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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動物保護處 100 年重要施政成果 

施政成果摘要 

隨著都市國際化與產業物流的快速發展，動物的防、檢疫除了本土的疫病防治

外，境外移入的動物傳染病更直接攸關全國民眾的生活安定與生命安全，目前臺灣

仍為全球少數非狂犬病疫區國家，更突顯本市整體防疫網的重要性。 

100 年度重要施政成果包括「狂犬病預防注射率提升」、「家犬猫登記與管理」、「流

浪犬猫的移除、安置與終生照護」、「動物生命的急難救助」、「街猫 TNR 計畫的社區

化推動」、「違反動物保護法的落實執行」及「飼主責任教育的向下紮根」等，此外

本處更榮獲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 年度全國動物保護業務、動物收容業物及狂犬病

疫苗注射評比雙料「特優」獎項之殊榮。 

施政成果大綱 

施政要項 重要計畫或措施 業務承辦窗口及相關網站

整體業務概況 整體業務概況 
 

監控禽畜飼養

安全，確保人

畜健康 

施行人畜共通疾病檢驗 

02-8789-7158 轉 7119 余小姐
臺北市民 e點通申請網站：ht
tp://eservice.mytaipei.tw/hypa
ge.cgi?HYPAGE=form.htm&s_ui
d=011110 

狂犬病預防注射及教育宣導 02-8789-7158 轉 7117 燕先生

辦理牧場動物傳染病防疫和檢測 02-8789-7158 轉 7120 林先生

臺北市獸醫診療機構輔導與管理 02-8789-7158 轉 7135 蘇先生

臺北市首推家犬十大死因調查，啟動專案登記網站 02-8789-7158 轉 7130 陳先生

健全寵物管理

制度，強化飼

主責任 

強化寵物登記，推廣家犬貓絕育 

02-8789-7158 轉 7143 洪先生
（寵物登記） 
02-8789-7158 轉 7133 黃小姐
（家犬貓絕育補助） 
臺北市民 e點通申請網站：ht
tp://eservice.mytaipei.tw/hypa
ge.cgi?HYPAGE=form.htm&s_ui
d=011137 

推廣動物保護與飼主責任，落實全民教育 

02-8789-7158 轉 7132 何先生
臺北市民 e點通申請網站：ht
tp://tcgwww.taipei.gov.tw/MP
_10503A.html 

動保宣導多樣化，締造人與動物和諧關係 02-8789-7158 轉 7141 翁小姐

輔導寵物產業

經營，保障消

費權益 

特定寵物業管理與人才培訓 02-8789-7258 轉 7021 劉先生

保障消費者權益為寵物飲食安全把關 02-8789-7158 轉 7118 薛先生

稽查非法寵物繁殖買賣業者 02-8789-7158 轉 6054 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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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動物急難

安置，友善居

住環境 

流浪動物管制與收容 

02-8791-3064～3065（動物救
援專線） 
02-8791-3254～3255（臺北市
動物之家服務台） 

推廣臺北市街貓誘捕絕育回置(TNR)行動方案 
02-8789-7158 轉 7135 蘇先生
02-8791-3064～3065（動物救
援專線） 

動物生命急難救助 

動物保護查察取締 

推動臺北市五金行捕獸鋏禁賣宣導及稽查行動 02-8789-7158 轉 6056 陳先生

維護永續生態

環境，深耕自

然保育 

維護自然公園環境 02-8789-7158 轉 7017 陳小姐

加強生物多樣性教育訓練與落實全民參與 02-8789-7158 轉 7157 陳先生

管理保育類野生動物之登記利用與宣導 02-8789-7158 轉 7157 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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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業務推動概況 

為順應全球動物保護趨勢及推廣動物福利政策，並兼顧自然生態的維護，臺北

市動物保護處除強化原有動物防疫、檢疫的功能外，整體業務推動的方向更朝向具

有前瞻性並營造友善動物城市的施政目標而努力。 

  隨著都市國際化與產業物流的快速發展，動物的防、檢疫除了本土的疫病防治

外，境外移入的動物傳染病更直接攸關全國民眾的生活安定與生命安全，目前臺灣

仍為全球少數非狂犬病疫區國家，更突顯本地區整體防疫網的重要性。目前臺北市

狂犬病預防注射率已高達 46.36%，其餘諸如禽流感、口蹄疫、猪瘟等法定人畜共通

傳染病的防疫與宣導措施也都步步為營的落實執行，以維護健康城市的形象。 

  寵物的管理與流浪動物的處理，也是國內外動保組織與關注的課題，臺北市家

犬猫登記率已達 70%，為全臺之冠，尤其在本市 229 家獸醫診療機構配合下，收容犬

猫的認領養率已高達 53.4%，其他諸如流浪犬猫的移除、安置與終生照護、動物生命

的急難救助、街猫 TNR 計畫的社區化推動、違反動物保護法的落實執行、飼主責任

教育的向下紮根，都在 100 年度呈現出亮麗的成績單。因此，更榮獲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 100 年度全國動物保護業務、動物收容業物及狂犬病疫苗注射評比雙料「特優」

