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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瀕臨絕種的台灣石虎是台灣現存唯一的原生貓科動物，也是

淺山生態系中的關鍵和指標性物種。該物種在台灣的族群狀況從

早期「普遍分布於全島低海拔山區」，到 1970 年代的「雖然只有

部分地區常見，但仍然全島性分布」，目前則「僅分布於苗栗到南

投間的低海拔丘陵地，且呈現破碎化的族群分布狀態」，顯示族群

有日趨危急之情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2008 年 7 月 2 日將石虎

公告為「瀕臨絕種保育類野生動物（第 I 類）」，然而石虎所面臨

的生存威脅並未因此減少，現存總數全台約不到 500 隻，主要的

分佈苗栗地區約有 300 隻，其次為南投地區，約有 100 多隻，在

臺中地區則大約有近百隻，整體數量仍持續減少中。 

    根據本局委請國立東華大學裴家騏教授辦理「臺中地區石虎

族群調查及保育之研究委託計畫」，經過 300 日的調查，陸續於后

里區、新社區、東勢區及北屯區等區域發現石虎蹤跡。另發現臺

中地區雖然現存數量並非最多，但因大甲溪流域很可能將現存的

台灣石虎分成南、北兩個子族群，呈現南族群小、北族群大的現

象。兩個子族群間因為地景上的障礙，個體和基因的交流有限，

甚至無法交流，可能為較小的南族群帶來遺傳多樣性逐漸減少的

隱憂，甚至不利持續存活。因此，居於地理上關鍵地位的本市是

否能有效復育台灣石虎，將會直接影響台灣石虎未來的命運。尤

其，后里區和東勢區正扮演者北族群向南擴展的通道，而新社則

位處於南族群向北拓殖的樞紐。因此，本計畫將透過推動「臺中

市石虎保育自治條例」(草案)，讓本市成為全國第一個將石虎保

育法制化的城市，藉此減少環境用藥、防止路殺等措施，為石虎

打造友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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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石虎保育目標 

    石虎保育議題受到重視，本局透過調查了解本市石虎熱點

分布及本市所扮演之關鍵角色，並辦理多場石虎相關教育宣導

活動，以喚醒民眾保育觀念。為了更積極落實石虎保育工作，

避免石虎數量快速減少，藉由本府相關機關的共同協力，以里

山倡議精神，維護農村生態及營造友善環境主軸，達成顯著增

加臺中市石虎族群數量及生物多樣性保全之目標。 

參、石虎受威脅的影響因素 

    台灣石虎族群面臨哪些威脅？最大的原因還是棲地減少、

破碎化和劣化；接著伴隨而來的，就是二次開發和人為活動進

入後所產生的路殺、毒殺、非法獵捕（如獵狗、捕獸鋏和捕獸

籠）、外來種競爭與威脅（主要是犬、貓）等，就目前所知各種

威脅石虎生存影響因素詳述如下： 

  一、棲息地持續的快速減少與破碎化：土地開發所產生的棲息

地大量減少與高度破碎化，是淺山地帶瀕危物種生存最大

的威脅，使得石虎棲習環境大量流失與破碎化。 

  二、農藥、毒鼠藥的廣泛使用：慣行農業造成的棲息地品質下

降，對野生食肉目動物生存的威脅，其中農藥、除草劑、

殺蟲劑及滅鼠藥的使用，野生動物長期暴露在有毒的農業

環境中，會造成主要器官疾病或病變，嚴重者可因而致死。

石虎為食物鏈頂層的消費者，食物又以齧齒類動物居多，

也有吞食禾本科葉片的習慣，極有可能會因為誤食中毒死

亡的老鼠（或其他動物性食物）而二次中毒，甚至直接吞

入受汙染的葉片而直接中毒。 

  三、人虎衝突防治所發生的捕獵和毒殺：由於淺山地區居民多

有圈養家禽的習慣，或者有許多放山雞養殖場，許多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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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石虎會偷獵家禽，造成經濟上的損失，因此，多數居

民視石虎為有害動物，時有以捕獸夾或毒餌移除石虎之案

例。 

  四、道路造成的移動障礙和路死：道路致死是目前已知造成石

虎立即死亡的主因之一，從 2012 到 2018 年 4 月間，苗栗、

台中、南投及彰化就有將近 50 起石虎車禍死亡的案例，其

他應該還有未被發現的案例。道路不僅減少石虎可利用的

棲地面積，也破壞石虎的棲地的完整性，更形成棲地的阻

隔、妨礙動物的移動，限制其穿越的機會，形成隔離的小

族群。 

  五、犬、貓的獵殺、疾病傳染和潛在的食物及資源競爭：這些

影響來自自由活動的家犬、家貓、流浪犬貓和野化的犬貓。

貓與石虎食性上有相當的重疊性，在小型哺乳動物較缺乏

的棲地或季節，貓與石虎間的競爭應該更是明顯。疾病方

面，由於淺山地區自由活動之犬貓族群量高，且與石虎之

活動範圍重疊，增加了疾病散播給石虎的風險，並進而衝

擊到石虎族群。染病個體因為疾病而降低對環境之警覺性

及適應度，進而導致車禍、受天敵獵捕，或營養不良等問

題。 

  六、社會氛圍所帶來的生存威脅：社會氛圍係指與石虎共存的

人類對牠們的態度或看法。石虎分佈地區的民眾對於該物

種的認同度極低，除了前述農民因為家禽損失而不歡迎石

虎外，多數民眾也認為牠們會不利於農村的發展和公共建

設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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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無毒農業及無毒農藥對石虎保護之重要性 

