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寵物殯葬設施管理制度之初探 
楊國柱∗、王姿菁∗∗ 

摘  要 

隨著社會變遷、時空更迭與基於動物權的提升、環境衛

生的改善等因素，許多國家均已對寵物福利或動物屍體處理

的方面著手立法或提出呼籲。本文有鑒於台灣社會仍以「廢

棄物清理法」處理動物屍體、少數鄉村地區保有「死貓吊樹

頭、死狗放水流」的風俗形式，不僅影響土地永續經營，更

危害人類生存健康。本文透過次級資料分析法與電話訪談飼

主、政府有關單位，以瞭解飼主與寵物之間關係的變化，並

對寵物殯葬制度作一釐清；另實地訪談寵物殯葬設施經營業

者，以瞭解其經營之困境與現行法律之缺失。並由動物權利

與依附關係理論切入，以探索寵物地位之提升與寵物殯葬之

必要性。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現今飼主多「擬人化」對待其

寵物，將其視為家人之際，倘若以廢棄物處理寵物屍體著實

不符合民眾普遍之需求。藉此先驗性之研究，以期提供政府

對寵物殯葬、動物屍體處理方式能有一套合理前瞻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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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建立可行的制度，讓寵物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能有所依

循，不再被迫遊走於法律邊緣。唯有如此，寵物飼主之悲傷

心靈才得以撫慰，寵物殯葬設施之資源才能環保永續。 

關鍵字：寵物殯葬、殯葬設施、動物權利、管理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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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Institutional 
Establishment of Pet Funeral 

Facilities Management 
Yang, Kuo-Chu∗  Wang, Zih-Jing∗∗ 

Abstract 

As society changes and time goes by, many countries have started 
with legislating and appealing for pet welfare and animal corpses 
handling. To examine that in Taiwan society, it is still dealing with 
animal corpses by waste cleaning up law and maintains the customs of 
"dead cats hang on the tree; dead dogs flow in the river" in some rural 
areas. It is not only influenc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land use but also 
damages human health. Through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an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pet owners as well as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his study is 
trying to realize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et owners and pets, 
and understand the institution of pet funeral. On the other hand, practical 
interviews towards pet funeral facilities operators may understand their 
difficulties of operating pet funeral and the lack of present law 
institutions. Moreover, this study analyzes via animal rights and 
dependency theory to explore pet status raising and the necessity of pet 
funeral. In the process of this research, most of pet owners threat their 
pets as human beings or even as their family members; thus, if peopl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Life-and-Death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  Master, Dept. of Life-and-Death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4 生死學研究│第十期 

cope with animal corpses as waste, it is no longer in accordance with 
people’s expectancy. Via this pioneering research, this study expects to 
provide the government a series of reasonable and forward-looking 
policies for dealing with pet funeral and animal corpses. It is going to 
establish enforceable institutions for pet funeral facilities operators to 
follow the law. By this way, pet owners’ sorrow of the death of their 
pets could be comforted; the institution of coping with pet corpses could 
b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nd sustainable. 

Keywords: pet funeral, funeral facilities, animal rights, 
Management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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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人口、家庭結構的改變，以往大家庭的情形已少復

見，折衷家庭（三代同堂）漸漸式微，無形中減弱了家庭養

老的功能，老人晚年無子孫隨侍在側，因此情感上的依附日

顯薄弱。醫藥科技的進步延長了人類的平均壽命，在都市化

與少子化的影響下，導致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趨於淡薄，孤獨

感隨之增加，加上社會變遷的發展、產業結構的改變深化了

經濟與工作的競爭程度，因而促使女權意識的抬頭且現今社

會養兒成本提高，以致單身戶逐年增多。因此，人們情感的

依附轉為投射到其他事物上，例如民國六、七十年代的洋娃

娃、八十年代的電子寵物、九十年代的機器狗，而寵物陪伴

即為人們重要的情感依附。人們對寵物的依賴隨著時空的轉

換而有所變化，投注在寵物身上的情感已不再僅限於過去的

食物供給及交通工具等方面，而是發展成將其視為家庭成員

般的情感緊密連結，但按現行法律制度規範，對動物屍體的

處理方式是依照「廢棄物清理法」1之規定，將寵物屍體歸類

為一般的廢棄物，此種法律制度的分類方式，飼主在情感上

                                                      
1  「廢棄物清理法」第二條 

本法所稱廢棄物，分下列兩種： 
一、一般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尿、動物屍

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 
二、事業廢棄物：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度或

數量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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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接受？或者說對一個將寵物視為朋友或家庭成員之一的

飼主而言，建立一套何種的寵物身後事的處理方式較符合飼

主的情感期待？此有待寵物殯葬設施管理制度的建立。 

基於動物權的日益提升，以及環境衛生的改善，許多國

家內部均已對寵物福利或動物之屍體處理方面著手訂立專門

制度。如俄羅斯的莫斯科市已於西元二○○五年由議會通過

「保護寵物法」2、在英國更提出寵物喪假、病假之條文3；

而中國大陸哈爾濱政協委員提出寵物屍體無害化處理、動物

屍體火化處理規定之構想與建言4。反觀台灣，卻仍有部分民

眾按民間傳統「死貓吊樹頭、死狗放水流」的方式來處理動

物屍體，將其任意掩埋或丟棄。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發展、

寵物地位提升，已有越來越多的民眾想以更符合公共利益、

公共衛生的方式來處理寵物的屍體，但礙於法令規定，現行

並無合法的寵物殯葬設施可以滿足寵物飼主的需求。現今雖

有不少的業者投入寵物殯葬設施的開發、設置與經營，但受

制於現行法律制度規範，而未能合法立案，倘因此而任由現

行寵物殯葬設施違規林立，而不加以規範或是研擬一套具

體、可行之制度，不僅將導致非法寵物殯葬設施經營業猖

                                                      
2  資料來源自西元2005年11月23日之中時電子報，網址為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
hinet/0,1137,110110+112005112300632,00.html。（檢索日：96年3月27  
PM09：17） 

3  資料來源自西元2007年1月29日之聯合新聞網，網址為

http://www.udn.com/2007/1/29/NEWS/WORLD/WOR4/3707529.shtml。
（檢索日：96年4月10 PM8：23） 

4  資料來源引自中國政協新聞網，網址為

http://cppcc.people.com.cn/GB/34952/48270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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獗，更有可能會誤導土地資源利用，且萬一發生相關疫疾，

更將損害人類的生命與健康，如此衍生種種負面影響，非常

不利於生存環境的永續發展。 

由於人對寵物的依賴關係相較以往已有所不同，因此針

對寵物殯葬、相關設施設置與動物屍體處理等議題，亟需謹

慎的檢討並做適度的政策調整與法規制定。為寵物請命、對

寵物殯葬相關設施加以立法規範並將制度做一調整改善，為

飼主開闢合法管道，似乎成了當務之急。然而，制度變遷乃

制度主體依據外在利潤與制度創新成本之比較，而進行用新

制度代替舊制度的過程（王躍生，1997：82）。當新制度擁

有外部利潤，舊制度存在外部成本，預期利潤大於成本時，

則提供制度變遷之條件。在制度變遷過程中，新制度實施為

了使制度變遷之過程順利，制度設計使監督執行成本與服從

成本等交易成本愈小愈好，進而避免發生路徑依賴（path 

dependence）5。殯葬含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價值系統及風俗習

慣，當政策有所異動時，新舊勢力的攻防常關係到改革的成

敗，因此在寵物殯葬設施管理制度設計上是否已兼顧到文化

價值系統的改變，使寵物殯葬政策能確實落實極為重要。 

綜上所述，本文將依循制度變遷概念與動物權利理論，

並採用文獻分析及訪談調查法來進行寵物殯葬設施管理制度

的探討。歸納目的有下列四點：　瞭解寵物殯葬市場的現況

                                                      
5  一種制度形成以後，總會產生一批該制度下的既得利益者和利益集

團，這一集團會反對策劃偏離該制度的變遷，陷入所謂路徑依賴的循

環中。新制度主義學者North曾經指出，一個社會一旦選擇了某種制度

（不管是如法律般的正式規則，或像禮儀或習俗般的非正式規則），

不論是好是壞，總會沿著既定的軌道走下去，形成對該制度的路徑依

賴（王躍生，1997：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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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寵物殯葬業者遭遇的困難性；　探討飼主對寵物的依賴程

度與對寵物死亡的心境態度及處理意願；　釐清並確立寵物

殯葬建構之立法體例；　研提飼主較能夠認同的寵物屍體處

理之法律管理制度。本文結構分為八部分，第一部分為前

言；第二部分為研究方法、界定與限制；第三部分為文獻回

顧；第四部分為飼主與寵物關係的改變及寵物殯葬之必要

性；第五部分為現行寵物屍體處理制度與經營困境；第六部

分為他國寵物殯葬設施管理制度經驗；第七部分寵物殯葬設

施管理制度之構想；最後為結論。 

貳、研究方法、界定與限制 

一、研究方法 

(一)次級資料分析法 

次級資料主要是包括先進國家如日本等有關文獻，藉以

瞭解其對於動物屍體的處理方式、寵物殯葬資料及飼主與寵

物關係的變化，並蒐集台灣目前現有關於寵物殯葬及動物屍

體處理方式的文獻與相關法律規定，均予以精讀，將精讀過

後的資料作綜合的歸納與分析。試圖研擬出較有說服力的制

度與方案。 

(二)訪談調查法 

所謂訪談調查（interview survey），是指透過有目的的

對話以蒐集資料的歷程。本文以電話訪談調查法為主，而實

地訪談法為輔。首先，立意抽樣調查10位台北地區現有飼養

寵物的飼主，調查其飼養的經驗與對寵物殯葬制度的需求。

為釐清政府部門現階段處理動物屍體的規定及瞭解政府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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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對寵物殯葬制度建構之相關意見，因而於二○○七年二

月與七月電訪台北縣環保局、動物之家、動植物防治檢疫所

及民政司等單位。其次，欲知寵物殯葬設施經營之困境，因

此於二○○七年二月實地訪談寵物殯葬設施之經營業者。最

後於二○○八年五月，再輔以電話訪談方式訪談殯葬從業人

員與殯葬法規講師各一名，瞭解其對寵物殯葬制度建構方向

之態度與看法，使研究結果能更加完整與客觀。 

(三)問卷調查法 

所謂問卷調查乃是一種發掘事實現況的研究方式，最大

的目的是蒐集、累積某一目標族群的各項科學教育屬性的基

本資料。問卷可分為結構式問卷（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與非結構式問卷（unstructured questionnaire）兩種，兩者的

