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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臺北市發生兩起重大動物保護案件，均引發社會輿論及民間動物保護團體之強烈關注

及討論。一案是6月中旬於松山區八德路四段蘇姓女房客遺棄柴犬，致使該犬活活餓死；另一

案則是10月初在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某出租住宅彭姓女房客遺棄14隻貓，造成11隻貓死亡，三

隻貓靠著啃食同伴屍體而存活之案件。目前柴犬遺棄致死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後，8月17日對於本案業為不起訴之處分，而後續臺北市動物保護處於10月11日約談當事人釐清

案情，並依「動物保護法」處以新臺幣10萬元罰鍰。至於彭姓女子遺棄14隻貓一案，動保處已

於10月4日將全案移送本府警察局大同分局進行刑事偵辦程序。

鑑於許多動物受虐案件或流浪犬貓問題發生，是來自於飼主未建立正確

觀念與態度，加上「尊重動物生命，保護動物」的觀念已是世界新浪潮，

甚至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動物福利委員會在2009年提出流浪狗管理指南，

強調寵物飼主責任(Responsible Pet Ownership)是管理流浪狗最重要、也是OIE

近期大力推動之策略。因此，為杜絕流浪犬貓問題或重大動物受虐案件一再

發生，臺北市動物保護處亦積極響應，自2010年起推動四年期「飼主責任教

育宣導計畫」，以期建立與動物和諧共居的友善城市。

向下紮根  建立正確飼養態度

臺北市飼主責任教育宣導工作，透過專屬網站與專用教材，並舉辦「飼主責任教育種子教師

研習營」，希望從基礎教育做起，將生命教育帶入校園，從小培養民眾正確的動物飼養態度，

防止動物棄養及走失衍生流浪犬貓問題。

臺北產經編輯部／洪于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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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用教材製作方面，

臺北市動保處邀集了獸醫領

域專家、兒童教育專家、教

育局專家、動保團體代表及

編輯等相關人士，2010年設

計編印「給牠一輩子的幸福

（狗狗篇）」、2011年製作

「給牠一輩子的幸福（貓貓

篇）」等教材手冊，並分送

至臺北市國中小學做為參考

使用。手冊以活潑、

趣味的圖文解說，整

合了飼養狗兒、貓咪

前後的準備與觀念，

例如狗狗貓貓行為、心

理、常見疾病照護等實

用訊息，讓孩童能夠輕鬆

的閱讀與吸收。

在「飼主責任教育種子教

師研習營」方面，以國中小

學校教師、動保團體志工及

媒體新聞從業人員為主要培

訓對象，藉由培育飼主責任

教育種子教師，採用研習營

的向下紮根方式，讓種子教

師參與「飼主責任教育」的

推廣，進而將飼主責任教育

深入校園。2010年舉辦兩梯

次「飼主責任教育種子教師

研習營」，共培育69位種子

教師，2011年更擴大至四梯

次，其中兩梯次

訓練「狗狗

篇」之種子

教師，兩梯

次訓練「貓

貓篇」之種子

教師，預定培訓

81名種子教師。

▲ 研習營種子教師上課畫面

▲

▲ 2010~2011年教材手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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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主責任教育宣導計畫網站
查詢網址：http://tcgwww.taipei.gov.tw/MP_10503A.html

▲  2011年為推廣飼主責任教育，邀請名人王心如與魏如昀一
同出席為飼主責任教育發聲

透過種子教師的培育研習

並提供教材網路下載，鼓勵

臺北市國中小學教師利用課

輔時間，從小教育臺北市民

正確的飼主責任教育觀念，

讓孩童瞭解動物不僅是成長

過程的伴侶，而是從飼養過

程建立對生命的尊重、關懷

與飼養責任感，並將流浪動

物問題及動物保護相關的議

題帶入國中小課程當中，從

透過成長教育的潛移默化，

從小養成對待動物的正確觀

念，形成社會良好的氛圍，

進而提升人與動物的和諧關

係，減少流浪動物問題。

名人效應  帶動重視飼養

議題

除了研習營培訓、教材手

冊編製，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亦建立飼主責任教育專屬網

站，透過建立資訊平台，協

助飼主在購買、認養及飼養

動物前可以取得正確責任觀

念，例如飼養寵物之前的評

估參考，包括家庭成員的支

持與否、哪種寵物適合自己

的生活型態、是否有資源可

飼養寵物、對寵物知識的瞭

解等；以及扮演寵物主人的

飼養小叮嚀，包括生活起居

照護重點、為寵物植入晶片

等。2011年更增加名人專訪

專欄，藉由黃子佼、蘋果姊

姊、星星姊姊、王心如暢談

寵物飼養心得，以名人效應

吸引民眾認識與關心寵物飼

養議題，加速飼養觀念及知

識的流通與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