    「無毒農業」係泛指生產不含有毒性成份的農產品，其基

本要求即在栽培過程中，採用對環境友善或無毒性之資材或策

略。「無毒農藥」係指對非標的生物沒有毒性的病蟲害防治資材，

如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藥物毒物試驗所於 101 年 7 月 17 日研發

成功技轉的無毒農藥「蘇力菌」。農作物在生長過程中會面臨害

物之危害，為克服此問題，施用農藥常為一般農民所引藉，農

藥因種類不同，毒性亦有差異，毒性低或無毒性之農藥，防治

效果未必不及毒性高之農藥。推廣無毒農業栽培方式對生態保

育極有助益，不但能免除直接或間接毒害受保護動物之疑慮，

也可維持環境中生物種類和數量，厚實受保護動物之生存、繁

殖資源，就石虎保育工作而言，無毒農業之推廣及無毒農藥之

使用，絕對是必須之政策配合。 

伍、計畫執行方式  

一、推動本市石虎保育自治條例草案 

        全國首創石虎保育法制化，自治條例草案條文總共 9

條，期結合本府相關機關共同協力，達成增加臺中市石虎

族群數量及生物多樣性保全之目標。 

名    稱 說    明 

臺中市石虎保育自治條例 自治法規名稱

。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為保育瀕臨絕種野

生動物石虎，以恢復其族群之存續與繁衍，並達成

石虎保育與自然生態平衡，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說 明 立 法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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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用詞定義如下： 

一、石虎友善環境：係指有助於石虎族群之棲息、

生長及繁衍，並可避免或降低石虎生存威脅之

棲息環境。 

  二、友善耕作：係指維護水土資源、生態環境與生

物多樣性，促進農業友善環境及資源永續利用

之農耕方式。 

本自治條例用

詞定義。 

 

第三條  本自治條例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本府各相關機關業務權責劃分如下： 

  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以下簡稱農業局)：執行本

市轄區內之石虎族群數量調查及研究，落實犬

貓管理及疾病防治，保護石虎免於其他動物與

人為之傷害，宣導石虎保育觀念，營造石虎友

善環境與推動友善耕作之有關事項。 

  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協助野生動物保育或檢查

人員執行稽查、取締及保育石虎工作有關事

項。 

  三、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協助在地區里守望相助隊，

於巡守範圍內通報石虎救傷及民眾違反野生

動物保育法之行為。 

  四、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協助本市石虎保育政策及

活動之宣傳。 

  五、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連結石虎保育與環境

關係，納入環境教育研習課程。 

  六、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將石虎保育融入學校教育

課程或活動。 

  七、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推動本市石虎文化創意產

業。 

本條例之主管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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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鼓勵企業參與石虎保

育活動。 

  九、臺中市政府觀光旅遊局：推動本市石虎觀光產

業之發展。 

  十、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規劃國土及都市計畫

時納入石虎友善環境及保育理念。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於興辦道路、水利、交

通等各項公共設施，應考量石虎友善環境之營造，

並配合宣導及推動石虎保育。 

第四條  農業局應彙整本府所屬各機關之業務權責，

訂定臺中市石虎保育計畫。 

訂定本市石虎

保育計畫。 

第五條  本府為推動本市石虎保育工作，應設臺中

市石虎保育委員會，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設置臺中市石

虎 保 育 委 員

會，處理跨局

處協調合作事

項等事宜。 

第六條 本府為推動本市石虎保育工作，應設置臺中

市石虎保育基金，其設立及管理辦法另定之。 

設立本市石虎

保育基金。 

第七條 本府為推動石虎保育工作，得定相關獎勵辦

法。 

相 關 獎 勵 措

施。 

第八條  執行本自治條例所需之經費，由本府各業

務權責機關編列預算支應。 

經費編列。 

第九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本自治條例施

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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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局已完成保育作為與 107 年度規劃 

