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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過去 20 多年，世界不少地方對動物福利和權益的意識顯著
提高，民眾亦日漸了解其重要性。 1 動物福利關乎動物如何應對
生活環境，包括動物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狀態及滿足本身自然需要和

慾望的能力。 2  動物權益則是一種哲學信念，相信動物應有其
權利，包括免於人類干預的生活權利。人類不應總以人類的權益

凌駕動物的權益，時刻均應人道對待動物，並消除人類對動物造成

的痛苦。 3 
 
1.2 要維護動物福利和權益，須建立動物友善的社會，促進

動物與人類社會和諧共融。在歐洲，多個國家以動物友善措施

見稱，例如荷蘭、瑞士、奧地利和英國。這些地方對寵物持開明

態度，樂於採取措施讓寵物能夠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1.3 在亞太區，社會對飼養寵物有較多限制。然而，台灣台北

市及新西蘭近年取態進取，致力構建人與動物共融社會。兩地均採

取全面策略，推行各項動物友善措施以促進人與動物共融，並取得

正面成果。  
 
1.4 據 估 計 ， 香 港 在 2018 年 約 有 221 100 隻 寵 物 狗 和

184 100 隻寵物貓。全港約有 241 900 個家庭飼養貓狗作為寵物，
即每 10 個家庭中，約有 1 個飼養寵物貓狗。 4 隨着本港飼養寵物

                                           
1 例如，歐洲聯盟在 1997 年正式確認動物為 "有感知的生命 "(Sentient Beings)。  
2 根據世界動物衞生組織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如動物健康、
舒適、營養均衡、處於安全環境，沒有遭受因痛楚、恐懼和悲痛所引起的

不適，並能表達身體和精神上重要的本能行為，便屬享有良好福利。請參閱

Food and Health Bureau and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2019)。  
3 請參閱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2010)。  
4 政府統計處在 2018 年 3 月至 6 月期間，進行了一項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
搜集有關在香港飼養貓狗的情況等資料。請參閱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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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風日趨普遍，社會人士難免對動物福利及權益的保障有所

關注。 5 近年，政府透過多項措施改善動物福利／權益，例如收緊
對動物買賣和繁育的規管，以及增設寵物公園的數目。然而，目前

仍有意見批評香港的動物友善政策落後於其他多個已發展經濟體，

明顯一例是限制攜帶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和進入公園、餐廳和店

鋪。因此，部分市民再三促請政府考慮推行更多動物友善措施，以

加強動物福利／權益的保障。  
 
1.5 應鄺俊宇議員的要求，資料研究組就香港推行動物友善

措施的情況擬備本資料摘要，內容特別論述攜帶動物乘搭公共交通

工具和在租住公屋 ("公屋 ")屋邨飼養寵物的事宜。本資料摘要亦
研究台北及新西蘭近年推行動物友善措施的情況和最新發展，以及

推行各項措施的成果。在是次研究所涵蓋的地方所推行的各項動物

友善措施的主要特點，以列表形式載於附錄。  
 
 
2. 香港的動物友善措施  
 
 
2.1 據政府所述， 6 動物福利和管理政策旨在確保人與動物
能夠和諧共存。因此，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已將寵物公園
數目由 2010 年的 19 個增至現時的 45 個，園內設有狗廁所、飲水
器及動物遊樂設施 (例如狗隻跳躍圈環 )。寵物主人在寵物公園遛狗
時，亦可欣賞園中美景。  
 
2.2 此外，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以多管齊下的方式處理
動物福利和管理事宜，包括 (a)2017 年 3 月實施新發牌制度，收緊
對狗隻繁育者和售賣商的規管，並加重違規罰則； 7 (b)香港警務處
("警方 ")設立專責刑事調查隊，負責處理殘酷對待動物個案， 8 
並會跨部門合作處理有關個案； 9  及 (c)漁護署與動物福利團體
合作，提供動物領養服務和鼓勵市民領養流浪動物。 10  
                                           
5 請參閱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2010)。  
6 請參閱 GovHK (2017)。  
7 新發牌制度規定任何人飼養狗隻作繁育及出售用途或要約出售狗隻，必須領取

售賣商牌照或單次許可證。之前，只有動物售賣商須就售賣動物領取牌照。  
8 現時，全港 22 個設有刑事調查隊的警區均有專責調查隊，負責處理殘酷
對待動物個案。  

9 警方自 2011 年推出 "動物守護計劃 "，與漁護署、食物環境衞生署、獸醫
學會和動物福利團體等持份者合作，透過教育、宣傳、情報搜集及調查

工作，打擊殘酷對待動物。  
10 請參閱 Food and Health Bureau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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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漁護署亦加強公眾教育，作為預防殘酷對待與遺棄動物的

