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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04  記者 許翔 報導

近期臺北市西華飯店推出兔肉料理迎冬進補，引發部分兔子飼主不滿，認為兔子就像貓狗一樣的

寵物，拿來當食材太殘忍，因此愛兔民眾成立粉絲專頁來號召網友抗議，抵制相關業者。事件發

生後，引 發 愛 兔 ⼈ ⼠ 反 彈 ，老饕與專家學者等各方人士也紛紛針對相關法律與價值觀引發辯論

。

兔肉料理之一臺北西華飯店推出野味「私房跳跳鍋」。（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兔肉可食否　引發爭論兔肉可食否　引發爭論

配合冬令食節的「好食機」，臺北西華飯店推出野味「私房跳跳鍋」，吸引嘗鮮的老饕們前來食

用。豈料消息傳開之後，引發了愛兔人士與相關動物保護團體的不滿，開始在網路上串連，發起

聯合抵制的活動。該業者雖然一開始強調其兔肉都是人工飼養，絕無保育問題，屠宰方式與烹調

過程都有遵守相關規定，會因市場需要繼續販售這項商品。但在動保團體強力抵制台北西華飯店

販售兔肉煲湯下，業者仍然不敵輿論壓力，將此項產品下架。

愛兔人士在網上用兔子可愛的樣子來支持「拒吃兔肉」的理念。（圖片來源／海綾月）

相關風波並未就此停息，有一批支持業者販賣兔肉的聲音在網路上開始出現，支持以兔肉做為食

材的網友們更發起聯合支持兔肉料理的活動，參與人數持續上升，迫使愛兔人士結束聯合抵制的

活動，雖然該業者沒有重新推出兔肉鍋，但是兔肉是否適合料理、相關法規是否完善、與網友的

行為是否恰當等問題引起了一陣的喧嘩。

農委會表示：「畜牧法已將豬、牛、羊、雞、鴨、鵝等納入強制性屠宰衛生檢查；而現階段鹿及

兔的飼養端尚因經濟規模小及市場機制，暫無執行屠宰管理需求。依畜牧法規定，雖無強制要求

應於屠宰場內屠宰，但仍應遵循動物保護法，對動物不得任意宰殺及應予人道宰殺規定辦理。」

 

兔肉產業　發展失敗兔肉產業　發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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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鄭青青鄭青青

本期為喀報第兩百○

七期，共刊登十七篇

稿件，包含十三篇社

會議題、三篇照片故

事以及一篇人物報導，類目較為集

中，但內容非常多元精采。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劉雨婕劉雨婕

哈囉，我是雨婕。

別人總是說我平易近

人， 但我卻有著開
心時會咧嘴大笑，生

氣時也異常激動的矛盾性格。 喜
歡透過文字表達內心的感受， 而
音樂和電影則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

的元素。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顏晟宇顏晟宇

成長在自由的年代

束縛於不自由的規定

有著熾熱好奇的心

有著摸索世界的熱情

我喜歡觀察生活中的人事物，用不

同的角度去體驗、去發現 我喜歡
在書桌前畫畫，沉浸在自己天馬行

空的世界裡 我喜歡四處...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4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424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china/20141217/53241060
http://blog.xuite.net/blue_sky23/rabbitget/11707330-%5B%E5%85%94%E5%85%94%E7%94%9F%E6%B0%A3%E5%A4%A7%E8%81%AF%E6%92%AD%5D+%E4%B8%8D%E8%A6%81%E5%90%83%E5%85%94%E5%85%94%E8%82%89%EF%BC%8C%E4%B8%8D%E8%A6%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509?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509?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505?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505?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500?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92?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504?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502?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501?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user/415
//castnet.nctu.edu.tw/user/414
//castnet.nctu.edu.tw/user/388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95?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user/41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98?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user/39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96?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user/44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504?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user/44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507?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user/41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兔肉在過去曾經是政府提倡的食用肉類，不過在現代社會，飼養寵物的風氣越來越盛行，這項政

策因與時代潮流不合而遭到淘汰。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就曾經多次提倡農民大規模養殖兔

子，主要就是因為其經濟價值極高，除了兔肉可以吃以外，牠的皮毛也可以當成禦寒布料。有趣

的是，臺灣第一次發展養兔產業，是在日本殖民時期，為了供應日本軍方肉品與布料的需求，在

殖民政府的推廣下開始的。

雖然兔子不是臺灣在地物種，缺乏汗腺令兔子較難以適應臺灣濕熱的氣候，但是多產的兔子懷孕

一個月後可產生五到九隻兔崽子，如此強勁的繁殖能力使得養兔產業有了希望。然而，由於無法

抓住消費者的胃，兔肉始終無法成為國內主流的食用肉品，協記中藥行的老闆林先生就說：「一

般來說，吃兔肉的人還是少數，兔肉也不適合燉補。」目前臺灣的兔子大多為實驗兔與寵物兔，

食用兔只佔了其中極少的比例。

業者強調兔子都是人工飼養，絕無保育問題。（圖片來源／金農網）

 

