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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飼養寵物風氣盛行，毛小孩已然成為家中重要一員，動物保

護及福利亦日趨受到重視；本文就寵物源頭管理、特定寵物業者經營

狀況、動物保護及醫療、寵物絕育及殯葬處理等角度切入，探討本市

寵物生、老、病、死相關業務辦理成效。 

一、 112 年底本市寵物登記站達 388 家，較 103 年底增 140.99%，

呈增加趨勢，犬、貓登記數量亦逐年上升，全年新登記共 3.23

萬隻，且家貓自 106 年起新登記數量超越家犬；六都中，112 年

底本市家犬在養數 16.30 萬隻居第 3，家貓 15.82 萬隻居第 1；

各行政區以北屯區家犬、貓數量分別占全市 12.28％及 11.59%

最多。 

寵物登記為動物保護法核心政策，可落實飼主責任，減少棄養發

生，也能協尋遺失寵物，並加強寵物防疫工作；為便利民眾辦理犬、

貓寵物登記1，本市持續輔導動物醫院設立寵物登記站，並配合中央政

策，鼓勵特定寵物業者申設寵物登記站，以利溯源管理。112 年底本

 
1依據《動物保護法》及《寵物登記管理辦法》規定犬隻應辦理登記，貓則採自願登記；自 112

年 9 月起寵物登記管理資訊網新增犬、貓以外寵物登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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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寵物登記站達 388 家，較 103 年底增 140.99%，呈增加趨勢，其中

以醫院設置 206 家(占 53.09%)最多，特定寵物業者 170 家(占 43.81%)

次之(圖 1)。 

飼養寵物風氣興盛，使本市寵物新登記數量呈上升趨勢，112 年

家犬、貓新登記總數達 3 萬 2,319 隻，較 103 年增 8,316 隻(34.65%)，

再個別觀察數量變化，家貓自 106 年起新登記數量超越家犬，至 112

年占比達 65.55%，較 103 年增 33.85 個百分點，反映出近年因都市化

及飼養型態轉變，民眾在選擇飼養寵物偏好，由活潑好動的犬類轉為

活動範圍較小的貓類(圖 2)。 

比較六都家犬、貓在養情形，112 年底家犬在養數以新北市 19 萬

7,930 隻(占全臺 14.05%)最多，高雄市 18 萬 4,130 隻(占 13.07%)次

之，本市 16 萬 2,978 隻(占 11.57%)居六都第 3；家貓在養數則以本市

15 萬 8,182 隻(占全臺 17.04%)居六都第 1，其後依序為新北市(1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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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9 隻)及高雄市(11

萬 1,768 隻)(圖 3)；再

觀察家犬、貓在養結

構，六都家犬占比皆多

於家貓，其中以臺南市

相差 27.90 個百分點最

多，而本市僅差距 1.50

個百分點最少，分布最為平均(圖 4)。 

再以行政區觀之，本市人口最多的北屯區，家犬、貓數量亦最多，

分別達 2萬 17隻及 1萬 8,329隻（占全市家犬 12.28％及家貓 11.59%），

其次為西屯區（分別占 8.03％及 8.49％）及太平區（分別占 7.87％及

7.90％）；比較家犬、貓在養結構，以和平區家犬占比達 63.78%最高，

而中區僅 30.90%為最低(圖 5)。 

二、 飼養寵物風氣興盛帶動寵物產業發展，112 年底本市寵物相關

產業家數達 1,263 家，較 103 年底增 78.90%，全年銷售額 68.39

億元，大幅成長 149.23%；10 年間以寵物照顧及訓練業家數及

銷售額成長 225.69%(246 家)及 309.52%(2.60 億元)最多。特定

寵物業者家數亦逐年上升，112 年底達 467 家，較 106 年底大

幅增 94.58%，以北屯區占 14.13%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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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飼養寵物風氣的提升也促進寵物產業興盛，寵物業者可兼營

