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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想說的話：給社會運動創傷一帖良藥
「經過這些時日的歷練，他變得成熟了不少 --- 如果成熟是指人心中傷疤的數目，那麼他確實成熟了不
少。」這是武俠小說 中的一段話，描述男主角的成長，我十分有感，如果用在我個人與組織三十年來的
動保社會運動歷程，我想我們也都「成熟」不少，因為運動歷程的大小傷疤不少。

2023 年，我們投入相當大的工作量能在推動蛋雞「格子籠」的退場，這個議題我們從 2007 年即開遊說行
政部門及立法院必須重視國際趨勢，編列經費輔導農民轉型，到 2012 年歐盟全面廢除蛋雞格子籠飼養禁
令上路，我們正式發動此議題的推進。

2014 年農業部訂定〈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明確規範「放牧、平飼、豐富籠」三種雞蛋友善
生產系統標準；並修正「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提供轉型友善飼養的農民低利貸款。首度將「動
物福利」視為「提升畜禽產業經營」給予貸款補助的要項。

2016 年《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正案通過，讓友善雞蛋標示有法源依據。

2017 年為協助各地轉型友善飼養的農民開創通路，我們正式成立「友善雞蛋聯盟」，並推出蛋雞動物福
利標準，實施嚴謹稽核驗證制度。也積極投入餐飲與通路業的遊說，邀請市場與消費端支持善待母雞的雞
蛋。

2018 年台灣家樂福公布四大承諾，成為全台首家訂定友善雞蛋採購政策的通路，並於全國門市設置「非
籠飼友善雞蛋專區」，以 2025 全面轉型不賣格籠蛋為目標。

2022 年農業部推出「雞蛋溯源噴印」，納入生產系統標示。

2023 年，食農教育法納入「動物福利」。

2023 年，我們發起 # 讓母雞自由 公眾行動，獲得數百名跨界盟友支持，數萬人簽署陳情明信片響應。「讓
母雞自由，廢除格子籠」的三個大訴求是：禁止新增建格子籠蛋雞場、給格子籠蛋雞場落日轉型期成於
2030 年全面完成轉型、落實食農教育，推廣民眾認識經濟動物福利與人類的發展未來息息相關。

這是我們期待一個有願景的政府該做的事。簡單嗎？不簡單！

行政院推給農業部，請農業部提轉型計畫，農業部說政策工具都有，就等上級政策決定；然而去年適逢總
統與立委大選，各政黨的回應都是：不能得罪蛋農、不能得罪誰誰誰 ...... 母雞只能持續為人們辛苦產蛋，
卻無法為自己的痛苦發聲。

社會運動真的是得「比氣長」! 尤其是動物保護的社會運動，本會同仁的確有許多「替代性創傷」，傷疤
累累。話說回來，踏入江湖就得學習面對創傷、處理創傷，我們仍會再接再勵，為龐大無法替自己發聲的
經濟動物，改善處境。

我誠摯邀請每一個閱讀這份年報的人，都能告知 10 個親戚朋友 : 「吃雞蛋請支持、購買有動物福利標章
驗證的非籠飼雞蛋。」這會是我們治療傷疤的有效良藥。

至於那些還在幕前、幕後阻擋「讓母雞擁有展翅自由」的人，我相信遲早有一天，關心動物處境的力量會
融化他們。

  《絕地通天》，412 頁，高普。明日工作室，2011。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創辦人、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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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成果概要
稽核 71 家 牧場，保障動物有更好的生活

改善 457,816 隻 蛋雞，10,066 隻 乳牛生命處境

舉辦 6 場  動物福利論壇與研討會
創造產官學交流

遊說、協助 5  家 大型餐飲業使用非籠飼雞蛋

推動立法院 4 項 法規修正或納入動物福利物福利

發起「讓母雞自由」行動，串聯 340 組 影響力盟友
共同為產蛋母雞發聲

號召 200人 上凱道「為母雞挺身而站」

動物福利標章

立法與遊說

倡議行動

培訓 20 位「讓母雞自由」行動志工

舉辦全台 30 場 實體推廣活動

善用社群倡議，製作 9 支 影音、7+ 懶人包
累積超過百萬人次瀏覽

公布長達 1 年 的不當鳥類攝影關鍵調查
促成 6 處違法場所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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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每年有四千五百萬隻母雞辛苦產蛋，為爭取對
動物基本的善待與尊重，我們逐步從各層面推動改
善產蛋母雞的處境。

