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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竹市立動物園作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動物園之一，自開園以來承載了無

數市民的回憶，並為各地遊客提供了了解動物的窗口。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和

社會需求的改變，早期的設施逐漸顯得老舊，無法滿足當前的運營需求與市民

對動物福利和生態教育的期望。為了適應現代化要求並提升整體遊園體驗，新

竹市政府決定展開大規模的動物園改建計畫，以增進動物福祉、推動生態教

育、以及提升市民休閒活動的質量。 

    進入 21世紀，新竹動物園於 2002年進行了大規模的重建與擴建，這一轉

變不僅是對硬體設施的提升，更是理念上的重大變革。新的設計注重動物的棲

息環境，致力於創造一個更自然化、符合動物習性的生態環境。此外，動物園

也開始注重教育功能，設計了多樣的教育活動，讓參觀者能夠更深入地了解動

物的生活習性及保護意義。這種以保護和教育為核心的理念，不僅提升了動物

園的整體品質，也使其成為社區中重要的生態教育基地。 

    此次改建不僅是硬體設施的更新，更是動物園整體營運理念的革新。現代

動物園的功能早已超越展示，逐步成為保育教育的重要場所，旨在向公眾傳達

愛護動物與環境保護的概念。因此，透過這次改建，動物園將更注重生態保

育，並融合當代的環保、綠能與無障礙設計標準，為市民和遊客提供一個更安

全、舒適的遊園環境。同時，也希望動物園能成為新竹市綠色休閒的一部分，

推動城市形象的提升，並與周邊文化歷史景點共同發展，進一步豐富新竹市民

的生活質量和文化認同。 

    新竹動物園的故事，見證了台灣在動物保護與生態教育方面的進步與努

力。它不僅是新竹市民的驕傲，也是所有熱愛動物與自然的人們心中的一片淨

土。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未來的新竹動物園將繼續擔負起保護動

物、推廣教育的重任，成為更多人心中的生態聖地。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

禁要思考，動物園的存在意義究竟是什麼？是單純的觀賞，還是更深層次的理

解與保護？這將是我們在探訪新竹動物園過程中，值得深入思考的課題。 

    我小時候居住在附近，曾多次與家人一同前往參觀改建前的新竹動物園，

對其印象深刻也發現許多不便，因此決定以此為題。 

 

 

 



實際勘查 

    舊新竹動物園，我發現園區內有一些需改善的問題。首先，動物園內的地

面多為泥土，且路面凹凸不平，給行走帶來不便，尤其是在雨天，泥濘的路面

讓遊客行走困難。此外，園區內缺乏完善的無障礙坡道設施，這對於有特殊需

求的遊客來說極為不便。園區的通道較為狹窄，並且沒有足夠的休息區域，遊

客在參觀途中若感到疲憊，難以找到可供坐下休息的地方。儘管園內廁所有進

行清理，但氣味依然較為刺鼻，許多遊客表示不願使用，這對於整體遊園體驗

造成了不良影響。 

    在動物展示區方面，動物的居住環境不理想，氣味大且髒亂，部分動物依

然被關在狹窄的鐵籠內，與現代動物園強調的自然化生活環境背道而馳。混養

區的設計存在問題，體型差異大的動物共處一室，難以確保安全。另有一些展

示區的動物稀少甚至消失，造成遊客的失望。 

    總體而言，儘管新竹動物園擁有悠久的歷史與地理優勢，但設施老舊與管

理不足，需改進才能滿足現代遊客與動物福祉的要求。 

    新的園區經過整修後確實展現出許多新的設計理念，但仍存在一些明顯的

問題。首先，園區的硬體設施在外觀上有了現代化的改變，原本的泥土地面已

經被水泥路取代，提升了遊客的行走便利性。然而，這種過度的水泥化也削弱

了動物園的自然感，讓整體氛圍顯得過於人工化，與其宣稱的“尊重自然”的

設計理念有所偏離。 

    此外，雖然園區標榜「沒有籠子」的設計，但實際上，許多展區內的動物

空間仍然狹小，僅僅換了形式，動物的活動範圍和自然棲息需求並未得到根本

的改善。特別是靈長類展區，雖然設計上效仿了比利時的動物園，但其攀爬繩

索和地形設計簡陋，無法提供足夠的活動空間。 

    動物混養區的問題也較為突出，例如「高草疏林區」將來自不同生態系統

的動物混居，這樣的安排在提升空間利用率的同時，卻忽視了物種間的相互干

擾。例如，鴕鳥在其他動物園中有表現出攻擊性，在這裡與較弱勢的草食動物

共存，增加了風險。此外，一些原本應展示的動物已不見蹤影，特別是大型草

食動物和靈長類，讓遊客感到失望。 

    綜合來看，新竹動物園在硬體設施上有了一定改善，但在動物福利和展區

設計上還有相當多的進步空間。 

 

