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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 前言

• 動物倫理之理論

• 動物倫理實踐案例

• 生命中心倫理

• 生態中心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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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尊重生命

– 環境教育法第1條:為推動環境教育，促進國民瞭
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進全民環
境倫理與責任，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尊重生
命、促進社會正義，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群
，以達到永續發展。

– 動物保護法第1條:為尊重動物生命及保護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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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 內容 說明

動物保護法第一章總則與第三章動物之科學應用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動物：指犬、貓及其他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包括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寵物及其他動物。

三、實驗動物：指為科學應用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

四、科學應用：指為教學訓練、科學試驗、製造生物製劑、試驗商品、藥物、毒物及移植器官等目的所進行之應用行為。

十、虐待：指除飼養、管領或處置目的之必須行為外，以暴力、不當使用藥品或其他方法，致傷害動物或使其無法維持正常

生理狀態之行為。

十三、展演：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動物供展示、表演或與人互動。

為落實國際動物

科學應用減量、

替代及精緻化之

3R原則，明定使

用動物進行科學

應用，應儘量

「避免使用活體

動物，有使用之

必要時，應以最

少數目為之」，

並以使動物產生

最少痛苦及傷害

之方式為之。

（條文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使用動物進行科學應用，應儘量避免使用活體動物，有使用之必要時，應以最少數目為之，並以使動物產生最少痛苦及傷害

之方式為之。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動物之種類，訂定實驗動物之來源、適用範圍及管理辦法。

第十六條 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應設置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以督導該機構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

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學者、專家、相關機關及立案之民間動物保護團體代表定期監督及管理動物之科學應用；其中至少應含

獸醫師及民間動物保護團體代表各一人。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之組成、任務及管理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科學應用後，應立即檢視實驗動物之狀況，如其已失去部分肢體器官或仍持續承受痛苦，而足以影響其生存品質者，應立即

以產生最少痛苦之方式宰殺之。

實驗動物經科學應用後，除有科學應用上之需要，應待其完全恢復生理功能後，始得再進行科學應用。

第十八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得進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定課程綱要以外，足以使動物受傷害或死亡之教學訓練。

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動物保護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

第一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執行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之規

定，監督及管理動物之科學應用，特訂定本要點。

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及管理執行要點

表、動物保護法對實驗動物之要求事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M0060068


實驗動物-3R原則

• 科學應用原則：

–「減量」（Reduction）:最少數量

–「替代」(Replacement):非必要不
用活體

–「精緻化」（Refinement）:減輕或
減少痛苦

• 以人道照護之精神，建立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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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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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法

• 4條之1:各級政府應普及動物倫理與動物保護法規相關之教育
及學習，以提升國民
動物保護知識，並落實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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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教育法（第3條）:環境教育定義

– 指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
係，增進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
值觀，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續
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

態度及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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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價值觀

與態度

行動

技能
行動經

驗(參與)

覺知

環境覺知與環境素養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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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哲學

• 科學與哲學何者重要?

–沒有倫理學的科學是盲目的

(Science without ethics is blind) 

–沒有科學的倫理學是空洞的

(Ethics without science is empty) 

• 環境問題須要科學家的知識與哲學家的思
考解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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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瀕絕物種法
(Endangered Species Act，1973)

• 野生動植物對其國家及全體國民具有六大價值

– 美學(esthetic)

– 生態(ecological)

– 教育(educational)

– 歷史(historical)

– 娛樂(recreational)

– 科學(scientific values)

野生動植物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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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植物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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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邊氏東方蠟蟬
(Pyrops watanabei ,Matsumura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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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斯頓（H. Rolston, 1988）則認為自然環
境包含以下價值：

自然環境

維生價值
基因多樣性的價值

經濟價值
文化象徵價值

科學價值
塑造性格價值

遊憩價值
生命價值

美學價值

自然環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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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倫理理論基礎

• 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工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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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倫理-價值

自然的一切都是為了人類而存在嗎? 16



流浪狗撲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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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倫理: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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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T:靜寂的春天

• 化學肥料:

–優養化 (Eutrophication)

–藻華現象(Algal bloom）

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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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實驗:LD50 (半致死劑量)

20

人類中心主(Anthropocentrism)



藥品/農藥/化裝品/疫苗之研發

• 半數致死量(Median Lethal Dose, LD50:即Lethal 
Dose, 50%，是指「能殺死一半試驗總體之有害物質、
有毒物質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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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動物實驗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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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倫理(Animal ethics)演進
• 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笛卡
兒-動物是機器。只有人類才有能力思考
、有情感、能選擇、感覺快樂與痛苦，
所以，人以外的生物不是人類道德(或倫
理)的對象?

