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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香港的家庭中，逾一成飼養寵物。現時《防止殘酷對待

動物條例》 (第 169 章 )是香港的主要保護動物法例，該條例於 1935 年

制定，旨在禁止殘酷對待動物，並就有關罪行施以刑罰。 1 
 
1.2 社會各界近期日益關注與動物福祉相關的事宜。 2 傳統上，  
"防止殘酷對待動物 "注重規管動物受到痛楚和傷害的情況；而     
"動物福祉 "則涵蓋動物的身體狀況、精神狀況，以及是否能滿足其

本能需要和渴望。 3 隨着與動物福祉相關的科學知識的發展和公眾

對動物態度的轉變，部分海外地方已檢討其動物福祉法例。該等

地方採納較新式的立法方針，除了防止動物遭受殘酷對待外，同時

亦強調照顧動物在身體和精神方面的需要。  
 
1.3 應葛珮帆議員的要求，資料研究組已完成研究，檢視了

(a)香港現行的保護動物法例；以及 (b)海外地方的動物福祉法例及

保護動物的良好實踐。 4 英國、澳洲昆士蘭省和新加坡為選定的

研究地方，因為這 3 個 "動物友善 "的地方在過去 10 多年間制定了

新的動物福祉法例。本資料摘要首先檢視本港的相關法例及該 3 個

選定地方的法例修訂背景，繼而闡述該等法例的主要特點，並以

3 個列表綜述相關資料 (附錄 I 至 III)。  
  

                                            
1 一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的詳題所述，該條例旨在禁止與懲罰殘酷對待動物。  
2 舉例而言，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曾先後於第五屆及第六屆立法會成立

小組委員會，研究與動物福祉相關的事宜。  
3 請參閱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2016)。  
4 資料研究組在第六屆立法會推出一項新的試行計劃，旨在加強為個別議員提供的

研究支援服務。本研究是根據上述計劃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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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在保護動物方面的近期發展  
 
 
2.1 政府統計處 ("統計處 ")最近期的統計數字顯示， 2010 年

本港約有 249 400 個住戶 (或 11%)飼養狗隻及／或貓隻。 5 在 2005 年

至 2010 年期間，本港住戶所飼養的貓狗數目由 297 100 頭增加至

415 100 頭，增幅達 40%。 6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的資料顯示，

本港約有 140 間持牌寵物店。 7 
 
2.2 香港現時至少有 10 條涉及動物保護和管理事宜的法例   
(附錄 I)。《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一般被視為當中的核心法例，

該條例是以英國的《 1911 年保護動物法令》 (Protection of Animals Act 
1911)("《 1911 年法令》 ")為藍本改寫而成。雖然政府曾分別於

1950 年、1979 年和 2006 年對《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作出 3 次

重大修訂，但所有修訂僅涉及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並未對其立法

原則作任何改動。  
 
2.3 除此之外，政府藉《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售賣及繁育)規例》

(第 139B 章 )("《規例》 ")，以及適用於動物售賣商和狗隻繁育者的

各項營業守則 ("營業守則 ") 8，規管動物售賣商和動物繁育者的

活動。政府最近對《規例》作出多項主要修訂，當中包括訂明任何

人士必須持有牌照或許可證 9，方可出售狗隻；而當局只會向被

視為 "適當的 "人士簽發牌照。 10 此外，《規例》亦禁止出售狗隻予

未滿 16 歲的人士。該等修訂已於 2017 年 3 月 20 日生效。  
 
2.4 儘管《規例》已作修訂，但有意見認為，相關法例在滿足

動物福祉方面仍有不足之處。該等意見綜述如下︰  
  

                                            
5 統計處曾於 2005 年進行住戶統計調查，以瞭解住戶飼養寵物 (不限於貓狗 )的情況。

於 2010 年，統計處再進行類似調查，但該次調查的涵蓋範圍則只限於貓狗的飼養。

請參閱 C&SD (2006) 及 C&SD (2011)。  
6 在 2005 年至 2010 年期間，住戶飼養的狗隻數目由 197 900 頭上升至 247 500 頭，

增幅為 25%；同期，住戶飼養的貓隻數目則由 99 200 頭上升至 167 600 頭，增幅達 69%。  
7 經持牌寵物店同意後，其商號會被列入 "持牌寵物店名單 "，並上載於漁護署網站。  
8 各營業守則載列強制性條款和建議最佳做法的標準，以期改善動物福祉。該等標準