寵物美容或販賣寵物食品、用品，以滿足現代飼主照護寵物的各類需

求。112年底本市寵物相關產業家數達1,263家，較103年底增78.90%，

全年銷售額 68.39 億元，大幅成長 149.23%；其中家數及銷售額皆以

寵物週邊商品買賣業為大宗，分別為 633 家(占 50.12%)及 57.58 億元

(占 84.19%)；另受高齡化與少子化影響，催生陪伴需求，飼主與寵物

間關係漸趨緊密，帶動寵物照顧及訓練等服務產業，10 年間營業家數

及銷售額增幅分別達 225.69%(246 家)及 309.52%(2.60 億元)，成長最

為顯著(表 1)。 

依據動物保護法規

定，經營特定寵物(犬及貓)

之繁殖、買賣或寄養，皆須

經主管機關許可；112 年底

本市特定寵物業者家數達

467 家，較 106 年底大幅增

227 家(94.58%)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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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自106年起統計。

≈

合計
寵物週邊

商品買賣
寵物販售

寵物照顧

及訓練
合計

寵物週邊

商品買賣
寵物販售

寵物照顧

及訓練

103年 706 415 182 109 27.44 19.12 7.48 0.84

104年 745 439 182 124 30.09 22.81 6.27 1.01

105年 785 460 186 139 29.41 22.14 6.12 1.15

106年 788 445 178 165 33.14 26.01 5.71 1.42

107年 844 457 188 199 36.10 29.07 5.43 1.60

108年 919 487 204 228 39.05 30.54 6.58 1.93

109年 974 510 212 252 46.62 38.57 5.74 2.31

110年 1,057 544 223 290 56.71 47.75 6.46 2.50

111年 1,156 575 254 327 60.23 50.56 6.68 2.99

112年 1,263 633 275 355 68.39 57.58 7.37 3.44

      占比 (100.00) (50.12) (21.77) (28.11) (100.00) (84.19) (10.78) (5.03)

112較103年

增減率
78.90 52.53 51.10 225.69 149.23 201.15 -1.47 309.52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期底家數 銷售額

註:寵物週邊商品買賣產業包含「寵物服裝及其飾品配件批發」、「寵物用品批發」、「寵物用品零售」、

     「寵物飼品零售」；寵物販售產業包含「寵物批發」、「寵物零售」。

表1、臺中市寵物相關產業家數及銷售額
單位：家、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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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各行政區特定寵物業分布，以家犬、貓登記數量最多的北屯

區 66 家(占 14.13%)居首位，西屯區 52 家(占 11.13%)次之，南屯區及

大里區皆為 50 家並列第 3(各占 10.71%) (圖 7)。 

三、 112 年底本市獸醫診療機構家數 274 家，較 103 年底增 22.87%，

以北屯區 38 家(占 13.87%)最多。近年來飼主對於家犬、貓絕

育的觀念已然成形，112 年絕育手術補助計 1.40 萬隻，近年犬、

貓絕育政策更著重投入偏區犬、貓絕育，投入絕育手術費用

393.28 萬元，讓偏區多為放養型態的犬、貓能有效絕育，避免

繁衍造成更多流浪動物問題。 

近年來由於社會進步和生活水準提升，寵物醫療保健知識普及，

飼主更加了解寵物疾病預防和治療的重要性，隨著對寵物健康的重

視，動物醫療行業快速發展，112 年底本市獸醫診療機構家數達 274

家，較 103 年底增 51

家(22.87%)，呈成長

趨勢(圖 8)；細觀各

行政區分布情形，以

北屯區 38 家 ( 占

13.87%)最多，南屯

區 31 家(占 11.31%)

次之，目前僅石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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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和平區、新社區、大肚區、外埔區及大安區 6 個行政區尚未有獸

