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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1 日 

檔案編號：WF/L199/FW/04/2017   

 
致： 立法會研究動物權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 

  蔣麗芸議員, JP 

 
 

流浪動物管理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對於能夠有機會參與香港流浪動物管理的討論，感到高興。我們在過去一百

年均非常積極，並在提倡為動物提供更好照顧的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在動物相關法例的宣傳

及發展範疇，包括有關管理流浪動物事宜，我們也積極參與。此外，我們更直接參與處理動物，

一年 365 天不停地為牠們提供照顧，安排領養及管理香港流浪動物等事宜。 

 
在我們早前向委員會提交的『推廣盡責主人』文件中，我們強調流浪動物管理的策略必須首先

處理防止動物被遺棄及未有絕育寵物的不受控制繁殖問題。宣傳盡責主人是流浪伴侶動物管理

的非常重要部份。 

 
我們是次遞交的文件，希望就其他流浪動物管理的相關事項提供建議，以改善目前的流浪動物

管理政策及計劃。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對以下事項特別關注： 

 

 需要為不同的流浪動物發展針對性的行動計劃，而非採用統一方法 

 計劃實施的程序可以是非常緩慢及繁複，而與流浪動物管理相關的罪案可能需要提供

大量繁複的佐證 

 不負責任地飼養的放養狗隻為動物數量管理帶來以不止息的挑戰 

 飼養寵物的習慣出現轉變，包括飼養異國寵物 

 一些不理想的(人類)行為，導致社區內的矛盾及動物管理問題 

 有需要為目前的流浪動物管理政策進行持續及不斷的審視，確保涵蓋所有範疇及確保

所有策略都是奏效 (就以上所列及我們的意見而言) 

 
 
甚麼是『流浪動物』 

瞭解『流浪動物』一詞的意義有助界定及管理相關的動物及人類問題。『流浪動物』的定義通

常與有主人照顧的家養動物，習慣與人類近距離生活及被人照顧，但不知為何會自己四處走動

而沒有主人或照顧者在旁。 

 
部份已被馴化的動物有可能被界定為野生的 (沒有主人、不習慣與人類近距離居住及已回歸野

外的習性)。 

流浪及野生動物均可以自由四處走動，但這兩類動物需要採取不同的管理策略及步驟。 

 
 

立法會CB(2)1276/16-17(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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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家養但可自由走動的動物需要不同的(但相關的)管理策略。 

 
狗隻的例子 

在全港眾多伴侶動物中，為流浪 (及無人照顧) 的狗隻提供照顧及治療是需要 多資源及對動

物團體帶來 多困難。野生動物福利及管理更帶來更多及更獨特的挑戰。 

但是，瞭解到本港可自由走動的狗隻有不同性格，而每群狗隻更涉及不同的主人及持份者，需

要不同的流浪管理策略。 

 
本港四個不同來源及種類的流浪狗隻，分別是： 

a.  個別有主人的狗隻(及牠們的後代) 

b.  地盤飼養的狗隻(及牠們的後代) 

c.  以上 a 類及 b 類來源的被棄養狗隻(並未變成野生狗隻) 

d.  野生狗隻(及牠們的後代) 

 
不同的顧慮： 

 
主人飼養的狗隻 

這些狗隻有可能被飼養為伴侶動物，或被用作看守犬隻。飼主照顧水準或有參差。應致力繼續

提供盡責主人教育，以提昇狗主的良好行為及承諾，以及增加系統及基建上的投資以支援主人

盡責照顧動物及減少棄養。 

 
1.  住屋相關問題 

 
遺棄 ‐ 目前，大部份被遺棄到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狗隻都是由於住屋問題而引起，尤其當主人

需要遷進公屋因而需要棄養狗隻。平均每三頭被棄養到本會的狗隻當中，便有一頭是因為住屋

問題而被遺棄。 

 
因害怕被發現而不安排狗隻申領牌照及注射疫苗 ‐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非常關注由於公屋禁止飼

