎報名！ 

399 2020.9.5 7,757 58 
【台灣動物之聲】399期： 蔬食沒有瘦肉精，關懷生

命協會推廣蔬食，主張「不吃肉」、「少吃肉」 

398 2020.7.20 7,699 17 
【台灣動物之聲】398期：專家帶你觀察台北、新竹動

物園，用嶄新視角省思何謂「快樂天堂」 

397 2020.7.5 7,682 6 
【台灣動物之聲】397期：8/22-23台灣動保青年論壇

「2020動保政策分析及倡議策略營」歡迎報名！ 

396 2020.6.20 7,676 2 
【台灣動物之聲】396期：關懷動物文學獎開跑！我們

有一封給小朋友的信 

395 2020.6.5 7,674 4 
【台灣動物之聲】395期：廉價、新鮮、乾淨的雞肉，

與我的神學反思：從信仰角度談畜牧業 

394 2020.5.20 7,670 10 
【台灣動物之聲】394期：民團集結十大環境議題 呼

籲台灣立即行動 

393 2020.5.5 7,660 5 
【台灣動物之聲】393期：地球日 50周年 「動法盟」

函請總統啟動憲改將動物保護入憲 

392 2020.4.20 7,655 2 
【台灣動物之聲】392期：動保教育的理想與實務，教

育現場如何面對及創新？ 

391 2020.4.5 7,653 -2 
【台灣動物之聲】391期：「兔兔不哭」無動物實驗查

詢網開站啦！邀您一同支持善美麗 

390 2020.3.20 7,655 1 
【台灣動物之聲】390期：為眾生祈福－第 67 期台灣

動物之聲出刊囉！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24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24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23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23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21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21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19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19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17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17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14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14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11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11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09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09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07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07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03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03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00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500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99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99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97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97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94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94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92&fbclid=IwAR3x56pB1Fb_lmbUG3tC8lPmveONlLF9Bd174NaTTyd4kEvKBE3UBeDbxrY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92&fbclid=IwAR3x56pB1Fb_lmbUG3tC8lPmveONlLF9Bd174NaTTyd4kEvKBE3UBeDbxrY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89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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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號 日期 訂閱數 增加數 主題 

389 2020.3.6 7,654 4 
【台灣動物之聲】389期：「動法盟」提八大動保訴求 獲

跨黨派立委支持 

388 2020.2.20 7,650 1 
【台灣動物之聲】388期：關懷生命協會開 LINE啦！

快來加好友唷～ 

387 2020.2.6 7,649 5 
【台灣動物之聲】387期：拒吃拒買拒養野生動物 兼

顧野生動物與人類福祉 

386 2020.1.20 7,644 2 
【台灣動物之聲】386期：迎春納吉賀新年 祝您鼠年

大吉大利！ 

385 2020.1.6 7,642 * 
【台灣動物之聲】385期：終結！2020年起禁止象牙

產製品買賣 

 

五、動物援助  
1.協助民間動物收容所犬隻照護  

【狗場訪視】大滷麵樂園的故事 

  6月 5日下午，連日的雨終於暫緩，關懷生命協會兩位同仁一起前往土城山區的民間狗場

拜訪。計程車從頂埔捷運站行駛約十多分鐘抵達，我們聽到幾隻狗的叫聲，看到山坡邊的小溪

上有一座窄窄的鐵橋，橋面上沒有人也沒有車，而是好多隻狗兒躺在上面。靠近車道的橋頭有

簡易的木棧板門阻隔，門上掛著新北動保處的嚴禁棄養警示標語板，和一幅佛祖的掛畫，另一

端有各種廣告帆布遮蓋的地方就是今天的目的地「大滷麵樂園」。 

 

*張媽從鐵橋對面的園區走來，一邊撥整頭髮還要一邊注意腳邊的狗。 

守衛們 

  「大滷麵樂園」的園主張媽從對面走來幫我們開門，張媽一頭俐落短髮，脖子上掛著毛巾，

衣服外綁著紅色廚房圍裙，一邊走一邊稍微撥整頭髮，很是親切可愛。門一打開，立刻就有其

中兩三隻狗蹭過來討摸。「皮卡丘！」張媽叫著其中一隻米克斯的名字。橋上還有一隻很大的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88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88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86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86
https://www.lca.org.tw/zh-hant/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79
https://www.lca.org.tw/zh-hant/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79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77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77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71
https://www.lca.org.tw/civicrm/mailing/view?reset=1&id=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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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高山犬，牠就是鎮園之寶「大滷麵」，張媽以牠的名字創了粉絲專頁「大滷麵樂園」。還

有雙腳有殘缺，靠著輔助輪椅行動的狗狗，牠是「美美」。我們就一路被迎接進入牠們的世界。 

 

  80多隻狗興奮的吼聲傳入我們耳中，張媽為每一隻狗取名字。她說道：「每一隻狗都有

獨特的故事，曾經受過傷，心裡或身體上的，可能是被虐待、棄養、或在外流浪受傷。」在張

媽的照護下，這裡的狗大多十分親人，只有少數戒備心較重無法群居，需要獨立的空間。 

 

*「美美」的雙腳有殘缺，靠著輔助輪椅行動，在窄窄的鐵橋出入也難不倒牠。 

 

以狗場為家 

  我們看到現場只有張媽一個人，問她是否有其他工作人員或志工協助？張媽說之前有請人

幫忙打掃整理環境，但這工作太辛苦了；志工頻率也不高，畢竟地點較不方便。她只好住在狗

場裡面，三天才回家一次。「要睡在哪裡呢？」原來入口旁有一個小小的房間，一隻小白狗守

在門口。她不是流浪狗，張媽以前養在家裡，到哪都會帶上她的「白雪公主」，現在少回家了，

白雪公主當然也就名正言順地以狗場為家，繼續的陪伴張媽。 

 

