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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創意畫觀點 邀你關心動物福利 

好讀手繪報

從決定議題、資料收集、統整解釋、文章書寫到版面設計，手繪報可以訓練「跨域策展力」。圖為歷屆手繪報高中職組第一名。（圖／聯合報教育事業部提供）

文／羅佑純

提到「動物」，你想到什麼？是想趕快

回家陪牠玩的毛小孩？住在動物園或跟著

馬戲團巡演的猛獸？抑或是農場鄉間裡的

家禽家畜？你認為，牠們現在的生活環境

是最適合的所在嗎？

動物與人類之間有各種關係，也有愈來

愈多人關心如何和動物一起在地球上共生

共榮。將於5月登場的「第五屆好讀周報手

繪報大賽」，以「動物人間事」為主題，鼓

勵學生融合創意巧思、提出多元永續觀點

，以手繪報紙的形式，呈現動物跟人類互

動中，遇到的困境以及人們對應的作為，

也可以是針對某項和動物有關的特定議題

，報導現況並說明看法。

聯合國提出2030永續發展目標（SDGs）

，包括消除貧窮飢餓、公平接受教育、性

別平等、環境永續等17項細則，聯合報是

國內主流媒體，不僅鼓勵員工要環保、節

能，也發揮媒體職責，持續推出永續議題

的深度報導。

本屆「好讀周報手繪報大賽」分為「線上

下標」、「手繪報徵件」兩項比賽，「手繪報

徵件」比賽著重議題與思辨，邀請學生圍

繞年度主題，透過決定議題、資料收集、

統整解釋、文章書寫、版面設計等過程，

培養「跨域策展力」。因此，學生必須自

行決定辦報題材，兼顧「主題的多角解釋

、版面的多元呈現」，充分展現作品原創

性。

「線上下標」從5月1日起連續5周舉行，

邀請大家當編輯，重新幫《好讀》周報「圖

擊隊」文章下標題，不僅考驗大家的創意

、閱讀力、理解力，盼號召線上線下百所

千人響應，傳承賽事「體驗文字魅力，享

受辦報樂趣」之核心價值。

主辦單位今年與新北、花蓮及宜蘭親師

生平台合作，在新北、花蓮及宜蘭就讀的

同學，只要投稿「線上下標」時填寫親師

生平台的「帳號email」，就有機會獲得加

碼好禮。

此外，主辦單位線上公開前四屆得獎作

品，提供學生賽前觀摩。更多活動詳情可

至聯合學苑查詢，網址：udncollege.udn.

com。

延續前兩年「永續發展的環境保育」、「食在永

續」賽事主題，今年手繪報徵件主題聚焦在動物

福利、永續消費與生產等議題，首度獲得家樂

福文教基金會贊助。

家樂福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蘇小真表示，家樂

福自2018年執行「食物轉型計畫」，陸續推出非

籠飼雞蛋、動物福利鮮奶、透明土司等商品，

除了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12項「負責任的

消費與生產」，帶領國人關注經濟動物福利議題

，將「與自然共好」的概念從產地延伸到餐桌。

不僅如此，家樂福今年還推出「食物轉型，

從i開始」活動，提供更多友善有機種植的農作

物、永續方式捕撈的海鮮、符合友善飼養的牛

奶與雞蛋，方便消費者買到符合動物福利的畜

禽產品，以實際行動支持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

，發揮消費者的影響力，讓地球生生不息。

家樂福文教基金會

贊助手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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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蛋雞自由〉系列全文及更多延伸閱讀可上活動

網頁瀏覽：udncollege.udn.com/hand-drawn2023

好讀開放頭版舞台，

鼓勵同學手寫手繪辦報，

培養「跨域策展力」。

今年大賽探討「動物人間事」，

邀大家一起思考人們如何與動物共生共榮。

以下是老師示範的議題思考過程。

教學設計／張日郡（清華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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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友善雞蛋 產銷雙贏

