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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本會邁入第二十個年頭。
二十年來，不論是同伴、經濟、野
生、實驗、展演或勞役等動物，本
會皆致力改善並提升他們在人類社
會大規模利用下的處境與福利。

    2018年除了持續上述各項工作，我
們並正式成立了「台灣動物保護學
院」，作為推廣動物倫理與福利教
育的長期基地。此外，為了改善每
年三億七千萬隻產蛋母雞的命運，
我們也成立了「友善雞蛋聯盟」，
協助蛋雞農民轉型，推廣友善養殖
方式、提升民眾的食物倫理意識與
飲食安全、健康。

    從成立至今，我們善用每一筆捐
款，從源頭、政策、法制層面，改
善各類動物處境、提升動物福利、
保護生態環境，並推動多項未曾被
關注的動物議題，深入動物受苦的
場域，致力改變苦難的結構。有關
本會「2018年重點工作與影響報
告」，可詳見次頁說明，或見研究
會官網。 

    在所有動物議題裡，除同伴動
物、野生動物議題外，農場動物、
實驗動物向來較易被忽視，募款也
不易。而上述議題正是本會近幾年
努力工作的重點。

    如果您已是本會的固定捐款者，
懇請您幫忙邀請一位親友，成為本
會的固定贊助者，讓我們能繼續專
業踏實的推動各項議題。今年高雄

愛智圖書公司再度捐贈「2019台灣
鳥類月曆」幫助本會募款。

本會需要募集到 －－
• 300位每月固定捐款 200 元以上

（即「定期定額捐款」一年以
上），或

• 單筆捐款2,400元以上的捐款者（
目前本會固定捐款者為152位）。
凡於－－

• 2019年2月28日前利用本會信用卡
線上捐款系統

• 成為定期定額捐款者，或直接填
寫「信用卡捐款授權書」傳真回
本會02-2365 1701 或利用劃撥（
請見最末頁），或其他捐款方式

  單筆捐款2,400元以上者，本會將
寄贈一本「2019台灣鳥類月曆」致
謝。

    本會為立案社團法人，所開立之
捐款收據，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
一項第二款，捐款總額在綜合所得
總額百分之二十以內可以列舉扣除
節稅。您的每一筆捐款，我們都會
公布徵信於網站上，財務報表亦每
年呈報內政部及國稅局並公開以昭
公信。

目錄
執行長前言	 	 	 	 	 1

整體動物保護政策	 	 	 	 	 3

經濟動物議題	 	 	 	 	 4

實驗動物議題	 	 	 	 	 18

展演動物議題	 	 	 	 	 24

野生動物議題	 	 	 	 	 28

同伴動物議題	 	 	 	 	 32

海洋保育	 	 	 	 	 34

教育	 	 	 	 	 36

財務報告	 	 	 	 	 38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	2018年重點工作與影響

敬祝	闔家	平安如意

執行長 朱增宏
敬啟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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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朋友，收信好：	
    謝謝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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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 遊 說 立 法 院 於 動 物 保 護
法 第 四 條 增 列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訂 定 動 物 福 利 指 標 ， 並
每 年 定 期 公 布 動 物 福 利 白 皮
書 ， 以 定 期 檢 討 政 策 成 效 」 。
法 條 於 1 0 4 年 1 月 2 3 日 三 讀 通
過 ， 同 年 2 月 4 日 公 布 施 行 。

106~107年農委會召集官方、
學 者 、 民 間 團 體 召 開 多 場 討
論 會 議 ， 於 1 0 7 年 底 完 成 「 動
物 福 利 白 皮 書 ( 初 稿 ) 」 ， 並
已 正 式 預 告 廣 納 公 民 意 見 。

本 會 出 席 每 一 場 不 同 議 題 的
討 論 會 議 ， 為 提 升 同 伴 、 經
濟 、 野 生 、 實 驗 、 展 演 與 勞 役
等 動 物 福 利 ， 提 出 嚴 謹 建 言 。