差異在於結構上的鬆散程度（張紹勳，2001：275），而本文

採半結構式問卷調查，主要調查對象為台北縣、市有飼養寵

物之飼主，針對飼主與寵物之間的關係、依賴程度等探討寵

物關係之改變與寵物殯葬之重要性為目的，以問卷來蒐集

「質化資料」（qualitative data），並將設計好之問卷透過電

腦網路調查法中電子郵件的方式予以進行。 

本文透過半結構式問卷來調查對象為台北縣、市有飼養

寵物之飼主，主要是要瞭解相關的寵物飼養經驗與對待態度

進行調查，藉以釐清現今飼主與其寵物間的基本關係與情感

連結的重要性。調查方式採滾雪球（Snowball Sampling）方

式進行，滾雪球為非隨機的一種方式，適合於初探性階段的

研究中使用（Fink Arlene, 1995） 6 。因本文屬先驗性之研

                                                      
6  資料轉引自 http://info.gio.gov.tw/public/Attachment/41227117558.pdf 。

（檢索日：97年4月19日 PM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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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目前尚無針對飼主以瞭解寵物殯葬制度需求之相關調

查，因此以滾雪球問卷調查方式取得相關研究之初步結果。 

首先，透過住居於台北縣、市之親戚朋友發送電子郵

件，透過其人際網絡將問卷散播出去，從二○○八年四月五

日起至同年四月十三日止，共回收31份問卷，其中有5份受訪

飼主所填寫之居住地為外縣市，其作答內容僅列供參考，而

不在研究統計範疇內，因此有效問卷為26份，加上前述電話

訪談10位台北地區之寵物飼主，受訪之台北縣、市寵物飼主

共計有36位。從研究角度觀之，同時使用電話訪談與網路問

卷予以調查，不僅能深化研究的內涵，進而使研究調查結果

的可信度提高。網路問卷調查及電話訪談飼主不僅同時具有

速度快、成本低之優點，且無面對面之尷尬等隔閡問題；網

路調查雖有不夠深入之缺點，但輔以電話訪談適可彌補其不

足之處。 

二、研究界定 

(一)名詞定義 

1. 寵物 

維基百科全書的網站提供各類關於寵物的資訊也顯示寵

物意指人們不是為了經濟目的，而是為了精神目的而豢養的

動物7。根據台灣﹝動物保護法﹞中第3條對寵物之定義為：

「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或管領之動

物。」並規定不得因「為肉用、皮毛用，或餵飼其他動物之

經濟利用目的」而被宰殺、販賣（同法第12條第2項）。詹勝

                                                      
7  請參見維基百科，網址為http://zh.wikipedia.org/。（檢索日：96年8月23 

PM09：07）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7%C2%8A%C2%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8%C2%B2%C2%93
http://zh.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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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1996：1-7）認為，寵物是現代人類喜愛的家畜動物，且

對牠們親愛、愛撫與牠們玩耍，是娛樂而非商業利用，彼此

間的情感具有某種程度上喜愛與依賴的交互作用。由於社會

發展，人們生活無虞，但人際疏離讓人心靈空虛，因此飼養

寵物往往也成為一種人類彌補心靈空虛的情感來源，本文針

對「寵物」所界定的定義，舉凡魚類、爬行類、兩棲類甚至

昆蟲類，只要飼主能待其如同家人、朋友般，在飼主心中具

陪伴等重要地位者均屬之。 

2. 殯葬設施 

現今所謂之「殯葬」乃泛指從遺體接運、靈堂搭建、沐

浴淨身、穿衣、遺體化妝美容、入殮到告別式、火化、晉塔

等 服 務 內 容 ， 均 屬 殯 葬 業 務 之 範 疇 。 在 〈 Pet Funeral 

Director 〉 一 文 中 提 及 在 日 本 已 有 寵 物 殯 葬 禮 儀 師 （ pet 

funeral director）的行業出現，舉凡對飼主進行悲傷輔導、寵

物屍體的處理、告別式安排與火化晉塔等各項業務的協助，

均屬寵物禮儀師的工作項目。現今寵物屍體處理的作法及其

相關喪葬儀式已擬人化，依接近人之殯葬方式辦理，而寵物

的死亡極可能會引發飼主悲傷的心理與情緒，為撫慰飼主的

心靈，將寵物的屍體以對待賓客的方式來處理實亦不為過。 

此外，人之「殯」與「葬」乃屬兩個不同階段的事情，

嚴謹而言兩階段間尚有基於公共衛生、便利遺骸保存及體現

佛教「戒火自焚」等目的之「火化」階段，因此其進行流程

與管理制度也不盡相同。「殯」是出殯前之各項事務，包含

儀節（入殮、拜飯、做功德等）與設施（殯儀館）設置兩部

分；而「葬」則是指遺體安葬，其亦包含風俗儀式與設施

（納骨塔、墓園等）設置兩大面向；「火化」則儀式較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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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火化場是必要的設施。在寵物殯葬中亦分為「殯」、

「葬」與「火化」三個部分，其中在「葬」與「火化」的設

施方面包含寵物墓園、寵物納骨塔與寵物火化設備等，至於

「殯」的部分，僅少數飼主有所需求，因此合併於寵物納骨

塔附設儀式空間進行，即可滿足，尚未發現有獨立設置提供

寵物殯儀館者，是以本文「殯葬設施」僅指「葬」與「火

化」的設施。其次，由於現有寵物殯葬設施絕大部分存在難

以合法設置等管理問題，因此本文分析重點主要置於寵物殯

葬設施之設置管理，茲將寵物殯葬設施管理之研究內涵表示

如圖1-1所示。 

 

圖1-1 寵物殯葬設施管理內涵 

備註：實線表示本文主要探討部分；虛線表示含括而不討論之部分 
資料來源：修正自王姿菁，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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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範圍界定 

據報導瞭解，台北市每100戶家庭就養了15條狗8，如此

不算低的比例下，寵物之相關產業、資源更是充沛與多元。

另據查詢瞭解，全台約有20家寵物安樂園，台北縣市就占10

家9，因此以台北縣、市兩地之寵物飼養者、寵物殯葬設施經

營業者與地方有關單位，作為本文之主要調查對象。 

三、研究限制 

由於國內有關寵物殯葬議題之研究，屬於剛起步階段，

資料蒐集之人際網絡尚未建立，且本文屬自行研究，未能獲

至政府部門協助提供樣本，在樣本母體不明之情況下，只好

採取立意選樣方式與滾雪球方式取樣，分別實施電訪及問卷

調查，又因調查對象不多，且侷限於臺北地區，樣本代表性

恐有不足。為彌補電訪與問卷調查對象樣本不足之缺點，將

設法更進一步蒐集匯整更多寵物殯葬設施設置經營個案資

料，以作為建立寵物殯葬制度必要性的客觀基礎。 

                                                      
8  參見2006年5月22自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may/22/today-o10.htm。（檢索

日：96年3月9日） 
9  臺北縣市10家寵物安樂園分別為北新莊、陽明山、康寧、三芝潛水

灣、慈愛、華富山、萬里福田、沛樂園、懷恩及迦南等。此資料乃透

過yahoo奇摩知識家網友的提供，並上各寵物安樂園網址確認統計而

得。（檢索日：97年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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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文獻回顧 

由於本文屬於先驗性之研究，有關於寵物殯葬制度的相

關文獻並不多，例如林茂生（2007）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九十六年度政策建議書於〈我國寵物殯葬事業管理體制

之可行性研析〉，此乃是國內第一本討論寵物殯葬管理體制

之相關研究報告，研究中提出對寵物殯葬立法之需要與急迫

性 ， 並 佐 以 國 外 之 制 度 加 以 介 紹 ； 此 外 ， 亦 有 莊 慧 秋

（1985）於〈寵物之愛〉、袁翠苹（2006）〈寵物於家庭：

另一個家人與寵物死亡事件之探討〉，均對寵物功能之轉變

提出看法與見解，而劉子綺（2007）亦於碩士論文〈成人飼

主面對寵物死亡的心理調適與歷程之研究〉中指出：飼主與

寵物間之依附情感及其面對寵物死亡之悲傷心情；另有國外

文獻〈Pet Funeral Director〉、〈Pet funerals and animal graves 

in Japan〉兩篇，針對日本的寵物葬禮與墓園、服務種類做介

紹，與〈Building a stairway to paradise, for your beloved pet〉

一篇對於美國寵物葬儀市場現況、服務項目、寵物與飼主之

間的情感做述說。因此，本文即對有限之文獻加以分析。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九十六年度政策建議書（林

茂生，2007）中提及，寵物屍體處理方式與寵物骨灰存放保

管問題，並提出政策建言與評析相關的責任歸屬。雖其研究

具有先驅性但全文皆從法理的觀點論述，且研究中對寵物殯

葬並無加以界定，制度建言的提出亦缺乏飼主的意見，因此

顯得證據力較為薄弱。另外，莊慧秋指出，由於社會轉型的

影響，家族鄰里結構隨之瓦解，人與人間的感情漸漸轉弱，

於是轉向靈性動物尋求補償，寵物地位亦隨之提升。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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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自民國七○年代開始，由於經濟發展迅速、工商社會

突飛猛進，被喻為亞洲四小龍之首10。在工商業社會下，家

族鄰里結構產生變化，人與人間的感情漸漸轉弱，加上少子

化與高齡化之趨勢影響，寵物往往成了重要陪伴之依靠。另

一方面，國民所得GNP提升至16,051美元 11 ，連帶地使國人

在充裕的物質享受之餘所飼養的寵物益顯多樣。 

                                                     

袁翠苹（2006）在〈寵物於家庭：另一個家人與寵物死

亡事件之探討〉一文則從背景、關係、影響三個層向，探討

寵物於家庭中人與寵物關係，以及人們面對寵物死亡事件的

相關研究與發現做探討。文中觀察寵物儼然已是許多人生命

中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12和重要事件。從寵物殯

葬業此等新興行業的出現，這些儀式與服務型態的存在，意

味著寵物對於人們的重要性，即使是身後事，也比照著與人

類相同的處理方式。或許為一種商業塑造的行為。但換個角

度，此也正反映著人們對於寵物的重視，才促成寵物相關產

業需求的產生13。文中從寵物對於人們的重要性，觀察到寵

物殯葬業此等新興行業的出現，然由於該文重心放在寵物與

人的關係上，因此對於寵物殯葬較少著墨。 

而在國外文獻方面，Barbara Whitaker撰述〈Building a 

 
10  資料引自http://eng.dgbas.gov.tw/public/Data/411711334571.pdf。 
11  根據行政院主計處網站，網址為

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611231521471.doc。（檢索

日：96年4月12日） 
12  意指對於我們個人態度、價值與行為的形成具有極大影響力的人。 
13  袁翠苹。〈『寵物於家庭』：另一個家人與寵物死亡事件之探討〉。

資料引自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58/58-33.htm。（檢索日：96
年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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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irway to paradise, for your beloved pet〉一文中指出，根據

