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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本會邁入第20年。動保運動仍
充滿挑戰。

今年， 我們將改善動物處境、提升
民眾動 保意識的觸角延伸到龐大的
魚類，調查並公布金目鱸被殘忍「活
體弓魚」的狀況，引發廣大民衆對魚
類動物 福利的認知，也讓官員公開
表示：要努力讓「活體弓魚」成為歷
史。

在改善 工廠化畜牧的動物處境上，
我 們 完 成 了 乳 牛 和 蛋 鴨 生 產 的 調
查，揭 發許多漠視經濟動物福利的
殘忍真 相，投入與產業、政府的溝
通對話 ，提升消費者認知、推動改
善政策與方案。

「宗教與動物」的議題改革不易，「創
新祭拜文化、廢除神豬重量比賽」運
動我們 持續努力近二十年，今年籌
畫 了 成 功 的 社 群 行 動 ， 引 發 近 2 百
萬網民 的轉發與關注，讓民眾在政
府的公 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提
案要求 停止神豬重量比賽。政府因
此召開 協作會議，邀集主管機關、
尚舉辦 及已停辦神豬重量比賽的寺
廟、學 者與動保團體出席討論。相
關中央 及地方政府將持續向寺廟團
體及民 眾溝通。此外，去年仍舉辦
神豬重 量比賽的花蓮富里竹田義民

廟，今年亦宣布：決議不再舉辦！

為近四千萬隻產蛋母雞爭取權益的 
「解放格子籠蛋雞」行動，也透過消
費端的企業遊說支持，與產業的轉
型推動，帶動越來越多農民投入「非
籠飼」友善飼養。我們與中興大學動
科系老師組成學術輔導團隊，並舉
辦產業教育交流工作坊，一步一步
為改善經濟動物處境推進。

今 年 我 們 更 與 由 全 球 四 十 六 國 國
家，五十幾個動保組織所組成的「讓
雞展翅」國際聯盟（OWA），於台灣合
辦「亞洲高峯會」，讓台灣成為亞洲 
「解放蛋雞」運動的據點。

關於實驗動物，我們今年倡議化學
品毒理試驗優先採用非動物替代方
案，減少無謂動物犧牲。在改革動
物實驗管理制度上，各實驗機構「實
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IACUC）
，將設置「外部委員」，引入不同視
角督促落實替代、減量和精緻化3R
原則。此外，我們也持續推動政府
設立「國家動物實驗3R中心」。

一切皆因您的支持，讓我們可以為
台灣最被忽略的生命群體帶來更多
改變。

前言

3

成為動物的支柱！
掃描或點擊QR CODE 
得知捐款方式

深深祝福並感激！ 

執行長 朱增宏
敬啟  2019年12月

https://www.east.org.tw/support/donate_method
https://www.east.org.tw/support/donate_method
https://www.east.org.tw/support/donate_method


經濟動物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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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We Animals、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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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推動政府制定「友善畜牧、水產」 
　　相關法規與輔導政策

有機農業促進法於2018年5月30日公告施行，將「友善環境耕作」

納入規範，提供補貼鼓勵農民先行友善環境耕作（非基改、不化

肥、不農藥）。但相較於政府對友善環境耕作的支持與鼓勵，對推

動友善或有機畜牧水產轉型卻非常消極。

為改變現行工業化、密集化的畜牧水產養殖，所造成動物身心的

痛苦與緊迫，危害動物福利並不利防疫與食品安全問題。本會與

立法委員蔡培慧召開記者會、行政協調會，要求農委會積極研擬

友善畜牧、水產養殖等相關法規與輔導政策，以提升台灣農畜產

業，讓農民、產業有方向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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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We Animals、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台灣每年約

345萬隻 
金目鱸被虐待

https://weanimalsmedia.org/


█ 魚也會痛！提升整體社會認知「虐待魚不會有好肉」。要求政策

介入輔導並取締「活體弓魚」：

二、 持續改善各種經濟動物處境與福利     

今年共完成、公布「金目鱸弓魚」、「籠養鴨」、「乳牛」等動物處
境調查，督促政府制訂相關法規與政策，推動產業改革與消
費者教育。

魚是脊椎動物，是動物保護法的保護對象，卻也是最被忽視的動

物。實際生活中，多數產業從業人員與消費者並不了解哪些行為

會對魚造成痛苦緊迫，也不了解該如何善待魚。

2019年本會重點工作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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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被綑綁成U型，且緩慢窒息而死，承受極大痛苦。魚體釋放的乳酸量變得很高，導致魚
肉被污染、肉質下降。 |   圖：We Animals、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https://weanimalsmedia.org/


漁業署署長林國平出席研討會，表示將先
掌握實際使用弓魚的狀況，向消費者宣
導，慢慢讓弓魚成為歷史。

在自然狀態下，魚的身體不會弓成U型。
繩線穿扯魚嘴、鰓、鰓蓋的過程，也會造
成魚的疼痛與緊迫。鰓蓋被迫打開，氧氣
量緩慢地降低，窒息死亡過程變得十分漫
長。 | 圖：We Animals、台灣動物社會
研究會