2023 年我們發起「讓母雞自由，廢除格子籠」
大型公眾參與行動，獲上萬人簽署明信片向行政
院陳情，及來自各領域的影響力盟友支持響應。

12 月 2 日，我們更發起「為母雞而站」台灣首
次為改善經濟動物處境站上凱道的行動。

行 動 紀 錄

讓母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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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2 日，約 200 位民眾以【站進 A4 空間】的

行動，展示母雞終生被囚禁在格子籠動彈不得的處境，

要求政府提出具體政策，逐步廢除格子籠。現場有媽媽

帶小朋友、學生、上班族 ... 等各種身分的夥伴一起參與，

最後一起撕掉格子籠，象徵讓母雞自由。多位友善蛋農

至現場分享，並有民進黨、國民黨、綠黨、歐巴桑參政

聯盟、台灣維新等跨黨派成員到場支持。

「讓母雞自由，廢除格子籠」三大訴求：

一、保障蛋雞基本動物福利，即刻禁止新建格子籠蛋雞場

二、產業升級現代化，2030 前全面完成蛋雞友善飼養轉型

三、食農教育推廣畜禽友善飼養，建立永續糧食系統

訴求殘忍「格子籠」退場

格子籠母雞圖｜ JMcArthur

民眾一同撕除格子籠，以行動訴求「讓
母雞自由，廢除格子籠」。

樂檸也挺母雞自由！簽
署明信片享飲品加大。

樂檸漢堡

參與讓母雞自由社群計畫，來台挺母雞。

澳洲消防員
LUSH 簽署「讓母雞自

由 」 宣 言， 拒 絕 格 子

籠虐待蛋雞

LUSH

A。

家 樂 福 推 動 食 物 轉 型，

邀請民眾於賣場內了解

格子籠議題。

家樂福

串聯各界盟友，為母雞發聲

站上凱道，寫下歷史

革命尚未成功，我們仍將持續努力！目前農業部仍未公布蛋雞友
善轉型升級政策與期程，迴避政府應帶領產業邁向永續的責任，
本會將持續倡議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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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精進！紮實研究與論述是我們倡議的基礎：

1. 建立倡議平台，從動物、環境、產業等層面提出論述

2. 整理廢除格子籠常見問題，回應質疑

3. 因應蛋荒等時事，即時以圖文溝通議題

回
顧
重
要
歷
程

2012 年 開 始， 我
們逐步從各層面為母
雞爭取善待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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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永續博覽會持續精進！紮實研究與論述是我們倡議的基礎：

1. 建立倡議平台，從動物、環境、產業等層面提出論述

2. 整理廢除格子籠常見問題，回應質疑

3. 因應蛋荒等時事，即時以圖文溝通議題

歡迎加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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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母雞真實處境 我們邀請民眾前往牧場，實際看見母雞在非籠飼
與格子籠的鮮明對比。『真實看見』參訪活動不
只是食農教育，更是一場倡議行動。

謝謝您們的舉辦，這是個非常有
意義的活動，唯有親身經歷才能
最立即作出改變

民眾在格子籠雞場前，看見真實產蛋母雞處境

放牧雞場，母雞自由可以自由展現天性

路邊即可見狹小的格子籠裡關了 3-4 隻母雞

教育宣傳非常重要，繼續努力加油 

民眾於格子籠雞場前，比手勢呼籲讓母雞自由，廢除格子籠

主辦單位很用心，收穫很多，謝謝！

非常感動你們為動物的付出，許多人或許都有
對動物的憐憫心，但需要有人讓他們知道真
相，替動物感謝你們！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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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 340 組影響力盟友

為了讓更多人看見格子籠母雞的困境，我們號

召到上百家品牌成為據點。無論國際品牌、在

地 店 家， 咖 啡 廳、 書 店、 選 物 店 等 等， 大 家 都

掛上了「母雞自由宣言」旗幟，宣示對善待動

物生命的支持。

邀請各界名人、企業、團體等，一同支持善待母雞的理念，簽署「讓

母雞自由宣言」帶出有份量的影響力，訴求台灣廢除格子籠。

讓母雞自由 全台據點

讓母雞自由 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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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福利標章
為改善龐大經濟動物處境，本會自 1999 年起，開始推動改善經濟動物飼養、

運輸及屠宰各階段動物福利。為鼓勵市場支持願意促進良好動物福利的畜

產業者，讓消費者、產業從業人員與動物都能有更好的生命品質，2021 年

我們正式推出「動物福利標章」 ，依據本會蛋雞及乳牛動物福利標準稽核、

驗證。

「動物福利標章」以國內外動物福利科學為依據，制定飼養階段動物福利

標準。除嚴謹稽核牧場動物福利外，所有使用標章的產品皆須通過產銷監

管稽核。

目前標章驗證包含蛋雞與乳牛，2022 至 2023 年底，

為改善台灣每年 550 多萬在養豬隻的動物福利，本會

持續投入研究與產業現況調查，預計於 2024 年初完

成、公布「豬隻飼養動物福利評分標準」，以改善更

多物種的處境，鼓勵更多農民投入提升動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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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動物福利
改善 45 萬隻蛋雞、1 萬隻乳牛處境