獎項之殊榮。 

  臺灣是個美麗之島，維護它特有多樣的生物資源與生態環境，已被列為「愛生

態、救地球」的重要指標，動物保護處所經營管理的關渡自然公園、華江雁鴨公園

及華江、關渡自然保護（留）區，已經把都會型的城市妝點出生物多樣性的一個自

然生態城市，尤其在 100 年 9 月關渡自然公園更獲得環境保署的審核，並通過認證

為全國第 1 所環境教育場域，便是最成功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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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禽畜飼養安全，確保人畜健康 

為確保人畜健康與安全，進行畜牧場管理及動物疾病防治，加強防範境外移入

動物傳染病，本處除施行人畜共通傳染病，動物預防注射外，並辦理各項宣導活動，

以引導市民共建安全生活環境，維護健康城市的形象。 

一、施行人畜共通疾病檢驗 

(一)本市強化人畜共通傳染病檢驗，100 年抽檢犬貓 364 隻，其中犬貓艾利希體

症陽性率 3.6％、犬心絲蟲症陽性率 17.6％、陽性率 0％，較 99 年低或維

持零陽性率。並對陽性者均通知飼主送動物醫院治療。 

人畜共通疾病檢驗成效表 

疾病 

檢診 

犬貓艾利

希體症 

陽性率 犬心絲

蟲症 

陽性率 犬萊姆病 陽性率 

99 年 273 隻 6.6％ 273 隻 18.7％ 273 隻 0％ 

100 年 364 隻 3.6％ 364 隻 17.6％ 364 隻 0％ 

(二)本市監測高病原性家禽流行性感冒（HPAI）和猪流感計畫， 100 年分別採

樣 4,000 件、283 件，均為陰性，與 99 年同。 

野鳥高病原性禽流感採樣 家禽飼養場高病原性禽流感採樣

 

寵物店家高病原性禽流感採樣 高病原性禽流感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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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狂犬病預防注射及教育宣導 

狂犬病是全球死亡率最高的人畜共通傳染病之一，人類致死率高達 100％。為

維護本市狂犬病零發生的淨土，確保人畜生命安全，而疫苗注射率要達 70％才能發

揮防疫效果，除透過校園鄰里等教育宣導，灌輸民眾每年為犬貓施打疫苗外，並各

區里公園辦理犬貓疫苗注射稽查，違者課以罰鍰。 

(一)100 年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率 46.36％。 

100 年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共計 63,306 隻（46.4％），較 99 年增加 2.3％。 
狂犬病注射概況表 

年度 委外調查犬隻數 注射頭數 注射率％ 

99 162,246 61,820 38.1 

100 136,545 63,306 46.4 

(二)委託本市 34 家動物醫院辦理進口動物追蹤檢疫，計 3,263 件(次)；狂犬病注

射稽查 62 場次。 

(三)辦理狂犬病防疫校園宣導活動 60 場次、狂犬病防疫主題宣導活動 2 場次、

錄製廣播專訪 1則及刊登雜誌、捷運燈箱、公車車體廣告各 1則。 

 

狂犬病防疫宣導活動圖表 

活動名稱 參加

人次 

活動集錦 

校園狂犬病宣

導教育 

3,000

人/60

場次 

 

 

 

 

「百名獸醫師

邀請您，全民

防疫單車行」

狂犬病宣導活

動 

100 

 

 

 

「 打 狂 犬 疫

苗，抽 iPAD」

抽獎活動 

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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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理牧場動物傳染病防疫和檢測 

不定期派員訪查畜牧場，檢查動物傳染病防疫措施，100 年訪查 296

戶（次），口蹄疫、猪瘟、羊痘預防注射分別為 3,840 頭， 2,913 頭， 242

頭，注射頭數較 99 年減少，原因為 100 年本市經濟動物養殖頭數減少 803

頭；另牛羊結核菌檢測 211 頭，結果均為陰性。 

 

        牧場動物傳染病防疫和檢測表        （單位：頭） 

年度 口蹄疫 猪瘟 羊痘 牛羊結核菌檢測 

99 5,350 4,035 256 222

100 3,840 2,913 242 211

 

養畜場疫情訪查及防疫宣導 動物疾病防疫採樣檢驗 

 
擎天崗牛隻施打口蹄疫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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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北市獸醫診療機構輔導與管理 

100 年度獸醫師執業執照新申請、變更、歇業、註銷，、開業新申請和變更、

歇業註銷。本市獸醫診療機構累計為 229 家，執業獸醫師人數共計 625 位，其中執

業於公務機關 136 位，非獸醫診療機構 2 位，獸醫診療機構執 487 位，獸醫診療機

構執業獸醫佐 28 位。 

臺北市獸醫診療機構輔導與管理概況表 

年度 執業執照新

申請 

執業執

照變更 

執業執照

註銷 

開業執照新

申請 

開業執

照變更 

開業執照

註銷 

99 99 41 44 18 11 12 

100 98 93 55 23 6 17 

 