推 動 政 府 制 定 「 國 家 動 物 保
護 政 策 綱 領 」 ， 並 監 督 政 府
制 定 「 動 物 福 利 白 皮 書 」	
做爲未來動物保護施政依。

整體動物
保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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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af05fadc-2b08-4e75-8a14-a4e8ac63ce28


一 、 努 力 不 懈 推 動 「 解 放 格 子 籠 蛋 雞 」 — —	
立法遊說、消費者連署、串聯國際組織施壓跨國企
業…行動不間斷

經濟動物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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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國際串連行動－－參與由6大洲50個國家53個動保組織所串連成立的
「讓雞展翅」國際聯盟（Open Wing Alliance，OWA)於布拉格舉行的工作會
議，並針對跨國企業「星巴克」仍使用格子籠雞蛋，於布拉格「星巴克」旗
艦店發動靜默抗議。要求星巴克重視經濟動物福利，落實社會企業責任，不
要成為殘虐格子籠蛋雞的幫兇。

攝影：Open Cages

攝影：Open Cages

五月，於立法院永續會召開「解放蛋雞全球趨勢與挑戰公聽會」，邀請「讓
雞展翅」國際聯盟（Open Wing Alliance，OWA)副主席Aaron Ross前來與
立委、官員、產業、學者等，分享目前國際「廢除籠養蛋雞」（end cages）
運動的發展與挑戰，共同討論台灣已萌芽的友善雞蛋政策如何生根，以因應
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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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成功遊說台灣家樂福公司，宣布「食品轉型
從蛋開始--友善雞蛋採購政策」，為亞洲首家宣布「
非籠飼雞蛋採購政策」的量販通路。

為推動消費者支持善待母雞好蛋，促進蛋農轉型。
本會持續積極遊說量販通路、餐飲業、烘焙業、團
膳業者使用友善雞蛋，多項進展令人振奮！

5月15日家樂福與本會共同召開記者會，宣布四項友
善雞蛋承諾：

• 2018年底家樂福全國門市設置「非籠飼友善雞蛋
專區」

• 2019年家樂福推出「非籠飼-平飼飼養」自有品牌
雞蛋

• 2020年家樂福嚴選採「自由放牧」雞蛋

• 2025年家樂福品牌雞蛋全面採「非籠飼養」，並
希望針對非家樂福品牌雞蛋亦能朝「非籠飼養」
努力

3



從巢箱到餐盤 
蛋雞動物福利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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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為提升畜牧生產全程落實動物福利，舉辦
「從巢箱到餐盤－－蛋雞動物福利國際研討會」，
蛋雞產業從業人員報名踴躍!

蛋雞動物福利國際研討會邀請到「RSPCA保證」
（RSPCA Assured)、英國 Sankalpa基金會、英國
布里斯托大學獸醫學院以及牛津大學「農場動物福
利計畫」等多位專家學者，以及農委會「107年友
善蛋雞生產系統輔導團隊」共同參與。

蛋雞產業從業人員報名相當踴躍，共計212人參
加，其中包含大型食品公司與各通路商。同時有
25家牧場表示將轉型或已在轉型中，希望獲得友
善生產的技術、經驗與通路協助。透過專家學者與
產業的對話討論，與會者對於「食品安全」與「動
物福利」關聯，皆有深刻體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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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成功協助家樂福公司，於年底
實踐其承諾，完成「非籠飼雞蛋專區」
設置。並且加碼進擊「解放格子籠蛋
雞」，除賣場供應新鮮「非籠飼雞蛋」
外，家樂福熟食部門便當亦採用「非籠
飼雞蛋」，並推出全台首支 「 非籠飼
茶葉蛋 」。

半年來本會安排並陪同家樂福CSR部門
及採購人員，拜訪位於全台各地的友善
雞蛋聯盟牧場，協助其了解蛋雞飼養各
環節的動物福利與食品安全問題。協助
企業落實食品轉型政策。