03.27 台中蛋雞產業交流工作坊 

08.17 乳牛動物福利產業交流工作坊

05.04 乳牛動物福利產業交流工作坊

＃動物福利標章

2023 本會動物福利標章稽核員

共稽核了73 次，跑了 71 家牧場！

協助產業接軌國際友善畜牧趨勢

舉辦 3 場動物福利交流工作坊

今年共有 26 家新申請牧場，最後有 5 家蛋雞場、9 家乳牛場通過驗證

→無論通過與否，我們都給予完整的改善建議，協助牧場提升專業

截至 2024 年 2 月，有 43 家蛋雞場、18 家乳牛場通過動物福利標章稽核，保障 45 萬隻

蛋雞、1 萬多隻乳牛的基本動物福利。

43 家 18 家

+5 +9
*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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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福利標章 【稽核員工作】
動物福利標章的運作，仰賴稽核員實地走訪全台各地牧場，以專業嚴謹的精神，層層把關牧

場的每一環節，為經濟動物帶來最真實的處境改變善

稽核員進入牧場，會先進行訪談與文件審核，掌握牧場的管理現況。隨後進入畜舍實際量測

場內各種設施，並抽樣觀察動物外觀與行為，作為群體動物福利狀況評量的依據。

稽核員是動物福利的守門員，奔走各個牧場，透過一次又一次嚴謹的把關，讓動物福利落實

到每一動物個體身上。

母雞表現越親人，代表不會過度反應，
顯示平日與飼養者互動良好

稽核員需觀察身上有沒有嚴重的髒汙、
皮毛磨損、受傷，有沒有跛足等問題。

稽核員需實際量測各項設施，例如飼料
槽與飲水盤的直徑與數量，墊料厚薄、
光照強度等等。並即拍照紀錄，作為改
善比對依據。

每個階段的飼養管理流程與疾病紀錄都
需清楚確實，並確保牧場主人或飼養員
具備足夠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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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隻動物福利標準 首辦座談會
為改善台灣超過 550 萬豬隻的動物福利，本會 2017 年推動農業部訂定並公布〈豬隻友善

飼養系統定義及指南〉，2022 年起，本會進一步參酌並彙整多份國際標準，並經實地試

評多家牧場，諮詢國內外專家學者及產業意見後，終於完成豬隻飼養動物福利評分標準。

2023 年 8 月我們舉辦產官學交流座談會，邀請豬農與豬學相關領域專家，討論豬場動物

福利管理相關內涵，分享標章運作、稽核評分標準。希望促進產業共識，了解國際趨勢

英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RSPCA) 

美國農場動物人道照護組織 (HFAC) 

福利品質標章  (WelfareQuality®) 

紐西蘭官方

＃豬隻

★ 豬隻動物福利標準於 2024 年初公布

豬隻動物福利標準 (Welfare Standards for Pigs)

豬隻照護規範 (Animal care standards: Pigs) 

豬隻評估方案 (Assessment protocol for pigs)

豬隻福利準則 (Code of Welfare: Pigs)

國
際
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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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轉型
為緩減全球氣候變遷並減少動物的痛苦與犧牲，本會除推動「友善畜

牧」外，亦積極倡議「飲食轉型」，推動少肉多蔬植物性飲食，減少工

業化畜牧對動物受苦、碳排、溫室氣體及污染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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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營養法》納入公民參與機制，持續倡議飲食轉型

飲食行為與人類、環境永續息息相關，研究已指出動物性食品的溫室氣體排放是植物性 食

品的 2 倍。台灣逐年攀升的肉食趨勢，對氣候與民眾、環境健康都造成急迫威脅。

繼 2023 一月推動《氣候變遷因應法》明訂應推廣低碳飲食（包含植物性、在地食物，減

少剩食等），同年 12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本會提出「健康飲

食應考量氣候變遷與動物福利」，並由蘇巧慧、林為洲、吳玉琴、賴惠員 委員支持納入。

雖遺憾未能列入條文，但感謝林為洲、邱泰源 、王婉諭等委員提案通過新增條文第七條第

二項，讓關心動物福利、氣候變遷、植物性飲食的公民及團體，有機會表達意見，參與公

共政策的制定。

《營養法》 第七條第二項新增條文
中央主管機關應採行適當公民參與機制廣詢意見， 

  納入營養諮詢會議討論。

本會倡議「健康飲食」應考量氣候變遷
與動物福利

＃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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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動物
台灣每年飼養上億隻「經濟動物」生產肉、蛋、奶供人們食用，卻只有比例