五、臺北市首推家犬十大死因調查，啟動專案登記網站 

本市創先推動「家犬十大死因調查計畫」，藉由「預防勝於治療」的觀念，

建立臺北市家犬疾病預防機制與地域性預防醫學基礎資料庫，提醒飼主們重視寵物

健康，適時預防減少醫療費用，間接減少棄犬的可能性。對於獸醫診療機構而言，

可藉以得知最新家犬疾病的發生趨勢，達到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疾病感染源預警

及提升動物醫療水準的效果。本計畫計有 105 家動物醫院參與，完成 508 個病例統

計分析；經統計家犬十大死因排行第一名為心血管疾病（20.5％），第二名為腎衰

竭（12.9％），第三名為癌症（10.6％），第四名為消化系統疾病（9.2％），第五名

為神經系統疾病（9％），第六名為傳染病（6％），第七名為肝臟疾病（5.6％），第

八名為創傷性疾病（5.3％），第九名為呼吸系統疾病（4.8％），第十名為中毒（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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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寵物管理制度，強化飼主責任 

為落實寵物源頭管理，減少棄養造成流浪動物問題，自 97 年 6月 1 日透過「免

收寵物登記費」之優惠措施，鼓勵飼主辦理寵物登記，並完成本市畜犬管理辦法修

正為「臺北市動物保護自治條例」，送市府法案審查中。並編撰「給牠一輩子的幸福」

狗狗篇與貓貓篇各 1000 本，做為本市中小學生命教育課程之教材，深耕下一代的「寵

物飼主責任觀念」。 

一、強化寵物登記，推廣家犬貓絕育 

(一)至 100 年 12 月底止，本市歷年累計寵物登記率已達到 22 萬 603 隻，實際登

記在養數 18 萬 8,361 隻（家犬 16 萬 1,684 隻；家貓 2 萬 6,677 隻），統計

100 年度寵物登記隻數，共新增 1 萬 6,469 隻，較 99 年度增 606 隻，寵物

登記率達 77.6%。 
臺北市寵物登記統計表 

年度 
寵物登記

數 
變更數 轉讓數 死亡數 

實際 

在養數 

歷年累計寵物

登記數 

99 15,869 13,190 1,933 3,642 173,720 204,136 

100 16,469 7,604 1,962 1,968 188,361 220,603 

(二)為落實寵物管理及防疫工作，有效管控家犬貓繁衍數量，強化飼主責任，

100 年至 41 處鄰里公園稽查寵物登記，計執行 62場次，開立 47件勸導單，，

2 件經勸導拒不改善遭開罰 6,000 元，稽查頻度較 99 年增加 3倍。 

臺北市寵物登記稽查情形表 

年度 場次 
出動

人力 

稽查

人次 

勸導單

件數 

行政處分

件數 

行政罰鍰

（元） 

99 16 54 73 11 1 3,000 

100 62 185 227 47 2 6,000 

 

 

 

 

 

 

執行寵物登記稽查 執行寵物登記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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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市提供寵物登記費減免優惠措施與家犬貓絕育補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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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家，較 99 年

增加 3家，方便飼主辦理寵物登記。 

臺北市家犬貓絕育補助案件統計表 

年度 雄犬(隻) 雄貓(隻) 雌犬(隻) 雌貓(隻) 總計(隻) 

99 851 592 1,914 1,327 4,684 

100 959 674 1,995 1,300 4,933 

 

二、推廣動物保護與飼主責任，落實全民教育 

讓生命教育進入校園，從小培養市民正確的寵物飼養態度，同時鼓勵寵

物業者推廣本計畫，藉此提升動物照顧品質與飼主責任教育觀念。 

 

飼主責任教育推廣計畫成果 

年度 新編教材名稱 種子教師研習營 活動集錦 

99 
給牠一輩子的幸

福(狗狗篇) 

共 2 梯次 

學員 67 位 

100 
給牠一輩子的幸

福(貓貓篇) 

共 4 梯次 

學員 80 位 

 

三、動保宣導多樣化，締造人與動物和諧關係 

依據「臺北市動物保護處獎勵補助計畫申請及審核作業須知」規定，獎勵與

輔導民間團體配合市府政策推廣動物防疫檢疫、動物保護、飼主責任教育與推廣

流浪動物訓練與認養等，舉辦各類活動計畫，並提供經費補助，100 年度核定補

助 9 項計畫，獎勵與指導 8個民間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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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促進本市動物保護國際宣傳計畫 

申請

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 期程 活動集錦 

社團

法人

中華

民國

動物

福利

環保

協進

會 

100 年度動

物權關懷暨

國際人才研

習計畫 

補助計畫成

果報告書

(英文)500

本印製經費 

06/25- 

11/31 

社團

法人

台灣

防止

虐待

動物

協會 

2011 世界動

物日-寵愛

音樂演唱會

『年長殘缺

動物認養計

畫』推廣單

元 

舉辦公益音

樂演唱會以

歌手代表不

同保育類動

物，並宣導

認養本市動

物之家年長

或殘缺之動

物。 

09/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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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寵物產業經營，保障消費權益 