策略。該署推行公眾教育及宣傳計劃，推廣 "做個盡責的寵物主人 "
和妥善照顧動物，並向狗主說明為狗隻領牌及接種狂犬病疫苗的

需要， 11 以及勸喻市民不要遺棄寵物。  
 
 
近期發展  
 
2.4 因應寵物主人要求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寵物進入，康文署

於 2019 年 1 月在 6 個選定公園實施 "寵物共享公園 "試驗計劃，
讓一般公園使用者和帶同寵物到康文署公園的寵物主人在共融環境

下一同享用公園設施。然而，寵物主人須妥為管束其寵物，並須以

狗帶牽引其寵物狗。康文署將於 2020 年年初檢討試驗計劃的
成效，以考慮是否在更多地區設立寵物共享公園。  
 
2.5 最近，政府在 2019 年 4 月就提升動物福利的立法建議進行
為期 3 個月的公眾諮詢。 12 提出的建議包括向對動物負有責任的
人士施加 "謹慎責任 "，要求妥善照顧動物。 13 對動物負有責任的
人士必須採取措施，確保照顧到動物的福利需要，以達到良好做法

的要求。 14 當局會授權政府人員向未能履行謹慎責任的寵物主人
發出 "改善通知書 "，指明須作出的改善措施。在指定期間內未有遵
從改善通知書，可因違反 "謹慎責任 "而被檢控。  
 
 
問題及關注事項  
 
2.6 儘管當局已收緊動物保護規管制度及提供更多寵物相關

設施，部分持份者促請政府加大工作力度，將香港構建成動物友善

城市。 15 提出的建議包括：  
  

                                           
11 根據《狂犬病規例》 (第 421A 章 )，所有超過 5 個月大的狗隻必須植入晶片、
領有牌照和接種狂犬病疫苗。  

12 請參閱 Food and Health Bureau and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2019)。  

13 其他建議包括加強防止殘酷對待動物的條文及加強執法權力以保障動物
福利。  

14 動物的福利需要包括 (a)需要有適當營養飲食； (b)需要有合適環境； (c)需要
能夠表達出正常行為模式 (包括社交需要 )；及 (d)需要受到保護，免受痛楚、
痛苦、疾病和傷害。  

15 請參閱 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Subcommittee to Study Issues Relating to Animal Rights 
(2017)及 Food and Health Bureau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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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改善現行措施例如放寬公屋屋邨養狗限制，進一步
增加寵物公園的數目 (特別是相關設施不足的地區 )； 16 
加強公眾教育，促進市民對動物權益的認識；以及發牌

規管動物善終服務； 17 及  
 
(b) 推行新措施准許攜帶動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例如
容許乘客攜同寵物乘搭港鐵／公共巴士，以及在港鐵

增設特定動物車廂。  
 
 
在公屋屋邨飼養動物  
 
2.7 公屋屋邨准許飼養家庭小寵物，例如已絕育的貓隻、雀鳥

和兔子。然而，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與租戶簽訂的
租約，租戶不可飼養狗隻和牲畜，除非基於視障或聽障等特定健康

理由或根據 "可暫准原則 "獲房委會給予酌情批准，則不在此限。 18 
房委會認為公屋屋邨人口稠密，飼養狗隻或會引致安全風險、噪音

滋擾與衞生問題，因此並無計劃放寬現行政策。  
 
 
攜帶動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2.8 在攜帶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方面，公共小巴、的士、

渡輪及非專營巴士的營辦商目前可自行決定是否容許乘客攜帶

寵物。但至於港鐵列車和專營巴士，相關附例或規例禁止乘客攜帶

寵物登車，陪同視障人士的導盲犬除外。政府已表明，考慮到港鐵

及專營巴士有大量乘客、車廂頗為擠迫 (尤其在繁忙時間 )及其他
乘客的接受程度等其他因素，現行安排將不會改變。  
  

                                           
16 部分持份者關注到寵物公園的位置分布與各區的人口不成比例。此外，部分
寵物公園面積太小和位於不方便的地點。請參閱 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Subcommittee to Study Issues Relating to Animal Rights (2017)。  