極少的動物能在相對友善的環境中度過一生。本會長期深入調查研究經濟動

物處境與福利致力推展友善飼養、運輸、人道屠宰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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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初台灣面臨嚴重缺蛋危機，農委會祭出雞蛋進口、補助禽舍改成密閉等多項措施，

卻未正視落後的格子籠飼養系統才是根本問題，導致台灣長期陷入「母雞養不好、雞越養

越多、蛋卻依然不足」的窘境，更難以因應極端氣候等外在挑戰。

本會前後召開兩次記者會，提出政策建言，呼籲政府與總統參選人應盡快提出產業轉型的

革新政策，以解決蛋雞產業困境，包含：禽舍落後破舊、高密度集約化飼養、人力高齡化、

專業技能不足…等。

對於轉型後蛋價、土地不足等質疑，本會整理國內外相關資料，以現行食用蛋量試算，證

實全面轉型友善平飼土地絕對足夠；且可參考國際轉型經驗，透過政府制定越具體的轉型

策略，在產銷各環節做好準備，越能減少轉型過程的衝擊。

剖析台灣蛋雞產業四大困境，多次召開記者會提出政策建言

解決蛋荒，先打破「雞養不好、產業落後」
的惡性循環！

＃蛋雞

本會向總統參選人提出

說帖，籲請帶領蛋雞產

業升級永續。 議題圖解

https://animal.moa.gov.tw/public/upload/Know_ArticleFile/240118105805310292UJ1F3.pdf
https://animal.moa.gov.tw/public/upload/Know_ArticleFile/240118105805310292UJ1F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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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推動〈肉牛友善飼養定義與指南〉
制定，為肉牛爭取基本動物福利
台灣每年約有三萬多隻肉牛，主要來源為淘汰乳牛和小公牛，我們在 2019 年公布台灣乳

牛飼養調查，要求農委會制定「牛隻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並提出本會建議版本。

為因應產業特性，農委會決議將乳牛與肉牛分開，於 2021 年先行制定〈牛乳友善生產系

統定義與指南〉。2023 年本會參與農業部〈肉牛友善飼養系統定義與指南〉制定，收集

國際肉牛動物福利法規、標準，並在學者與產業協助下，實地走訪肉牛場瞭解產業現況，

釐清現行動物福利的困境問題，提出改善建議。

由於台灣肉牛場普遍動物福利不佳，現階段在部份重要規範尚難與國際接軌，本會將持續

為肉牛爭取改善動物福利的空間。

＃肉牛

〈肉牛友善飼養定義與指南〉

https://animal.moa.gov.tw/public/upload/Know_ArticleFile/240118105805310292UJ1F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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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證實魚類能感知疼痛，也會因捕撈、運輸造成的緊迫和恐懼感到痛苦，影響肉品品

質。本會自 2019 年開始呼籲消費者拒買虐待鱸魚的「活體弓魚」，並要求漁業署盡快建立符

合動物福利的水產動物養殖、屠宰、運輸等規範與標準。同年促成漁業署與海洋大學辦理第

一屆水生動物福利研討會，邀請產學界交流對話，漁業署副署長在研討會上表明要讓弓魚成

為歷史。

2022 年底漁業署成立水生經濟動物福利工作小組，從常被綑綁的鱸魚開始，計畫優先推動台

灣大宗養殖魚類物種的人道屠宰。2023 年召開第二次會議，漁業署允諾研究人道屠宰方法，

並委託嘉義大學水生生物科學系教授進行相關研究。

2023 年底本會共同舉辦「第二屆水生動物福利研討會」，

推動學界、產業與民眾對水生動物福利的意識。本會將持

續推動相關法規與標準的建立，提升養殖魚類動物福利。

第二屆水生動物福利研討會，學界產業再進一步

魚也會痛—持續改善水生經濟動物福利

＃水生動物

「活體弓魚」

研討會重點整理

https://animal.moa.gov.tw/public/upload/Know_ArticleFile/240118105805310292UJ1F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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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友善畜牧國際論壇