是用於釐定動物的飼養人有否履行保護動物福祉的責任。  
9 現時共有 3 種牌照及 1 種許可證。該 3 種牌照分別為動物售賣商牌照及兩種繁育

狗隻牌照 (根據作繁育用途的雌性狗隻數目而分類 )。許可證則屬單次性質，持有人

只可出售單一狗隻。在 4 年期內，政府只會向同一人士簽發最多兩張許可證。  
10 舉例而言，曾經被裁定觸犯殘酷對待動物罪的人士，可能不會被視為持有動物售賣商

牌照的適當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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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關於滿足動物福祉的規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主要針對導致動物身體受傷害的殘酷行為。因此，該條例

根據一份載列 "殘酷行為 "的法律定義清單，而有關定義

與 英 國 相 關 的 《 1911 年 法 令 》 所 載 者 幾 近 相 同 。 11 
部分議員關注到，《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較其他

司法管轄區的有關法例寬鬆 "12，並促請政府應參考其他

先進地方，全面檢討及修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及 其 他 現 行 與 動 物 福 祉 相 關 的 條 例 13。 政 府 的 回 應

表示，已於 2017 年 1 月檢討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
所得結論是有關定義與其他地方所採用的定義相符。 14 

 
(b) 對繁育動物的規管︰雖然政府最近已修訂《規例》及

各營業守則，但一些動物關注團體仍然認為，經修訂的

《規例》及營業守則未能就動物的健康和福祉提供足夠

保障。首先，有關繁育動物的規定只適用於狗隻，而不

適用於貓隻。 15 然而，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在家居

繁育的狗隻和貓隻比例相同，兩者均佔 8% 16，顯示

貓隻繁育活動不容忽視。其次，狗隻繁育者只須參加

為期 24 小時的培訓課程。部分關注團體認為，培訓

課程時間甚短，未必能在繁育狗隻方面提供足夠的培訓

或知識。  
 
(c) 對寵物店的規管︰住戶飼養的狗隻主要來自寵物店 17，

而寵物店也是買家獲取關於動物餵飼、牌照申請和動物

基本照顧等首個資訊點。因此，一些關注團體認為，

寵物店應該更積極地向市民推廣盡責寵物主人的信息，

以減少購買寵物的衝動。然而，寵物店職員只須參加

12 至 18 小時的培訓課程。部分關注團體憂慮，寵物店

職員或許沒有足夠知識照料動物或向顧客提供建議。  
  

                                            
11 根據香港《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及英國《 1911 年法令》，任何人如殘酷地打、

踢、惡待、過度策騎、過度驅趕任何動物，或殘酷地使任何動物負荷過重，或殘酷地

將其折磨、激怒或驚嚇，或因胡亂或不合理地作出或不作出某種作為，而導致任何

動物受到任何不必要的痛苦，即屬犯罪。有關條文分別載列於香港《防止殘酷對待

動物條例》第 3(1)(a)條及英國《 1911 年法令》第 1(1)(a)條。  
12 請參閱 GovHK (2016)。  
13 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6)。  
14 請參閱 Food and Health Bureau (2017)。  
15 請參閱 SPCA HK (2016) 和 Animal Asia Foundation (2017)。  
16 請參閱 C&SD (2011)。  
17 2010 年，住戶飼養的狗隻總數中， 41% 是購自寵物店。請參閱 C&S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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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遺棄動物︰根據世界動物衞生組織，為動物植入微型

晶片，是減少流浪動物的有效方法。現時，香港的法例

只規定狗隻必須植入微型晶片。議員曾促請政府將強制

植入微型晶片的規定擴展至貓隻，以 "協助主人領回

走 失 的 貓 隻 ， 並 防 止 不 負 責 任 的 主 人 遺 棄 貓 隻 " 18。

不過，政府認為不適宜對貓隻主人施加相同的法例管制

措施。 19 
 
(e) 執法工作︰警方接獲殘酷對待動物案件時，首先會交由

軍裝警員處理。警方亦可召喚漁護署和愛護動物協會  
("愛協 ")的人員到現場提供意見。雖然愛協的督察亦會

定期巡查寵物店、街市和動物收容所，以及處理市民

透過愛協熱線舉報的個案，但法例並未賦權愛協採取

執法行動。 20 部分議員關注到，當局是否有足夠人手，

針對違規個案採取有效的執法行動。 21 
 
 此外，議員亦關注到現行法例下，難以就遺棄動物立案

檢控的問題。據政府所述，即使能夠找到遺棄動物的

主人，但"很多時這些主人都會辯稱有關動物是走失的"。
在缺乏任何證人或其他證據的情況下，當局難以立案

提出檢控。 22 
 
 
3. 選定地方修訂動物福祉法例的原因  
 
 
3.1 2016 年，英國有 1 080 萬個住戶(或 40%)飼養寵物。據估計，

寵物數量達 2 000 萬頭，當中以狗隻和貓隻為主，分別佔總數的

43% 和 38%。英國現時約有大約 2 300 間持牌寵物店及 650 名持牌

狗隻繁育者。  
  

                                            
18 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7a)。  
19 據政府所述，規定所有狗隻須接種疫苗、植入微型晶片及領取牌照，主要是為了

