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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北市動物保護處整體業務推動概況 

一、整體業務推動概況 

臺北市政府建設局家畜疾病防治所（88 年更名為臺北市

動物衛生檢驗所，簡稱「動檢所」）於民國 57 年成立，當時係

以保障家畜禽健康為主，隨著社會變遷，城市發展，少子化、

高齡化社會來臨，都市經濟動物式微，全市 20 萬多隻寵物成

為人們親密伴侶，業務轉向「動物保護、救援及收容」，原有

組織架構已無法因應時代變遷，為順應全球動物保護趨勢與動

物福利概念，本市乃於 99 年 1 月 28 日率全國之先將「臺北市

動物衛生檢驗所」升格成立第一個動物保護專責機關－「臺北

市動物保護處」，以整合動物管理與服務業務，統一事權，並

推動前瞻性、預防性、整合性功能的動物保護政策，也宣告本

處將業務由被動防疫檢驗服務轉型成主動的全方位動物保護

服務。 

臺北市動物保護處設置防疫檢驗、動物管理、產業保育、

動物收容、動物救援隊及秘書室等 4 組 1 隊 1 室，編制員額由

原 30 人增至 55 人，並自 99 年起移撥環境保護局 24 員捕犬人

員轉型成為動物救援隊員，其中 8 名約聘僱及 16 名外包人力。

工作內容除整合原動檢所之動物防疫檢驗、動物保護、野生動

物救傷、流浪動物收容業務，並將分散於各個局處如環境保護

局負責的「捕犬業務」、產業發展局掌管的「獸醫師管理」、「畜

牧場登記管理」、「動物用藥品管理」、「動物飼料管理」與「野

生動物保育」及消防局負責的野生動物救援與救傷等業務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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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性整合，將臺北市捕犬業務提昇轉型為「動物救援隊」，除

執行動物管制外，更增加 24 小時「流浪動物緊急救難(傷)」

任務，統一動物管理事權，建立單一服務窗口，提升行政效能。 
 

二、99 年重要業務成果 

 （一）臺北市狂犬病防治計畫 

 （二）臺北市禽流感防疫計畫 

 （三）寵物登記資料更新計畫 

 （四）提昇寵物登記、狂犬病預防注射及犬貓絕育三合一計畫 

 （五）臺北市寵物業評鑑計畫 

 （六）臺北市街貓誘捕絕育回置(TNR)行動方案 

 （七）臺北市動物之家認養宣導活動 

 （八）關渡自然公園經營管理 

 （九）華江雁鴨自然公園暨野雁保護區經營管理 

 （十）臺北市流浪動物救援實錄 

救援實錄 1：搶救受困小狗，費盡心思，與時間搏鬥！ 

救援實錄 2：搶救落水小狗，救援隊員寒冬下水搶救，勇氣可嘉！ 

三、未來展望 

本處為推動前瞻性、預防性、整合性功能的動物保護政

策，99 年 12 月依短期（1 年）、中期（3 年）、長期（5 年）分

別研擬施政計畫，並訂定施政目標為「落實完善動物管理」、「保

障人與動物健康安全」、「開創動物產業新局」、「營造永續動物

環境」，並倡導愛護動物、飼主責任觀念，解決流浪動物問題，

保育野生動物棲息環境，維護環境生物多樣性，秉持全方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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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理念，提供動物生、老、病、死、育、遊各項產業輔導措施，

保障市民消費及寵物健康權益，建立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社會

環境，打造臺北市成為友善動物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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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執行情形 

一、寵物源頭管理 

依「99 年度臺北市犬貓數調查研究報告」統計，本市家

犬、貓數量估計有 24 萬 2,589 隻，99 年度為提升犬貓「寵物

登記」、「狂犬病預防注射」及「犬貓絕育率」，持續推動「犬

貓三合一計畫」，至 99 年底止，本市歷年累計寵物登記率已達

到 20 萬 4,136 隻，實際登記在養數 17 萬 3,720 隻（家犬 15 萬

6,348 隻；家貓 1 萬 7,371 隻），99 年度寵物登記新增 1 萬 5,869

隻，較 98 年度略為減少 1,109 隻，每月平均登記數仍有破千

之登記隻數，寵物登記率達 71.61%，狂犬病疫苗注射率逐年

增加，99 年已達到 50.6%，較 98 年、97 年分別增加 5.45%及

5.7%。 

本市寵物登記費減免優惠措施與提供家犬貓絕育補助，同

時提高民間機構設立寵物登記站之意願，99 年度委託民間獸

醫診療機構、動物保護團體設立寵物登記站，完成簽約共 189

家，較 98 年及 97 年分別增加 15 家及 26 家，為民服務據點增

加，使本市飼主辦理寵物登記更加便捷，達到寵物源頭管理與

便民服務的目的。 

 
二、推廣飼主責任教育 深植「動物生命教育」 

99 年度本處首創推廣「飼主責任教育計畫」，製作國中小

學專用生命教育課程教材與免費提供教師使用，並開設 2 梯次

種子教師訓練課程，培訓動物保護教育種子教師，建置生命教

育宣導網站，使動物生命教育深植工作從國中、小學就開始。 



99 年 4 月 24 日於臺北市政府府前

廣場舉辦「愛護動物日」寵物大遊行活

動，並定於每年 4 月份第 4 個星期六為

本市「愛護動物日」，以「446」代表著

「適時蹓」的意思，鼓勵飼主適時帶寵

物出外活動。首屆「愛護動物日」活動

主題「愛的依靠，心的鼓舞」，強調的

正是寵物與主人之間相互依存的心靈夥伴關係，號召有飼養

動物的主人及沒有飼養動物的市民朋友，一起為伸張「動物

權」而走，落實「適時蹓」的概念。打造臺北市成為一個友

善的環境，為無聲的動物爭取「動物五大自由」：免於饑渴、

免於不適環境、免於痛苦傷病、免於恐懼緊迫，以及表現其

自然行為的自由。 

99 年 7 月 24 日至 8 月 1 日分別辦理 2 梯次「動物保護

先鋒營」之活動，帶領本市國中、高中、大學生參觀動物之

家、動物園及狗醫生協會，並於 99 年 12 月 25 至 30 日推動

「寵物友善社區」宣導教育，深入南港、文山與內湖區之社

區教育市民動物行為常識，讓動物與人的互動更加和諧。 
 

推廣飼主責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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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動物與人的互動 給牠一輩子的幸福 

推廣飼主責任教育 



臺北市政府前廣場首度舉辦 

「446 愛護動物日」萬寵大遊行 

臺北市政府府前廣場舉辦 

「446 愛護動物日」開幕儀式 

 

、動物生命急難救助 

為「動物救援任務」 

1,094 隻貓隻在街

頭流浪

三

◎捕犬業務移撥轉型

全臺北市約尚有 3,229 隻犬隻與 1 萬

無人照顧，流浪動物管制業務原由本市環保局權管，

因應動保處成立，捕犬大隊於 99 年 1 月 1 日正式解散，並

將 24 名人力、12 部動物管制度車輛及流浪動物管制業務移

撥併入本處，成立全國第一支 24 小時執勤的「動物救援

隊」，由「動物捕捉、撲殺」轉型為更積極正面的「動物救

援、收容、送養」，透過勤務指揮中心統一機動調度，建立

動物受難（傷）、虐緊急救援通報機制，即時快速執行動物

生命救援任務與打擊虐待動物違法行為，並執行「流浪動物

緊急救難（傷）及緊急醫療計畫」，委託 5 家合法登記之動

物醫院協助進行動物緊急救難（傷）、短暫收容及緊急醫療

安置等工作，適時介入保護遊蕩街頭或受難、受虐、受傷待

急救的流浪動物，99 年即完成流浪動物救援（傷）1,651 件，

每月平均救援 150 件，流浪動物管制 4,164 件，每月平均捕

捉 378 隻，並將流浪動物安置於臺北市動物之家，自 88 至
 6



99 年已為 4 萬 595 隻犬貓找到溫暖的家。動物保護案件查

察取締方面，受理動物保護陳情案 689 件，每月平均受理

63 件，取締違反動物保護法者計 155 件，開立動物保護勸

導單 124 件，行政處分 23 件，移送刑事案件 8 件。 
 

2010 年 1 月 28 日 

臺北市動物保護處揭牌典禮 

臺北市政府率全國之先將捕犬隊 

轉型成立動物救援隊 

 
2009 年 12 月 21 日動保處即將成立 

郝市長龍斌訪視臺北市動物之家 

 

