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黑熊保育協會

里程碑

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

 2010年創會於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喚起「臺灣有熊」之認和及「瀕危物種」之事實

 發現臺灣黑熊獨有的捕獸鋏生態威脅

 臺灣黑熊保育教育之教材系統化

 2013年開始積極接受委辦研究以及到校講座

 跳脫傳統募資方式開拓「跨業合作」創造自償性資源並突出同溫層傳播

 與國際保育組織合作大型活動《大象巡遊》以彩繪大象網拍義賣

 彩繪大象網拍義賣所創設國內保育組織「唯一自營」 之《東部臺灣黑熊教育館》

 完成《原鄉公民科學家》與《有熊國門戶發展》兩項主軸計畫之擬定進入「宏觀保育」

 2016年修訂協會章程跳脫黑熊單一物種擴至臺灣各「原生瀕危」物種之保育使命

 確立協 使命之垂直整合與組織之水平整合帶動資源「循環經濟」與作業「矩陣編組」

 開始製作臺灣原生暨過境多物種之「《有熊國》生態影音系列 」保育紀錄片輯

 將物種保育擴及「棲地人文」完成製作布農族「《有熊國》原鄉影音系列 」《古調與新聲》

獲 "國家圖書館 " 永久典藏

2010~2013

2013~2016

201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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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

 2019年修訂協會章程舉行「開放選舉」，邁向無色彩之「公眾組織」

 完成「南安小熊」照養野訓後於成功野放惟遇「獨家事件」干擾

 完成「無毒農業」《熊稻田》第一期收割與第二期插秧

 經由通報系統之需要確定籌設《東部野生救傷中心》

 經由通報系統於瓦拉米一隻嚴重皮膚病野生小熊之追蹤相機遭惡意竊盜並遭特定人士騷擾

《東部臺灣黑熊教育館》人暫時關館

 偕同 "夢想社區文教基金會 " 與 "臺北市政府 " 合辦「《熊抱世界》夢想嘉年華 」遊行並

設「保育市集」

 實施國內本土非政府組織首度且「街頭勸募」並規劃簽署《國際非政府組織問責約章》

（Accountable Now）以為「國際的 NGO」與「臺灣的 WWF」之基礎

 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 合辦《建立亞洲地區熊類族群監測指導方針工作坊》(Developing 

Population Monitoring Guidelines for Asian Bears)

2019~2022

 由棲地人文延伸「友善部落」

 完成國立場館合作於 "國立臺灣博物館 " 舉辦《黑熊季》系列活動

 完成跨部會 "國立自然科學教育館 "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 與協會之中部《黃金三角》

聯盟

 完成臺灣黑熊《通報系統》並與 "臺灣微軟 " 合作

 開發《臺灣黑熊個體識別系統》為野生保育 AI 化之始

 經由通報系統於大雪山首度執行國內首度之野生牙疾黑熊「送醫治癒野放」

 經由通報系統獨力 ( 全民集資 ) 執行臺灣首次野生落單之《南安小熊》專案「照養野訓」

 設立《夢想臺灣黑熊藝術館》並與文化大學合辦畢業展

 完成《原鄉公民科學家》與《有熊國門戶發展》兩項主軸計畫之擬定進入「宏觀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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