市場研究，二○○五年的美國寵物市場總價值約一百八十二

億美元，其中最為顯著的是寵物火化服務。文中主要在敘說

飼主對與寵物之間情同家人般的真摯情感，並為其預先選擇

好長眠之所。雖可從〈Building a stairway to paradise, for your 

beloved pet〉一文中體悟到飼主與寵物之間關係的變化、美

國寵物葬禮服務的現況，但卻對制度面及處理規範無所深

究。 

據文獻可知，在日本已有專屬的寵物葬禮指導員（Pet 

Funeral Director）之行業，其服務項目包含：寵物死亡後之

一切喪葬事宜、與飼主之間的溝通協調及對失去寵物感到悲

傷的飼主作悲傷輔導，實則與人之死亡無異。George Negus 

Tonight（2004）在〈Pet Funeral Director〉一文中，指出寵物

死去對孩童的失落經驗有其教育性質與重要意義，因為寵物

的死亡可讓孩童提早經歷死亡歷程，進而瞭解世界永不停

息、一直變動的真理。Kenney E.（2004）於〈Pet funerals 

and animal graves in Japan〉一文中提到，在日本寵物死亡之

處理方式都仿自人之殯葬設施，從火化、焚化爐、骨灰甕到

納骨塔或墓園，不僅會供俸食物更會對其焚香，可見寵物殯

葬發展之重要性。寵物地位之提升與寵物殯葬之重要性是顯

而易見的，飼主與其之間的互動與關係的微妙變化，使規範

寵物殯葬制度已成一個獨立的議題。然而針對寵物殯葬之有

關文獻卻顯得缺乏，因此，透過本文之研究正可以補充此一

議題研究之不足。 

 



 
 
 
 
 
 
 
 
 
 
 
 
 
 
 
 
 
 
 
 
 
 
 
 
 
 
 
 
 
 
 
 
 
 
 
 
 
 
 
 
 

 

寵物殯葬設施管理制度之初探 17 

肆、飼主與寵物關係的改變及寵物殯葬

之必要性 

一、飼主與寵物關係的改變 

古生物學家推測約在西元前七千年的埃及、北歐及中

歐，狗已經成為一種飼養在家中的朋友，是人類最早開始飼

養的寵物（袁翠苹，2006），在本文之調查中，飼養寵物狗

的比例約56%，是最為普遍飼養的寵物種類；其次飼養貓者

比例占25%，有10位飼主；再其次則為飼養老鼠者有6位占總

比例的15%，而僅有1位飼主飼養兔子，更有一位飼主將魚視

為寵物般的珍愛與付出。然而，飼主所飼養之寵物並非單一

化，有些更是同時飼養兩種或兩種以上的寵物，可見對動物

之喜愛，統計數字詳如表1-1所示。 

表1-1 不同寵物種類之飼主人次（複選） 

寵物種類  
 

狗 貓 鼠 兔 魚 總計 
飼主人次 23 10 6 1 1 41 
百分比 
（％） 56% 25% 15% 2% 2% 100% 

 

在這36位受訪飼主中，其飼養的寵物多偏重於貓、狗、

鼠類，而因鼠類的平均壽命約在2年左右，而貓、狗動物的平

均壽命較長，平均約有12至18年14，加上受限於受訪人數所

                                                      
14 資料來源引自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0611314。
（檢索日：97年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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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數據有限，因此概可將平均飼養年限分為2年（不含）以

下、2年（含）至10年（不含）與10年（含）以上，三種區

分。據調查結果得知，飼養年限以2到10年（不含）者占半數

有18位受訪者；飼養經驗達10年以上的亦有12位受訪飼主，

占33%，而飼養年限達未達兩年者則占17%，有6位受訪飼

主。因平均飼養時間都頗長，可知飼主並非一時興起才飼養

寵物，而是真正待其如同家人、朋友等般的重要，彼此間相

互依賴（參見表1-4），沒有任意丟棄的情況發生。詳如表1-

2。 

表1-2 不同飼養年限之飼養人數 

飼養年限區分 

 2年（不

含）以下

2年（含）以

上～10年（不

含）以下 
10年（含）以上 總計

飼主人數 6 18 12 36 
百分比 
（％） 17% 50% 33% 100%

 

由於寵物「被需要」的需求提升，因此人與飼主依附關

係更加緊密，在此項調查中，可知現今飼主飼養寵物的最主

要原因與動機乃是十分喜愛動物，占了40%；而其次是將寵

物視為陪伴關係，亦占了25%；除此之外，也有15%的受訪

者表示是因飼養寵物的原因之一乃是為興趣所然與調劑生

活，在忙碌工作之餘能有卸除壓力的對象；在其他類項的統

計中，共有3位受訪者填選，但其中1位並無表示原因，1位受

訪飼主表示是因為過於思念先前去世之寵物，因此想繼續飼

養寵物以填補心中的悲傷與空缺；而另1位飼主則表示，其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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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之目的在於要使其子女能提早學習面對死亡的過程、經驗

與培養其照料他人的能力。詳如表1-3。 

表1-3 不同飼養原因之飼主人次（複選） 

飼養原因     
 喜歡動物 陪伴目的 有興趣 他人贈送 其他 總計

飼主人次 22 14 8 8 3 55 

百分比 
（％） 40% 25% 15% 15% 5% 100%

 

在飼主與寵物之間關係的調查中發現，有47%近半數的

受訪飼主將寵物視為自己的家人，而有28%的飼主把寵物以

自己的孩子來看待 15 ，另有21%的飼主把寵物當作是朋友。

飼主與寵物之間的關係變化日益親密且彼此需要，並將寵物

「擬人化」待之，此足以證明人類與寵物關係之改變已不再

僅限於過去的工具性與目的性，而是提升至十分緊密的依附

關係中，詳如表1-4。Lagoni、Butler與Hetts提出，寵物死亡

對於每位飼主來說都是最後必須面對的事情，特別是將寵物

視為家中一份子時，更是需要慰藉以及心理扶持（袁翠苹，

2006）。寵物與人依附關係的改變，使飼主無形中越來越習

慣寵物的相伴，關係也愈加緊密。 

                                                      
15  將寵物視為自己的家人，乃表示寵物飼主在情感上無法區分寵物跟飼

主的關係是平輩關係，還是晚輩關係，僅覺得寵物宛如家庭的一份

子，相互陪伴，相互照顧。而將寵物以自己的孩子來看待，則隱含有

長輩照顧視如己出的晚輩之情感成分，在飼主與寵物的互動過程中，

難免出現溺愛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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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不同的寵物關係之飼主人數（複選） 

飼主與寵物之間的關係     
 家人 孩子 朋友 伴侶 工具 總計 

飼主人次 20 12 9 1 1 43 
百分比 
（％） 47% 28% 21% 2% 2% 100% 

 

對許多飼主來說，寵物不只是動物而已，想到要將小寶

貝的骨灰扔進垃圾掩埋場，他們的心裡就難受萬分，一股幫

寵物買骨灰罐的風潮也應運而生。時至今日，寵物在飼主心

中的地位與重要性著實不輸給家庭中的其他成員。根據美國

寵物產品製造商協會（APPMA）調查 16 ，在貓和狗的飼主

中，每十人會有一人在寵物死後購買骨灰罐。如此推算，全

美每年會需要近2,000萬個骨灰罐及1,250萬座墓碑，由此可

見，寵物地位之提升與其被重視之程度。而此重要性之突

顯，指引出寵物殯葬是一個必要的趨勢。 

二、寵物殯葬之必要性 

(一)由寵物飼主的態度與作法觀之 

由於飼主與寵物之間的關係改變，致使當飼主面對寵物

死亡之際，多半飼主皆難以承受，更有受訪飼主表示寵物死

亡的悲傷程度不下於親人死亡的哀慟。在關於飼主面對寵物

死亡之傷心程度的調查中，是10分計且以10分最高，依此10

分位來評估悲傷程度而不採一般問卷調查之五等分位方式的

                                                      
16 請參見網址

http://www.pethouse.com.tw/news.asp?news_recno=QB34&page=2&search
=&area=。（檢索日：96年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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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乃是基於從文獻及生活經驗得知，當飼主面臨寵物死

亡時均會感到悲傷，而尚未發現有完全不悲傷之情形，只是

悲傷程度有所差異而已。在36位受訪者中，有27位飼主表示

當寵物死亡將會有8分以上的難過程度心情，其中有31%的飼

主表示在面對寵物死亡之際會10分難過的；9分難過的則占

14%；8分難過亦有31%，悲傷程度略輕微者亦達6分之高，

占16%，並表示將會哭泣、難受數日，而調查結果中卻沒有

低於5分的飼主，可見寵物之死亡對飼主內心衝擊程度可見一

般。另外，研究中亦發現，有飼養兩年經驗之飼主在面對寵

物死亡同樣會有10分的傷心程度表現，因其將寵物視為重要

的陪伴他人（如表1-4），由此可見，飼養年限之長短與傷心

程度無絕對關係，詳如表1-5。 

表1-5 不同傷心程度指數之飼主人數 

悲傷程度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以下 總計

飼主人數 11 5 11 6 3 0 36 
百分比 
（％） 31% 14% 31% 16% 8% 0% 100%

備註：1～10 分，最低 1 分，最高 10 分 

 

在一片寵物殯葬設施均不合法的聲浪中，飼主紛紛表示

倘若能有其合法的管道會優先選擇火化的方式，不僅衛生、

又可免除將動物屍體包含在一般廢棄物一併焚化的疑慮。經

調查結果，有19%的人會將其寵物屍體交由動物醫院處理；

而有25%的飼主希望能購買棺木自行掩埋，且有18位（半

數）飼主表示：在其寵物死後會聯絡寵物殯葬業者，希望能

得到一元化而完整的協助與完善的處理過程，從寵物屍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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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火化到晉塔或安葬，均能有專業的協商單位，顯然，這

樣的期望於此際並沒有辦法實現，因礙於現行法律的規定，

寵物屍體乃屬於一般廢棄物，焚化設備的設置與啟用亦無可

遵循的合法申請管道，從調查與網路資訊得知，現今大部分

的寵物殯葬設施經營業均屬違規設置，然而，調查中僅有兩

位飼主（6%）會依現行規定將寵物屍體交由環保局處理，由

此可見，現行規範與寵物屍體管道可能非普遍大眾所能認同

與遵守。詳如表1-6所示。 

表1-6 飼主欲將寵物屍體交付處理管道及方式之人數 

寵物屍體欲交付處理管道及方式之人數     
 

寵物殯葬業 自行掩埋 動物醫院 環保單位 總計 

飼主人數 18 9 7 2 36 

百分比 
（％） 50% 25% 19% 6% 100% 

 