本會與家樂福文教基金會、國際珍古德協會合辦第二屆友善畜牧論壇，強調動物福利為 

ESG 績效不可或缺的指標，邀請近兩百位相關利害關係人參與對話，提供國內外動物福利

新知與進程。有多位國際講者分享友善畜禽在生產、法規、標章驗證，及納入企業 ESG 

績效的經驗。

＃國際論壇

動物福利：ESG 績效不可或缺的指標

同年 11 月，彰化縣長王惠美特地率

隊前往荷蘭 Kipster 蛋雞場取經，探

討友善雞蛋產業及如何平衡生產效益

與 動 物 福 利。 縣 府 強 調，Kipster 蛋

雞場產出全球第一顆「碳中和」雞蛋，

從建築、飼養、飼料、包裝到環境永

續等，是彰化作為蛋雞場大縣，及友

善飼養業者的良好參考。

後排左一、二為英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RSPCA) 國際事務
總監 Paul Littlefair ( 李博 ) 、荷蘭「明日雞蛋」(Kipster) 
的 創 辦 人 Ruud Zanders。 韓 國 共 同 民 主 黨 院 內 代 表 朴
洪根 (Park Hong-keun) 議員、以色列國會議員 Sharren 
Haskel MK 女士則於線上與會。

不容小覷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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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持續遊說並協助台灣企業提出非籠飼雞蛋政策。促進企業在使用畜禽產品時，承擔對社

會、動物和環境的責任。

嘉義智選假日酒店今年開始使用非籠飼鮮蛋

台北萬豪酒店其中五間餐廳今年開始使用非籠飼雞蛋

吐司利亞所有據點的店內餐點今年全面使用非籠飼雞蛋

KafeD 咖啡滴全台六間門市今年開始使用非籠飼鮮蛋

樂檸漢堡自 2016 年起全面使用非籠飼雞蛋，今年與動社攜手擴大推廣

從五星飯店到異國餐廳，企業對動物更友善

成功遊說企業使用非籠飼雞蛋

＃蛋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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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遊說

促成台北市營養午餐開始採用友善雞蛋
台北市長蔣萬安親自宣布 : 國中小學營養午餐

每學期導入一次非籠飼雞蛋供學生食用，搭配

食農教育課程讓學生認識經濟動物福利。

＃立法遊說

本會推動農業部制定「畜牧場傷病
動物人道處理規範」
本會於 2022 年 10 月召開調查記者會，呼籲農

業部重視牧場中傷病動物處置不人道問題，農

業部回應本會訴求，委託學者參考本會所提供

之國際動物安樂死標準相關資料，研擬訂定牧

場裡的病倒畜禽安樂死規範，供牧場人員遵守。

本會全程參與一年來多次會議的討論，於 2023

年底討論定案，農業部預計明 (2024) 年公布，

並將舉辦牧場端的訓練。

更多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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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遊說

本會推動多年「終止神豬重量比
賽」倡議行動，今年義民廟首度
公布「創意神豬」比賽名次

新竹義民廟首度於去 (112 年 ) 義民節典禮頒發特

等獎給「創意神豬」，並展示在廟埕第一排，鼓

勵信眾創新祭拜文化。北埔義民廟超人氣的「神

豬撲滿大賽」今年更擴大舉辦，開啟新傳統，持

續推進終止虐養、虐殺神豬的活體豬隻重量比賽。

改 善 動 物 處 境，永 不 放 棄

我也要有動物福利標準囉 !

＃政策遊說

建請蔡英文總統支持友善畜牧轉型
本會於總統接見「2023 全國 NGOs 環境會議」

代表時發言，建請總統支持全面轉型友善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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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育
為遏止非法、未通報、未管理漁業行為（IUU）對海洋生態資源的重創，本會持續致力

漁業管理的監督革新，推動政府完備漁業監管資訊蒐集，強化進出口漁獲證明之管理、

建立水產品溯源與透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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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護海洋生態，建立海、水產品透明度與溯源履歷是國際趨勢，以確保每條魚從捕撈上岸的

各個生產流程皆可追蹤追溯，防止 IUU 非法漁獲流入市場。

台灣遠洋漁獲居全球前三名，為推行責任漁業，本會於 2021 年提出〈體檢台灣漁業管理資訊

周延與透明度——以七大遠洋漁業之管理作業為例〉 研究報告，與漁業署及產業溝通，訴求

政府應積極建立海、水產品追蹤追溯與資訊透明制度。 2023 年 11 月漁業署同意成立專案推動

工作小組，將逐一研擬遠洋、沿近海，乃至養殖漁業漁獲之追蹤追溯與資訊透明。 

漁業署允諾成立推動工作小組

推動海、水產品追蹤追溯透明制度，
跨出關鍵一步

＃海洋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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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多年，與產官學共同推動台灣沿近
海漁獲量第一的「鯖鰺扒網漁船」，達成
全年漁獲總量管制 (TAC）及個別漁船配
額制度（IQ）度的推動落實
作為台灣沿近海漁獲量第一名、佔全國沿近海漁獲量 55% 以上的「鯖鰺扒網漁船」，在