◎臺北市動物之家流浪動物收容管理 

,225 隻流浪犬貓，平均每月

在養動

臺北市動物之家 99 年度收容 7

物數量約為 602 隻，動物之家自成立以來一直作為本市

流浪動物政策的後盾，並積極推行寵物登記教育、宣導以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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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臺北市動物之家近三年推廣認領養成果 

 99 年度 

代替購買，自 99 年 1 月起於每月最後一個週日辦理「臺北市流

浪動物關懷日」認養宣導活動，共舉辦 12 場次，為 594 隻動物

找到溫暖的新家，並運用志工與民間動物保護團體合作於建國

假日花市愛心小站，每週例假日定期提供民眾認養流浪動物，

同時亦委託民間獸醫診療機構辦理流浪動物收容及推廣認養業

務，擴大流浪動物認養據點，有效提升流浪動物認養率，全年

度更已為 2,796 隻流浪動物找到認養家庭，榮獲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頒發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理動物(狗、貓)收容、捕捉業

務」特優獎項。 

 

97 年度 98 年度 

 犬  犬  犬  

收容數 4,635 2,536 3,832 2,962 3,664 3,561 

 貓  貓  貓

總

認領 396 23 361 38 442 110 

百分比 8  0.  9  1.  12  3  

 2  5 3 4 3  

.54％ 91％ .42％ 28％ .06％ .09％

認養 1,348 1,379 1,236 1,451 1,240 1,556 

百分比 9.08％ 4.38％ 2.25％ 8.99％ 3.84％ 43.7％ 

 

為解決街貓噪音、環境及數量等問題，獎勵民間自主性推

動本市「街貓絕育回置（Trap-Neuter-Return 簡稱 TNR）方案」，

自 97 年起政府由執行轉為推廣、輔導及考核的角色，以獎勵補

助方式讓有意願配合之民間動物保護團體執行與辦理志工訓

練，99 年擴大辦理 TNR 計畫，參與之動保團體除 98 年度「臺

北市流浪貓保護協會」與「社團法人臺灣認養地圖協會」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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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動物疾病防疫 

通疾病愈來愈嚴重，績極執行禽流感與狂犬

病防疫

五、開創寵物產業新局-寵物業登記管理 

核及評鑑作業，藉以輔

導並

執行單位外，更增加「中華民國寵物飼養管理協會」與「台灣

動物不再流浪協會」，實施區域擴大至 118 里(區域)（共 115 個

里、1 個社區及 2 所學校），占全臺北市所有里的 25.2%

（115/456），補助辦理隻數增加至 1,608 隻。本計畫藉由對國內

團體之補助，自 95 年至 99 年 12 月底總計完成 3,052 隻街貓

TNR，另由團體自行籌募經費完成 721隻街貓TNR，占執行TNR

總數之 23.6%，提昇本市街貓絕育回置（TNR）方案實施成效，

有效解決本市流浪街貓社會問題。 

 

面對人畜共

計畫，99 年度執行禽流感防治計畫，建立 98 處禽流感

採樣監測點，每年至各大公園綠地採樣監測 4,000 件，以期早

期發現，早期控制禽流感入侵，使損害降至最低程度，並完成

與 61,820 隻狂犬病預防注射工作，「99 年度推動狂犬病防疫業

務執行績效」更榮獲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評鑑

「優等」之獎勵。 

 

本市於99年首度辦理特定寵物業查

促進寵物產業之發展，99年9月27日完成全市35家業者巡

迴評鑑，經初、複選二階段評鑑後，評選出優等1名（松山區

寵物達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甲等4名（士林區金佰達 



實業社、大安區金草本寵物精品店、信

義區中圓寵物家族企業有限公司、北投

區峰狗小莫寵物精品坊）。 

業者獲獎後慶祝情形 

至99年12月底止，臺北市寵物繁

殖、買賣、寄養業者登記有39家，與去

年同期比較，減少15家。 
 

六、營造永續動物環境-自然保護區經營管理 

本處自 99 年 1 月 28 日起正式接管本市位佔地面積約 398

公頃的「臺北市野雁保護區」、「華江雁鴨自然公園」、「關渡自

然公園」及「關渡自然保留區」4 個自然保護區域，進行約 15

公頃的棲地整理，使其恢復水域環境及泥灘地景觀，提供鷸鴴

科、雁鴨科及鷺科等等多種水鳥棲息覓食的空間。 

  
2010 年 28 公頃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全區空照圖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 

小水鴨棲息區一隅 

  
完成棲地復育工程的關渡自然公園 北方來臺過冬的小水鴨 

棲息關渡自然公園（蕭木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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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春暖花開時節，99 年 2 月 27 日於華江雁鴨自然公園

舉辦「雁鴨季」－「2010 年新春ㄎㄠˇ鴨」活動，歡送候鳥

北返，另結合約 20 個保育團體舉辦「臺北自然生態保育活動」

交流彼此保育成果，宣導自然生態保育概念，也將保育觀點展

現予市民。99 年 11 月 13 日至 14 日邀請國內外愛鳥人士到關

渡自然公園參加 2010 第 12 屆「臺北國際賞鳥博覽會」，共同

迎接冬候鳥的到來。 

 

2010 年臺北國際賞鳥博覽會開幕 

林副市長建元致詞 

2010 年臺北國際賞鳥博覽會-原民舞蹈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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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99 年重要業務成果 
 
一、臺北市狂犬病防治計畫 
 
（一）前言 

狂犬病是全球死亡率最高的人畜共通傳染病之一，且是迄今唯一人類致死率

高達 100％的急性傳染病，全世界約每 10 分鐘就有 1 人感染狂犬病，根據世界衛

生組織（WHO）統計每年約有 5 萬 5 仟人死於狂犬病，而近 90％之病例發生在亞

洲，且 30％-50％為 15 歲以下的兒童。 

狂犬病主要是透過沒有注射狂犬病疫苗的狗所傳播，近年中國的狂犬病發病

數連續 5 年攀升，死於狂犬病的人數僅次於印度，位居全球第二，在兩岸往來頻繁

的今日，臺灣發生狂犬病的相對風險已大為增加。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宣佈之狂犬病預防原則，犬貓施打狂犬病疫苗最為

首要，疫苗注射率要達到百分之七十才能發揮防疫之圍堵效果，注射率高風險就

小，為寵物注射狂犬病疫苗是飼主的社會責任，狂犬病是區域性的，社區風險則需

要靠社區飼主認知與瞭解。第二就是勵行寵物登記減少流浪狗與流浪貓，不要讓犬

貓在街上遊蕩，因為狂犬病自然的傳播方式是靠咬，故狗貓族群越混亂，互咬的機

率就越高。狂犬病的歷史記錄顯示，流浪狗貓是傳播狂犬病的主要途徑，故勵行寵

物登記建立歐盟發起的責任飼主制度是減少流浪狗貓最有效，也是最人道與最無爭

議的方式，平日讓犬貓在街上遊蕩，若爆發狂犬病，將會迅速散佈開來。 

 

（二）說明 

狂犬病要能全方位預防，唯一之道就是提高全市狂犬病預防注射數，施打狂

犬病疫苗的犬貓越多，市民的安全度就越高。狂犬病防疫的成功均有賴本處與臺北

市獸醫師公會、各動物醫院密切合作，全力推動狂犬病疫苗施打，希望藉由舉辦抽

獎活動鼓勵飼主及獸醫師們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同時達到預防狂犬病發生並可獲

得獎勵。另外提醒飼主，未每年定期為愛犬貓施打狂犬病疫苗者，可處以新臺幣 1

萬至 5 萬元！ 

99 年 1 月 28 日臺北市率全國之先成立「臺北市動物保護處」，並將臺北市捕

犬業務提昇轉型為「動物救援隊」，除執行動物管制外，更增加「流浪動物緊急救

難(傷)」業務，適時介入保護遊蕩街頭或受難、受虐、受傷待急救的流浪動物，99

年計完成流浪動物救援（傷）1,651 件，每月平均救援 150 件，流浪動物管制 4,164

件，每月平均捕捉 378 隻，並將流浪動物安置於臺北市動物之家，自 88 至 99 年已

為 4 萬 595 隻犬貓找到溫暖的家。自 99 年起首創推廣「飼主責任教育計畫」培訓

種子教師，並推動寵物友善社區宣導教育，以有效在飼養源頭端減少流浪狗貓，亦

符合國際人道與最無爭議的方式，免於讓犬貓在街上遊蕩，無依無靠，加強移除安



置與照護，以降低狂犬病爆發時，流浪犬貓族群過多導致迅速散播風險。 

狂犬病頸牌每年依藍、黃、綠、紅四種顏色交替使用，使民眾及防疫人員能

快速分辨犬貓施打狂犬病疫苗是否逾期，以降低防疫風險。 

狂犬病頸牌每年依藍、黃、綠、紅四種顏

色交替使用，如 97 年藍色，98 年黃色 
本市歷年狂犬病登記牌之顏色及樣式 

 
（三）99 年度業務績效 

1. 動物開業獸醫師參與度 
動物醫院簽約數/協助執行

預防注射之動物醫院數（a）
轄內小動物醫院數（b） 比例 （a/b） 

189 224 77.5％（189/244） 

2. 防疫成果 

（1）本市 99 年度狂犬病疫苗注射數達 61,820 頭。 

（2）最近三年本市狂犬病疫苗注射率： 

年度 狂犬病疫苗注射數 (頭) 本市家犬估計數量 (頭) 注射率 (%) 

