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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台北市青島東路 1號 3203室  
電話：(02)2358-8188 
傳真：(02)2358-8190 
 

林淑芬委員國會辦公室 函 
 

 
  

受文者： 如正本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02月 07日 

發文字號：立芬(國)第 201802070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記錄與出席名單乙份 

 

主旨：檢送 106年 1月 26日召開「建立台灣野生動物通報、救傷、

野放、收容系統與制度座談會」會議記錄，請查照惠復。 

 

正本：農委會林務局、農委會畜牧處、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高雄市政府、台

北市政府、台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宜蘭縣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嘉義市政府、台中市政府

農業局、彰化縣政府、新竹縣政府、臺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臺南市野生動物

保育學會、中華鯨豚協會、台灣猛禽研究會、海洋大學海洋生態暨保育研究室、

台灣海龜保育學會、六福村動物園、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台北市立動物園、路

殺社、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生態教育

科、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野鳥救傷中心、台灣石虎保育協會、雲林縣野鳥學

會、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桃園市野鳥學會、WildOne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農委會水產試驗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副本：林淑芬辦公室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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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台灣野生動物通報、救傷、野放、收容 

系統與制度座談會 會議記錄 

主辦單位：立法委員林淑芬國會辦公室、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時間： 2018.1.26(五)下午 2:00-5:00 

地點：立法院群賢樓 101會議室 

出席：如簽到表 (略) 

討論大綱： 

一、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法應如何修訂，以利促進台灣野生動物案件通報及

後續處置系統、制度與專業建立？ （例如：增列主管機關之業務分工

與法源？） 

二、「野生動物通報及後續處置標準作業流程與動物福利規範」應包含哪些

內容？（例如：通報專線、人員訓練、現場處理、醫療、收容、野放、

安樂死等各階段應注意事項？）以利主管機關辦理教育訓練，並供地

方政府及各單位依循。 

三、如何建立並應用全國野生動物通報案件資料庫？中央及地方應如何進

行？ 

四、如何善用行政院「捕蜂捉蛇等各類動物救援案件」三年補助計畫，妥

善規範或評核委外單位之專業與相關教育訓練？ 

結論： 

一、野生動物通報、救傷、野放、收容系統應建立法源基礎，除修正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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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5條外，尚應包括獸醫師法將民間動物救援或收容安置單位納為

「執業機構」，及跨縣市或全國性緊急動物救傷與醫療問題。修法條文

歡迎與會者提出意見(請見附錄：建立「台灣野生動物通報、救傷、野

放、收容系統與制度」議題分析第二項)。 

二、請林務局就今日討論「野生動物通報及後續處置標準作業流程與動物

福利規範」（規範）相關意見，於 6個月內研擬完成草案。另請針對不

同物種或需求，辦理工作坊，邀集公民團體參與討論。(工作坊討論內

容亦請見--附錄） 

三、請林務局於 6個月內同步研擬建立全國野生動物通報案件資料庫系統，

以利各縣市通報及追蹤動物後續處置，並作為野生動物保育政策之依

據。 

 

附錄 

建立「台灣野生動物通報、救傷、野放、收容系統與制度」議題

分析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整理/2018.1.30 

說明： 

本議題分析，係根據「座談會」當日發言重點整理。以供後續討論參考。

歡迎各界提供意見，修改、擴充或調整，以臻周延。 

壹、野生動物通報、救傷、野放、收容系統 

一、通報與紀錄 

 通報 

 如何正確且有效減少通報案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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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民眾認識野生動物，減少恐懼 

 呈現野生動物通報案件真實數據，亦可減少媒體渲染  

 通報案件減量之效益為何？ 

 落實保育 

 減輕行政負擔 

 促進生態教育 

 促進人與動物和諧互動 

 處理通報案件可能面臨之挑戰為何？ 

 有些縣市假日通報電話無人接聽 

 夜間、假日接到通報電話，無法立即處理 

 因人員安全、路程遙遠、地點偏僻等問題，無法立即處理 

 資料庫 

 有哪些現有資料庫可以參考？ 

 國內 

 鯨豚、海龜通報收容系統 

 路殺社 APP 

 國外 

 ZIMS 

- 國外動物園、收容中心常用 

- 香港嘉道理農場與香港政府使用 

 可協助中央及地方政府設置通報系統及資料庫的民間資源為何？ 

 G0V黑客松 

 資料庫彙整之效益為何？ 

 精準判斷動物後續處置方式-減輕行政經費與人力、物力負擔 

 預測案件發生-調配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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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測動物族群變化分布 