17 現時，政府並無專有發牌制度規管動物善終服務供應商的業務運作。相關
政府部門或可根據其權限，巡查提供動物善終服務的處所，以檢查經營者

有否遵守相關法例和規定。  
18 在 2003 年，房委會實施 "屋邨管理扣分制 "，將違規飼養動物列為扣分
項目。為避免可能出現租戶遺棄大量狗隻的情況，房委會實施一次性的

"可暫准原則 "安排，容許租戶繼續飼養於 2003 年 8 月 1 日前已在公屋單位
飼養的細小狗隻，直至狗隻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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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亦回應稱，港鐵不會採納在列車設置

特定動物車廂或容許乘客攜帶寵物乘車的建議，原因是要考慮乘客

的整體利益及有需要為所有乘客提供安全、可靠和舒適的鐵路

服務。 19 至於公共巴士服務，據報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對
攜帶寵物乘搭巴士持開放態度，但須考慮若干因素，例如相關法例

的修訂、准許攜帶的寵物種類與體型大小，以及這項安排對其他

乘客和巴士服務運作的影響。 20 
 
 
3. 台北的動物友善措施  
 
 
3.1 台灣在 2017 年共有 180 萬隻寵物狗和 733 200 隻寵物貓，
較 2007 年分別增加 34.5%和 161.3%。 21 隨着飼養寵物貓狗的市民
日漸增加，台灣政府致力改革當地的動物福利規管制度，以加強

保障動物福利和權益。有關改革包括推出連串進取的政策，例如管

理流浪動物的 "零撲殺 "政策， 22 以及將殘酷對待動物的最高刑罰
加倍。 23 
 
3.2 在地方層面，各縣市政府自行制訂和推行政策措施，以

支持中央政府的動物保護政策。其中台北市政府尤其積極，採取

全面策略保障動物福利，並於 2015 年制定動物友善城市行動
計劃，推動台北成為動物友善城市。  
 
 
台北動物友善城市行動計劃  
 
3.3 在台北，寵物狗及寵物貓在 2007 年至 2017 年間分別增加
22.6%和 53.4%至 2017 年的 169 300 隻和 85 900 隻。有關數字分別

                                           
19 請參閱 Transport and Housing Bureau (2017)。  
20 請參閱東方日報 (2017)。  
21 請參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8)。  
22 在 2017 年 2 月頒布的 "零撲殺 "政策禁止人道撲殺公立動物收容所的流浪
動物。推行此政策之前，公立收容所可經通告或公告後，撲殺在收容所內

逗留 12 日或以上的動物。台灣是亞洲少數採取 "零撲殺 "政策的地方之一。  
23 經修訂的《動物保護法》訂明，故意傷害而使動物肢體嚴重殘缺、器官喪失
功能或死亡，經定罪後最高刑罰為監禁 2 年及罰款介乎 20 萬元新台幣
(51,000 港元 )至 200 萬元新台幣 (510,000 港元 )。原來條文所訂的最高刑罰為
監禁 1 年及罰款介乎 10 萬元新台幣 (25,500 港元 )至 100 萬元新台幣
(255,000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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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台灣 2017 年寵物狗及寵物貓總數的 9.5%和 11.7%。 24 根據最新
數字，台北在 2013 年約有 147 000 個家庭飼養寵物狗，佔家庭總數
14%。寵物貓的相應數字則為 102 000 個家庭，佔總數 10%。 25 
 
3.4 鑒於寵物數量眾多，台北市政府致力創造動物友善環境，

促進人與動物共融。市政府與上游端的寵物業者合作推廣動物友善

城市行動計劃，並將中游端的寵物主人責任，以及下游端的流浪狗

管理工作納入行動計劃範圍。主要推行的措施包括： (a)收緊對
動物買賣的規管； (b)設立檢舉機制和加重遺棄動物的罰則；
(c)設立登記冊和推廣寵物狗絕育；及 (d)推行 "捕捉、絕育、接種
疫苗、回置 "計劃，以控制流浪狗數目。  
 
3.5 此外，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動保處 ") 26 亦在動物友善城市
行動計劃下推行多項動物友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 (a)為寵物
提供活動空間； (b)讓乘客攜帶大型寵物乘搭指定公共交通工具；
(c)為寵物主人與寵物舉辦訓練課程；及 (d)資助私營機構開辦動物
安養服務。  
 