   (一)已完成的保育成果 

     1.保育石虎棲地，原 2018 花博預定地發現有石虎的蹤跡，

為保留棲息地給一級保育動物石虎，市長於 104 年 1 月

26 日宣布另外選址，在后里、外埔、豐原各找到適合的場

地，不僅保育石虎的生態環境，同時能辦好花博做好地方

發展，並極大花博的效益，創造三贏。 

     2.野生動物救傷， 如發現受傷石虎或其他野生動物，可撥打

農業局專線 04-25272571 或 1999 通報，本局將即時救援。 

     3.花毯節石虎保育宣導活動，106 年及 107 年本市花毯節，

本局於后里苗圃連續辦理二年石虎一系列生態講座，同時

邀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及石虎保

育團參與，讓民眾更加瞭解石虎的生態習性以及保育的重

要性。 

      4.挺挺動物生活節石虎保育，透過 106 年 10 月 14、15 日

「用消費選擇挺挺 2017 挺挺動物生活節」活動，邀請台

灣石虎保育協會參與，向市民宣傳石虎保育觀念。 

     5.臺中市生物多樣性論壇及展覽，106 年 12 月 16、15 日本

局與社團法人臺灣環境公義協會共同辦理「臺中市生物多

樣性論壇及展覽」，展示花博展區的生物多樣性，看見花

博展區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培養民眾參與生態保護與社

區棲地經營，本局亦設攤展示宣導民眾認識石虎。 

     6.保護石虎家族，推廣犬貓配合施打防疫疫苗，為避免狂犬

病傳染給石虎和野生動物，本局於 107 年 2 月 6 日在后里

辦理「犬貓狂犬病疫苗及晶片巡迴注射活動」，由於后里

是石虎族群熱點區域，希望藉此減少狂犬病的傳播，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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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健康；活動並邀請台灣石虎保育協會舉辦石虎教育活

動，要讓更多人認識保育石虎的重要。 

      7.辦理石虎保育研習班，本局與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合作，

106 年 6 月 3 日在科博館舉辦「石虎保育研習課程」，邀

請多位專家學者分享石虎族群現況與保育策略，希望讓民

眾深入瞭解石虎，以更有效推動石虎保育工作。 

      8.友善石虎棲息環境，107 年 4 月 3 日與苗栗縣政府辦理跨

域石虎保育合作簽署記者會，共同合作保育石虎遷徙生態

廊道。 

    (二)107 年度近期執行規劃 

      1.107 年度石虎族群研究調查計畫已完成招標，將由野聲環

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進行東勢區、新社區及和平等區之石

虎生態廊道調查，以及太平區與霧峰區石虎族群普查工作。 

      2.推動本市石虎保育自治條例草案完成法制程序，已於 107

年 4 月提送本市議會審查。 

      3.107 年度預定與中興大學合作辦理石虎保育論壇 1 場。 

      4.本市石虎熱區后里區、東勢區及新社區等地區，請交通局

與建設局配合興建道路時，配合施做保護動物交通改善設

施，減少石虎路殺及移動障礙。 

      5.規劃以花博預定地之后里區作為示範區，加強石虎分佈

熱區之犬、貓的管理及傳染病防治作為。 

      6.委託台灣石虎保育協會辦理「107 年度台中市后里區社區

參與石虎保育推廣計畫」，執行社區(公館里、泰安里、廣

福里及仁里里)說明會 4 場次，增加社區石虎保育認同感，

做為後續推動石虎保育基礎。辦理里山倡議與友善環境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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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課程 8 堂課，將里山倡議的理念引入社區，以推動友善

石虎農業工作。 

三、推廣友善農作與無毒農藥相關措施 

        推廣友善或自然農法，發展可持續經營之農業型態，

並尋求建構人類和自然環境的平衡點為特點，結合動物棲

地保育與發展多樣態友善耕作方式，以使自然資源循環永

續利用及生態平衡發展，減少化學農藥及肥料製品，生產

自然安全農產品。 

項目 107 年度臺中市推廣友善及無毒農業補助計畫項目 

1 
國產有機質肥料每公斤補助 2 元，每公頃最高補助 6 公噸，

補助 12,000 元。本市加碼 2 公噸，合計最高補助 16,000 元。 

2 
有機或友善耕作農民購用有機農業適用有機質肥料每公斤補

助 3 元，每公頃最高補助 10 公噸，補助 30,000 元。 

3 農田地力改良肥料，每公頃最高補助 3,000 元。 

4 辦理微生物肥料補助 2 分之 1，每公頃最高 5,000 元 

5 推廣冬季裡作種植綠肥，免費提供綠肥種子。 

6 
辦理小型農機補助，個人申請補助 3 分之 1，產銷班 2 分之

1，最高可補助 10 萬元。 

7 辦理福壽螺綜合防治工作，同時鼓勵撿拾收購福壽螺。 

8 
辦理荔枝椿象綜合防治工作，鼓勵撿拾收購荔枝椿象蟲卵，

同時繁殖與釋放平腹小蜂強化共同防治工作。 

9 辦理害蟲性費洛蒙共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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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 

一、完成臺中市石虎保育、復育策略的架構、措施，以及機關、

機構間的分工與責任，將透過科學性與適應性管理的程序，

協助區域內石虎族群數量的實質成長，並促進其族群的連

結性。 

二、輔導農民參與友善環境農作，生產安全健康農產品，並輔

以生態保育生產方式，有助於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成立組

織團體整體行銷，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三、本計畫推廣農業與生態兼顧，以里山倡議概念執行推廣工

作，期能達到農村、自然環境與野生動物共存，兼顧生物多

樣性維護與資源永續利用之間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