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犬貓計畫的盲點 

前言 

在臺灣，寵物凌虐與棄養的現象導致時有犬貓在外遊蕩。這些無主、無家的

流浪犬貓為了尋求庇護，時常會留置於各地校園內而定居其中，成為師生們口中

長期一同生活的「校狗」、「校貓」。通常，會有一些愛狗的學生自發性地組成

志工隊或社團，負責餵食與照料這些犬貓。這些已經與校內志工建立起親密關係

的犬貓，有助於師生學習與動物的相處之道，富有正向的教育意義。然而，校園

犬貓逐車、咬人等傷害與攻擊的意外事件也層出不窮。 
為了妥善解決校園流浪犬貓的問題，近年來許多縣市的動保處皆紛紛以公部

門的角色介入、訂定校犬計畫。高雄市政府曾於民國 102 年開辦「高雄市校園友

善動物旺旺計畫」，並於 107 年起再行「旺旺 2.0 計畫」；1教育部也於 108 年

提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及國立暨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關懷動

物生命教育計畫」；2桃園市政府則在 110 年 3 月依據《行政程序法》與《動物

保護法》，創立「認養流浪犬貓暨生命教育試辦計畫」。3細觀這些校犬計畫，

其目的為幫助學生了解生命教育，同時訓練犬隻，協助安定及輔導學生情緒以建

立動物關懷友善校園。立意雖良善，然而計畫內容卻存在大小缺陷，如缺乏對犬

貓的篩選與訓練、缺乏執行計畫的誘因、沒有長期規劃等。我們的疑問是，校園

犬貓計畫的實施真的能有效解決校園流浪犬貓的困擾，達成師生與犬貓互利共生，

推廣生命教育的目的嗎？ 
 
 

一、校園犬貓認養的支持與反對 

在開始推行校園犬貓計畫之前，便已有許多學校的師生自發性地成立以關懷

動物為宗旨之社團，照料那些出現在校園中的流浪犬貓。以清華大學關懷生命社

為例，其工作內容不僅僅是定點餵食校園流浪犬，還包含對校犬進行 TNVR（Trap
誘捕、Neuter 絕育、Vaccinate 注射疫苗、Return 放回）、定時洗澡、點除蚤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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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等照料工作。而處理人犬衝突、生命教育宣導也是社團的工作事項。4儘管如

此，校園流浪犬的認養仍引發許多爭議。 
支持校園犬貓的一方認為，認養校園流浪動物，透過適當管理，運用犬貓占

領域的天性，驅趕外來犬隻，使牠們成為「校園守護神」，才是真正能解決校園

流浪動物問題的方法。而將浪貓浪犬收編校園，不僅能營造體驗式教育的環境，

使學生親身學習如何照顧動物、尊重生命，還能藉機培養零棄養與零安樂死的觀

念，對於公民教育的養成有極大助益。5 
如前言所述，「107 年高雄市政府校園友善動物－－旺旺 2.0 計畫」、「108

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及國立暨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關懷動物

生命教育計畫」與「110 年桃園市認養流浪犬貓暨生命教育試辦計畫」三個校園

犬貓計畫，都是由公家機關提供補助，讓有意願認養流浪動物的學校提出申請，

盼能藉此培養動物保護的精神，並實現校園友善犬貓的願景，使之融入學習裡頭，

以養成學生愛護動物、照顧生命的責任感，讓「友善校園」的觀念向下扎根，不

再淪為一句空口號。 
然而，並非人人都願意與貓狗共處。反對校園犬貓認養的一方認為，長期放

縱流浪犬貓進入校園並且無顧慮地飼養，將導致校園成為犬貓的休憩地、供食區，

使牠們在此徘徊，甚至聚集更多動物，損害校園生活品質。 
首先，犬貓隻可能攜帶病毒直接與師生接觸，也可能在校園內隨地大小便，

抑或從垃圾桶中翻找食物造成校園衛生環境的髒亂。次之，犬貓會因地盤緣故產

生衝突而吠叫；犬貓的發情期也會引起群聚爭執，形成噪音汙染，且求偶多生的

困擾也會破壞校園安寧。此外，安全問題特別受到重視。民國 98 年，一名成功

大學的講師就曾經於半夜在校區被犬隻追逐，使她摔車命危。6高雄女中也曾在

民國 108 年發生校犬咬傷送飯家長之意外。7這些事件皆引起極大的爭議，多人

譴責校狗的存在，認為應當全部驅逐。也有人質疑各校的護狗志工隊與社團，認

為他們只是發揮愛心，卻不負有法律責任，因此不該在校內餵養犬隻，放任浪犬

在校區隨意活動，罔顧師生安全。 
由上述幾點可知，反方人士對於校園犬貓的擔憂分別有環境、噪音及安全問

題，其中又以安全層面為首要疑慮，因為犬貓的攻擊最為直接且經常事發突然，

常人無法防備。而學童在力量上又不比成年人，可能受到的傷害將會更嚴重。那

麼，上述的幾個校園犬貓計畫，又真能打消民眾對於校園犬貓的顧忌，並解決校

園流浪犬貓的問題，以及落實生命教育嗎？以下兩節我們將以高雄市、桃園市與

教育部的三個計畫為研究對象，來探討現今校園犬貓計畫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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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養對象：缺乏犬貓條件的篩選與完整訓練 

