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加強野豬的管理  

 
目的  
 
  與野豬有關的滋擾近年在香港日漸增加，本文件旨在

向委員闡述政府加強管理的建議措施以應對有關滋擾，並徵

詢議員意見。  
 
 
香港的野豬  
 
2.  野豬並不是被棄養或流浪的家豬。在香港的原生動物

中，野豬是體型最大的陸棲哺乳動物。成年野豬體重可達 150
公斤，肩高 1 米，體長 1.6 米。成年雄性野豬非常強壯，而

且通常有明顯的犬齒從口部突出。野豬廣泛分佈於本港各區，

特別是在郊野公園內，並能適應不同的生境，例如林地、灌

木林、草地和農田。野豬的活動範圍非常廣闊。牠們亦擅於

游泳，能在島嶼間或沿著海岸線游走。  
 
3.     野豬是靈活的雜食動物，主要在郊野地區覓食。牠

們會在泥土上和表層尋找食物。野豬的食物中有八至九成為

植物，包括果實、種子、根及塊莖，間中也捕食一些無脊椎

動物如蚯蚓和小型脊椎動物，這些食物在郊野地區都很豐富。

基於牠們靈活的覓食本能，野豬也會接受人類提供的食物。

習慣在市區附近覓食的野豬通常於晚間出沒，偶爾也會在清

晨時分活動，但近年其習性有所改變。  
 

4.  野豬的繁殖力是陸上有蹄類哺乳動物中之冠。牠們大

約在一歲左右便達性成熟並能繁殖下一代並且能全年繁殖。

在合適的環境下，牠們的數目能在 12 至 15 個月內增加五倍，

即一對成年野豬可在這段時間內平均產下八隻幼豬並把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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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養育至可獨立生活。  
 

5.  以往野豬在本港的郊區十分常見而且經常被捕獵。近

年，由於生境改善、捕獵行動受到政府管制及野豬的一些特

性，包括繁殖力強、能靈活覓食及成年野豬毋需面對其他自

然獵殺動物的威脅，本港郊區的野豬種群數量正漸漸增加。 
 
6.     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進行的全港調查，在

2002 至 2006 年間，野豬主要在新界出沒，但不常見在香港

島及大嶼山。然而，2012 至 2016 年期間的調查結果顯示，

野豬在香港島變得十分常見，而在大嶼山仍然屬於不常見

（附件 A）。牠們的足跡亦擴展到其他離島，如蒲台島、往灣

洲和南丫島。  
 
 
野豬滋擾及威脅快速冒升  
 
7.  近年在本港特別是在市區，野豬造成的滋擾越來越多。

漁護署於 2011 年收到 225 宗野豬投訴 /報告，但至 2017 年有

關投訴 /報告已急升三倍至 738 宗（附件 B）。由各區議會，

尤其是南區、中西區、灣仔區、西貢區和大埔區收到的投訴

亦有所增加。造成滋擾的野豬大部份習慣在市區或公共設施

附近被人餵飼或在垃圾中覓食。市民的投訴大多與餵飼留下

的食物及動物的便溺所引致的環境衛生問題有關。大部份報

告來自香港島或新界區毗鄰郊野公園的民居或市區。這些報

告顯示人與野生動物之間的衝突日益增加，而且這情況亦與

野豬種群密度、野豬覓食行為的改變及居於鄉郊的市民對野

豬較為包容有關。  
 
8.  與其他較常造成滋擾的野生動物（例如猴子）一樣，

一旦野豬習慣被人餵飼或從民居附近的垃圾中覓食，牠們會

經常回到同一地點覓食，部份野豬更可能會主動向人類索食。

這種習慣會增加市民與野豬之間的直接衝突。  
 
9.  雖然野豬天性行蹤隱秘及怕人，但牠們十分強壯，一

旦被挑釁或覺得受到威脅，可以對人類造成嚴重的傷害。在

過去十年（2009 年至 2018 年）的 14 宗傷人個案中，12 宗發

生於 2016 至 2018 年。這兩年傷人個案的增加，與同期野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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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居附近經常出沒的報告的增長（附件 B）吻合。  
 