預 防 和 控 制 狂 犬 病 的 傳 播 。 然 而 ， 受 感 染 貓 隻 傳 播 狂 犬 病 的 風 險 較 狗 隻 為 低 。

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7a)。  
20 愛協可向寵物主人提供 "建議 "或發出 "警告 "。此外，如個案性質嚴重，愛協或會

提出私人檢控。  
21 請參閱 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Subcommittee on Issues Relating to Animal Welfare and Cruelty to 

Animal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2016) 22 March。  
22 請參閱 Government's responses to the follow-up items requested by the Subcommitte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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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動物福祉法令》 (Animal Welfare Act) 現時是英國主要的

保護家居動物法例。該法令於 2006 年制定，取代舊有的《 1911 年

保護動物法令》 23。當地有意見認為，舊法例 "沒有界定動物理應

獲 得 的 待 遇 " 24， 而 且 " 無 法 在 動 物 受 到 痛 楚 之 前 ， 採 取 有 效 的

行動 "25，因此未必能為動物提供足夠保護。此外，當地法院亦曾就

界定殘酷對待動物罪行的措詞作出批評，形容為 "不必要地混淆

不清 "。法院建議，法例背後的政策應以 "清晰和淺白的現代語言 "
來表達。 26 最後，新訂的《動物福祉法令》採用了主人必須主動

照顧其動物這個合時的福祉概念。  
 
3.3 2016 年，澳洲的整體寵物數量達 1 540 萬頭，當中以狗隻

和貓隻的份額最大，分別為 31% 和 25%。多達 62% 的澳洲家庭飼養

寵物，是世界上寵物飼養比例最高的地方之一。  
 
3.4 澳洲主要由各省及領地的政府負責動物福祉事宜的立法，

當中昆士蘭的法例一般被認為在涵蓋範圍 27 和執法方面，較為

全面。昆士蘭早於 1900 年代初已立法防止殘酷對待動物。當地

於 2001 年 制 定 名 為 《 照 顧 及 保 護 動 物 法 令 》 (Animal Care and 
Protection Act)的新法例，取代於 1925 年制定的原有法例。 28 除了

滿足 "現代社會對於動物福祉的看法 "外，《照顧及保護動物法令》

亦致力配合動物管控方面的 "科技發展步伐和社會期望 "，例如為

狗 隻 和 貓 隻 註 冊 、 植 入 微 型 晶 片 及 絕 育 ， 並 管 控 流 浪 貓 狗 。 29 
該法令亦加強了執法機關 30 在若干範疇的權力。  
  

                                            
23 首項防止殘酷對待動物的法例於 1822 年制定，主要針對殘酷對待牛隻。該法例

後來被《 1911 年保護動物法令》取代。其後，英國制定了逾 20 項涉及保護動物的

其他法令。  
24 請參閱 UK Parliament (2004)。  
25 請參閱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2004)。  
26 請參閱 Isted v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1998)。  
27 有關法例旨在回應社會就人道對待動物而日益增加的訴求，其涉及範圍包括農業、

科學、體育、康樂、娛樂及動物友伴。  
28 《保護動物法令》 (Animals Protection Act)  ("《 1925 年法令》 ")的制定，旨在 "防止殘酷

對 待 動 物 "。 其 後 ， 昆 士 蘭 在 1 9 2 5 年 至 1 9 9 1 年 期 間 ， 至 少 9 度 修 訂 該 法 令 。

於 1992 年舉行城市動物管理全國會議 (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animal management)後，

昆 士 蘭 省 議 會 認 為 《 1925 年 法 令 》 不 足 以 反 映 社 會 對 於 維 護 動 物 福 祉 的 期 望 。

有鑒於此，昆士蘭政府於 1993 年就有關法例進行檢討。由於省政府與持份者未能

達成共識，相關法例修訂遂以失敗告終。省政府其後再次進行檢討，而新法例最終

於 2001 年獲得通過。  
29 請參閱 Queensland Parliamentary Library (2001)。  
30 《照顧及保護動物法令》第 114 條訂明，地方政府可委任公職人員或昆士蘭皇家

愛護動物協會的僱員作為執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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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間，新加坡約有 62 000 頭狗隻和