養狗隻，會導致狗主不去安排申領狗牌及注射狂犬病預防疫苗，以免被房署發現養狗而令他們

要與狗隻分離及需要交回公屋單位。 

 
建議 

 
政府應該推出政策，讓狗主可在公屋飼養狗隻，避免狗主因為房署突然收緊管理措施而需要

遺棄狗隻，或避免因為獲派公屋而令狗主因為『上樓』需要而棄養 

 
2.  狗牌的飼主資料沒有適時更新 

 
我們經常遇上已植入晶片狗隻的主人聯絡資料未有適時被更新。除非漁護署能找到狗主，否則

沒有人認領的狗隻會『被註銷主人資料』，或在記錄上寫上『用盡所有途徑仍未能聯絡狗主』。

根據我們的經驗，這個過程可長達兩個月之久。等待期間狗隻不能安排領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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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政府應該推出政策 (與不同媒體及不同夥伴合作) 以提昇狗主對注射狂犬病預防疫苗、為狗隻

申領牌照及相關責任的意識。 

 
應該設立相關系統以協助主人履行自己的責任，並需要改進牌照數據庫制度。 

 
應該設立網上平台，方便追蹤已植入晶片狗隻的主人資料，及狗牌的 新狀況。 

 
系統應該容許： 

 

 獸醫在首次注射狂犬病疫苗時輸入基本資料，及後更新疫苗注射情況  (與針咭同步履行) 

 漁護署適時地發出狗牌 

 容許所有狗主更新個人資料 

 容許狗主報告狗隻轉換飼主、走失或狗隻已過世狀況 

 透過電郵或電話提醒狗主更新狗牌、為狗隻安排狂犬病防疫注射或更新聯絡資料等 

 引入類似的系統以追蹤已植入晶片但未申領狗牌的狗主身份 (即：購買回來的幼犬或其

他已植入晶片作識別用途而未接受防疫注射的幼犬) 

 
(注意：外國已有類似的網上平台為主人提供服務，例如在澳洲(多個網上平台)、新加坡 (https://pals/ava/gov/sg/)、

台灣 (http://www.pet.gov.tw/)及澳門 (https://app.iacm.gov.mo/doglicense/login.do) 

 
政府應該改善法例及加強執法。遺棄動物的罪行應予以審視及改善相關規例，讓檢控更容易執

行。更好的規例應該要求主人適時地更新個人資料，並確切執行新的規定。 

應考慮設立『犬隻管理員』制度，並考慮可隨時在街上掃瞄狗隻是否已按法例要求植入晶片，

並考慮即時作出票控。 

 
建築工地內有主人照顧的狗隻 

多年來，這類狗隻 (尤其地盤狗隻持續不斷的繁殖及遺棄) 不斷令動物福利團體感到困擾。這

些狗隻往往都可以自由走動，大部份都沒有申領狗牌及沒有絕育，當地盤完工後這些狗隻便會

被遺棄。 

在這情況下，往往沒有主動執法，亦絕少支援狗隻管理相關問題。因此，在目前的體制下，即

使嘗試執法，也很難確定誰是狗主。目前署方的狗隻管理策略是當收到市民投訴後把狗隻捕捉

及移除。這樣的方法不能有效地減少整體數量，也不能處理狗隻來源問題。 

 
1.  地盤狗隻作業守則 

 
漁護署(在與本會商討後) 於 2000 年為地盤狗隻引入作業守則 (Code of Practice COP)。但是，在

沒有誘因鼓勵依循守則所要求 (或懲罰不依循守則)下，狗主可否認是狗隻主人，輕易地卸去所

需承擔的責任。在 2006 年，漁護署 (聯同本會) 向建築業相關部門及組織引入作業守則，確保

作業守則廣為業界認識及依從。但是，是否收效仍是未知之數。此外，作業守則亦未有涵蓋在

其他工地或棕地飼養的狗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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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應該加強宣傳作業守則，並將它融入到建築業界的規則、指引及合約內。 

 
地盤狗隻的作業守則應涵蓋如何正確地照顧狗隻，確保他們得到良好的福利照顧 (與其他福利

守則同步)。 

 
作業守則亦應涵蓋其他工地狗隻。 

 
作業守則應該予以強制執行，未能遵守需予以懲罰。 

 
2.  針對性的計劃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為地盤狗隻及狗主提供針對性的計劃，協助他們安排狗隻絕育及申領狗牌。