過往漁業署未能積極採取管理措施，以及漁船間相互競賽式的過度捕撈下，鯖鰺漁業資源

連續數年歷經漁業資源下滑、魚體越捕越小的危機。

本會與其他關心海洋生態資源的環保團體，推動農委會於 102 年訂定發布「鯖鰺漁業管理

辦法」，明定「6 浬內為鯖鰺漁船完全禁漁區、總噸位 100 以上鯖鰺漁船禁止進入 12 浬

內作業」、「每年 6 月份為鯖鰺漁船禁漁期」等相關規定。

＃鯖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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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署應落實漁獲透明化之申報與查核，以利制定負責任的管理措施。

比照國際漁業管理模式，未來應推動全年漁獲總量管制 (TAC) 及個別漁

船配額制制 (IQ) 等管理措施。

結合產、官、學及公民團體針對台灣沿近海主要漁獲，成立管理諮詢小

組。2018 促成「鯖鰺漁業諮詢小組」成立，展開計算 MSY( 最大持續

生產量 )、監控產卵鯖魚數量 (SSB)、鯖魚性成熟體長等各項指標監測，

並以確實的漁獲捕撈回報與科學資源調展開滾動式管理。

107 年 1 月 10 日，本會於漁業署所召開之公聽會上，要求

歷經五年多努力，112 年 12 月 7 日鯖鰺漁業諮詢小組會議，終於與產官學各利害關係人

達成年度鯖鰺總漁獲量為９萬公噸，113 年 1 月並將進一步確認漁船個別配額的決議，於

113 年開始落實施行，杜絕海洋漁業資源的竭澤而漁，是台灣沿近海漁業資源管理非常重

要的里程碑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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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永續

＃馬糞海膽

與產官學界舉辦 2023 漁業永續國際會議

抗議澎湖縣政府毫無積極管制措施，加
速野生馬糞海膽滅絕

此為國內首次以遠洋漁業永續實務推動為主題的國際

會議，邀集政府、產業、學界齊聚交流，了解永續海、

水產採購的國際趨勢與要求。

因過度濫捕與缺乏積極有效的管理措施，澎湖馬糞海

膽族群資源早已無法回復。本會於 2022 年整理國際

間保育海膽的策略，提出政策建言，但中央與地方政

府毫無積極作為，本會持續抗議，並呼籲民眾不要過

度消費。

圖｜ 豐群水產

＃刺網

要求漁業署檢討台灣「刺網」管理機制
盤點現今管理缺失，提出四點政策建言，促成漁業署

召開產官學對話討論會議。

  更多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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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卵母蟹

本會參與推動 「沿近海漁船捕撈蟳
蟹類漁獲管制措施」
規範每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禁止漁船捕撈

抱卵母蟹及卸下或持有腹甲離身之蟳蟹。而於 8 月

1 日禁捕抱卵母蟹規範生效前，漁民捕撈到的抱卵

母蟹，由漁業署編列經費集體收購野放回大海，

7/31 本會參與放流 1,787 隻已抱卵的母蟹媽媽，

以利海生生物生生不息。

＃底拖網

拖網危害生物多樣性，加速漁業
資源枯竭
本會在大雨中前往行政院陳情，呼籲加嚴「拖網漁

業」管理， 優先輔導「底拖網」退場 ，以維護海

洋生態資源。促成漁業署後續召開產官學對話討論

會議。

  

改 善 動 物 處 境，永 不 放 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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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
為減少野生動物的商業獵捕與不當利用，本會長期深入調查，並監督落實野保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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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臺北市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文物提報指定一般古物申請作
業流程」，申請作業回歸一般古物申請方式，阻絕象牙買賣後門。

請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文物」之申請、收
藏、展示、買賣等規定，加嚴防堵非法交易。 

1

2

臺北市文獻館並於 9 月邀集本會及古物審議委員召開會議，會中決議：

＃大象

呼籲修法，莫讓台灣成為象牙盜獵幫兇

當世界各國紛紛禁止象牙交易，台灣卻出現以「文資」之名，大開後門讓業者進行象牙交

易的案例 --111 年 8 月臺灣高等法院一項二審無罪判決，推翻宇珍國際公司違反《野保法》

非法買賣象牙的一審判決，讓象牙持有者得以在販賣後，再以指定為「古物」名義的方式，

規避野保法的禁賣規定。本會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正視法律漏洞，莫讓象牙買賣大開後

