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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動物處境，
不曾停歇的二十一年。

1999 - 2020

1998年台灣《動物保護法》成功推動，犬貓處境出現曙
光，其他動物卻仍在農場、屠宰場、實驗室……等陰暗
之處不被看見。不忍於此，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在 1999
年正式成立，以調査與研究為根基，開始為動物發起倡
議。

二十一年來，動社不斷揭露真相撼動社會，為動物做了
許多重要的制度改革，並持續與產業和政府對話。在無
數協助與支持下，促成台灣建立人道屠宰與運輸規範、
實驗動物照護提升、動物展演法規不斷修正、神豬重量
比賽創新、國內外海洋保育推進……改善了無數生命的
處境。

「動社 21」主題網站，回顧了動社多年來工作與成果，
並爬梳台灣動保運動的脈絡軌跡，帶大家認識台灣在動
物保護的歷史進展、現況，以及仍待突破的困境。
邀請大家進網站逛逛，一起加入這場為動物發聲的社會
運動！

動社21

掃描或點擊QR CODE 
了解更多動社21年來做的事情

只要還有動物在受苦，
我們永遠不會停止努力。

https://www.east21.org/
https://www.east21.org/
https://www.east21.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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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經 濟 動 物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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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積極改善乳牛處境，推動農委會召開〈牛乳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

南〉規劃會議，邀集相關產官學界共同討論研擬。

為提升乳牛動物福利，本會積極爭取各生長階段乳牛的生活空間與躺臥

面積，同時要求農委會將牛乳友善生產系統納入低利貸款鼓勵項目，以

引領酪農走向「友善飼養」。經多次的會議討論後，〈牛乳友善生產系

統定義與指南〉已於 2021 年正式公布。

乳牛每天躺臥時間達 14 小時，為維護乳牛健
康，本會爭取牧場應提供乾燥、舒適且足夠的
躺臥空間，讓乳牛可以放鬆四肢休息。

本會建議小牛應採群養為佳，同樣須提供足夠
的活動空間與乾燥、舒適的躺臥環境。

一、推動政府制定各項
       「友善畜牧」相關法規、政策

▇  改善乳牛處境，推動農委會制定〈牛乳友善生產系統 

       定義與指南〉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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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蛋雞爭取更好的動物福利

農委會將於 2021 年完成修訂函告，讓蛋雞友善飼養標準更嚴謹，本會為辛苦產蛋
的母雞再進一步爭取更好的動物福利。

推動〈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與指南〉修訂

為改善數千萬被囚禁在「格子籠」蛋雞的處境，本會於 2016 年推動農委

會制定〈雞蛋友善生產定義與指南〉至今已五年。這份規範讓台灣飼養蛋

雞的農民，對於轉型友善飼養能有所依循，但於當年制定時，各界建議先

採取較寬鬆的動物福利標準，在經過五年後，許多投入友善飼養的農民，

都已能逐步跟上國際專業飼養規範，因此本會在 2020 年繼續推動農委會

修訂，並提出多項修正建議。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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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持續推動畜牧產業重視動物福利，轉型友善飼養，提供產業轉型誘因。成功推

動農委會於十月再度修訂〈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提供有意轉型友善飼

養農民，再度調降 0.25% 利率，享有 1.125 低利農業貸款。

▇  推動農委會降低農業專案貸款利率，獎勵符合友善畜牧農民申請！

▇  推動農委會建立農場動物疫病人道撲殺準則

本會關注動物疫病爆發時的大規模動物撲殺是否符合動物福利規範，提出〈疾病控

制下的動物福利原則〉報告及四份技術說明建議，要求農委會修正「畜禽人道撲殺

法規」，確認疾病控制下的大規模動物撲殺，能符合國際動物福利規範。

另針對農場內日常的傷病動物人道處理，本會亦多次在農委會召開的相關會議中，

要求農委會應建立農場傷病動物人道撲殺準則，並給予牧場正確的操作工具及人員

訓練，以減少農場放任傷病動物自生自滅，或採用非人道致死方式的殘酷情況。農

委會畜牧處已承諾將著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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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台灣爆發嚴重高病原性

禽流感疫情，共計撲殺 594 萬隻

鴨鵝，當年政府對於防疫人道撲

殺準則與人員訓練皆不足，導致

許多動物被活活悶死或焚燒，政

府應引以為鑑。

2015 年台灣爆發嚴重高病原性

禽流感疫情，缺乏人道撲殺規

範，導致許多家禽被活生生裝

袋送化製廠。

放 任 傷 病 動 物 自 生 自 滅 痛 苦

而  死，毫無人道處置規範和工

具，是台灣農場的「日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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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動農委會制定經濟動物「人道運輸」規範