為提升社會對魚類動物福利的認知，本會完成台灣「活體弓魚」的

調查，特別於10月4日世界動物日召開記者會，公布傳統市場常

把金目鱸「活體弓魚」的殘忍現象，呼籲消費者拒買虐待動物的「

活體弓魚」。

所 謂 「 活 體 弓 魚 」 ， 是 用 尼 龍 線

將 金 目 鱸 從 嘴 唇 穿 線 拉 到 魚 尾

端 緊 緊 綁 住 ， 將 魚 體 彎 曲 成 不

自 然 的 U 字 型 ， 因 為 刻 意 將 魚

鰓 打 開 增 加 與 空 氣 的 接 觸 ， 藉

以延長魚的呼吸，強調可讓魚「

活比較久」。除了造成魚離水的

緊 迫 ， 以 及 身 體 被 強 制 綁 成 不

自然的U型，所造成的劇烈疼痛

外 ， 更 是 讓 魚 承 受 慢 性 窒 息 而

亡的痛苦。

科 學 研 究 早 已 證 實 魚 類 能 感 受

疼痛，也會因緊迫和恐懼感到痛

苦，任何捕撈、運輸都會造成魚

的緊迫，進而影響肉品品質。

本會訪問「活體弓魚」業者及消費

者，業者均強調是消費者要求，

他們才如此對待魚。消費者則表

示 : 是 業 者 告 訴 他 們 這 樣 才 能 讓

魚活著，而活著的魚比較「新鮮」

！

本 會 請 海 洋 大 學 學 者 以 科 學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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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執行長朱增宏於研討會報告「國際養殖魚類福利規範簡介」。

據，破除消費者以為「活魚較新鮮」的迷思，呼籲消費者絕不購買

虐待魚、且魚肉品質不佳的「活體弓魚」，同時要求農委會應依動

物保護法取締業者綁魚行為，積極著手訂定「魚類飼養、捕撈、運

送、展售、致昏與宰殺動物福利規範」，推廣教育訓練並宣導消費

者認知魚類動物福利。

本會行動獲得廣大消費者關注，漁業署並於10月23日召開第一屆

「水生動物福利與友善養殖研討會」，邀集生物、水產養殖、食品

科學、友善飼養業者發表與討論，超過上百位產業人士與學生報

名，現場討論踴躍。

漁 業 署 林 國 平 副 署 長 在 致 詞 時 ， 也 表 示 要 讓 「 活 體 弓 魚 成 為 

歷史」。漁業署並正式函文各縣市漁市場，要求逐步停止金目鱸弓

魚行為。全國金目鱸交易量最大的台北市漁產公司也召開協商會

議討論此事，並呼籲承銷人和攤商逐步禁用弓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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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87


「褐色菜鴨」號稱國寶，卻被塞籠虐養。違
反動物天性的飼養方式，是慢性折磨、殘
忍酷刑。 | 圖：We Animals、台灣動物社
會研究會

可憐的鴨子，終生被囚禁在窄小的鐵籠
裡，腳蹼因過度乾裂與不斷摩擦鐵絲而流
血。 | 圖：We Animals、台灣動物社會
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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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中秋節前夕，完成調查公布「血腥鴨蛋」實況，估計台灣約

有15~20% 的蛋鴨慘遭農民斷水、塞籠虐養。為了節省成本，農

民將天性敏感、需水的「水禽」鴨子，2到3隻塞入一層疊一層的格

子籠裡，每籠只有約莫A4紙張大小。這讓天性非常需要水浴、理

毛的水禽，完全無法接觸到開放水源，需要水來潤滑的腳蹼，只

能終日踩踏在乾鏽的鐵籠底，導致過度乾裂滲血，在蠅蟲盤據、

糞尿堆積的惡劣環境中，不斷在狹小的籠裡焦躁跳動。

終日的痛苦緊迫導致蛋鴨出現異常搖頭、渴望理毛整羽的刻板行

為，她們的羽毛結塊、汙穢，處處可見紅腫傷口，這種違反動物

天性的飼養方式，對水禽來說，無疑是慢性折磨與殘忍酷刑。

本會長期推動改善經濟動物福利，倡議「飲食不必殘酷」，要求農

委會應盡速訂定水禽動物福利規範，輔導少數業者轉型，停止以

籠養方式飼養水禽蛋鴨。

此外，本會亦已成功遊說多家食品加工廠改用「非籠飼」鴨蛋。

█ 調查、公布台灣「血腥鴨蛋」生產實況，要求農委會禁止農民以

籠養方式飼養水禽：

鴨子會用水清潔理毛，
促 進 新 陳 代 謝 、 維 持
羽毛良好狀態及眼鼻乾
淨。研究指出：當鴨子
無法以水進行洗澡等自
然行為時，會增加感染
疾疫的風險。

#由農委會補助、輔導的
「非開放式」平飼鴨場。#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82


█ 調查、公布「台灣乳牛飼養五大痛苦指標」，呼籲消費者與產業

重視乳牛身心健康與福利，投入提升產業現況：

為了解台灣乳牛動物福利狀況，本會實地走訪四大酪農區，共取

得30多家、不同規模乳牛場的調查影像，提出「台灣乳牛五大痛

苦指標」。

本會呼籲農委會盡速制定台灣乳牛飼養的「動物福利規範，並邀請

消費者要求乳品廠制定「牛乳收購動物福利政策」、公開契作酪農

資訊、生乳檢驗及廢棄生乳量資訊，供消費大眾檢視。

後續農委會已邀集學者、乳業公司、酪農及本會，著手研定「牛隻

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

乳牛身心不健康，如何確保牛乳安全健康？改善乳牛動物福利，提升酪農產業，刻不容
緩。 | 圖：We Animals、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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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乳牛五大痛苦指標