 累積野生動物研究與獸醫資訊（ex.傳染病） 

 呈現真實野生動物案件處理或救援數據（ex.捕蜂捉蛇） 

 促進保育教育(ex.幼鳥習飛落巢) 

 促進人與動物和諧互動 

 提供生態保育政策參據 

二、義工 

 有哪些單位之義工建置可以參考？ 

 臺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 

 FB值勤 

 到場處理 

 讓義工覺得有用，有成就感 

 台灣猛禽協會 

 猛禽救傷、照護 

三、動物照護與福利 

 如何稽核與評鑑野生動物救傷、醫療、照護、暫養、收容機構？ 

 「現場處理」之動物照護與福利規範為何？ 

 「動物運送」之照護與福利規範為何？ 

 「動物醫療與照護」之福利規範為何？ 

 「安樂死」之福利規範為何？ 

 建立安樂死評估標準與決策1 

 評估標準 

 參考國際規範，例如 AVMA 

                         
1
 北市「動物保護處」刻正研擬「臺北市動物之家收容犬貓人道處理評估標準處理原則(草案)」,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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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 guideline 

 建立適用特定物種之標準作業程序（species-specific SOP） 

 建立緊急情況處置方式之參考依據(分析通報紀錄，建立數學

模式，找出預測因子) 

 決策 

 建立討論機制、決策流程 

 以獸醫專業與動物福利為優先考量 

 教育訓練 

 拍攝人道安樂死技術教學影片 

 針對新進救傷人員、獸醫師辦理工作坊（心理調適） 

 醫病關係、動物醫療社會學(ex.如何與民眾溝通動物後續處理) 

 必要性 

 教育社會大眾，正確面對安樂死議題，建立動物福利概念 

 建立獸醫專業 

 提供安樂死決策之科學依據，減少獸醫不必要的心理壓力 

 其他倫理考量 

 「經評估不予救治動物」，交由新進獸醫利用機會練習醫術，

以利增加經驗，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動物正義？ 

 傷殘動物在原棲息地可繼續存活，如送入收容中心，可能被「評

估」無法痊癒，而被「安樂死」，是否仍應「救援」？ 

 動物經救治後，雖仍傷殘，卻可能於其自然棲息地存活一段時

間，相關資源之運用，及安樂死與否，如何判斷？ 

 收容安置之福利規範為何？ 

 暫時 

 長期 

 野放之福利規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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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療資源 

 如何因應人力、軟體、硬體、經費、物力資源不足問題？ 

 協助媒合公共空間，如閒置校區、公家機關 

 向社會尋求協助 

 如何善導引入佛教團體護生資源？ 

五、動物利用 

 與「動物保護法」及「野生動物保育法」相關規範為何？ 

 動物科學應用 

 教育展示 

 與「野生動物保育法」相關規範為何？ 

 猛禽繫放 

 

貳、相關法律 

 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 15條修法草案 （初稿） 

建議條文 現行條文 修法理由 

第 15條 

落難或受傷之野生動

物，主管機關應逕為處

理，並得撥交、移交至

相關機關或團體，進行

救傷、醫療、照護、暫

養、收容、野放、科學

應用；其救傷、醫療、

第 15條 

無主或流蕩之保育類

野生動物及無主之保

育類野生動物產製

品，主管機關應逕為

處理，並得委託有關

機關或團體收容、暫

養、救護、保管或銷

1.現行條文僅規範無主或

遊蕩之保育類野生動物

主管機關應逕為處理，

此為縣市政府處理保育

類受傷動物之法源依

據，但並未包含一般

類，因此不是每個縣市

均投入人力、經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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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暫養、收容、野

放、科學應用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訂之。 

無主之保育類野生動物

產製品，主管機關應逕

為處理，並得撥交、移

交有關機關或團體保管

或銷毀。 

毀。 受傷或遊蕩的一般類野

生動物。 

2.第一項授權主管機關訂

定之管理辦法，應包含

附錄一「壹、野生動物

通報、救傷、野放、收

容系統」所列各環節之

規定。 

第 15條之 1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定期查核及評鑑

野生動物救傷、醫療、

照護、暫養、收容機構；

其查核及評鑑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此條新增) 增訂野生動物救傷、醫

療、照護、暫養、收容機

構定期查核與評鑑之法

源。 

 獸醫師法 

 民間動物救援或收容安置單位納為「執業機構」 

 跨縣市或全國性緊急動物救傷與醫療之執業問題 

 動物保護法 

 動物科學應用 

 動物教育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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