 
為寵物提供活動空間  
 
3.6 在台北，寵物主人可攜帶寵物進入任何公園和遊樂場，惟

他們須以繩帶牽引或妥善管束其寵物。在 2016 年至 2018 年間，動
保處在 3 個公共公園設立狗活動區，並開設兩個較大型的狗運動
公園，以提供公共空間讓狗隻可免繫繩帶，自由奔跑活動。這些

動物友善空間每年吸引約 13 萬人次使用。此外，動保處自 2018 年
起實施機制，用以評估和審批公眾提交有關在現有公共公園設置

狗活動區的提案。  
 
3.7 動保處亦在 2016 年推出自願參與的 "動物友善空間計劃 "，
鼓勵公私營機構開放其店鋪、餐廳與康樂設施等，讓寵物主人攜同

寵物進入。該計劃旨在提供更多途徑，讓寵物融入主人的日常

生活。參與計劃的店鋪或設施須符合指明的動物友善準則，並獲

動保處發出特別設計的標籤，以供展示於入口，以宣傳該店鋪或

設施為動物友善空間，方便訪客識別。截至 2018 年 7 月，已有
106 家店鋪或設施參與該計劃。   

                                           
24 請參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8)。  
25 請參閱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2014)。  
26 動保處是台北負責動物管理和保護事宜的有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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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動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3.8 台北的公共交通營辦商一向規定，如乘客遵守規則，確保

其動物不會滋擾其他乘客，可攜帶小型動物乘車。這做法有別於

香港情況，本港的政策傾向限制攜帶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3.9 現時，臺北大眾捷運系統 ("台北捷運 ")准許每名乘客攜帶
一隻小型動物而無須額外收費。帶入車站或車廂的動物應放入指定

尺寸的容器內，例如寵物箱或寵物車。 27 容器應妥善組裝，確保
不會溢出排泄物或液體。動物的頭、尾及四肢不可外露於容器

之外。 28 至於公共巴士，攜帶動物的乘客須為寵物支付相當於
正常票價半費的車資，而可攜帶的動物容器尺寸亦相對較小。 29 
乘客如違反公共交通營辦商所訂的規則，或會被禁止使用服務。

據報，寵物主人普遍遵守公共交通營辦商有關攜帶寵物乘車的

規定。 30 
 
3.10 在 2017 年，動保處試辦 "友善狗狗公車計劃 "，於周末和
假日在 7 條巴士線准許乘客攜同狗隻乘車，但大型狗隻須以狗帶
牽引，小型狗隻則須放入容器內。每條 "友善狗狗 "巴士線在服務日
提供 3 班服務，往來各個狗運動公園和指定狗活動區。根據該
計劃，攜帶寵物的乘客須遵守若干條件，包括： (a)每位乘客只准
攜帶一隻寵物登車而不另收費； (b)所攜帶的狗隻須已登記及接種
狂犬病疫苗； (c)狗隻必須健康和清潔；及 (d)乘客須保持巴士車廂
清潔及清理其寵物的任何排泄物。  
 
3.11 根據動保處在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間進行的
調 查 ， 31  逾 80%受 訪 者 對 "友 善 狗 狗 公 車 計 劃 "感 到 滿 意 。
在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間，已有 226 隻寵物狗曾乘搭相關
巴士線，而有關巴士服務並無接獲任何公眾投訴。上述調查結果

反映 "友善狗狗公車計劃 "廣為寵物主人與市民大眾認同。  
  

                                           
27 容器不可超出以下尺寸：長 55 厘米、闊 45 厘米及高 40 厘米。  
28 乘搭規定不適用於警犬或陪同傷殘乘客的領證輔助犬如導盲犬。  
29 容器的長度、闊度及高度均不可超出 30 厘米。可能危及乘客安全的指定
類別動物如爬行類動物，不可帶進公共巴士。  

30 據報，台北捷運在 2017 年只曾向兩名違反攜帶寵物條件的乘客發出罰款
通知。大部分乘客被要求糾正違規事項時均會遵循規定，例如避免讓寵物

身體露出容器外。請參閱公民黨 (2018)。  
31 請參閱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2018)及台灣動物新聞網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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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寵物主人與寵物舉辦訓練課程  
 
3.12 動保處認為寵物主人教育和寵物訓練至為重要，有利於

構建共融環境，促進市民與寵物和諧共處，從而令市民大眾更接納

飼養寵物。因此，動保處自 2015 年起贊助社區學院為寵物主人與
寵物貓狗定期舉辦及提供免費課堂訓練課程。此外，台北 e 大
(Taipei e-Campus)亦提供免費網上訓練課程。 32 訓練課程涵蓋寵物
主人的責任、寵物主人與寵物關係的建立、寵物社交和寵物行為