民眾傳統對於骨灰罈的存放位置多偏向納骨塔或公墓。

在此次調查中，有14位飼主（33%）希望能以樹、灑葬來處

理寵物骨灰；有14%的飼主希望能將寵物骨灰安置於納骨塔

中，仿人之方式存放管理；而各有8位（各占19%）受訪者表

達若有合法空間，會將寵物遺體或骨灰以土葬之方式處理，

由數據可知，有逾半數之飼主會將寵物火化後再安置（有

72%的飼主會以火化方式處理寵物屍體，但安置地點有所不

同）。在其他選項中，有3位飼主表示寵物火化後，會將其骨

灰存放於家中，如此才不會與寵物分開；更有1位受訪者表示

希望能將骨灰裝在飾品中，以便能隨時追憶，可知其對所飼

養寵物之用心與付出，詳如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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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寵物屍體處理方式之人次（複選） 

寵物屍體之處理方式 
 
 骨灰樹、

灑葬 
骨灰

土葬

遺體

土葬

骨灰 
晉塔 

骨灰

海葬
其他 總計

飼主 
人次 14 8 8 6 3 4 43 

百分比 
（％） 33% 19% 19% 14% 6% 9% 100%

 

承如前述，因飼主對寵物死亡之悲傷情緒以致會有後續

的弔念之舉。於此項調查中，有12位飼主選擇會為寵物舉辦

告別式或不定期的追思，所占比例為33%。而僅有2位受訪者

有填答原因，其中1位飼主表示寵物是家中一員，因此不會草

率處理「家人」的後事，另1位飼主則表示自己需要有一告別

管道來調適悲傷情緒。而有67%的飼主則表示不會為其寵物

舉辦相關告別儀式，在18位有填答理由的飼主中，有13位飼

主表示希望能以簡易的追思方式辦理或簡單的樹、灑葬即

可，不用過度鋪張；有3位飼主則說：希望「孩子」能走得安

詳，放在內心懷念，而有1位飼主表示辦理寵物告別式的過程

會觸景傷情而感到失落，另有1位勾選不會的受訪飼主表示：

因為害怕與寵物分離，所以不願碰觸類似問題，因而暫選不

會為寵物舉辦告別式之選項，詳如表1-8。 

表1-8 是否實施弔念之飼主人數 

舉辦告別式與否     
 會 不會 總計 

飼主人數 12 24 36 
百分比（％） 33% 6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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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階段對於動物屍體是依［廢棄物清理法］原則處

理，但由於社會變遷、經濟水平提升，在少子化、高齡化與

單身人口攀升17的影響下，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已由過去的

資源、工具提升至相互陪伴的依靠，甚至將寵物地位提升至

如同家庭成員般的重要或是比作朋友般的撫慰心靈，多數的

飼主願意給予寵物不論是在生或死方面都能有更趨完整的照

顧與享受。在台灣飼養寵物的民眾愈來愈多，對寵物的後事

也十分重視，全台目前有17家尚非合法的業者經營寵物殯葬

業，店名多為「樂園」或「天堂」。每當清明節，這些動物

樂園、天堂擠滿了前往追悼、祭拜寵物的飼主。而為滿足飼

主照護寵物之需求，坊間有許多的寵物相關機構與設施應運

而生，對於寵物之週邊服務行業在食、衣、住、行、育、樂

等方面，舉凡寵物餐廳、寵物服裝設計、寵物旅館、寵物瘦

身中心、寵物訓練所及寵物聯誼中心等等，一應俱全。惟寵

物身後事，政府有關單位及現行法律規範仍是以廢棄物對待

之。若要將寵物屍體視同一般廢棄物以予焚燒、掩埋，此種

作法不僅不符合社會需求與期待，也難以對飼主的悲傷心靈

達到撫慰的效果。歸納上述調查結果，無論飼養年限長短，

凡用心對待其寵物，在面臨其死亡之際多會感到悲傷與不

捨，加上許多飼主紛紛表示希望能給予其寵物一個合法的殯

葬設施空間，因此，寵物殯葬設施管理制度之建構有相當程

度之必要性。 

                                                      
17  根據行政院主計處統計調查，網址為

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51121623071.doc。（檢索

日：96年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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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寵物殯葬設施設置經營現況觀之 

根據調查，目前台北地區寵物殯葬設施，除台北市政府

殯葬管理處設置經營位於富德公墓內的秘密花園寵物灑葬

區，業已提供1,043隻寵物安葬使用之外18，其它民間設置經

營者，多位於台北縣轄區，包括康寧寵物安樂園、陽明山寵

物天堂、慈愛寵物樂園、北新莊寵物安樂園、愛物園寵物紀

念館、萬里福田寵物生命紀念館、淺水灣寵物天堂、小福田

寵物生命紀念館等八家。這些私立寵物殯葬設施之骨灰存放

規劃量，多者上萬個格位，少則兩千個格位，設置年代較久

的，已出售使用六成，設置年代較近者，也有三成左右，其

服務項目包括到府接送、冰存、個別火化、團體火化、祈福

儀式、骨灰處理、晉塔、骨灰罈、生前契約、蓮位等，相當

多元。可見許多寵物飼主對於寵物殯葬之需求甚為殷切。 

其次，這些私立寵物殯葬設施之設置地點，大部分位於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少部分則位於地方政府管有之工業

區、山坡地丙種建築用地，或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等，不一

而足，惟多未能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至於存放寵物骨灰

或安裝火化爐之建築物，有的是農舍，有的是別墅，有的是

廠房，性質多樣，多數未能符合建築法令規定。 

另由寵物殯葬設施業者反映得知，為經營寵物殯葬設施

服務，遭遇最困難的是火化爐之設置。一方面遵循現行廢棄

物清理的管道，環保單位對於火化爐的噸數等要求，與實際

                                                      
18  1,043隻係台北市政府自2007年11月設置啟用秘密花園寵物灑葬區迄

2009年7月12日止，累積統計的數目，換言之，每年約有500隻寵物死

亡後，飼主將骨灰拋灑於此花園。此數據乃電話詢問台北市政府殯葬

處李課長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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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需求有極大差距，另一方面，當業者依其自身經營需求

擅設火化爐之後，經常因民眾的檢舉及政府機關的取締，而

頻頻遷移火化爐，嚴重影響經營業務19。綜上得知，寵物殯

葬設施管理問題具有相當的「公共性」、「代表性」與「影

響性」，寵物殯葬制度之建立有其必要性。 

伍、現行寵物屍體處理制度與經營困境 

一、現行寵物屍體處理制度 

台灣現行對寵物屍體處理之制度性規範，主要依據是

［廢棄物清理法］，將動物屍體等同於一般廢棄物。因此，

倘若自家所飼養的寵物過世，而欲自行處理，則須依照「一

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理辦法」之規定，來對動物屍體加

以焚燒與掩埋。因此在論述寵物殯葬之處理過程，有必要對

現行寵物屍體設施設置之申請流程加以瞭解。 

以台北縣為例，如圖1-2之設置廢棄物貯存設備申請流程

圖所示，申請廢棄物貯存設備時，須檢附台北縣政府廢棄物

清除、處理、清理許可證，申請審查標準作業程序的表單，

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清除或

處理技術員合格證書、勞保卡、任職證明文件及同意查詢勞

保資料同意書等文件。倘若是申請設置廢棄物處理或清理機

構的許可證，則主管機關有權決定同意設置與否，並要求申 

                                                      
19  本文作者自2009年5月22日始，接受台北市政府動物衛生檢驗所委託，

從事「輔導民間興辦宇經營寵物殯葬設施策略評估計畫」（案號：

9814），該案預計於同年11月底結束，本小節有關寵物殯葬設施設置

經營現況內容，乃該案實地訪查成果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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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設置廢棄物貯存設備申請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文根據訪談 A1 意見及參考相關法規繪製而成。 

 

請設置者經過試運轉的程序始可設置。設置許可的焚化廠或

焚化場作為寵物屍體處理的最終設施，必須會同相關單位實

施硬體設備的查核、建築結構的勘驗。若所申請的焚化爐要

作為焚燒動物屍體之用的話，較有可能的用地應選在都市計

畫保護區、林地或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倘若是農牧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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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變更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此外，若是林地或農牧地需

變更使用目的，使其可作為申請廢棄物清除、處理、清理的

使用時，則必須要經過整地，變更用地類別的編定。而預設

作為動物焚化廠、焚化場的使用廠房空間，可暫設為寵物屍

體、骨灰暫存處，作為一暫時貯存的硬體設備。 

由於申請廢棄物清理貯存設備條件嚴格、手續繁複，因

此民間尚無合法立案的寵物殯葬相關硬體設施，現存諸如寵

物納骨堂、安樂園等，皆屬違規設置經營。從現行殯葬規範

制度而言，目前雖然已有殯葬管理條例，然其只規範「人」

的殯葬事宜，過去台北市政府曾建議內政部，將寵物也列入

殯葬管理法規範中，但並未被採納。而行政院農委會乃是全

國動物中央主管機關，依「動物保護法」規定，農委會只能

管活體動物之飼養與安置，若是斃死豬隻等「已死」的動物

則被當作廢棄物，依「廢棄物處理法」辦理，主管機關則是

環保署。然而根據前述表1-4、1-5、1-7及1-8可知，寵物在飼

主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希望寵物屍體能獲得妥善且人性

化的對待，因此許多飼主們不願自己的「寵物家人」死後卻

被當成「廢棄物」看待。並希望能將寵物遺體送到「寵物樂

園」或「寵物天堂」等納骨設施，完成火化、撿骨、裝入骨

灰罐、放置骨灰位裡，以便日後能有弔念與追思之場域空

間。就現行寵物屍體處理制度將寵物歸類為廢棄物而由環保

單位管理的作法，與飼主的看法有很大的落差，因此如何建

立一套完善的寵物殯葬設施管理制度，使政府的政策與配套

措施與飼主之期待相調適，實有其必要。 

二、經營困境 

國內現有寵物納骨塔，有些已經營十幾年，有些本身是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0405/4/?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0405/4/?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0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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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宇。北縣某寵物安樂園業者P表示：「法律沒有規範，他

們做起來也不心安，以『寵物焚化』為例，他們也不知私自

焚化寵物屍體是否違法。並透露，寵物殯葬業者怕出風頭，

曾有一位寵物殯葬業者前幾年被媒體報導後，立刻因私自焚

化動物屍體，立即被政府開罰。」由於現今國內的法律條文

是將動物屍體納於一般廢棄物中，此規範雖不合乎社會大眾

之需求，然而多數業者欲申請設置卻不得要領，因而以非法

方式私自設置寵物殯葬之相關設施。違章寵物殯葬設施經營

一旦遭取締，必須受罰，環保行政人員A1表示：「流浪動物

死亡後，才算『廢棄物』，但民眾把死亡的寵物放到靈骨

塔，就不算廢棄物了。業者焚化動物屍體時，須合乎相關環

保標準，否則要受罰。台北市政府認為，寵物殯葬問題的確

需要納管，但目前政府尚無定論。」 

違章寵物殯葬設施遭取締處罰，雖屬依法行政，但現行

法令規定似已不符時宜。業者P先生表示：「焚燒動物屍體

一般用小型焚化爐即可。小型焚化爐是可移動式，最多可焚

燒重達五十公斤的物體，而小型焚化爐之申請條件需自用或

焚燒家畜類，目的不能僅限於焚燒貓、狗等動物屍體，亦不

能焚燒他人之廢棄物或作經營使用性質。」然而依「動物傳

染病防治條例施行細則」第11條規定：「燒燬動物屍體或物

品時，應於焚化爐為之；其操作及排氣，應符合環境保護法

令之規定」雖然現行法令規定動物之焚燒應於焚化爐，但對

於焚化爐之大小，業者認為小型焚化爐已足以應付寵物火化

之要求，但此小型焚化爐卻不能焚燒他人之廢棄物或作經營

使用性，除非申請大型焚化爐，但若申請大型焚化爐，由於

目前動物焚化量仍有限，基於規模經濟與成本考量，寵物殯

 



