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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動物　不正常的流浪

2016-09-24  記者 李瑞彥 報導

新竹南寮收容所內部，以狗為大多數的流浪動物一群群被關在鐵籠內，嘈雜的叫聲此起彼落，與

動物體味一同充斥狹小的空間。南寮收容所是台灣少數並未施行12日安樂死制度的收容所，相較

一般收容所分外擁擠，動物間的傳染病防範和環境維持也更加困難，這卻是流浪動物們為了生存

而必須忍受的，毫無選擇餘地。

 

問題根源　在於人類問題根源　在於人類

台灣流浪動物所面臨的嚴峻處境，並非一夜間形成，而是日積月累又改善不利產生的結果。自家

門前或社區內因為幾隻無主動物而變得髒亂、動物會不時發出噪音，以及動物潛在攻擊性對於年

幼孩童的威脅，都是讓民眾舉報收容所進行捕捉的原因。在生命的價值與環境的清淨之間，台灣

人習慣眼不見為淨，12夜的警鐘每日響起，動物們卻仍繼續因流浪的罪名被送往生命的終結。

以收容所內占最大宗的貓狗為例，寵物貓狗的存在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需求，誕生於人工配種的養

殖場，被購買後依賴著人生活。然而飼養者並非全部都能照顧寵物終身，於是本不該流浪的動物

開始出現在街頭，毫無節制產下後代，最終導致硬性控管的法條出現。不論是遭到棄養、走失、

流浪動物的後代，或甚至只是因人類開發而失去了原本的棲息地，流浪動物之所以流浪，之所以

沒有生存的空間，人類是難辭其咎的。因為人，牠們失去了野性，即使放生也回歸不了自然，流

浪動物的存在微妙的諷刺著，人類是多麼不負責任的物種。

收容所中也有尚未成年的幼犬。（照片來源／李瑞彥攝）

 

流浪動物保護　需要全民參與流浪動物保護　需要全民參與

「很多民眾家中雖然有養寵物，但是卻把外面的流浪動物當作礙眼的東西，舉報收容所讓收容所

抓走，就眼不見為淨。」新竹市南寮流浪動物收容所認養區版主林千惠指出，流浪動物需要的是

人們的接納，與牠們分享一些生活空間，並且培養出對於動物的同理心。台灣現行政策採取不人

道的做法，針對流浪動物直接管制數量，而非從根本解決問題，這讓許多人感到不滿。不過山不

轉路轉，近年動物保護意識逐漸升起，許多人伸出援手讓流浪動物免於被撲殺的命運。由於全台

收容所分局數量有限，捕捉大隊通常都是在接獲舉報時才會出動，民間因此出現了非官方的收容

所，用意為搶先公立收容所一步將流浪動物納入保護，更有甚者還會直接從公立收容所認領出動

物進行安置。

動物保護意識抬頭的重要指標，其中之一便是學校內開始出現相關社團。若將流浪動物的生命比

做一個循環，台灣政府目前處理流浪動物的方式還停留在循環末端，也就是終結動物的生命。

「我們的作法是從循環的前端著手，就是透過宣導的方式讓民眾開始對流浪動物有同理心。」國

立清華大學關懷生命社幹部成家聲表示，近年來大專院校紛紛成立生命關懷組織，代表著動物保

護觀念已經成功從學生教育階段萌芽，而這也是台灣想要將動物保護層次提升的必經階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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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喀報第兩百四十

七期，共二十二篇稿

件。包含藝文評論一

篇、文化現象五篇、

科技新知五篇、人物特寫三篇、照

片故事兩篇、自由創作五篇及影音

新聞一篇，側欄廣告為「2016哈
客流行列車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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宥成是我，在一個香

火鼎盛和四周都是田

地的地方長大，不管

如何，開心的過每一

天，才是最重要的！ 再怎麼平凡
的事情，一定含有其不平凡的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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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走味女人走味

氣味創作詩。本次創作以家庭主婦為構想，描
寫女人走入家庭後，外在與靈魂的改變。

電競颳風　台灣蓄勢待起飛電競颳風　台灣蓄勢待起飛

時逢英雄聯盟S6全球總決賽台灣表現不俗，
剖析台灣電競產業。

而，要如何將動保教育擴及至全民，以及打擊動物商品化的繁殖業者，仍然需要社會全體動員。

最有效的方法，還是需要政府正視流浪動物議題並且積極宣導才能達成。

 

不同方法　同樣目的不同方法　同樣目的

該如何做才是解決流浪動物問題的正確方法？若說要治本，預防流浪動物繼續出現是必須的。要

從源頭來預防更多動物流浪街頭，就必須提人對於飼養寵物的需求。有需求就有供給，而供給方

為了獲取更大的利益會想盡辦法壓低生產成本，結果是在寵物繁殖場中出現的各種不人道對待，

近親繁殖也造成了遺傳性疾病發生率上升，如此惡性循環下對繁殖場無用的老弱動物往往遭遇被

拋棄的命運。從根本打擊劣質繁殖場的方法便是支持領養代替購買，直接減少寵物市場的需求

量，供給方自然會因供過於求而減少生產，甚而停止。而將動物從收容所中領養出來的行動，也

同時能夠滿足讓流浪動物擁有生存空間的目的性。

同樣是阻止流浪動物繼續出現，讓現存流浪動物不會產出後代也同等重要。現今台灣動物保護協

會及民間團體致力於推廣ＴＮＶＲ，即誘捕、放養、施打疫苗、結紮的標準流程，減少流浪動物

成為社會環境問題的可能性，也讓街頭的流浪動物不會繼續自然增加。雖然動物無法選擇該出現

在哪裡，但是人類卻握有是否允許牠們存在的權力。舉報收容所進行捕捉並不是解決問題唯一的

方法，卻是最不負責任的方法之一，尊重動物生存的權利，以及前述提到對於動物的同理心培

養，是台灣大眾迫切需要的價值觀教育。

 

尊重生存權利　對生命負責尊重生存權利　對生命負責   

「或許在你的生命裡有那麼一小段與牠相處的日子，但對牠來說那是牠的一輩子。」寵物飼主林

詩浩如此說道。對於飼養寵物的人來說，剛開始的喜悅以及動物陪伴的感覺是難以言喻的，然而

隨著時間推移，飼養寵物的現實壓力，例如：無法忍受寵物的行徑、沒有辦法花時間陪伴、受限

於經濟壓力，或者只是因為失去了新鮮感，便讓許多飼主失去了繼續下去的動力，成為棄養寵物

的藉口。「一旦成為寵物的主人就要對牠負責，如果真的遇到解決不了的難題，也一定要找一個

信得過的人領養。」世新大學學生方凱弘表示，飼主負起對生命的責任，是讓動物不再流浪最直

接也有效的行為。即使沒有餘力去關注流浪在外的動物，做一個照顧寵物終身的負責任飼主，就

是動物保護的第一步。

管理棄養動物的收容所內擺有請勿棄養的告示。（照片來源／李瑞彥攝）

動物因人而流浪，能夠改善流浪動物現況的也只有人。流浪動物的存在，顯示出人們犯下錯誤所

導致難以解決的問題；卻也因此，人對於生命的態度以及價值觀層次得到了向上提升的機會。畢

竟發揮能力解決問題是人類獨有的特質，而人與流浪動物間的相互關係，正等待著人們親手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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