文／記者郭琇真

近年來，動物福利雞蛋成長近10%，市占率

仍不高。現行難題是，友善飼養成本較高，

蛋農即使投入轉型，如果缺乏自行銷售的本

事，再優質的蛋也得賤賣給蛋商，是蛋農、

消費者雙輸。

說到底，消費者願不願意以消費支持動物

福利、投動物一票，正是產業轉型的關鍵。

「台灣蛋價太便宜。」中興大學動科系名

譽教授李淵百表示，民國47年一斤雞蛋賣14

元，當時台灣人平均月薪300至500元；60年後

，薪水成長100倍，蛋價卻只翻倍，一斤在25

至30元間，「消費市場過度追求便宜，農民

只好壓榨動物來降低成本。」結果卻是層出

不窮的食安問題，雞蛋檢出芬普尼等動物用

藥。

國際趨勢…重視經濟動物

重視經濟動物的處境是國際趨勢。農委會

在2015年發布「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

」，明文定義雞蛋的「友善生產」方式，包

括：「豐富籠」、「平飼」和「放牧」3種模

式。但指南沒強迫性，許多大規模蛋農考量

友善飼養會提高成本，也怕習慣便宜雞蛋的

台灣消費者無法接受，始終不敢踏出第一步

。

支持關鍵…認識動物福利

提升消費者對動物福利的認知，是第一道

解鎖關卡；若消費意識改變，要求賣場提供

動福蛋；那麼，通路就會要求供應商改善動

物福利，才能形成善循環。

去年5月，法商家樂福跟隨母國政策，率先

在全國各門市設立「非籠飼友善雞蛋專區（

只賣平飼和放牧雞蛋）」。家樂福企業社會

責任總監蘇小真指出，消費者不是不願意花

錢買好蛋，只是沒有容易辨識的標章，能夠

方便地將消費轉為支持。

建立標章…方便大家選購

讓有心支持動物福利的消費者，知道去哪

選購，標準如何，是第一步。動物福利發源

地英國，動保團體推出驗證標章，並組成稽

核員到產地檢視生產環境；有公信力的標章

，貼在每顆雞蛋上，甚至有各別生產日期，

在數家連鎖超市都很容易看得到、買得到。

跟著這步伐，家樂福和台灣動物社會研究

會攜手推廣「友善雞蛋聯盟」標章，由畜產

專家參與產地稽核，為生產方式確實把關。

建立標章不只讓消費者容易辨識，也可幫

助農民。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副執行長陳玉

敏說，畜產專家到牧場稽核，可蒐集農民轉

型碰到的飼養問題，帶回來做研究或詢問其

他專家，這能鼓勵更多蛋農投入，讓產業朝

共好邁進。� （摘自聯合報）

茂林畜牧場主人林智傑用室內平飼方式養蛋雞，給雞自
由空間。� 圖／林智傑節提供

家樂福率先在全國各門市設立「非籠飼友善雞蛋專區」。圖／家樂福提供

餐桌上的

動物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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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格子籠雞