10.  雖然野豬傷人的個案數目不多，但野豬的襲擊可引致

嚴重傷害，甚或致命。若然野豬一旦襲擊市民（特別是小孩），

可構成高度危險。  
 
 
加強野豬管理的建議措施  
 
11. 鑒於野豬滋擾在近年快速增長，漁護署對現時的情況、

國際慣例及不同管理野豬措施的利弊作出檢討。漁護署會採

取下述多管齊下的管理策略，以緩解野豬可能對市民造成的

滋擾。  
 
野豬管理  
 
12.  狩獵是現時全球最廣泛應用而且有效的野豬管理措

施。在 2017 年之前，如野豬曾經傷人及 /或持續破壞財產，

而其他管理措施若未能有效，漁護署及警方會向兩支民間狩

獵隊發出許可，安排狩獵行動捕獵涉事野豬。基於本港個別

人士／團體對動物福利日益關注，以及出於在公眾地方或民

居安排狩獵行動的安全考慮，本港自 2017 年已暫時停止所

有狩獵行動。相對過往每次平均捕獲少於一隻野豬的狩獵行

動，我們認為下文闡述的其他方法能更安全及有效處理野豬

對都市環境或民居帶來的即時或潛在危險。經考慮各項因素，

特別是公眾安全後，漁護署沒有計劃恢復採用民間狩獵隊進

行狩獵行動。  
 
捕捉及避孕 /搬遷先導計劃  
13.  漁護署自 2017 年起嘗試以捕捉及避孕 /搬遷先導計劃

（先導計劃）處理野豬在市區的持續滋擾。在先導計劃中，

漁護署會捕捉造成滋擾的野豬，並為其進行避孕處理及 /或搬

遷到偏遠的郊野地方以即時緩解滋擾。漁護署正評估一種避

孕疫苗 GonaConTM 在控制本港成年的雌性野豬繁殖力上的

成效。GonaConTM 是一種經實驗證明有效的免疫避孕疫苗，

注射一次能防止哺乳動物在數年內進入繁殖周期。根據外國

的研究，GonaConTM 在飼養的野豬身上能維持最少四至六年

的效用，而且對懷孕中的野豬安全。由於 GonaConTM 未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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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為用於野豬的藥物，漁護署目前正與美國農業部及英國