首先，此三計畫皆未限制校園犬貓的品種或性格。不同品種的犬貓會有不同

的性格和兇性，如比特犬、日本土佐犬等兇性較強的犬種，8或是未被馴化的野

貓，便不適合做為校園犬貓飼養。此外，飼養在校園內的犬貓日日受到不同的外

界刺激，譬如被大量師生圍觀、任意觸摸甚至不當餵食，這些舉動將會對校園犬

貓帶來極大的壓力，尤其是容易緊張與焦慮的犬貓，可能會被師生不謹慎的行為

所激怒，引發較強烈的情緒反應。9然而在三個計畫中，都沒有對校園浪犬及浪

貓做品種與性格的評估，若不慎讓性格較兇悍的犬貓入侵校園，將會對校園安全

帶來威脅。 
其次是缺乏完整訓練課程，包括管理者照護課程與犬貓訓練課程。藉由管理

者照護課程，飼主可從中學習照顧及訓練犬隻的方法；犬貓訓練課程則可訓練牠

們不隨地大小便、吠叫與咬人等，解決校園犬貓可能帶來的環境、噪音與安全問

題。10在此三個計畫中，僅有高雄市的校園犬貓計畫提供上述針對兩不同對象的

訓練課程。而教育部國教署的計畫，僅要求參與計畫之校園犬貓先至地方政府動

保單位或動物之家完成基本訓練，卻未要求飼主參與相關受訓課程。若飼主沒有

受過相關課程的責任教育，瞭解正確的貓犬知識與訓練方法，則飼主可能會對貓

犬無預警的撲咬、隨地大小便等嫌惡行為束手無策，也可能會因不理解貓犬的情

緒而對其賞罰無章，以錯誤的教養方針對待牠們。11而桃園市的校園犬貓計畫更

是連相關訓練課程都沒有安排，明顯看出了此計畫的不周。 
另外，將校內所有犬貓一一捉捕，帶到校外場所受訓之後再回到校園生活，

執行起來並非易事。從校園到受訓場所，以及從受訓場所回到校園，犬隻在運輸

過程中由於驚嚇、顛簸等刺激作用，初期體內腎上腺亢進，後期則可能出現腎上

腺功能衰退的現象，回到校內若無更加仔細地照料，犬隻將引發病症。12而犬貓

通常對於環境的改變較敏感，即使牠們已在動保處或動物之家完成系統性的訓練，

回到校園還是得先待在室內適應一段時間，由主人親自安撫，再帶牠們到陌生的

戶外熟悉其他空間。然而此種做法較適用於一般家庭，因為家庭飼主方能對其飼

養的貓狗投入全面的照顧，但校園認養的貓犬數量較多也較雜，管理者很難覺察

這些細節，更何況還要瞭解每隻貓犬的習性，並試著緩解其異常的情緒起伏。由

                                                
8鄭祝菁，〈具攻擊性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應注意事項〉，《農政與農情》，112 期，2001 年 10 月 
9米爸，〈校犬計畫潛藏危機〉，小米遊記，2021 年 3 月 21 日，https://furkid.org/?p=43736 
10王姝琇，〈【狗狗上學去】 高雄‧東洋狗學校 引導狗狗良好社會化〉，自由時報，2019 年 9 月

1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weekly/paper/1314603 
11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7 堂課讓毛寶貝成為乖小孩！〉，新北市政府新聞，2021 年 3 月

6 日，

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e8ca970cde5c00e1&dataserno=5ce8c4bd03a76e248cef64b87
55c91a1 
12寵物百科，〈新狗狗環境適應 哪些事情須注意？〉，2021 年 12 月 11 日查詢，
https://petbird.tw/article10649.html 



此可知，環境變化對於犬貓的行為有顯著的影響，而倘若將環境也納入重要變因

之一，校園犬貓計畫恐怕是難上加難。 
綜合上述，犬貓的適應性問題已不易解決，而反方人士所擔憂的環境、噪音

與安全問題等困擾猶存，現有的校園犬貓計畫顯然無法消除其疑慮。此外，家庭

飼養犬貓的經驗，在校園內不一定能如法炮製。因為家中飼主面對的是其日夜相

處的寵物，在如此密集的接觸之下，犬貓的行為訓練自然得以維持。反觀校園裡

缺乏這樣的條件，認養對象沒能受到認養者密集的關愛與照護，牠們在其他場所

受過的訓練也因此較容易被遺忘，使訓練成為失效的無用功。 
 
 