文／記者郭琇真　圖／本報資料照片

「咕、咕、咕！」一日中午，彰化芳苑某

蛋雞舍傳來雀躍雞鳴聲，蛋雞在門邊踱步，

蠢蠢欲動。喀啦一響，閘門緩緩升起，蛋雞

爭先恐後奔向樹叢，有的甚至振翅一飛，飛

了一、兩米之遠。

在台灣，蛋雞們有著截然不同的生長環境

。有的蛋雞可以自由走動，飛高飛低，甚至

到戶外覓食，在砂堆裡洗澡。蛋農每天巡雞

不只是關心牠們健康，還會打開所有感官和

雞互動，觀察牠的眼神、糞便、呼吸聲等，

來了解牠們快不快樂。

年產73億顆 9成產自格子籠雞

但有些蛋雞就沒那麼幸運了。在短短的兩

到三年生命裡，牠們被關在只有A4大小的格

子籠，和1至3位同伴擠在一起，無法展翅、

飛翔、理毛，甚至睡也睡不好。

台灣1年雞蛋產量高達73億顆，雞蛋幾乎是

國人每日必需品。不過據估計，有9成雞蛋產

自格子籠雞。

各國不遺餘力改善蛋雞生產環境，1999年

歐盟頒布禁令，要求會員國2012年起廢除格子

籠，改以動物福利方式飼養，該措施吸引澳

洲、紐西蘭等國跟進，已成國際趨勢。

不僅如此，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從科

學研究發現，動物福利和食品安全息息相關

。動物生活若感到舒適，能表現自然行為，

免於疼痛、恐懼等心情，動物會比較健康，

這也會讓人類的生活健康獲得保障。

飼養環境好 雞隻健康不易病死

飼養蛋雞十多年的全佑牧場負責人張建豐

體悟很深。以前用8吋的格子籠養蛋雞，平均

一天會有3至5隻死亡，很依賴動物用藥。「

只要看到有雞生病，即便多數蛋雞是健康的

，但為防止傳染，農民通常會全場投藥，導

致藥殘蛋問題層出不窮。」他說。

他花5年做實驗，籠子愈換愈大，從8吋擴

大到1呎、1.2呎，發現雞隻死亡率降到一天一

隻，有時甚至零死亡，他更確定：「蛋雞飼

養環境好，就愈健康。」

格子籠早在1930年代在美國被發明出來。

，若未對動物監控治療，一旦爆發會衝擊人

類生存，這也是為何OIE也加入提倡行列的原

因。� （摘自聯合報）

「格子籠」飼養方式是將2至4隻產蛋母雞，一輩子關在A4紙張大小的窄小籠子裡。

餐桌上的

動物倫理

研究禽畜行為學的中興大學動科系名譽教授

李淵百說，格子籠好管理，經濟效益高，與

糞便隔絕，可降低一些疾病（如球蟲病）

的發生，被世界各地廣泛使用。

飼養太密集 格子籠雞彼此相殘

可是飼養密集壞處很多。在美國念

書時他發現，格子籠雞易互相傷害，

拔掉自己或同伴羽毛（啄羽），嚴重

會歇斯底里，有人進雞舍，蛋雞會不

斷尖叫，甚至跳起來，無法磨短的腳

爪會刮傷同伴，造成產蛋率下降。此外

，狹窄的空間讓蛋雞無法展翅，也無法做

砂浴理毛；蛋雞在籠子裡缺乏運動、曬太陽

，到了產蛋末期骨骼很脆弱，被淘汰時翅膀

或腿骨容易被折斷。

動物的福利 嚴重影響人類健康

「動物福利不只是動物的事情，嚴重會影

響到人類健康。」中興大學動科系助理教授

林怡君說，許多人畜共通傳染病，如禽流感

05

2019
10.28
星期一

好
讀
周
報

影
響
力用五感養雞

感謝付出 讓牠快樂

文／記者郭琇真　

「我常在想雞快樂嗎？」望向前方的蛋雞舍

，苗栗縣茂林畜牧場負責人、50出頭的林智傑

說，「每天巡雞，可以知道牠今天心情好不好

；蹲下，觀察雞的眼神對不對、有沒有流鼻涕

、羽毛漂不漂亮？」

把自己當感應器

林智傑像在說「奶爸經」，五感經驗全用上

了。抓一把雞糞便搓搓，嗯，是太水還是太乾

？再聞聞空氣中阿摩尼亞的味道，是不是重了

些？那可能代表雞舍通風不好。耳朵要打開，

聽雞群的呼吸聲：有沒有咳嗽、卡痰？再來是

用皮膚感受，對雞太熱還是冷？

「把自己當sensor（感應器）──你如果舒

服，雞就舒服。」林智傑連珠炮地說。

他曾到澳洲工作，回台後曾養肉雞，但肉雞

每32天就要交到肉商手上，「妹妹總是很感傷

，捨不得告別」，於是改養蛋雞，至少可以相

處兩年。

散步的雞更健康

和妹妹養白肉雞時，一坪養50到60隻，雖然

不像蛋雞關在籠子裡，卻怎麼都養不好；砍半

，只養廿到卅隻，雞擁有更多的展翅及活動空

間後，就不容易因為散熱不易，產生「熱緊迫

」而呼吸急促、抵抗力下降。所以可以散步的

雞更健康，能大幅減少動物用藥，死亡率也降

低。林智傑4年前轉養蛋雞時，二話不說採用

動物福利的方式來飼養蛋雞。

