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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整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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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整體目標

1. 調查太魯閣國家公園重要景點臺灣獼猴族群大
小、猴群組成與地理分布等基本資料。

2. 調查天祥地區人猴衝突事件之背景並分析其發
生之原因。

3. 訂定太魯閣國家公園臺灣獼猴管理策略、執行
與操作之技巧研發，並對猴群防治方法進行成
效之評估。

4. 規劃並執行遊客與當地居民之宣導、解說及環
境教育活動，以減少人猴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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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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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魯閣國家公園重要景點臺灣獼猴族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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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群組成

• 太魯閣國家公園之臺灣獼猴猴群大小由16隻至38隻
一群不等，平均之猴群大小為24.0隻獼猴，包括2.8
隻公猴、9.2隻母猴、3.2隻亞成猴、7.0隻幼猴與2.9
隻嬰猴；各樣點之猴群大小亦有差異，太魯閣臺地
樣區最大群，平均達到28.3隻一群(n=8)，其次是砂
卡礑步道樣區亦有24.3隻一群(n=10)，天祥(n=19)與
布洛灣臺地樣區(n=7)則較一致均為22隻左右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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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太魯閣臺地樣區臺灣獼猴猴群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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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砂卡礑步道樣區臺灣獼猴猴群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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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布洛灣臺地樣區臺灣獼猴猴群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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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天祥樣區臺灣獼猴猴群組成

10



猴群分布
1)太魯閣台地

• 臺灣獼猴猴群主要還是以臺地四週為主，尤其是遊客停車
場北方之森林植被最多。

• 警察隊東方之步道前段近入口處亦有不少猴群聚集。
• 早上調查時段比下午時段記錄到較多之猴群。
• 早上調查時段以遊客停車場北方之樹林為調查熱點。
• 下午調查時段則較為平均分布，在臺地四週與步道沿線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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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太魯閣台地猴群分布



圖10.太魯閣台地早上調查時段猴群分布



圖11.太魯閣台地下午調查時段猴群分布



2)砂卡礑步道

• 主要以步道中段與步道前段為主要臺灣獼猴紀錄分布地點。
• 早上更容易記錄到猴群，早上調查時段比下午時段記錄到2
倍以上之猴群。

• 早上調查時段主要仍以步道中段與步道前段為主要獼猴紀錄
分布地點。

• 下午調查時段則較為平均分布，步道沿線都有猴群紀錄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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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砂卡礑步道猴群分布



圖13.砂卡礑步道早上調查時段猴群分布



圖14.砂卡礑步道下午調查時段猴群分布



3)布洛灣台地

• 猴群在穿越線調查沿線顯示平均分布，只有在台地聯絡道
路之前段位置有一個獼猴較易出現之區域。

• 早上調查時段則與下午調查時段在猴群地理分布上相似均
為沿著步道平均分布。

• 唯一早上與下午調查時段不同者，在於環流丘公園之猴群
只在早上出沒，而在山月吊橋橋頭附近之猴群則只在下午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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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布洛灣景點猴群分布



圖16.布洛灣台地早上調查時段猴群分布



圖17.布洛灣台地下午調查時段猴群分布



4)天祥地區
1)現地行為觀察
• 猴群分布有主要熱點首推青年活動中心與天主堂周圍。
• 其次是公車站前之主停車場西方之森林與文天祥公園附近
較為集中。

• 早上調查時段比下午時段所記錄之猴群數較高。
• 早上調查時段主要仍以青年活動中心與天主堂周圍為最主
要臺灣獼猴紀錄分布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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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調查時段則與全天調查紀錄相仿，有2大熱點主要以青
年活動中心與天主堂周圍與公車站前之主停車場西方之森
林與文天祥公園附近較為集中。

• 雖說天祥樣區總發現臺灣獼猴群次與其他樣區相仿，但前3
輪所發現之猴群數屬本樣區最高，但之後天祥樣區之猴群
發現數卻是在所有樣區中最低，是否與天祥地區110年9
月、10月之加強猴群管理措施有關，還需更進一步之觀察
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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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天祥景點猴群分布



圖19.天祥景點早上調查時段猴群分布



圖20.天祥景點下午調查時段猴群分布



2.天祥地區人猴衝突事件的分析與背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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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地行為觀察

• 根據全年猴群之密集行為觀察，發現臺灣獼猴之移動路線
幾乎繞著天祥地區四週轉，主要移動路線包括天祥青年活
動中心南方之道路上方樹林，之後就分成兩條路線。

• 一條路線跨過天主堂並由管理站西方森林區經過並至文天
祥公園，一條路線則由天主堂下方通過台8線省道至路邊
停車場與涼亭，並會在河邊步道上徘徊停留，且以第二條
路線記錄較多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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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天祥地區臺灣獼猴猴群分布範圍