寵物產業隨著社會的繁榮快速發展，寵物也成為與人類有著親密情感聯繫的伴

侶動物，本處在對整體寵物產業面的輔導管理上，也同時由寵物福利、寵物業者管

理與飼主權益保障等多方面著手，並專案查緝取締非法寵物業者。為使社會長期發

展能融合人與動物和諧關係，也規劃辦理多項相關計畫與活動，以邁向友善動物城

市之願景。 

一、特定寵物業管理與人才培訓 

(一)100 年度本市領有特定寵物業許可證，合法經營犬隻買賣、寄養之業者計有

47 家，與去年同期(39 家)相比，增加 8 家。 

(二)舉辦「臺北市寵物業發展培訓研習會」，輔導本市寵物業者提升經營品質，進

而確保寵物福利及消費者權益，參訓人數共計 220 人。 

(三)製作「臺北市特定寵物業業者手冊」300 冊，供特定寵物業者與有意從事寵

物產業者參考使用。 

 

寵物業發展培訓研習會實況 臺北市特定寵物業業者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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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消費者權益為寵物飲食安全把關 

100 年度不定期安排至市售賣場、寵物用品店、動物醫院購買寵物飼料、零嘴等

商品，進行寵物食品送驗，共計採樣 140 件樣品送驗及 200 件檢驗項次，檢驗結果

135 件（96.43％）符合國際規範，其中 5 件（3.57％）檢測成分與產品標示成分不

符，涉有違反商品標示法並移送主管機關辦理。 

                                                           
 

寵物食品稽查 寵物食品檢驗 

 

三、稽查非法寵物繁殖買賣業者 

(一)稽查本市寵物業者違法繁殖、販賣、寄養 

全面性稽查寵物業者 312 家，查獲 10 家違法，開立行政罰鍰 375,000

元，較 99 年增加 4 倍。 

稽查本市寵物業者違法繁殖、販賣、寄養情形表 

年度 場次 人力 稽查件數 違法件數 行政罰鍰 

99 16 20 16 2 50,000 元 

100 60 70 312 10 375,000 元 

(二)辦理花市及夜市非法販賣寵物稽查行動 

稽查本市建國假日花市、士林夜市、廣州街夜市、臨江街夜市、饒河街夜

市等觀光夜市違法販賣犬隻及販賣病犬貓情形，100 年計 20 場次，開立行政處分

1 件，較 99 年增加 1 倍。 

建國假日花市及各觀光夜市稽查情形表 

年度 場次 出動人力 查獲違法件數 行政罰鍰 

99 15 40 0 0 元 

100 20 40 1 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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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建國假日花市寵物販賣 稽查觀光夜市寵物販賣 

(三)查察網路販犬情事 

100 年新設置專人每週查察網路違法販犬情事，100 年共查察 76 件，查

獲 15 件違法案件，行政罰鍰計 615,000 元，較 99 年增加 6.5 倍。 

稽查網路販犬情形表 

年度 查察件數 查獲違法件數 行政罰鍰 

99 6 2 7 5,000 元 

100 75 15 61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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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動物急難安置，友善居住環境 

為提供受難（傷）流浪動物 24 小時人道救援及緊急安置服務，成立動物救援隊

及更新動物救援車輛，提升流浪動物福利，確保市民公共安全與市容整潔，並進行

臺北市動物收容舍空間暨設施改善工程，促進流浪動物收容福利水平，提升收容動

物健康品質，增加流浪動物認養比率，以絕育替代人道處理，以認養替代購買，為

流浪動物找溫暖的家，以營造友善動物城市的環境。 

一、流浪動物管制與收容 

(一)流浪動物管制 

100 年執行流浪動物管制案件計 8,756 件，移除安置 3,931 隻動物，今年於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辦理之 100 年度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全國動物保護業務、動

物收容業物榮獲雙料「特優」之殊榮。 

 

 

 

 

 

 

 

 

 

臺北市流浪動物管制情形表 

年度 處理件數 

移除安置動物

隻數（含犬貓及

其他動物） 

專案聯合

圍捕場次 

執行專案移

除安置動物

隻數 

99 7,238 3,931 58 125 

100 8,756 3,921 256 267 

 

(二)流浪動物收容管理 

1.100 年計收容流浪犬貓 6,821 隻，認領 707 隻，認養 2934 隻，認領養率 53.4%，

較 99 年 46.3%增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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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流浪動物收容管理情形表 

年度 收容數 認養數 認領數 人道處理數 自然傷病數 

99 年 5,934 2,529 209 1,577 1,619 

100 年 6,821 2,934 707 1,291 2,317 

 

2.動物之家收容動物傳染病篩檢業務： 100 年度辦理流浪動物傳染病篩檢總計

2,366 件，各項疾病陽性率介於 2.1-9.7%，較 99 年明顯降低。 

 