• 密集懷孕、生產及「高泌乳量」，導致乳牛「負能量

平衡」引發各種疾病

• 溫帶牛養在高溫多濕台灣，乳牛全年有6-8個月可

能處於「熱緊迫」狀態

• 台灣乳牛飽受乳房炎、蹄病等各種疾病之苦

• 去角、烙印、修蹄、榨乳、直腸觸診、產後母子分

離、病倒牛不當搬運等飼養管理作業，讓乳牛一生

不斷處於身心緊迫

• 飼養水平落差大，專業照護、設施與獸醫人力嚴重

不足，嚴重影響乳牛動物福利

消費者有知的權利！乳品廠應制定並公開「牛乳收購動
物福利政策」，透明化契作酪農資訊。



在台灣

4千3百萬隻 
蛋雞被關格子籠內

| 圖：We Animals、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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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讓雞展翅國際聯盟（Open Wing Alliance）

」國際串聯行動，在波蘭華沙與全球63個動

保團體，一起要求希爾頓飯店集團拒絕殘虐母

雞身心的「格子籠」雞蛋。希爾頓集團立即回應

宣布：將自2025年起，100%提供消費者非籠

飼雞蛋！ 

5月

2019年本會重點工作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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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遊說來自京都宇治市的「茶茶小王子專賣

店」，使用本會成立的「友善雞蛋聯盟」，旗

下蛋農所飼養生產的「非籠飼雞蛋」，製作抹茶

瑞士捲、京香捲。該公司並承諾未來將與「手信

坊」合作開發伴手禮，將採用友善雞蛋！

1月

三、 持續推動蛋雞友善飼養、 
　　廢除「格子籠」行動

https://www.openwingalliance.org/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40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59


抗 議 國 際 知 名 餐 飲 店 鼎 泰 豐 不

願制訂「友善食材」採購政策，

持 續 使 用 殘 虐 母 雞 身 心 與 消 費

者健康的格子籠雞蛋。

本會自2018年1月開始與鼎泰豐聯繫，遊說其落實

企業社會責任，「友善食材」採購政策，逐步改用非籠

飼雞蛋。在歷經一年半的溝通與等待後，台灣鼎泰豐總

公司仍以成本、試菜等理由拖延，然其鼎泰豐英國倫敦

門市，卻早已全面使用放牧雞蛋。

本會發起消費者訴求行動，希望營

收 獲 利 豐 厚 ， 不 斷 於 世 界 各 國 展

店的鼎泰豐，能有正面回應，用採

購力量帶動產業提升，創造人與動

物、環境三贏。

立即
播放

請看我們的行動影片，消費者要求鼎泰豐應全面改用「非籠飼雞蛋」。

6月

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J2oBLZb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J2oBLZb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J2oBLZbk&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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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遊說通路龍頭家樂福，提出「食品轉型—從

蛋 開 始 」 非 籠 飼 雞 蛋 的 四 大 政 策 ， 家 樂 福

落實第二年承諾，推出「自有品牌非籠飼雞

蛋」，帶動產業改善經濟動物處境！

11月

我是飛飛。謝謝你，讓我可以再度飛翔。

我的同伴－生活在台灣的三千七百萬隻產蛋母雞，絕大多數
一輩子都被迫囚禁在A4大小的「格子籠」裡，她們不曾走踏
到地面上，更別希求能張開翅膀梳理羽翼。人們剝奪我們一
切自然天性，把2~4隻母雞塞在小小的籠子裡，讓我們一輩子
只能痛苦的互相踩踏，在焦慮、緊迫中產蛋…

當你打開這盒以友善「平飼」飼養的雞蛋，你打開的不止是
我的牢籠，更是你和親友的幸福與健康！ 

謝謝你！
打開蛋盒一起了
解飛飛的故事！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99


十 一 月 ： 針 對 台 灣 指 標 性 美 食 品 牌 「

鼎 泰 豐 」 發 起 全 球 抗 議 行 動 ， 共 有 來

自「讓雞展翅國際聯盟」(Open Wing 

Alliance)全球 13 國家、17 個組織成

員，齊聚鼎泰豐位於永康商圈的門市抗

議，要求鼎泰豐重視經濟動物福利與消費者飲食安全、

環境永續，制定「非籠飼雞蛋」採購政策。並邀請全球消

費者參與「鼎泰豐：請停止虐待蛋雞」線上連署。

圖： 林
彥
廷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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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林彥廷

https://www.change.org/p/%E9%BC%8E%E6%B3%B0%E8%B1%90-%E9%BC%8E%E6%B3%B0%E8%B1%90%E5%81%9C%E6%AD%A2%E8%99%90%E5%BE%85%E8%9B%8B%E9%9B%9E-%E7%9B%A1%E9%80%9F%E5%88%B6%E5%AE%9A%E5%85%A8%E9%9D%A2%E4%BD%BF%E7%94%A8-%E9%9D%9E%E7%B1%A0%E9%A3%BC-%E9%9B%9E%E8%9B%8B%E7%9A%84%E6%94%BF%E7%AD%96%E8%88%87%E6%9C%9F%E7%A8%8B?recruiter=1018241794&recruited_by_id=f9343f10-051e-11ea-a8b4-cd0db2fb87f5&utm_source=share_petition&utm_medium=copylink&utm_campaign=petition_dashboard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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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年 推 動 「 善 待 雞 才 有 好 蛋 」 消 費 者 教 育 行 動 

持 續 推 廣 「 善 待 雞 才 有 好 蛋 」 消 費 教 育 ， 

全年對外演講宣導共計21場次。

全年

解放蛋雞，
你也可以做得到！
立即連署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3a1zZHrKA-i2v8JpVPaua4pvuMaksONuOzyFKykT7mkMQi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3a1zZHrKA-i2v8JpVPaua4pvuMaksONuOzyFKykT7mkMQi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3a1zZHrKA-i2v8JpVPaua4pvuMaksONuOzyFKykT7mkMQi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3a1zZHrKA-i2v8JpVPaua4pvuMaksONuOzyFKykT7mkMQi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3a1zZHrKA-i2v8JpVPaua4pvuMaksONuOzyFKykT7mkMQiw/viewform