醫診療機構；與 103 年底相較，除后里區因基數少致增幅 100.00%外，

以人口成長快速的太平區、北屯區及沙鹿區成長幅度最大，分別增加

70.00%、65.22%及 60.00%，人口移入帶動獸醫診療機構數量增加，

滿足寵物醫療服務需求，期未來動物醫療服務將會更加完善，使寵物

健康更有保障(圖 9)。 

犬、貓絕育是預防犬、貓老年生殖系統疾病的普遍共識，亦為源

頭管理重要政策，本市甚早便投入經費補助推動家犬、貓絕育，近年

更施行「臺中市市民申請家犬貓絕育補助優惠方案」，分別補助公犬、

貓及母犬、貓絕育手術 800 元及 1,400 元。112 年投入家犬、貓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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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註:石岡區、和平區、新社區、大肚區、外埔區及大安區尚無獸醫診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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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補助金額為 1,561.98 萬元，較 105 年減 448.26 萬元(-22.30%)，

共補助 1 萬 3,971 隻家犬、貓(圖 10)。 

近年來飼主對於絕育的觀念已然成形，惟偏區2遊蕩犬問題仍存

在，本市將資源漸漸轉移至狂犬病高風險或獸醫醫療資源較為缺乏的

18 個行政區，增加辦理偏區犬、貓絕育活動量能，以直接免費提供

犬、貓絕育手術替代費用補助。112 年投入辦理偏區犬、貓絕育手術

費用為 393.28 萬元，共協助 3,606 隻偏區犬、貓進行絕育手術，與

105 年相較，增 208.86 萬元(113.25%)及 2,022 隻(127.65%)，期望資

源挹注讓偏區放養型犬、貓能有效絕育，避免繁衍造成更多流浪動物

問題(圖 11)。 

再觀察前述 18 個行政區辦理情形，其中東勢區因屬石虎棲息區

域，於 112 年列為生態熱區，為避免遊蕩犬、貓侵擾野生動物，加強

 
2偏區係指狂犬病高風險或獸醫醫療資源較為匱乏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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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臺中市辦理偏區犬、貓絕育手術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註:自105年起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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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犬、貓絕育，辦理絕育手術達 400 隻(占 11.09%)最多，其後依序

為豐原區 356 隻(占 9.87%)及北屯區 318 隻(占 8.82%)，而大甲區 46

隻(占 1.28%)及烏日區 22 隻(占 0.61%)最少(圖 12)。 

四、 本市推動零撲殺政策、家犬、貓屍體集體火化及街道犬、貓屍

體人道處理政策，112 年寵物殯葬處理費用為 209.37 萬元，處

理家犬、貓集體火化 476 隻，街道犬、貓屍體 5,070 隻，分別

較 111 年增 7.94%及 20.54%。又於神岡區設置寵物植存紀念園

區，推廣寵物骨灰以環保方式回歸自然，111 年啟用後累計至

112 年底共辦理 37 件寵物骨灰植存。 

為服務市民並防止寵物屍體隨意棄置，本市於 104 年起受理民眾

家犬、貓屍體辦理集體火化，同年動物保護法修法，訂定全國公立動

物收容所零撲殺政策，並自 106 年起實施，使動物之家收容犬、貓屍

體火化量大幅降低；109 年開始推行街道犬、貓遺體人道處理，街道

上之犬、貓屍體不再和其他廢棄物一同送焚化爐處理，改送至動物之

家統一委託民間寵物生命紀念業者集體火化，同時配合政策調整犬、

貓屍體火化預算數，112 年寵物殯葬處理費用為 209.37 萬元，近 2 年

預算執行率皆有 9 成以上(圖 13)。 

近年本市受理民眾家犬、貓屍體辦理集體火化數整體呈增加趨

勢，112 年處理屍體數達 476 隻，較 106 年增 181 隻(61.36%)(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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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臺中市寵物殯葬處理預算及執行情形
預算數(左標) 執行數(左標) 執行率(右標)

萬元 %

資料來源: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註:1.自105年起統計。

註:2.111年因石油成本上升致預算數增加幅度較大。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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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9 年街道犬、貓人

