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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研究這個題目?

小小「狗」問題竟然成為民怨第八?
都是「政府無能」嗎?

沒有人研究這「政策失靈」現象嗎?
怎麼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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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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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研究這政策失靈問題嗎?

論及流浪動物「政策」相關研究尚有50篇，可根據前
述各項政策工具的面向予以區分。

與整體行政管理相關的政策有19篇

與政策宣導與教育相關的文獻有17篇

與收容所政策相關者有6篇

與認領養政策相關者有4篇

與飼主或寵物業者管理相關者有4篇

與TNR或絕育相關者有3篇

與安樂死相關有2篇

與捕犬相關有1篇

前所提到的10項公共政策，均有相關論文予以討論。



他們怎麼研究這個問題?

以動物保護價值為應然面，進而批判現狀，思索
改進之道

透過問卷調查實然面上影響公民個人特定項目
「動物保護行為」（如辦理認養、絕育、TNR）之
變項為何，並未論及個人對全面的「政策」態度

空隙：缺乏公民對動物保護「政策工具」支持態
度的研究，也就是本文所謂的政治可行性分析



政治可行性+道德政策理論

道德政策是什麼?
至少有一個政策倡議聯盟，將該議題視為道德或罪惡，

並且以道德訴求來倡議該政策。

道德政策與非道德政策的差別為何?
1.民眾對道德原則格外堅持
2.非屬專家決策模式
3.議題具有高度媒體張力

道德政策有哪些?



道德政策的範圍

表二：西方民主國家中的道德政策
〈Morality Politics in Western Democracy〉



資料來源：轉譯自Studlar，20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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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政策的分類：
1.共識型道德政策(口是心非的問題)
2.分歧型道德政策



道德政策分類標準及其類型學



我們發現了什麼?

 重新建構道德政策的三個分類標準

 流浪動物政策具有多元政策類型的特質

 問題恐怕不在政府，而在民意：

民意偏好使流浪動物成為「沉痾難解」問題

共識型道德政策造成的「事倍功半」困境

不作為使政府淪入「父子騎驢」窘況

 不同類型政策問題應以不同政策工具來予以解決



 表三：流浪動物政策各項措施之政策特質分析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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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限制

台南市民態度是否可類推至全國?

未處理利害相關人的資源、政策接近性問題

忽略政治可行性以外的條件(如方便的絕育藥物)

政策研究vs社會運動：客觀中立vs政治操作



流浪動物困境與台灣民主的下一步

 台灣經驗：早期轉型正義、憲政改革，當代的治
理調整(政府再造、區域重劃、公私協力)之後，
因為逐漸邁向後工業世紀，此類道德政策議題也
漸漸躍上政策舞台。

 慈濟災區興建永久屋

 王清峰因廢死理念辭職下台

 聞聲救苦的公務員

 品格教育的推動

 原住民狩獵、客家義民祭、佛教放生

 不安樂的安樂死



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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