 
 
 
 
 
 
 
 
 
 
 
 
 
 
 
 
 
 
 
 
 
 
 
 
 
 
 
 
 
 
 
 
 
 
 
 
 
 
 
 
 

 

30 生死學研究│第十期 

葬業者只好違法求生。P先生亦曾向內政部民政司與台北縣

農業局、環保局等瞭解寵物殯葬相關設施申請所應具備之條

件與各項細節，但望而卻步。 

綜上所述，由於寵物殯葬名目與現行制度不盡相符，加

上現今寵物焚燒量尚難達到經濟規模，設置大型焚化爐專門

焚化寵物與實際情況有相當大之差距，況且若小型焚化爐足

以應付寵物焚化，何需浪費資源設置大型焚化爐？基此之

故，台灣至今尚無合法的寵物殯葬設施。若將寵物當作一般

廢棄物處理，此又與飼主之需求差異頗巨，更有甚者，一旦

飼主將寵物交由所謂「非法」寵物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處理，

若寵物殯葬設施被政府以非法之名加以取締，飼主之權益亦

將無所保障。更有甚者，若由於寵物殯葬欠缺合理的制度規

範，導致環境衛生問題，此恐怕亦非政府所樂見，因此，唯

有建立一套完善且合乎時宜的寵物殯葬設施管理制度，方克

解決寵物殯葬設施之經營困境。 

陸、國內外管理制度經驗 

一、國外寵物殯葬設施管理制度經驗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助他國的經驗，有助於完善

本國的制度。國外基於環境衛生、寵物重要性日益彰顯，管

理制度上考量寵物殯葬需求的國家已不乏其例，舉凡法國、

新加坡、英國、美國、日本、俄羅斯與中國大陸，均已經對

寵物的死亡、甚至是寵物的殯葬事宜訂定法規或日漸重視。

不過由於研究資源所限，目前蒐集文獻僅日本制度經驗較完

整，其他國家法案資料有待後續研究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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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新加坡都透過立法規定，寵物屍體必須火化，而

英國目前約有1,100萬隻寵物，而寵物火化場的數量卻達320

家 20 。根據統計，英國每年寵物市場的總產值高達35億英

鎊，英國的寵物殯葬業可以提供的服務項目極其多，舉凡火

化、棺木訂製、墓地規劃與給予飼主的慰問卡等等。英國是

個十分重視生活品質的國家，因此也十分重視寵物福利。英

國的就業問題專家即指出，企業主已逐漸意識到安頓寵物的

重要性，並給予員工寵物假之福利，將可使員工更樂於對業

務付出與對長官的愛戴。許多知名企業都准予員工享有寵物

病假，甚至是寵物喪假21的福利，讓飼主與寵物同享至高且

人性化的權利。據美國路透社於二○○七年一月二十二日報

導，美國寵物用品製造商協會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有十分

之一的飼主願意為其寵物購置骨灰盒。 

在鄰近的日本，不但有寵物火化、寵物葬禮、寵物墓

地，甚至還有專為寵物服務的寺廟。日本的寵物火葬場不僅

有寵物火化項目，更提供告別儀式、骨灰存放和誦經超度寵

物亡靈等周全服務，如此必能將飼主對寵物過世的失落悲慟

降至最低。據國際線上消息評估，對多數有飼養寵物的主人

而言，眼看寵物的骨灰被倒入垃圾堆是極其殘忍的，因為在

飼養的過程中培養出深厚的情感，所以寵物們也需要專門的

寵物骨灰盒來安置存放。在日本對於寵物殯葬設施管理已有

完善之制度規範，如琦玉縣日高市、廣島縣黑瀨町、千葉縣

                                                      
20 根據大陸新華網吉林頻道，網址為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jl.xinhuanet.com/jujiao/2005-
12/07/content_5765968.htm。（檢索日：96年5月11日） 

21  請參見2007年1月29之聯合晚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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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原市與和歌山縣橋本市等。 

以琦玉縣日高市為例，「日高市寵物墓園的設置條例」

（日高市ぺツト霊園の設置等に関する条例）在平成十五年

一月一日22（即西元二○○三年一月）開始實施，其制定緣

由乃因違規之寵物殯葬設施不僅造成周邊住民的公共衛生、

環境的汙染，同時也違反了新市計畫與建築違章法，更因日

本飼養寵物的家庭日漸增多，寵物墓園之需求大增，日高市

關注到寵物殯葬乃成為市民生活中的切身問題，因而制定其

相關制度，其內容規定寵物墓園的設置，必須是以配合市民

的生活環境與以不造成市民的困擾為原則，而寵物墓園是必

備設施，包含要有火葬貓、狗等寵物用的焚化爐及納骨塔。

其設置地點須與公園、學校、保育院、醫院等設施的土地境

內保持十呎以上的距離；且焚化爐需有防臭、防塵與隔音的

裝置設備，以免損害住居權利。寵物殯葬之相關制度在日本

已是一個獨立且備受關注的議題，基於衛生、生活環境、品

質提升等因素而制定，如此飼主不僅能有空間追憶曾經所飼

養過的寵物，在環境衛生上亦能獲得妥善的管理。 

為提升寵物地位，俄羅斯的莫斯科市已於西元二○○五

年由議會通過「保護寵物法」，該法內容規定貓、狗等寵物

死亡後要進入專門的墓園23。中國大陸的有關單位也開始正

                                                      
22  平成是日本天皇明仁由西元1989年1月8日開始算起。參考資料來源取

自維基百科網站，網址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88%90。（檢索日：96
年8月5日） 

23  詳情請參見民生報，2005年11月24日，A3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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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寵物殯葬的相關議題，在廣東地區也已出現寵物公墓24；

而中國大陸哈爾濱政協委員則因病死的貓、狗大多都染有瘟

疫、病毒，倘若隨意亂扔或私埋寵物屍體則會帶來一系列衛

生安全的隱憂，其強烈質疑動物屍體任意掩埋、丟棄所帶來

的環境污染與病菌擴散的嚴重性。在醫學病理方面，因有些

病菌是人畜共通的，即使不是患病而死的動物，屍體上也會

有許多病菌，如貓的屍體帶有弓形蟲，狗的屍體則帶有狂犬

病等因素，進而提出寵物屍體無害化處理、動物屍體火化處

理規定之構想與建言，其中火化是最徹底也最安全的消毒方

式，相對於掩埋或丟棄都會對環境造成潛在性的影響與危

害。吉林大學畜牧獸醫學院副院長張西臣教授說：「政府有

關部門應制定寵物屍體處理之相關法規，以便有效的管理寵

物身後事之各項事宜，並將其統一集中放置固定處後集中火

化銷毀。」而中國大陸地方政府目前正對此提交「北京市養

犬規定修正案」，加強正視寵物屍體無害化處理之急迫性

25。北京市亦已於西元二○○五年一月一日開始實施「動物

防疫法」，其內容規定，凡病死或死因不明的動物屍體都應

當進行無害化處理，即高溫消毒或焚燒等方式處理26。 

                                                      
24  根據大陸新華網，網址為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cus/2005-
12/25/content_3955176.htm。（檢索日：96年4月10日） 

25  根據新華社2006年2月15號之新聞，網址為

http://energy.people.com.cn/BIG5/73491/73492/73496/4991184.html。（檢

索日：96年5月18日） 
26  請參閱中國大陸《檢察日報》，網址為

http://cppcc.people.com.cn/BIG5/34952/4827043.html。（檢索日：96年4
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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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殯葬設施管理制度經驗 

我國目前尚無專為寵物殯葬制定相關管理規範之經驗，

僅有與日本寵物靈園條例之制度經驗相類似適用於人的「殯

葬管理條例」，雖「殯葬管理條例」是規範人之殯葬行為及

殯葬設施之設置經營，但其設施設置之審查均以地點距離作

為考量，且立法目的均是以提升住居環境品質、促進公共衛

生與改善殯葬設施經營作為考量，不過「殯葬管理條例」的

內容架構更具完整性，條文中包含立法目的、各層級主管機

關的權責劃分、設置殯葬設施之申請資格文件、審查程序及

審查的實質內容（含地點距離、應具有之公共設施等等）。 

我國「殯葬管理條例」之名稱乃基於殯儀館、火化場及

納骨塔等殯葬設施，原授權由省（市）政府核准設置並訂定

管理辦法規範，因其設置及管理涉及人民權益甚鉅，地方政

府及民間迭有建議，應提升其規定為法律位階，爰將殯儀

館、火化場及納骨塔等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管理納入規範，與

公墓合併統稱為殯葬設施，另參考先進國家制度經驗，將殯

葬服務業及殯葬行為納入輔導與管理，據以訂定本條例之名

稱（楊國柱，2007：56）。其規範內容架構表示如圖1-3。綜

觀「殯葬管理條例」內容共分七章，計七十六條，其要點詳

見附錄四（內政部，19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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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殯葬管理條例規範內容架構 

資料來源：楊國柱，2007：56。 

 

綜觀日本寵物殯葬與我國的殯葬管理制度經驗，不管是

在立法體例或實質條文內容上，均相當完整，可供本文設計

寵物殯葬設施制度之借鏡。由於日本與我國國情較接近，且

國內寵物殯葬普遍採取擬人化方式辦理，因此，我國寵物殯

葬設施制度構想兼採參考人的殯葬管理條例規定及日本管理

制度經驗，尚屬合理。 

柒、寵物殯葬設施管理制度之構想 

一、寵物殯葬設施立法體例設想 

國人飼養寵物在近幾年已蔚為風潮。現今多數飼主與寵

物間的情感多如同家人般緊密。於此際，倘若將寵物屍體視

 



 
 
 
 
 
 
 
 
 
 
 
 
 
 
 
 
 
 
 
 
 
 
 
 
 
 
 
 
 
 
 
 
 
 
 
 
 
 
 
 
 

 

