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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WF/L186/FW/02/2017  

 
 
致：立法會研究動物權益相關事宜小組主席蔣麗芸議員 JP 

 
 
 
蔣麗芸議員台啟， 

 

推廣盡責主人 

感謝小組給予機會讓我們就『推廣盡責主人』提供意見。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期望能夠在未

來數月向小組就不同種類的動物及不同事項提供意見。 

 
盡責主人的其中一個 重要元素是教育主人飼養寵物前必須三思。希望飼養寵物的準主人

需要先瞭解動物的生理狀況  (牠的預期壽命及照顧上的需要)，該種動物的行為及如何能給

予牠優質生活。此外，準寵物主人需要考慮自己是否能夠負責及承諾照顧動物至終老、切

合社會所需、遵守法例及遵從社會標準。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非常積極地推行教育，包括教育飼主認識動物及牠們的需要，及飼主對

寵物及對社區應負的責任。我們有不同計劃幫助動物主人實踐成為盡責主人，而我們的社

區發展項目亦幫助如物業管理公司及區議會等推廣盡責主人及和諧社區工作。 

 
但是，飼主的盡責程度亦可受其他客觀因素所限，因此盡責主人教育必須得到更佳的法例

及採納對動物更友善的措施所配合，以減低棄養情況。因此除了教育之外，透過營造一個

支持飼養寵物的法律框架、為飼主提供更多資源及排除障礙，方能讓飼主更容易成為一位

盡責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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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 

 當討論『推廣盡責主人』時，必須瞭解何謂盡責主人 

 

 需要為盡責主人及相關教育提供更多資源  

 

 盡責主人的重要訊息應涵蓋動物的感受、需要及期望，棄遺的後果及法律責任 

 

 盡責主人及流浪動物管理 - 流浪動物管理策略必須首要專注於防止遺棄寵物及防止

未有絕育寵物不受控地繁殖 

 

 教育購買寵物的市民及讓他們參與其中尤其重要。必須教育市民，讓他們明白行業

的運作，才可以成功地提昇規則 

 

 售賣寵物時必須提供盡責主人教育 

 

 一些支持如寵物使用公共設施、運輸、可追溯性及住屋需要的政策對支持做個盡責

主人非常重要 

 

 盡責主人的推廣必須要考慮寵物數量及種類的增長，包括牠們的繁殖、售賣及可追

溯性 

 

 重新審視市場上售賣異國品種及瀕臨絕種寵物的品種及數量，以限制異國品種及入

侵性動物遺棄情況 

 

 必須要更好的法例及規管，以確保盡責主人教育能得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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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討論 

 
 
一般教育及界定何謂盡責主人 

 
在討論推廣盡責主人時，必須明白盡責主人的意義。 

 

雖然盡責主人沒有正式定義，普遍認為盡責主人能夠在動物有生之年滿足牠的需要、承諾

照顧牠一生，及在照顧該種類寵物時能符合法例所需。 

 
美國獸醫醫學協會列出以下盡責主人指引： 

 
『能夠照顧寵物是個榮幸，亦應該是個人與寵物都有得著的關係。但是，主人在享受與寵

物相伴的同時亦須要付上責任。盡責主人應該包括： 

 承諾在寵物有生之年信守關係 

 避免因一時衝動而決定飼養寵物，及細心選擇適合你家庭及你生活習慣的寵物 

 意識到作為寵物主人需要付出時間及金錢 

 飼養你能提供安全環境，包括合適的食物、食水、住處、醫護照顧及陪伴的種類及

數量的寵物 

 確保寵物能正確地被識認 (包括標籤、晶片及紋身記號)及確保記載登記資料的數據

庫經常更新 

 遵從本地法例要求，包括申領牌照及牽繩的要求 

 透過監控繁殖或絕育來協助管理動物及數量過剩問題 

 建立及保持獸醫、主人與寵物的關係 

 在向獸醫咨詢及獲得建議後，為寵物提供終生的預防性 (如防疫注射及控制寄生蟲)

及治療性的護理 

 為寵物提供社交及適當的訓練，有助促進牠們、其他動物及人類的福利 

 避免寵物對其他人、動物及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包括正確地處理排泄物、噪音控制、

切勿讓放養寵物或遺棄成為流浪動物 

 按寵物的年齡、品種及健康狀況提供合適的運動及思考訓練 

 防患於未燃，為寵物準備好『出走裝備』以備緊急或災難時使用 

 如未能再照顧寵物，為牠作出適當的安排 

 認知寵物的生活質素逐漸下降時，咨詢獸醫並對寵物晚期照顧作出適當決定(例如

舒緩性護理、臨終照顧、安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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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增撥資源作盡責主人及相關教育工作  