 



發現問題(舊動物園) 

 
因地面凹凸不平，輪椅或嬰兒車的通行是否會受到一定影響？ 

園區內休息區域似乎有限，是否會讓遊客在參觀過程中感到缺乏休憩空間？ 

因園內通道較狹窄，是否容易在遊客較多時發生擁擠情況？ 

動物區域的衛生環境可能因設施較為老舊，是否有時會讓遊客感到環境不夠清

新？ 

動物多居住於鐵籠內，是否會影響動物在園區內的生活舒適度？ 

附近的停車設施是否能滿足遊客的停車需求，或是否存在停車不便的情況？ 

 

 

政府改善方案 

 
1.重新使用水泥建設不論是遊覽道路或是其餘參觀地點 

2.增設了椅子可供休息還有餐廳等等 

3.個人覺得遊覽道路還算寬敞 

4從新整修了動物展覽的空間多為水泥建築的半開放空間 

5.機車停車場基本都有位置,汽車停車場遇到活動供不應求只能排長隊或碰運氣

停路邊車格 

 

 

 



新動物園目前問題 
     

  鉅款整修後的動物園嚴重水泥化,但卻以「改變人對動物園看法」的地方，因

為它「尊重動物」、「逛起來很輕鬆」、「看起來很自然」以及「沒有籠

子」，然後最重要的，動物不會「看起來很可憐」等標語宣傳,在我看來更像是

趕工完成，如果網上搜索最先看到的便是再生有成、尊重動物等面文章，說說

最多數量的靈長類其想效法比利時天堂公園動物園類似的布景但其攀附的繩索

再到地形佈置都極其簡易,而不是高度複雜的展場設計，再到其他園區出現混養

原目的展示物種多樣性的同時還能提升動物福利、增進空間利用效率的做法,但

新竹動物園宣傳最多的混養展區「高草疏林區」，很明顯是違反這一思維的做

法歐洲雜林的黇鹿、非洲莽原的伊蘭羚、台灣山野的長鬃山羊、（當天沒看

到）梅花鹿,伊蘭羚羊在同居物種中佔有絕對的體型與破壞力優勢(應該不在

了)，鴕鳥在許多動物園的混養案例中都表現出對弱勢草食獸的侵略性行為，所

以展場內的至少四個物種都需要有獨立的內舍空間。這個用去園內大半面積的

高草疏林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存在的？塑造一個不同物種和睦相處的榮景？為了

展現設計師從「動物的立場」重新審視的動物園價值？還是說，只是把「剩下

的」草食獸放棄思考的放到一塊去？  

    動物未獲得妥善的照顧，人瑞紅毛猩猩摔死，混養的紅毛猩猩狠甩山羌，

完全看不到宣傳動物園再生，因為現行政策是「遇死不補」以後會不會到動物

園只能看見生命力較強的猴子、烏龜等一般性動物,不論是外界謠言的 6億建設

經費或是市府的 3.76億的投入在我看來完工的卻是粗製濫造趕工的產物，錢已

投入卻沒有妥善照顧動物也沒有補充的計畫，那麼當初只是為了政見選票?再說

說維護問題是否需要優化，適當增長門票價格(現全票 50元)以改善動物環境以

及照護，及遊客入園的體驗因為動物許多都看不見了甚至當天[食物森林]這個

賣點也沒能看見，對其觀感非常不佳，再到遇死不補那麼當初所投入的經費建

設場地現都已荒廢長草，就算只需要 50元也不會想再去，那麼動物園的未來又

會如何?成為新一輪的政見? 

 

 

 

 

 



改善方案 

 