 

犬隻疾病篩檢  志工協助攜帶犬隻戶外活動 

 

動物之家收容動物傳染病篩檢表 

 

3.民眾至動物之家參訪人數為 45,952 人次，包含 12 個團體 334 人次。 

4.100 年首度開始每週日舉辦『幸福犬貓 VIP 認養活動』，共舉辦 41 場次，合

計認養犬貓 804 隻。 

篩檢項目 犬瘟熱 陽性率 
犬病毒

性腸炎
陽性率

心絲蟲

 
陽性率 貓瘟 陽性率 

99 年陽性數 35 13.3％ 18 12.2％ 51 18.68 94 12.9％ 

100年陽性數 23 9.7％ 71 3％ 51 2.1％ 135 5.7％ 

篩檢項目 
梨形鞭

毛蟲 
陽性率 

艾利希

體症 
陽性率 弓蟲症 陽性率 萊姆病 陽性率 

99 年陽性數 2 1.7％ 18 6.59％ 0 0％ 0 0％ 

100年陽性數 5 2.1％ 13 3.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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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幸福犬貓 VIP認養活動  宣導週日活動認養及優惠 

5.100 年首度辦理「提升收容動物認養推廣計畫活動」，利用臉書粉絲團網站上

傳流浪動物認養公告，瀏覽數達 20 萬 9920 人次，累計粉絲數 1,484 人，

收到 1,197 個讚，民眾回應次數 3,132 次，並於各鄰里公園、捷運站公園

場地舉辦流浪動物認養會 10 場次，計認養 138 隻。 

   

臉書網路宣導動物認養活動  鄰里舉辦認養會 

6.100 年首度結合民間人力資源辦理「動物保姆計畫」，志工總共攜出照顧中之

犬貓 358 隻，餵養成功並已認養出 48 隻犬貓。 

 

 
動物保姆計畫大會合  動物保姆計畫大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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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0年委託動物醫院協助收容犬貓暨推廣認養累計240隻，其中民眾認養199

隻，認養率為 82.9%。 

8.100 年 10 月 17 日邀請美國人道協會動物收容所建築顧問『貝肯建築師事務

所』Richard S Bacon 來臺，交流討論臺北市動物之家『動物收容舍空間

暨設施改建規劃案』，並於 10 月 21 日假臺大獸醫專業學院舉辦『專業動物

收容所設計與建築』工作坊，計 108 人次，含動物保護團體代表、建築設

計系師生及各縣市動物防治所人員等，有效提升全國動物收容所工作人員

專業職能。 

專業動物收容所設計與建築』工作坊  專業動物收容所設計與建築』工作坊

 

9.推動『臺北市動物之家收容舍暨空間設施改善工程』，規劃由原房舍面積 1125

平方公尺增加犬收容舍面積 135 平方公尺，擴增 12％之收容空間，新增各

型犬舍共計 45 間，犬隻總收容量提升為 406 隻（增加 29％）。 

 
臺北市動物之家收容舍暨空間設施改善規劃概況表 

 原有面積 規劃面積 增加面積 增加比例 備註 

總面積 1,081.20 1,215.77 134.57 12％ 收 容 數

由 原 來

315 隻

提 升 至

406 隻 

犬舍空間 793.97 885.75 91.78 12％ 

醫療空間 287.23 330.02 42.79 15％ 

總述 本期工程增建面積 135 平方公尺，總體面積增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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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廣臺北市街貓誘捕絕育回置(TNR)行動方案 

100 年度補助臺北市流浪貓保護協會、社團法人臺灣認養地圖協會、中華民國

寵物飼養管理協會、台灣動物不再流浪協會、台灣動物協會與關懷生命協會 6 個動

物保護相關團體協助執行本計畫，並由本處規劃完成 3場次 TNR 志工教育訓練。 

臺北市 TNR 行動方案實施區域迄今共計 186 個里、3 個社區及 1 所學校，補助

經費新台幣 500 萬元，共執行隻數共計 2,575 隻，各團體自籌經費新台幣 271 萬 2

千元，執行 1,451 隻，全年執行隻數共計 3,989 隻。為加強宣導本計畫，本年度更

於實施區域內，辨理 8 場次宣導說明會。 

臺北市 TNR 行動方案執行成果 

年度 實施區域 辦理隻數 

99 

中正區 7里、大同區 2 里、中山區 9里、松山區 9 里、

大安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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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里等共 113 個里、1個社區及 2所學校。 

1,608 隻 

(自費 508 隻) 

100 

中正區 21 里、大同區 18 里、中山區 16 里、松山區

13 里、大安區 26 里、萬華區 6 里、信義區 25 里、士

林區 19 里、北投區 9 里、內湖區 4里、南港區 12 里、

文山區 17 里等共 186 個里、3 個社區及 1所學校。 

2,575 隻 

(自費 1451 隻)