 
政府應該於教育及培訓飼主認識動物、動物福利、照顧動物及盡責主人上持續地投放資源 

 正規教育 

關於動物、動物福利及對所有飼養動物責任的教育應納入本港學校正規教育系統內，

並給予更多支援。這方面的工作可透過相關部門或向具備專業知識的特殊興趣小組

提供財政支援 

 

 其他渠道 

教育不應限於學校內的青少年。透過為成年人舉辦的教育活動，可以邀請其他動物

團體參與，讓大眾認識盡責主人的宗旨。 

目前，大部份盡責主人教育均由非政府機構透過他們的社區網絡及專業知識來進行，

鮮有政府支持。我們相信若得到政府支持，可讓更多社群參與。 

 

盡責主人的重要訊息 

 

 盡責主人的重要訊息應涵蓋動物有感受、需要及期望，而你對照顧寵物(或任何種

類的動物)是個終生承諾 

 

 若主人未能履行飼養承諾的情況下，應針對性地帶出為個別動物帶來的痛苦及當把

動物遺棄在街上、公園或郊野公園時，可以對其他動物帶來的傷害 

 

 訊息應涵蓋不同行為而引致的法律後果 

 

盡責主人及流浪動物管理 

 
流浪動物管理的策略必須首要針對防止寵物被遺棄及未絕育寵物不受控制的繁殖情況 

 教育市民對他們的動物負責 - 確保他們對有興趣飼養作寵物的動物先作考慮及對他

們作出瞭解。此外，更要對寵物承諾照顧一生 

 
盡責主人教育的另一個 重要元素是教育主人絕育的重要性，以避免流浪動物及被

遺棄寵物不受控地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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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購買寵物的市民及讓他們作出承諾至為重要  

 

 若要加強對寵物售賣行業的監管，必須先教育市民瞭解該行業的運作 

 

 透過教育，能讓市民考慮購買寵物三思，及到相關處所時能就寵物的需要及福利作

出提問，及有信心向相關部門舉報，以便作出跟進。有興趣飼養寵物的人士應先考

慮領養 

 

 當他們不能再飼養寵物時，主人應瞭解他們須作出負責任的決定並且不會把動物遺

棄到街上。他們應主動替寵物尋找新家庭領養，或送到可以提供協助的機構 

 

在源頭向主人提供盡責主人教育 

 

 任何提供動物予購買或領養的機構 (繁殖者、售賣商或動物領養機構) 應向新主人

提供動物的生理及生活所需，以及適當地照顧該動物及相關的法律責任 

 

 除了向新主人提供以上資訊外，亦應該要求新主人簽署文件以加強他們的責任感。

一些自願性計劃，如英國愛護動物協會及英國動物福利基金會的幼犬資訊包，亦可

提供資訊作參考之用 

 

政策及承諾 - 對伴侶動物(寵物)友善的香港  

 
目前，雖然政府重申他對盡責照顧寵物的承諾，但香港只有少量政策認同及包容寵物的重

要性。 

 
相反地，目前的政策被指為『對動物不友善』，引致棄養及產生社會矛盾。 

 
2010 年發表的施政報告，政府承認香港有很多愛狗人士，並承諾會開放更多康文署場地

予狗主及狗隻使用。在 2005 至 2010 年間，統計處資料顯示狗隻數目增加達  25%，而同

期飼養狗隻家庭數量亦增長達 20%。與此同時，同期飼養貓隻家庭的數量大幅增長超過

50%，貓隻的增長更高達 68%。 

 
隨著更多人飼養寵物，他們對住屋及使用公共設施的需要亦要得到滿足。 

 
要成為真正對動物友善的香港，在城市規劃、基礎建設及管理上多方面考慮寵物主人的需

要。而當法例及政策上阻礙推行盡責飼養寵物的同時，更有可能促使例如棄養等更嚴重的

社區問題。因此法例及政策必須作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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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需要有一個真正動物友善的政策，並獲各政策局及部門採用 

一個全面的動物福利措施代表不同部門的法例及政策須考慮所有(直接或間接)對動物福利

的影響。 

個別部門自行制定的政策有可能嚴重地影響動物福利，並可能與嘗試保障動物福利的政策

及計劃產生矛盾。盡責主人可能涉及由不同政策局及政府部門管理的不同元素，並有可能

影響寵物主人成為負責任主人。 

 
 