51 500 頭貓隻。 2012 年，當地有 270 間持牌寵物店及 10 個從事

動物繁育的寵物農場。在 2007 年至 2011 年期間，新加坡有關動物

福祉的投訴增加 31，大部分投訴涉及寵物業內人士在惡劣的環境中

飼養動物，以及相關工人不恰當處理動物。因此，新加坡檢討了

《動物和雀鳥法令》 (Animals and Birds Act)，並在 2015 年對該法令

作出修訂，取代在 1965 年制定的原有法例。 32 與英國和昆士蘭的

情況相若，新加坡的新法例規定寵物主人必須給予其動物合理程度

的照顧。該法令亦特別訂明規管寵物行業的最低標準，並引入分級

罰則架構，加強阻嚇力。  
 
 
4. 選定地方動物福祉法例的共同特點  
 
 
4.1 儘管三個選定地方均按照各自的情況，制定其動物福祉

法例，然而，三地的相關法例也有若干共同特點，當中包括︰  
 

(a) 現代社會對動物福祉的要求：三地法例均明文規定動物

管理人有主動照顧動物的責任。動物照顧者須依循英國

農場動物福利委員會 (Farm Animal Welfare Council)在 1965 年

訂定的 "五項自由 "原則 33，顧及動物福祉的需要。簡要

而言，動物應有 (i)免於飢渴的自由； (ii)免於承受不適

的自由； (ii i)免於痛楚、傷害或疾病的自由； (iv)免於

恐 懼 不 安 的 自 由 ； 及 (v)表 達 本 能 的 自 由 。 三 地 根 據    
"五項自由 "原則制訂的法律條文載於附錄 II。  

 
  

                                            
31 在 2007 年至 2011 年期間，新加坡農糧獸醫局 (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所處理的

個案數目，由 292 宗增加至 399 宗，而新加坡愛護動物協會接獲的舉報個案數目則

由 870 宗增加至 1 027 宗。  
32 新加坡制定的首項保護動物法例名為《 1965 年動物和雀鳥條例》 (Animals and Birds 

Ordinance 1965)，旨在處理下述事宜：動物衞生、檢疫程序，以及防止以不當行為或

殘酷方式對待動物，並就有關行為施加刑罰。該條例於 1971 年更名為《動物和

雀鳥法令》。 2012 年，新加坡成立動物福祉法例檢討委員會 (Animal Welfare Legislation 
Review Committee)，負責檢討有關法例，並就如何加強持份者在促進動物福祉方面

互 相 合 作 ，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見 。 有 關 檢 討 更 促 使 《 2015 年 動 物 和 雀 鳥 法 令 》 獲 得

修訂通過。  
33 英國的農場動物福利委員會於 1965 年制訂 "五項自由 "原則，列明影響動物福祉的

重要因素。請參閱 Farm Animal Welfare Counci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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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根據三地的法例，管理動物的人士須採取必要

步驟，保障動物以避免其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後者被

理解為 "身體或精神痛苦 "。此外，三地又制訂營業守則

／標準，列明法定要求及最佳做法。 34 
 
(b) 對 繁 育 動 物 的 規 管 ： 英國現時的國家法例 35  只 規 管

狗隻繁育，英國政府現正考慮將規管範圍擴展至貓隻

繁育。新加坡方面，所有動物 (不限於狗隻及貓隻 )的
繁育者均須領牌。而昆士蘭政府則於 2016 年實施修訂

法令，規定不論繁育的幼犬數目及是否作售賣用途，

狗隻繁育者均須向政府註冊。 36 貓隻繁育者或須根據

個別地方政府要求，向政府委任的貓隻管制機構註冊。 37 
 
 大體上，英國和新加坡的相關營業守則和發牌條件，

均 列 明 對 繁 育 動 物 和 培 訓 動 物 繁 育 者 的 詳 細 規 定 。

例如，英國的狗隻繁育者須接受專業培訓。 38 在新加坡

和昆士蘭，動物繁育者則須具備有關的繁育標準和個別

品種特有遺傳問題的知識。 39 
 
(c) 對售賣動物的規管：售賣動物在選定三地均受到法例、

相關守則和發牌條件的規管。有關的營業守則有獨立

章節，為售賣不同類別動物人士提供指引。 40 
 

  

                                            
34 在英國和昆士蘭，雖然違反有關守則條文本身不屬違法，但動物管理人若就某項

罪行而被訴諸法律，法庭會考慮該人有否遵從有關守則。至於新加坡，與有關法例

相關的營業守則均列出在動物福祉方面具法律約束力的最低標準及最佳做法建議。  
35 Breeding and Sale of Dogs (Welfare) Act 1999 是規管狗隻繁育的主要法例。  
36 請參閱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2016a)。  
37 貓隻繁育者須按照不同地方政府的規定而註冊。據昆士蘭政府所述，與狗隻繁育場