97 66,253 147,570 44.9 ％ 

98 62,100 137,531 45.15 ％ 

99 61,820 122,190 50.6 ％ 

（3）狂犬病疫苗注射率逐年增加，99 年度較 98 年、97 年增加 5.45%及 5.7%。 

（4）本處與臺北市獸醫師公會、動保團體及本市議員共同合作舉辦愛護動物暨狂

犬病宣導活動計 19 場，現場執行狂犬病疫苗注射數達 1,026 頭。 

（5）臺北市獸醫師公會委託益瑞公司協助本處發送各動物醫院狂犬病疫苗頸牌及

證明書以配送到院服務方式，提供便捷迅速的服務促使共 203 家動物醫院配

合狂犬病疫苗防疫政策。 

（6）本處行政委託本市共 17 家動物醫院共同執行進口動物之追蹤檢疫業務，以防

範狂犬病由境外帶入本市，迄今協助辦理計 390 件。 

（7）99 年度首次以簡訊方式通知飼主施打狂犬病疫苗，全年共發出簡訊 5 萬 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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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8）臺北市獸醫師公會協辦本市施打狂犬病疫苗抽獎活動，第一次抽獎活動於 99

年 8 月 9 日假臺北市議會 6 樓中庭舉行「2010 第一屆臺北市狂犬病預防注射

成果上半年度抽獎記者會」，共計 156 個獎項，最大獎品為 19 吋液晶顯示器，

第二次抽獎活動於 99 年 12 月 18 日於遠東百貨公司寶慶店舉行，共計 156 個

獎項，最大獎品為折疊式腳踏車一輛。 

 

2010 年上半年度於臺北市議會 6F 中庭 

辦理狂犬病預防注射成果抽獎 

2010 年下半年度於遠東寶慶店 

狂犬病預防注射成果抽獎 

 

（9）本處經由民眾通報流浪犬狂犬病頸牌編號後，99 年度協助 30 隻走失犬回到

主人身邊，其中包含協助一位無法回家精神病患聯絡到家屬。 

（10）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於全國狂犬病防疫計畫中推動 2010 全

國狂犬病防疫工作競賽，係以各地方政府轄區內家狗狂犬病之注射率、該縣

市萬一爆發狂犬病之緊急作業程序(台灣是狂犬病非疫區)、緊急作業程序之演

習作業為全國各縣市競賽評分項目。2010 年度本市「推動狂犬病防疫業務執

行績效」榮獲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優等」獎項。 

（11）本處於 99 年 12 月委託廣播電台進行狂犬病預防注射宣導，內容生動活撥，

主題明確，令聽眾印象深刻，廣受歡迎。 

3. 開業獸醫師執行預防注射頭數前三名 

 
名次 獸醫師姓名 注射頭數 
1 曾文星（和欣動物醫院） 2,050 
2 吳大中（中英動物醫院） 2,010 
3 楊孝柏（中研動物醫院）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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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北市禽流感防疫計畫 
 
（一）計畫主旨 

政府對禽流感的防疫非常重視，對市民提供多項教育宣導，在禽流感國際疫

情上揚趨勢之際，臺灣採取高規格禽流感防疫措施，除派遣動物防疫人員到各地

採樣進行主動監控之外，也設立疫情諮詢與通報網，以便提供市民提供專業諮詢

教育服務，使得防疫監測網能夠更完整與更全面化。為能有效加強對疫情之監控

與掌握，本處配合全國聯合防疫體系計畫加強對臺北市禽鳥之採樣檢驗監測及國

內外疫情之蒐集與調查，以期早期發現，及時展開防治，將入侵危害降至最低，

並針對禽流感入侵本市轄區風險進行評估，協助對市民提供專業之諮詢教育服

務，以減少民眾對禽流感的恐慌。H1N1 新型流感為人類的流感，可經由人傳染給

人；而禽流感為鳥禽的流感，除可在鳥禽之間傳播之外，還可傳染給人，並造成

高死亡率。目前並沒有人類之間可互相傳播禽流感的證據。 
 

（二）計畫內容 
1. 禽流感疫情主動監測： 

每週對 8~14 個禽鳥飼養或群聚場所，全市共建立 96 個採樣監測點，進行

採樣監測，全年至少採樣監測 4 千件以上，以便能夠在禽流感存在時至少可以

檢出 1 頭陽性動物而察覺禽流感病毒的存在，每個場所之採樣數因場所型態與

禽鳥數目之不同，每場採取 8~14 隻的檢體。採樣監測點如下： 
（1）養禽戶：陳旗昌、饒哲宇、王秋霖、鄭三和、陳丘山、葉金崎、何義成、蔡

安邦、何長雄、何枝壽、何換、蕭榮華、董長源、朱阿地、游騰輝、林連明、

趙机森、李進益、林文進、李宸竣、何清山、黃清楠、李阿正、朱新貴、陳

振義、賴文榮、何美絨、羅學寬、周秋霖、呂芳湘、何添發、潘明舜、江土

煙、魏泰來、薛明言、林忠雄、林正雄、許德發、林進興、林士農、魏進義、

劉華、鄭福堂、張南、張添來、張柳枝、高智俊、林進芳、黎維桂、高銘富、

高銘全、故宮博物院。 
（2）公園：榮星、康樂、大安、二二八、忠誠、中研、民生、雙溪、前港、北醫

前空地、青年、吳興街、中正紀念堂、國父紀念館、關渡水岸公園。 
（3）寵物鳥店：三通鳥園、世界鳥園、鳴鳥居、新鳥莊、世界叢林、三興鳥園、

優美鳥園、名人鳥園、可米小棧、阿祥寵物行、鳳鳴鳥園、永吉商行、上嘉

鳥園、天星檳榔、進興珍禽園、鳴園鳥品、大自然鳥亭、路邊攤鳥園、大豐

鳥園、大豐 2、大豐 3、吉松鳥園店、松一鳥園、松山鳥園、冠軍鴿園、福

德鳥園、文林寵物用品行、宏偉飼料行、可愛寵物店。 
2. 禽流感疫情資料蒐集、調查與分析： 

蒐集與整理全球各項禽流感疫情，包括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動物衛

生組織(OIE)、聯合國之糧農組織(FAO)、美國疾病管制局(CDC)、歐盟(EU)以
及我國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和疾病管制局等來源之疫情資訊與各種媒體之報導

以及國內外科學期刊中有關禽流感的最新研究報告成果，製成臺北市新型流感

與禽流感防疫週報，以了解國內外最新疫情資訊。將週報提供於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臺北市政府高病原性家禽流行性感冒及新興流感防治

專家諮詢委員會、臺北市政府衛生局、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及其他相關人員

做參考，並刊載於本府及本處網站供民眾瀏覽。於期中及期末製作臺北市及臺

灣地區風險評估報告各一份，以了解禽流感發生於臺北市的風險高低，及民眾

接觸及使用禽類相關產品而得到禽流感之風險。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高病原性 H5N1 禽流感年度疫情變化趨勢圖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高病原性 H5N1 禽流感疫情分佈圖 (日期 2010/1/1~12/31) 