使用公共空間 

 
舉例來說，在盡責狗主角度而言，為狗隻提供充足運動對狗隻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  (亦同

樣為主人帶來更健康的生活)。但是，不少經由康文署管理的公園禁止狗主使用。一個更

好的方法是准許狗主以牽繩牽著狗隻入內使用。若對狗隻使用公園設施存有擔憂，可按個

別情況設定如不准狗隻進入特定範圍等限制措施。同類地，其他種類的動物應可獲准以特

定形式乘搭一種或更多種類的公共交通工具。 

 

運輸 

 
盡責主人為了切合不同的社會期望，他們有可能需要將寵物運送到不同地點。他們有可能

需要進入動物友善的公共空間、前往獸醫診所、到訪寵物美容院、接受犬隻訓練或送往寵

物寄宿設施。目前，大部份寵物需要使用需支持若干費用的私人運輸方式。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特定種類及體型的動物應可採用個別運輸方式  (例如主人以牽繩

牽引、放進寵物袋內或坐在主人腳上)乘搭不同種類的公共交通工具，正如在外國一樣。 

 
 

可追溯性 

 
根據法例要求及作為一位良好的狗主，應該為狗隻植入晶片及領取牌照。但是，當狗隻不

幸地被汽車撞倒，目前與交通意外相關的法例並無要求撞及狗隻的司機向警方報案。若狗

隻已死，以我們理解屍體會由食環署接收及棄置，而食環署員工一般不會掃瞄狗隻有沒有

植入晶片。 

因此，漁護署及狗主都不會收到有關通知。為了主人及狗隻的福利著想，我們建議修改道

路交通條例 (尤其擴闊該條例轄下『動物』的定義) 及修改接收動物屍體的政策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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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  

 
住於公營房屋的寵物主人，尤其飼養狗隻的主人，在過去 25 年一直重覆地引起大家對社

會及動物福利的關注。飼養寵物(包括狗隻)數量正在上升而政府政策亦會在本港提供更多

公營及資助房屋。良好的城市規劃  (包括公營房屋設計)  會考慮社會對於現代生活所需。

但是不少用以規管公營房屋住戶行為的政策及規則仍沿用 60 年代的標準。在未來日子，

當越來越多人飼養狗隻及寵物以及社會的需要及期望在轉變時，這問題將持續成為熱門話

題。 

 
每年，每三頭被主人遺棄送到本會的狗隻當中，便有一頭是因為住屋原因而被棄養。 

 
不少這些棄養個案都因為已經飼養狗隻的主人獲分配公屋，因而『被迫』棄養狗隻。這些

主人都希望能繼續飼養狗隻，但一旦入住公屋他們別無選擇下只好棄養狗隻，因為房署的

屋村經理只會在特殊情況下批准飼養狗隻。個別情況下主人會繼續飼養狗隻，但當他們面

對被收回單位時，也只好被迫放棄狗隻。這樣的政策漠視了狗隻(寵物)主人能夠達到不同

政府部門及社會期望的能力。 

 
近期的『房署趕狗』事件令大家再次關注，要求有更好的處理方法。一個更為人道及切合

實際需要的管理飼養狗隻方式將大大影響動物管理及大大提昇公營房屋及資助房屋內居住

的寵物及主人的生活質素。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房屋署的飼養寵物  (包括狗隻)  政策及規則應予以重新審視及修訂，

以反映對飼養寵物的正面態度，為所有公營房屋住戶就是否飼養狗隻提供一個公平及具

啟發性的政策。 

 
其他採取類似飼養寵物政策的資助房屋類別，例如房屋協會的資助房屋，亦應修改飼養

寵物的政策及規則。 

 
目前的政策剥奪了很多香港市民的權利，限制了他們可以享受狗隻的陪伴。希望飼養狗隻

的市民將會依循目前的趨勢繼續增長，參考政府的長遠房屋政策，建議六成本港居民將居

於公營房屋內，這意味著政府必須尋找方法滿足寵物主人的增長及他們的需求。 

 

更好的法例及規則 

 
自從本港法例第 169 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於 1930 年代引入後，寵物的數量及種類

均以倍數增長。本港普遍被認同為可接受的動物福利標準亦已經有超過 80 年的歷史。 

相對上，社會上對動物應如何被看待及適合飼養作寵物的動物種類都有明顯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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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需要與時並進的法例及規則，以反映社會對動物福利有更高的要求。 

 