全年努力不懈，進行企業遊說，成功推動多家企業

改用友善雞蛋

• 南僑集團旗下餐飲品牌「點水樓」、「寶萊納啤酒」及

「杜老爺咖啡」共計11家門店使用友善雞蛋聯盟成員

生產的非籠飼雞蛋。

• 烘焙業三叔公食品公司生產的手信坊-滴滴噠心蛋

捲(原味、咖啡、鹹蛋黃)，雪之戀-茶茶小王子京都

府宇治市日式蛋捲(雞蛋、抹茶)，使用友善雞蛋聯

盟成員生產的非籠飼雞蛋。

• 大潤發亦設立「友善雞蛋」專區，除販售多款非籠飼

雞蛋外，亦推出「自有品牌非籠飼動福蛋」。

• 電子通路台灣好農推出「好農葉酸蛋」，

使 用 來 自 友 善 雞 蛋 聯 盟 成 員 的 平 飼 蛋 雞

場。

全年

20

http://www.dianshuilou.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taipeipaulaner/
https://www.duroyal.com.tw/
http://www.3ssf.com.tw/
https://www.rt-mart.com.tw/direct/index.php?
https://www.wonderfulfood.com.tw/Client/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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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年 投 入 推 動 傳 統 格

子 籠 產 業 轉 型 、 強 化

友 善 飼 養 蛋 農 照 養 技

能

持 續 推 動 更 多 農 民 轉

型 友 善 飼 養 ， 協 助 全

台 各 地 友 善 蛋 農 強 化

飼養技能。

本會2017年正式成立「友善雞蛋聯盟」，並

訂定「友善雞蛋聯盟規範」、「友善雞蛋聯盟

動物福利規範」，內容包含：生物安全、飼

養管理、設施、蛋雞身體與行為指標，標準

高於現行農委會公告的「雞蛋友善生產系統

定義與指南」。凡是加入聯盟的成員，皆必

須遵守該標準並通過本會稽核。今年聯盟的

稽查員共實際訪查稽查46場。

本年度聯盟新增成員共計放牧4場、平飼3

場。目前仍有10家新場待稽查。

為強化友善飼養蛋農照養技能，並舉辦「

友善雞蛋聯盟教育宣導工作坊」。農委會

家禽生產科科長並出席參與。

全年

查看友善雞蛋聯盟的「雞蛋

動物福利標準」！

https://eastfree0511.wixsite.com/cagefreealliance/joinus
https://eastfree0511.wixsite.com/cagefreealliance/joinus
https://eastfree0511.wixsite.com/cagefreealliance/joinus


廢除「神豬重量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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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We Animals、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https://weanimalsmedia.org/


一、 今年新竹義民廟祭典前夕， 
　　我們發起「為阿義發聲」社群行動
十六年來，針對少數廟宇不斷以「宗教自由、傳統文化」為由，持

續舉辦殘虐豬隻的「神豬重量比賽」，我們每一年都以各種方式倡

議、抗議，雖然至今仍未成功，但為改善動物處境，我們不會放

棄。在神豬重量比賽取消之前，我們將無期限抗議此一陋俗。

此行動獲得社會極大回響，我們不斷提升社會大眾對非犬貓動物

福利的重視，祭典當天更號召民眾自發到場替神豬阿義送行，許

多民眾自發參與。

2019年本會重點工作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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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78


7.4千
附議者！

二、 為「阿義發聲」行動引發廣大迴響
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提案要求停止神豬重量比賽
祭祀，迅速獲得5000人附議成案，促使政府召開協作會議
邀集利害相關人士參與，全程公開上網。

民眾在政府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提案要求停止神豬重量比賽

祭祀，為此政府召開協作會議，邀請主管機關、尚舉辦及已停辦

神 豬 重 量 比 賽 之 寺 廟 ， 學 者 、 動 保 團 體 參 與 討 論 ， 會 議 全 程 紀

錄、公開上網，會中政府相關部門均表達希望少數廟宇調整的立

場：

• 宗教自由是憲法保障的權利，尊重民眾信仰，不建議政府

以法律介入祭祀活動，將持續與相關部會及地方合作，向寺

廟團體及民眾鼓勵與溝通，採用多元祭祀方式，尋求神豬祭

祀和動物保護之平衡。

• 農委會亦持續督導地方政府輔導養豬戶以自然方式飼養豬

隻，並向慶典辦理單位溝通動物福利意涵，逐步調整轉型。

24

5,000

https://join.gov.tw/idea/detail/09ae5b7b-b8d9-4c92-bc51-46416f4b2df4 


三、 重新調查仍舉辦神豬比賽的寺廟
正式發函請內政部、農委會、文化部、客委會等相關部會進
行協調、輔導廟宇停止神豬重量比賽。

過去本會調查發現，供奉義民爺、觀音佛祖、清水祖師、保生大

帝等神祇的廟宇中，共有11間寺廟每年定期舉辦神豬競重，且依

據豬重排名等次頒獎，常見上千台斤超重豬隻。

為進一步了解其他廟宇舉辦豬重比賽情形，本會盤點相關資料，

於108年8月再一一電詢，完成調查，持續溝通行動。

2019年本會重點工作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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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97 