管理。 33 截至 2018 年 7 月，共有 5 921 名寵物主人參與各項訓練
課程。此外，動保處亦為寵物主人舉辦免費寵物外出禮儀訓練

課程， 34 藉此配合其推廣工作，鼓勵更多機構向寵物開放活動
空間。  
 
 
動物安養服務  
 
3.13 根據動物友善城市行動計劃，動保處亦鼓勵動物醫院等

私營機構開設動物安養中心，以協助有需要的寵物主人照顧其年老

寵物。自 2016 年起，動保處為符合指明服務和設備標準的合格
認證動物安養中心提供補助，以資助其租金、員工薪酬及裝置設施

的開支。 35 在 2018 年，台北有 12 間合格認證的動物安養中心。  
 
 
推行各項措施的成果  
 
3.14 動保處的 "友善狗狗公車計劃 "獲得寵物主人及公眾的
好評。在 2019 年年初，動保處宣布將該計劃的試驗期延長至
2019 年年底，並向相關巴士線的司機提供培訓，教導司機如何與
狗隻溝通，以提升服務水平。此外，動保處繼續進行宣傳，鼓勵

公私營機構開放其設施讓寵物進入。  
  

                                           
32 台北 e 大是台北市政府設立的電子學習網絡，為公務員及市民提供終身學習
機會。  

33 課堂課程一般為 6 課，每課 2 小時。寵物主人可與寵物一同上課。  
34 外出禮儀包括不在公共場所吠叫及與其他狗隻打鬥。  
35 裝置新設施的補助上限為 20 萬元新台幣 (51,000 港元 )。員工薪酬的補助金額
為 每 人 1,000 元 新 台 幣 (255 港 元 ) ， 上 限 為 每 月 10,000 元 新 台 幣

(2,550 港元 )，租金補助上限則為每月 10,000 元新台幣 (2,550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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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在台北，持份者普遍認同動保處促進人與動物共融的做法

和政策措施。部分人士促請台北當局進一步加強相關措施，例如

開放更多專設的狗運動公園、鼓勵更多公私營機構開放設施予寵物

進入，以及為寵物主人與寵物提供更多訓練機會。 36 
 
 
4. 新西蘭的動物友善措施  
 
 
4.1 在 2015 年，新西蘭分別有 683 000 隻寵物狗和 110 萬隻
寵物貓。 37 當地約有 28%家庭飼養寵物狗，並有 44%家庭飼養
寵物貓。除了飼養寵物比率屬全球最高之列外，新西蘭當地農場亦

飼養大量牲畜，截至 2017 年有 650 萬隻乳牛、 360 萬隻肉牛及
2 750 萬隻綿羊。 38 新西蘭經濟高度依賴畜牧業，因此當地推行
完善的動物福利制度，而該制度在國際間備受好評。 39 新西蘭的
動物福利制度以《新西蘭動物福利策略》 (New Zealand Animal Welfare 
Strategy)("《動物福利策略》 ")為本，該策略由初級產業部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40 於 2013 年制訂，作為動物福利制度的綱領
框架，以及動物福利法例和政策的基礎。  
 
4.2 在新西蘭，當局根據《1999 年動物福利法》 (Animal Welfare 
Act 1999)及其他相關規例，規管動物 (包括寵物 )保護工作，使動物
免受虐待、疏忽照顧和遺棄。該法例特別指明寵物主人對動物有

基本的 "謹慎責任 "(duty of care)與其他相關責任，須照顧動物在
生理、健康及行為方面的需要。該法例亦訂有條文，防止動物遭受

惡待和疏忽照顧。初級產業部亦就寵物貓狗等主要動物類別訂立

動物福利守則，列明寵物主人必須遵守的動物照顧最低標準，以

履行《 1999 年動物福利法》所訂的責任。動物福利守則亦用作
公眾教育工具，載列動物照顧和管理的建議最佳做法。 41 
  

                                           
36 請參閱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2018)。  
37 請參閱 The New Zealand Companion Animal Council Inc (2016)。  
38 請參閱 Stats NZ (2019)。  
39 新西蘭在 2014 年全球動物保護指數 (2014 World Animal Protection Index)中大部分
主要指標皆取得甚高評分。該指數根據全球 50 個國家的保護動物法例和
政策承諾進行評級。請參閱 World Animal Protection (2014)。  