道處理流程實施後，街

道犬、貓遺體處理數量

逐年增加，112 年達

5,070 隻，較 109 年增

加 3,784 隻(294.25%)，

顯示愈來愈多民眾尊

重動物生命，不再將街

道犬、貓遺體當作廢棄

物，改轉交由動物之家妥

善處理 (圖 15)；再以各

行政區觀之，街道犬、貓

遺體通報主要集中於人

口較多的行政區，以西屯

區(429 隻)、大里區(428

隻)及北屯區(413隻)通報

處理數最多 (圖 16)。 

1,286 

3,672 

4,206 

5,07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圖15、臺中市街道犬、貓遺體通報處理數
隻

資料來源: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註:自109年推行街道犬貓遺體人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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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註:中、西區及東、南區各別由1清潔隊管轄故合併統計。

單位:隻

圖16、112年臺中市街道犬、貓遺體通報處理數-按行政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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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臺中動物之家處理家犬、貓屍體

火化情形
隻

資料來源: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註:自106年起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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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又於神岡區設置寵物植存紀念園區，推廣寵物骨灰以環保方

式回歸自然，111 年 4 月啟用後透過短片及廣播宣導民眾多加利用，

111 年共辦理 11 件寵物骨灰植存，112 年增加至 26 件。 

五、 本市動物保護通報案件逐年增加，112 年達 2,513 件次，較 103

年增 1,745 件次(227.21%)，其中以未繫鍊繩或未伴同在側之疏

縱案件占 45.88%為大宗。為減少動保案件及流浪動物問題的發

生，持續推動多元動物保護教育，112 年辦理 120 場巡迴教育

宣導，並至 112 年底累計召募友善寵物空間 148 家，設置寵物

公園 9 座，向友善動物之都持續邁進。 

本市市民可透過 1999 市民一碼通、陳情整合平臺、動物保護稽

查隊專線(106年成立)及 1959動物保護專線等多元方式通報動物保護

案件，112 年受理 2,513 件次，較 103 年增 1,745 件次(227.21%)，呈

增加趨勢(圖 17)；動物保護案件稽查次數亦隨之增加，爰自 105 年起

與本市動物保護團體

合作，將部分動保案件

以行政委託方式交由

團體辦理。109 年起與

法警協會等非動保團

體合作，並於 111 年 12

月與私法人合作成立

1959 通報專線，透過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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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註:自105年起統計。

圖18、臺中市動物保護案件稽查及裁罰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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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臺中市動物保護通報案件數

資料來源: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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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私量能完善動物福利，112 年動物保護案件稽查次數達 3,026 次，

為歷年最高，較 105 年增 2,129 次(237.35%)，裁罰案件 136 件次，增

50 件次(58.14%)(圖 18)。 

觀察 112 年動物保護通報案件類別，以飼主未繫鍊繩或未伴同在

側的疏縱案件占 45.88%為大宗，突顯此類案件引發公共安全及環境

問題最讓民眾困擾，其次為未妥善照顧占 20.81%，顯示民眾對於動

物福利的意識提升，願意為遭受不當飼養的動物發聲(圖 19)。 

為減少動保案件及流浪動物問題的發生，及早推行動物保護教育

至關重要；本市與動物保護團體合作辦理對學生的動物保護巡迴宣

導，112 年共辦理 120 場次，學生人數 2 萬 550 人(圖 20)，辦理場次

雖較開辦前幾年

減少，但將資源轉

化為以品質為導

向，將教育宣導透

過更多元深入的

形式呈現，如對幼

兒園嘗試以有趣

易懂的戲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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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臺中市動物保護巡迴教育宣導概況

場次(左標) 學生人數(右標)

資料來源: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場次 人

寵物登記

1.36%

特定寵物業者管理

1.43%

無許可經營特寵業

2.00%

未絕育或未申報

4.71%

棄養

4.75%
虐待傷害

5.14%

其他

9.00%

未妥善照顧

20.81%

疏縱

(含未適當防護)