 
3. 禽流感防疫工作之教育訓練與推廣： 

推行兩項教育訓練與推廣工作，第一個部分針對臺北市轄內獸醫人員與禽

鳥相關產業之從業人員等舉辦 1 場之防疫宣導說明會，宣導對於禽流感之認

識、政府對疾病的應變策略與預防方法；第二個部分，則是針對國民小學學童

與鄰里之民眾，赴該校或是鄰里去進行教育宣導，且製作 2,000 份宣導品供教

育訓練用。 
 

（三）計畫成果 
1. 禽流感疫情主動監測： 

99 年度針對 360 個採樣單位採取 4,000 隻禽鳥檢體進行檢測，其中包括公

採取 128 戶次 1221 隻觀賞鳥檢體，對臺北市轄內養禽戶採取 150 戶次 1542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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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寵物鳥園等處擴大監測，臺北市轄內鳥店(包含動物園)之觀賞寵物鳥隻家禽

檢體，以及對公園等採取 133 次共計 1,327 隻野鳥檢體，H5 及 H7 抗原檢測結

果皆為陰性。 
 

派員至本市野鳥聚集處採集檢驗樣本 至販售寵物鳥之店家採集檢驗樣本 

 
2. 禽流感疫情資料蒐集、調查與分析： 

共完成臺北市禽流感防疫週報 52 份，及期中及期末風險評估報告各一份。

風險評估結果如下：（括弧內前者為風險分類描述，後者為風險不確定性分類） 
（１）帶原家禽釋出禽流感病毒之風險由中到高（medium to high, medium 

uncertainty）。 
（２）民眾在戶外接觸野鳥之暴露於病毒機會為中（medium, medium uncertainty）。 
（３）家禽交易的環境及運輸過程的暴露風險為高（high, medium uncertainty）。 
（４）寵物鳥街繁雜的交易種類、走私珍禽的猖獗其風險為中到高（medium to high, 

high uncertainty）。 
（５）民眾經由禽肉吃下病毒的機率為低(low, low uncertainty)。 
（６）未洗選與檢驗之蛋類的暴露風險為中到高（medium to high, medium 

uncertainty）；選購 CAS 洗選蛋類的風險降低為低（low, medium uncertainty）。 
（７）民眾選購有信譽之大廠之羽毛製品，其暴露之風險為低（ low, high 

uncertainty）。 
 

風險分類描述 (OIE 採用標準) 
風險分類 解釋 

 可被忽略 
(negligible) 

事件發生機會低到風險可被忽略 
(Event is so rare that it does not merit to be considered) 

 非常低 
(very low) 

事件發生機會很低，但不能排除 
(Event is very rare but cannot be excluded) 

 低 
(low) 

事件發生機會低，但可能發生 
(Event is rare but does occur) 

 中 
(medium) 

事件發生機會容易發生 
(Event occurs regularly) 

 高 
(high) 

事件常常會發生 
(Event occurs very often) 

 非常高 
(very high) 

事件一定會發生 
(Event occurs almost cert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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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不確定性分類 
不確定分類 解釋 

 低 
(low) 

可獲得有利與完整的資料，很多文獻證據作者皆支持此結論

(There are solid and complete data available; strong evidence is 
provided in multiple references; authors report similar 
conclusions.) 

 中 
(medium) 

可獲得一些不夠完整的資料，少量的文獻證據。 
(There are some but no complete data available; evidence is 
provided in small number of references; authors report 
conclusions that vary from one another.) 

 高 
(high) 

無法獲得資料，文獻當中也未做出結論。 
(There are scarce or no data available; evidence is not provided 
in references but rather in unpublished reports or based on 
observations, or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uthors report 
conclusions that vary considerably between them.) 

 
3.禽流感防疫工作教育訓練與推廣： 

99年 7月 28日於臺灣大學獸醫系舉辦「2010年高病原性家禽流行性感冒(禽
流感)教育及防疫宣導說明會」課程，共計 31 人參加。 

由臺大獸醫系，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與衛

生署疾病管制局專家擔任講座，內容包括高病原性家禽流行性感冒（禽流感）

綜說及現況、疫情通報程序及相關法規及防範措施、疫情調查與檢體採集及與

運送之標準作業程序、禽流感防疫策略與疫情通報實務、禽流感病毒之演化及

診斷，期望相關防疫人員能了解現階段禽流感的防疫政策及相關資訊。推行國

民小學學童與鄰里民眾之教育宣導，課程以介紹禽流感及教導如何預防為兩大

重點，實地到 13 所國民小學共計 4133 人及 1 所附設幼稚園共計 120 人進行宣

導，共計 20 場次，今（99）年度 5 月製作 2,000 支防疫宣導摺扇於防疫宣導說

明會及教育宣導現場分送，廣為宣導。 
 

99年 7月 28日 國立台灣大學獸醫專業

學院防疫宣導說明會 
99 年 10 月 13 日 桃源國小 

禽流感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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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製作防疫宣導摺扇 

 
 

近三年宣導成果比較表 

 99 年 98 年 97 年 

採樣件數 4,000 4,000 4,000 

有無檢測出高病原性禽流感 未檢出 未檢出 未檢出 

週報份數 52 52 52 

防疫宣導說明會 1 1 3 

鄰里、國小教育宣導 20 10 無 

防疫宣導品、海報 摺扇 2,000 份 潔手皂 800份 海報 1,0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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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寵物登記資料更新計畫 

（一）計畫緣起 

全國寵物登記管理乃依據民國 88 年 7 月 31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發布之「寵

物登記管理辦法」，自 88 年 9 月 1 日起實施，推動強制家犬登記，鼓勵民眾自願為

家貓辦理登記，本市配合實施至今已屆滿 10 年，並自 97 年 6 月 1 日起率先全國施

行「免徵寵物登記規費」之優惠措施，將原寵物登記費未絕育 1,000 元、已絕育 500

元規費減免，飼主只要付 250 元的寵物登記及晶片植入費，即可完成寵物登記，以

提高民眾為家犬貓辦理寵物登記意願，致使犬、貓登記數量迅速增加，在 90-96 年

度，每年平均寵物登記數僅 7,878 隻，於 97 年即有 2 萬 7,541 隻新登記寵物，至

98 年新增寵物登記數仍有 1 萬 6,978 隻，較執行「免徵寵物登記規費」以前增加 2

倍到 3.5 倍的寵物登記數，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止，歷年累計寵物登記數量高達 18

萬 8,268 隻，扣除死亡數量，在養數量尚有 16 萬 1,494 隻。 

然而，多數民眾依法為心愛的寵物完成晶片植入與寵物登記，卻在居住地搬

遷、更換電話後不知道要幫愛犬、貓的戶籍隨著搬家一起更新登記資料，寵物死亡

也沒為牠辦理註銷登記，導致寵物登記資料庫至今仍無法呈現實際飼養地及存活狀

態。善心民眾拾獲走失寵物時，也因為全國「寵物登記管理資訊網」現有資料常因

飼主電話停、換話或遷籍，沒辦法馬上聯絡到飼主將牠領回溫暖的家。 

本市為解決寵物登記資料未即時更新問題，更基於愛護動物的理念及維護飼

主與寵物的權益，自 98 年起主動通知飼主適時辦理寵物登記資料更新，並同時教

育飼主暸解法律規定與保護動物的觀念，特別啟動本計畫執行本市寵物登記資料清

查與更新事宜，未來預計每四年主動辦理一次全臺北市寵物登記資料清查與更新工

作服務，但寵物飼主仍應依動物保護法規定主動辦理更新寵物登記，以維正確性，

使本市寵物登記資料更精確與強化寵物遺失協尋的功能。 

臺北市寵物登記資料更新

工作計畫宣導海報 

 

 

（二）計畫說明 

1. 執行方法 

自 99 年 5 月 31 日起至 99 年 11 月 6 日止執行，

篩選本市歷年寵物登記約 18 萬餘筆資料，針對 92

年度以後寵物登記之飼主資料以信函或手機簡訊方

式通知辦理更新。 

2. 宣傳與推廣 

（1）海報張貼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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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市 245 處各動物醫院（含寵物登記站）、41 家寵物用品店、12 個動保