40 初級產業部是新西蘭執行動物福利政策及工作的有關當局。  
41 動物福利守則沒有法律效力，但當局在作出檢控時，可引用有關守則證明
相關人士的行為不合乎動物福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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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友善措施  
 
4.3 新西蘭的《動物福利策略》僅訂明保護動物的高層次框

架，並作為制訂新西蘭動物福利法例和政策的基礎。至於構建人與

動物共融社會的工作，則由新西蘭中央和地方政府當局負責，各自

根據《動物福利策略》推行各項動物友善措施。  
 
 
中央政府  
 
4.4 初級產業部在 2014 年改革食物安全規管制度時，亦有考慮
到動物友善的問題，例如放寬規管攜帶寵物進入食肆的規則。

在 2016 年新規管制度實施前，除導盲犬等輔助動物外，動物一律
不可進入食肆。現時，在確保動物不會污染食物的情況下，《澳洲

新西蘭食品標準守則》第 3.2.2 項標準 "食物安全作業及一般規定 "
並不禁止活生動物進入食肆，但不可接近處理食物的範圍。 42 
然而，寵物狗只可在店主酌情許可下進入食肆露天範圍。  
 
4.5 直 至 2018 年 前 ， 新 西 蘭 房 屋 局 (Housing New Zealand) 43 
規定公共房屋租戶須先取得許可，才可在單位飼養寵物。然而，

除特別情況外，當局一般不准住戶養狗。 44 在 2018 年，新西蘭
房屋局考慮到飼養寵物有利居民身心健康，尤其是長者、小童與

獨居人士，因而放寬公共房屋飼養寵物的限制，但飼養貓狗或豬和

山羊等牲畜的租戶，仍須向新西蘭房屋局登記。如租戶飼養狗隻或

牲畜，因可能對社區產生較大安全風險和滋擾，寵物主人須簽署

表格，同意妥善照顧及管束其寵物。此外，飼養寵物的租戶均須

遵守動物福利法例相關規定，包括對動物的謹慎責任及飼養寵物的

附例。  
 
 
地方政府  
 
4.6 在地方政府層面，個別地方議會訂有政策規管寵物的飼養

和管理，以盡量減少對公共地方和自然棲息地的滋擾。例如，

                                           
42 唯一例外而可在食物處理範圍出現的動物是魚類、海鮮和貝介類。這代表店
主可在食肆內放置魚缸飼養觀賞魚，並同時飼養及出售鮮活海鮮、魚類和貝

介類。  
43 新西蘭房屋局是為新西蘭國民提供公共房屋服務的法定機關。  
44 例如，殘疾租戶可在單位內飼養輔助犬。  



11 

威靈頓 45 和奧克蘭 46 均訂有規例，管制狗隻進入公共地方。這些
規則包括 (a)禁止狗隻進入公眾經常出入的若干地方和主要野生動
物棲息地； 47 及 (b)指定哪些公共地方可讓有狗帶牽引和受管束的
狗隻進入。然而，該兩個城市均劃設多個指定狗隻活動區， 48 
主要是公園和沙灘，只要狗隻受主人管束，便可免繫上狗帶自由

奔跑和嬉戲互動。  
 
4.7 在 2018 年年初，威靈頓和奧克蘭市議會通過修訂相關規例
的建議，准許乘客攜同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特別是火車。這項

政策改變旨在回應市議員及寵物主人多次提出的訴求，他們認為

放寬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將可 (a)提供較能負擔的交通選擇，
讓寵物主人攜帶寵物到獸醫求診和往返狗隻活動區； (b)鼓勵寵物
主人與寵物外出和運動，促進寵物身心健康和加深人與動物的

感情；及 (c)減少與接載動物相關的駕駛車程。  
 
4.8 在市議會通過規例修訂後，威靈頓在 2018 年 7 月推行新
政策，准許乘客攜帶小型寵物乘搭火車和巴士而不另收費。奧克蘭

在通過放寬攜帶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規例後進行乘客意見

調查，結果顯示如寵物時刻受到管束，乘客非常接受放寬安排。 49 
因此，當地負責交通事務的有關當局，即奧克蘭交通局 (Auckland 
Transport)，已推出為期 3 個月的試驗計劃，在 2019 年 6 月 16 日至
9 月 15 日期間准許火車乘客攜帶小型寵物乘車而無須額外收費。  
 
