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作報告 

截⾄ 110/01/01-110/12-31 ⽌ 

⼯作項⽬ 承辦計畫 執⾏期間 執⾏地點 實施⽅式與內容 實施效益 

野⽣動物

救傷 

本會⾃籌 1/1-12/31 附設⾮營利

野⽣動物醫

院 

民眾或地⽅政府通報

傷病動物，運送⾄醫

院由獸醫師進⾏檢傷

治療，待傷病痊癒後

由保育員使其野放訓

練，通過野放訓練評

估後⽅可野放。 

(1) 110 年共受理 268 隻野

⽣動物，包含⼀般類及

保育類，其中野放 89

隻、死亡 107 隻、安樂

死 42 隻、到院前死亡

24 隻、處理中 5 隻、

轉送 1 隻。 

(2) 年野放率為 33.21%。 

(3) 動物種類為兩棲爬蟲

27 隻、哺乳類 80 隻、

⿃類 161 隻。 

(4) 針對不同物種所需，建

⽴住院及野放訓練⽤

籠舍，今年度新增草⾷

獸（⼭羌與台灣野⼭

⽺）住院籠舍及⼗⽶⾧

中⼤型猛禽⽤野放訓

練籠舍。 

農委會林務局 1/1-12/31 附設⾮營利

野⽣動物醫

院 

台東林管處 1/1-12/31 東部地區 配合辦理臺灣⿊熊救

援⾏動，由民眾通報

待救援⿊熊，林管處

負責⾏政協調，本會

負責熊隻救援醫療及

野放。辦理臺灣⿊熊

救援演練⾏動。 

(1) 110 年並無臺灣⿊熊

救援事件，但有協助野

放⼀隻 109 年救援隻

臺灣⿊熊。 

(2) 會同台東林管處⼈員

辦理臺灣⿊熊救援演

練⾏動。 

教育宣導 本會⾃籌 1/1-12/31 附設⾮營利

野⽣動物醫

院及全台灣 

透過本會救援隻動物

故事，使民眾了解野

⽣ 動 物 所 ⾯ 臨 之 困

110 年度共受邀辦理 19

場次教育宣導講座；6 場

單位到院參訪，包含主關



農委會林務局 1/1-12/31 全台灣 境，有哪些可以從⾃

⾝改善，以延續⾄環

境保護。民眾可⾄官

網申請野灣⾄單位演

講，或直接聯繫相關

的合辦⽅式。 

機關林務局、舊⾦⼭辦事

處前處⾧⾺鍾麟、農委會

參事戴⽟燕等⼈；4 場次

擺攤活動； 

台東林管處 1/1-12/31 東部地區 透過到校宣導的⽅式

將野⽣動物保育的觀

念直接帶給學⽣，另

外也針對偏鄉⼩學與

都市學⽣在保育認知

上的差異，特別設計

符合偏鄉學⽣ 的 教

材，使學⽣更能了解

保育的重要性。 

共辦理 7 場次線上保育教

育宣導課程；9 場次校園

及部落宣導。 

野⽣動物

研究 

本會⾃籌 10/1-12/31 東部地區 針對傷病動物進⾏野

放後追蹤，110 年度由

緯創⼈⽂基⾦ 會贊

助，野放追蹤⼀隻因

⽝隻攻擊導致尾部缺

失的穿⼭甲。 

⾃ 110 年 10⽉開始追蹤，

每三個⽉透過發報器定

位再捕捉檢查⾝體狀況，

並透過定位分析尾部缺

失穿⼭甲與正常穿⼭甲

的活動範圍差異，遺憾地

在第⼆次捕捉時穿⼭甲

已明顯死亡，透過鱗⽚及

發報器的損傷程度，判斷

極⾼可能為再次遭受⽝

隻攻擊致死。 

⾏銷合作 本會⾃籌 1/1-12/31 全台灣 透過其他單位邀請或

本單位⾃⾏邀請，與

不 同產業之 單 位 合

作，藉由不同的⽅式

突破同溫層，使保育

的觀念傳達到不同的

領域。 

110 年度共與 9間私⼈企

業合作，其中包含台東設

計中⼼、和泰汽⾞、貓掌

護唇、JustKitchen、保⽣⽣

醫等公司，透過產品聯名

或捐贈⽅式，配合有趣的

圖⽂說明，將保育與不同



商品結合，拓展野灣在保

育⽅⾯的努⼒。 

會務⾏政 本會⾃籌 1/1-12/31 附設⾮營利

野⽣動物醫

院及⾼雄市 

定期招開理監事會及

會員⼤會；章程修訂

等。 

(1) 依社團法⼈規定事項，

於 111 年 1 ⽉底前完

成相關補正事項。 

(2) 依設⽴⽬的推動⽬的

事業。 

財務核對及報稅 (1) 於 110 年 2 ⽉辦理報

稅事宜。 

(2) 每⽉進⾏帳務彙整，並

與會計師事務所合作

進⾏財務報表編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