36 生死學研究│第十期 

為一般的廢棄物予以焚燒，著實未符合飼主之期待。但受限

於目前寵物焚化規模不足，以及「廢棄物清理法」條文內容

對廢棄物與動物屍體之貯存設備並無區隔，因此目前全台雖

約莫有20家的寵物殯葬經營處所，但均無合法立案，致使寵

物殯葬設施經營業者及飼主，對於如何處理寵物身後事顯得

無所適從。制度不僅能讓寵物殯葬業者對於相關設施的設置

有所依循，以減少違規、觸法等情況，又能依此促進國人環

境衛生與國民健康。但有些民眾擔心倘若寵物依「殯葬管理

條例」之殯葬儀式管理，會有矮化人類過去心目中既成之崇

高地位之疑慮，且憂心人與動物之間自此將毫無分際可言。 

經由前述分析，一方面從飼主的需求角度，另一方面從

全體國人環境衛生與國民健康觀點加以考量，本文認為專為

寵物殯葬建立制度確有其必要性。但到底是要在適用於人的

「殯葬管理條例」中新增寵物篇，或於現行「廢棄物清理

法」中加以修正補充，或單獨制定專法加以規範寵物殯葬之

區塊，亟需審慎分析與評估。 

平情而論，上述三種方法各有利弊。首先就「殯葬管理

條例」中新增寵物篇而言，由於國人的殯葬事宜相較寵物殯

葬繁複許多，且寵物殯葬儀式多半仿人之儀式，因此將寵物

殯葬納入現行「殯葬管理條例」，由民政單位統籌管理，必

能駕輕就熟，快速將寵物殯葬經營導向正軌，其缺點則為混

淆寵物與人之間的分際，輿論恐不易接受，在訪談政府有關

單位中，動物檢疫人員A3表示：「在適用於人的『殯葬管理

條例』中新增寵物篇在現階段是極不可行的，因為『殯葬管

理條例』的立法已是針對人之殯葬而設定，動物屍體不應算

在此限內，雖說寵物地位已日益提升，但動物屍體倘若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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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殯葬以同一條文規範，著實較不合宜。」 

其次是在「廢棄物清理法」中特別為寵物殯葬規範加以

修正與補充，其優點為管理組織變動爭議最小，亦無寵物與

人之間的分際未區隔之疑慮，缺點則為環保單位缺乏殯葬管

理與經驗，尤其相關管理人員向來較欠缺在喪葬禮儀及生死

觀方面的認知、素養，因此在法令訂定與執行過程中可能無

法真正發揮其預期的效果。就此動物保護人員A2表示：「由

於『廢棄物清理法』中對於動物屍體處理與廢棄物儲存設備

之申請過程過於繁瑣，導致約有九成九的業者均屬不合法，

且因設置廢棄物清理儲存設備及整個寵物殯葬硬體設施費資

約莫需要幾百或千萬的資金，且還要經過繁瑣的營運測試，

如果是以焚燒方式處理動物屍體，則還需要經過『空污法』

中的規範，每年都需要經過環境評估，且這所費的人力、物

力都相當可觀。若此亦不符合飼主之期待與常理。」因此，

在「廢棄物清理法」中針對動物屍體處理修訂辦法，其可行

性仍有待商榷，就寵物殯葬業者的立場而言，覺得申請手續

繁瑣、關卡甚多；就飼主的立場而言，已視如家人般的寵物

被當作廢棄物，於心何忍。 

最後就單獨為寵物殯葬制定管理專法而言，雖具有區隔

寵物與人之間的分際，避免遷就「廢棄物清理法」中，將動

物屍體納作一般廢棄物處理之約束與侷限，對於寵物殯葬給

予一套周全、創新且合適之制度設計等優點。然而，此一方

案最困擾的是，全新的法案由誰來起草，該由哪個機關來主

管，難免引發政府相關部門之推諉責任與管轄權限爭議。A2

坦言：「單獨制定來規範的話則要看現在市場的需求是否夠

大，足以去花費時間制定新的法規。」制定新法規不僅需動

 



 
 
 
 
 
 
 
 
 
 
 
 
 
 
 
 
 
 
 
 
 
 
 
 
 
 
 
 
 
 
 
 
 
 
 
 
 
 
 
 
 

 

38 生死學研究│第十期 

員之人力、物力可觀，更需要做市場評估與政府各部會的協

商，擬出一套折衷並符合社會發展趨勢的處理措施。然而，

本文認為單獨為寵物殯葬制定管理專法的方式較為可行，不

僅可以免卻人與動物之身後事宜被規範在同一框架中之疑

慮，又可呼應寵物地位提升的來臨，以期在制度上與先進國

家接軌，並駕齊驅。依上述，本文將三種立法可能作一比較

表格，如表1-9。 

表1-9 立法體例設想方案之優缺點比較表 

立法 
體例 

項目 

「殯葬管理條

例」新增寵物篇

修訂「廢棄物 
清理法」 

制定寵物殯葬

專法 

優點 

因民政單位對於

殯葬設施之規

劃、遺體處理

規範與骨灰存

放等經驗較為

豐富。 
條文規範僅需針

對寵物屍體處

理加以訂定，

可降低立法成

本。 

為現行處理動物

屍體之法規，

因此管理組織

的爭議較小，

亦可降低過程

中 的 立 法 成

本。 
無寵物與人格之

間分際未區隔

之疑慮。 

可避免動物屍

體與人的遺體

一起管理而矮

化 人 格 之 顧

忌。 
促進動物屍體

之處理方式符

合環保觀念及

公共衛生。 
呼應動物地位

的提升，在制

度上可與先進

國家接軌。 
單獨立法權責

歸 屬 殯 葬 單

位，可避免因

欠缺喪葬禮儀

與生死觀念之

素養，而導致

法令執行不彰

之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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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動物屍體與人之

遺體處理方式

不盡相同。 
歸屬於同一法規

中合併管理，

輿論恐不容易

接受。 

環保單位人員較

欠缺喪葬禮儀

與生死觀念的

素養與認知，

因此法令執行

的過程恐無法

發揮預期的效

果。 
動物屍體仍脫離

不了被視為廢

棄物之疑慮，

不符飼主之期

待。 

主管單位歸屬

問題。 
單獨制定之立

法成本可能會

比較高。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 
 

由表1-9可知，制定寵物殯葬專法比其他兩種立法體例具

有較多之優點，因獨立制定寵物殯葬條例可區隔寵物與人之

間的分際，一方面可避免遷就「廢棄物清理法」中，將動物

屍體納作一般廢棄物處理之約束與侷限，另一方面又可避免

將寵物殯葬制度納入「殯葬管理條例」中，引發矮化人類地

位與模糊寵物殯葬制度焦點之疑慮，因此，給予寵物殯葬一

套周全、創新且合適之獨立制度設計是必要的，且呼應本文

之調查結果。 

二、寵物殯葬設施主管機關設想 

在主管機關方面，寵物殯葬管理職掌歸屬之可能方案，

包括主管動物保護法的農業單位、主管廢棄物清理法的環保

單位、主管人之殯葬管理條例的民政單位以及新設單位等。

如表1-10所示，寵物殯葬管理職掌無論劃歸哪一單位，均有

其優缺點，例如劃歸農業單位或環保單位，其優點為無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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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0 寵物殯葬管理職掌歸屬之優缺點比較表 
單位 

項目 農業單位 環保單位 民政單位 新設單位

優點 

保障動物

的福利與

尊重動物

之 生 存

權，亦對

動物的疾

病管制極

為重視。

無寵物與

人格之間

分際無區

隔 之 疑

慮。 

無寵物與人格之

間分際無區隔之

疑慮。 

對於殯葬設

施之設置經

營管理、遺

體處理與骨

灰存放等業

務 較 為 熟

悉。 
若直接複製

到寵物殯葬

制度上會較

為容易。 
人事調度上

不會產生大

幅性波動，

因而可節省

執行成本與

監督成本。

民眾不會擔

心人格被矮

化，混淆寵

物與人之間

的分際。 

缺點 

欠缺接觸

動物死後

及其屍體

處理之相

關經驗。

工作內容

沒有喪葬

禮儀方面

之經驗。

較難瞭解

飼主面對

寵物死亡

之悲傷心

靈。 

欠缺喪葬禮儀

及生死方面之

素養與管理經

驗。 
廢棄物清理之

方式難以被現

今多數飼主認

同。 
較難瞭解飼主

面對寵物死亡

之悲傷心靈。 
工作內容沒有

喪葬禮儀方面

之經驗。 

民眾會擔心人

格被矮化，且

易混淆寵物與

人 之 間 的 分

際。 

違反政府

組織精簡

原則。 
造成政府

額外的財

政負擔。

欠缺接觸

動物死後

及其屍體

處理之相

關經驗。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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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格之間分際無區隔之疑慮，缺點為工作內容沒有喪葬禮

儀方面之經驗，較難瞭解飼主面對寵物死亡之悲傷心靈。倘

劃歸民政單位，其優點為對於殯葬設施之設置經營管理、遺

體處理與骨灰存放等業務較為熟悉，缺點則為民眾會擔心人

格被矮化，且易混淆寵物與人之間的分際。至於新設主管單

位，雖有民眾不會擔心人格被矮化，混淆寵物與人之間分際

的優點，但違反政府組織精簡原則及造成政府額外的財政負

擔之缺點，恐難以克服。 

綜合上述，本文認為以民政單位來管理寵物殯葬設施最

為適切。因「殯葬管理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民政單位，管理

人之殯葬設施設置、殯葬服務業及殯葬行為，該單位有較多

的殯葬管理經驗，對於現今飼主多以擬人化態度看待其寵

物，會希望能以接近人之殯葬模式處理寵物之身後事。若將

寵物殯葬歸屬於民政單位之範疇，較能將「殯葬管理條例」

之規範細節與經驗複製到寵物殯葬管理制度上，且民政單位

對於殯葬設施之規劃、推動、遺體處理規範與骨灰存放等業

務應較能駕輕就熟，另在人事調度上亦不會產生大幅波動，

因而可節省執行成本與監督成本。殯葬法規專家L1傾向將寵

物殯葬專法置於民政單位管理，L1表示：「寵物殯葬設施坊

間多仿自人之殯葬設施辦理，因此歸管理『殯葬管理條例』

之民政單位處理寵物殯葬設施設置相關業務，可能會比較合

適。」 

但寵物殯葬管理執掌劃歸民政單位之最主要爭議，即民

眾擔心將寵物與人列歸於同一單位管理，有將動物之價值與

人類視為等同之疑慮，混淆寵物與人之間的分際。且民政單

位人員A4也認為：「殯葬技術的複製並不困難，寵物屍體處

 



 
 
 
 
 
 
 
 
 
 
 
 
 
 
 
 
 
 
 
 
 
 
 
 
 
 
 
 
 
 
 
 
 
 
 
 
 
 
 
 
 

 