門，以「古物」之名再度活絡。

促成北市廢止「野生動物產製品提報一般古物申請作業流程」，
阻絕象牙買賣後門

行動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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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全台六大不當拍鳥場所，遏止對鳥
類及生態保育的嚴重傷害
為捕捉鳥類珍稀影像，鳥類攝影近幾年發展出「籠拍」、「巢拍」、「誘拍」三大歪風，

本會與《鏡傳媒》人物組合作，展開兩年臥底調查。揭發全台六處位於桃園、新竹、台中、

南投等非法拍攝場所，促成這些場域關閉，遏止對鳥類及生態保育的嚴重傷害。

「籠拍」場內的鳥類來源，涉及非法獵捕、走私、不當圈養及騷擾虐待，當中更不乏保育

鳥類；而「巢拍」、「誘拍」則涉及破壞鳥類棲地生態及影響其自然行為。

回應本會行動，國家地理雜誌台灣攝影大賽宣布：鑑於國內拍鳥亂象對生態保育造成的危

害，以及暫無法有效辨識參賽作品是否違反對動物生命及生態保育的尊重，2023 年暫停

接受鳥類攝影作品投稿！

右圖｜ 鏡周刊
遭非法捕捉的哺育類短耳鴞，被籠拍業者圈養以供拍攝
圖利，其左翅低垂顯已負傷，且因緊迫飽受驚嚇。

＃保育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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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彙整六處拍鳥場所的違法證據向農業部檢舉，並轉由法務部及各縣

市分別就業者涉及之刑事與行政責任展開調查。各縣市分別從場所用地

合法性，及是否違反動保法、野保法規定著手，六處場所皆已關閉。

其中新竹縣墨瑞鱈翠鳥學苑，遭依違反野保法未經許可經營野生動物營

利罰 6 萬元，其騷擾、利用保育類動物則遭新竹地檢署緩起訴處份。

桃園雞場、南投阿銘則因他案涉及騷擾、獵捕保育類動物行為，經法院

判決違反野保法處以刑責。顯示業者早已是違法利用野生動物慣犯。

期待透過各界共同努力，有效遏止籠拍、巢拍、誘拍歪風。 

後續進展：六處場所皆已關閉

      左圖｜ 鏡周刊
業者在場內用箱子飼養各種小老鼠，當拍攝者架好攝影器材後，業者就用夾子夾出小老鼠，將之夾在祭壇上、
打上強光，供鳥客拍攝領角 30 鴞俯衝捕食的畫面，以人為方式改變野鳥的覓食行為。

→

深
入
議
題

https://animal.moa.gov.tw/public/upload/Know_ArticleFile/240118105805310292UJ1F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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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物
科學與倫理同等重要，動物實驗已被證實有其僵化慣性與侷限，先進國家正努力發展

非活體動物實驗替代方案。本會持續推動台灣在 3R（Replace 替代、Reduce 減量、

Refine 精緻化）上與國際接軌，改變無數動物遭無謂犧牲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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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 2018 年公布健康食品「小綠人標章」不當使用動物實驗的調查報告，已成功促成

衛福部陸續刪除抗疲勞保健功效 (2021)、調節血壓保健功效 (2022) 評估方式中的動物實

驗；2023 年 3 月 8 日，終於再度刪除牙齒保健功效評估的動物實驗！本會將持續推動健

康食品刪除所有動物實驗，避免不科學的功效評估傷害人體，並造成動物無謂犧牲。

小綠人標章改革進度
以人體研究統計取代動物試驗作為食品保健宣稱、功效之主要證據，已是國際間科

學趨勢。目前衛服部健康食品仍有 10 項保健功效評估有動物實驗，包含：調節血糖、

調節血脂、胃腸功能改善、不易形成體脂肪、骨質保健、輔助調節過敏體質、免疫

調節、促進鐵可利用率、延緩衰老、護肝保健等。

成功推動衛福部刪除健康食品「牙齒保
健」動物實驗，避免無謂犧牲

＃實驗動物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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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保法規定進行動物實驗的機構皆須設置「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

會」 IACUC，以監督實驗動物的使用與飼養照護。在本會及多位學者

的努力推動下，農委會於 2018 修正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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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委員應

優先由沒有動物實驗研究背景的「一般人」(lay person) 擔任。

＃ IACUC

舉辦「強化 IACUC 委員專業能力」國際
研討會
為持續推行動物實驗 3Rs 原則實踐，本會與英國 RSPCA、中華實驗動物學會共同舉辦研

討會，以提升 IACUC 專業職能為目標，引導台灣在動物科學應用的研究發展與法規應用

能與國際接軌。 RSPCA 實驗動物部門主任 Dr. Penny Hawkins 提出多項值得台灣借鏡的 

3R 管理措施，與會學員討論熱烈，收穫豐富。

 IACUC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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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狒狒

