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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於網上搜集有關香港人飼養寵物種類和情況的資料，並認識何謂社區

動物，然後到保護遺棄動物協會參觀，訪問有關工作人員，進一步認識寵

物被棄養或流浪的原因。籍參觀協會的工作，了解及分析這些動物所遇到

的困難，反思我們飼養寵物的態度及如何對待社區內的各種動物。 

 

 

引言 

 

    香港人飼養寵物的數目不斷上升，但同時在我們社區內出現的社區動

物及流浪動物亦日益增加。這些情況的出現和棄養寵物及動物自由繁殖有

什麼關係，希望通過這次專題研習，能讓我們了解及反思這個在我們身邊

正在發生的事件。 



 

 

 

材料與方法 

 

1. 首先於網上搜集有關香港人飼養寵物種類和情況的資料。 

2. 參觀前於校內商討訪問問題及觀察內容。 

3. 到保護遺棄動物協會參觀，訪問有關工作人員。 

4. 根據訪問內容及網上資料分析編寫報告。 

 

參觀日期：2015 年 4 月 25 日 

參觀時間：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三時三十分 

參觀地點：元朗白沙村香港保護遺棄動物協會 

 

使用器材：數碼相機 

          平板電腦 

 

 

 

 

 

 

 



 

 

結果及報告 

 

香港人飼養寵物的情況 

 

    統計處 2006 年公布數據顯示，全港約有 28 萬住戶有飼養寵物，即平

均每 10 戶即有 1 戶飼養寵物，涉及 52 萬隻各樣寵物；其中近半人飼養狗

隻，另兩成人養貓。若與外國比較，本港的貓狗平均年齡均較外國貓狗長 

命，這與本港住戶注重寵物健康及港人所養貓狗以小型狗為主有關。  

    雖然全港 28 萬戶人養寵物，但當中也有 2.18 萬戶曾打算棄養現時的 

寵物，最普遍原因為不再喜歡該寵物，其次是寵物隨處便溺及寵物長大，

家中沒有足夠地方安置，或無經濟能力負擔等。棄置寵物的方法，最多人

選擇轉贈親友，多達 38.7%；另有 12.4%選擇在公園放生及 10.2%選擇交到 

愛護動物協會。  

    至於有養寵物的主人接獲貓狗的途徑，逾四成人由親友送贈，三成六 

人在寵物店購買，只有 2.1%人從愛護動物協會領養回來。 

 

什麼是社區動物和流浪動物 

 

    社區狗隻和鄉村狗隻在香港很常見。牠們通常四處遊盪，大部份生活

在社區多年。村民及這些社區、鄉村的常客對這些狗隻都十分熟悉，甚至

會給牠們取名字。這其中有一些狗隻是被已搬離的主人遺棄在村裏，並由



 

 

社區「收養」；又有一些狗隻確實是有主人，卻遭不負責任地「放養」。這 

些狗隻通常由一戶（有時甚至數戶）人家餵飼和接觸，但卻沒有特定的人

士對牠們完全負責。 

    無主的流浪狗隻主要分為野狗和半野狗，是在所有狗群中福利最差的

一群，因為牠們所獲得的資源最短缺。這類狗隻經常繁殖，但大部分幼犬

在沒有人類的幫助下會夭折。有一些無主的流浪狗隻，在年幼時被人類餵

飼而成為放養式狗隻。由於死亡率高，狗隻數目會由其他地方的狗隻遷入

來填補，例如被遺棄的建築地盤狗隻、被遺棄的寵物犬，或是放養式狗隻

的後代，牠們可能因爭奪資源而被迫遷離原本範圍，然後加入成為野狗或

半野狗的族群。 

 

人們棄養寵物時最常用的原因： 

 居所不容許飼養寵物 

 搬屋 

 主人遷離香港 

 缺乏飼養空間 

 寵物數目太多 

 有家庭成員懷孕或有嬰兒誕生 

 寵物出現行為問題 



 

 

    如果狗主無法為狗隻找到新的家庭，他們便會因為有其他事情要優先

考慮而改變看法，最終將曾經「心愛」的寵物送到漁護署、愛護動物協會

或其他已經非常擠迫的動物收容所，在最壞的情況下，甚至是隨意遺棄在

街上或郊野公園內。 

 

香港保護動物權益的機構及有關工作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予 1903 年成立，於 1921 年開始正式運作，是香港和鄰

近區內歷史最悠久的動物福利慈善組織。是本港首間兼顧動物福利各方面

的慈善團體，提倡愛護動物，保障牠們的健康及福利；防止動物受到虐待

及解除牠們的痛苦；希望通過教育，啟發社會人士對生命有更深徹的尊重，

使人與動物能夠和諧共處。 

 