1. 重新考慮動物管理政策 

調整「遇死不補」政策：考慮重新評估此政策，以確保動物的多樣性和

展區的活力。這可以通過引進新的物種或進行繁殖計畫來實現。 

增加與其他動物園的合作：與其他動物園建立合作關係，進行物種交換

或共同研究，以提升動物的基因多樣性與福利。 

2 提升設計與環境規劃 

重新評估展區設計：考慮採用更複雜且符合動物自然棲息地的設計，避

免過度水泥化，增加植被和自然元素，模擬動物的原生環境。 

針對混養展區進行專業評估：請動物行為學家和生態學專家對現有的混

養展區進行評估，確保各物種之間的相容性，避免可能的衝突和傷害。 

3. 增設動物護理設備與專業人員 

          動物園應重視動物的福利保障，設置更多動物保護與緊急醫療設   

      施，並增加專業動物護理人員數量以應對緊急情況。同時，對高齡、弱 

      勢動物進行特別的關懷，避免出現動物意外傷亡的情況。 

4. 開放動物護理與保育教育 

         在提升設施與動物福利的同時，增加保育教育展示區域與互動體驗活 

      動，讓遊客深入了解動物園的再生理念與動物保育知識，加深教育效 

      果，並讓園區更具生態保護的意義。 

5. 調整票價並引進管理資金 

          適度調整票價（全票由 50元增加至合理範圍），將新增資金專門用 

      於動物照護、環境優化及設施設備維護，以提升動物福利並改善遊客體 

      驗。 

6. 制定長期發展規劃 

          針對現行設施及管理政策的不足，建議園方制定長期發展藍圖，包 

      括持續動物補充計畫、設施設備更新，以及動物園內部設施的高效維護 

      機制，使動物園不僅僅是一次性政見承諾，而是長期服務於市民和生態 

      教育的城市綠色空間。 

 

 

 



SWOT 

 

1. 優勢（Strengths） 

歷史背景與市民認可度：新竹動物園是台灣最早成立的動物園之一，擁

有深厚的歷史背景，市民對其有一定的認同感和情感連結，尤其是經過

多次整修後，提升了市民的注意力。 

地理位置便利：位於新竹市內，靠近麗池、孔廟等文化與自然景點，方

便市民與遊客前來參觀，有助於與周邊景點形成綠色休閒區塊。 

宣傳動物福祉理念：強調以「尊重動物」及「動物福祉」為設計核心，

這一理念契合現代動物園的趨勢，並有助提升動物園的社會形象。 

 

 

 

 

 

 

2. 劣勢（Weaknesses） 

設施水泥化嚴重：儘管強調自然和諧，但部分展區過於水泥化，缺乏自

然化布景，與現代動物園強調自然棲息地的理念背道而馳，影響遊客體

驗及動物福祉。 

混養展區設計不合理：部分混養展區的物種選擇不當，存在體型及攻擊

性差異較大的物種共存，無法有效保障動物安全，違背動物園應有的福

祉考量。 

動線混亂與遊園設施不足：園區的動線複雜且狹窄，休憩設施有限，廁

所等公共衛生環境欠佳，遊客的遊園體驗不佳。 

「遇死不補」政策導致物種減少：不補充死亡動物的政策，導致部分展

區物種減少，影響動物園的多樣性和吸引力。 

 

 

 

 



3. 機會（Opportunities） 

動物福祉與環保理念的發展契機：現代動物園已不再是簡單的動物展示

場所，社會越來越重視動物福利與生態保育，動物園可通過加強動物福

祉與生態教育，吸引更多遊客並獲得更高的社會支持。 

與國際動物園合作：與比利時天堂公園等國際知名動物園合作，導入先

進的動物保育與展示技術，提升新竹動物園的國際地位及專業形象。 

綠色觀光與生態教育需求增加：隨著全球對環境與生態保護意識的提

高，結合新竹市內其他文化及自然景點，動物園可發展為具教育功能的

生態休閒景點，吸引學校團體及家庭參訪。 

票價調整帶來更多資金：適度調整票價，將增加的資金用於改善動物環

境及遊客設施，有助於提升整體遊園體驗與動物福利。 

 

 

 

 

 

 

4. 威脅（Threats） 

經濟效益低：儘管投資巨大，但如果動物園設施無法持續改善，或動物

福祉問題無法解決，將導致遊客減少，影響經濟效益，進而使後續維護

資金不足。 

動物健康與死亡問題：動物園內動物的健康問題（如紅毛猩猩的意外摔

死、混養區動物間的攻擊事件）會降低遊客對動物園的信任，可能引發

社會輿論壓力，進一步打擊動物園的聲譽。 

其他休閒娛樂場所競爭：周邊其他文化景點或新興的休閒娛樂場所（如

主題公園或生態旅遊點）的興起，可能會分流遊客，動物園需持續提升

吸引力才能保持競爭優勢。 

政策不穩定性：隨著市府的換屆與政策變動，動物園可能會成為政見鬥

爭的產物，若沒有長期發展規劃，未來的資金投入與經營方向可能受到

影響。 

 
 
 
 
 
 



相關圖片 

  

  

 

 

 

 



 

 

    這兩張是舊照片，左邊是小時候的我與河馬樂樂的照片，隔著

鐵籠子，右邊是我爸拍的紅毛猩猩也是差不多時間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