實驗動物議題
  |  圖：Edgar's Mission

26



一、引入不同視角督促實驗動物3R原則

推動各實驗機構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IACUC） 
設置 「外部委員」

在本會及多位學者、專家的努力推動下，農委會於2018年修正公

告，規定所有進行動物實驗的機構，其設置的「實驗動物照護及使

用委員會」（IACUC）成員，應至少包括「獸醫師」與「外部委員」各

一名；且為了引入不同視角督促實驗動物的替代與減量等，外部

委員應優先由非動物實驗研究背景者的「一般人」擔任。

為提升目前在各實驗機構IACUC擔任「外部委員」者的專業，促

使 外 部 委 員 能 確 實 監 督 實 驗 動 物 機 構 是 否 有 適 切 的 管 理 ， 扮 演

為 動 物 發 聲 的 角 色 ， 改 善 實 驗 動 物 生 命 品 質 ， 本 會 特 別 邀 請 了

致力推動英國科學機構落實動物實驗「Replacement（替代）、 

Reduction（減量）、 Refinement 

（精緻化）」3R原則的「英國防止虐待

動物協會」（RSPCA）實驗動物部主任

佩妮．霍金斯（Penny Hawkins）來

台，於7月與行政院農委會和中華實

驗動物學會合作，在台北、高雄舉辦

兩場 IACUC「外部委員」專業培訓國

際 研 習 會 ， 以 及 於 動 物 保 護 學 院 舉

辦一場「為什麼我們應該關心實驗動

物？」的科普講座。

2019年本會重點工作與影響

27

https://www.rspca.org.uk/
https://www.rspca.org.uk/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84 


二、 推動動物實驗替代、減量、精緻化

成功推動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優先採用動物實驗替
代方案

28

本會提出《設置「國家動物實驗

3R中心」——前瞻性與競爭優

勢 》 說 帖 ， 拜 會 行 政 院 主 管 科

技政策的吳政忠政務委員。

三、 減少無謂動物犧牲

鑒於國際間針對化學物質毒理測試均朝向「優先採用動物實驗替

代方案」發展，本會特別邀請「歐洲替代方法確效中心參考實驗

室」(EURL-ECVAM) 負責人 Dr. 

Maurice Whelan 來台，在立法委

員林淑芬的陪同下，拜訪行政院環

保署，就台灣化學物質登錄所要求

的毒理測試規定，進行交流討論。

本會成功推動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

質 局 ， 優 先 採 用 動 物 實 驗 替 代 方

案，決議如下：

https://ec.europa.eu/jrc/en/eurl/ecvam
https://ec.europa.eu/jrc/en/eurl/ecvam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10 


四、 與農委會、實驗動物學會合辦實驗
　　動物替代技術國際研討會
邀請歐盟替代方法確效中心(ECVAM)負責人來台演講交
流，並安排拜訪行政院科技政委，分享實驗動物替代方案
3R中心經驗。

2019年本會重點工作與影響

• 化學局將公布已登錄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之「毒理試

驗項目」，以期避免廠商重覆進行動物實驗。

• 從今年(2019)開始，推動由國外輸入的化學物質登錄時，應

「優先採用動物實驗替代方案」。

• 待進行國內替代方案實驗室盤點後，研擬「國內製造的化學

物質」依法登錄應優先採用動物實驗替代方案時程表；未來

法規修正時，將納入「採用動物實驗替代方法之獎勵措施」。

Dr. Whelan在演講中直言，十多年前大家就知道動物實驗不可靠了，但因為慣性思維、
甚至是學術文化或專業的傲慢，所以科學界遲遲無法做出改變...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95


動物展演議題

30



一、 推動「動物展演」管理法二項子法 
　　修正公告
未來除少數「免經許可」的動物展演類型外，其他動物展演行
為均須依法向地方政府申請許可。

2018年本會與關心此議題的動保團體、臺灣動物園暨水族館協

會、農委會等共同研擬「動物展演管理辦法草案」、「免經許可之

動物展演類型調方式或場所草案」，歷經農委會草案預告，並召

開多次相關會議，於2019年9月正式公告二項子法，開始落實執

法。

除少數「免經許可」的動物展演類型外，不管是哪一種動物，只

要店家有「利用動物、展示、表演或與人互動」，就一定要向地方

政府申請許可證。這項規定能確保商家有足夠的資金、專業的照

護人力、正確的飼養方式、符合動物需求的飼養環境…等。雖然

仍無法100%保證有動物展演許可證者，就等於有良好的動物福

利，卻是非常重要的把關機制。

過年期間，我們做了一系列的社群行
動，提醒民衆以友善動物的方式過
節。

2019年本會重點工作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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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W4p1Gx 