的數目比較，貓隻繁育場的數目所引起的關注程度顯著較低，因此，貓隻繁育者的

強 制 註 冊 未 並 有 被 納 入 為 昆 士 蘭 政 府 承 諾 工 作 的 一 部 分 。 請 參 閱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2016b)。  

38 以屬全國職業資歷二級的動物照顧工作實務 (動物照顧及福祉 )證書課程為例，該培訓

課程為期 158 小時，內容涵蓋動物照顧、基本動物訓練和寵物美容等課題。就全國

職 業 資 歷 二 級 培 訓 課 程 而 言 ， 其 資 歷 等 同 於 在 綜 合 中 等 教 育 證 書 考 試 (一 般 稱 作

"GCSE Exam")中獲得 C 級或以上的成績。請參閱 City & Guilds (2016a)。  
39 請參閱 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2016)。  
40 英國的有關守則因應狗隻、貓隻、兔子和豚鼠、雪貂、雀鳥、爬蟲和兩棲動物，

以及魚類的特殊需要，分別在個別章節列明對此等動物售賣者的不同規定。香港則

只有兩套營業守則，應付所有動物售賣者的需要。其一是《動物售賣商 (狗隻 )營業

守則》，另一套則籠統地為所有其他寵物售賣者而訂的《持牌動物售賣商營業守則》。  



8  

 英國和新加坡的寵物店職員須接受足夠培訓，直至取得

專業資格。英國的寵物店職員須擁有等同於全國職業

資歷三級證書的資歷。 41 而新加坡的寵物店職員均須

強制參加由政府認可的課程提供者 (例如淡馬錫理工學院 )
所開辦的寵物福祉及動物管理培訓課程。 42 

 
 為提高動物福祉及寵物零售業的專業水平，新加坡於

2007 年推出寵物店評級計劃 (Pet Shop Grading Scheme)。
在該計劃下，所有寵物店除了須符合發牌條件外，其採用

最佳做法的程度亦會被考慮，以決定其 A 至 D 級的

評 分 。 寵 物 店 的 評 分 級 別 會 在 新 加 坡 農 糧 及 獸 醫 局  
(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的網站公布。除此之外，

新加坡亦已訂定措施，向寵物買家進行推廣，希望推動

他們成為負責任的寵物主人。自 2014 年起，寵物店須

進行 "售前甄別 "(Pre-sale screening)，以協助買家在作出

購 買 寵 物 的 決 定 前 ， 充 分 掌 握 相 關 資 訊 ， 包 括 知 悉

" 成 為 寵 物 主 人 對 他 們 本 身 所 帶 來 的 實 際 影 響 " 43，

並避免在一時衝動之下購買寵物。就此，寵物買賣雙方

均須填寫寵物購買聲明表 (Pet Purchase Declaration Form)44，

而 寵 物 店 須 將 有 關 表 格 保 留 ， 供 新 加 坡 農 糧 獸 醫 局

查核，作為寵物店續牌的條件之一。  
 
(d) 防止遺棄動物：三個選定地方均將遺棄動物視作未能

履行法例對於照顧責任的規定。換言之，任何人士若未

有 採 取 合 理 步 驟 確 保 滿 足 其 動 物 的 需 要 ， 而 遺 棄 其

動物，即觸犯有關遺棄動物的罪行。 45 
 
 昆士蘭和新加坡兩地均強制規定寵物店和動物主人須為

其狗隻和貓隻植入微型晶片。 46 昆士蘭大學的一項研究

顯示，植入微型晶片可於昆士蘭有效防止遺棄動物，植入

微型晶片的流浪狗和流浪貓的認領率分別高達 80% 和

                                            
41 以屬全國職業資歷三級的動物照顧工作實務 (寵物照顧及銷售 )文憑課程為例，該培訓

課程為期 351 小時。請參閱 City & Guilds (2016a)。  
42 請參閱 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2017)。  
43 請參閱 Animal Welfare Legislation Review Committee(2013)。  
44 寵物購買聲明表臚列出售前甄別的事項，當中包括買家年齡、飼養寵物經驗、對有關

寵物的需要和遺傳特性的熟悉程度，以及是否有時間及資源照顧有關寵物。買家須

聲明寵物店已就照顧寵物 (包括寵物食品、運動和健康需要 )向其提供詳細資料。  
45 請參閱 UK Parliament (2007)、Queensland Government (2017) 和新加坡《動物和雀鳥法令》