45.88%

捕獸鋏

1.25%

未醫療

1.07%

寵物食品

0.89%

動物展演

0.89%

毒殺

0.82%

圖19、臺中市112年動物保護通報案件概況-按案件類別分

資料來源: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註:其他包含噪音、餵養流浪動物、寵物生命紀念、宰殺販賣購買食用犬貓、不得飼養

禁止認養仍飼養、人道屠宰及實驗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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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宣導，使動保觀念從小扎根，以及結合動物輔助治療和學校的輔

導室合作動物保護深度教育，讓動保知識及觀念能以更生活化的方式

傳遞給學生；107 年起開辦針對教師的動物保護宣導，內容除了動保

觀念外，尚包含教案設計，希望透過教師的教學讓動保觀念深入到校

園每一個角落。 

 此外自 106 年起推動友善寵物空間標章，鼓勵以飼主責任為核

心，打造出互相尊重的友善動物氛圍，至 112 年底募集 148 家友善寵

物空間，較 107 年底大幅增 66 家(80.49%)，各類友善寵物空間餐飲

占 64.52%為大宗(圖 21)。

108 年起辦理以動物為主

題的蹓蹓市集，透過輕鬆自

在的市集活動，發揚飼主責

任及友善動物精神，本市動

物之家后里園區 110 年重

新啟用後，蹓蹓市集便移師

后里園區及后里環保公園

舉辦，創造動物之家新亮

點。歷年活動主題包含強化與后里在地連結的攝影展、在動物之家首

創的實境解謎，還有邀請飼主帶著寵物一起欣賞的漫才喜劇表演，期

望吸引不同生活圈的民眾一同走入動物之家參與蹓蹓市集，開始關注

動物議題、了解動物權益。 

近年本市著重在城市中為寵物擘劃出專屬的活動空間，108 年以

前僅有 1 座東區泉源公園中的寵物專區，至 112 年底已增加至 9 座，

並持續規畫新建中，讓寵物能擁有更多自由活動的專屬區域。 

結語 

本市以「動物福祉永續發展」為核心目標，持續以行動及創新思

維為動物福祉努力，廣設登記站並實施登記優惠措施，加強犬、貓源

頭管理，亦著重於飼主責任推廣、加強輔導特定寵物業者等，連結第

一線從業人員及飼主共同精進成長，並以多元動保活動深入基層鄰里

餐飲

64.52%

交通

1.29%

住宿

9.03%

娛樂

12.26%

其他

12.90%

圖21、112年底臺中市友善寵物空間結構

共148家

資料來源: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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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區，耕耘在地撒布動保種子；另整合動物之家、學校、民政及病

理法醫等跨領域的公私力量，共同投入解決動物保護議題，持續向友

善動物之都邁進。 

 

附錄 

  1.飼主飼養犬貓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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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主飼養犬貓指引 

一、飼養之初 

（一）飼主如欲飼養犬貓，應年滿 18歲。 

（二）飼主於飼養犬貓時，應帶犬貓至寵物登記機構確認寵物登記狀態： 

(1)犬貓無晶片、無寵物登記：飼主應攜帶飼主身分證，與犬貓一同前

往寵物登記機構植入晶片、辦理寵物登記。 

(2)犬貓已有晶片、已完成寵登：新舊飼主應攜帶各自身分證，與犬貓

一同前往寵物登記機構辦理轉讓。 

(3)寵物登記相關規費： 

1.寵物晶片及植入手續費 300元。 

2.寵物登記費： 

寵物登記費收費標準 

 臺中市民 非臺中市民 

已絕育 免費 500元 

未絕育 100元 1,000元 

3.寵物轉讓登記費：100元。 

 

（三）本市寵物登記機構查詢方式：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網站>>醫藥與防

疫>>動物醫院委辦業務>>委辦寵物登記動物醫院

（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1805231/Lpsimplelist） 

 