圖22.天祥景點猴群移動密集觀察
(依據期初與全年(Aug.2021‐
July, 2022)野外調查結果)



猴群跨過台八線之路線

• 共有5處，一處在青年活動中心東側建築下方之斷崖，一為
天主堂下方，一為天祥管理站與餐廳街之間道路，一為餐
廳街與公車月台間道路，一為稚暉橋橋頭幾乎包括所有人
走的道路再加上獼猴才能走的斷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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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天祥景點猴群移動密集觀察
(依據期初與全年(Aug.2021‐
July, 2022)野外調查結果)



猴群每日開始與結束之起點與終點部分

• 前2輪以台電天祥會館最常在早上發現猴群由會館西方之樹
林區域出現，但第5、第6輪之調查則以青年活動中心下方
之台8線沿線出現最為頻繁，而每日猴群結束之地點在前2
輪最常在太魯閣晶英酒店東方之公園區域消失，第5、第6
輪之觀察則以天祥青年活動中心為消失之地點，或以文天
祥公園上方之塔比多部落舊址上方之森林為消失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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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天祥景點猴群移動密集觀察
(依據期初與全年(Aug.2021‐
July, 2022)野外調查結果)



3)獼猴食物來源調查
‧共記錄到316筆臺灣獼猴攝食的資料，其食物絕大部分均是
植物，主要採食葉子與果實上，其他尚有莖髓、花與嫩芽等
部位。亦有採食動物性食物，包括嘗試捕捉蝴蝶、啃食蜂蛹
與取食蜘蛛卵之紀錄。攝食之植物部位亦有季節性，夏冬季
節以果實為主，但春秋季則大量攝食葉子，其中嫩葉佔了不
少，但成熟葉子亦攝食不少。另尚有兩次獼猴搶奪遊客食物
紀錄。

‧天祥地區的臺灣獼猴平常會努力攝取天然之食物，幾乎甚
麼植物都會試試看，並不大會有挑食之情形，每種植物種類
也多少會吃一些，有些會吃得比較久，攝食的量也會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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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食之植物部位

• 攝食之植物部位亦有季節性，夏季與冬季以果實為主，但
春季與秋季獼猴卻以攝食葉子為主，其中嫩葉(53.1%, 
n=98)雖然佔了不少但成熟葉子(46.% , n=98)亦攝食不少。

• 莖髓部分之採食亦在春季大量發生(23.2%, n=112)，四月
之攝食部位最為多元且各部位採食之比例都很平均，花只
在四月才會被大量採食。在冬末至春初時植物生長萬物復
甦時，臺灣獼猴之食物非常豐富，植物各部分均可作為臺
灣獼猴之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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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太魯閣國家公園臺灣獼猴攝食植物部位百分比之季節分布39



圖24.天祥地區臺灣獼猴攝食植物部位百分比之季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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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天祥地區臺灣獼猴攝食成熟葉與嫩葉百分比之季節分布41



• 銀合歡、糙葉榕、黃椰子、野桐、山黃麻、光臘樹、蔓綠
絨與青剛櫟都是太魯閣地區較常被獼猴採食之種類。

• 天祥遊憩區的臺灣獼猴似乎對於遊客之食物亦非常喜歡，
若有機會只要遊客稍一不小心，臺灣獼猴若在遊客附近大
抵都會試圖搶奪遊客之食物，年齡較大之獼猴個體會伺機
搶奪遊客之食物，年紀較小之幼猴或嬰猴則會在草地、涼
亭或建築物中試著翻找各種可食之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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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太魯閣國家公園臺灣獼猴食物種類攝食頻率比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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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祥人猴衝突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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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11年2月15日起至111年4月9日止進行問卷發放，總計
回收399份有效遊客問卷，11份居民-商家質性訪談紀錄，
36份員工-志工質性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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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般遊客問卷



遊客與臺灣獼猴有關的認知

• 解決人猴衝突最主要之關鍵是人猴一起管理效果最佳
• 遊客之教育與宣導對解決人猴衝突議題亦廣受遊客認同
• 有關餵食造成獼猴族群增加與無故傷害臺灣獼猴會被罰款
遊客大抵都了解

• 有關人畜共通傳染病之互相傳染之題項，雖仍屬同意但相
較其他題項之平均數則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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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題 項 平均數 排序

9.
我認為管理和教育遊客並同時管理猴群雙管齊下，
才能真正解決人猴衝突之情形。

4.40
1

8.
我認為管理和教育遊客才是解決人猴衝突之關鍵。 4.03

2

4.
餵食臺灣獼猴可能會造成其繁殖率上升並使其族群
數量增加?

