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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農業部 函

受文者：原住民族委員會

發文字號：農授林業字第1142400572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請至本署附件下載區 https://doms.forest.gov.tw/ 下載附件，驗證碼：WN6[[5

為降低臺灣黑熊等瀕危野生動物受金屬套索陷阱（俗稱山

豬吊）所導致之誤傷或誤捕，並兼顧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

化、祭儀需求獵捕野生動物權益，敬請貴會惠予協助宣導

本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研發製作之改良式獵具換發，詳如

說明，請查照見復。

　

依據監察院113年12月5日院台財字第1132230531號函辦
理，暨本部113年6月3日農授林業字第1132400449號函續
辦。

本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下稱林業保育署）自109年起參
考日本政府防範誤捕黑熊之獵具規範，研發製作改良式獵

具(包含踏板及金屬套索)，其規格如下：
套索線徑至少4釐米(防止陷阱觸發時線徑過細直接造成
切割傷害)。
設置8字環(防止受捕動物掙扎導致套索扭死纏繞)。
設置止滑套(增加限位環防止套索無限緊縮)。
踏板直徑小於12公分，並增設彈簧增加觸發壓力。

相對於市售無物種差別捕捉之金屬套索陷阱（制式大口徑

山豬吊），改良式獵具之規格除可降低誤捕非目標或瀕危

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7號
聯絡人：李思穎
電話：(02)2351-5441 #662
傳真電話：
電子信箱：00a085@forest.gov.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4年4月7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一)

(二)
(三)
(四)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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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亦可減輕纏束動物肢體造成傷害，增加非目標動物

存活率及救援時效，112年6月野外自動相機拍攝到黑熊誤
觸改良式獵具成功脫逃，亦證實改良式獵具能有效避免誤

捕黑熊。

本部林業保育署已製備宣導單乙式（如附），除說明改良

式獵具可供免費換發外，尚有人熊相遇平平安安、誤捕黑

熊即時通報免責，以及鼓勵符合黑熊生態服務給付項目之

在地部落加入自主通報與巡護監測等內容。

本部雖已積極透過林業保育署各地區分署、工作站、狩獵

陪伴團隊與農會系統持續宣導換發使用改良式獵具，然於

原民社群涵蓋層面仍有不足，貴會係原住民族事務中央主

管機關，為使政策宣導深入原住民及相關團體，敬請惠予

提供以下協助，俾利有效推行改良式獵具換發及領用：

請貴會惠予協助轉發前揭宣導單資訊予55個原住民族地
區（原民鄉鎮區）公所與村里辦公室，並請其強力宣

導。

請貴會惠予轉知原民鄉鎮區之村、里長，於部落集會、

選舉、祭典時期，向各原民團體、部落廣為宣導改良式

獵具（如張貼宣導單），宣導細節可就近聯繫本部林業

保育署各地區分署協助參與說明。

建請貴會惠予加強辦理狩獵文化宣導活動，以提升部落

族人對於現行狩獵規定之認知與認同，本部林業保育署

將配合派員到場進行宣導工作。

請貴會惠予協助提供適合發放改良式獵具之地點或場

合，本部林業保育署將逕洽相關地點人員進行發放。

前述宣導項目，請貴會務必協助本部向原住民文化基金會

協調，於原住民電視台、原住民廣播電台及各式原民平台

廣為宣導。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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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貴會支持，於兼顧「傳承與創新、保育與發展」之原

民需求下，以自然資源永續與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發展為基

礎，共同合作推行改良式獵具換發及使用之政策。

正本：原住民族委員會

副本：本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七、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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