團體與臺北市迎風狗運動公園及市府大樓公佈欄等共 426 處飼主較常前往之公

開地點，發送與張貼「寵物登記常更新、遺失寵物免擔心！」海報，以宣傳與

推廣本計畫。 

 
（2）網頁資訊傳播 

設置「臺北市寵物登記資料更新工作計畫」專屬網頁（網址：

http://www.life-map.com.tw/cats-dogs/）公布資訊，並透過寵物相關部落格宣

傳，藉由網路無國界的效應，讓更多愛狗愛貓的飼主們暸解寵物登記的重要，

與適時辦理寵物登記資料的更新。 
 

計畫專屬網頁 透過部落格宣傳寵物登記資料更新資訊 

 
（3）專案客服人員諮詢 

設置 2 線計畫諮詢專線(專線：23458212；23459891)，由專案客服人員

直接受理民眾諮詢與即時解答，並進行電話訪查，通知飼主資料更新情形。 
（4）免費服務 

於計畫期間減免寵物登記資料變更登記費用 100 元，免費受理並提供飼

主辦理「飼主資料變更登記」、「寵物資料變更登記」、「寵物死亡除戶登記」

與「遺失協尋登記」之服務。 
（5）民意調查 

本案除通知飼主配合辦理寵物登記資料更新外，輔以問卷調查訪問，藉

此暸解本市飼主們的心聲與對寵物登記與資料更新的知曉情形，做為未來寵

物登記資料更新與相關宣導方向之參考，提升民眾對政府服務的滿意度。 
3. 計畫成效 
（1）92 至 99 年 1 月份寵物登記資料更新完成通知 8 萬 4,511 筆，通知完成率 141%

（8 萬 4,511 筆實際通知筆數/6 萬筆計畫要求預定通知筆數）： 
A. 郵寄通知：5 萬 7,003 筆。 
B. 簡訊、傳真或電子郵件通知：2 萬 7,508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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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寵物登記資料變更、除戶與有效問卷回收量，共完成１萬 2,020 筆，詳細如

下： 
A. 提供寵物登記資料變更服務：2,355 筆。 
B. 提供寵物遺失協尋服務：231 筆。 
C. 提供死亡除戶服務：1,163 筆。 
D. 回收有效問卷：8,271 件。 
 

99 年度「寵物登記資料更新工作計畫」成果統計表 
項目 寵物/飼主資料變更 寵物遺失協尋 死亡除戶 有效問卷回收

件數 166/2,189 (合計 2,355) 231 1,163 8,271 
 
（三）歷年計畫與成果 

1.「臺北市登記寵物飼養現況追蹤更新及狂犬病預防注射通知工作計畫」： 
（1）辦理時間：自 97 年 10 月份開始至 98 年底止。 
（2）執行方法：利用電話訪查或明信片郵寄通知飼主，即時為寵物變更資料，並

提供免費辦理「寵物死亡除戶」、「絕育欄位更新」及「狂犬病疫苗注射資

料更新」等服務。 
（3）成果：完成 88 年至 92 年度第 1 季，計 9 萬 8,763 筆寵物登記資料清查與資

料更新通知工作。 
 

98 年本處免費受理飼主辦理資料更新服務統計表 
 更新寵物

絕育欄位 
更新狂犬病

疫苗欄位 
絕育與疫苗欄

位同時更新 
寵物死

亡除戶 
登記資料核

對服務 
97 年 153 22 0 1,500 549 
98 年 167 318 89 7,762 1,205 

320 340 89 合計 
(件) 749 

9,262 1,754 

2. 本計畫執行同時飼主可自行前往本市寵物登記站付費辦理寵物登記資料異動，或

親洽臺北市動物之家辦理。 
 

97 年 10 月至 99 年與 96 年全市完成寵物登記資料變更情形比較表 
項目 

年度 
寵物/飼主資料變更 (件) 飼主轉讓 (件) 死亡除戶 (件) 

97 
(10-12 月) 

506 348 1,092 

98 6,323 1,430 10,261 

99 13,190 1,933 3,642 

合計 20,019 3,711 14,995 

未執行寵物登記資料更新計畫前 
項目 

年度 
寵物/飼主資料變更 (件) 飼主轉讓 (件) 死亡除戶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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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759 915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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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自 97 年起本處推動本市寵物登記資料更新，為了讓每位飼主暸解目前寵物

登記資料的狀況，也提醒飼主記得隨時更新寵物登記資料與遵守動物保護法相關

規定，歷經 2 年餘的努力，終於完成本市 88 年至 99 年 1 月份寵物登記飼主通知

共計 18 萬 3,274 位，除了更新通知外，同時免費提供 1 萬 5,514 位飼主辦理寵物

登記資料更新的服務，10 年來的寵物資料，2 年內全市提供寵物或飼主資料變更

服務即有 2 萬 19 筆，占寵物登記飼主通知數 10.9 %（97 年 10 月至 99 年全市寵

物或飼主資料的變更數/寵物登記飼主通知數），提供死亡除戶服務的寵物數量高

達 1 萬 4,995 隻，占寵物登記飼主通知數的 8.1 %（97 年 10 月至 99 年全市死亡

除戶服務的寵物數量/寵物登記飼主通知數），也就是說我們提供近 2 成左右的寵

物飼主們完成寵物登記更新服務，使本市寵物登記資料符合寵物現況及寵物登記

資料庫內容更確實。 
這項計畫每 4 年將辦理一次，適時全面性更新本市寵物登記資料，並於 4

年期間每年組成聯合稽查小組赴各大公園綠地強力執行動物保護法，依第 19 條

與第 31 條規定，對於飼主未依規定期限辦理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遺失或

死亡登記，經勸導拒不改善者，處以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15,000 元以下罰鍰。 

 

 

 

 

 

 

 

 

 

 

 

 

 

 

 

 



四、提昇寵物登記、狂犬病預防注射及犬貓絕育三合一計畫 
(簡稱：犬貓三合一計畫) 

（一）計畫說明 

為落實動物管理及防疫工作，有效管控家犬貓繁衍數量，並加強飼主對狂犬

病防治之觀念，鼓勵民眾爲寵物實施絕育，以減少流浪動物之產生，臺北市動物

保護處（原臺北市動物衛生檢驗所）自 97 年度起推動「提昇寵物登記、狂犬病

預防注射及犬貓絕育三合一計畫」，簡稱「犬貓三合一計畫」，以落實動物源頭管

理與確保動物生命福祉，創造人與動物和諧之快樂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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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聯合本府警察局共同執行專

案稽查行動，主動赴民眾最常遛狗之公園

綠地或場所進行稽查與宣傳，現場逕予取

締飼主未依規定為飼養之犬隻辦理寵物登

記，或每年未定期施打狂犬病預防注射之

行為，凡經勸導仍未辦理寵物登記者或未

依規定施打狂犬病預防注射者，屆期依「動

物保護法」及「臺北市畜犬管理辦法」之

相關規定處罰。本計畫執行除稽查外，同

時提供多項優惠措施：1.至本市簽約之寵

物登記站辦理寵物登記及植晶片，全部只要 250 元。2.民眾前往臺北市動物之家

認養愛心犬、貓，寵物登記及植入晶片全部免費，如尚有施打狂犬病疫苗者，也

僅收 200 元注射費。3.憑寵物登記證及效期內之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即可辦理寵

物屍體焚化費用減半優惠。 

動物保護檢查員執行犬貓三合一稽查情形

 

（二）執行績效 

本計畫執行時間已有 3 年，經犬貓三合一計畫稽查之寵物登記率由 98

年 59.8%（67/112）提昇為 85.1%（63/74），稽查狂犬病已注射率亦由 98 年 46.8%

（51/109）提昇為 91.7%（66/72），顯示民眾多數已配合動保法，為家中飼養之

犬隻辦理寵物登記，並有定期施打狂犬病疫苗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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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貓三合一稽查歷年稽查取締執行績效 
 

年度 接獲(執行)件
數、場(家)次

執行績效 罰鍰金額 
(新臺幣) 

97 21 場次 出動 129 人次，開立未辦理寵物登記勸導單 45
件，開立行政處分 19 件，其中 13 件係屬未辦理

寵物登記，6 件未施打狂犬病疫苗。 

9 萬 9,000 元整

98 16 場次 出動 129 人次，接受稽查飼主 107 人次，並增派

「動物保護推廣員」負責推廣犬貓三合一，強化

宣傳寵物登記、定期施打狂犬病疫苗及絕育補助

等事宜，發送宣傳文宣品 611 份，經執行稽查，

其中己完成寵物登記者及狂犬病預防注射者分

別為 67 件及 51 件，開立未辦理寵物登記勸導單

45 件，未辦理或未能於現場提供狂犬病預防注射

資料者 58 件，其中，寵物登記經勸導拒不改善

予以裁罰 3 件，狂犬病部分則全數補正。 

9,000 元整 

99 16 場次 出動 54 人次，接受稽查飼主 73 人次，其中，已

完成寵物登記與狂犬病預防注射者分別為 63 件

及 66 件，未辦理寵物登記開立勸導單者 11 件，

經勸導後改善者 6 件，改善中 5 件，未能於現場

提供狂犬病預防注射資料需補正者 6 件，並已全

數補正。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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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北市寵物業評鑑計畫 