增加寵物數量及種類 

 
今時今日，很多傳統寵物以外的動物被飼養為寵物。其中一個規管部份動物種類的限制是

第 139 章法例涵蓋有限種類的動物。目前的定義是： 

 
 
『動物』指牛、羊、山羊、所有反芻動物、豬、馬及所有其他人類、雀鳥及爬蟲類以外的

溫血脊椎動物 (Replaced 24 of 1950 Schedule. Amended 25 of 1960 s. 2)1 

 
魚及兩棲類目前並不列入第 139 章下的動物類別，但在商業運作下，這些動物的福利令

人關注。部份第 139 章下沒有涵蓋的『新』種類動物被出售及管養為寵物的情況亦大幅

提昇。 

 

繼續規管所有寵物的繁殖及售賣  

 
目前，售賣這些種類動物的寵物店無須領牌，因此這些動物被不當使用或被售賣商虐待也

得不到妥善的保障。其中一個我們經常收到來電舉報的差劣動物福利例子(亦不符合動物

福利)是在『撈金魚』遊戲內使用活生生的金魚或青蛙，牠們在遊戲中被使用作道具，亦

可能被送出成為禮物。 

 
整體而言，第 139B 章應該對寵物售賣及繁殖業有更嚴謹的規管。目前，第 139B 章只規

管狗隻繁殖。對貓隻繁殖及售賣的監管應該提昇或予以改善，與 2017 年 3 月 20 日生效

的第 139B 章類同。其他種類動物的商業性繁殖行為亦應該受規管。 

 
因此，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第 139 章下對動物的界定需要與第 169 章相若。 

 

改善遺棄動物及相關問題的可追溯性、監管及執行  

 
大部份情況下，流浪動物均未能發現可確認身份的識認。即使動物已植入晶片，主人的聯

絡方式可能已過時，替動物尋回主人可以變得非常困難。同樣地，當狗隻被主人蓄意遺棄

而欠缺主人資料，要檢控遺棄動物變得非常困難。 

 
政府應該發展一個全面的牌照系統，可以全面追蹤貓隻及狗隻由進口或本地出生一刻、出

售時及主人資料。除狗隻外，其他種類的動物也應該植入晶片  (以及連結到一個全面的牌

照系統)。應重新審視遺棄動物的罪行及改善相關規則，讓檢控能更易執行。應該改善要

求主人盡快更改資料的規則及加強檢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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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引入強制絕育法例及不同的牌照收費系統  

 
一個按不同牌照收費的系統可以配合強制絕育法例，讓已絕育的動物繳付大幅調低的費用。 

 

規管異國動物及受保護動物買賣  

 
每年，香港進口超過一百萬頭異國動物作寵物及食用動物之用，而大部份都屬爬蟲類動物。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亦曾接收被遺棄的異國動物如蜜袋鼯、刺蝟及貂鼠。根據漁護署資料顯

示，這些動物從未獲批准進口香港作寵物買賣用途。 

 
大部份售賣的異國動物均列於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CITES)  之下，而雖然現時

香港可引用第 586 章法例規管買賣及管有『瀕危物種』，目前的系統應該予以改善。此

外，公眾對於 CITES 及第 586 章法例認知亦非常有限。 

 
因此，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建議管有  CITES 附件一及附件二列明的動物應妥善地規管。主人

應該管有牌照而動物轉交予別人應該向當局報告  (不管動物是否被飼養及繁殖)。在可行情

況下，動物均應有獨立的識認，所有動物的去向均應該可被追蹤。 

 
大部份異國寵物本來屬於野生動物，牠們不應被困養，因為牠們不適合被飼養作寵物或伴

侶動物。不少這些動物有複雜的需要，成為寵物後畢生可能面對不同的痛苦。 

 

漁護署應該從福利角度重新審視異國寵物買賣，修改行業政策，並制訂『予以支持的名

單』，讓大眾認識那些是大部份盡責主人能照顧動物福利需要，及可以安全地飼養及售賣

的動物種類。 

 

盡責主人及法例 

 
重要的是<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第 169 章)  已經超過 80 年歷史，須要予以更新以便

能準確地反映動物在我們生活中的位置。其他動物相關的法例亦是非常零碎及已經過時。 

 
因為法例設定那些是可接受及不可接受的行為，因此設定新法例是非常重要。在目前法例

下，對何謂『盡責』主人的界線設得非常低。目前的法例對於防止動物被疏忽照顧能力有

限，除非已有確實證據證明動物已經承受『不必要的痛苦』或毋庸置疑的虐待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