42 生死學研究│第十期 

理規範不應侷限於『殯葬』的框架中。」按動物權中的「地

位平等觀」（Equal Status View）理論，認為人類對動物的依

賴已不僅限於傳統食物供給、交通工具的需求，而是將寵物

地位提升、發展至家庭成員的關係。於此際，當寵物死亡

時，飼主悲傷與不捨必定不亞於親人的死亡。因此，人類對

寵物身後事的處理可能會想要比照如同親屬般的殯葬事宜方

式辦理，以期達到心靈撫慰的效果與覓得哀傷調適的管道，

藉由在葬禮上追思逝者，以促進悲傷過程（help the grief 

process） 27。由此角度以觀，隨著飼養寵物情形愈普遍，飼

主與寵物之關係更向親人角色提升，則混淆寵物與人之間分

際的疑慮將逐漸減少。 

不過在此應特別注意的是，任何制度建立之初，不管是

監督者或服從者，由於需要一段適應期與磨合期，因此短期

內執行成本與服從成本均難免較高，但就長期而言，一但民

眾熟悉瞭解並習慣遵循法令規定，政府公務員執法原則拿捏

考量恰如其分，則執行成本與服從成本就會降低。尤其國內

寵物殯葬設施經營已存在十年歷史，加上媒體不定期報導相

關經營情形及民眾使用行為，有助於民眾縮短服從法律之適

                                                      
27  地位平等觀（Equal Status View）由Tom Regan所提出，相較於其他動

物權利主張，Regan的理論與說法更貼近現代人對待寵物的需求，

Regan認為現有的社會制度讓我們將動物視為人類的一種「資源」，而

其「資源」是因人類而生，如同台灣社會早期亦是將動物視為是以物

易物的交換工具或資源。由於Regan所提出的動物權乃是基於天賦價值

（inherent value）之理念，因此不論是何種生物都需要被尊敬，受到與

人類同質的尊重。Schweitzer在1915年提出尊重生命，延續Regan的理

論學說，主張凡是生物均具有天賦價值而值得敬畏與重視。生與死：

現代道德境的挑戰。（江麗美譯，Louis P. Pojman編著，1997：135；
李開敏等譯，J. William Worden原著，19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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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期，此新制度構想的可行性應可提高。 

三、寵物殯葬設施法律構想 

(一)立法目的 

寵物殯葬法律之立法目的： 

1. 促進寵物殯葬設施符合環保及永續經營的需求。 

2. 提升及創新寵物殯葬經營、服務之效率與品質。 

3. 約束民眾恣意處理寵物屍體之行為，使其切合現代需

求且兼顧環境衛生及公眾利益。 

4. 緩和飼主之悲傷情緒。 

(二)權責劃分 

於本部分前一小節中已說明單獨制定寵物殯葬法律由內

政部民政司管轄較為適宜的緣由。至於該法之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內政部（民政司）；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則為縣（市）政府；若是在鄉（鎮、市）其權責即由

鄉（鎮、市）公所負責管理。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 

1. 中央主管機關： 

　寵物殯葬制度之規劃設計、相關法令之研擬與制

定。 

　對地方主管機關寵物殯葬業務有監督之責。 

　寵物殯葬經營業證照之規劃。 

　全國性寵物殯葬統計及政策研究。 

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寵物殯葬設施之設置、經營及管

理。 

　寵物殯葬設施專區、使用地之規劃及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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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轄內鄉（鎮、市）寵物殯葬設施盡監督、評鑑及

獎勵之責。 

　寵物殯葬設施經營業之設立許可、經營許可、輔

導、管理及評鑑。 

　對違法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或經營之寵物殯葬

設施進行取締與處理。 

　違法從事寵物殯葬設施經營業及違法相關行為者之

處理。 

　寵物殯葬消費資訊之提供及消費者申訴之處理。 

　寵物殯葬自治法規之擬（制）定。 

3. 鄉（鎮、市）主管機關： 

　鄉（鎮、市）寵物殯葬設施之設置、經營及管理。 

　寵物遺體埋葬、火化及起掘許可證明之核發。 

　違法設置、擴建、增建、改建殯葬設施、違法從事

寵物殯葬設施經營業及違法殯葬行為之查報。 

(三)審查程序 

寵物殯葬設施乃是指寵物墓園、寵物火化設施以及寵物

骨灰存放設施而言。所謂寵物墓園是指提供飼主營葬寵物屍

體、埋葬寵物骨灰或供寵物骨灰樹葬之設施；寵物火化設施

乃是指火化寵物屍體所使用的焚化爐而言；而寵物骨灰存放

設施則是指供存放寵物骨灰之納骨塔、納骨牆或其他形式之

存放設施（參照「殯葬管理條例」第2條之規範），上述硬體

設施乃是構成寵物殯葬經營處所的主要配備與設置，此外亦

需包含墓基、骨灰存放設施、服務中心、公共衛生設備、排

水系統、給水及照明設備等（參考自「殯葬管理條例」第12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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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殯葬設施的設置之管理上可參考日本寵物靈園條例

及我國殯葬管理條例中，就殯葬設施之設置管理的規定，規

劃設備上可合理期待的統一標準。在申請寵物殯葬設施之設

置時，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理者，報請中央主

關機關備查，所應具備的文件應包含： 

1. 地點位置圖。 

2. 地點範圍之地籍謄本。 

3. 配置圖說。 

4. 興建營運計畫。 

5. 管理方式及收費標準。 

6. 申請者之證明文件。 

7. 土地權利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及土地登記謄本。 

另外，為使寵物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經營更具因地制宜之

彈性，凡面積規模、地點距離之妥適性與相關爭議之協處

等，如得設置審議委員會，藉由專家學者及政府代表之合議

制功能，將可提升寵物殯葬設施之設置品質與經營效率（楊

國柱，2003：93）。 

在火化寵物屍體所使用之焚化爐申請方面，其依據應可

仿照廢棄物貯存設備申請流程加以擬定，倘若要申請設置寵

物焚化爐，則必須先通過「寵物屍體清除、處理、清理許

可」申請之審查作業，申請時必須具備縣、市政府寵物屍體

清除、處理、清理許可證申請審查標準作業程序的表單，政

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清除或處

理技術員合格證書、勞保卡、任職證明文件及同意查詢勞保

資料同意書。若是設置寵物屍體處理火化設施的許可證，則

主管機關必須具備同意設置的文件且有權決定同意設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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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並要求申請設置者經過試運轉的程序始可設置，而且焚

化爐必須使用環保科技焚化爐、加裝空氣污染防治設備，亦

必須經過嚴謹的環境評估與測量，均達標準者始能設置、營

運，並定期作檢測、執行人員必須受有專業訓練課程，如此

才能有效達到衛生標準，使之在不影響國人身心健康與環境

保護的基準下保障寵物與飼主的福利。 

(四)設施設置設備與地點 

寵物殯葬設施或寵物安樂園中應有下列設施： 

1. 寵物骨灰存放設施。 

2. 火化爐。 

3. 服務或諮詢中心。 

4. 消毒設備。 

5. 公共衛生設備。 

6. 排水系統。 

7. 給水及照明設備。 

8. 聯外道路。 

另由於考量台灣地狹人稠、可利用資源有限，因而需要

格外珍惜與保護，因此，寵物殯葬相關設施的設置地點應選

擇不影響水土保持、不破壞環境保護、不妨礙軍事設施及公

共衛生之適當地點為之較佳。寵物殯葬設施之設置地點，應

與公共飲水或飲用水之水源地、學校、醫院、幼稚園、托兒

所、戶口繁盛地區、河川、工廠、礦場及貯藏或製造爆炸物

或其他易燃之氣體、油料等之場所或公共設施，距離五百至

一千公尺以上的地方（參考自「殯葬管理法」第8條所規

定），如此不僅不會產生爭地、環境汙染的情形，又可避免

發生抗議事件的可能性與機會。且寵物殯葬設施規劃應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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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為原則，並與鄰近環境景觀力求協調，其空地宜多植花

木。墓園內應劃定公共綠化空地，綠化空地面積占公墓總面

積比例，不得小於十分之三。寵物墓園區內之墳墓造型採平

面草皮式者，其比例不得小於十分之二。若於山坡地設置之

寵物殯葬設施者，應有前項規定面積二倍以上之綠化空地。

專供樹葬之寵物安樂園或於安樂園內劃定一定區域實施樹葬

者，其樹葬面積得計入綠化空地面積。但在山坡地上實施樹

葬面積得計入綠化空地面積者，以喬木為之者為限（參照

「殯葬管理條例」第12、17條之規範所規範）。 

倘若是寵物火化裝置設備（焚化爐），則應與公園、學

校、醫院等公共設施的土地境內保持適當的距離，且焚化爐

更應具備防臭、防塵與隔音的裝置設備；在建材方面，則必

須設置牆桓或是種植若干灌木以作為牆桓，且鋼架應以瀝

青、水泥、石頭等堅固材料來建造，更要加強設置可排雨水

或其他污水之適當排水管道，以確保水土保持及環境保護，

不僅可維護附近居民的居住權利，亦可避免危害身體健康等

疑慮與紛爭。 

(五)寵物屍體處理方式 

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例施行細則」中規定：「掩埋動

物屍體或物品時，掩埋地點之選擇，應適於管制；土坑深

度，應在屍體或物品投入後，自屍體或物品頂端，距離地面

一公尺以上；屍體或物品投入土坑前，先以石灰墊底，投入

後，再以石灰舖蓋，並用泥土填塞踏實；完成後，應豎立石

碑或水泥柱，註明掩埋日期及應管制開掘之期間。」且於表

1-7調查結果中得知有19%的受訪飼主期望以寵物屍體土葬方

式處理安葬問題。但遺體土葬後，寵物屍體腐敗所發出的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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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氣味有可能會招致其他動物的挖掘，屍水的滲透亦有可能

引發環境汙染的等問題，公共衛生令人堪慮。 

參考日本寵物靈園經驗，其採火化安葬為主，加上近年

因人口激增以致可使用之土地資源已不復從前，節約土地資

源可達成環境永續發展之目的，近年政府也大力推動遺體火

化之訴求，改以將骨灰存放於納骨塔或樹、灑葬等方式，試

圖扭轉國人過去土葬觀念之堅持。因此，在寵物屍體處理的

方式上，本文主張全面火化的施行，而火化的方式又分為集

體火化與個別火化兩種，由於有些飼主希望能保有寵物的骨

灰，因此會選擇以個別火化的方式處理較為妥當。 

這種處理流程與安葬方式不僅接近現今坊間寵物殯葬經

營業者處理的模式，在建築方面，亦不用拆掉重新興建。在

法制上，寵物殯葬設施經營可就地合法而不用再次浪費人

力、物力與成本。在飼主心理上，尤於其寵物在死亡後有了

完整的後事處理，亦有足夠的空間與心力可仿人之方式為其

誦經、弔念，飼主可求心靈層次的平靜與安慰。 

捌、結論 

動物屍體缺乏健全、完善的處理辦法與管理制度，任由

民眾恣意丟棄或掩埋，將會導致環境污染及傳染病快速散

播，不僅有礙視覺觀瞻，也會影響國民健康。另一方面，當

飼主面對寵物死亡，如果沒有異於廢棄物清理之寵物屍體處

理設施，飼主的悲傷心理將難以獲得治療與撫慰。惟因目前

寵物殯葬業者無法取得合法合理之申請設置管道，而飼主又

有強烈的寵物殯葬需求，乃鋌而走險，私自設置，為規避查

緝，其設施多設於山坡地或農業用地，以致農林與水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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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維持平衡。由於飼主對寵物的情感依賴日益深化，因此

