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三 

從社造看村⾥⾧參與動物保護優勢與利益 
⽂：何宗勳 台灣動物保護⾏政監督聯盟秘書⾧ 

動物保護與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核⼼精神就是要打造⾃⼰⽣活故鄉的幸福感與榮譽感，涵蓋社區⼈⽂產地景。社區
裡⾯的動保，也是社區很重要的⼀份⼦。過去動保議題都限縮在少數⼈、團體與政府機構
裡。如今時代進步、價值觀轉變，動保問題已經成為村⾥⾧、社區幹部無可迴避的課題。只
要村⾥⾧、社區幹部願意，社區動保就不是問題，⽽是成為社區的助⼒與魅⼒。 

台灣從1993年由當年⽂建會推動社造⾄今，已經超過⼆⼗多年，從單⼀部會到各部會橫向整
合，是台灣少數政策能如此延續下來，最⼤關鍵在於村⾥社區是台灣建設重要基礎。以桃園
市為例，從2018年整合各局處社造計畫，該年分社群培植組、景觀營造組、社區安全與綠能
專區，整合七個局處18項補助計畫。到2019年為9局21項計畫，2020年7局16項計畫。 

城市共同體：跨局處與動物保護關係 
動保議題涵蓋⾯向很廣，教育局部分可以⿎勵社區⼤學廣開寵物飼養等相關課程。推廣動保
社會教育紮根社區。建⽴校⽝經營諮詢平台，納⼊有經驗⾥⾧。動保納⼊特⾊學校評鑑，指
標之⼀包含：社區參與與公民參與。⽂化局⽅⾯，可以具體將動保納⼊社造體系，以利相關
局處融合。   

⽽社會局如何媒合所屬社會福利基⾦會等，協助動保（校⽝）急難救助。社區⾧照部分，如
何讓流浪動物透過培⼒，成為社區療癒⽝貓。同時警察局也可以研擬設置⼯作⽝巡視社區之
可⾏性。產發局⽅⾯也可以⿎勵寵物產業青創等等。 

結合警政進⾏家⼾寵物調查 
當前村⾥較被關注之遊蕩⽝隻族群（家⽝與流浪⽝）問題，在環境、公共衛⽣、交通及⼈⾝
安全上的困擾及隱憂，媒體報導亦屢⾒不鮮。在這議題上，單單依靠地⽅動保機關與動保團
體資源是⾮常有限。更需要民政與警政搭配村⾥⾧與社區志⼯投⼊。 

民政局系統如何將⾥幹事、⾥⾧與鄰⾧與社區培訓項⽬納⼊動保（遊蕩⽝族群管理）。在社
區表揚增加「動物保護」項⽬。社區聯繫會報，強化動保議題。社區巡守隊⿎勵領養流浪
⽝，協助社區治安，同時透過民政與警政⼒量協助動保處盤點社區家⽝貓與流浪⽝貓。 

以台北市邱惠雯⾥⾧透過環保局贈送垃圾袋要求⾥民統計家中飼養動物與寵物。台中市光隆
⾥⾥⾧張雅芳結合警政⼾⼜普查順便進⾏家訪動物調查，同時訂定光隆⾥⽝貓寵物登記率及
⽝貓絕育率KPI計劃⽬標，每年公布預期成效及成果並開檢討會，讓⾥鄰社區民眾能夠「有
感及參與」讓貓⽝絕育不淪為只是呼⼜號，並期許將社區打造成⼈與動物幸福共榮共存社
區。 

如何處理遊蕩⽝與野⽣動物衝突 



三協⾥劉⽂寶⾥⾧因為發現⾺頭⼭有保育類穿⼭甲、⾷蟹獴等，是少⾒完整淺⼭⽣態樣貌的
地區，因⽽積極爭取成為國家⾃然公園。他組織志⼯⼭林巡守抓盜獵與動物救援，為了防⽌
動物被路殺，設置⽣態廊道。社區由於野⽣動物與遊蕩之間的衝突不斷，他透過公部⾨、動
保團體與野保團體合作，制定短中程計畫，先透過家⼾動物普查，家⽝與遊蕩⽝絕育與遊蕩
⽝族群控制來減緩衝突。 

村⾥⾧投⼊動物保護之重要性 
村⾥是我國⾏政區域最⼩的單位，⼆Ｏ⼆⼆年統計，全國有七千七百四⼗⼋名村⾥⾧，且村
⾥⾧皆由選舉產⽣，在基層對公共事務有明顯的影響⼒，且有民政單位編制村裡幹事，協助
推動村⾥公共事務，協助政府相關部⾨宣導政令、提供相關資訊及建議，並可接受不同業務
領域之專案補助，以有效提升村⾥⽣活品質。 

依據本聯盟（台灣動物保護⾏政監督聯盟）近三年辦理優秀動保村⾥⾧選拔獲得之經驗得
知，如果有村⾥⾧參與地⽅政府動保單位推⾏的相關計畫，在鄰⾥動保問題均可獲得重⼤成
效，且能獲得村⾥民之⽀持。 