第 41C(1)(b)條。  
46 英國政府只強制規定狗隻須植入微型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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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遠高於沒有植入微型晶片的狗隻(37%)和貓隻(5%)。47 
昆士蘭皇家愛護動物協會充分借用強制植入微型晶片的

政策，積極向社區推廣已接受微型晶片植入、絕育及

防疫注射的狗隻和貓隻為健康動物友伴的概念，令社區內

更多人領養這些寵物。 48 
 
(e) 執法工作：在英國和昆士蘭，動物福祉法例的執法機關

是由警方、相關政府部門和皇家愛護動物協會組成，

而新加坡則只由警方和政府授權人員組成。 49 若出現

動物福祉未能滿足的情況，三地的執法機關均會向管有

動物的人士發出改善通知書，要求作出所需改善。通知書

是根據三地各自的動物福祉法例所訂，若有關人士未能

作出補救，當局可作出檢控。  
 
 除此之外，根據昆士蘭的《 2000 年警察職權法令》

(Police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Act 2000)，昆士蘭的警方

有權力和責任調查動物福祉事宜。而新加坡的《動物和

雀鳥法令》則訂出分級罰則架構，加強阻嚇力。 50 
 
 
5. 觀察所得  
 
 
5.1 香港的動物保護法例着重防止殘酷對待動物，而三個選定

地方已改為採用較全面的做法，透過制訂新法例改善動物福祉。

新法例生效前，動物福祉法大多較為被動，即當動物已受到傷害時，

執法人員才可採取行動。引入新法例後，寵物主人、寵物繁育者和

售賣者均須根據 "五項自由 "原則，積極履行主動照顧動物的責任。

新法例被認為有助改善動物福祉。  
  

                                            
47 請參閱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2015)。  
48 在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間，被領養的狗隻和貓隻數目分別增加 14% 和 58%，而同期

被人道毀滅的狗隻和貓隻數目分別顯著下降 74% 和 73%。這數據正反映有關推廣的

成功。  
49 與香港情況相若，新加坡愛護動物協會在《動物和雀鳥法令》下並沒有執法權。

嚴重個案會轉交新加坡農糧獸醫局或警方作進一步行動。請參閱 SPCA of Singapore (2016)。  
50 根據分級罰則架構，初犯者最高可被判罰 1 萬 5,000 新加坡元 (8 萬 3,000 港元 )及／

或監禁 18 個月，再犯者則最高可被判罰 3 萬新加坡元 (16 萬 6,000 港元 )及／或

監禁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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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英國的皇家愛護動物協會在 2015 年處理了 143 004 宗個案，

但當中大多 (99%)涉及照顧責任，而非殘酷對待動物。此等個案已

透過發出改善通知書的方式解決。在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間，涉及

殘酷對待動物而被定罪的個案數目，由 3 961 宗減至 1 781 宗，

下降逾半。被定罪的人士當中，約 10% 被判即時監禁，平均刑期

為 3.3 個月。  
 
5.3 英國國會現正檢討《動物福祉法令》。環境、食品及鄉郊

事務委員會在其最近的報告指出， "《 2006 年動物福祉法令》有

潛力顯著改善動物福祉水平 " 51。然而，該委員會亦察悉有關法例

的漏洞。就此，英國政府承諾採取跟進行動，當中包括︰ (a)規管

網上動物廣告及銷售； (b)規管貓隻繁育； (c)檢討裁判法院的判刑

指引；以及 (d)善用有關虐待動物者的資料庫和加強資料共享。

有關檢討預計於 2017 年年底完成，屆時或可促成相關法例的修改。  
 
5.4 昆士蘭的《動物照顧及保護法令》在 2001 年制定以來的

15 年期間，皇家愛護動物協會所處理的投訴個案數目由 10 704 宗

上升至 18 499 宗。不過，同期的檢控數目卻由 87 宗下降至 20 宗。 52 
大多數輕微個案已透過發出改善通知書解決。因此，許多人認為，

改善通知書在確保相關法例和營業守則得以遵守方面，是一件有效

的工具。 53 此外，強制規定為狗隻和貓隻植入微型晶片的措施，

以及推廣已接受微型晶片植入、絕育和防疫注射的狗隻和貓隻為

健康寵物，亦有效防止牠們被遺棄，並可鼓勵社區內更多人領養

這些寵物。  
 
5.5 由於新加坡的新動物福祉法例只實施了兩年，因此關於其

成效的公開資料，現時相當有限。  
 

                                            
51 請參閱 UK Parliament (2016)。  
52 請參閱 Griffith University (2017)。  
53 請參閱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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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香港有關動物保護及管理的法例  
 