3.93 3

6.
你是否知道就算不是保育類野生動物，無故傷害也
會有罰鍰?

3.93 4

1. 臺灣獼猴具有危險性。 3.67 5

5.
你是否知道臺灣獼猴已經不是保育類野生動物? 3.66

6

3.
餵食臺灣獼猴可能會將人類疾病傳染給猴群? 3.64 7

2. 臺灣獼猴具有人畜共通傳染病? 3.47 8

7.
我認為只要單方面管理猴群就可消弭人猴衝突之現
象。

2.8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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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對接觸臺灣獼猴之行為規範之意見

• 整體來說遊客對這些規範贊同度很高，除了野外用餐部分
有稍低之分數。

• 不可餵食最被贊同，不可主動與獼猴互動第二高之贊同。
• 在天祥地區已告知臺灣獼猴與遊客衝突很嚴重需盡量減少
在戶外用餐，雖說仍屬偏向同意，但遊客並非完全同意，
可見遊客對來到國家公園進行參觀休閒活動時，仍有戶外
用餐之需要，可一邊參觀自然美景可一邊進行飲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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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題 項 平均數 排序

6. 不可以餵食臺灣獼猴。 4.44 1

5. 不可以逗弄獼猴或主動與獼猴互動。 4.34 2

2.

在人猴衝突嚴重之天祥遊憩區，遊客需配
合在戶外地區，手提塑膠袋、紙袋、提袋
需放置在背包或以衣物遮蓋。

4.29 3

7. 餵食臺灣獼猴會有相關罰鍰。 4.26 4

1.
在人猴衝突嚴重之天祥遊憩區，遊客需配
合於戶外地區，食物不外露。

4.25 5

4.
遊客最少需與獼猴保持5公尺以上之距離(
除非獼猴主動接近)。

4.16
6

3.
在人猴衝突嚴重之天祥遊憩區，遊客需配
合在戶外地區，不得用餐。

3.8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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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對降低人猴衝突策略與規範之意見

• 在對臺灣獼猴之管理措施上遊客壓倒性的還是以人力驅趕
猴群最為同意，

• 其次是收音機與移地野放各佔35.9%與29.8%。
• 移地野放亦有近3成之民眾同意，表示遊客對這項措施之贊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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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方法 次數 百分比

(n=392)
人力驅趕 259 66.1
鞭炮 101 25.8

瓦斯音爆器 60 15.3
收音機 121 35.9

BB彈 24 6.1

塑膠子彈 28 7.1

養狗驅趕 76 19.4
誘捕籠捕捉移除

(移地野放) 117 29.8

其他 1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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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遊客之規範與管制措施之意見，遊客壓倒
性的表示要設立告示牌(82.4%)，但加強宣導
(65.6%)與加強取締(56.2%)亦獲極高之推薦，
顯示遊客之宣導不管在靜態與動態之措施上都
要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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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方法 次數 百分比

(n=393)
設告示牌 324 82.4

發放摺頁 53 13.5

強制行前觀賞禁止餵食宣
導影片

65 16.5

設置監控攝影器材 107 27.2

加強勸導 258 65.6

加強取締與處罰 221 56.2

其他 2 0.5 60



罰款金額
次數 百分比

500元 52 13.6

1000元 54 14.1

1500元 24 6.3

2000元 42 11.0

2500元 16 4.2

3000元 87 22.8

4000元 20 5.2

5000元 39 10.2

>5000元 48 12.6

總和 382 100.0 61



3.太魯閣國家公園臺灣獼猴管理策略訂定、
操作與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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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食物是臺灣獼猴接近天祥人群之主因

• 戶外用餐與民眾在戶外攜帶食物又是最主要吸
引臺灣獼猴接近人群之主要原因，而其遠因可
能是出租車司機餵食，再加上天祥便利商店開
幕與遊客餵食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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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祥地區之天然食物足夠獼猴之所需，但獼猴仍會伺機尋
找與拿取人類食物，審視人猴衝突好發地點，都跟食物有
關，其中兩處為遊客休息用餐之處。一處為遊客熱門購買
食物飲料之處(便利商店門口)。人猴衝突發生情境共有以下
幾種：便利商店門口之搶食、戶外用餐民眾搶食、行走中
攜帶食物遭搶、露營車搶食、與獼猴拍照而起衝突、闖入
房間搜尋食物與祥德寺搶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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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臺灣獼猴之影響

