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魯閣國家公園臺灣獼猴族群分布與經營管理計畫

前 言

材料與方法

結論與建議

太魯閣國家公園轄區內人猴衝突之情形目前日益嚴重，主要發生在天祥地
區，根據與天祥管理站工作人員訪談之結果顯示，獼猴為害之情形近幾年才開
始日益嚴重，且在秋冬季時可能因食物較為短缺，獼猴拿取遊客或商家之食物
較常發生，通常，猴群中只有少數個體有搶食之行為，幼猴好像比較害怕，較
少出手搶食。但猴群中搶食文化似乎已經有所傳承，在天祥附近2群獼猴中大
部分個體都會出手搶食食物，目前管理處雖已移除不少獼猴，但獼猴搶食之情
事還是時有所聞。

臺灣獼猴搶食可能造成之原因，有可能是遊客覺得有趣好玩之偶然餵食，
或是愛心大起的舉動，但因遊客餵食行為經常發生，可能讓獼猴覺得人群聚集
之處代表有食物，遂過度依賴人類之食物，當需求無法獲得滿足，遂至商家拿
取水果、進便利商店拿食物、或是至廟宇中拿取供品、飯店房間內找食物，而
只要看到遊客拿著各種塑膠袋，都會聯想到塑膠袋內裝有食物，遂趨前索討，
有時就會導致驚慌之遊客摔倒，或引起人猴衝突事件，造成咬傷遊客之情事發
生。雖然目前尚無發生重大遊客或商家受害事件，實應未雨綢繆，尋求獼猴為
害解決之道，或是透過經營管理之策略，將此人猴之緊張關係轉化為較為和緩
或是較正面之發展關係。

面對獼猴危害之處理方式，目前主要以人為驅趕方式進行，在人猴衝突嚴
重時，甚至將搶食的獼猴移除野放，但獼猴移除之作法對天祥獼猴危害之情形
只是讓獼猴為害情形銷聲匿跡一陣子，臺灣獼猴個體仍會不時試探遊客，尋找
這些容易獲得之食物來源，獼猴危害之情形並沒有減緩之趨勢，因此如何找到
適合天祥地區與其他國家公園景點之獼猴危害最適防治方法實為刻不容緩之工
作。

為了對臺灣獼猴這種珍貴的臺灣特有種靈長類進行保育，並對逐漸在園區
中蔓延的人猴衝突事件加以控制管理，甚至將這種衝突轉化為太魯閣國家公園
獨特之深度生態觀察特色，本計畫共進行以下四項工作：(1) 太魯閣國家公園
重要景點臺灣獼猴資源之詳細調查 (2) 天祥地區人猴衝突事件的分析與背景調
查 (3) 太魯閣國家公園降低人猴衝突管理策略訂定、操作與成效評估(4) 規劃
減少人猴衝突的宣導、解說及環境教育。

本計畫為達到前述所提之目標，其研究方法分別詳述於後：

(一)太魯閣國家公園重要景點(以天祥地區為優先)臺灣獼猴族群調查：了
解園區內各主要旅遊景點之臺灣獼猴之基礎資料，收集之資料包括各景
點臺灣獼猴之族群狀況，包括其族群數量大小、猴群組成及分布範圍。

(二)天祥地區人猴衝突事件的分析與背景調查：針對天祥地區之遊客、商
家、當地居民與管理處員工進行問卷調查，以了解其與獼猴之接觸經驗，
及可接受之人猴相處規範或獼猴防治方法各項方案之接受程度。

(三)太魯閣國家公園降低人猴衝突管理策略訂定、操作與成效評估：根據
前項工作所蒐集之問卷結果，並參考國內外文獻資料擬具國家公園各景
點最適獼猴防治方案與因應策略，並由這些防治策略發展出防治方法之
操作步驟，與建立後續防治方法成效評估系統。

(四)規劃減少人猴衝突的宣導、解說及環境教育:將所有利益關係人召集
起來。並對其進行宣導，並對人猴相處之規範進行討論，亦要協商如何
進行獼猴防治之各種可能性之方法，藉由座談會與工作坊之進行，讓當
地民眾與商家在面對臺灣獼猴時更能有效保護自己之財物，但同時又可
保育臺灣獼猴；另外也讓國家公園之員工與志工在面對獼猴時能更有效
率的分隔人猴，導引獼猴；而對遊客持續之宣導與解說，亦可透過摺頁
之設計、解說牌誌之設計來加強遊客對臺灣獼猴保育之認識，以減少人
猴衝突情事之發生。