三、動物生命急難救助 

100 年執行流浪動物救援案件計 4,598 件，救援 2,721 隻動物，平均每月 227 隻，每

日 7.5 隻，案件量較 99 年增加 68%。 

臺北市救援流浪動物情形表 

年度 處理件數 
救獲動物隻數 

（含犬貓及其他動物） 

99 2,743 1,991 

100 4,598 2,721 

增減數量 ＋1,855 ＋730 

四、動物保護查察取締 

100 年受理動物保護案件計 939 件，查涉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共 265 件，其

中行政處分 62 件，行政罰鍰共計 146 萬 5 千 500 元，勸導單 170 件，移送刑事

案件 33 件，沒入動物 34 隻，皆較 99 年增加，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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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受理動物保護案件情形概況表 

年度 
受理件

數 

勸導

件數 

行政處

分件數
行政罰鍰 

沒入動物

隻數 

移送刑事偵辦

件數 

99 689 124 23 35 萬元 9 8 

100 939 170 62 146 萬 5,500 元 34 33 

五、推動臺北市五金行捕獸鋏禁賣宣導及稽查行動 

鑒於捕獸鋏對動物僅能傷害其身體危害生命，實質上並無法發揮真正嚇阻、

防範侵擾，且捕獸鋏若設置於公共場所，亦有可能造成市民受傷，然往年僅能針

對使用者予以開罰，今年 7 月起配合中央增訂動保法第 14 條之 2 禁賣捕獸鋏規

定，對本市五金行啟動捕獸鋏禁賣法規宣導暨稽查行動，100 年已宣導 482 家相

關五金商行，稽查 123 家店家，查獲違法店家 1 家，並開立行政處分，行政罰鍰

5,000 元，較 99 年增加 1倍。 

臺北市捕獸鋏禁賣宣導及稽查情形表 

年度 
宣導店

家 

稽查店

家 

行政處

分件數 
行政罰鍰 

99 0 0 0 0 元 

100 482 123 1 5000 元 

 

 

 

 

 

 

捕獸鋏禁賣宣導及稽查 捕獸鋏禁賣宣導及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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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永續生態環境，深耕自然保育 

建立具有生態指標與永續利用的自然環境，是都市行銷自然保育的重要課題，

臺北市已然進入高度發展的都會型城市，拜得天獨厚的秀麗山水，恩賜永續家園的

資產，其核心價值，絕不亞於生物科技的產業價值。所以，生態環境場域的塑造與

維護、自然保育概念的深耕與普及乃至生物多樣性的宣導與落實，都是政府施政的

重要策略與優先選項，也需要凝聚市民共識，期以奠定永續生境的立基。 

一、維護自然公園環境  

(一)辦理公園環境整治工程：完成華江雁鴨自然公園河道清淤、灘頭地整

治、土方移除計 3240B.M3 及地形測量；移除關渡自然公園池內小島高

低莖草、地表中耕清除及地形測量等。拓寬關渡自然公園舊貴子坑溪河

道為 8公尺，讓下游河川水流量（Q=60.88cms），大於上游設計之流量

（Q=53.34cms），以符合整體治理。  

自然公園環境整治工程概況表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 關渡自然公園 

河道清淤 4020B.M3、灘頭地整治

1.2 公頃、地形測量 18 公頃、土

方移除 3240B.M3 

池內小島高低莖草 10.7 公頃、地

表中耕清除 5.18 公頃、地形測量

20 公頃 

華江雁鴨自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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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自然公園 

 

(二)託管關渡自然公園：91 年起委由臺北市野鳥學會營運關渡自然公園，100

年合約屆滿，續約至 105 年 6 月 30 日。今年 8月突破 100 萬造訪人次，

連續 13 年辦理關渡國際賞鳥博覽會，廣受國際保育人士好評，10 月通過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核，成為全國第一所認証之環境教育場域。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證書 關渡自然公園入園第 100 萬人 
 

(三)監測關渡、臺北市野雁保護區生態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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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水質、底棲生

態、鳥類與地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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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關渡自然公園的鳥類棲息空間改善，有提升水鳥棲息的多樣