每天都有許多經濟動物需經歷長途運輸被送到各地屠宰銷售，如何確保運輸設備與

交通工具及人員操作，都能妥善對待動物，不讓動物遭受不當的對待與痛苦，是非

常重要的事。

本會推動農委會訂出〈家畜人道運輸定義與指南〉，好讓從業人員有所依循並辦理

訓練。全程參與討論會議並提出修正建議，要求納入 OIE、RSPCA、澳洲等關於豬、

牛、羊運送動物福利規定。

不同動物的體型、行為、習性各有不同，人道運
輸動物福利規範應涵蓋每種動物適合的運輸工具
及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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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方位改善經濟動物處境
         與福利！

▇  廢除「格子籠蛋鴨」倡議行動

1   消費倡議：繼 2019 年公布「台灣籠養鴨」調查影像後，2020 再度公

布市售「格子籠鴨蛋」品牌清單，呼籲消費者拒買血腥鴨蛋，以實際行

動抵制虐待動物的格子籠蛋鴨場。

2   政策監督：本會所調查公布的台灣虐待水禽「格籠蛋鴨」飼養影像，

引發國際關注，歐洲最大跨國動物保護聯盟 Eurogroup For Animals 於

2020 年 9 月發布訊息，指出台灣鴨蛋正在申請輸入歐盟，「格子籠鴨蛋」

可能危害動物福利和公眾健康，呼籲歐盟以最新的農業政策「Farm To 

Fork」規範，透過貿易來把關。

本會與立委再度召開記者會，除要求各縣市政府清查轄區內畜牧場未經

申請變更，便逕自將格子籠蛋雞場改為飼養水禽蛋鴨的違法行為外；並

要求農委會研擬廢除格籠蛋鴨飼養的落日條款與期程。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53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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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子是水禽，白天有一半時
間在水中活動，他們的腳掌
有蹼，胸腹部平坦，尾部會
分泌油脂，戲水時鴨子會將
油脂擠出並塗抹於全身羽毛
上、避免羽毛沾濕。將水禽
飼養在窄小的「格子籠」內，
對水禽是生不如死的虐待。

歐洲最大跨國動物保護聯盟 Eurogroup For Animals 於 2020 年 9 月發布訊息，
指出台灣鴨蛋正在申請輸入歐盟，但部分「格子籠鴨蛋」可能危害動物福利和公
眾健康，呼籲歐盟以最新的農業政策「Farm To Fork」，透過貿易來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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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推動廢除台灣豬肉生產「活體拍賣」制度

針對政府要開放使用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進口，並強調要以台灣「溫體肉」

對抗「美豬」，本會發起抗議行動。要求農委會編列的 100 億養豬產業基金，

應優先用於推動改革台灣肉豬「活體拍賣」的落後系統。本會多年來不斷推

動政府應廢除殘虐豬隻的「活體拍賣」方式，更不斷宣導民眾認知使用萊克

多巴胺對豬隻動物福利的傷害。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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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至今仍存在落後野蠻的肉品生

產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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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灣 肉 品 市 場 的 落 後「 活 體 拍

賣」制度，讓拍賣豬隻需經過多

道拍賣閘門，閘門開開關關阻斷

豬隻行走，且發出巨大聲響，讓

豬飽受驚嚇折磨，許多豬隻緊張

卡 在 走 道， 又 再 被 以 電 擊 棒 驅

趕。

國人對「溫體肉」的迷思，導致

豬 隻 活 體 拍 賣 制 度 無 法 改 變，

讓豬隻在屠宰前須經歷許多不必

要的痛苦。且溫體肉品就暴露在

常溫下，在台灣高溫多濕的氣候

裡，肉品完全成了細菌滋生的溫

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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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援
擎天崗