4.9 威靈頓和奧克蘭均有就攜帶寵物乘搭火車及／或公共巴士

訂定條件，旨在緩解乘客的關注，例如寵物引致的噪音滋擾和衞生

問題。兩地施加的條件相近，均要求寵物主人： (a)只能在非繁忙
時間攜帶寵物乘車； 50 (b)將寵物置於適當的手提寵物箱，其體積
須細小得可放進座椅下／擺放行李的空間，或可放在寵物主人

膝上；及 (c)在旅程途中須管束其寵物，並清理寵物的任何排泄物。
此外，如火車或巴士已相當擠迫，寵物主人或會被拒登車；如寵物

                                           
45 在 2015 年，威靈頓分別有 25%和 40%家庭飼養寵物狗及寵物貓。請參閱

The New Zealand Companion Animal Council Inc (2016)。  
46 在 2015 年，奧克蘭分別有 28%和 39%家庭飼養寵物狗及寵物貓。請參閱

The New Zealand Companion Animal Council Inc (2016)。  
47 在奧克蘭，寵物狗不可進入圖書館、咖啡室、商場和校園範圍等公共地方。
在威靈頓，寵物狗不可進入兒童遊樂場所、部分運動場和指定沙灘範圍等

地方。  
48 威靈頓約有 60 個指定狗隻活動區，奧克蘭則有逾 400 個。  
49 在奧克蘭，新政策不適用於公共巴士服務，當地不准寵物登上公共巴士。  
50 例如，奧克蘭火車服務的非繁忙時間指平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及下午

6 時 30 分以後，以及周末和公眾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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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他乘客或可能對其他乘客構成安全風險或滋擾，寵物主人或會

被要求帶同寵物離開車廂。  
 
 
推行各項措施的成果  
 
4.10 新西蘭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層面推行的動物友善措施普遍

受持份者歡迎。在准許攜帶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政策方面，

奧克蘭及威靈頓在政策實施前收集的乘客意見顯示，有關政策獲得

一般乘客接受，惟寵物須放入寵物箱，並由寵物主人妥為管束。 51 
據報，威靈頓在新政策推出後首 8 個月並無接獲任何負面事件
報告。 52 奧克蘭則要在 2019 年 9 月，即 3 個月試驗期結束後，
才可確定新政策的成效。然而，奧克蘭部分持份者已促請當局進

一步放寬攜帶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規例，准許有狗帶牽引的

較大型狗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53 並放寬禁止寵物進入商店和
咖啡室的規定，開放更多活動空間予寵物進入。 54 
 
 
5. 結語  
 
 
5.1 鑒於飼養寵物之風日盛，而公眾對動物福利和權益的意識

日益提高，全球多個地方均推行動物友善措施，促進寵物融入主人

的日常生活。這些措施主要是關於准許攜帶寵物乘搭公共交通

工具、進入公共空間及各種公共與私人設施。  
 
5.2 香港政府已將寵物公園數目由 2010 年的 19 個增至現時的
45 個，藉此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寵物進入。然而，本港仍然限制
攜帶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和在公屋屋邨養狗。相關機構一般以

安全、噪音與衞生滋擾的關注及缺乏空間為由，採取謹慎保守的

做法。然而，台北與新西蘭的經驗顯示，如針對動物友善措施衍生

的問題訂立特定條件，以控制安全風險及盡量減少寵物造成的

滋擾，將可解決上述的關注事項。  
  

                                           
51 請參閱 Radio New Zealand (2018)及 Auckland Council (2019a)。  
52 請參閱 Stuff (2019)。  
53 請參閱 NZ Herald (2019a)。  
54 請參閱 NZ Herald (20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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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例如，台北及新西蘭均准許乘客攜帶寵物乘搭公共交通

工具，但須符合特定條件，以保障其他乘客的安全和盡量減少寵物

造成的滋擾。這些條件包括： (a)規定小型寵物須放入不超過特定
尺寸的容器內，或規定以狗帶牽引較大型狗隻； (b)只限於非繁忙
時間攜帶寵物乘車； (c)規定寵物主人須管束其寵物和清理寵物的
任何排泄物；及／或 (d)如車廂已相當擠迫或乘客攜帶的寵物構成
滋擾，交通服務營辦商可酌情拒絕讓有關乘客登車。  
 