二、飼養過程 

（一）飼主應每年替犬貓完成狂犬病疫苗注射，疫苗注射應由合法獸醫師完

成。 

(1)本市合法動物醫院查詢方式：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網站>>醫藥

防疫>>動物醫院名冊

（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1521544/Lpsimplelist

）。 

(2)本市「犬貓狂犬病疫苗及晶片巡迴注射活動」場次查詢方式：臺

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網站>>醫藥防疫>>狂犬病防治專區>>臺中市

犬貓狂犬病疫苗及晶片巡迴注射活動

（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2578662/post）。 

（二）飼主攜帶犬貓出入公共場所，應使用牽繩或箱籠等措施。 

（三）飼主應為犬貓絕育，如有不絕育或繁殖需求，應向各(縣)市主管機關

提出申報。 

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1521544/Lpsimplelist
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1521544/Lpsimplelist
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2578662/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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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市家犬貓絕育補助資訊如下： 

(1)市民家犬貓絕育補助：以定額補助本市市民公犬貓絕育手術補助

新臺幣 800元；母犬貓絕育手術補助新臺幣 1,400元，申請方式

可至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網站>>動保專區>>犬貓絕育手術補助

查詢

（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1521448/1521512/1521

528/1533853/post）。 

(2)偏區犬貓免費絕育活動：於狂犬病高風險區及獸醫醫療資源匱乏

地區巡迴辦理，免費提供本市市民飼養犬貓絕育、寵物登記及施

打犬病疫苗服務，活動採事先報名，報名資訊可至臺中市動物保

護防疫處網站>>動保專區>>偏區免費犬貓絕育查詢

（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1521448/1521512/1521

527/1533835/post）。 

 

（五）寵物絕育狀態變更或飼主聯絡方式變更，飼主須攜帶證件及相關證明

文件至寵物登記機構辦理變更。 

（六）寵物遺失，飼主須至寵物登記管理資訊網

（https://www.pet.gov.tw/）申報遺失，寵物尋獲後可於同一網站

申報領回。 

（七）寵物轉贈他人，新舊飼主須攜帶各自身分證，與寵物一同前往寵物登

記機構辦理轉讓。 

 

三、飼養結束 

（一）寵物遺失申報一年後，請飼主洽詢寵物登記機構協助辦理除戶。 

（二）寵物出國或離世，請飼主洽詢寵物登記機構協助辦理除戶。 

（三）寵物遺體應以火化方式處理，不得將寵物屍體懸掛樹上、埋葬土中、

投於水中或隨意棄置於其他依法禁止堆放廢棄物之場所。 

（四）本市合法寵物生命紀念業名單可至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網站>>動保

專區>>臺中市寵物生命紀念業許可名單查詢

（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1521535/Lpsimplelist）。 

（五）本市提供寵物遺體集體火化服務，火化費用如下： 

(1)本市市民飼養寵物遺體未滿 5公斤者，每隻收取新臺幣 250元。 

(2)本市市民飼養寵物遺體 5公斤以上者，每隻每公斤收取新臺幣 50

元。不足 1公斤者以 1公斤計算。 

(3)非設籍於本市之民眾申請第一項寵物屍體火化者，依第一項費用

之二倍金額收取。 

（六）本市於神岡區設有公立寵物植存紀念園區，飼主將寵物遺灰研磨後可

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1521448/1521512/1521528/1533853/post
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1521448/1521512/1521528/1533853/post
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1521448/1521512/1521527/1533835/post
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1521448/1521512/1521527/1533835/post
https://www.animal.taichung.gov.tw/1521535/Lpsimpl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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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於園區植存，本市市民植存費用 2,000元，非本市市民植存費用

4,000元。 

（七）本市寵物遺體集體火化服務及寵物植存申請方式可至臺中市動物保護

防疫處網站>>便民服務>>表單下載>>寵物遺體處理業務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