野化水牛

原生活在擎天崗草原區的野化水牛群，

因遭陽管處不當圈圍限制行動長達一

年，2020 年 12 月初爆發大規模死亡，

本會與台北市議員耿薇召開記者會要求

台北市動保處組成專案小組調查水牛死

因，並呼籲中央應介入，對於現存牛隻

訂定緊急因應計畫。

本會更在排除死亡原因為人畜共通疾病

後，緊急購買糧草並聯絡陽管處，投糧

救援給倖存的牛群。共計送禾本科及豆

科等乾草料、鹽磚，以供存活水牛食用，

避免牛隻再因營養不良死亡，並督促陽

管處緊急改善山谷地裡的牛棚，以提供

倖存牛隻乾燥避寒的環境。

12 月底，在與耿薇議員辦公室的持續監

督下，台北市動保處召開會議，公布獸

醫的調查判定，牛隻大規模暴斃死亡原

因為：「食物來源成分與品質不佳，導

致長期營養獲取不足」，並以違反動保

法開罰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要求陽

管處針對倖存牛隻處理召開後續座談。

當年度促成動保處會同獸醫師至現場替

牛隻健康檢查、補充營養針劑、協助改

善動物生活條件，並促使陽管處打開 11

處圍籬通道，增加牛群到他處覓食並躲

避嚴寒氣候的機會。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81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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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天崗曾發生遊客不當逗弄或侵犯野化水牛，導致牛隻攻擊遊客的「人牛衝突」事件。因此陽
管處以尖銳又堅固的鐵絲網，限制牛的活動範圍，導致牛隻食物來源不足，引發營養失衡，
2020 年共有 30 多頭水牛暴斃死亡。

本會在排除死亡原因為人畜共通疾病後，緊急購買糧草並聯絡陽管處，投糧救援給倖存的牛群。
共計送禾本科及豆科等乾草料、鹽磚，以供存活水牛食用，避免牛隻再因營養不良死亡，並督
促陽管處緊急改善山谷地裡的牛棚，以提供倖存牛隻乾燥避寒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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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台灣
解放蛋雞

！

| 圖：We Animals



17

成功遊說並媒合宏亞食品名下品牌 - 

禮坊，推出採用「非籠飼液態蛋液」

為原料的伴手禮── RIVON 禮坊雪

茄捲，原料供應牧場為本會成立的

「友善雞蛋聯盟」成員。

台灣 IKEA 總公司 - 牛奶國際控股有

限公司 宣布 2021 年底前，台灣和香

港的 IKEA 將全面使用「非籠飼」友

善雞蛋，本會協助台灣 IKEA 落實此

項善待母雞的企業政策！

7 月

10 月

| 圖：We Animals

  ▇  持續推動蛋雞友善飼養，廢除「格子籠」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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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展翅聯盟 (Open Wing Alliance)」共同發起解放格子籠蛋雞全球

行動，向漢堡王總公司 Restaurant Brands International 集團發起全球抗

議，要求制定集團非籠飼雞蛋採購政策。

本會策劃「母雞工會陳情」行動，前往漢堡王師大門市，邀請漢堡王加入

善待母雞的良心企業行列，促成台灣漢堡王回應將加速引進非籠飼雞蛋。

母雞工會前往漢堡王師大門市，邀請

漢堡王許下非籠飼承諾。

本會協助家樂福落實「食品轉型—

從蛋開始」的第三年承諾，推出

「家樂福嚴選非籠飼放牧雞蛋」，

加速產業轉型，改善經濟動物處

境！

12 月

10 月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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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與荷蘭在台辦事處合辦「動

物福利－食品產業大未來：活得

更好，吃得安心」座談會，邀請

產官學及民間組織代表，分享荷

蘭推動經濟動物福利經驗，以及

台灣民間友善畜牧運動的進展，

並就兩國推廣歷程的挑戰與困境

交流。

持續推廣「善待雞才有好蛋」消

費宣導，全年對外演講、宣導共

計 22 場次。

松山農會兒童夏令營

力世代擺攤

▇  努力不懈推動「善待雞才有好蛋」消費者教育

▇  搭建國際交流橋梁，加強台灣產業
      認識國際「動物福利」趨勢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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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友善雞蛋聯盟】交流工作坊，推動格子籠蛋   

      農轉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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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 2017 年正式成立「友善雞蛋聯盟」，訂定更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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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雞生理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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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並通過本會稽核。

查看聯盟 2020 年最新版
〈雞蛋動物福利標準〉

2020 聯盟稽查員

實際訪查

稽查 32 場。
本年度聯盟新增成員共計 :

放牧 3 場、平飼 4 場，

申請加入待稽查新場 8 場。

https://www.east.org.tw/sites/east/files/content/file/CFA/cfa_standard.pdf


21

友善雞蛋聯盟成員交流工作坊

為強化友善飼養蛋農照養技能，持續舉辦「友善雞蛋聯盟教育宣

導工作坊」、「友善雞蛋聯盟會員大會」及「平飼飼養系統牧場

合作交流座談會」，鼓勵蛋農正向交流合作，交流照護蛋雞技

能，加速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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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We Animals