• 1)改變其活動範圍
• 2)猴群內個體之關係緊張
• 3)發生意外風險大增
• 4)受人類疾病所感染
• 5)受驅趕而受傷
• 6)移地野放之衝擊
• 7)吃到對其健康有害之食物
• 8)被非法捕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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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天祥地區採分區管理

• 分成人猴衝突熱區，緩衝區與自然獼猴活動區。
–人猴衝突熱區為獼猴需特別注意之區域，區內獼猴若有
與民眾太過接近需進行驅離。

–緩衝區為觀察區，僅需定時巡查以監控遊客與獼猴是否
太過靠近。

–獼猴自然活動區為遊客罕至之原臺灣獼猴天然棲地，獼
猴活動不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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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天祥
地區
降低
人猴
衝突
管理
分區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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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群防治方法

• 以人力驅趕為最佳，驅趕之時段與地點再修正，配合穿螢
光工作背心來驅趕可收足夠之驅猴效果；亦可設置獼猴進
出天祥地區主要通道之阻攔設施，最後，以改善獼猴之天
然棲地來吸引獼猴遠離人群，回歸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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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景點樣區發展人猴衝突之評估

• 除天祥外遊客與臺灣獼猴之關係大抵都會與人保持一段距
離的，並無立即之人猴衝突事件之可能，為避免其他樣區
發生天祥地區之人猴衝突事件，最關鍵之重點即在避免臺
灣獼猴接觸到人類食物，尤其是一些常態性販售食物之地
點特別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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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規劃減少人猴衝突的宣導、解說及環境教育
(1) 舉行公聽會(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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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意見

• 人猴之衝突應雙管齊下：

–對遊客部分需加強宣導，公布遊客咬傷統計數字與遊客被咬傷之
照片，並可在公車上與國家公園網站上有跳出之廣告來多元宣導
不可餵食之資訊，而餵食民眾之加強取締與確實開罰，並在報章
雜誌上大肆宣導，將最為有效。

–對獼猴之部分，可加強驅趕，甚至使用漆彈槍，與移地野放均是
可行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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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移地野放外，使用麻醉槍更為有效，目前定時廣播宣導
來提醒遊客頗為有效，遊客亦會較為警覺，被猴群搶奪之
情形較為減少發生

• 而志工之驅趕與勸導亦收功效，應繼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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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坊之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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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順序 課程名稱 主講人
課程一 臺灣獼猴活動模式、活動範圍

與棲地喜好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助理教授盧堅富

課程二
臺灣獼猴之食性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助理教授盧堅富

課程三
臺灣獼猴行為與社會結構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助理教授盧堅富

課程四
臺灣獼猴防治方法(一)

農委會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中心

動物組
張仕緯組長

課程五
臺灣獼猴防治方法(二)

農委會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中心

動物組
張仕緯組長

課程六 臺灣獼猴族群生態、保育
與人猴相處規範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助理教授盧堅富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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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灣獼猴之生態行為環境教育素材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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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案之設計

• 以國小五六年級為對象來設計，為針對臺灣獼猴已有一定
了解之學生，設計臺灣獼猴進階教案--階級制度與攝食行為
之關係，透過戶外團體遊戲、短劇演出來深入了解臺灣獼
猴之階級制度對其攝食行為之了解，同學可經由對獼猴食
物多樣性與攝食行為之了解，明瞭獼猴之食性，並藉由表
情之演練與角色扮演來了解獼猴階級制度，並引申到當遇
到獼猴時應有之應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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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案之試用修正與推廣

• 為了解環境教案之實用性與被接受程度，於111年11
月18日與太魯閣國家公園轄區附近之在地小學秀林
鄉富世國小6年級班級進行合作試用。富世國小六年
級班級共有15位同學參加，其中男生8位、女生7
位，試教所用時間共花兩節課10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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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案內容之修正

• 尋寶遊戲之跑步20公尺或青蛙跳之次數，可以試各
班同學之體能與上課地點環境之差異由老師自行變
更，讓同學一邊活動筋骨，一邊以分組合作之方式
加強對獼猴食性之深刻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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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之修正

• 海報之圖卡黏貼用魔鬼氈不甚牢靠，容易在同學激烈競賽
中鬆脫，需再加強固定之黏膠

• 圖卡之圖片需再放大讓同學辨識更加清楚而容易
• 圖卡須經護背後較可重複使用
• 護背後之卡片若有銳角之部分須以剪刀修整以免同學誤傷
• 海報之張貼須有較穩固之看板，以免因同學在競賽中撞倒
撕扯毀損或造成同學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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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案參考資料之修正

• 獼猴天然食物種類之描述需再補強，讓任課老師在
教學時可以更詳細說明，讓同學對獼猴之食性有更
深入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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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案適用性評估