但是，要提昇認知度及鼓勵更多地盤狗隻主人參與計劃的困難也不少。 

 
建議 

 
跨政府部門一同宣傳及支持這些計劃，並協助向地盤業界及其他相關團隊如區議會等宣傳。 

 
野生狗隻 

 
野生狗隻是自由走動狗群的一份子，牠們的幼犬長大後會令自由走動狗群數目增加。像野生動

物一樣生活的野生狗隻依賴人類提供部份食物 (從食物殘餘中尋找食物或被人餵飼)，因此，居

於人類社區邊緣。當獲得食物供應時，牠們的繁殖率將可提昇，帶來麻煩。 

 
採用捕捉、絕育 (及防疫注射)及放回(TNR)方法能人道地控制野生狗隻數量。目前，香港愛護

動物協會及保護遺棄動物協會正進行兩個試行計劃。計劃目的是協助推行狗隻管理及提昇狗隻

福利。TNR 計劃防止幼犬誕生，及控制野生狗隻數量。成犬的福利得以提昇，而幼犬，因為死

亡率較高，透過絕育但不再需要承受生病及死亡的痛苦。 

 
建議 

 
漁護署應該作出政策決定，將捕捉、絕育及放回方式增設成為協助人道地管理狗隻 (及貓隻) 

的官方措施。 

 
更多經常有野生狗隻出沒的位置應該引入捕捉、絕育及放回計劃以協助管理狗隻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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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流浪伴侶動物管理的一般性措施 

 
控制繁殖 

 
雖然剛剛通過了  Cap  139B 以收緊狗隻的繁殖  (及售賣)，其他種類動物的監管仍不足夠。此外， 

Cap 139B 的規管只限於與商業相關的活動，並不能幫助非商業性質的伴侶動物繁殖。 

 
建議 

 
應該繼續修改 Cap 139B 以提昇對其他種類動物繁殖及售賣的規管。 

 
應該為狗隻引入分類牌照制度，以鼓勵絕育及防止繁殖。 

 
引入貓隻及狗隻強制絕育法例。 

 
寵物的管有權及可追溯性 

 
目前，法例只要求狗隻需要領取牌照及植入晶片。但是，現今很多不同種類的動物被飼養成為

伴侶動物或寵物，而牠們也有可能走失或被遺棄。必須設立系統，以協助不同種類動物確認身

份及飼主誰屬。相關法例亦需要編寫及予以執行。 

 
建議 

 
其他種類的動物應考慮設立牌照制度及需要植入晶片 (視乎情況)。 

 
目前的狗隻牌照數據庫應予以改良成為適用於所有伴侶動物種類的動物管理工具。所有可以

植入晶片的伴侶動物應需要進行登記。 

 
可行情況下，所有伴侶動物應可以由進口或出生至交到主人手上都能夠被追蹤。 

 
涉及所有種類動物的遺棄相關法例應予以改進。 

 
領養 

 
未被人領回的流浪伴侶動物有可能適合被領養，應獲安排到新家庭生活。目前，透過有推行領

養服務的個別動物福利機構安排動物被領養。在部份國家，領養人可直接從政府的動物管理設

施領養，而證據顯示這樣有助增加整體領養率。 

 
建議 

 
漁護署應探討容許直接從動物管理中心領養的可行性。 

 
應該繼續及加強宣傳領養作為獲得(不同種類)寵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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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浪動物管理問題及相關事宜 

 
流浪牛隻 

 
香港不同地區都有不同的野生牛隻及水牛群，牠們都是很久以前被用作農耕之用。這些野生動

物一般在原居地都能活得很好 (多年來也如是) ‐ 使用周邊環境提供的天然資源 (食物、水及遮

蓋)。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多年來都有參與香港的野生牛隻管理。 常見是我們的檢核部出勤協助被困

或受傷的牛隻及水牛 (較少需要協助)。交通意外受傷也頗為常見，及動物也偶然需要從引水道

拯救出來。 

 
建議 

 
在可行情況下，野生牛隻及水牛應給予自由走動及維持野外生活狀態的自由，並減少人為的

干預或互動。 

 
如需進行生育控制，應採取不會致命，以動物生育控制為基礎的方式進行。 

 
應引入牛路坑以協助管理牛隻活動。 

 
在有牛隻走動的道路，應增加車速控制及警告標誌，以減低交通意外的風險。 

 
應改善引水道設計，加入讓不慎進入的動物可以離開的路徑。 

 
 