環境、食品及鄉郊事務部合作，為本港的野豬進行實地研究。

此外，漁護署正研究為野豬進行實地絕育的可行性。  
 
14.  先導計劃實行至 2018 年 12 月的初步結果詳列於附件

C，期間一共進行了 37 次行動，捕捉到 130 頭野豬，並為其

中 54 頭合適的野豬進行避孕或絕育處理。為有效處理滋擾，

漁護署把當中 92 頭野豬（部分已接受避孕或絕育處理）搬遷

到偏遠的郊野地方。  
 
15.  漁護署會繼續先導計劃，並會與本地及海外專家保持

緊密合作，完善捕捉及避孕 /絕育處理的程序，並會評估避孕

處理的成效。先導計劃自實施至今，每次行動平均捕捉到三

頭野豬，而以往的狩獵行動平均每次獵獲少於一頭野豬，顯

示先導計劃捕捉野豬的成效較狩獵行動高。漁護署現正捕捉

曾注射避孕疫苗的野豬作妊娠化驗，並會於 2019 年底完成

GonaConTM 成效的初步評估。漁護署亦會監察被搬遷的野豬

會否重返市區，以評估搬遷行動的成效。  
 
處理高風險的野豬  
16.  雖然漁護署會繼續進行先導計劃及探討其他可行的

方法處理野豬滋擾問題，個別野豬仍可能對公眾安全構成危

險，特別是以下兩類野豬：（1）曾襲擊人的野豬；（2）習慣

在市區覓食，或習慣主動向人索食並會從人手上搶去食物，

而且容易發惡的野豬。基於安全考慮及野豬襲擊可造成的嚴

重後果，我們將會人道處理符合以上其中一個或兩個準則的

野豬，以保障公眾安全。這些野豬會由獸醫以麻醉槍捕捉，

然後以既定方法作人道處理。  
      
監察野豬的種群及活動  
17. 野豬一般以個體或細小群落形式出没，牠們行蹤隱秘，

分布廣泛及活動範圍非常大，這些特徵令監察野豬的工作難

以進行。漁護署會使用紅外線自動攝影機及全球定位系統追

蹤技術，加強監察野豬種群數目、分布及活動模式。另外，

漁護署會進行研究估算本港野豬的種群數目，為未來的管理

策略收集更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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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食物誘因  
 
18.  由於近年越來越多野豬與人類有持續接觸，並在過程

中得到食物，令牠們失去怕人的天性。當野豬視人類為穩定

的食物來源時，人與野豬發生衝突及／或市民受野豬攻擊的

機會亦會增加。  
 
19.  漁護署與相關政府部門，特別是食物環境衞生署（食

環署）保持緊密合作，清除滋擾黑點的食物誘因，包括清理

食物的殘渣、懸掛橫額提醒市民切勿餵飼野豬，以及改善垃

圾收集設施的設計，防止野豬從垃圾中取得食物殘渣。食環

署亦已加強在餵飼黑點執法。如餵飼活動引致環境衛生問題，

根據《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第 570 章），

違例者可判定額罪款 1,500 元。  
 

20.  為防止野豬從垃圾物中覓食，漁護署已展開一項顧問

研究，設計能減少野豬滋擾的垃圾收集設施，並與相關部門

合作改善滋擾黑點的垃圾收集程序。  
 
公眾教育  
 
21.  由於野豬造成的滋擾及威脅與市民的餵飼行為息息

相關，漁護署已推出「野生動物精明管理計劃」，以鼓勵社區

的參與，減少人與野生動物間的不恰當互動。除加強提升市

民認知的宣傳外，漁護署亦會透過一系列的宣傳及教育活動，

繼續加強教育市民餵飼野生動物的不良影響，以減少餵飼行

為。這些活動包括透過傳統媒體及社交平台（例如 YouTube
頻道及 Facebook 專頁）進行宣傳，舉辦同樂日、巡迴展覽、

講座和導賞團，以及在野豬經常出沒的地點掛上橫額或海報

等。  
 
22. 此外，漁護署會制訂技術指引予政府部門及物業管理

公司作參考，以減少野豬對公共設施和私人財產的破壞，及

協助農民處理野豬對農田的滋擾。漁護署亦會加強宣傳遇上

野豬時的注意事項，包括應保持鎮定及盡量與野豬保持距離，

切勿主動走近或用物件驅趕牠們，以免發生危險。如有需要，

市民可躲在堅固或體形較大的障礙物後，待野豬離開後才繼

續活動。若農民發現野豬在農田覓食，可加建堅固的圍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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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農作物或使用紅外線感應照明系統等措施嚇阻野豬再次

出現。農民在農田遇到野豬時，切勿利用物件驅趕牠們，並

應立即管理好犬隻，以免野豬以為受到威脅，從而作出自衛

反應。如野豬對市民的財產或人身安全構成即時威脅，應立

即報警求助。  
 
 
諮詢  
 
23.  為蒐集市民對擬議的野豬滋擾管理措施的意見，漁護

署已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轄下的自然保育小組、各相關的區

議會（包括中西區、東區、南區、灣仔、黃大仙、沙田及大

埔）及非政府團體（包括亞洲動物基金、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及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有關團體