• 整體來說同學對學習單之各項學習活動中，獼猴臉
上表情辨識最為印象深刻，尤其經由班上同學的實
際學習模仿認為最為有趣，而對獼猴食性之瞭解，
人為食物部分之學習較有共鳴，應是人為食物對同
學較為熟悉之故，但有關人為食物對獼猴之健康危
害部分則是一知半解，對食物中是多糖、多油、多
鹽或是多其他添加物等部分常會辨識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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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案適用性評估(續)

• 整體來說本組環境教案，確實可引起同學對獼猴之
行為與動作涵義有更深入理解，並對與獼猴之遭遇
時應該有之行為規範有更清楚之認識，並可由學習
活動中提問更進階之問題，使同學能自發性關心臺
灣獼猴之保育議題，可見本環境教案有足夠之適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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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灣獼猴與遊客相處公約之解說牌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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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牌誌之設計
• 以簡潔宣導臺灣獼猴與遊客相處公約之四不政
策為主，除了告知遊客之獼猴應對規範外，亦
提到人猴衝突之根本原因為人為餵食所引起，
以提醒遊客切勿餵食獼猴而造成獼猴與人過份
接近，而引起人猴衝突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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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臺灣獼猴與遊客相處公約之解說摺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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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碰到臺灣獼猴時怎麼辦?

95



狀況二：盯上你並主動接近

臺灣獼猴對你有興趣，主動接近，一路尾隨。

應對方式：將所攜食物放入背包或以衣物確實掩
蓋，並切勿緊盯獼猴眼睛，或揮動所
攜棍棒或衣物，以反方向儘速遠離獼
猴，直到與獼猴相距10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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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四：拉扯衣物

臺灣獼猴開始拉扯你的提袋、背包或衣褲。

應對方式：安靜起身並快速離開，人站立時高度比獼猴
高，獼猴會暫時退避，切勿與獼猴大力拉扯
或攻擊獼猴，也不要有過大的動作或尖叫，
若食物已被獼猴拿取，請自動放棄絕不可設
法拿回，以免引發獼猴攻擊。

97



狀況六：遭咬傷

你已被臺灣獼猴咬傷。

應對方式：可尋求工作人員協助，或自行至醫院
療傷，並需至地區醫院進行後續檢查
是否有感染狂犬病、破傷風、或泡疹
B病毒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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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臺灣獼猴的表情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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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善時：嘴唇會快速震動來表示友善。
• 打呵欠：緊閉雙眼，並不自主地張大嘴巴，如人類打呵欠
一樣。

• 緊張或害怕時：眉毛上揚並睜大眼睛，嘴角則會往兩邊拉
開而露出牙齒，猶如人類露齒而笑，但其實獼猴代表的是
害怕與緊張。

• 威嚇時：獼猴會將嘴巴張大呈O型並露出牙齒，還會伴隨
「吼、吼」的警告聲，此為預警行為，並非攻擊行為。

• 攻擊時：張大眼睛與嘴巴，並露出牙齒，並快速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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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對猴子健康有害的食物?
• 人類的食物常經過多重處理，常常又多鹽多油
多糖，這對屬於野生動物的臺灣獼猴無疑構成
健康上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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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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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
• 於人群密集處張貼用字簡潔海報。
• 定時廣播人猴相處規範訊息。
• 請便利商店以口頭與於結帳機台以警語告知遊客塑膠袋與
紙袋不外露。

• 請飯店業者於遊客入住時告知人猴相處規範與門窗需時時
緊閉。

• 展示人猴衝突事件之統計數字。
• 各旅行社於行前需進行口頭宣達各項人猴相處規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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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 設置餵食監控錄影機。
• 於人群密集處設置人猴規範標誌牌。
• 設置人猴衝突好發地點警示標誌牌。
• 商家需改善垃圾臨時堆放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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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人員現場勸導需在連續假日，加強於人猴衝突好發
地點之用餐時間與下班時間以外之勸導工作。

• 餐廳業者確實清掃攤架與店面，不留食物殘渣，並
不得於戶外餵食貓狗。

• 飯店房間確實緊閉。
• 增加對獼猴進出天祥地區通道之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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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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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
• 於公共遊客休憩或室內用餐場域播放人猴相處規範宣導影
片。

管理
• 加強餵食取締工作。
• 獼猴進出天祥地區主要通道設置阻攔設施與種植生物籬笆。
• 獼猴天然棲地之改善。
設施
• 增加室內用餐空間。
• 戶外用餐設施縮減與改造。 108



長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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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完全禁止戶外用餐。
• 獼猴天然棲地之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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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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