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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1年5月11日印發 

 

院總第 1749 號 委員 提案第 28652 號   

 

案由：本院委員賴惠員、莊瑞雄、許智傑、邱志偉、劉世芳等 21 人

，有鑑於社會毒殺或放置危險物品及獸鋏危害動物等案件層

出不窮。又自 2017 年政策正式實施後，面臨公、私立收容所

犬貓數量激增及後續動物救傷、醫療等經費不足之窘況，為

使本法臻至完備，保障動物之友善環境及強化動物保護執法

之效能。爰擬具「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近年來面臨公、私立收容所犬貓數量激增，各縣市地方政府第一線現場動物救援、絕育及

醫療等經費不足之窘況，故增訂本法第四條之二，政府應設立動物保護基金之義務，以穩

定執行動物保護所需之經費來源。 

二、為建構動物生命及保障動物之友善環境，故新增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禁放置或散布藥劑

、毒物或其他可能對動物造成傷害之危險物品及獸鋏等行為。 

三、鑑於 2017 年零安樂死政策正式實施後，各縣市公、私立動物收容所常面臨爆量超收及近年

來遊蕩犬隻數量約 14 至 15 萬隻，為收容所之犬貓，能增加透過認養、領養機制之管道，

形成良善循環找家，故增修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由政府帶頭做起領養代替購買之風

潮，主管機關或動物收容處所得媒合相關機關依實際需求而領養動物犬隻。另明定本法第

十四條第四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設置民間收容處所設置準則、管理措施及獎勵辦

法，俾利營造友善動物之環境。 

四、現今社會虐待動物致死等案件層出不窮，故明定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賦予主管機關發

現或受理檢舉有危害動物等情事，基於緊急救援動物之必要性，應指派動物保護檢查員進

入公私場所進行稽查，以強化動物保護執法之效能。 

 

 

 



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30 

提案人：賴惠員  莊瑞雄  許智傑  邱志偉  劉世芳   

連署人：林淑芬  湯蕙禎  莊競程  管碧玲  楊 曜  

余 天  王美惠  何欣純  吳玉琴  蔡易餘  

黃秀芳  陳 瑩  高嘉瑜  陳素月  吳琪銘  

羅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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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之二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為積極促進動物

救傷、醫療及收容所友善環

境之發展，應設立動物保護

基金，其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 

二、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三、補助及民間捐贈收入。 

四、其他有關收入。 

前項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辦理遊蕩犬貓絕育之源

頭管理。 

二、公、私立動物收容環境

之改善。 

三、受虐、受傷動物之救治

、醫療與照護。 

四、遊蕩動物之安置與保護

。 

五、其他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有關動物

保護之優先事項。 

本法基金收支及管理監

督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各縣市地方政府第一

線現場動物救援、絕育及醫

療等工作，常面臨經費不足

之窘況或其公務預算遭排擠

，為穩定執行動物保護所需

之財源，爰增訂本條條文。 

 

第十條 對動物不得有下列之

行為： 

一、以直接、間接賭博、娛

樂、營業、宣傳或其他不

當目的，進行動物之間或

人與動物間之搏鬥。 

二、以直接、間接賭博為目

的，利用動物進行競技行

為。 

三、以直接、間接賭博或其

他不當目的，而有虐待動

物之情事，進行動物交換

或贈與。 

第十條 對動物不得有下列之

行為： 

一、以直接、間接賭博、娛

樂、營業、宣傳或其他不

當目的，進行動物之間或

人與動物間之搏鬥。 

二、以直接、間接賭博為目

的，利用動物進行競技行

為。 

三、以直接、間接賭博或其

他不當目的，而有虐待動

物之情事，進行動物交換

或贈與。 

鑑於常出現公共場域中散布有

毒之食物、藥物，或放置危險

物品及獸鋏之情況。若動物誤

食或觸碰，將恐導致動物受傷

或死亡，為有效保障動物之友

善環境，故增訂本條第一項第

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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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於運輸、拍賣、繫留等