動物保護與空間營造 
⼈與社區⽣活的空間是最有直接關係，透過空間營造，可以打造友善動物的環境。台北市新
和⾥⾥⾧邱惠雯，透過空間計畫，把花園規劃成貓的圖案，從⾼樓往下看賞⼼悅⽬，⽽且設
置銀髮復健牆拉近銀髮族與街貓之間的距離。桃園市中聖⾥⾥⾧崔美瑛將⾥貓狗彩繪在電箱
和社區圍牆上，成功打造成為⼈貓共存友善社區。⾼雄市豐裕⾥⾥⾧謝錫元，結合藝術設計
各種愛貓餵⾷⼩屋，成為打卡熱點。 

苗栗縣⽵森村村⾧邱宏洋，為了保護⽯虎與教育推廣，設置國內⾸座⽯虎資料館。新北市永
安⾥蕭敏玲，她與公部⾨合作，培養⾥民成為公民科學家及組織巡守隊防⽌盗獵，活化已廢
校國⼩的場域，打造成為⾷蛇⿔保育研究與解說教學的基地，推動友善農業及⽣態導覽解
說。臺中市光隆⾥張雅芳她改善廢棄⼩公園時，為貓咪保留專屬步道，使公園成為友善動物
的地⽅。 

創新社區活動 融⼊動保教育 
台北市萬華區新和⾥邱惠雯以社區營造為核⼼精神，打造友善動保的社區，同時結合青年學
⼦編輯社區ＴＮＶＲ宣導⼿冊。⾼雄市謝錫元⾥⾧每年舉辦「揪豐派動物⾯具遊⾏派對」結
合動物主題舞台表演、流浪⽝貓認養、動物伴讀、動物⾯具製作、創意市集，還跨⾥宣傳，
引起社區⼤轟動。桃園⽂青⾥⾥⾧簡僑亨，由於⾥內皆為⾼樓⼤廈，透過社群媒體、紙本⽂
宣，提倡絕育、疫苗注射、晶⽚植⼊、終養不棄養，宣導正確飼育觀念，並結合志⼯救援受
傷及餵養流浪動物。 

組織愛爸愛媽 成⽴動保志⼯隊與協會 
新北⼩城⾥⾥郭仁澤號召社區愛⼼志⼯擔任保母⼯作，和擁有各式各樣專⾧的社區住⼾搭
配，有⼈專⾨負責救援、中途照謢，有⼈掌理拍美照、網路認養宣傳和寵物美容等。救援到
的動物移交愛⼼媽媽重新打理儀容，幼⽝貓則由志⼯安置於家中協助餵奶、代養等，讓牠們
及早適應居家環境。桃園市崔美瑛⾥⾧積極培育社區愛爸愛媽成為動保志⼯，也協助學校飼



養校⽝貓。 

宜蘭縣進⼠⾥⾥⾧陳正達，早年社區遊蕩⽝隻問題嚴重。因此積極與愛爸愛媽溝通，還催⽣
「宜蘭浪孩協會」去幫助更多⼈與動物。他從2014年起以「鄰」為單位，建置動物福利指標、
強化遊蕩⽝隻管理等，這種系統性做法，實為村⾥楷模。 

野⽣動物與⼈和平共處 
台灣很多社區獼猴與⼈的衝突不斷，台北市湖⼭⾥⾥⾧李秋霞，是台灣少數能化解⼈猴衝突
者、成功改善獼猴⾧期騷擾社區農民農地問題，化敵為友，成為⼈與動物和平相處社區。她
成功原因就是禁⽌「餵⾷」，她說⼈猴衝突導因還是⼈「餵⾷」造成，因為「餵⾷」讓獼猴
進⼊⼈類⽣活圈，唯有終⽌餵⾷，⼈猴之間衝突才有可能解決。她與陽明⼭國家公園合作，
成⽴「⼈猴衝突巡護隊」，負責巡守公路勸導民眾勿餵⾷，並透過漆彈槍嚇阻猴群，幾年下
來成效明顯。 

卓溪鄉有「有熊國」的稱號，花蓮縣卓清村村⾧何成忠因為協助安南⼩熊野放⼀舉成名。其
實，在⿊熊有緊急事件或危難時，都會看到何成忠村⾧的⾝影。何村⾧並致⼒⽂化傳承，⾧
期青壯年⼀起從事⿊熊的保護教育推廣。台灣狐蝠僅存200隻，花蓮縣民⽣⾥⾥⾧吳明崇率
⾥民悉⼼呵護保護狐蝠⽣活空間。新北市永安⾥位於全國唯⼀處以⾷蛇⿔為主要保護對象的
野⽣動物保護區，⾥⾧蕭敏玲帶動⾥民組織巡守隊保育⾷蛇⿔⽣活棲地。 

