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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瀕臨滅絕生物的保育問題是本世紀關注生物多樣性流失議題的焦點之一。

自 2002 年確認中華白海豚種群生存於台灣西部沿海，瀕臨滅絕的中華白海豚成

為台灣野生動物保育工作的新挑戰。尤其此物種之族群棲息範圍與人為活動高度

重疊，讓保育工作更顯得急迫與具有落實上的困難。故整合現有保育能量，與探

討未來可發展的保育策略，顯得格外重要。 

    本研究以中華白海豚保育為個案研究，藉文件檔案分析、深入訪談及直接觀

察等質性研究方式，釐清保育策略制度化的內涵與關鍵。並分析中華白海豚保育

法制規範、政策與組織經營，及科學研究發展歷程在保育策略制度中的互動關

係。再透過議題交叉驗證，對保育策略的涵蓋度、衝擊與威脅的因應策略，及科

學研究的角色等三個議題進行論述。 

    經調查分析後，將台灣的中華白海豚保育分成個體/族群、棲地及生態系三

個保育層次進行探討。在法制與政策面落實推動情形，及科學研究發展現況，發

現於三個保育層次有不同程度的涵蓋。首先，法制面於棲地及生態系層次的涵蓋

度相當，而個體/族群層次較低；另外政策面與科學研究發展的涵蓋度皆以個體/

族群及棲地層次為最高，但於生態系層次的發展，兩者則有明顯不足。而衝擊與

威脅的法制管理規範已有設置，但科學調查了解比例偏低。從科學研究與保育策

略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顯現科學研究發展是保育制度化中的關鍵之一。 

    最後本研究將探討三個議題於保育策略發展及管理落實之關聯性，並對未來

保育策略的規劃與推行提出發展方向之建議，以期整合保育能量，達到全面性的

保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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