  「80幾隻狗，一個月需要多少花費呢？」張媽說不算醫藥費的話，一個月大概 60-80包

15公斤的飼料，加上有時候善心的店家會提供下腳肉讓狗狗加菜。正好我們到訪時張媽剛燙

好一桶老母雞肉，準備拌在飼料中。趁我們參訪時一團混亂，聰明的「阿寶」便趁熱偷吃了好

幾大口！ 

 

  如果有狗狗生病或受傷了，醫藥費是很驚人的，去年「小白」有心臟病的問題，張媽特地

帶牠去新竹看獸醫，一次都是四位數起跳。只是輕微皮膚病的話，張媽會幫狗點藥，或是在飼

料裡加藥。然而點藥也不是簡單的功夫，「圓仔」不知為何左後腿內側被劃開了一塊肉，現在

張媽每天要跟他諜對諜，趁其用餐不備時繞到後面點藥，好幾次差點被咬。張媽也現場示範明

目張膽地拿出藥水的後果，狗一溜煙就跑了。 

 

https://www.facebook.com/%E5%A4%A7%E6%BB%B7%E9%BA%B5%E6%A8%82%E5%9C%92-47764902591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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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大滷麵樂園」的環境稍嫌混亂而擁擠，跟其它許多的狗場類似，充滿了不知道什麼

時候才會派上用場的物資。但狗兒的狀況卻維持的相當不錯，沒見到患有皮膚病的狗，受傷了

也能接受醫療。 

 

*不論張媽去哪，都會帶著「白雪公主」同行，牠現在在幫張媽顧房間。 

*聰明的「阿寶」正在偷吃張媽剛燙好的老母雞肉。 

 

願佛祖保佑 

  話鋒一轉，張媽聊起了過去。張媽和流浪狗的淵源起於高中時期，她騎著車在新北許多地

方餵養，漸漸認識一些同樣關心流浪動物的朋友。這個狗場原先就是一位朋友的，但她三年前

過世了，眾多狗兒頓失支柱，張媽只好挽起袖口接續照顧的工作。目前 80多隻狗已是極限，

未來會繼續照顧到牠們終老，原則上不再多收。照顧流浪狗資歷 30多年，自己的年紀也越來

越大了，加上長期扛飼料等重物、飲食與生活不正常，伴隨心理壓力，所以身體狀況一直不太

好。 

 

  樂園基本上都是用回收物資搭建的，每天需要用的飼料、水電和設備是龐大的壓力。雖然

這裡有申請到電，但出問題時水電工不一定願意前來修繕；甚至叫瓦斯時要到外面等，不然他

們也不想進來。用水方面，以前是使用溪水，但張媽發現無法確定上游是否有排放廢水，有時

候狗兒會拉肚子。後來就拉水管接引山泉水，卻也會遇到水量不穩定的問題，還得要下山提水。 

 

  朋友送她佛像的掛畫、五色風馬旗、印有咒文的手環，張媽就把他們掛起來戴起來，願佛

祖保佑。也許如此，一路上還是多少遇到一些貴人。一位師兄經常過來檢查樂園的水電問題，

也利用他的焊接技術強化許多建物的結構。「毛小孩不孤單志工團」不時造訪，清水溝、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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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關懷生命協會也在近幾年陸續捐贈飼料，算是不無小補。 

 

  

*張媽一拿出藥水，「圓仔」立刻警覺地直盯著張媽的一舉一動。 

*「毛小孩不孤單志工團」協助整理狗場環境。 

 

  也許會有人疑問，民間狗場環境不好，甚至認為不應該存在這樣的場域。但為什麼會有人

願意放棄舒適的生活，投注自己的時間和積蓄，淨做這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或許便是不忍生命

的苦難，希望牠們在人間能有個棲身的樂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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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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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費執行概況 

決算 

項目 
決算數 概述 

辦公室 

維運費 
1,363,241 

辦公室運作之人事、保險、租賃、差旅、郵電、水電、文具、器材維

護等費用 

立法 

推動 
30,160 

1. 參與民間動保法修法工作坊 

2. 比較各縣市動保自治條例 

3. 動保立法運動聯盟 

4. 蔬食推廣法制化 

行政 

監督 
71,714 

1. 寵物登記及絕育排行調查 

2. 各縣市動保檢查員機制調查 

3. 調查禁止象牙產製品買賣法案落實情形 

4. 調查動物展演法案落實情形 

議題 

倡議 
921,630 

1. 調查公立動物收容所之改建與轉型 

2. 推廣兔兔不哭無動物實驗商品查詢網 

3. 合辦 2020 年全國 NGOs 環境會議 

4. 舉辦台灣動保青年論壇 

5. 與 WildAid 野生救援合作推動「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教育 

宣導 
1,229,796 

1. 國內中小學動物保護教育現況調查暨扎根教育計劃課程盤點 

2. 舉辦動保教育扎根教師研習 

3. 舉辦動保教育扎根教師培力暨教案設計工作坊 

4. 校園動保宣導活動 

5. 舉辦關懷動物文學獎 

6. 舉辦動保大眾講座 

7. 出版「台灣動物之聲」年刊 67 期 

8. 發行「台灣動物之聲」電子報半月刊 

動物 

援助 
167,410 支援民間動物收容所犬隻照護 

業務執

行費 
1,484,875 主管及專員三名 

總計 5,268,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