異國寵物 

 
我們以往遞交的文件中已指出，過去十多年，香港人飼養的寵物種類正急速上昇。但是，相關

法例及政策未能追上變化。 

 
本港確實的異國寵物數字不詳。自 2005 年，本港沒有再次進行貓隻及狗隻以外寵物數字的深

入研究。單單在 2014 年，超過 80 萬頭爬蟲動物進口本港作寵物買賣。今天不少被飼養為寵

物的動物種類並不受 Cap 139 監管，因為這些種類的動物在這法例下並不屬於受監管的動物 

(例如魚類及兩棲類)。 

 
不少進口作寵物買賣的異國寵物並不適合家居飼養，常見問題包括長大後的龐大體型、可以變

得兇猛、難以妥善地照顧或照顧的成本非常昂貴。往往，被不適當照顧但沒有死掉的異國寵物

會面臨被遺棄的可能。『放生』也令異國寵物遺棄數字急劇上升。目前，這樣的『放生』活動

並不受任何法例監管。目前檢控棄養也非常困難，加上沒有法例監管飼養這類異國寵物，目前

沒有任何法例系統可以懲罰及阻止這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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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台灣及新加坡均設有法例禁止未領有牌照而進行的放生動物行為。 

 
建議 

 
Cap 139 涵蓋的動物應予以審視，應涵蓋更多動物，與 Cap 169 相若。這樣，可以將更多異國

動物納入 Cap 139 的監管架構下。這樣可確保這類動物的來源及售賣得到管理。 

 
漁護署應以動物福利原則重新審視異國寵物買賣，及修改行業的政策，引入『正確名單』以

決定那些種類的異國動物可以在一般負責任飼主照顧下得到福利上的關顧，以及可以安全地

作寵物飼養及進行買賣，不會增加動物福利及遺棄的風險。 

 
政府應引入特別法例以監管『放生』或遺棄任何動物。本港經常出現的『放生』行為應予以

禁止。 

 
 
逐漸浮現的問題 / 日漸受關注的問題 

 
餵飼動物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關注越來越多的不必要及不負責任餵飼動物問題。餵飼的對象包括野生及自

由走動的家養動物。 

往往，多位餵飼者在公眾地方留下大量食物。他們的餵飼以單一動物種類為目標，但往往多種

動物種類也獲得食物來源。不少餵飼猴子的人士會不自覺或刻意地餵飼野豬及狗隻，而餵飼自

由走動狗隻的人士也會餵飼野豬。往往，餵飼行為留下大量食物，令市民投訴動物的存在，但

實際上投訴背後是基於差劣的人類造成衛生上的影響而引致投訴。動物往往因為容易獲得食物 

(但往往是不健康的選擇) 而被引到餵飼者或餵食點位置，牠們並非真正在捱餓。餵飼點亦經常

見到很多垃圾。 

 
餵飼流浪及野生動物可改變牠們的行為，令牠們介入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因而引起關注。一旦

動物習慣將人類與食物聯想起來，便會減低牠們對人的驚恐，令牠們直接接近人類或遷近市區

居住。當未能獲得食物時，或當流浪動物感到受威脅或被大群群眾驚嚇，期望獲得食物或需要

保護自己時，牠們有可能變得具攻擊性。 

 
這類不負責任的餵飼行為可增加誘使動物聚集在一起 (數量較自然地聚集為多) 及會增加牠們

的繁殖率及下一代的存活率，令整體數量增加。基於以上原因，餵飼可為動物帶來問題。動物

之間的矛盾  (打架)  可增加受傷風險，而增長了的動物數量可引發投訴及令人與動物出現矛盾。 

 
不負責任餵飼猴子已令位處金山郊野公園等地的猴子數量大增。由大量餵飼者、缺乏規管及執

法的影響下，導致猴子數量大增，對附近的社區帶來眾多的問題，更為猴子帶來動物福利問題，

例如被汽車撞倒，或出現人與動物矛盾時被傷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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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漁護署多年來的重點介入工作，包括動物生育控制計劃、公眾教育及外展工作、垃圾管理