廢   除
「神豬重量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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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We Animals

一、為神豬發聲第十八年，抗議 
         政府持續包庇虐待動物！
本會持續調查虐待神豬不法，向桃園市政府檢舉 2019 年新竹義

民廟神豬重量比賽特等、頭等、貳等神豬遭虐養、虐殺證據，檢

舉相關行為人違反動物保護法與畜牧法。竟收到桃園市動保處極

其敷衍的回覆，包含：「神豬沒有外傷不算虐待」、「神豬是主

動進食的」、養到超重癱瘓是為了「利益最大化」、「沒有虐待，

完全合法」。本會與立委召開記者會公布相關文件，要求桃園市

動保處和農委會應依法開罰，停止包庇少數不法。

本會和立委共同召開記者會公布神豬虐養虐殺證據，要求桃園市動保處和農委會不應
再包庇少數不法，應依法開罰。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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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催生創意神豬比賽

  ▇  2020 新竹義民祭，北埔鄉公所舉辦超人氣

      「神豬撲滿大賽」，以愛心取代傷害

為改變神豬重量比賽對動物的殘酷與傷害，北埔鄉公所首創藝民祭「神豬撲

滿大賽」，保留傳統神豬重量比賽中的領調（認領神豬撲滿）、磅重 ( 神豬

撲滿秤重 )、殺豬敬神（殺撲滿捐助公益團體）。

創意行動受到鄉親熱烈回響，共有 55 隻領調撲滿豬參賽，最後在廟埕前秤

重頒獎，成就一場溫馨歡樂，沒有任何一隻動物受傷害的創意神豬重量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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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豬撲滿大賽的參與人數

遠高於傳統神豬重量比賽，

以創意翻轉凝聚在地，傳承

「有愛的」民俗文化！

北埔第一屆神豬撲滿大賽，祭典充滿歡笑與感動。

花蓮富里竹田義民廟宣布 2020 年起

停 辦 傳統神豬重量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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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We Animals

實 驗 動 物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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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We Animals

一、本會積極推動實驗動物替代方案，榮獲
         2020 LUSH Prize「遊說」獎項肯定

本會持續、努力推動實驗動物替

代方案，減少動物傷害。因成功

遊說環保署化學局修訂規範，正

式發布「既有化學物質」測試的

新版指引，增列廠商應「避免對

動物進行不必要的測試，選擇人

道替代方案」規定。化學局更承

諾將落實由國外輸入的化學物質

登錄，應優先採用動物實驗替代

方 案 之 政 策， 本 會 榮 獲 2020 年

Lush Prize Fund 頒 發 的「 遊 說

獎」肯定。

二、持續推動政府成立「動物實驗 3R 中心」

為推動政府重視動物實驗替代、減量、精緻化。本會多年來不斷倡議政府應成立「動物實

驗 3R 中心」。農委會在今年啟動為期四年的動物實驗替代方案跨部會計畫裡，包含科技

部、衛福部、環保署將共同分工參與。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64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10