2月：迪化街年貨大街「廢除格子籠」宣導及連署。 

6月~12月：於全台家樂福門市舉辦多場消費者宣導教育。

12月：於台中寵物商品展及總統府微笑動物日進行「廢除格子籠」宣導及連
署。連署人數不斷增加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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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516n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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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企業支持友善雞蛋有成！ 
改善格子籠蛋雞處境、保障消
費者健康

除家樂福外，其餘量販通路亦開始支持友善雞蛋。年底大潤發已
有三款非籠飼雞蛋上架，台北農產公司「農的傳人」門市也有
二款非籠飼雞蛋，皆為「友善雞蛋聯盟成員」。有機商店亦有販
售。

本會將持續遊說更多通路、餐飲業、團膳業使用非籠飼友善雞
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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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雞蛋聯盟成員今年新增9場(3場放
牧、6場平飼)，讓十幾萬隻母雞免受格
子籠之苦。

8

15

本會協助家樂福公司落實「食品轉型－
從蛋開始」計畫，榮獲家樂福頒發「家
樂福CSR最佳夥伴」獎。

9

    快樂 
所以你快樂 

https://eastfree0511.wixsite.com/cagefree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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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去年召開記者會呼籲逐步廢除殘虐母豬身心
的「母豬狹欄」，促成農委會函告「豬隻友善飼
養系統定義與指南」，今年進一步促使農委會進
行母豬友善飼養模式在地研究，以利後續輔導推
廣。

本會自2016年倡議廢除豬隻活體拍賣制度，農委
會要求正在改建的台中市烏日肉品市場、台南市
肉品市場(善化、安南整併)，必須設置屠體拍賣區
(包括預冷、冷藏設施)，惟現階段仍保留傳統拍賣
設施並行。

持續遊說豬場轉型友善飼養，目前已有一場雲林
新設豬場全場轉型為友善生產，採用維護動物福
利的母豬群養方式。

二、持續改善豬隻飼養、運輸、屠宰各
階段動物福利，遊說豬場轉型友善飼養

17

攝影：Edgar's	Mission	/	
edgarsmission.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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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有福利  
人類有福氣



一、研究公布台灣「健康食品」(小綠人標章)	 不當使
用動物實驗的調查報告。7成健康食品每年約使用10萬
隻動物。呼籲衛福部應比照歐美「保健宣稱」應以人體
試驗結果為依據。衛福部回應訴求，已研擬刪除腸胃道
保健、抗疲勞等多項保健功效法規的動物實驗規定。

致力推動實驗動物3R原則——替代、減量、精緻化實驗動物
議題

18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	2018年重點工作與影響

19

本會與立法委員林淑芬共同召開「
檢 視 台 灣 健 康 食 品 動 物 實 驗 的 荒
謬－－你知道自己是健康食品的白
老鼠嗎？」記者會，針對國人愛吃
的健康食品其「保健宣稱」與「安
全性評估」所依據的動物實驗及審
核機制提出質疑。

台灣7成以上健康食品保健功效宣稱
僅根據「動物實驗結果」，只有不
到3成的產品，其功效宣稱是經由人
體試驗來證實，與Codex、歐盟、美
國食品保健要求必須依據人體研究
的科學證據背道而馳。除了讓人質
疑這些保健功效的宣稱外，更因此
造成大量無辜動物的痛苦與犧牲。

為了保障民眾的健康，本會求衛福
部應修改《健康食品保健功效評估
方法》廢除各項「功效評估」的動
物實驗，全部改為人體試驗。而「
安全性試驗」也應修改《健康食品
安全性評估方法》，要求廠商優先
採用替代方案進行。

衛福部目前正在進行健康食品相關
規 定 修 法 ， 已 研 擬 刪 除 腸 胃 道 保
健、抗疲勞等多項不合理的保健功
效法規動物實驗規定。

詳細內容請見本會官方網站。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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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科技會報決議由農委會統籌提出跨部會
「生醫產業動物替代關鍵技術開發計畫」；科技部生
科司亦在今年首度編列動物實驗替代方案研發的獎助
經費。