處理社區浪⽝貓 ＳＯＰ看這邊 
遊蕩⽝貓是社區很頭痛的問題，桃園市崔美瑛⾥⾧提供四階段處理浪貓SOP提供參考。崔⾥
⾧說，當社區取得⾥⾧認同與⽀持，還要有⼀群動保志⼯願意協助就可以展開。第⼀階段：
教育宣導。在村⾥重要公共空間張貼ＤＭ，ＤＭ上⾯寫道：「我們正在抓貓結紮，拜託暫時
不要餵⾷。這樣才不會⼀直⽣。結紮後會放回這裡。」她表⽰，抓紮前要讓貓咪餓肚⼦，誘
捕才會有效。第⼆階段：抓紮。如果抓完⽴刻回置，可能被抓都是那些⽐較容易抓的貓咪，
所以第⼆階段要有配套，就是找醫院先安置結紮貓咪，等到社區貓咪抓紮⾼達九成以上，再
進⼊下⼀階段。貓咪數量少時約三⾄五天，數量多可能要⼀⾄兩星期。第三階段：回置原
地。要原地回置，就要教育社區愛爸愛媽定時定點、乾淨餵⾷。這時候ＤＭ還會貼出來⼀張
海報提醒，內容是「這邊的貓已結紮，公貓剪左⽿為記、母貓剪右⽿為記。有志⼯專責餵
養，請千萬別餵廚餘，以免造成環境的髒亂，貓咪吃了會⽣病。第四階段：持續監控。因為
村⾥是開放空間，隨時都會有流浪⽝貓進⼊，⼀旦發現就要⽴即處理。」 

台中市光隆⾥張雅芳⾥⾧因遊蕩⽝貓造成環境與公安的問題，她結合各⽅資源，配合政府政
策，經過三年努⼒徹底解決。張⾥⾧表⽰，以前有⼆、三⼗隻的流浪⽝，有⽪膚病的送養不
易，就通知動保機構處理，其他就幫忙媒合⾄⼯廠或其它地⽅。由於光隆⾥養寵物的家庭也
不少，於是⾥⾧爭取施打疫苗健檢等能就近辦理，⽽不⽤再⼤⽼遠的跑到到處去。 

動物保護與地⽅創⽣ 
苗栗⽵森村村⾧邱宏洋，為了保護⽯虎棲地全⾯推廣無毒農耕，透過⽣態⼯法重建溝渠，⽔
質⼟質經過復育也變更好。同時，透過綠⾊保育標章使民眾了解保育的重要性。邱村⾧還透
過參與⽯虎⽶等⽣產加⼯販售的機制，協助提升農村產業附加價值同時也保育⽯虎。他期待



透過地⽅創⽣經營，讓⽵森成為有機無毒養⽣村，托⽼扶幼幸福村。 

台灣⽩⿂是稀有⼆級保育類，南投縣⼀新⾥⾥⾧林宥岑以⽣產兼顧保育的⽅式，讓在地農民
使⽤友善無毒或減藥耕種，加⼊綠⾊保育標章認證，創造⽩⿂和動植物的共存環境，讓數量
稀少瀕絕⽩⿂復育⾄今數千條穩定狀態，讓被忽略的⽩⿂成為改變⽣態環境的奇蹟，同時規
劃各種類型「農村體驗」⾏程，內容豐富有趣，除了推廣無毒種植，也振興社區產業。 

屏東港⼜村村⾧楊秀蘭，透過公私協⼒成⽴巡守隊保護陸蟹，募集寄居蟹的殼、種植林投樹
營造⽵節蟲的棲地空間、栽種蝴蝶⾷草吸引蝴蝶遷⼊。透過⽣態旅遊與教學，讓港⼜村朝向
⽣產、⽣活、⽣態三⽣⼀體的社區發展，吸引青年返鄉。如今每年旅客數破萬，結餘回饋社
區。她的努⼒讓港⼜村成為充滿愛的地⽅ 

⾥⾧當推⼿ 催⽣動物之家 
國⼈⾧期有錯誤認知動物收容所是「鄰避設施」的刻板印象，台中市舊社⾥林有盛⾥⾧在台
中市后⾥動物之家改建前即⼤⼒⽀持，不僅協助舉辦⾥民座談會、說明會。並透過與動保處
合作舉辦相關宣導活動、動保攝影展等⽅式，讓動物之家改建理念使⾥民接納，破除地⽅民
眾對動物之家錯誤迷思，如今動保園區順利改建。他將致⼒動物保護與后⾥動物之家結合成
為地⽅特⾊。 

台灣的村⾥⾧以地⽅制度法為依歸，村⾥⾧受鄉（鎮、市、區）⾧之指揮監督，辦理村⾥公
務及交辦事項。村⾥⾧，為無給職，由鄉（鎮、市、區)）公所編列村（⾥）⾧事務補助費
運作。地⽅⾃治事項包括農林漁牧業管理、環保與衛⽣管理，及其他依法律賦與之事項。以
村⾥為中⼼，參與協助解決地⽅村裡基層遭遇之族群管理問題，需要各級地⽅政府⾸⾧的⽀
持，動物保護中央主管機關應將政策定調，進⾏跨部會資源整合，並透過⿎勵表揚激發村⾥
⾧參與的熱情，逐漸推動相關業務，這樣動物保護政策才能紮根村⾥，讓台灣真正成為友善
動物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