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111年度工作報告

公益勸募

業務 項⽬ ⼦項⽬ 內容 期程 地區 實質效益

野⽣動物

救傷

醫

療/
照

養 /
野

放

訓

練 /
野

放

本會⾃辦 1. 透過民眾發現傷病野⽣動物，通報縣市政府或直接聯繫

野 灣，將傷病動物送⾄野灣⾮營利野⽣動物醫院救治，治

療完 成後進⼊野放訓練階段，通過六⼤訓練標準後按動物

習性選 擇適合野放的時間及地點。

2. 若未能康復或未通過野放訓練個體，將視其保育等級及

教 育意義，與其對⼈類照養的接受程度，評估成為保育⼤

使； 若無法成為保育⼤使的動物，也無適合的⾧收單位，則

評估 進⾏安樂死。

全年 台東
地區

年度受理657隻動 物

保育類動物125 隻 ⼀

般類動物532 隻

保育教育

宣導

教育
迴廊

本會⾃辦 1. 按民眾預訂時間進⾏⼀⼩時導覽，內容包含簡報及影⽚

介 紹，教育迴廊解說，預計50場次。

2. 針對池上周邊民宿或飯店，洽談合作⽅式，使住客可以

透 過飯店預約，提升本會教育迴廊導覽⼈次。

全年 醫院
本部

辦理場次53場 共

447⼈參與

志⼯
招募

培訓

本會⾃辦 透過志⼯培訓的⽅式，提昇會內⼈⼒，並同時藉由志⼯的

⼒ 量將野⽣動物保育的知識及經驗宣導到其他單位。

2⽉招
募

提供照養及解說組 各

10位⾧期配合志 ⼯

本會⾃

辦 帶狀

課程

透過線上或校園配合的⽅式，進⾏⼀期3-6堂的帶狀課程

， 也可與其他單位配合。

全年 全台 共35場次（其中包 含

⼀場野放⾒⾯ 會），

共計2320⼈。

單位合

作 仰式

漂浮

⼯作室

運⽤⽔泥、玻璃與樹脂，創造⼭丘與海洋的⽴體作品。⽣態

場景製作、⽔泥創作及教學的經驗豐富。搭配野灣宣導，讓

參與創作課程的⼈認識保育議題。

11/5 全台 透過不同單位的合 作

，帶領⾮同溫層 的民

眾認識⽣態， 三場次

共計39⼈。

單位合

作

TSPCA

透過與TSPCA合作，結合流浪動物與野⽣動物議題，同時

傳 遞飼主責任與動物保育的觀念。

7/23
8/14

東部
地區

野⽣動物

研究

野放
後追

蹤

本會⾃辦 保育類動物救傷野放後追蹤，以東部地區為主，預計進⾏

兩 隻穿⼭甲、⼀隻⾧鬃⼭⽺、野⿃及猛禽。哺乳類動物使

⽤發 報器追蹤，⿃類則使⽤腳環。

全年 東部
地區

共追蹤三隻穿⼭ 甲、

⼀隻⿂鷹、⼀ 隻花嘴

鴨上環

醫療
項⽬

野⽣動物疾病統整研究，國內研討會嘗試投稿發表。疾病

內 容包含內外科、⾻科或病理等。

全台 兩名獸醫師吳昀 蓉、

林宇璇投稿國 內特寵

暨野動年會 並⼝頭發

表。

照養
項⽬

野⽣動物照養包含營養需求、⽣理數值、環境配置等，統整

相關數據並嘗試國內外研討會投稿發表。

全台 收集野⽣動物各項 ⽣

理數據，於2023 年持

續進⾏並開始 整理資

料。



公益勸募必要⽀出 勸募活動所得超過新臺幣⼀千萬元未逾新臺幣⼀億元者，

為 新臺幣⼀百五⼗萬元加超過新臺幣⼀千萬元部分之百

分之 ⼋。

全年 全台 透過公益勸募達到 保

育宣導同時募得 維持

協會內業務運 作所需

經費。

本會⾃籌

業務 項⽬ ⼦項⽬ 內容 期程 地區 實際效益

會務⾏
政

會員⼤
會

本會⾃
辦

會員（會員代表）⼤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種，由理事 ⾧

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15⽇前以書⾯ 通

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1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 會

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 時召

開之。

本會辦理法⼈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分之 ⼀

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7-8⽉ 全台 當年度9⽉辦理

理監事
聯

繫會議

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召開⼀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

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7⽇前以書⾯通知，會 議

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數較多數 之同

意⾏之。

1⽉
7-8⽉
12⽉

全台
/線
上

當年度1, 3, 5, 9, 12
⽉各辦理⼀次理監 事

聯繫會議

政府補助計畫

業務 項⽬ ⼦項⽬ 內容 期程 地區 實際效益

111年
東部

野⽣

動物

救傷暨
野

放復

健計

畫

/111
年

東部野
⽣

動物救
傷

瀕危物
種

救援

增進

計畫

醫療/
照養 /
野放訓

練 /野
放

醫療/
照養 /
野放訓

練 /野
放

1.民眾發現傷病野⽣動物(含⼀般類及保育類)，經本⼈或他

⼈轉送本會檢查 、診斷後，依病症施予醫療處理。經治療 後

恢復穩定⽣命跡象之野⽣動物進 ⾏復健。復健後恢復健 康

且符合野放標準之動物，得由本會⼈員逕⾏⾄原棲 地野 放;
死亡之個體將製作標本典藏或供學術單位研究。

2.為進⼀步了解救傷物種之⽣活史以及野放後的存活情形，

本會亦將視情況 使⽤繫放研究之鋁環、⾊環或合⾦環進⾏ 動

物標記，或使⽤動物⽤發報器 ，以利後續資料收集。 3.依累積

之救傷經驗，辦理花東地區的野⽣動物相關救傷復 健以及⽣

態保育 之課程或講座，包含認識台灣野⽣動物、 基礎野⽣動

物救傷與專業救傷復健 課程等。

4.辦理花東野⽣動物保育教育宣導活動，使更多的學⽣更認

識家鄉的野⽣動物與⽣態環境。

全年 東部
地區

年度受理657隻動 物

保育類動物125 隻 ⼀

般類動物532 隻  增購

三項野⽣ 動物檢驗

⽤設備



臺灣⿊
熊

到校推
廣

及精準
式

獵具推
廣

教育宣
導

政府補
助

東部地區校園到校宣導，對象為國⼩學⽣，透過不同教具的

搭配，讓學⽣對於周遭⽣物有更近⼀步的了解。

全年 東部
地區

校園、部落、講座 宣

導、記者會等共 計26
場次，共1036⼈。

地⽅政
府

補助

醫療/
照養 /
野放訓

練 /野
放

醫療/
照養 /
野放訓

練 /野
放

野⽣動物救傷所需耗材及雜項等。 全年 東部
地區

供應6-9⽉部分照

養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