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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現在的臺灣社會，養寵物蔚為一種風潮，對於寵物的呵護備至，有時甚至連

人們都自嘆弗如。不過正是因為這樣的風氣，也產生了很多令人深思的後遺症，

其中「棄養動物問題」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臺灣社會現象。有鑒於現在棄養問題

日趨嚴重，為了瞭解目前臺灣如何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透過探訪流浪動物之

家，希望從中瞭解流浪動物之家的環境，流浪動物在裡面的生活狀況，甚至是有

關於動物安樂死的議題。另外，現今社會上不乏愛貓、愛狗人士，但流浪動物之

家的領養狀況還是不佳，寵物棄養數量依舊與日俱增。對此，我們想要透過實際

行動，瞭解社會大眾的想法，希望知道這些動物普遍被棄養的原因，進而提出能

夠減少動物棄養行為的辦法，以及增加流浪動物領養率的辦法，從動物生命權的

角度出發，實現我們的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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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行為 
一、參訪過程 

    12 月 15 日早晨，全體組員從三峽出發，大約十點左右，我們抵達了板橋區

公立動物之家，經過洽談之後，由動物之家的值班獸醫帶我們參觀整個園區。 

    新北市共有 13 所流浪動物之家，五股、瑞芳、金山等等。板橋公立動物之

家只收流浪狗，其他動物之家有些也只收流浪狗，有些則是貓狗都收，但沒有只

收流浪貓的動物之家。踏進大門之後，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專屬狗狗的寵物公園，

有一些簡單的設施可以讓狗狗們運動、玩耍，不止動物之家的動物可以使用，民

眾也可以帶寵物來這裡玩。經過寵物公園之後是辦公室及民眾休息室，民眾休息

室可供來認養動物的民眾休息並辦理認養登記，從門口看進去，有一大群年紀看

起來還是學生的年輕人坐在裡面，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們是動物之家的志工，利用

假日來動物之家幫忙照顧動物，替狗狗洗澡、帶牠們去散步，動物之家的工作人

員並不多，而且大多數都是喜歡動物的人，他們很需要和他們一樣志同道合的人

加入志工團隊。 

    接著我們前進到幼犬舍，在踏進犬舍之前，要先踩門前放的消毒水盤才能進

去，犬舍裡的環境其實算乾淨，每個籠子裡都有充足的食物和水，並且貼有提醒

標語，提醒大家只要狗狗有異狀就要馬上通知園方。收容所裡的狗狗採分區管

理，分為母犬區、公犬區、幼犬區與大型犬區，狗狗們主要是來自於棄養，或是

在外捕捉來的，如果流浪動物太多，收容所無法容納時，就會將狗狗們送往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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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容機關。當流浪狗們進入收容所後會進行健康檢查與評估，有重大傷殘疾病

的狗會執行安樂死，剩下健康的狗將在十二天後開放認養，認養期限為三十天，

若三十天內無法成功被認領，則會被安樂死。值班獸醫告訴我們，其實安樂死會

讓狗狗在沉睡中死去，並不會造成痛苦，但是安樂死的情形視藥劑而定，有些安

樂死藥劑會讓狗狗痛苦地死去。 

    認養寵物需要辦理登記，收容所可以免費為寵物植入晶片以及施打狂犬病疫

苗，在參訪當天，我們碰見一位不久前剛認養寵物的女士，新北市政府有頒發感

謝狀給她，以表揚她的愛心，她帶著在這裡認養的狗狗回來玩，與狗狗們道別之

後，我們帶著沉重的心情離開，結束了參訪。 

二、問卷調查 

1.調查目的 

我們想要知道社會大眾對於認養寵物的意願，以及他們是否了解認養的整個流

程；針對嚴重的棄養問題，民眾偏好用什麼方式解決？最後問他們對於動物安樂

死的看法。由這幾點來觀察目前社會的民意，找出未來較佳的解決方向。 

2.調查結果 

(1)如果你想要養寵物，請問你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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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你選擇到寵物店購買寵物，是因為？ 

 

(3)請問你對於認養程序的了解程度？

 

(4)現在的動物棄養問題還是很嚴重，請問你覺得要如何解決？ 

 

(5)請問你對於動物安樂死(Euthanasia)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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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反思 
    在實際行動過後，我們組員們互相討論，對於流浪動物問題提出我們認為可

以的解決方法，最後我們歸結出兩個方向，作為我們可以努力的目標，分別從立

法層面以及教育宣導層面探討。 

一、 立法層面： 

    臺灣對於防止民眾棄養動物的法律，目前只有動物保護法第 29 條有所規定：

飼主飼養之動物，除得送交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

收容處理之外，不得棄養。棄養動物，致動物重傷或死亡，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棄養動物，致有破壞生態之虞，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棄養動

物而未致有破壞生態之虞，處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此法

還要再輔以寵物登記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飼主應於寵物出生日起四個月之內辦

理寵物登記。未依寵物登記管理辦法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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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之。兩者法律雙管齊下的情形才能避免棄養問題的發生。 