林智傑說，蛋雞原本就有高棲的習性，會因

為社會地位高低，進行輩分排列。傳統格子籠

飼養限縮了自然行為，影響生理表現。他雞舍

的棲架約有1米高，蛋雞常高飛排排站；讓他

驚奇的是，有隻蛋雞還嫌不夠高，索性飛上4

米高的屋頂梁柱，「叫都叫不下來，算了，牠

高興就好。」

體貼雞想要什麼

「體貼雞想要什麼」的同理心，大概是以動

物福利方式養雞農民的共通特性。

在彰化縣芳苑鄉飼養放牧蛋雞的御品園負

責人陳郁雄是斜槓蛋農，邊經營工廠，邊和朋

友種樹、養蛋雞。他最愛在中午飯後，看蛋雞

群散步。這時間雞群剛吃完飼料，自動地靠在

門邊等待「放風」。閘門一開，歡叫著從室內

衝到滿是樹蔭的放牧區，這裡啄啄、那裡抓抓

，優閒踱步充分展現雞的本性。「這個情景，

真的很療癒。」陳郁雄說。

林智傑說，改用動物福利方式飼養，會很在

乎雞的感受。小雞長到可以產蛋的18周大，大

概「有3歲小孩的人類智商，會認人，會飛來

你肩膀玩」。在乎自己養的動物，感謝牠們的

付出，想辦法讓牠們快樂，農民的快樂就在這

裡。� （摘自聯合報）

每日午後，御品園會開門讓蛋雞到放牧區走走，找東西吃。記者李欣澄／攝影

拆掉格子籠，蛋農發現蛋雞變健康了。圖／張建豐提供
　

宜蘭大學在五結校區開牧場養「龍門雞」，主打動物福
利，在學校員工消費合作社是搶手的人氣商品。
� 圖／宜蘭大學提供

餐桌上的

動物倫理

請搭配閱讀《好讀》538期〈讓蛋雞自由〉系列報導，

回答以下問題。

①請找出該則新聞「3個」重要關鍵字。

參考回答：格子籠雞、動物倫理、動物福利。

②文中所提動物碰到的「2個」困境。

參考回答：

A.�格子籠雞因為密集飼養，導致雞隻會互相傷害，

使產蛋率下降。

B.�格子籠雞因爲缺乏運動、曬太陽，導致淘汰時翅

膀與腿骨容易被折斷。

③人類針對這「2個」困境做了哪些行動？

參考回答：

A.�針對密集飼養，人類改善環境，重視動物福利，

雞隻也較健康不易死亡。

B.�家樂福成立「非籠飼雞蛋專區」，並建立認證標

章，提升消費者對動物福利的認知與消費行為的

改變。

④嘗試提出「1個」對我最重要的啟發。

 （可用文字或圖畫呈現）

參考回答：

　我們可以藉由《好讀》的報導，更理解蛋雞作為

經濟動物所碰到的生存與生產難題，所幸某些企業

如家樂福，已經藉由諸多對動物友善的方法，比方

設立「非籠飼雞蛋專區」，兼顧蛋雞的動物福利，

又能生產優質雞蛋，因此創造蛋農、商家、消費者

三贏的局面。

⑤延伸查詢「1個」相關資料。

參考回答：

　一般農場或牧場動物多有經濟目的，《好讀》629

期曾報導〈不產牛乳的牧場〉，介紹牧場主人格德

斯因聽小牛找母牛的哭聲數十年於心不忍，於是賣

掉牲口想結束營業，卻因買家載不完，只好將剩餘

牲口放回自己牧場，興起把牧場轉型為動物退休之

家的念頭。文章令人反思退休動物老年生活的問

題。

看
活動

即日起到6/17，好讀邀你以「動物人間事」為主題設計手繪報，作品

須有報紙元素，且主題突出、圖文布局合理。投稿分為國小、國中、高中職三

組，各組錄取前三名及佳作數名，前三名可得家樂福提貨券、獎狀，佳作可得獎

狀、家樂福精選商品，詳情可上聯合學苑，或洽(02)86925588分機3280。

第五屆好讀手繪報大賽 徵件中

從農場到餐桌，善待動物

、建構動物關懷兼具經濟效益的生產

系統，是食物供應商努力的方向；從

餐桌到農場，消費者選擇更多優質商

品，翻轉過去的飲食思維，從需求端

創造改變！作為生產商和消費者中間

的橋梁，「家樂福」在這場食物轉型

革命中扮演關鍵角色。

從2018年開始，因為雞蛋食安事件頻

傳，台灣家樂福開始重視產業生產系

統源頭管理，於全國門市設置「非籠

飼雞蛋專區」，與台灣動物社會研究

會合作，從一顆蛋開始，透過消費力

量改變生產與供銷體系，提升動物福

利並且為食安把關，因此成為家樂福

集團在亞洲唯一獲得世界農場動物組

織（CIWF）頒發「金蛋獎」的通路。2021

年家樂福更推出動物標章鮮奶、友善

石虎保育的香蕉等履歷認證水果、維

護雨林生態的咖啡，並且從飼料到屠

宰過程，改良畜禽、魚類的生產鏈。

看
企業

從餐桌到產地 家樂福關心動物福利


	31291
	31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