本會自2012年至今，歷次實驗動物行
動均呼籲政府應成立3R中心，以推動
實驗動物之替代，並於今年6月15日
與立法委員余宛如、吳焜裕共同召開
「動物實驗替代方案--台灣如何跟上
世界？」公聽會，邀請國際知名的動
物實驗替代方案推手、美國人道協會
（HSUS）科學總顧問Andrew Rowan
博士來台，與產官學各界分享國際上
動物實驗與測試替代方案（AAT&E）
的發展現狀和經驗。並安排Andrew 
Rowan博士拜訪立法委員林靜儀、余
宛如及科技部官員，討論國際3R替
代方案現況及台灣成立3R中心的必要
性。

科技部落實公聽會中的承諾，今年首
度在「新興/其他領域」項下編列1000
萬元獎助經費，以鼓勵學界及相關產
業積極投入動物實驗替代方案研發。

掌管國家科技發展政策方向的行政院
科技會報亦決定，109年度將會提出
「生醫產業動物替代關鍵技術開發計
畫」，由農委會統籌，環保署、國家
實驗動物中心等相關部會參與研發，
為期四年。

科技部、農委會推動「動物實驗替代
方案」相關研究計畫，只是政府踏出
的第一（小）步，本會將持續要求政
府成立3R中心，訂定明確的「動物實
驗替代方案」政策目標，針對「動物
實驗替代方案」制定短中長期發展計
劃，方能對推動「人類模式」、「無
動物實驗」的創新生醫研究有實質助
益！以促進台灣精準醫療、個人化醫
療發展。

詳細內容請見本會官方網站。

3R
持續推動政府設立
實驗動物替代、減量、
精緻化3R中心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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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推 動 台 灣 《 實 驗 動 物 照 護 與 使 用 指 引 》	
法制化。讓動物實驗機構內部管理、外部查核執法具
法律依據。

動物保護法自1998年公布以來，規範
國內進行動物實驗的科學應用機構，
都必須成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
員會或小組」，負責督導機構進行實
驗動物之科學應用，此為內部監督；
同時農委會亦聘請專家、學者、動保
團體代表，定期監督及查核個別動物
實驗機構，此為外部查核。

但近二十年來，實驗機構與外部查核
時皆參考中華實驗動物學會出版的
《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指南》，但此
份指南並非政府正式公告，無法源基
礎，亦無強制性！本會在多次行動中
呼籲應盡速將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指
南法制化。

農委會於去（2017）年委託中華實
驗動物學會重新研擬「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指引」草案，內容係以美國
「實驗動物管理及使用指南（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2011）為原則，並參考美
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實驗動物福

利辦公室」（Office of Laboratory 
Animal Welfare）所訂「檢查表」
（check list），由該會專家委員「依
國內現階段可執行之狀況」編修。

新版指引已於今年7月22日正式公
告，內容除了獸醫照護管理、動物房
舍等硬體規定外，更增加了機構政策
及職責的章節。但美中不足的是，新
版指引並未規定機構必須設置專責獸
醫師（實際負責管理動物醫療照護）
，恐難落實「機構必須提供飼養動物
一個符合高品質照護及倫理標準的獸
醫照護管理計畫」之規定。本會將持
續要求機構應設置專任實驗動物獸醫
師。

詳細內容請見本會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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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RSPCA UK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22


一、推動動物保護法「展演動物」條文修正
通過，並協助召集各方利害關係人討論制定子
法。展演動物權益與福利進一步獲得保障。

動物展演 
議題

24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	2018年重點工作與影響

25

為彌補現行動保法「展演動物」定義僅限於同時利用動物進行「
展演」及「騎乘」之漏洞，以致合法納管業者僅剩幾家馬場，絕
大多數動物展演行為無法規範之漏洞。本會推動動保法修訂，並
成功遊說立院通過三讀。