（一）計畫緣起 

為執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訂頒「特定寵物業管理辦法」及訂定「寵物業查核

及評鑑管理辦法」，本市於今（99）年度首度辦理特定寵物業查核及評鑑作業，

以輔導並促進寵物產業之發展。 

 

（二）計畫說明 

1. 法令依據： 

（1）寵物業查核及評鑑管理辦法第 8 條規定，評鑑結果分 4 個等級： 

A. 優等：90 分以上，公開表揚，並發給獎狀、獎牌或以其他方式獎勵。 

B. 甲等：80 以上未達 90 分，獎勵方式同上。 

C. 乙等：70 以上未達 80 分。 

D. 丙等：未達 70 分，限 3 個月內改善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2. 主管機關應將評鑑結果公告及刊登於政府公報或網站，並通知受評鑑之寵物業

者。 

3. 評鑑時間與對象：於 99 年 10 月 15 日前，分 6 梯次對 9 月 1 日前領有本市特定

寵物業許可證者（計 35 家）進行評鑑。 

4. 評鑑方式： 

（1） 依據寵物業查核及評鑑管理辦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由本處邀請動物保護團

體、業者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共 9 人組成評鑑委員會。 

（2） 為維持評鑑分數之公平、公正性，每次評鑑作業應有 5 位（含）以上之委員

出席。 

（3） 因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之特定寵物業評鑑表對於寵物繁殖（110 分）、買賣

（90 分）及寄養（45 分）業者之總分計算標準未能一致，易衍生評分差異

問題，故採初、複選二階段評鑑： 

（4） 初選：依評鑑委員平均原始分數，取前 10 名整體表現較佳及後 6 位整體表

現較差之業者參加複選。 

（5） 複選：經委員討論決定優、甲等獎勵名額後，再自前 10 名業者名單中重新

評定優等 1 名、甲等 4 名。 

 

（三）計畫成效 

１. 99 年 9 月 27 日完成全市 35 家業者巡迴評鑑，經初、複選二階段評鑑後，評選出

優等 1 名（松山區寵物達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甲等 4 名（士林區金佰



達實業社、大安區金草本寵物精品店、信義區中圓寵物家族企業有限公司、北投

區峰狗小莫寵物精品坊），本處另發布新聞稿，廣為宣傳周知。 

 

 
評鑑優等（松山區－寵物達人） 

評鑑甲等（信義區－中圓公司） 評鑑甲等（士林區－金佰達） 

評鑑甲等（大安區－金草本） 評鑑甲等（北投區－峰狗小莫） 

 

2. 評鑑結果顯示寵物業者或有籠舍狹小、運動空間不足、溫濕度調節及通風設備不

良、有臭味、動物飲用水不足或未提供、於明顯處所懸掛特定寵物業許可證正本、

配合評鑑之態度不佳、未落實消費者保障措施等缺失，仍待積極改善，本處業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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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業者俾為爾後評鑑時爭取優良績效之參考。 

3. 99 年 11 月 24 日本處假財團法人中國生產力中心承德分部舉辦「臺北市寵物業輔

導管理及經營策略研討會」頒發獎狀、獎座予表現優良之 5 家業者。 

 

臺北市寵物業輔導管理及 

經營策略研討會開幕 
研討會講座授課情形 

研討會學員上課情形 頒獎-優等（松山區－寵物達人） 

頒獎-甲等（大安區－金草本） 頒獎-甲等（北投區－峰狗小莫） 

4. 積極對平均表現較差之 4 家業者進行複查與輔導，已收到良好成效；未來亦將加

強查核，以符合法令規範並維護消費者權益。 

5. 針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之特定寵物業評鑑表之評分差異問題，召開評鑑委員

會研提修正草案後，函報農委會指導並獲同意使用於爾後之評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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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臺北市街貓誘捕絕育回置(TNR)行動方案 

（一）計畫緣起 

為解決本市街貓噪音、跳蚤、疾病及數量困擾市民等問題，並尋求安樂死方

式以外的人道方式控制街貓數量，遂於 94 年 8 月 9 日第 1331 次市政會議及本府召

開之跨局處「臺北市研議安頓流浪貓相關事宜」會議，裁示由動檢所（臺北市動物

保護處前身）比照各國街貓管理之人道誘捕-絕育-回置（Trap-Neuter-Return 簡稱

TNR）方式擬定策略。 

臺北市街貓誘捕絕育回置(TNR)行動方案宣導摺頁 

（二）計畫說明 

95 年度於大安區新龍里與錦安里優先由市政府試辦，96 年度擴增文山區興昌

里等 6 里，兩年共計完成 272 隻街貓絕育手術與回置作業。97 年度起市政府由主

辦轉為輔導、推廣、獎勵、補助及考核民間團體辦理街貓絕育回置（TNR）行動方

案的角色，朝向以民間自主力量與善用民間資源與志工人力，編列 106 萬元預算補

助臺北市流浪貓保護協會及社團法人臺灣認養地圖協會繼續推廣，共於 20 個區域

辦理 532 隻街貓之 TNR；98 年編列 106 萬 2,500 元預算，繼續補助前述 2 團體辦

理，並增加核定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於 2 所學校試辦，實施區域 32 個，補助辦

理隻數增加至 640 隻。 

99 年 5 月 16 日 TNR 志工教育訓練 TNR 獎勵發表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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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擴大辦理 TNR 計畫，預算增加至 250 萬元，參與本計畫之動保團體更增

加中華民國寵物飼養管理協會與台灣動物不再流浪協會 2 個，實施區域擴大至 118

里(區域)（共 115 個里、1 個社區及 2 所學校），占全臺北市所有里的 25.2%

（115/456），補助辦理隻數增加至 1,608 隻。本計畫藉由對國內團體之補助，自 95

年至 99 年 12 月底總計完成 3,052 隻街貓 TNR，另由團體自行籌募經費完成 721

隻街貓 TNR，占執行 TNR 總數之 23.6%，以擴大提昇本市街貓絕育回置（TNR）

方案實施成效，有效解決本市流浪街貓社會問題。 

 

街貓進入誘捕籠 街貓施行絕育手術 

街貓完成絕育手術 術後恢復 

 

本方案係補助於本市執行街貓 TNR 之合格登記團體，欲申請之團體須備齊申

請表暨企畫書、團體理事長或負責人身分證及其當選證書、團體經主管機關合格登

記證明等文件影本、獸醫診療機構合作同意書、申請之團體名下指定之帳戶影本、

機關學校首長、社區委員會或里長同意書後提出申請，本處經書面初審通過，將另

擇期召開評選小組會議，以決定核予該團體補助之額度。另非本市經費補助團體，

經自行募集經費推動TNR之區域亦得比照前述申請程序，申請成為TNR辦理區域。 

 

 30



另非本市經費補助之個人，經自行募集經費推動 TNR 者，經里長同意並經過

本處辦理之 TNR 志工訓練，亦可向本處申請成為 TNR 辦理區里，並通知本處動物

救援隊暫緩該區域街貓捕捉之工作；另非本市經費補助之個人，經自行募集經費推

動 TNR 者，如未能獲里長同意，亦可加入 TNR 方案並參加 TNR 志工訓練及認證，

該個人所捕捉到 TNR 之街貓，應提出絕育及足供辨識相關佐證資料送本處備查，

本處如捕獲該個人所照護之街貓，將通知領回照護，該區域並不緩捉街貓。 

 

申請之團體應指派原提出行動方案補助企畫書內之有意願受訓認證TNR志工

配合本處規劃之 TNR 志工教育訓練，並經參與訓練與認證後，始得參與街貓誘捕

絕育回置行動方案，未合格認證志工辦理之街貓誘捕絕育回置工作不予補助。團體

之志工除執行街貓 TNR 外，亦須向餵食街貓民眾灌輸健康餵食法觀念，以維護環

境清潔。實施 TNR 區域如發生街貓入侵民宅情事，本處將通知團體派遣志工誘捕

該街貓並移至他處安置，以減少民怨並維護人與動物和諧共生之關係。 

 

99 年度 TNR 宣導海報 

 