28

三、監督動物實驗管理

四、成功推動健康食品修法，減少無謂動物
         犧牲，每年改善 2 萬隻實驗動物生命

推動農委會修改現行實驗動物年報分類統計方式，建議年報編輯應要參考歐

盟分類統計方式，真實呈現國內使用實驗動物之目的、物種、來源、使用次

數、傷害程度等，以建立動物實驗管理背景值，讓年報得以真實反映國內實

驗動物利用全貌，以利評估政府推動實驗動物減量、替代、精緻化之評估依

據。

本會 2017 年完成〈檢視台灣「健康食品」動物實驗的荒謬〉研究調查報告，

要求衛福部健康食品保健功效評估應以人體試驗結果為依據，安全性試驗

則以非活體動物替代為優先。

2020 年成功推動衛福部完成修正公告「健康食品安全評估方法」，規定廠

商應優先採用國際認可之「非活體試驗方法」；「基因毒性試驗」的必做

項目亦排除活體動物試驗；納入「分層試驗」原則，限制健康食品應做的

試驗項目，若前項試驗未通過，則無需執行後項試驗。

此外，更推動衛福部著手修正

「健康食品之抗疲勞功能評估

方法」，刪除動物實驗方式，

改用人體試驗結果為依據。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71


29

衛福部核發的健康食品執照中，其保健功效宣稱，仍有多項維持動物實驗

方法。如要求廠商利用破壞大鼠關節的「關節炎動物模式」實驗，無視大

鼠及多數動物皆不易模擬人類退化性關節炎事實，根本無法證明該保健食

品對人體有效，違反動物實驗替代原則，本會持續召開記者會抗議，提出

修正建議及替代方案，要求衛福部盡速修正。

衛福部要求的三項保健食品功效動物實驗，都已有人體試驗方法，且更方

便、更準確，可以直接了解人在食用後對於關節保健是否有功效，但衛福

部卻仍堅持採用動物實驗模式，本會召開記者會嚴正抗議。

▇   持續監督並抗議衛福部核發的健康食品，仍有多             

       項「功效性評估試驗」採用動物實驗結果為依據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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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We Animals

野 生 動 物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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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We Animals

國際串聯呼籲各國政府正視「人與動物健康一體」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造成全球疫情，本會和全球 208 個動

保組織、專家發表聯合聲明，呼籲世界衛生組織 (WHO)、世界動物衛生組

織 (OIE)、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 應要求各國禁止野生動物交易市場，

以降低人類和動物傳染性疾病的風險。

本會和全球 70 個動保團體於 10/4 世界動物日發表「後疫情動保宣言」，

一起為人與動物永續生存，呼籲世界做出改變：改變蛋白質需求來源、促

進農業體制轉型、減少使用與利用野生動物、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研發過程

應注重人道、同伴動物與勞役動物應納入緊急救援政策，國際機構應共同

落實人與動物健康一體。



32

本會於 2019 年進行全台不當飼養保育類野生動物調查，成功促使保育主

管機關林務局介入救援收容民間不當飼養野生動物。

2020 年我們持續監督政府並追蹤後續：原 22 隻待救援的保育類野生動物，

其中 13 隻其飼養的環境完全不符合動物福利與習性，已安排轉送其他收容

場所；6 隻考量動物年老不適合搬運，輔導飼主改善；3 隻動物死亡。

動物救援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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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We Animals

動 物 展 演 議 題

成功終止國道三號清水休息區，停止飼

養大型鯊魚展示。1

2

3

4

成功終止國道三號台南關廟休息區，將

三隻不當飼養的草泥馬，移往屏東農場

適合的飼養處所。

成功推動國道休息區不應進行活體動物

展演，回歸提供用路人休息及安全用路

功能。

參與台中市、台北市動物展演許可申請

資格審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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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海 洋 保 育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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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政府放任少數漁船濫捕珍稀物

種巨口鯊，完成公布「巨口鯊科

學研究彙整報告」。行文海委會與

漁業署將巨口鯊、大白鯊列為保育

類，公告禁捕。

本會成功攜手漁民與企業、政府簽署「巨口鯊保育及科學研究」

合作協議，由家樂福企業贊助此保育計畫。漁業署長張致盛、家

樂福 CSR 總監蘇小真等人參與協議簽屬。

2020 年底前，少數漁民捕獲之巨口鯊，無論存活與否，皆應於原

位置予以釋放。如為活體，若當航次有科學家進行標識，於協助

標識完成後，應立即於原位置釋放。

7 月

一、成功推動漁業署頒布禁捕令，
         保護珍稀物種巨口鯊、大白鯊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32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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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推動漁業管理資訊公開

1  本會委託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胡念祖教授研究團隊，執行「漁業管

理資訊透明公開與個人資料及營業秘密保護：公法之研究」。

2  拜訪蔡英文總統、農委會陳吉仲主委，提出漁業資訊公開議題，列入農

委會管考項目。

3  與國際自然保護協會 (TNC)、國際海產履歷論壇 (GDST) 合作，以兩國

際組織所建議的漁業公開資訊項目 (KDEs)，體檢臺灣監控遠洋業資訊現

況，並與漁業署遠洋組展開討論對話，促進漁業資訊公開透明。

成功推動漁業署正式公告禁止捕捉巨口鯊、大白鯊、象鮫等珍貴稀有鯊

魚，漁民意外捕獲應立即放回海中，返港時應主動通報漁獲資訊。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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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漁業署預告修正「鎖管棒受網漁業管理辦法」，新增「鎖管棒受網