二、 澎湖大義宮海龜飼養處境後續改善
縣府召開大義宮海龜公開陳列展示的審查會議，要求廟方
規劃海上箱網輪流移置部份海龜，並改善室內飼養環境

2018年底本會召開記者會後，澎湖縣府在2019年1月28日召開大

義宮海龜公開陳列展示的審查會，並邀請二位專業海龜獸醫師現

勘、參與審查。當天會議結論：

一、要求廟方規劃「海上箱網」，提供海龜更符合其自然習性的飼

養環境。未來規劃讓八隻海龜分兩批輪流到箱網，但由於海龜仍

無法自由離開箱網，因此在冬日海溫太低時，海龜仍須回到大義

宮的室內環境。

二、大義宮室內飼養池，應加裝 爬蟲類飼養紫外線燈。

三、在海龜血液檢查報告中，八隻海龜因營養不均衡，全部都有

過胖的問題，獸醫師建議應減少餵食數量及次數以控制體重，廟

方必須每天記錄食物種類、份量、營養補充品於管理日誌，且主

管階層必須覆核簽名。

縣 府 人 員 表 示 ： 會 不 定 期 抽 檢

大 義 宮 海 龜 的 管 理 日 誌 ， 且 明

年 展 示 許 可 審 查 也 會 參 考 此 份

紀 錄 。 本 會 邀 請 也 請 每 一 關 心

此 案 的 朋 友 ， 共 同 監 督 澎 湖 大

義 宮 ， 是 否 落 實 飼 養 環 境 的 改

善。

32

澎湖縣府於108年1月28日召開大義宮海
龜公開陳列展示的審查會，至箱網現場勘
查。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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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大義宮未改善前，飼養密度過高；審查會議，經獸醫評估，大義宮室內池最多飼養4
隻海龜，因此將輪流讓四隻海龜至海上箱網，改善過度狹窄的問題。  |  圖片：黃昱嘉



三、 調查、公布全台不當飼養保育類野
　　生動物案件，促使農委會介入改善
　　與沒入！

本會與台灣防止虐待動物協會（TSPCA）合作，調查全台不當飼

養保育類野生動物案件，並於6月共同召開記者會，公布調查證

據，控訴政府長年漠視無數不當飼養野生動物案件、中央及縣市

政府查核淪於形式，導致野生動物遭虐。

兩組織針對食肉目、靈長目進行電話與現場調查。發現全台至少

有22隻食肉、靈長目保育類野生動物，被養在極度惡劣的飼養環

境中，亟待救援。許多野生動物被飼養於私人民宅中，終身被關

在完全不符合自然天性的狹小、單調鐵籠裡，有些動物甚至無法

曬到太陽，長年不當飼養，導致動物身心嚴重失衡影響健康。

林務局積於2019年7月邀集各區林管處、各縣市主管機關、野生

動物專家、野生動物獸醫、動保團體等實地訪查22隻動物飼養情

況，並據此評估提出上述動物後續處置建議。10月2日再召開「私

人飼養靈長目及食肉目保育類野生動物輔導改善及收容」研商會

議 ， 討 論 後 續 處 置 ， 同 時 委

請 台 灣 動 物 園 暨 水 族 館 協 會

( TA Z A ) 協 調 國 內 合 適 收 容 空

間 ， 並 作 成 「 建 議 收 容 單 位 清

冊」，共有16隻動物決議轉由

其他單位收容。本會將持續追

蹤後續處置。

34

私人飼養的兩隻長臂猿，被關在鐵皮屋內
長達31年。牠們是高度樹棲型動物，用
來攀爬樹木擺盪的雙手，終日只能攀抓欄
杆。

http://www.spca.org.tw/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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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未包含在私人動物園
六福村、頑皮世界之動物

1
新北市

1
桃園市

1
高雄市

10
台南市

3
嘉義縣

2
雲林縣

1
新竹縣

3
屏東縣

全台  22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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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飼養的馬來熊，圈養環境及動物福利
狀況極度惡劣。馬來熊指甲過長倒鉤插

進腳掌，影響行動。

保育類野生動物被不當 
人工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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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育議題

|  圖：Elias Levy (Flickr)

https://www.flickr.com/photos/elevy/14914320281/in/photolist-oHVMP8-WdStRH-2grAQNb-bHubUR-7Mn5zq-2g4cskt-2gwW56p-8aijQr-2hdbQQz-orGJL5-2hsTGor-27hfGxs-8aim6M-oHVPJR-zpdVy-oJawSh-2gux18h-73ZugX-73Zuop-744qAC-9nWhXu-6TUUfm-78sTiw-8BZ8ej-tW3P1t-4ucHSK-73ZyK2-4ugMG3-2hjkQjp-H7bSKh-6TgZHZ-2giXHb8-6TkZeE-2gGZVgY-288P8m8-a8e7zy-2gj36vB-S5Pegh-y5HL5-6TgZok-7Mi7EZ-oHVLa6-6TgZik-An2Pf-2hAs5Vz-2hAwkT8-VwbMEP-6hosY1-S9guPv-6PRUNc


一、 持續推動大型軟骨魚保育
本會於2013年3月5日推動漁業署公告「大白鯊、象鮫及巨口鯊漁

獲管制措施」。歷經六年，持續推動漁業署及海委會：

1. 漁業署擬定巨口鯊、大白鯊等漁船觀察員隨船科學觀察。

2. 海洋保育署成立巨口鯊保育與

漁業資源研究小組，彙整漁船

VDR、VMS資料分析巨口鯊作

業熱點，以作為擬定巨口鯊科

學研究計畫、經費及後續保育

措施。

3. 漁業署評估巨口鯊、大白鯊、

象鮫禁捕可能。

4. 漁業署增列港口查報員進行日

本蝠魟查報及未來進行台灣周

邊海域鱝科資源調查。

5. 海保署逐步擬定台灣周邊大型

魚 類 暨 鯨 豚 保 育 科 學 研 究 計

畫。

漁民在花蓮外海捕獲一尾巨口鯊，體長
3.5公尺、重612公斤。照片：海巡署東
部分署

2019年本會重點工作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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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60


擔任漁業署近海漁業管理「鯖鰺漁業諮詢小組」、
「鎖管漁業諮詢小組」委員

二、 推動沿近海漁業管理機制更完備

三、 參與永續海鮮標章推動

四、 抗議開放100噸以上漁船進入鯖鰺
　　產卵區獵捕

呼籲：沒有誠實的漁業撈捕卸魚申報，就沒有永續的
漁業管理

38

|  圖：黃之暘

http://www.aqua.ntou.edu.tw/tw/People/professor_B_Detail.asp?PsCName=%B6%C0%A4%A7%B7z&PsCatalog=%A4%F4%B2%A3%BEi%B4%DE%B2%D5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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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Leighton Taylor