基本上支持擬議的管理措施，以加強現時對野豬的處理安排。

有部分團體支持進行更廣泛的公眾教育活動，亦有團體建議

推行全面禁制餵飼野生動物，以控制野豬餵飼行為。另一方

面，有團體建議應進一步加強控制滋擾行動的效率，包括增

加避孕處理的野豬數目及先導計劃行動的次數。部分團體建

議應重新安排狩獵行動以控制野豬的增長，亦有少數團體明

確反對狩獵或人道處理野豬。  
 
 
未來路向  
 
24.  政府會實行第 12 至 22 段提出多管齊下的管理措施及

公眾教育工作，並會定期就管理策略的成效進行檢討，以進

一步加強管理策略及採取新措施以應對野豬滋擾問題。為此，

政府將成立一個包括本地及海外成員，由生態學、野生動物

管理及獸醫學等範疇的專家組成的諮詢小組，就推行及檢討

管理措施及公眾教育工作提供意見。  
 
25. 請委員對加強管理野豬的措施及公眾教育工作提供

意見。  
 
環境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二零一九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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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野豬在香港調查地點的出沒頻率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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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漁護署收到的野豬投訴 /報告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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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野豬捕捉及避孕 /搬遷先導計劃（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行動月份  地點  地區  捕獲野豬數

目  
接受避孕疫

苗的野豬數

目  

接受絕育手

術的野豬數

目  

搬遷到偏遠

郊野的野豬

數目 *  
2017 年 10
月  

佳美道  南區  4 2 0 1 
赤柱廣場  南區  4 1 0 2 

2017 年 12
月  

沙宣道  南區  5 0 0 5 
佳美道及赤柱廣場  南區  4 0 0 4 

2018 年 1
月  

石排灣  南區  6 0 0 4 
石排灣  南區  3 0 0 3 
舂磡角  南區  5 0 0 5 

2018 年 2
月  

赤柱廣場  南區  3 2 0 3 
舂磡角  南區  4 2 0 0 
佳美道  南區  6 3 0 6 

2018 年 3
月  

甘道  灣仔  0 0 0 0 
佳美道  南區  2 1 0 2 
甘道  灣仔  5 3 0 5 

2018 年 4
月  

石排灣  南區  4 2 0 4 
南灣道  南區  3 1 0 3 
南風道  南區  2 1 0 2 
舂磡角  南區  5 1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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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月份  地點  地區  捕獲野豬數

目  
接受避孕疫

苗的野豬數

目  

接受絕育手

術的野豬數

目  

搬遷到偏遠

郊野的野豬

數目 *  
2018 年 5
月  

龍躍徑  東區  2 0 0 0 
深灣道  南區  5 0 3 0 

2018 年 6
月  

海洋公園  南區  1 0 1 0 
寶馬山  東區  3 1 0 3 

2018 年 7
月  

香港大學  中西區  2 0 0 2 
景新徑  屯門區  3 2 0 3 
海洋公園  南區  2 0 0 2 
香港大學  中西區  1 1 0 1 

2018 年 8
月  

海洋公園  南區  3 1 0 3 
琵琶山  沙田區  6 2 2 0 
貝璐道  中西區  0 0 0 0 

2018 年 9
月  

甘道  灣仔  3 3 0 0 
貝璐道  中西區  5 4 0 5 

2018 年 10
月  

琵琶山  沙田  4 3 0 0 
輋下  大埔  3 2 0 3 

2018 年 11
月  

舂磡角  南區  5 2 0 4 
佳美道  南區  2 2 0 2 
香港仔郊野公園  南區  8 3 0 5 

2018 年 12 百福道  東區  4 1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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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月份  地點  地區  捕獲野豬數

目  
接受避孕疫

苗的野豬數

目  

接受絕育手

術的野豬數

目  

搬遷到偏遠

郊野的野豬

數目 *  
月  南灣道  南區  3 2 0 2 

總數  130 48 6 92 
* 部份在搬遷前已接受避孕疫苗 /絕育手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