漁船出港前應開啟 AIS 及 VMS，並維持其正常運作」之規定。

三、持續推動沿近海漁業監管、參與
       「海洋之心」永續海鮮標章推動

1   2020 年 11 月，本會持續推動「永續海鮮──海洋之心生態標章」。除

參與漁業署、海漁基金會共同制定標章規範外，並協助遊說、稽核，開展

銷售通路。2020 完成全台 36 組鯖鰺扒網船隊全數加入驗證稽核，並推出

首支標章產品在家樂福量販通路銷售。

鯖魚是台灣沿近海漁業最大宗的漁獲，占沿近海整體漁獲近六成，扒網為

主要漁法，主要在台灣東北部海域作業，因此鯖魚扒網漁業管理的成效，

對台灣近海海洋生態保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會於 2013 年推動漁業署訂

定《鯖鰺漁業管理辦法》，限制扒網漁船總數、要求漁船全面落實卸魚申報、

裝設 VMS 以及訂定禁漁期及禁漁區，是沿近海漁業管理最全面到位的漁業，

而扒網船隊的漁工福利也是國內較佳的漁業。

2020 年完成鯖魚扒

網 船 隊 的 生 態 標 章

認證，是台灣沿近海

漁 業 管 理 的 重 要 一

步，會成為其他漁業

管理的示範。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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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教 育 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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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一、舉辦「動物非『物』—提昇動物法律
         位階」系列講座及小論文徵文比賽

動保學院以「動物非物．提升動物法律位階」為年度主軸，舉辦小論

文徵文比賽與五場系列講座，堅實相關動物法學研究基礎，並探論提

升動物法律位階之可能性。

小論文比賽共有八篇精彩紮實的論文入選，研究主題包含動物保護入

憲，動物在行政法、刑法、民法地位的探討，及動物緊急避難等主題。

學院並於年底舉辦「尋找動物新座標」論文頒獎交流分享茶會，邀集

論文得獎者、專家學者、民意代表與一般大眾等一同參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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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辦「探索動物園」工作坊

與聯合報系願景工程共同舉辦「探索動物園」行動工作坊，帶領學員實地

前往臺北市動物園，並透過《動物園哺乳類動物福利評鑑手冊》，帶領學

員深入觀察動物並進行動物福利評鑑。

| 圖：聯合報提供

活動結束後，學員並發揮公民參與力量，將觀察到的圈養展示動物福利問

題，匯集行文給市府及議員，獲得議員關心並安排現勘，促進園區動物福

利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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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辦「動保面對面」活動

為了擴展整體動保運動的深廣度，學院首次舉辦「動保面對面」

工作坊，分享動社如何從零開始發展各項動物保護議題，邀請關

心民眾一同深入議題核心。工作坊首場主題為動社倡議近二十年

的「廢除神豬重量比賽」，帶領參與者認識神豬的歷史起源、倡

議改革的歷程與困境等，並在交流過程中激盪出精彩火花。



42

整 體 動 物 保 護 政 策
| 圖：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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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多個動保團體成立「動物保護立法運動聯盟」，倡議「動物保護入憲」，以

及動物人道救援法制化、動物科學應用資訊公開與資源分享法制化、實驗動物

獸醫專業養成法制化、畜禽魚類友善生產產系統法制化、蔬食推廣法制化等訴

求。

立院跨黨派委員召開動保入憲公聽會，邀集官方、學者、民間團體一起討論。

| 圖：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聯盟推動動物保護入憲，遊說國民黨、民眾黨、時代力量等黨團支持，已促成

立院跨黨派委員召開動保入憲公聽會，已有委員提出動物保護憲法修正草案。

其餘訴求亦彙整法案，遊說立委提案中。

https://www.east.org.tw/action/8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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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志 工 培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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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導致無法辦理實體課程活動，但我們仍持續在線上培訓志工，成功完成

4 名廣友善雞蛋的種子講師培訓，舉辦了四場由志工主講的空中講堂、分派講

師主講兒童夏令營課程、街頭推廣等等。同時善用多元志工資源，由志工協助

了多份資料搜查、外文翻譯、視覺設計、網路宣傳等工作，大幅提升研究會的

整體量能。

◆與志工一同籌辦「關於母雞的

大小事」線上課程，加強志工培

訓與議題推廣。

◆促成志工合力完成〈四葉草與

小格子〉的母雞繪本，發展 3-7

歲親子共學的素材 。

持續招募志工，歡迎關心動物議題的夥伴加入幫助動物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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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支 決 算 表
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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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



成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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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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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