• 動物倫理(Animal ethics):辛格與雷根分
別採用邊沁(J.Bentham)效益主義與義務
論的哲學思維，將有感知(sentience)的
動物納入人類道德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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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倫理(Animal ethics)

• 辛格(Peter Singer，1973)

– 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 )

– 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 :給
予快樂是善的，給予痛苦是惡
的

– 感知能力(sentience)是擁有權
利(利益) 的充分且必要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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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倫理(Animal ethics)

• 雷根(Tom Regan，1983)

– 動物權利案例(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 康德義務論(deontology) :生
命主體

– 「天賦價值」(inherent 
value) 

– 具有「天賦價值」的個體，
都值得相同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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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倫理(Animal ethics)

• 共同主張

–人類不能任意虐待或殺害其他動物

–盡量減少動物受苦，這是人類的道德義務

–不應該虐待動物，也不能把牠們用作娛樂
用途，如:動物園、賽馬等

–不應該拿動物做活體實驗研究

–不支持「物種」有道德地位

–反對食用為目的飼養動物，意謂我們有義
務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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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特別指出，生命無價，眾生平等，動
物與人類都是宇宙的一環，並無輕重之分

• 觀察社會文明進化的程度，就看人民對待
動物的態度；不以強凌弱，不以眾暴寡的
社會，才能彰顯人性價值，也才值得重視。

人類中心主義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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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或傷害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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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法

• 科學應用原則：非必要不用活體，最少數量，
最少痛苦

• 禁止行為
– 以動物搏鬥（鬥狗）、競技（賽馬）、虐待後
交換（夾兔子）

– 宰殺，但肉用、皮毛用、餵飼、防疫、傷人、
繁殖過量、科學應用、傷病痛苦等例外。應人
道昏厥後再宰殺、綑綁

– 公告禁止飼養動物

– 棄養

– 散佈動物搏鬥、競技、虐待、宰殺之文字、圖
像、影片



動物倫理實踐討論-禁用捕獸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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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倫理實踐討論-虐待動物



動物倫理實踐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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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倫理實踐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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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倫理實踐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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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動物



展演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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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倫理實踐案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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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權利與動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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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權利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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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權利與福利



44



動物倫理議題-批判性思考

• 心態:棄養(棄犬?流浪犬?野
犬?)

• 批判性思考:

– 人身安全

– 環境品質(排泄物)

– 公共衛生與人畜共同傳染病

– 虐狗事件、非人道撲殺

• 尊重生命:人道捕捉、零安
樂死、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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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狗問題之一-環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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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狗問題之二-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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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與人
• 寵物數量:如圖

48



飼養者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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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倫理的演進



• 1.辛格與雷根將感知的動物納入人類道德的對象，
那我們用蚯蚓串上魚鉤或者以針插在一隻蝴蝶的身
體上做成標本，牠們感覺到痛苦嗎?那我們應該怎
麼做?(國內近入來發現大量外來或入侵物種，例如
金門孔雀、南部長/綠臘蜥與全台埃及聖䴉，應如
何人道處理，也成為重要議題。

• 2.生命中心(Biocentric ethics):(1)政府為了建設(如
開路、沒游泳池或車場)而該地有一棵百年老樹與
100棵小樹，你認為身為一位工程負責人，應該如
何處理這些樹?為什麼?(2)行政院今年大力推動學校
種樹並以適地適種、小樹種起與原生樹種之種樹原
則，這代表了那種價值理念的推廣?

生命中心(Biocentric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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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心倫理(Biocentric ethics)

• 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 :敬
畏生命是道德的基礎

• 泰勒(Paul Taylor) :生命倫理學說(尊重自然
/Respect for Nature,1986) 

52



尊重生命

• 動物倫理與生命中心倫理

• 議題討論

–火烤活豬

–火烤活魚

–火烤活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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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殺綠(長)鬣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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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鬣蜥-植食性
綠鬣蜥-植食性

長鬣蜥-肉食性

獵殺綠(長)鬣蜥

55



56

獵殺埃及聖䴉



有益與有害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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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樹與文化

• 在科學不發達的農業社會，台灣民間有把
幼童敬托給老樹作「契子」(義子)的習俗，
於每年中秋節會將老樹葉片(茄冬、榕樹等)
、銅錢和平安符繫成一串成為「絭」配戴(
圖)、以祈求「平安好腰飼並順利成長」。

• 端午節:艾草菖蒲、驅蟲辟邪。

絭艾草菖蒲、驅蟲辟邪 59



生命中心倫理實踐

信義路一段
60



餵食物種應有不同待遇嗎? 61



最佳滅鼠方法

捕鼠籠-1 殺鼠劑-2

黏鼠板-3 捕鼠夾-4
62



鼠隻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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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5 64



滅鼠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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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中心VS以生命為中心



鼠類調查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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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衛生與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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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麻醉與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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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中心倫理(Ecocentrism)

• 李奧波(A.Leopold ,1887-1948):
「大地倫理」(The land ethic)書
中所說:「任何保存生命社區完整
、穩定和美麗的行為就是對的行
為，否則就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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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北快速道路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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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中心倫理的實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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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中心倫理的實踐案例



萬物相生相依

沙漠、植被、黃河、山脈(野生物) 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