三、認養者：缺乏誘因、長期規劃與專人負責 

除了上一節提及的兩個缺失之外，計畫缺乏誘因、長期規劃與專人負責也是

校園犬貓計畫的三大缺陷。 
首先，校園犬貓計畫缺乏誘因。根據臺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在 108 年的

「各縣市高國中小校犬貓調查報告書」顯示，全臺 3881 所國高中小學校中，僅

282 所學校有飼養校園犬貓（7.2%），13為何在政府推動校園犬貓計畫之下，施

行的學校仍舊如此之少？究其根本原因，正是因為對於須負責照料校園犬貓的教

職員而言，飼養犬貓是極度耗費心力卻又沒有酬勞的工作。在前述的三個計畫中，

僅有高雄市的計畫對於辦理結果出色的學校及人員給予表揚與獎勵，而另外兩個

計畫則沒有相關配套措施。學校教職員皆有其自身的課程或職務等工作須完成，

飼養、照料校園犬貓並非他們原本的工作，然而校園犬貓計畫卻要求校園內的教

職員須「加班」飼養校園犬貓，卻不給予加班費。14在這種缺乏直接利益的情況

下，仍願意用愛來推行校園犬貓計畫的教職員自然是少之又少。 
其次，是計畫缺乏長期規劃。本文所探討的三個計畫，其執行期程皆僅僅一

年甚至未及，如此短期的目標對於應長期推動的生命教育極為不利。而且犬貓的

照護需要持續性的付出與陪伴，方能使動物對校園產生歸屬感，與師生建立穩固

的情感連結，而僅僅一年的時間顯然不足以去除犬貓原本的「流浪」之名。 
更重要的是，這些犬貓缺乏專人負責。在缺乏誘因與長期規劃的前提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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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的不足必然會影響認養者的動機與責任。依據《動物保護法》第五條、第二

十五條，毛孩的主人有義務保護好牠們的生命安全，並提供安全、乾淨、合宜的

生活環境，違者將處有期徒刑或併科罰金。15再細觀此三個犬貓計畫，高雄市與

教育部的公文皆限定由校園教職同仁擔任管理人，其中高雄市的計畫特別指出管

理者為「義務性」服務，卻沒有引用相關法條，也沒有說明管理人之責任是否與

《動保法》明定的「飼主」相同。那麼，倘若校園貓犬遭認養者照顧不當，或者

貓犬傷及學校裡的人，又是誰該負責、誰該受罪呢？ 
這些在公文中皆未明確表述，僅以「義務性」一詞含糊帶過，使各級學校無

法有所依循。而桃園市的公文，則完全沒有規定由誰來負責管理那些校園犬貓。

然而，若缺少一位全權負責的認養者，以正確的方式照顧貓犬的日常生活起居，

整個計畫便無法順利運作。舉例而言，如遇颱風天與寒暑假期，校園犬貓將會無

人餵食。更嚴重的是，當犬貓威脅師生等人身安全問題發生時，也無法確保有「飼

主」能挺身而出，及時處理緊急情況，並承擔後續法律責任。此外，即使委任校

內教職員工擔任犬貓的管理者，實際執行上仍有諸多困難。因為教職員工本就忙

於教學、行政等業務，不一定能騰出時間來善盡本分以外的事，比照一般的家庭

寵物飼主，妥善照顧校園犬貓。 
綜合以上論點，校園犬貓計畫的期程過短，並且缺乏誘因，使較少人願意肩

負照顧犬貓這項額外的工作。因此我們懷疑，目前的計畫仍無法妥善處理犬貓，

更不用說落實生命教育。 
 
 

四、結語：校園犬貓計畫仍有諸多未盡之處 

 不論從認養對象到認養者的探討，或者從計畫的內部細節，到影響浪犬浪貓

的外部因素，我們認為現有的校園犬貓計畫仍存許多盲點。比如第二節的陳述，

對於認養對象缺乏篩選、訓練，與不可抗力的環境因素，以及在第三節分析的人

事制度上的缺失，誘因不足、規劃不全、責任不清，種種原因環環相扣，不僅無

法解決校園流浪犬貓的困擾，亦不足以達成推行生命教育的理念。 
關於此一犬貓認養的議題，正反兩方仍持續對立。如欲以校園犬貓計畫作為

折衷之道，則各縣市動保處應對原本的計畫有所增修。舉凡犬貓條件應經過嚴格

的評估與篩選，並藉由專業受訓課程，以保犬貓皆已社會化，避免不良行為的產

生；計畫也應規定由專人負責照料犬貓，並對其工作內容給予相應的酬勞，例如

核發薪水與獎勵金、提供穩定的補助費用等；若欲實現生命教育的遠大理想，則

此計畫不應只是短期的策劃，而應放眼未來、長久推行，將校園打造為犬貓與師

生共存的家園。因此，必須具備宏觀的視野，同時在細節上加以琢磨，如此兩面

顧全，才能更接近校園犬貓計畫的核心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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