人類食物是臺灣獼猴接近天祥人群聚集區之主要原因，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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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共記錄到臺灣獼猴
之食物種類包括39種植物種類，3種動物種類與2次人類食物，其食物絕大部分是植
物，採食部分集中在葉子與果實上，其他尚有莖髓、花等部位。攝食之植物部位有
季節性，夏季與冬季以果實為主，但春季與秋季獼猴以攝食葉子為主。天祥地區之
天然棲地足夠臺灣獼猴之所需，但人類食物對獼猴有極大吸引力。

各景點樣區發展人猴衝突之評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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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遊客與志工之訪談結果，禁止戶外用餐部分需好好討論，並需有適當之室內
用餐區之規劃，且應是在人猴衝突嚴峻時才會完全禁止在天祥地區戶外用餐，而對猴
群之管理人力驅趕還是最受支持，而移地野放之採用只在人猴衝突嚴重時才會施行，
且其施行後之追蹤與可能造成之衝擊亦需進行討論。根據公聽會之意見交流，認為人
與獼猴都需管理，而對獼猴之管理並不排斥較侵入式之措施像移地野放，甚至使用漆
彈槍或獵槍都可以接受；而對於遊客之管理亦覺得可加大力道，像張貼每月被獼猴咬
傷之遊客統計數字或是照片都是可以收到功效，甚至加強取締餵食，最為贊成。

若要完全杜絕人猴不正常之接觸，分區管理為必要之措施，不同區域採取不同強
度之管理措施，天祥地區可大抵分成3區，人猴衝突熱區、緩衝區與自然獼猴活動區，
其中人猴衝突熱區屬於獼猴需密集觀察管理之區域，若有獼猴進入需密集監控，若有
人猴太過接近需立即介入隔開人猴；緩衝區屬於觀察區容許獼猴活動但需定時巡查，
監控遊客與獼猴之距離，若兩者太過接近，需勸離遊客但不驅趕猴群；獼猴自然活動
區屬遊客罕至而臺灣獼猴原來之天然棲地，對獼猴活動不介入干涉，若有遊客進入則
告知需自行避免與獼猴太過接近。

摺頁是國家公園或是休閒旅遊管理機關，用來傳遞其管理資訊與希望遊客合作之
用。太魯閣國家公園天祥地區因遊客與臺灣獼猴衝突事件日趨嚴重，為了減少人猴衝
突之發生，對遊客宣導人猴相處規範訊息就變得非常重要，而其中告訴遊客當遇見獼
猴時之應對方式就極為重要，為本摺頁主要訴求之重點。另外，了解獼猴之表情含意，
以免因誤解獼猴表情而會錯意，造成人猴衝突為另一想傳遞之訊息，最後，為提供對
獼猴健康有害人類食物之資訊，來降低遊客之餵食意圖。摺頁共包含三項主題：1.碰
到臺灣獼猴時怎麼辦？2.臺灣獼猴的表情知多少？3.對猴子有害的食物。

人類食物是臺灣獼猴接近天祥人群聚集區之主要原因，而戶外用餐與攜帶食物又

是最主要吸引臺灣獼猴接近人群之因素，因此應盡量建議遊客減少戶外用餐與戶外攜

帶食物，盡量選擇室內用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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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之猴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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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盧堅富 助理教授

計畫執行機構：中國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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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太魯閣國家公園之臺灣獼猴猴群大小由18隻至38隻一群不等，平均之猴群

大小為24.0隻獼猴，而天祥地區之猴群主要共有2群雙性猴群，猴群約23-30隻1

群，公猴3-4隻，母猴9-11隻，亞成猴3-4隻，幼猴8-11隻，嬰猴1-3隻，有一群
單性猴群包括2-3隻公猴，在雙性猴群周圍活動。猴群之活動範圍包括不少天然
棲地，但因受人類食物所吸引，會來到人群聚集之地點活動並伺機找尋食物，
猴群確實可整天都在天祥地區完整度過，若食物充裕不會移動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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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用餐民眾遭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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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類
對臺灣獼猴之影響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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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