由兔肉風波　檢由兔肉風波　檢視動保法視動保法

現行的《動物保護法》沒有禁止食用兔肉，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兔子尚未成為臺灣主流的寵物，因

此對於是否食用兔肉，社會仍未有一定的共識，因此兔子法律上的地位不及貓與狗。目前的《動

物保護法》第十二條明文規定「一、任何人不得宰殺犬、貓或販賣其屠體。二、不得販賣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動物之屠體。」因此屠殺貓與狗是違法的行為，但是卻沒有相關的法條解

釋貓、狗與其他動物的差別，也沒有詳細的說明為何只挑貓與狗做特別的保護。最基礎原因是在

於，臺灣養寵物兔的人還是小眾，無法集結成力量夠大的群體，來提升兔子在法律上的地位。

事實上，舊有的《動物保護法》對於動物的地位是相對公平的，在二○○一年修正的《動物保護

法》第十二條中，明確規定任何人不得宰殺犬貓。律師林哲健表示「這條法律之所以有違憲的疑

慮，是因為憲法並沒有規定哪一種動物特別厲害。」這樣對其他物種的不平等對待，有違反《中

華民國憲法》中平等原則的疑慮，不過從二○○八年至今，沒有人對這個問題申請釋憲，一般社

會大眾也尚未意識到此問題的存在，或許要等到社會對於兔子與其他動物更加愛護的時候，這條

法律的問題才會再度接受檢驗。

 

網友護兔行動　恰當與否網友護兔行動　恰當與否

這整件風波當中，網友的行動也成為討論的焦點之一。聯合抵制賣兔肉的網友們表示不應該將活

潑可愛的兔寶寶煮下鍋，業者良心出了很嚴重的問題。也有網友持不同意見：「如果今天說兔子

很可愛不應該出現在餐點上，那我只想替豬的長相憐憫，牠們長這一副臉錯了嗎？」因此兔肉的

業者受不了批評言論壓力而將商品下架了。但是還販賣兔肉也沒有觸及法律，就業者來說自身權

利受到了損害，不過律師林哲健表示網友聯合抵制的行為並沒有違法。

愛兔人士的言論雖然受到憲法的保障，但是恰當與否還未定論，反對吃兔肉尚未成為臺灣社會的

共同意識，喜愛小動物的施昀就表示：「兔肉只要是合法的我沒意見，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吃的

東西，不然豬、牛、羊、雞，與植物都不是生命嗎？」愛護動物的莊曜華也認為：「雖然兔子很

可愛，不過對於聯合抵制的活動不支持也不反對。」這一次愛兔人士的行動不算是成功，其中的

原因之一就是立論太單薄，單憑兔子可愛的外表，無法構成反對吃他們的要件。若是要讓兔子受

到法律保護，動保團體與愛兔人士應該從推動法律改革，與推廣兔子成為主流的寵物來著手，才

是根本解決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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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實驗　檢視審核漏洞動物實驗　檢視審核漏洞

臺灣規定各動物實驗機構，須成立照護及使用
委員會進行內部管理，然而其監督作用受到民
間動保團體的質疑。

蚊子館揮之不去　閒置無解蚊子館揮之不去　閒置無解

蚊子館不僅先天不足且後天失調，更有許多孑
孓館蠢蠢欲動。檢視當今的蚊子館問題，並追
蹤政府施政。

兔子可愛的形象使牠常成為卡通化的人物。（圖片來源／天堂圖片網）

整體來說，兔子肉風波雖然已經暫時告一段落，不過此議題引發的爭論，仍然有許多令人省思之

處，值得討論與調整，包括對於屠宰與烹調各種肉品的規範、對於各種動物的保護是否周全，期

待臺灣的法律能對於社會引發爭議的事件，可以完整周全處理與改善，給各類寵物相同的生存環

境。

▲TOP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www.ivsky.com/bizhi/tusiji_t344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509?issueID=54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505?issueID=540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bout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ontact/1
http://www.nctu.edu.tw
http://dct.nctu.edu.tw

	迎冬進補　兔肉火鍋惹議
	推薦文章
	● 缺水大問題　農工多爭議
	● 收費員轉職　政府幫不幫
	● 日本新年　深大寺初詣
	● 向前走　從絢爛走向平淡
	總編輯的話 ╱ 鄭青青
	本期頭題王 ╱ 劉雨婕
	本期疾速王 ╱ 顏晟宇
	動物實驗　檢視審核漏洞
	蚊子館揮之不去　閒置無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