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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優化的野豬管理策略

• 於2019年1月28日就加強野
豬管理措施諮詢環境事務委
員會

• 採取了多管齊下的野豬管理
策略，以緩解野豬對市民造
成的滋擾

(1) 管理野豬

滋擾

(2) 監察野豬

種群及活動

(3) 減少食物

誘因

(4) 公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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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野豬種群管理

• 2017年底開始嘗試以捕捉及避
孕／搬遷計劃處理野豬的滋擾
問題

• 2019-20年度起逐步將計劃恆
常化，搬遷行動能即時緩解野
豬造成的滋擾

• 漁護署會繼續監察野豬在搬遷
後的活動，包括是否有個別野
豬在搬遷後返回市區的情況，
以評估搬遷行動的成效

捕捉及避孕／搬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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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18及2018-19年度，此計劃仍在先導階段，因此未有全面包括所有被捕獲野豬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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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及避孕／搬遷計劃所處理的野豬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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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疫苗及實地絕育

• 注射避孕疫苗後，91%的野
豬未有再次懷孕的跡象

• 避孕疫苗是控制野豬滋擾的
中長期措施，會繼續收集樣
本監察疫苗的長期成效

• 絕育手術效果永久，但過程
複雜及準備需時，現場環境
的限制（例如狹窄空間、陡
峭地勢）增加難度，因此不
能完全取代避孕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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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高風險的野豬

漁護署會人道處理以下對公
眾構成風險或造成嚴重後果
的野豬：

• 曾襲擊人

• 在未受挑釁下追趕人

• 從人手上搶去食物或物件

• 經搬遷後仍繼續其危險或攻
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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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常於繁忙市區或公眾地方出沒的野豬

• 有野豬被搬遷至偏遠郊野
後仍經常重返市區

• 已習慣在人群中活動及覓
食，可能會對市民及道路
使用者的安全構成潛在風
險

• 正評估是否需要將被搬遷
至偏遠郊野後仍經常重返
市區的野豬人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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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野豬種群及活動

• 本港的野豬種群的出現範圍在近年
無重大變化，主要集中於新界及港
島區

• 2019年開展了全港野豬數目調查
的前期研究

• 利用紅外線自動攝影機及統計分析
估算郊野地區的野豬數目

• 根據初步推算，全港郊野地區約有
1 800至3 300頭野豬

• 2020年研究計劃已延伸至更多調
查地點，並於不同的季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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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野生動物滋擾的新款垃圾桶

• 漁護署、食物環境衞生署及環境保
護署合作進行了一項顧問研究，以
改善廢屑箱和垃圾桶的設計

• 三款新設計能有效減少野生動物的
滋擾

• 現時共有二百多個新設計的廢屑箱
和垃圾桶放置在全港一百多個地點

• 有關部門會按實際需要在更多適當
的地點採用新設計的廢屑箱和垃圾
桶

II. 減少食物誘因及加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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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執法

• 定期在禁止餵飼野生動物
的地點巡邏，如發現有人違
例餵飼野生動物及有足夠證
據，便會提出檢控

• 與相關部門合作，加強打擊
違例餵飼野生動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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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教育及技術支援

• 舉辦教育活動及導賞團，增加公眾對野生
動物的認識

• 2019年起將教育活動拓展到幼稚園和小
學，向學生灌輸不要餵飼野生動物的概念

• 與不同政府部門合辦同樂日及設置街站

• 就經常有野豬出沒的行人路或山徑的欄杆
設計提供技術意見

III. 公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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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成效

• 2020年的野豬投訴或報
告稍為回落

• 已解決或暫時解決約
60%的野豬滋擾黑點的
滋擾問題，並正跟進餘
下黑點

• 部分措施（例如避孕疫
苗）於中長期階段會逐
步顯現其成效

• 預期野豬的滋擾個案將
會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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