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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代動物品種觀探討 
臺灣本土犬隻的被認識與命名 

  鄭麗榕 

摘 要 

2015 年「世界畜犬聯盟」（Federation Cynologique Internationale, FCI）通過認

證「臺灣犬」（Taiwan Dog）為該聯盟第 348 種純種犬（purebred dogs, pedigree dogs），

明文訂定其標準。臺灣犬命名的故事其背景是這一百多年來國際間純種犬制度化

的歷史，也與日治至戰後以來，官方與民間對臺灣地方犬隻的調查、記錄甚至血

統改變有關，並在臺灣的政治社會經濟發展等外在情勢演變下完成命名。 

動物純種血統觀、現代犬的創造，受西方近代國家與社會影響很深。日本自明

治維新後大量引入洋犬，日治時期臺灣也於 1910 年代開始受純種犬觀念影響，使用

洋犬為搜索犬，本土犬也被管理、記錄、評價。1930 年代開啟臺灣本土犬隻初步調

查，但因漸進入戰爭時期，重視洋犬為主的軍犬。及至 1980 年代，因日本研究者來

臺調查臺灣本土犬隻以尋求「日本犬」淵源，才更全面地看到臺灣本土犬隻，並在

臺灣本土化的時代背景以及商業逐利氣氛下，完成了「臺灣犬」的國際命名申請。 

在日治時期雖已有畜犬專家引入相關品種觀，但都是較零星的看法，且主要

置於軍事、保育脈絡，並且都由日人發聲，缺乏在地觀點。而戰後1960年代雖同因

日本人在臺作犬隻調查而開始關注臺灣本土犬隻，但漸由臺灣當地人士參與，且

與政治、社會、經濟背景息息相關，其歷程也反映了臺灣歷史不同階段的發展。 

從國族角度來回顧臺灣本土犬隻被認識的歷史，會更進一步發現，在不同時

期，相異國族基於各自標準，對臺灣本土犬隻評價不一，但也一致地反應了其心

目中的族群中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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