5.4 除了容許攜帶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外，新西蘭亦准許

公共房屋租戶飼養寵物，但須事先向新西蘭房屋局登記；如租戶

飼養狗隻或牲畜，因會構成較大安全風險，所以須簽署表格，承諾

妥善照顧及管束其寵物。此外，住戶須遵守動物福利法例相關規

定，包括對動物的謹慎責任及飼養寵物的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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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立法會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
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理
委員會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
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而且須將
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本期資料摘要的文件編號為 IN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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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選定地方的動物友善措施  
 

 香港  台北  新西蘭  

A. 背景資料  

寵物貓狗數目   405 200 隻 (2018 年 )。   255 200 隻 (2017 年 )。   180 萬隻 (2015 年 )。  

飼養寵物貓狗的

家庭數目  
 2018 年， 241 900 個，
佔家庭總數 9.4%。  

 2013 年， 147 000 個家庭飼養
寵物狗，佔家庭總數 14%， 102 000 個
家庭飼養寵物貓，佔總數 10%。  

 2015 年，分別有 28%及
44%家庭飼養寵物狗和
寵物貓。  

B. 動物友善政策措施  

促進人與動物

共融的政策措施

概要  

 負責的政府部門只推行
有限的措施。  

 由保護動物的有關當局即動保處，
負責協調及推行相關措施，在全面的

動物友善城市行動計劃下推動台北

成為動物友善城市。  

 中央和個別地方政府當局
推出動物友善措施，以

補足由初級產業部執行的

動物福利制度。  

為寵物提供活動

空間  
 提供 45 個寵物公園；
及  

 2019 年在 6 個選定公
園試行 "寵物共享公園 "
計劃。  

 開放所有公園及遊樂場讓寵物進入，
惟寵物須以繩帶牽引或妥受管束；  

 設立專用的狗運動公園，並在特定
公共公園劃設狗活動區；及  

 推行自願參與的 "動物友善空間
計劃 "，鼓勵公私營機構開放設施讓
寵物主人攜同寵物享用。  

 個別地方政府劃設狗隻活
動區，例如公園和海灘，

讓狗隻可免繫狗帶奔跑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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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選定地方的動物友善措施  
 

 香港  台北  新西蘭  

B. 動物友善政策措施 (續 ) 

攜帶寵物乘搭

公共交通工具  
 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如公共
小巴、的士、渡輪及非專營

巴士的營辦商可自行決定

是否容許乘客攜帶寵物，但

港鐵及專營巴士則禁止乘客

攜帶寵物，導盲犬除外。  
 政府並無計劃改變現行
安排。  

 大部分公共交通營辦商容許
乘客攜帶小型寵物，但須將

寵物放入容器內。  
 動保處試辦 "友善狗狗公車
計劃 "，於周末和假日在 7 條
巴士線准許乘客攜同較大型

狗隻及其他寵物乘車。  

 部分主要城市如威靈頓及
奧克蘭放寬規定，准許寵物

主人在非繁忙時間攜帶小型

寵物乘車，但寵物須放入

寵物箱內。  

寵物主人及／或

寵物教育／訓練

課程  

 推行以寵物主人為對象的
教育及宣傳計劃，推廣 "做個
盡責的寵物主人 "和妥善照顧
動物。  

 為寵物主人及寵物提供免費
訓練課程，推廣盡責寵物

主人的意識、與寵物建立

關係和妥善管理寵物行為。  

 制訂寵物貓狗等特定動物的
動物福利守則，就照顧及

管理動物的標準和最佳做法

提供資訊和指引。  
 相關寵物訓練課程主要由
私營機構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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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選定地方的動物友善措施  
 

 香港  台北  新西蘭  

B. 動物友善政策措施 (續 ) 

其他措施   公屋屋邨准許飼養家庭
小寵物，但並無計劃放寬養狗

限制。  

 資助私營機構開設動物安養
中心，以協助有需要的寵物

主人照顧其年老寵物。  

 放寬公共房屋對飼養寵物的
限制。  

C. 推行各項措施的成果  

推行各項措施

的成果  
 公共地方的寵物活動空間
漸增，但推動乘客可攜帶寵物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及構建整體

"人與動物共融 "文化的工作則
進度有限。  

 以下措施取得積極進展：
(a)增加公共和私人地方的寵物
活動空間； (b)爭取更多巴士線
可讓大型寵物狗登車； (c)擴展
寵物主人與寵物教育／訓練

服務；及 (d)加強動物安養
服務。  

 持份者普遍歡迎各項動物友善
措施。威靈頓放寬攜帶寵物

乘搭火車和公共巴士後，並

無錄得任何負面事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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