性效益；關渡自然保留區的鳥類豐度仍屬穩定，但臺北市野雁保護區呈

現下滑趨勢。另關渡自然保留區約 29 公頃的紅樹林，已呈現飽和，臺北

市野雁保護區陸域化灘地面積達 46 公頃，兩處地景改變對整體生態均發

生強大影響仍須持續監測。 

關渡、臺北市野雁保護區生態環境監測表 

地點 
監測

項目 年度 結果 

關渡

自然

公園 

水質 
100 

水質監測結果，歷年結果相似。 

99 
藻類監測，物種數比去年上升，腐水度下降，顯示水質好轉。 

底棲

生態 

100 

屬接近淡水環境、沉積物以泥質為主；沈積物含水率高，保水度佳；

沈積物顆粒分布較不均勻；有機碳(TOC)與有機氮(TN)數值皆比野雁

保護區高。 

14 類底棲動物，群聚密度介於 0-18,333 隻/m2。 

99 

環境因子：接近淡水環境、沉積物泥質為主、含水率大於 40%、顆粒

分布不均勻、有機碳(TOC)與有機氮(TN)數值皆比野雁保護區高。 

7 類底棲動物，群聚密度介於 0-23077 隻/m2。 

鳥類 

100 
鳥類 35 科 131 種 19,436 隻，包括 19 種保育類。60%為候鳥，最主要

的同功群為水域泥岸遊涉禽。 

99 

44 科 160 種 25,825 隻，包括 22 種保育類。 

55%為候鳥，最主要的同功群為水域泥岸遊涉禽。外來種占 6.1%，埃

及聖鹮(457 隻)與白尾八哥(300 隻)為主要外來種。 

地景 
100 

SPOT5 衛星影像，地景較過去兩年無明顯差異，顯示園內地景已趨於

穩定。 

99 
SPOT5 衛星影像，地景較過去兩年無明顯差異，顯示園內地景已趨於

穩定。 

關渡

自然

保留

區 

水質 
100 

水質調查，各項數據顯示水質無太大變化。 

99 
藻類監測：物種數比去年上升、腐水度下降，水質好轉。 

底棲

生態 

100 

環境因子：屬河口環境、沉積物以粉泥為主，顆粒分布較不均勻；沈

積物含水率高，保水度佳；有機碳(TOC)與有機氮(TN)數值皆比野雁

保護區高。 

生物因子： 18 類底棲動物，群聚密度介於 178-20,622 隻/m2。 

99 

環境因子：屬河口環境；沉積物以泥質為主、含水率約大於 40%、顆

粒分布較不均勻、有機碳(TOC)與有機氮(TN)數值皆比野雁保護區高。

生物因子，共計採得 14 類底棲動物，群聚密度介於 0-10222 隻/m2。

鳥類 

100 
鳥類 18 科 46 種 5,069 隻，其中包含 3種保育類。以黃頭鷺等夏候鳥

為主。 

99 

鳥類 20 科 56 種 5,801 隻鳥類，包含 7種保育類。 

鳥類主要組成為候鳥，以黃頭鷺等夏候鳥為主。外來種占 12%，以埃

及聖鹮(529 隻)與白尾八哥(164 隻)為主要外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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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 
100 

SPOT5 衛星影像，紅樹林的生長已趨近飽和，今年有部分孔隙產生。

99 
SPOT5 衛星影像的結果可知，紅樹林的生長已趨近飽和 

臺北市

野雁保

護區及

其周邊

環境 

水質 
100 

水質監測結果，與歷年結果相似。 

99 
藻類監測結果，顯示水質無太大改變。 

底棲

生態 

100 

環境因子：鹽度不高，水質接近淡水環境；沉積物各樣區變異大；沈

積物含水率高於 40%；沈積物顆粒分布較均勻；有機碳(TOC)與有機氮

(TN)數值皆低於關渡地區。 

生物因子部分： 14 類底棲動物，最大量為 180,311 隻/m2。 

99 

環境因子部分，大潮日滿潮時有鹽分入侵情勢；沉積物以砂質為主；

沈積物含水率約小於 40%；沈積物顆粒分布較均勻，顯示當地水流作

用力強；有機碳(TOC)與有機氮(TN)數值皆低於關渡地區。生物因子

部分， 4 類底棲動物，群聚密度介於 0-54222 隻/m2。 

鳥類 
100 

28 科 66 種 9,203 隻，包含 7種保育類。2月有 2,090 隻小水鴨度冬，

為最主要鳥種。外來種埃及聖鹮有穩定族群量，需長期監測對當地鳥

類群聚的影響。 

99 
26 科 71 種 5,655 隻，包含 7種保育類。 

2 月有 2,000 隻小水鴨渡冬，為最主要鳥種。外來種埃及聖鹮 

地景 

100 
長期趨勢部分，2001 年後鳥類豐度開始下降，灘地陸域化開始進行，

灘地面積達 46 公頃，需長期監測中間的關聯性。 

99 
長期趨勢部分， 2001 年後鳥類豐度開始下降，灘地陸域化開始進行，

需長期監測中間的關聯性。 

 

二、加強生物多樣性教育訓練與落實全民參與 

(一)辦理生物多樣性種子教師培訓：引導教師及社區志工設計推廣生物多樣性議

題，啟發民眾對生物多樣性議題的關心。100 年 7 月～9 月假陽明書屋、國立臺

灣博物館等地舉辦種子教師培訓，共計 3 梯次，培訓 109 名學員。 

 

(二)調查臺北市生物多樣性指標：自 96 年起辦理鳥類、淡水魚類、蝴蝶、蜻蜓、

植物、兩棲爬蟲類等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建置臺北市生物多樣性資料庫， 6

場次指標調查教育訓練以及親子教育夏令營、都會生物多樣性演講等活動。 

臺北市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概況表 

調查結果 研判與建議 

開闊環境鳥類減少 

可能源於農地、濕地與公園綠地的

環境劣化或可棲地減少，應持續留

意。 

小水鴨族群量劇烈減少 族群持續減少中，原因未明，需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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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與新人工濕地之開發關係。 