    而動保法第十二條規定動物不得任意宰殺，但其中第七款“收容於動物收容

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經通知或公告逾七日而無人認領、

認養或無適當之處置者”不在此限。這個消極的排除條文卻被政府做為積極撲殺

流浪動物的令文，形同流浪動物捕殺令，長久以來儼然成為動保法的軸心，掩蓋

所有其他動物保護措施，並在沒科學根據之下由立法者將之定為控制流浪犬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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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法，違反保護動物的宗旨，使動保法充滿了矛盾性。 

    因為法律這樣制定，民眾將寵物交給動物之家，其實並不構成棄養的行為，

所以不會觸法，但是假如動物沒有得到認養，那牠最後就會被執行安樂死，這樣

仍然剝奪了動物的生存權。而且沒辦法達到有效控制問題的目的。臺灣未來應該

要將棄養的定義界定得更嚴格，而且法律也要站在保護動物的一方，不應當以消

極的立法方式侵害動物的生存權，立法的意義才存在著。 

二、 教育宣導層面： 

    透過問卷的調查，我們發現社會大眾對於寵物的決定，已經逐漸能接受從收

容之家領養來的動物，不過他們對於認養的程序卻都不是非常得清楚，而對於如

何改善棄養的問題，他們也認為多對民眾宣導是重要的。綜合問卷的結果，我們

推論出可以用教育做為解決棄養問題的方向，在中小學教育中，加進生命教育與

公民道德的課程中，讓小朋友從小就可以培養這樣的觀念，政府也要與民間動保

團體一起合作，共同推廣部要棄養動物的原則，這樣除了能夠達到潛移默化的影

響，更可以收到長遠的效果。 

    最後我們的結論是：以認養代替購買，以安養代替棄養，以結紮代替撲殺，

這個價值原則將是臺灣人所要奉行的！ 

 

 



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 

9 
 

肆、心得感想 

企管三 B 49979088 黃筇 

    經由這次的參訪，我發現其實收容所對他們的照顧是滿細心的，每到一區犬

隻參觀區域，門前都有清洗消毒鞋底的水盆，而每個周末都有獸醫的輪班照料，

也有不定期的學生志工幫他們洗澡，帶他們到開放親子動物區、運動場活動，這

些對他們來說是一大幸福事；但台灣過去因為景氣低迷，不少民眾把飼養的犬貓

丟棄在寵物店或收容所的情況逐漸增加，使得收容所的空間愈趨狹窄，更過分的

是還有人直接棄養於公共場所或野外；當一隻隻流浪動物被捕狗大隊抓進收容

所，他們的生命就開始在倒數，他們在那裡真的快樂嗎？除了被認養的動物之

外，其餘的就只是在等待死亡。 

    我認為呼籲全民尊重生命，養牠，就應愛牠、不要拋棄牠，否則棄養寵物，

不但成為流浪動物增加的無形推手，亦造成公共安全、環境衛生等問題，且可能

觸犯了動物保護法。如果台灣能夠效法國外，課寵物稅和強制植晶片，或許就能

夠減少棄養的發生案件，政府和社會大眾可以把愛散播出去，讓民眾的道德良心

可以再更進一步，如此不僅對動物，對人也可以發揮應有的愛心和良知。 

企管三 A 49979029 林佳蓉 

    曾經看過一段影片，是一位喜愛攝影的男士，每週會固定在流浪動物之家安

樂日那一天，在狗狗要進去安樂室之前替每一隻狗狗攝影，拍攝肖像．他說，就

算是年紀大，有皮膚病的狗，我們也可以透過影像，透過尊嚴的眼神知道每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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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都有他的自尊。他已經拍攝過千隻狗狗，當然，那些狗狗都已經不在了。透過

這些影像他想呼籲大家的是，不要去想對這一隻兩隻狗，對動物個體可以做甚

麼，而是應該去思考我們對動物群體的整體福利還可以做甚麼改變。 

    我想，不僅是應思考對動物群體的整體制度，對我們個人而言，愛護動物也

可以有很多種方式。像那位男士替狗狗拍攝他們最尊貴的一面，留下最美麗的影

像。像嘻哈歌手大支將路邊的流浪貓屍體帶去動物火化場，替他們祈福念經。像

我們同學之間可以呼籲想要養寵物的同學一定是要透過流浪認養的方式去愛護

動物等等。我們很開心當我們分享流浪動物生命倒數時間的時候，有許許多多的

同學響應，幫忙分享．可見大家都希望這些狗狗貓貓能夠有屬於自己的家。希望

未來對於流浪動物的制度可以越來越改進，讓流浪動物有更高的生存機會，讓這

個社會更加美好。 

企管三 A 49979107 陳雯卉  

    在一個風和日麗、天氣晴朗的天氣下，於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六的早上，我們

第三組一起約好去板橋區市立動物收容所參訪，原本是心平氣和又帶著點愉悅的

心情前往我們所要到達的目的地，就快要到達時，心裡卻開始莫名的沉重了起

來，只因為聽到收容所裡不斷重複狗隻的吠叫聲。當我們向收容所的的服務員說

明來參訪的目的後，她也很熱心帶我們四處巡視與介紹。參訪各個犬舍時，狗狗

會很開心得吠吼著，牠們的表現，似乎是向我們透露了狗狗們心裡的一絲希望，

希望我們當牠們的主人，然後帶牠們出去擁有一個自由的天空，而我不經開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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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我們做人類的所作所為。狗狗像人類一樣，需要一個溫暖的家、一個與人親近