本次修法，從母法文字到子法，包括應納管的展演行為及管理辦
法草案，皆由本會出面邀集台灣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旗下會員、
主管機關農委會及關心此議題之動保團體，經歷一年且多次的討
論會議，共同修訂母法修正文字及後續子法「管理辦法」。相關
利害團體（代表）充分對話、討論，逐步形成共識，具體落實公
民參與公共政策。未來台灣利用動物展演行為都受到動保法規
範，具體保障動物福利。

詳細內容請見本會官方網站。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04 


大義宮不當圈養海龜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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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為 澎 湖 縣 大 義 宮 遭 不 當 圈 養 的 海 龜 請 命 ！	
要求主管機關海委會、澎湖縣府停止核發公開展示許
可，讓海龜可以到更適合飼養的環境，或由專家評估
其野放可行性，回歸大海。

澎湖縣竹灣村大義宮，三十年來將十幾隻保育類獨居型海龜集體飼養在不見
天日、環境惡劣的密閉地下室中，並公開展示讓民眾參觀。廟方將水池營造
成「許願池」，誘導民眾朝池中投擲硬幣，造成海龜重金屬汙染，血液重金
屬含量高於漁業混獲的野生個體。且因缺乏日照(紫外線)，讓海龜無法獲得
足夠的維生素D3，影響龜殼生長所需要的鈣質吸收，進而大幅縮短海龜生
命，而集體飼養也造成海龜的搶食與打鬥。

海龜是獨棲型動物，在大海中鮮少集體行動，只有求偶時才與同伴相會。大
義宮將海龜密集飼養，不僅違反其自然習性，也造成海龜搶食、打鬥等「緊
迫症候」（stress syndrome）行為，長期下來會造成許多疾病甚至死亡。世
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將海龜列為瀕臨絕種動物，國際間對海龜保育的重
要性早有明確共識，並嚴格規定所有圈養行為，包含展演、運送、設施、水
質、飲食等及空間大小，以確保海龜才能在圈養環境下自由活動並有足夠的
運動，以避免肌肉萎縮。

由於大義宮海龜展示期限在今年11月底到期，本會進行調查，並與廟方展開
溝通，在遲未獲廟方回應下，召開記者會要求海委會與林務局積極介入，禁
止大義宮繼續公開展示海龜。若大義宮堅持繼續飼養，必須設定改善期限要
求改善飼養環境與空間，否則就應儘速沒入、救援與醫療。 

詳細內容請見本會官方網站。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31　


一、為建置台灣完善之「野生動物通報、救傷、野
放、收容系統與制度」，本會再與立法委員林淑芬召
開「建立台灣野生動物通報、救傷、野放、收容系統
與制度」座談會。
	
邀請野生動物救援、醫療、收容單位參與，提出通報
及後續處置制度之建議。促使林務局著手建置完善「
傷病野生動物救援醫療收容管理資料庫」。

繼106年底公布「體檢野生動物通報
案件系統與處置問題」調查報告後，
本會再與立法委員林淑芬召開「建立
台灣野生動物通報、救傷、野放、收
容系統與制度」座談會，邀集野生動
物保育中央、地方主管機關，各縣市
委託執行野生動物救援、醫療、收容
單位，野生動物專家學者與民間團
體，共同討論，就野生動物案件通報
紀錄、義工、動物福利照護與福利、
醫療資源、動物利用等層面提出建
議，以及討論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法
條，及需要獸醫師法、動物保護法等
相關法律問題。

促成林務局會後著手建置「傷病野生
動物救援醫療收容管理資料庫」，
預計今年三月正式上線，將作為各縣
市野生動物救援案件統一紀錄，以利
累積長期資料分析結果，用於生態教
育、保育政策研擬之參考。

詳細內容請見本會官方網站。

野生動物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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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獼猴由保育類降為一般類？
本會呼籲農委會應先公開獼猴降級科學
依據，評估降級之衝擊與因應；若要解
決獼猴造成農損問題，則應先清查非法
佔用國有地，擬定有效防治措施，不要
拿沒有投票權的動物開刀。