都會綠地調查外來植物佔植

物種數比例之 44.58% 

外來栽培種可能成為歸化種或入

侵種，應避免栽植或於事後移除。 

外來入侵種「方環蝶」於貴

子坑一帶新增紀錄 

方環蝶是近年入侵台灣北部的外

來種，分佈範圍似不斷擴散，應持

續留意。 

外來魚種多已在樣區內或其

上、下游建立自我繁殖族群

外來魚種可能由放養(放生)進入

河川，影響原生魚類相，應持續追

蹤、加強宣導或移除。 

蜻蜓種類與數量不如往年 
需持續進行水域環境的經營管

理，以保存蜻蜓的棲地與存活。 

 

活動名稱 場次 參加人數 活動集錦 

生物多樣性指標調查

教育訓練 
6 170 

 
 

生物多樣性推廣活動 2 160 

 
 

 

(三)推廣生物多樣性相關活動 

2010 年於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舉辦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屆締約方大會，

擬定了未來十年的保育新策略-《愛知目標》（Aichi targets），其中第 1 項目

標即揭之：「至遲於 2020 年，所有人都認識生物多樣性的價值並知道採取保育

和永續利用生物多樣性的措施。」，生物多樣性的觀念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主

流意識，有持續辦理生物多樣性與自然保育推廣活動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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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參加人次 活動成果及效益 活動集錦 

臺北自然保

育活動 
約 3,000 

約 26,667 人次瀏覽

建置之生物多樣性網

站。另配合自然保育

活動，提出「2011 臺

北市學童森林生態保

育創作比賽計畫」，分

別辦理「母親節環保

感恩賀卡創作比賽」

及「臺灣森林動物寫

生比賽」。 

臺北自然保育活動攤位實

況 

小花蔓澤蘭

「除蔓活

動」 

146 
移除小花蔓澤蘭重量

約 500 公斤。 

參與志工以自製耙子勾取

小花蔓澤蘭 

昆蟲生態體

驗及探索活

動 

450 

推廣生態保育理念，

傳遞有趣的昆蟲奧秘

及認識臺灣昆蟲生態

資源。 

小朋友認真學習昆蟲生態 

2011 臺北好

蝠氣 
約 200 

推廣蝙蝠生態保育及

認識了解本市蝙蝠資

源。 

學員上課實況 



26 
 

鷹雄少年體

驗營 
94 

讓參與民眾認識動物

習性及生活與學習如

何保育。 

戶外環境觀察實景 

探索台灣貓

頭鷹活動 
98 

藉由課程傳授與實際

帶領民眾體驗及認識

貓頭鷹，達到動物保

育之理念。 

老師說明貓頭鷹的叫聲 

生物多樣性

教案推廣 
155 

4 項生物多樣性教案

到案推廣 

 
4 項生物多樣性教案推廣 

2011 臺北國

際賞鳥博覽

會 

11,000 
賞鳥及推廣自然生態

保育活動 

園遊會攤位實況 

人人都該懂

的生物多樣

性！系列活

動 

350 
實用且生活化的生物

多樣性觀念推廣 

 
生物多樣性觀念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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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來種入侵

教案實作 
30 

教案實作暨種子教師

回訓 

 
外來種入侵教案實作現況 

年年有魚-

海洋保育從

海鮮選擇開

始！ 

110 
推展海洋資源保育觀

念 

 
資源保育觀念講座 

守護華江濕

地 
1,800 

賞鳥及推廣自然生態

保育活動 

 
活動現場景況 

2011 臺北華

江雁鴨季 
1,500 

賞鳥及推廣自然生態

保育活動 

 
當日活動參與踩街隊伍 

三、管理保育類野生動物之登記利用與宣導 

(一)辦理保育類野生動物活體及產製品登記與利用，100 年合計件；辦理本市

無主、流蕩野生動物之救援、救傷、收容共 1762 件次，計有 98 種(保育

類 33 種及一般類 65 種)，1,920 隻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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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捐贈之保育類動物產製品-虎標本   辦理象牙及其產製品數量查核情況。 

保育類野生動物申請利用與保護概況表 

年度 產製品

登記 

產製品

輸出入 

活體輸

出入 

陳列

展示 

研究

調查

宣導

活動 

救援、收容、

救傷件次 

99 24 335 54 14 46 8 986 

100 21 167 26 9 5 4 1762 

 

(二)執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委辦之「100 年度臺北市野生動植物保育及教

育宣導計畫」：取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案件，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共

進行查緝 479 案次，計 4件違反野保法案件，其中 3案處以行政罰鍰計新

臺幣 45,000 元整，另 1 案因涉及意圖買賣象牙產製品 49 件與玳瑁產製品 1

件，爰移送法辦；未發現違反者，宣導野保相關法令，強化業者與民眾守

法觀念。 

違反保育類野生動物法處置概況表 

年度 行政處分 查緝案 移送法辦 

99 4 1703 2 

100 4 479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