*2015.01~2019.12之間

過去五年台灣捕捉

95隻巨口鯊

https://www.biodiversitylibrary.org/part/52910#/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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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政府資訊公開



一、 本會申請政府公開禽流感資訊案定
　　讞，勝訴！判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
　　避免行政濫權

99年初媒體報導農委會隱匿禽流感高病原疫情，本會亦接獲匿名

檢舉，為確認是否有隱匿疫情之事，本會於99年5月13日依據政

府資訊公開法向農委會申請歷次禽流感檢體之「臨床症狀、病理與

病毒實驗」報告原文、通報OIE原文、禽流感病毒與病原性判定之

專家會議記錄、檢體「病毒致病性」，各種「動物試驗」報告原文、

發生禽流感養殖場之臨床及流行病學調查報告原文，及農委會處

理禽流感疫情之根據。

遭農委會以「公務機密」為由拒絕提供。該年6月25日本會續向行

政院提起訴願，又遭以「侵害個人隱私之虞或第三人正當權益有保

密之必要，或為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之準備作業，列為公務

機密」等理由駁回。

本會於100年1月27日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歷經二次重

審，終於在108年7月18日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農委會上訴駁回。

歷 經 近 十 年 的 訴 訟 ， 本 會 將 可 取 得 6 6

件禽流感病毒相關檢體報告及17件禽流

感相關會議記錄，雖然這些資訊早已過

2019年本會重點工作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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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ie.int/


時，但最高行政院判決支持前開法院判決理由，對於未來行政機

關在政府資訊公開的落實，有二個重要意義：

1. 檢疫單位對於流感病毒之檢驗，涉及高病原、低病原流感

之 判 斷 ， 進 而 影 響 通 報 程 序 及 防 疫 措 施 ， 因 此 主 管 機 關 接 獲 畜

主 報 告 後 進 行 檢 疫 及 防 疫 措 施 並 製 作 監 督 管 理 文 件 ， 有 關 檢 驗

方式、流程、判斷內容適度公開，反而使畜主及社會一般社會大

眾 知 悉 何 種 病 毒 ， 了 解 如 何 防 治 ， 避 免 不 必 要 之 猜 測 ， 有 利 於

公益，不致影響主管機關進行監督管理之實施目的，不應豁免公

開。基於「資訊可分原則」，農委會只要將畜牧場名稱、畜主姓

名、承辦人、出列席單位(人員)遮蔽即可提供。

2. 禽流感相關專家會議或防

治 會 議 紀 錄 ， 縱 使 會 議 記 錄 外

觀 屬 政 府 機 關 作 成 決 定 前 內 部

單 位 之 會 辦 意 見 ， 若 就 個 別 資

訊 內 容 來 看 ， 未 涉 及 個 別 人 員

之 發 言 或 意 見 ， 或 無 從 辨 識 發

表 者 之 身 分 或 個 人 資 料 ， 其 公

開 顯 無 損 及 立 法 目 的 ， 且 有 助

於 公 眾 監 督 與 民 主 參 與 者 ， 不

應 拒 絕 提 供 。 可 於 遮 蔽 出 列 席

單位(人員)及畜主個人資料後提

供。

42

2015年本會與學者呼籲政府應主動公開
禽流感疫情相關資訊，促使農委會公布所
有檢出病毒的八段基因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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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議題



台灣動物保護學院課程與講座
本年度「台灣動保學院」共舉辦系列講座１４場，並與國內外相關

機關辦理專業研討會／工作坊，包含IACUC非科研委員研討會 

（台北、高雄各１場）、動物測試替代技術國際研討會、水生動物

福利與友善養殖研討會。提供社會大眾、青年學子多樣性的動保

觀念、理論、知識，甚至技術的學習管道，帶動台灣社會對動物

議題關注的廣度與深度。

2019年本會重點工作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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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RSPCA實驗動物部門主任Dr. Penny Hawkins ，來台主持IACUC 
外部委員「工作坊」。並在學院演講：為什麼我們應該關心實驗動物？

https://www.rspca.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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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Edgar's Mission

同伴動物議題

https://www.edgarsmission.org.au/


一、 參與教育部同伴動物動物保護教材
　　審查。

二、 擔任台北市動物保護委員，參與台
　　北市動物之家新建工程會議，參與
　　台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修正。

三、 參與立法院、農委會召開獸醫助理
　　制度規劃相關會議，支持建立獸醫
　　助理制度。

|  圖：Edgar's Mission

47

2019年本會重點工作與影響

https://www.edgarsmission.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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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動物保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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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農委會公告《動物福利白皮書》

二、 推動「動物保護」入憲、提升動物法
　　律位階！

本會於2018年推動農委會制定《動物福利白皮書》，針對同伴動

物 、 野 生 動 物 、 動 物 經 濟 利 用 、 動 物 科 學 應 用 及 動 物 展 演 行 為

等，提出促進動物福利之策略規劃，並一路全程參與各項會議。

農委會終於在2019年9 月公布白皮書，作為未來動物保護施政方

針依據。

動物與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動物的健康與福利，與人類生

活、環境生態品質息息相關，世界衛生組織（WHO）與世界動物衛

生組織（OIE）倡議「健康一體」（One Health）與「福利一體」（One 

Welfare），提醒各國政府必須有相對應的法律與政策，以保障、

維護動物的身心健康與福利。此外，德國憲法（基本法）將環境與

動物保護，定位為應受到保護的客觀價值，國家公權力行使時應

保護相關價值，落實相關任務。

我國憲法已納入環境保護，本會聯合多個動保團體提出：國家亦

負有保護動物之義務，人權及進步的價值應充分反映在憲法條文

上，倡議「動物保護」入憲，以提升動物法律位階。

https://www.oie.int/
https://www.oie.int/en/for-the-media/onehealth/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85