今年6月25日，林務局召開「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
，會中專家共識：「台灣獼猴族群數量穩定增加，建議
可從保育類除名，降為一般類」。本會在會議前即提出
多項呼籲：解決獼猴「農損」第一步，應優先盤點非法
林地遭佔用問題，以保障合法農民與野生動物棲息地，
並籲請農委會及保育諮詢委員們審慎評估降級對獼猴族
群的風險與衝擊；此外，目前猴群數量估算依據誤差
大，降級後衝擊評估也闕如；另應建置、落實通報與長
期監測系統，纔能充分掌握獼猴生態與農害實情；防治
設備補助需先行；落實政府資訊公開！

農委會已正式將野生動物保育類名單修正草案預告，本
會亦正式行文陳述反對意見。長期以來，台灣野生動物
野外族群及生態監測、各項研究，皆缺乏相對應的經費
支持與重視，現行的「野生動物評估分類基準表」，是
否真能切實反映野生動物野外族群現況？降級決定是否
有充足的科學依據？降級之後的風險評估與因應方案，
尚未完備前，本會反對率然將台灣獼猴調降為一般類。

相關內容請見本會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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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為 改 善 台 灣 同 伴 與 野 生 動 物 處 境 ，	
本會與路殺社共同推動「系統化全台同步路殺
動物及遊蕩犬貓大調查」。

為改善台灣野生動物與流浪犬處境，本會與「南投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共同推動「系統化全台同
步路殺動物及遊蕩犬貓大調查」，已2018年1月正式上線，並已完
成四次調查。

計劃透過此公眾參與：

1. 估算全台每年動物路死總數量與分佈情形，以尋求改善方法

2. 監測不同季節及不同年度之間動物路死數量變化（含犬貓及寵
物路殺）

3. 評估動物受路殺威脅程度，積極協助改善受脅物種或大量死亡
事件

4. 了解國內遊蕩犬貓總數量及分佈，做為流浪犬族群控制、狂犬
病防疫、交通安全改善及管理政策制定依據，預防各種人、犬
與野生動物及畜牧農業之衝突。

    相關內容請見本會官方網站。

同伴動物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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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農委會進行107年度遊蕩犬數量調
查員培訓會議。

攝影：MurdochCat

https://roadkill.tw/spa-intro


攝影：Samule	Sun

一、推動沿近海漁業管理機制：
擔任漁業署近海漁業鯖鰺漁業諮
詢 小 組 、 鎖 管 漁 業 諮 詢 小 組 委
員。參與永續海鮮標章推動。	
 

二、推動遠洋漁業資訊透明。

海洋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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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式成立「台灣動物保護學院」！開
設多項動保知能與技能課程、講座。

為深化台灣動物保護運動，培養從事或參與動物保護工作之人
才、普及台灣民眾動物福利觀念及意識、建立長期推廣動物保
護各項智能與技能的教育基地，本會正式設立「台灣動物保護
學院」。107年度共開設春季班9門課、秋季班6門課，及1場動
物倫理學入門、2場講座、1場國際研討會。
相關內容請見本會官方網站。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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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年捐款總收入		7,728,570元 二、2018年總支出		7,032,463元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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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入會費  
2,800	元

0.04%

年度基金提列  
395,218	元

5.62%雜項支出
18,203	元

0.26% 人事費
2,638,596	元

辦公行政支出
566,710	元

專案計畫支出  
3,413,736	元

一般捐款
3,193,442	元

專案計畫捐款  
4,532,328	元

58.64% 48.54%

8.06%

37.52%

本會為立案社團法人，所開立之捐款收據，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款，捐款總額在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以內可以列舉扣除節稅。您的每一
筆捐款，我們都會公布徵信於網站上，財務報表亦每年呈報內政部及國稅局
並公開以昭公信。

http://www.east.org.tw/sponsorship.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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