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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石虎保育協會 

2021 守護石虎公益勸募計畫 

募得款使用情形暨執行成果報告書 

壹、目的 

藉由 2021 守護石虎勸募計畫辦理的過程提升全民對保育類動物石虎及其棲息環境

的認識，更能將勸募所得作為推動石虎暨其棲地環境保育，參與石虎相關議題事務、

推廣石虎保育教育，促進人與石虎和諧共存、推動石虎生態相關研究等各項工作之

經費。 

貳、期間 

准予勸募活動期間 110/01/01 至 110/12/20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110/01/01 至 110/12/20 

參、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091364482 號 

肆、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收    入：$ 720,736 元 

利    息：$ 56 元 

合    計：$ 720,792 元 

收入 

110/1/1~110/12/20 收入 $720,736 元 

110/1/1~110/12/20 利息收入 $56 元 

合計 $720,792 元 

 

募得款項支出金額：     $720,792 元 

本會自籌支出金額：     $9,865 元 

合            計：     $730,65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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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經費支出 

支出 

項目 
募得款項支

應金額 

本會自

籌支應 
合計 

必要支出-募款專案人事費 

(工作人員薪資及保險費) 
106,710 942 107,652 

必要支出-雜支 1,408 7 1,415 

專案人員人事費(薪資+保險、退休金) 266,357 0 266,357 

講座鐘點費 24,000 0 24,000 

資訊服務費 25,011 0 25,011 

宣導廣告費 103,512 0 103,512 

物品 30,339 8,430 38,769 

交通費 57,766 0 57,766 

活動支出 67,995 0 67,995 

郵資+運費 15,319 486 15,805 

電信費 16,395 0 16,395 

出席費 0 0 0 

雜支 5,980 0 5,980 

合計 720,792 9,865 730,657 

淨收入$ 720,792 元－支出$ 720,792 元 ＝餘額 $0 元 

淨收入 

募款收入 $720,736 元 

利息收入 $56 元 

支出 $720,792 元(募款金額支出合計) 

合計 $0 元 

本案已自籌支應金額 $9,865 元 



3 
 

伍、本年度專案執行內容與成效 

本年度募得款項 720,792 元，主要辦理工作為環境教育推廣及參與石虎相關議題公

共事務。 

一、本年度本會石虎及棲地保育教育規劃多元型態教育推廣，共執行 94 場次，共

2499 人次參與。以下為推廣教育執行類別： 

1. 到校推廣共執行 61 場次，共 1948 位師生參與受惠。 

序號 場次類別 執行場次 

1 全國各地學校石虎保育宣導課程 共 19 場次 

2 台中國中、小學學校(實體、線上講座) 共 28 場次 

3 長期到校課程 共 9 場次 

4 一日課程 共 5 場次 

        2.本會執行志工增能培訓課程共執行 3 場，共 82 人次志工參與受惠 

        3.演講與導覽共執行 23 場次，共 217 人次參與受惠。 

        4.生態給付工作坊及專題工作坊共執行 7 場次，共 252 人次參與受惠。 

二、全國各地完成 17 場教育擺攤推廣 

場次 舉辦日期 場次類別 

第一場 01/03 這裡五千 雪山腳市集 

第二場 01/19 這裡五千 雪山腳市集 

第三場 02/07 苗栗捐血站擺攤 

第四場 02/21 這裡五千 雪山腳市集 

第五場 03/14 這裡五千 雪山腳市集 

第六場 03/28 這裡五千 雪山腳市集 

第七場 04/11 這裡五千 雪山腳市集 

第八場 04/25 這裡五千 雪山腳市集 

第九場 09/26 這裡五千 雪山腳市集 

第十場 10/02 2021 臺北動物保護月-世界動物日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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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場 10/10 這裡五千 雪山腳市集 

第十二場 10/24 野餐市集 

第十三場 10/31 這裡五千 雪山腳市集 

第十四場 10/31 2021 里山生活市集 

第十五場 11/07 這裡五千 雪山腳市集 

第十六場 12/19 烏眉彩繪牆擺攤 

第十七場 12/19 這裡五千 雪山腳市集 

 

