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研究動物權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政府就小組委員會提出跟進事項的回應  

 
 
 在 2017 年 4 月 24 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要

求政府就以下事宜提供書面回應：  
 

(a) 政府會否考慮為動物福利機構提供更多的財

政資助，供它們實施自願營辦的「捕捉、絕育、

放回」計劃，以及協助它們解決沒有足夠空間

存放所捕獲的流浪動物的問題 ; 
 

(b) 政府會否考慮效法台灣於 2017 年 2 月起實施

有關流浪動物的「零人道毀滅」政策；以及  
 

(c) 提供有關於西貢郊野公園內設置「牛路坑」的

落實情況及有關工程的具體時間表。  
 

2. 此外，委員分別就下列議程項目通過相關議案，並

要求政府作出回應。  
 

 

議程項目：「處理流浪動物方面的工作」  
 

(d) ‘本小組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進行下列措施：  
 

1. 設立領養中心，開放給市民直接領養動物；  
 

2. 全面推行「捕捉、絕育、放回」計劃，從源頭

減少社區犬隻數目；及  
 

3. 檢討每收到市民投訴即不問情由出動捕捉社

區動物，及通常於四日後將之人道毀滅的不人

道政策 ’(動議人：毛孟靜議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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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處理流浪牛方面的工作」  
 

(e) ‘本小組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進行下列措施：  
 

1. 制訂保育牛隻的可持續政策，代替目前不人道

及不可持續的牛隻政策；及  
 

2. 持續跟進被調遷牛隻的去向、評估健康狀況及

適應情況；不應以不干涉野生動物活動為由推

卸責任。國際間放回野生動物，特別是幼小動

物，都會監察 少一年的時間。 ’(動議人：     
毛孟靜議員 ) 

 
3. 政府的綜合回應如下：  
 

(a)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一直與多個動物福利

機構合作，促進動物福利和推廣更妥善管理動

物的信息。大部分動物福利團體屬非牟利性

質，政府會在資源情況許可下，向這些動物福

利機構提供部分財政資助，以支持他們的工

作，如設立動物領養中心和教育資源中心、翻

新領養中心設施和設置狗房、為動物 (包括將

獲領養的動物 )提供絕育及醫療服務，以及舉

辦教育和宣傳活動以推廣領養動物的服務和

「做個盡責的寵物主人」的信息等。漁護署已

在 2017/18 年度預留 150 萬元，供動物福利團

體申請。我們會密切監察資助申請的情況，並

在需要時考慮調整資助金額，以配合動物福利

團體進行有關促進動物福利的工作。  
 
就處理捕獲的流浪動物，動物福利機構會安

排合適的動物供市民領養。如因存放空間不

足，亦可轉交漁護署跟進。無人認領的動物

若健康狀況良好，及經獸醫評估為性情溫馴而

適合被領養，漁護署會安排把牠們轉交其他動

物福利機構供市民領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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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絕育、放回」試驗計劃於 2015 年

展開，並將於 2018 年完成。由於計劃的成

效仍有待全面評估，漁護署會在該試驗計劃

完成後考慮未來路向。詳情可 參 閱 立 法 會

CB(2)1231/16-17(01) 號 文 件 。  
 

(b )  正如上文 (a)部分所述，漁護署會安排合適

的動物轉交動物福利機構供市民領養。只有

因 健 康 或 性 情 理 由 被 評 定 為 不 適 合 供 領 養

的 動 物 ， 才 會 以 安 樂 死 作 人 道 處 理 。 事 實

上，多個國際性動物組織 (包括世界動物衞

生 組 織 ) 均 認 同 ， 若 在 已 實 施 各 項 的 情 況

下，捕獲的流浪狗隻數目過高或不適合被領

養，讓牠們安樂死會是合適和人道的解決方

法。  
 
台灣於 2017 年第一季開始推行流浪動物的

「零人道毀滅」政策，有關政策的實施情況

及評估仍有待觀察，漁護署會密切留意有關

發展。漁護署會留意國際間就流浪動物管理

的措施，及考慮本港獨特的情況，完善流浪

動物管理的措施。  
 
(c )  漁護署正諮詢相關部門的意見，包括運輸署

及路政署，研究於西貢郊野公園內設置「牛

路坑」的可行位置、技術可行性、實用性，

以 及 對 行 人 及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造 成 的 影

響。根據運輸署的資料，牛路坑在海外國家

用於牧場的私人土地範圍內，用於防止牛隻

離開牧塲範圍。基於海外地方的設計經驗，

在 公 共 道 路 上 設 置 牛 路 坑 對 道 路 使 用 者 有

潛 在 危 險 ， 詳 情 可 參 閱 立 法 會

CB(2)1231/16-17(07)號文件。  
 

(d)  正如上文 (b)部分所述，漁護署會安排無人

認 領 而 被 評 定 為 適 合 被 領 養 的 動 物 轉 交 伙

伴動物福利機構，供市民領養。現時，與漁

護 署 合 作 的 伙 伴 動 物 福 利 團 體 共 有 16 間  



- 4 - 

非牟利機構，分佈於本港不同地區提供動物

領養服務。漁護署與動物福利機構建立伙伴

關係，及將所接收的動物透過這些機構讓公

眾領養，能提供更多的地點服務市民，更能

切合現時社會的需要。漁護署正積極接觸其

他動物福利組織，以探討進一步增加伙伴團

體的數目，加強領養動物的服務。漁護署亦

會透過宣傳教育，推廣市民領養動物。  
 
(e )  在處理流浪牛方面的工作，政府一直採取多

管齊下的方針管理流浪牛，並不斷研究各項

優化的措施，以盡量減少流浪牛對市民造成

的滋擾，同時保障牛隻的福利。  
 
在「捕捉、絕育、遷移」計劃下，在遷移任

何牛隻前，漁護署獸醫會為牠們進行檢查及

評估。漁護署並不會追蹤個別牛隻的行蹤，

但每週均會到牛群出沒地點作巡視，定期觀

察牛隻的健康及遷移地點的狀況。如發現牛

隻受傷或接獲市民有關的報告，漁護署會派

員跟進並對牛隻提供適當治療。大部分牛隻

在被遷移後，健康狀況大致維持良好。漁護

署管理流浪牛的工作，是以保障牛隻的福利

為目標，讓牛隻在大自然環境下生活，並無

涉及不人道的處理或無法持續的情況。  
 
我們會繼續與相關區議會、鄉事委員會、地

區的居民及動物福利團體密切聯絡，研究其

他可行的措施，以盡量減少流浪牛造成的滋

擾及保障牛隻的福利。  
 

 

食物及衞生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運輸署  
二零一七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