本方案以人道方式取代安樂死作為控

制街貓數量的作法，為我國首例也是首次

嘗試，採用 TNR 控制街貓數量，其背後更

具深層的意義，表示國人願意將關懷觸及

動物，與街貓共享美麗的臺北城市，採取

適當的方式在人與動物間作出良好控制，

為我們下一代作出優良典範，作出正面具

積極意義生命教育，且為順應世界潮流之

作法，並解決臺北市各區里內街貓噪音、

跳蚤、疾病及數量困擾市民等問題，以達

街貓生活好鄰居，關懷照護多期許，絕育

回置少困擾，和諧共處創新局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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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行成效 

 

年度 實施地區 辦理隻數 

95 年 大安區新龍里、錦安里共 2 個里 75 

96 年 大安區 4 里、士林區 1 里及文山區 1 里等共 6 個里。 197 

97 年 松山區 1 里、大安區 3 里、萬華區 1 里、信義區 2 里、士林

區 4 里、南港區 6 里、文山區 1 里等共 18 個里及 2 個社區。 

532 

98 年 中正區 1 里、大同區 1 里、松山區 2 里、大安區 2 里、信義

區 6 里、士林區 4 里、南港區 7 里、文山區 6 里等共 29 個里、

1 個社區及 2 所學校。 

640 

(另自費

213) 

99 年 中正區 7 里、大同區 2 里、中山區 9 里、松山區 9 里、大安

區 27 里、萬華區 2 里、信義區 14 里、士林區 11 里、北投區

5 里、內湖區 1 里、南港區 11 里、文山區 17 里等共 115 個

里、1 個社區及 2 所學校。 

1608 

(另自費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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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臺北市動物之家認養宣導活動 

 
（一）緣起 

臺北市動物之家自成立以來，一直作為本市流浪動物的政策的後盾，除積極鼓勵動

物絕育、推行寵物登記教育、宣導以認養代替購買，並於每月底舉辦台北市流浪動物關

懷日認養宣導活動，99 年度共舉辦 12 場次，已有 594 隻動物找到溫暖的新家，全年度

更已為 2,796 隻流浪動物找到認養家庭，另本處編列 200 餘萬預算經費，購買犬貓傳染

病疫苗、檢測試劑及醫療藥品，為收容動物健康篩檢及診治，讓收容動物能健健康康讓

市民認養，更首創幸福犬貓認養 VIP 制度，於本處認養活動中認養出去的流浪犬貓，3

年內可獲得狂犬病及其他傳染病疫苗之施打，讓流浪動物都能找到一個溫暖的家，創造

人與動物和諧共處的動物友善城市。 

 

（二）活動成果 

本處特別安排於每月最後一週週日舉辦「臺北市流浪動物關懷日認養宣導活動」，

每月活動當日參加民眾人數相當踴躍，均達 300 人次以上參加，加上本處強力宣傳「以

認養代替購買」之觀念，並祭出「幸福犬貓認養 VIP」的優惠，讓認養動物免費終身疫

苗、免費晶片植入及寵物登記、免費狂犬病預防注射、免費參加本處舉辦隻犬貓照護訓

練相關課程、寄生蟲預防藥物投予並加贈絕育券及預防注射手冊等七大優惠，均使每次

達到本處宣導動物福利的概念，近三年內推廣認領養成果下表。 

 
臺北市動物之家近三年推廣認領養成果 

 97 年度 98 年度 99 年度 

 犬 貓 犬 貓 犬 貓 

總收容數 4,635 2,536 3,832 2,962 3,664 3,561 

認領 396 23 361 38 442 110 

百分比 8.54％ 0.91％ 9.42％ 1.28％ 12.06％ 3.09％ 

認養 1,348 1,379 1,236 1,451 1,240 1,556 

百分比 29.08％ 54.38％ 32.25％ 48.99％ 33.84％ 43.7％ 

 

 

 



臺北市動物之家近三年認養活動執行成果 

年度 97  98 99 
 日期 犬 貓 日期 犬 貓 日期 犬 貓 

 3/1 13 16 7/25 6 30 1/24 5 38 
 3/29 23 34 9/19 6 16 2/27 20 22 
 6/14 12 57 10/17 9 12 3/28 33 9 
 9/6 10 18 11/8 4 17 4/24 3 16 
 12/6 10 17 12/6 27 51 4/25 19 27 
       5/30 35 33 
       6/27 29 31 
       7/25 23 14 
       8/29 23 24 
       9/26 31 23 
       10/31 16 47 
       11/28 16 44 
       12/26 21 11 

活動總認養數 68 142 52 126 271 323 
年度總認養數     1,240 1,556
百分比 % 

 

  

 

  

 

21.85 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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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養會活動人潮洶湧，現場 10 位志工協助解說 

志工向民眾解說犬隻行為與習性 
民眾熱心參與大排長龍，依序辦理預約

登記手續 



小狗保育室擠滿認養民眾 愛心民眾在服務櫃檯辦理認養手續 

 

（三）結語 

99 年度臺北市動物之家於每月最後一個周日辦理認養活動，創新推廣「愛心

犬貓認養 VIP」之措施，凡被認養的動物終身皆可回到動物之家免費施打疫苗（狂

犬病預防注射及犬貓傳染病多價混合疫苗）、寄生蟲預防藥物投予，並加贈疫苗預

防注射手冊，讓飼主們定期為牠健康把關，預防可能發生在狗狗貓貓身上疾病，認

養飼主與動物還可免費參加本處不定期舉辦的犬貓照護訓練相關課程，讓新手飼主

們懂得怎麼與新寵物家人相處，讓老手飼主們多一份照顧動物的資訊，提升動物的

福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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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渡自然公園經營管理 
 
（一）概況 

關渡自然公園：位處淡水河及基隆河的交匯口，關渡自然保留區的北側，自

古以來，即是重要的候鳥棲地。民國 85 年 1 月 17 日臺北市議會通過「關渡自然

公園用地取得特別預算」150 餘億元，之後臺北市政府著手進行該園的規劃、設

計與闢建，並於民國 90 年 7 月對外試辦營運，同時辦理委託民間經營管理，於

同年 10 月 26 日起委託社團法人台北市野鳥學會經營管理。本園是國內第一座以

自然生態保育為主要訴求的大型自然公園，其設立的宗旨是以達成濕地生態之永

續經營、濕地生物棲地之提供以及濕地生態保育觀念之宣導等為主要目標，全區

約 57 公頃，分為「主要設施區」、「保育核心區」、「戶外觀察區」及「永續經營

區」。 

 

關渡自然公園：以淡水及半鹹水池塘、草澤、稻田與土丘等構成主要景觀，

因多樣化的生態環境，動、植物形態與種類非常豐富。植物種類超過 200 種，動

物紀錄達 830 種 (鳥類、兩棲爬蟲、魚類、哺乳類、多毛類、螺類、蝦、蟹及昆

蟲等)；其中鳥類依據 87 年-89 年的調查為 124 種，歷年累積的紀錄更多達 229

種。關渡濕地是候鳥遷徙路途中的的重要休憩站與渡冬區，東亞-大洋洲鷸鴴科

鳥類棲地工作網（The East Asian-Australasian Shorebird Flyway Network）負責人

道格．瓦金斯先生（Doug Watkins）就認為臺灣，尤其是關渡，就整體鳥類遷移

路線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關渡自然公園被國際鳥類聯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認定為重要鳥類棲地（IBA, Important Bird Area）。 

 

（二）執行情況 

1. 關渡自然公園委託民間經營管理部份，現委由臺北市野鳥學會執行經營管

理，期限至 100 年 6 月 30 日止，為持續辦理關渡自然公園委託民間管理，刻

正依據「臺北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理自治條例」辦理後續的委託招標。 

 

2. 棲地環境改善及維護： 

內政部營建署補助並結合本府預算執行 99 年度「國家重要濕地生態環境

調查及復育計畫｣，於關渡自然公園內完成清淤 30-50cm 深 1.2 公頃、池內小

島高低莖草移除 10.7 公頃、維管道路及土堤高莖移除 0.3 公頃、地表中耕清

除 5.2 公頃、地形測量 20 公頃並於施工前後航空拍攝等。 

 



99 年關渡自然公園棲地復育工程後航空拍攝。 

99 年正攝影像套疊 2007 年分區圖，顯示園區內地景無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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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監測： 