新竹六福村逃脫狒狒無辜死亡，本會要求
政府檢討人工圈養野生動物管理機制
2023 年 3 月，新竹六福村一隻保育類狒狒逸出圈養環

境逃離至野外 16 天，政府不僅無法掌握來源，最後還

讓狒狒在非專業人員的圍捕下被開槍打死。

本會提出政府四大管理漏洞，呼籲社會重視源頭管理問

題。後續監察院已提出調查報告，但相關制度改革仍待

推進，本會將持續監督。

＃水生動物

＃人工圈養動物

訴求禁止娛樂性撈魚、撈烏龜，保障水
生動物福利

持續監督農業部完善動物展演動物行
政管理機制

《動保法》修正草案原欲禁止遊戲交換兔子、寵物鼠等

小動物及撈魚、撈烏龜等娛樂行為，因遭攤商反彈，農

委會隨即改口僅先以哺乳類動物為優先禁止對象。本會

嚴正抗議農委會長期漠視水族、爬蟲類等動物福利，呼

籲行政院應支持修法，落實國民生命教育。目前農業部

尚未提出修改版本。

參與動物展演評鑑表、展演用動物輸出入動物福利指

標、利用動物展演行為之動物福利管理指南等會議，維

護人工圈養動物福利。

展演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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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動物

提出台灣流浪犬問題解方
有鑑於關心野生動物與流浪動物群眾的對立，本會副執

行長特別以臉書直播方式，說明、探討台灣流浪動物的

公共政策如何失靈、扭曲，又要如何改變此問題的對立

與內耗，讓流浪動物問題真正獲得解決。此外亦參與多

場公眾提案平台就流浪犬議題的協作對話會議。

＃寵物飼養

從源頭減少寵物不當飼養發生
本會多年來致力推動農業部制定各式寵物飼養的白名單

與黑名單管理機制。農業部回應本會，委託外部單位研

究哺乳類及爬蟲類作為寵物的評估，並召開管理機制會

議，本會積極參與，以杜絕各種寵物的不當飼養、輸出

入、外來種逸出危害等問題。

同伴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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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北市野鳥協會共同舉辦
4 場【人鳥和諧聯合講座】
四場講座帶民眾認識不同鳥類在城市與

人共存所面臨的困境。

  

改 善 動 物 處 境，永 不 放 棄

教育宣導

都會區的人鳥衝突 聽聽獸醫怎麼說

鳥的隱形殺手─看不見的陷阱 : 窗殺

誰的快門殺鳥─籠拍、巢拍與誘拍 ?  

談鳥類攝影的生態倫理

祖宗八代是禽鳥─認識蛋雞與雞蛋

第 1 堂

第 2 堂

第 3 堂

第 4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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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決算表
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款 項 名稱 合計 總計

1 經費總收入 10,394,126

1 入會費

2 常年會費

3 捐款 8,978,679

4 利息收入 1,414,547

5 其他收入 900

2 經費總支出 11,787,984

1 人事費 5,945,723

2 辦公費 531,106

3 業務費 4,756,478

4 雜項支出 66,479

5 購置費 93,455

6 年度基金提列 50,051

7 各項折舊費用 344,692

3 本期餘絀 -1,393,858

收入比例 支出比例

40.4% 業務費

4.5% 辦公費

50.4% 人事費

2.9% 各項折舊費用

0.4% 年度基金提列

0.6% 雜項支出 0.8% 購置費

13.6%

86.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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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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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91,682 流動負債 1,082,264

現金 96,195 應付費用 1,082,264

銀行存款 12,220,517

基金定存 5,146,977

應收帳款 27,993        

固定資產 344,692 基金 5,146,977

辦公室設備 1,755,150 提撥基金 4,889,393

備抵折舊 -1,410,458 基金孳息 257,584

其他資產 80,000 餘絀 11,687,133

存出保證金 80,000 累積餘絀 13,080,991

本期餘絀 -1,393,858

合計    17,916,374 合計  17,916,374

資產 負債﹑基金暨餘絀

0.4% 其他資產

1.9% 固定資產

97.6% 流動資產

6% 流動負債

28.7% 基金

65.2% 餘絀



eastfree@east.org.tw

02-2236-9735~6

02-23651701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 162 號 3 樓之 3

east.org.tw

和我們一起 成為動物的後盾！
掃瞄 QR code 或點擊取得捐款方式

讓母雞自由，廢除格子籠！

https://east.neticrm.tw/civicrm/contribute/transact?reset=1&id=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