的機會，而我們人類社會所訂定的相關法律，卻不是相當完整，假如丟棄的是一

個年老的父母，不但有法律的相關處罰，也違背倫理道德，可能會有許多人唾棄

決定棄養的人，但狗狗似乎是沒有。   

    我認為我們如果想養狗，請先三思而後行，不要覺得狗不再那麼可愛了，就

把牠們隨意扔掉。也由衷希望，未來對動物保護法的罰則可以再重一些，與修法

後讓動物保護法配套完整，做事凡是將心比心，社會才會更美好。 

企管 3A 49979035 鄭伊筑 

    在板橋流浪動物之家看到了很多狗狗，一開始靠近時每隻狗都狂吠，過了幾

分鐘之後發現我們沒有敵意只是走過去而已，一隻隻都不叫了，那個當下我感觸

很深，覺得擁有如此善良天性的牠們，為何會受到這樣的待遇、被拋棄、被遺忘？

我從小就很怕狗，但是那個當下我只想陪他們玩、幫他們找家。在報告的最後我

們探討了安樂死的問題，但我個人其實有一點不知道自己該用什麼角度去看待這

議題，我覺得不該憑著人類自我的意識去剝奪動物的生存權，但我也確實不知道

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可以減少流浪狗問題，雖然我們想出了一些辦法，可是都只是

一些粗略的想法，我們也沒有力量去推動，只知道光是靠著某些人的良心勸說或

宣導真的是沒有用的，不在乎動物生命的人還是不在乎。希望我們做了這支影片

這個報告可以影響到一些人，讓更多人真心的重視這個問題！ 

行政三 A 49972099 方柔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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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流浪動物問題非常的嚴重，特別是在鄉下地區，流浪動物成群，不斷繁

衍，有些流浪狗會追路人甚至咬傷路人，這些流浪動物大部分都並未施打狂犬疫

苗，對附近居民或用路人造成威脅，牠們的排泄物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衛生問

題。當大家要求政府捕捉流浪動物並加以管制時，不禁令人反思，如果人類不要

棄養動物，就不會有這麼多的流浪動物了。 

    收容所裡自願來幫忙的志工很多，看多這麼多有愛心的人聚集在一起真的是

一份很大的感動。一想到收容所裡的狗狗只剩下數十天的生命，內心充滿無力

感，畢竟以我們的能力，還不能為這些小生命做多少努力，很慶幸有這些志工和

流浪動物收容所，有他們悉心的照顧，至少提供流浪動物一個重生的機會，即使

不能被認養，至少還在生命結束前享受到正常的寵物應有的待遇。第一次因為學

校報告而校外參訪，第一次踏進流浪動物收容所，是個很難得的經驗，希望透過

這次的報告，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共鳴，呼籲大家愛惜生命。 

行政三 B 49972076 劉又瑋 

    走在路上，時常看到飼主遛著穿著衣服的可愛狗狗，以及推著裡面載著小狗

的嬰兒車，這時就會覺得這些小狗真得好幸福，受到主人如此的疼愛，實在很難

想像，臺灣這個社會存在著嚴重的流浪動物問題。 

    這次實際到流浪動物之家參訪，裡面的流浪狗見到有人來訪，就開始吠叫起

來，我感受到牠們強烈的生命力，每隻關在裡面的狗，牠們好像都渴望著再度重

獲自由，當我靠近柵籠時，有一隻白色的小狗更抓著籠子，用牠無辜的眼神看著



多元文化與社會正義 

13 
 

我，當我們在無聲的對視時，我心中其實非常的難過，因為這樣一個生命，如果

在收容所撐不到有人來認養的那一刻，就會被以動物安樂死的方式使其消失，這

樣剝奪動物的生存自由，是很殘忍的行為。之後在我們進行組內討論時，發現到

要讓國人了解到棄養動物造成的後果，才是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政府

的法令無法做到面面俱到，在執行上還是會碰上死角，若是我們都能具有同理

心，站在流浪動物的角度思考，就能夠體會這種被剝奪生命的無力感。因為這次

的作業，我深入的瞭解了這個議題，未來我願意透過我的一己之力，不論是實際

的領養行動，還是向我周遭的親友宣導，就是希望能夠讓棄養動物的問題獲得改

善的空間！ 

伍、參考資料 
 【新北市犬貓飼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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