委託中華民國溪流環境協會執行「關渡、華江地區自然保護區域生態環境

監測計畫」，調查結果根據底棲無脊椎生物、藻類、鳥類與地景資料的綜合分

析顯示，關渡及華江三處濕地的整體環境有趨向好轉的情況，但並不明顯。尤

其水質部分影響底棲無脊椎生物種類數與密度，而無脊椎生物又是鳥類食物來

源，因此淡水河水質改善是重點。此外，關渡自然公園的鳥類豐度仍屬穩定，

但野雁保護區的數量呈現下滑趨勢。原在關渡地區的外來種埃及聖鹮已在野雁

保護區調查到一定數量的族群。埃及聖鹮擴展到野雁保護區會對當地產生哪些

影響需持續關注。 

 

4. 民間團體及社區參與情形： 

本處配合內政部營建署依「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第三期計畫所

訂定之「99 年度國家重要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復育計畫」，整合社區及民間非

政府組織（NGO），共同進行國家重要濕地之生態環境監測及濕地復育工作。

該計畫分三大部分所組成：教育、保育、復育；其中「社團法人台北市野鳥

學會」及「臺北市萬華區華江社區發展協會」提出包含該地區之志工訓練（教

育）及環境監測（保育）；本處則進行溼地復育工程，改善並維護現有溼地（復

育）。 

 

5. 執行生物多樣性計畫： 

（1）完成水磨坑溪北岸高灘地高莖草移除，並進行部分河道淤泥雜草清疏。 

（2）以怪手機具搭配人力進行永續經營區渠道的分段清疏，完成清除渠道中之高

莖草共約 1,500 公尺，維持田間排水通路，增加洪氾時蓄水空間，並成為水

域生物的棲地及通道。 

（3）運用前述資源及成果，應用於教育推廣活動及義工參與經驗：4~11 月份共辦

理 10 場 99 年度新義工訓練課程，人數 64 人；企業及學生公共服務共 36 場，

參與人數 1,440 人；4~11 月份進行四季水田活動及夏蛙、GDPI 濕地科學小

教室、小天使等共 95 場兒童、親子營隊活動，大台北地區中小學校外教學、

預約解說導覽、定時及駐站導覽、大型博覽會等解說活動，服務人數 3萬 3,120

人。 



春耕活動 與水牛合影 

 

小鸊鷈親子樂 義工解說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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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華江雁鴨自然公園暨野雁保護區經營管理 

（一）民間團體及社區參與 

本處配合內政部營建署依「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第三期計畫所訂定

之「99 年度國家重要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復育計畫」，整合社區及民間非政府組織

（NGO），共同進行國家重要濕地之生態環境監測及濕地復育工作。該計畫分三大

部分所組成：教育、保育、復育；其中「社團法人台北市野鳥學會」及「臺北市萬

華區華江社區發展協會」提出包含該地區之志工訓練（教育）及環境監測（保育）；

本處則進行溼地復育工程，改善並維護現有溼地（復育）。 

 

 
臺北市國家重要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復育計畫總覽 

 

（二）雁鴨季活動 

每年 9 月到隔年 3 月，數以千計的雁鴨自西伯利亞南下度冬，棲息於「臺北市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周邊濕地。在雁鴨來訪時，由關心華江溼地的社群人士與本府

共同舉辦雁鴨季活動，邀請民眾前來觀賞北方來的嬌客並鼓勵民眾參與環境守護工

作。每年預計舉辦兩次雁鴨季活動，分別由「社團法人台北市野鳥學會」及「臺北

市萬華區華江社區發展協會」分別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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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於 99 年 2 月 27 日指導社團法人台北市野鳥學會辦理「2010 年新春ㄎㄠˇ

鴨」賞鳥活動，其推動生態保育教育，號召當地民眾實際體驗雁鴨調查工作，以達

到保育、教育、責任學習與回饋地方之目的，參與人數約 1,000 人。 

 

「2010 年新春ㄎㄠˇ鴨」活動辦理情形 

 

「臺北市萬華區華江社區發展協會」於 99 年 12 月 4 日辦理「2010 臺北華江雁

鴨季」，結合在地社區居民社團、學校、生態團體、專業研究單位等社群人士，藉由

宣導愛護雁鴨，並結合當地文化及社區力量引導民眾共同關懷雁鴨棲息環境，擴及

關懷棲地及環境教育工作，約 1,600 人次參與。 

 

「2010 年新春ㄎㄠˇ鴨」活動辦理情形 

 

（三）棲息地復育工程 

99 年度本處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 99 年度「國家重要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復育

計畫｣，99 年度華江雁鴨自然公園工程內容包含原有河道清淤 20-30cm 深 2.3 公頃、

低灘地挖除 1.5-2m 深 0.4 公頃、土方清運 250 立方公尺、地形測量 18 公頃、施工

前後航空拍攝等。 

 41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清疏維護工程施工後正攝拼接圖 

 

（四）『溼地有美 艋舺有情』牛踏層踩土趣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人工濕地相關活動概況 

本處協助臺北市

立大理高級中學於 99

年10月19日（星期二）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人

工濕地舉辦牛踏層踩

土趣活動，藉『溼地有

美 艋舺有情』體驗農

耕牛踏層踩土趣，結合

全人發展教育，培養學

生統整能力，達到生命

開展、生活適應、生態

活絡的目標。 

 

 

 

 42



十、臺北市流浪動物救援實錄 

救援實錄 1：搶救受困小狗，費盡心思，與時間搏鬥！ 

救援日期時間：2010 年 7 月 1 日 
出動人員：動物救援隊隊員 4 名 
救援地點：臺北市北投區 
 

狗狗跌落不到 20 公分的縫隙中 

本處動物救援隊勤務中心在 99 年

7月 1日接獲本市北投區民眾通報有狗狗

受困，在詢問大致情況後，就立即出動趕

往現場，到了現場，循著微弱的聲音，結

果發現狗狗跌落在房屋與鐵皮屋間不到

20 公分的縫隙中且位於房屋中段。要如

何將狗狗從如此狹窄的縫隙中救出？考

驗著隊員的勇氣及智慧。 

 

最後，隊員們想從鐵皮屋上方來救援，不料卻被鐵皮屋屋主多番阻攔，深怕隊員

們踩壞住處的鐵皮屋頂，隨著時間一點一滴的流逝，狗狗的聲音越來越微弱，經過隊員

努力地向屋主解釋與說明拯救動物生命的重要性及急迫性，並鉅細糜遺的向屋主說明救

援人員將如何執行救援的過程，終於獲得屋主同意，隊員們小心翼翼地踏上鐵皮屋屋頂， 

獲救後驚魂未定的狗狗 

以蜘蛛人攀爬的模樣前進，好不容易

看到受困犬隻的身影，又因為牠受困

位置離屋頂甚遠，無法輕易接觸到犬

隻，最後隊員使出終極絕招，將 3 條

繩索以活結串起，利用物理鐘擺擺盪

的方式，花了將近 30 分鐘，總算套上

小狗的頸部及前肢，再慢慢地將牠由

受困位置拉上鐵皮屋，並安全的落

地，經檢視犬隻的傷勢，給予一些食

物及飲水後，即送往本處契約救傷之

動物醫院進行健康檢查與醫療。 

 

經過安撫與治療，曾經驚魂未定的狗狗已恢復精神，並透過臺北市動物之家，為

牠找到一個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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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實錄 2：搶救落水小狗，救援隊員寒冬下水搶救，勇氣可嘉！ 

救援日期時間：2010 年 11 月 24 日 
出動人員：動物救援隊隊員 2 名 
救援地點：臺北市中山區 
 

本處動物救援隊勤務中心接獲 99 年

11 月 24 日民眾通報有狗狗受困於河中，

立即派員出動前往現場，抵達現場，隊員

發現在河中載浮戴沉的犬隻，似乎無法遊

上岸，並觀察到犬隻已經漸漸虛弱，四肢

無力滑水游行的現象，眼見犬隻即將要沉

入水中，隊員立刻評估周遭環境安全後，

二話不說就跳下水救援，將在水中的犬隻

給抱上岸來，並馬上給予毛毯，為牠拭乾

身體與保持體溫，現在的牠，經過臺北市動物之家的認養訊息宣傳，已經為牠找到一個

愛牠的主人。 

狗狗受困河中 

 

事後詢問下水救牠的隊員，怎麼有勇氣下水救狗？ 

 

英勇的隊員下水救獲受困河中的犬隻 

隊員只輕描淡寫地說：「應該

的！」。真的是要給我們動物救援隊的隊

員們一個大大的鼓勵與擁抱，你們辛苦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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