保護遺棄動物協會 

是由一群關注動物權益的人士於 1997 年 6 月 4 日創辦，以 「愛護動物‧

尊重生命‧不殺不棄」為宗旨，並於 1998 年 5 月 28 日正式註冊成為政府

認可的慈善團體。 



 

 

救狗之家 

於 2003 年成立，目的為拯救於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動物管理中心每

年上萬隻被毀滅的成犬及幼犬，以「不殺」為宗旨。 

香港群貓會 

於 2007 年 7 月成立，並於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認可之

註冊慈善團體。保障貓隻的權益，多方面推廣人與貓在社區和諧共處的信

念，教育飼養貓隻的正確觀，並透過領養或絕育有效控制流浪貓隻的數量，

以及避免任何不人道對待貓隻的情況。 

拯救遺棄寵物中心 

是一所香港政府註冊之慈善團體，目的是幫助被遺棄的寵物，讓牠們得到

重生的機會。中心承諾尊重動物的生命，並以照顧動物直至其終老為使命。 

 



 

 

探訪保護遺棄動物協會（SAA） 

 

    在訪問及參觀過程中，我們知道他們現有約三百隻動物，主要以狗和

貓為主，亦有兔、羊和蜥蝪等的動物。接收的狗隻以唐狗為主，不少身體

都有受傷，甚至曾受虐待，但大部分健康狀況不太差。會方會提供食物及

帶他們看醫生，等待有人收養牠們，如果一直沒有人領養便會照顧終老，

不殺不棄，除非獸醫認為牠們無法繼續生存才會進行安樂死。 

     

同時我們亦訪問了一位到中心帶狗散步

的義工，他本身很喜愛狗隻，知道香港有

太多被遺棄動物及流浪狗隻，便來帶牠們

出外吸收新鮮空氣，希望狗隻多見人見車，

熟悉環境，更容易被人領養。 

 



 

 

社區狗隻計劃如何幫助社區動物 

    愛護動物協會正推行一個「捕捉、絕育、放回」計劃，針對無主的流

浪動物。這些動物通常依靠社區所提供非正式照顧（即餵飼），利用現有

的社區支援、資源和既有的行動模式，幫助管理和控制流浪動物過剩一向

帶來的問題。 

    社區的義工護理員會幫助捕捉區內動物，讓牠們接受絕育手術，在放

回後義工會繼續照顧和觀察這些流浪動物。這些義工護理員的其中一個重

要職責，就是要辨別個別動物於被捕捉前或被放回後，是否有遇到問題。

愛護動物協會認為，「捕捉、絕育、放回」是一個能夠幫助解決狗隻過剩

問題的重要方法。以人道和有效的方式去進行生育控制，穩定牠們的數量。

相對於現行不人道及沒有效用的方法，「捕捉、絕育、放回」的主動性強，

能有效管理狗隻數目。 

 

一般市民可以怎樣和社區動物相處 

    當我們走在街上，總是會遇到獨自流浪的狗狗。這些流浪狗有可能是

從家裡偷溜出來走失了、有可能是被牠的主人棄養，也有可能是離開流浪

狗媽媽自己獨立…。首先，我們可觀察牠的動作與神情，來了解牠目前的

情緒反應，是快樂的呢 ? 害怕的呢 ? 還是正在生氣 ? 當牠對你搖尾巴、

表情活潑時，表示牠很開心；當牠的耳朵傳下、尾巴夾在兩後腿間，其實



 

 

牠正對你感到害怕呢；若是對你發出低吼、尾巴豎起時可要小心點，因為

牠正在警告你，對你有敵意，此時千萬不要靠近生氣的牠呀! 

    當我們遇到有敵意、不友善的流浪狗時，該怎麼辦呢 ? 首先，不要

驚慌，保持冷靜慢慢向後退，讓牠覺得你對牠感到害怕；或是打開傘讓自

己變大，或舉高手上東西讓自己變高，牠可能會因此對你感到害怕，不過

千萬不要藉此做出任何攻擊的動作，保護自己的安全還是最重要的。當你

遇到對你搖搖尾巴、很友善的流浪狗時，牠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也

有可能是被主人棄養… 有沒有想過，我們可以怎麼幫助牠呢? 

    我們可以帶牠們到有關協助動物的機構尋求幫助，如自己未能領養動

物，亦可以到動物機構成為動物義工，不時去探望牠們，幫忙照顧動物和

逗牠們玩，令牠們適應與人類相處，更可以捐款或捐贈不同的物資。    

 

總結 

 

    動物一直都是人類的好朋友，很多人曾說過動物只是我們的一部份，

但我們卻是牠們的全世界。養動物是一輩子的責任，其實很多人仍會因著

不同的原因光顧寵物店，動物的生命都是一樣，既然有能力給動物一個家，

何不給予被遺棄動物和流浪動物一個機會呢？希望能被遺棄動物能尋找

到一個新的家，有一個愛牠們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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