條例 相關條文的主要目的 涵蓋範圍 制定年份
最近修訂年

份 

1. 《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第 169 章 )  

•  禁止與懲罰殘酷對待動物。  

保護動物  

1935 
2006 

(關於罰則 )  
2.  《動物羈留所條例》  

(第 168 章 ) 
•  羈留和處置流浪動物。  

1911 - 

3.  《貓狗條例》 (第 167 章 )  •  規管狗隻和貓隻的畜養，以及禁止屠宰狗隻

和貓隻。  1950 - 

4.  《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 (1)  

•  訂明司機在撞倒動物後必須停車的責任。  
1984( 1 ) -  

5.  《狂犬病條例》 (第 421 章 )  •  規管動物的處置。  1992 - 

6.  《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

(第 139 章 )  

•  訂明適用於動物行業及動物繁育者的規定。 售賣及繁育動物

1936 

2016( 2 )  
•  規管飼養及屠宰禽畜，以供人類食用。  食用動物  -  
•  規管展覽野生動物及禽鳥的地方，以確保

對公眾安全。  
野生動物  -  

7.  《動物 (實驗管制 )條例》  
(第 340 章 )  

•  管制對活脊椎動物進行實驗。  用以進行實驗的

動物  1963 - 

8.  《野生動物保護條例》  
(第 170 章 )  

•  保護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  1976 - 

9.  《海魚養殖條例》  
(第 353 章 )  

•  規管及保護海魚養殖。  
海洋和魚類養殖 1980 - 

10. 《獸醫註冊條例》  
(第 529 章 )  

•  規管獸醫外科學的執業和獸醫的註冊。  
動物衞生  1997 2015 

 

註︰  (1 )  請參閱《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第 56(1)(b) ( i i )  及 56(4)條。  
 (2 )  《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 (第 139 章 )下的附屬法例，即《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 (售賣及繁育 )規例》 (第 139B 章 )，已作修訂並於

2017 年 3 月生效。   



12  

附錄 II 
"五項自由 "原則及其在選定地方法例的應用  

 
五項自由原則  英國  昆士蘭  新加坡  

相關法例及條文  《動物福祉法令》  
第 9(2)條  

《動物照顧及保護法令》  
第 17(3)條  

《動物和雀鳥法令》  
第 41C 條  

1.  免於飢渴的自由  
2.  免於承受不適的自由 (1) 
3.  免於痛楚、傷害或疾病

的自由  
4.  免於恐懼不安的自由  
5.  表達本能的自由 ( 2 )  

動物的需要須視為包括— 
(a) 需要合適環境；  
(b) 需要合適食物；  
(c)  需要得以展示其正常行為

模式；  
(d) 需要與其他動物一同安

置、或分開安置；及  
(e) 需要被保護，免於承受痛

楚、痛苦、傷害和疾病。  

若有人不採取合理步驟履行

以下事宜，即屬不履行責任— 
(a) 以恰當方式提供動物在下列

方面的需要— 
(i)  糧水；  
( i i )  動物的居所或生活條件；  
( i i i )  展示其正常行為模式；  
( iv) 治理疾病或傷患；或  

(b) 確保以恰當的方式處理動物。  

任何動物主人— 
(a) 必須採取合理步驟，以確保— 

(i)  因應動物的膳食需要，

向動物提供足夠及適合

的糧水；  
( i i )  向動物提供足夠的遮蔽物； 
( i i i )  動物毋須以產生不合理

或不必要的痛楚或痛苦

的方式或姿勢，被禁閉、

輸送、吊起、運載或

處理；及  
( iv) 受保護而免受嚴重傷害或

疾病，並快速為其診斷

任何嚴重傷害或疾病。  
 

註︰  (1 )  可透過提供適當環境，包括遮蔽物和舒適的棲息處，達致免於承受不適的效果。  
 (2 )  可透過提供足夠空間和適當設施，並適當地讓動物與同類作伴，達致表達本能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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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香港及選定地方動物保護及福祉法例的主要特點  
 