三、推動石虎相關計畫與議題 

1.推動苗栗縣石虎重要棲地內國產署土地認養計畫。 

        2.協助苗栗縣「石虎路殺」、「石虎入侵雞舍」通報。 

    3.關注石虎與棲地相關環境影響評估 

    (1)長春石油化學苗栗廠及苗栗二廠整體暨擴建計畫第六次環境影響調 

    查報告書(2021/12/15 第 1 次審查會)。 

 (2)苗栗育達科技大學暨造橋學園社區開發案(2021/11/12 第一次變更 

 內容對照表初審)。 

(3)新竹科學園區第四期擴建用地銅鑼科學園區開發計畫(2021/1020 環差第 3

次，修正再審、2021/8/27 環差第 2 次，修正再審、2021/7/1 第五次環差第

1 次小組會議，修正再審)。 

(4)苗栗市福爾摩莎軟體產業園區開發案(2021/10/20 第二次初審，修正後再

審、2020/5/29 環評第一次初審)。  

(5)苗栗市福爾摩莎遊憩設施區(旅館)開發案(2021/10/20 第三次初審，修正後

再審、2020/5/29 第二次初審、2019/3/22 環評第一次初審)。 

(6)苗栗縣造橋鄉香格里拉遊樂區案(2021/10/8 第 72 次大會、2021/3/25 環

評第四次初審，修正後送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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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苗栗縣福祿壽殯葬園區興建營運計畫 BOO(興建-擁有-營運 )申請案

(2021/10/1 第 71 次大會、2021/7/14 變更內容對照表第 1 次審查會，10/14

前補充修正)。 

(8)鳥嘴潭人工湖下游自來水供水工程─鳥嘴潭淨水場(2021/8/31 變更內容對

照表第二次審查會)。 

(9)覺行寺開發案(2021/10/1 環差第一次)。 

(10)三義文化產業園區開發案(2021/9/17 第三次初審、2021/5/14 二階環評

第二次初審、2021/1/13 第一次初審)。  

(11)苗栗縣銅鑼鄉銅科北側產業園區開發案(2021/9/6 說明會)。  

(12)苗栗縣造橋鄉冠軍產業園區開發案(2021/9/1 說明會、2021/6/16 說明會

(因故取消))。 

(13)苗栗縣出磺坑地區優質環境改造計畫-客家桃花源案 (2021/9/1 大會修正

後通過、2021/3/18 環差第三次、2020/9/7 環差第二次、2020/4/23 環差第

一次、2020/10/30 第二次變更內容對照表通過)。  

(14)128線通霄至銅鑼段道路拓寬改善工程案(2020/11/17環現差暨環差大會

通過)。  

(15)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2020/12/23 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委員會第 389 次會議通過審查)。 

(16)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路(原國道4號豐勢交流道聯絡道計畫)(2020/2/4

「臺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78 次會議通過) 。 

(17)長春石油化學苗栗廠及苗栗二廠整體暨擴建計畫(2020/4/9 第五次環調

書-苗栗縣第 66 次大會通過、2021/01/29 第四次變更內容對照-苗栗縣第 68

次大會通過)。 

(18)擴大月稱光明寺案(2021/1/21 範疇界定會議第二次、2020/12/18 內政部

區域計畫委員會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2020/9/21 完成範疇界定生態部分) 。 

(19)鴻禧太平高爾夫球場變更籌設面積申請案(替代方案)(2020/9/5 公開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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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苗栗市文山段 175 地號等 7 筆土地住宅新建工程(2019/10/14 撤案)。 

(21)苗栗縣中二高(台六線與台十三線)聯絡道路新闢工程 (2021/4/30 第三

次環差-苗栗縣第 69 次大會通過)。  

(22)苗栗縣銅鑼鄉銅科北側產業園區開發案(2021/5/31 說明會(因故取消)。 

(23)苗栗通霄中山段建順產業園區開發案公開會議 (2021/7/27 公開說明

會)。  

(24)嘉達興業有限公司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案 (2021/7/27 公開說明

會) 。 

(25)苗栗通霄通灣段及北勢窩段產業園區開發案(2021/7/27 開工前公開說明

會) 。 

(26)小山勇土石方資源堆置場環境影響說明書第2次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及因

應對策(2021/8/12 專案小組初審第二次會議；2021/3/18 專案小組初審第一

次會議，補充修正後再審) 。 

(27)關心農地變更型光電案，並持續與政府單位及業者溝通光電申請案件資訊

公開及審核標準 。 

(28)苗栗縣銅鑼鄉竹森太陽光電廠開發計畫(2021/8/2 專責審議小組專案小組

第 1 次會議，建議「不予許可」，送大會討論)。 

陸、工作效益 

本年度藉由推動石虎棲地保育教育、關注環境評估以及非都開發等工作達成： 

1. 透過石虎保育、生態、棲地教育，使社會大眾均能藉由了解石虎、愛護石虎進而思

考人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的意義與價值。 

2. 藉由監督公共工程暨與政府單位合作、降低人類與石虎之衝突，創造共存模 式。 

3. 未來將持續相關工作，已更了解石虎棲息環境與面臨危機、降低人類與石虎之衝突，

創造共存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