如何建構寵物屍體較文明處理與安置的制度，成為迫切課

題。現行按「廢棄物清理法」之規定申設經營寵物殯葬設

施，並無法滿足現今社會之實際需求，亟需另起爐灶，建立

新制度。惟不論採用「殯葬管理條例」中新增寵物篇、修正

「廢棄物清理法」納入寵物殯葬規範，或單獨為寵物殯葬制

定管理專法，各有其優缺點，相關部門宜確實檢討評估，以

利方案之確定。 

就動物權利──「地位平等論」之角度觀之，人類對動

物之依賴關係既已改變，如由工具性變成陪伴的家人或朋

友，則相對地動物理應由人類處獲得更多權利（例如屍體處

裡的更好安排），現今對於動物屍體處理採「廢棄物清理

法」之規定，將其以廢棄物焚燒處置，不僅不合乎民情需

求，也有損動物應得之權利。根據本文對飼主所做的調查中

發現，飼主已將寵物當作朋友甚至是家人關係，其地位日漸

提升，因此當飼主面臨寵物死亡之際，將會表現哀慟之情，

而藉由在葬禮上追思逝者，可以促進悲傷過程，有助於悲傷

心理治療。倘若能針對寵物殯葬作一具體且妥善之制度規

劃，寵物飼主之悲傷心靈才得以撫慰，寵物殯葬設施之資源

才能環保永續。 

制定寵物殯葬專法相較於人的「殯葬管理條例」中新增

寵物篇，或於現行「廢棄物清理法」中加以修正補充兩種立

法體例具有較多之優點及較少之缺點。因獨立制定寵物殯葬

條例可區隔寵物與人之間的分際，一方面可避免遷就「廢棄

物清理法」中，將動物屍體納作一般廢棄物處理之約束與侷

限，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將寵物殯葬制度納入「殯葬管理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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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中，引發矮化人類地位與模糊寵物殯葬制度焦點之疑

慮，因此，給予寵物殯葬一套周全、創新且合適之獨立制度

設計是必要的，且呼應本文之調查結果。 

在管理職掌歸屬方面，相較於主管動物保護法的農業單

位、主管廢棄物清理法的環保單位以及新設單位等方案，本

文認為以民政單位來管理寵物殯葬設施最為適切。因「殯葬

管理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民政單位，該單位有較多的殯葬管

理經驗，對於現今飼主多以擬人化態度看待其寵物，會希望

能以接近人之殯葬模式處理寵物之身後事。其次民政單位較

能將「殯葬管理條例」之規範細節與經驗複製到寵物殯葬管

理制度上，且民政單位對於殯葬設施之規劃、推動、遺體處

理規範與骨灰存放等業務較能駕輕就熟，主管寵物殯葬業

務，只要就現有人員稍事訓練，並調整補充少許人力，即足

以因應，因而可節省組織安排成本與執行、監督成本。 

寵物殯葬立法體例與管理職掌歸屬確定後，即可據以研

擬寵物殯葬設施管理法律，而在實質條文規範上，先進國家

日本的寵物靈園條例及我國規範人之「殯葬管理條例」，皆

有可供參考之制度經驗。本文研提法律條文構想於柒之三，

藉此先驗性之研究，以期提供政府對寵物殯葬、動物屍體處

理方式能有一套合理前瞻的政策，進而建立可行的制度，讓

寵物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能有所依循，不再被迫遊走於法律邊

緣，同時確保飼主權益，防免因購用違規寵物殯葬設施，而

遭受困擾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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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訪談問題大綱 

政府有關單位： 

1. 若自家所飼養的寵物過世，按現行法律該如何處理？ 

2. 一般廢棄物清理法中是否有對廢棄物貯存設備加以規

範？ 

3. 要如何申請廢棄物貯存設備？ 

4. 廢棄物清理儲存設備所清運的種類很多，但將動物屍

體以一般廢棄物處理合宜嗎？ 

5. 若現有三種關於制定寵物殯葬處理的法規擬定，哪一

種較適宜？要在適用於人的「殯葬管理條例」中新增

寵物篇，或於現行「廢棄物清理法」中加以修正補

充，或單獨制定法律加以規範寵物殯葬之區塊。 

寵物殯葬設施經營業者： 

1. 在申請設置的過程中有沒有跟政府單位瞭解過呢？ 

2. 是透過哪一單位申請營業許可證？ 

3. 申請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困難？ 

4. 因有看到寵物納骨塔但卻沒有看見相關設施，請問現

在是如何處理寵物屍體的？  

5. 請問就經營現況所遭遇之困境為何？ 

6. 就您的觀點，寵物需不需要有個專屬的法案或是條文

在規範硬體設施上？ 

7. 就實務面反應到制度面，希望政府如何改善寵物殯葬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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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寵物殯葬制度建構研究之問卷 

各位愛物者您好： 

此為一份研究問卷，本問卷係研究寵物殯葬制度建構之

相關問題，主要目的為探討飼主與寵物間情感的變化與制定

寵物殯葬制度之必要性。本問卷共分有兩部分：一為飼主與

寵物關係及對寵物殯葬之看法；二為基本資料。請您依據自

己實際經驗或狀況填答。 

本問卷純屬學術研究使用，因此您的匿名資料絕對保

密，請您安心作答；最後，感謝您在百忙中抽空協助。謝

謝！ 

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  王姿菁敬上 

一、飼主與寵物關係及對寵物殯葬之看法 

1. 請問您養的是什麼寵物？ 

□狗  □貓  □鼠  □其他__________ 

2. 請問您飼養寵物經驗的年限？ 

□兩年（不含）以下 □兩年（含）到十年（不含） 

□十年（含）以上 

3. 飼養寵物的目的或原因？ 

□陪伴  □興趣  □喜歡動物  □他人贈送 

□其他__________ 

4. 請問您看待寵物的關係或角色是什麼？ 

□家人  □孩子  □伴侶  □朋友  □工具 

□其他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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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想有一天當面對您的寵物死亡時，請問您的悲傷程度為

何？（1～10分，最低1分，最高10分）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以下 

6. 由於現今關於寵物殯葬處理的相關設施均屬不合法，想請

問您倘若有一天您所飼養的寵物過世，您會期望交由何種

單位處理？ 

□環保局 □動物醫院 □寵物殯葬業 □自行掩埋 

□其他__________ 

7. 寵物死後會想將其屍體以何種方式處理？ 

□骨灰土葬 □遺體土葬 □骨灰進塔 □骨灰樹、灑葬 

□骨灰海葬 □其他_____ 

8. 是否會在寵物過世後為牠辦一場告別式 

□是 為什麼__________  □否 為什麼__________ 

9. 站在飼主的立場，希望政府在寵物屍體處理制度方面做怎

麼的修正與改善？ 

請敘述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基本資料 

1. 現居住地 

□台北縣市 □基隆縣市 □桃園縣市 □新竹縣市 

□苗栗縣市 □台中縣市 □彰化縣市 □南投縣市 

□嘉義縣市  □台南縣市  □高雄縣市  □屏東縣市 

□宜蘭縣市 □花蓮縣市 □台東縣市 □離島地區 

2. 聯絡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 

謝謝您的費心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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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受訪者之背景、代號與受訪時間 

背景、

代號

受訪對象 

受訪者

代號 受訪者背景 受訪時間 

A1 台北縣環保局 2007年2月09日

A2 動物之家 2007年7月18日

A3 動、植物防治檢疫所 2007年7月16日
相關單位之

行政人員 

A4 內政部民政司 2008年7月07日
寵物殯葬設施

經營業者 P 台北縣寵物殯葬安樂園 2007年2月08日

寵物飼主 b1～b36
包含公務員、殯葬業者、

教職員、護理人員、學

生…… 

2007年7月23～
2007年8月01日

殯葬實務經驗 F1 殯葬禮儀師 2008年5月13日

殯葬法規講師 L1 
專職地政士代書業務、兼

任大學講師 2007年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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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殯葬管理條例內容要點 

「殯葬管理條例」內容共分七章，計七十六條，其要點

如次： 

一、第一章總則：揭示立法目的、標舉用詞定義、各級主管

機關及殯葬業務之權限。（第一條至第四條） 

二、第二章殯葬設施之設置管理：規範殯儀館、火化場、骨

灰（骸）存放設施等之設置主體、面積限制、施工期

限、地點距離限制、應有設施、啟用及販售條件及自然

葬之實施。（第五條至第十九條） 

三、第三章殯葬設施之經營管理：規範移動式火化設施之經

營；屍體埋葬、骨骸起掘及骨灰之處理方式；火化屍體

應檢附之文件及處理期限；公墓內墓基面積、棺柩埋葬

深度及墓頂高度、使用年限之限制；墳墓起掘許可之要

件；殯葬設施更新、維護、遷移、管理之查核與評鑑獎

勵；管理費專戶之設置；墳墓遷葬之處理。（第二十條

至第三十六條） 

四、第四章殯葬服務業之管理及輔導：明定殯葬服務業之分

類、經營之許可、登記與開始營業期限；具一定規模之

殯葬服務業應聘僱專任「禮儀師」及「禮儀師」得執行

之業務項目；殯葬服務業者應將服務資訊公開、承攬業

務應簽訂書面契約；「生前殯葬服務契約」預先收取之

費用百分之七十五應交付信託；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對於殯葬服務業應定期實施評鑑與獎勵，其公會應

舉辦業務觀摩交流及教育訓練，殯葬服務業得派員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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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或訓練及殯葬業自行停止營業之處置。（第三十七

條至第四十九條） 

五、第五章殯葬行為之管理：將道路搭棚治喪納入管理；殯

葬服務業禁止提供或媒介非法殯葬設施、應於出殯前將

出殯行經路線報請備查，於提供服務時，禁止妨礙公眾

安寧、善良風俗，規範不得使用擴音設備之時段；禁止

憲警人員轉介承攬服務。（第五十條至第五十四條） 

六、第六章罰則：對於違反第二章至第五章有關之規定者，

分別依其情節明定其處罰之方式。（第五十五條至第六

十九條） 

七、第七章附則：為落實殯葬設施管理，主管機關應擬訂計

畫及編列預算；本條例施行前依法設置之私人墳墓，僅

得依原規模修繕；明定施行細則之訂定機關、條例施行

日。（第七十條至第七十六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