及加強執法，猴子數量終於穩定下來。但是，這需要很長時間及昂貴的介入工作。至今，不負

責任及不必要的餵飼猴子行為仍然繼續。 

 
建議 

 
應該跟不同持份者組織討論，並就不同的餵飼情況展開發教育計劃，以減少不必要及不負責

任的餵飼行為。 

 
流浪動物管理計劃應針對使用食物及餵飼的需要，即註明那些情況下餵飼是需要的及可如何

進行等等。 

 
需要教育市民餵飼野生及自由走動家養動物帶來的負面影響，希望能改變這些行為。必須投

入資源。 

 
放棄飼主責任 

 
在不少地區 (一般在郊區鄉村或工地)，有飼主飼養、自由走動的狗隻由義工照顧及安排到本會

接受免費絕育。真正的主人把狗隻飼養作看守用途，而非作為伴侶動物，並且很少向牠們提供

照顧。往往狗隻生了小狗後，主人也不去承擔責任，即使漁護署前來捕捉狗隻及小狗，不少這

類主人全不介意，因為根本不會投資在狗隻的福利之上。雖然狗隻為主人保護財產，但主人不

會重視牠們的貢獻，不會視牠們為有價值的資產。主人認為牠們隨時可以丟棄，並且很容易找

到替代。 

 
義工會為這些狗隻申領狗牌，並且成為狗隻的晶片主人，而主人並不會這樣做。一旦當漁護署

捕捉到狗隻時，義工可以向漁護署領回狗隻。但是，這樣的安排，義工便需要承擔作為飼主的

責任，而非由狗主負責。真正的狗主可以享受狗隻提供的看守服務，而義工及愛護動物協會在

沒有任何得益下，需要負上照顧或監控狗隻的責任。 

 
若不去正視不負責任主人這問題根源，反而會鼓勵了這類人士的行為及令狗隻不斷繁殖，令流

浪狗隻管理問題繼續成為挑戰。 

 
建議 

 
應該為這類狗主發展針對性的教育計劃，以改變他們的行為及處理工作犬隻的方法。 

 
 
動物收寄所 

 
多年來，香港的私人及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動物收容所界別發展得非常蓬勃，為本港的流浪動物

管理提供極大幫助。但是，為確保這類收容所能夠得到策略性的發展、長遠的可持續性及確保

收容所能提供良好的動物福利，的確需要處理一些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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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本港動物收容所的數量大幅增加，但確實數字、種類及營運規模則不為人知。收容所內

接收了多少頭動物、每年新接收多少動物及動物來源完全無從得知。完全沒有數據的情況下，

難以理解漁護署流浪動物管理策略的成效，因為單單依賴政府動物管理中心數據可能已不合適。 

 
收容所內的動物極具挑戰性 ‐ 部份可能只需要在收容所逗留很短時間便可以被領養。其他進入

庇護所式營運的動物可能餘生都會在收容所內渡過。目前香港並無監管，亦沒有規則 (設定

低標準) 或正式指引訂明應如何營運收容所。這樣可令動物處身於惡劣的福利照顧中，尤其當

動物貯積情況發生，未能提供動物所需的基本及福利需要．並只會每況愈下。 

 
往往，收容所均設於鄉郊地方，以租賃形式租用。收容所很容易因種種原因而被迫遷，而另覓

地點亦越來越困難。這樣會令收容所的營運及動物福利面臨很大的風險。 

 
建議 

 
政府應進行研究，以瞭解私人及非政府機構收容所界別，好讓政府能理解他們的營運規模及

對流浪動物管理的影響 (動物來源)，以協助發展相關策略。 

 
應該發展作業守則，為收容所的運作提供指引，及為收容所內的動物提供更佳保障。 

 
應該考慮引入收容所條例。 

 
政府應該為私人及非政府機構營運的收容所提供更多支援，以營運能夠配合政府推出不同的

流浪動物管理政策。 

 
 
 
總結 

 
要發展有效率的流浪動物管理政策作為安全網，必須具備不同動物數量的資料及現有計劃的影

響。政府必須瞭解同一種類的動物之中，不同群體之間如何互相影響，及瞭解基於那些因素令

不同群體的動物變成流浪或野生動物類別，並成為主動出擊的流浪動物管理計劃的目標群。 

 
基本上，要管理『問題』的 佳方法是防止問題產生。在管理流浪動物而言，投放更多資源以

規管售賣及繁殖業，教育主人及準備飼養寵物人士成為有責任感的主人是更有效的方法。我們

已在之前遞交有關提昇主人責任的文件中提交建議。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在流浪動物管理事宜上有很多方面均可作出改善。在我們遞交的文件中，

我們建議可在個別方向進行更多研究，以瞭解問題及發展相關策略。我們亦指出應與相關持份

者作出更多考慮及討論的部份，及作出改善的建議。 

 
本會非常樂意協助進一步提昇本港的動物福利。如對本文件有任何查詢請隨時致電 XXXXXXXX

或發電郵至 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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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候安娜醫生 

BA. Hons. Vet MB. MVPHMgt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福利部副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