三、 推動「動物運送管理辦法」納入保育
　　類野生動物、海哺類運送人員、訓
　　練等規定。
2014年河馬阿河於運輸途中翻車慘死意外，本會呼籲應修改「動

物運送管理辦法」增加適用動物種類。農委會於今年正式公告新修

「動物運送管理辦法」，修法重點：

• 新增適用的動物種類，納入「家禽(雞、鴨、鵝)及陸域、海洋

保育類」。

• 未來運送家禽及陸域、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的運送人員，必

須取得職前講習結業證書後才能執行業務，且每二年必須接

受一次在職講習。

• 運送工具必須遵守相關規定，包含「雞、鴨、鵝」的籠子平面

寬度必須讓每隻動物能夠蹲伏、不能交疊，且不同物種每平

方公尺的重量有其上限，超過攝氏32度且運送時間超過6小

時者必須要有防曬、遮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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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八成五以上的豬
隻在成為盤中肉前，
都 得 經 歷 一 連 串 運
輸、驅趕與活體拍賣
的折磨。通常活豬在
拍賣前晚或當日早上
送達肉品市場。



• 但本會在「動物運送管理辦法」草案預告時，曾提出以下建

議，卻在產業代表反對下，未獲納入，包含：

• 建議將犬、貓，大型動物（例如馬匹、非保育類的野生動物）

，養殖魚類…等，納入「動物運送管理辦法」適用對象，建立

運送人員的專業訓練及運送工具應符合規定。

• 由於台灣夏天高溫炎熱，溫度動輒超過32度，運輸路程短於

6小時居多，建議將運送6小時才需給予遮蔽的條件刪除，以

避免動物曝曬過久。

本會另建議農委會應設置檢舉專線，鼓勵民眾監督不適當的動物

運送行為，並檢附證據促請政府調查，以利改善運輸動物福利，

並將將此類案件之處理，納入各縣市「動物保護業務績效評鑑」。

農委會也應該主動向畜牧場、畜牧產品加工業、銷售通路業及消

費者宣導，動物運送管理辦法內容、納管動物種類、各類動物運

送工具應遵行事項等。促進消費者善用食物知情權與選擇權，並

鼓勵銷售通路發揮企業社會責任（CSR），導引畜牧產業從業人員

落實動保法，提升動物福利。

2019年本會重點工作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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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豬運到肉品市場後，常見工作人員使用
電擊棒，驅趕豬隻下車、進入繫留欄。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370


款 項 名稱 合計 總計

1 經費總收入 11,812,383

1      入會費 -

2      常年會費 -

3      捐款 11,666,131

4      利息收入 54,035

5      其他收入 92,217

2 經費總支出 8,943,350

1      人事費 3,469,508

2      辦公費 476,664

3      業務費 4,493,599

4      雜項支出 21,670

5      購置費 45,820

6      年度基金提列 404,397

7      各項折舊費用 31,692

3 本期餘絀 2,869,033

收支決算表   民國1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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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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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費

人事費

常年會費

辦公費 業務費 雜項支出

捐款

利息收入

購置費

其他收入

年度基金
提列

各項折舊
費用

支出比例

50.2%

98.8%

38.8%

5.3%

0.8%

0.5%

4.5%

0.2%
0.4%

0.5%



資產 負債﹑基金暨餘絀

科目 小計 合計 科目 小計 合計

流動資產 9,037,197 流動負債 1,036,693

     現金 99,662      應付費用 884,457

     銀行存款 5,899,980      代收款 152,236

      基金定存 3,037,555 其他負債 583,380

固定資產 723,458      預收款 583,380

     辦公室設備 755,150 基金 3,513,380

     備抵折舊 -31,692      提撥基金 3,345,218

其他資產 80,000      基金孳息 168,162

     存出保證金 80,000 餘絀 4,707,202

合計 9,840,655      累積餘絀 1,838,169

     本期餘絀 2,869,033

合計 9,840,655

資產負債表   民國10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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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其他資產

流動負債

其他負債

基金

餘絀

資產

負債﹑基金暨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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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

47.8%

10.5%

5.9%

35.7%

7.4%

0.8%



成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改善動物處境的後盾!
掃描或點擊QR CODE得知捐款方式

eastfree@east.org.tw
02-2236-9735~6 
02-2365-1701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62號3樓之3 
east.org.tw

| 圖：Edgar's Mission

特別感謝Open Philanthropy Project和Animal Charity Evaluators對本會研究與發展工作的贊助。

https://www.east.org.tw/support/donate_method
https://www.east.org.tw/support/donate_method
https://www.east.org.tw/support/donate_method
mailto:eastfree@east.org.tw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E5%8F%B0%E7%81%A3%E5%8B%95%E7%89%A9%E7%A4%BE%E6%9C%83%E7%A0%94%E7%A9%B6%E6%9C%83/@25.0128029,121.5336539,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6801e32d662ebb:0x44165a3847243cc3!8m2!3d25.0127981!4d121.5358426
https://www.east.org.tw/
https://www.openphilanthropy.org/
https://animalcharityevaluator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