過程中，使用暴力、不當

電擊等方式驅趕動物，或

以刀具等具傷害性方式標

記。 

五、於屠宰場內，經濟動物

未經人道昏厥，予以灌水

、灌食、綑綁、拋投、丟

擲、切割及放血。 

六、無正當理由，放置或散

布藥劑、毒物或其他可能

對動物造成傷害之危險物

品及獸鋏。 

七、其他有害社會善良風俗

之行為。 

四、於運輸、拍賣、繫留等

過程中，使用暴力、不當

電擊等方式驅趕動物，或

以刀具等具傷害性方式標

記。 

五、於屠宰場內，經濟動物

未經人道昏厥，予以灌水

、灌食、綑綁、拋投、丟

擲、切割及放血。 

六、其他有害社會善良風俗

之行為。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據直轄市、縣

（市）之人口、遊蕩犬貓數

量，於各該直轄市、縣（市

）規劃設置動物收容處所，

或委託民間機構、團體設置

動物收容處所或指定場所，

收容及處理下列動物： 

一、由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其他機構及民眾捕捉

之遊蕩動物。 

二、飼主不擬繼續飼養之動

物。 

三、主管機關依本法留置或

沒入之動物。 

四、危難中動物。 

前項收容動物無從辨識

身分，或經依寵物登記或其

他可資辨識之資料通知原飼

主，自通知之日起超過七日

未領回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動物收容處所

得公告民眾認養，或予以絕

育或其他收容管理之必要措

施，或得媒合相關機關對執

勤犬、訓練犬之所需。 

中央主管機關應編列經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據直轄市、縣

（市）之人口、遊蕩犬貓數

量，於各該直轄市、縣（市

）規劃設置動物收容處所，

或委託民間機構、團體設置

動物收容處所或指定場所，

收容及處理下列動物： 

一、由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其他機構及民眾捕捉

之遊蕩動物。 

二、飼主不擬繼續飼養之動

物。 

三、主管機關依本法留置或

沒入之動物。 

四、危難中動物。 

前項收容動物無從辨識

身分，或經依寵物登記或其

他可資辨識之資料通知原飼

主，自通知之日起超過七日

未領回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動物收容處所

得公告民眾認養，或予以絕

育或其他收容管理之必要措

施。 

中央主管機關應編列經

費補助直轄市、縣（市）主

一、為增加動物犬隻認養管道

及從政府帶頭做起領養代替

購買之風潮，故明定主管機

關或動物收容處所得媒合相

關機關依實際需求而領養，

例如：派出所提升工作效率

之派出所犬、學校推動生命

教育之校園犬等各機關，爰

修正本條第二項，以強化本

法保護動物之意旨。 

二、為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一致性遵循依據，故增

訂本條第四項明定中央主管

機關應訂定設置民間收容處

所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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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補助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設置動物收容處所，

辦理絕育、認領及認養等動

物保護相關工作；其設置組

織準則及公立動物收容處所

管理作業規範，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民

間機構、團體動物收容處所

設置準則、管理措施及獎勵

辦法。 

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

場所提供服務時，得收取費

用；其收費標準，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管機關設置動物收容處所，

辦理絕育、認領及認養等動

物保護相關工作；其設置組

織準則及公立動物收容處所

管理作業規範，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訂定獎勵辦法，輔導

並協助民間機構、團體設置

動物收容處所。 

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

場所提供服務時，得收取費

用；其收費標準，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置專任動物保

護檢查員，並得甄選義務動

物保護員，協助動物保護檢

查工作。 

動物保護檢查員得出入

動物比賽、宰殺、繁殖、買

賣、寄養、展示及其他營業

場所、訓練、動物科學應用

場所，稽查、取締違反本法

規定之有關事項。 

主管機關發現或受理檢

舉有違反本法第五條第二項

、第六條、第十條、第十二

條第一項或第三項之情事，

基於緊急救援動物之必要，

應指派動物保護檢查員進入

公私場所進行稽查。 

對於前二項稽查、取締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項之稽查，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委任

、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構

），法人、團體或個人辦理

。 

動物保護檢查員於執行

第二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置專任動物保

護檢查員，並得甄選義務動

物保護員，協助動物保護檢

查工作。 

動物保護檢查員得出入

動物比賽、宰殺、繁殖、買

賣、寄養、展示及其他營業

場所、訓練、動物科學應用

場所，稽查、取締違反本法

規定之有關事項。 

對於前項稽查、取締，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項之稽查，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委任

、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構

），法人、團體或個人辦理

。 

動物保護檢查員於執行

職務時，應出示有關執行職

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

別之標誌；必要時，得請警

察人員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

警察局協助動物保護檢查員

執行本法有關動物保護之工

一、增訂本條第三項，賦予主

管機關發現或受理檢舉有違

反本法第五條第二項、第六

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一

項或第三項等情事時，基於

緊急救援動物之必要性，應

指派動物保護檢查員進入公

私場所進行稽查。 

二、原條文第三項移至第四項

，並配合前一項之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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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時，應出示有關執行職

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

別之標誌；必要時，得請警

察人員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

警察局協助動物保護檢查員

執行本法有關動物保護之工

作，應經相關專業訓練。 

為期本法之有效實施，

主管機關應逐年編列預算，

推動流浪犬族群控制、多元

創新性認領養、工作犬、校

園犬計畫及確保收容管理品

質等動物保護有關工作。 

作，應經相關專業訓練。 

為期本法之有效實施，

主管機關應逐年編列預算，

推動流浪犬族群控制、多元

創新性認領養、工作犬、校

園犬計畫及確保收容管理品

質等動物保護有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