 香港 英國 昆士蘭 新加坡 

主要法例  
《防止殘酷對待  

動物條例》  
《動物福祉法令》  

《動物照顧及  
保護法令》  

《動物和雀鳥法令》  

制定年份  1935 2006 2001 2016 
立法原則  防止︰  

(a) 殘酷對待動物；及

(b) 動物受到不必要的

身體痛苦。  

(a) 向動物管理者施加主動照顧的責任；及  
(b) 防止動物受到不必要的身體及精神痛苦。  

對繁育動物的

規管  
規管範圍    狗隻繁育。    狗隻繁育。 ( 1 )    狗隻及貓隻

繁育。  
  所有動物繁育。  

對繁育處

所的要求  
  基本條件。 ( 2 )  
  生產設施︰  

  生產範圍須與

其他狗隻分隔。

  清潔的墊料，

墊料必須每天

更換。  
  合適的溫度。  

  基本條件。 ( 2 )  
  生產設施︰  

  須將每隻母犬的

產房分隔。  
  產床須有足夠墊料

及較高的床沿，以

防止幼犬跌出。  
  當母犬被隔離時，

應增加與人類的

社交接觸。  
  合適的天然日光。

  合適的溫度。  

  只涉及基本

條件。 ( 2 )  
  基本條件。 ( 2 )  
  生產設施︰  

 單獨安置懷孕的動物。 
  有足夠空間讓母親可舒適

地完全伸展身體。  
  產床須有較高的床沿以

防初生動物跌出，但又

可讓母親離開，與其初生

幼兒短暫分開，以便運動

或放鬆。  
  溫暖的環境。  

 

註︰  (1 )  英國政府正考慮將貓隻繁育納入規管範圍。  
 (2 )  基本條件涵蓋對處所環境及條件的要求 (例如排水、燈光、通風、溫度、濕度及清潔 )、動物照顧及繁育管理 (即動物交配、分娩及繁育

年齡和繁育次數的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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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續 ) 
 

香港及選定地方動物保護及福祉法例的主要特點  
 
 香港 英國 昆士蘭 新加坡 

對繁育動物的

規管 (續 )  
對動物繁育者的

培訓要求  
  24 小時培訓。    全國職業資歷二級

培訓課程。 ( 3 )  
  沒有詳細說明，但

動物繁育者須具備

有關繁育標準 ( 4 )  
和個別品種特有遺

傳問題的知識。  

  沒有詳細說明，但

動物繁育者須具備

有關繁育標準 ( 4 )  
和個別品種特有

遺傳問題的知識。  

對售賣動物的

規管  
《營業守則》的

涵蓋範圍  
  適用於 (a)狗隻；及

(b)其他動物。  
  《營業守則》分別

為狗隻、貓隻、

兔子和豚鼠、

雪貂、雀鳥、爬蟲

和兩棲動物，以及

魚類的售賣者訂定

不同章節。  

  《營業守則》分別

為狗隻、貓隻、

雀鳥、老鼠、

白鼠、豚鼠、爬蟲

和兩棲動物，以及

魚類的售賣者訂定

不同章節。  

  《營業守則》分別

為狗隻、貓隻、

哺乳類小動物

(毛絲鼠、兔子、

豚鼠、倉鼠和沙鼠)，
以及雀鳥的售賣者

訂定不同章節。  

對寵物店職員的

培訓要求  
  12 至 18 小時的

培訓。  
  全國職業資歷三級

的培訓課程。 ( 5 )  
  在技術學院接受

正式培訓。  
  由政府認可的培訓

機構 (例如淡馬錫

理工學院 )所開辦

的強制性培訓。  

其他特徵  --  --  --    寵物店評級計劃。  
  為買家進行售前

甄別。  
 

註︰  (3 )  在英國，全國職業資歷二級等同於綜合中等教育證書考試 (一般稱作 "GCSE Exam")  C 級或以上的資歷。  
 (4 )  繁育標準是指繁育品種的理想特質，例如體積、比例、皮毛、顏色及性情。  
 (5 )  在英國，全國職業資歷三級等同於普通教育文憑高級程度考試 (一般稱作 "A Level of GCE Exam")"合格 "的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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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續 ) 
 

香港及選定地方動物保護及福祉法例的主要特點  
 

 香港 英國 昆士蘭 新加坡 

強制植入微型晶片規定的適用

範圍  
  只適用於狗隻。    只適用於狗隻。   適用於狗隻和貓隻。  適用於狗隻和貓隻。 

執法  執法機關    警務人員。  
  漁護署人員。  

  警務人員。  
 相關政府部門人員。

  皇家愛護動物協會

的人員。  

  警務人員。 ( 6 )  
 相關政府部門人員。

  皇家愛護動物協會

的人員。  

  警務人員。  
  政府授權人員。  

法定執法措施    調查。  
  檢控。  

  調查。  
  檢控。  
  發出改善通知書。

  調查。  
  檢控。  
  發出改善通知書。

  調查。  
  檢控。  
  發出改善通知書。  

加強阻嚇力的  
措施  

  提高罰則。    提高罰則。    提高罰則。    提高罰則。  
 引入分級罰則架構。 

 

註︰  (6 )  根據《 2000 年警察職權法令》，昆士蘭警方有權力及責任調查動物福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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