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與社會閱讀篇章(6) 

完善法規 確保得寵？ 

請同學細心閱讀： 

 

背景 

肺炎疫情下，有本地酒店為吸引客人推出「Petcation」，讓寵物成為尊貴顧客，

不但容許飼主帶同寵物入住，而且有廚師為牠們設計專屬菜單及提供寵物攝影服

務，讓寵物也能齊齊「high tea 影靚相」。 

 

走在路上不難發現，寵物美容、寵物診所及寵物用品專賣店近年隨處可見，飼養

寵物已成風潮，飼主更有年輕化的趨勢。不少機構預計未來全球寵物數量將繼續

上升，相信會持續帶動寵物商機，使產業規模穩步壯大。 

 

近年飼養寵物的人愈來愈多，有調查報告指出，目前全球有超過 5 億隻寵物，預

計 2024 年將達 6.7 億隻。寵物產業在環球經濟不景下仍發展蓬勃，甚至逆市增

長，今年度美國寵物市場總產值有機會突破 990 億美元，相信未來產業仍持續上

升。 

 

飼養寵物 精神寄託 

雖然人類都是動物的一種，但常自詡「萬物之靈」，意味自己的地位高於其他動

物，可以支配及利用動物。回顧歷史，動物一向被視為食物或勞役工具，如飼養

禽畜進食或貓狗作狩獵、捕鼠等用途，飼主只須按時餵飼維持動物的生命，就可

滿足自己的需求，談不上精神層面的意義。 

 

然而，隨着社會發展，人類和動物的關係獲重新界定，動物不再單單是工具，更

是人類投放親暱感情的對象。飼主如今並非只為個人利益照顧動物，反倒強調動

物福祉，不惜花費時間和金錢照顧牠們，滿足其溫飽以外的需要，期望與寵物建

立關係，甚至戲稱自己為「貓奴」及「鏟屎官」等。 

 

當不婚現象逐漸成為全球趨勢，愈來愈多人以寵物作伴，不時被視為家庭成員，

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甚至取代孩子的角色。有調查指超過半數飼主會購買聖誕禮

物給寵物，超過四成會為寵物慶祝生日。飼主寵愛「毛孩」不惜大灑金錢，可謂

蔚然成風，導致寵物產業有如兒童產業一樣商機處處。 

 

寵物產業 五花八門 

寵物產品五花八門，衣食住行各式配套應有盡有，各行各業都想攻佔市場。人類

在三十年前大概沒法想像寵物穿上衣服、鞋子在街上走路，但現今社會中寵物有



自己的小衣櫃實在平常不過。有從事寵物衣飾的店舖表示近年訂單大幅上升，愈

來愈多主人為狗隻度身訂造衣服，花費多少在所不計，務求每次外出都有不同服

裝拍照。 

 

據市場研究公司的調查顯示，美國人在 2019年花費在寵物身上的開銷共超過 950

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為食物。近年飼主提升對寵物健康及營養狀況的關注，追求

更優質的寵物糧食，如以天然糧及鮮食取代乾糧。 

 

另外，有見飼主希望長時間與寵物共處，寵物友善車輛、寵物餐廳、寵物酒店等

服務愈見普遍，更為便利飼主與寵物外出。伴隨寵物的年歲增長，寵物保健品、

保險及殯葬等環節都是不可或缺，並衍生與寵物有關的專業課程，吸引不少人就

讀及入行。 

 

維護福祉 爭取權益 

隨着動物在人類眼中的角色轉變，社會開始出現爭取動物權益的聲音，高呼改變

相關政策，達致人寵共融。西方國家的動保法規較為全面及嚴謹，例如英國在

2006 年推出動物福利法，規定飼主須為寵物提供最基本及合理的照顧。而為鼓

勵及教育大眾尊重動物的需要和利益，改變主流大眾對寵物的看法，美國羅德島

州更把「寵物飼主」（pet owner）身份更改為「監護人」（guardian），與現時絕

大部分地區視寵物為私人財產的做法不同，嘗試賦予寵物更高的法律地位。 

 

至於香港明顯落後於其他先進地區，不但沒有統一針對動物的法規，坊間就動物

權益的討論仍停留在爭取與寵物同遊公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等，而且有不少人

持反對意見，強調動物會有隨地便溺、噪音擾民等，導致環境衞生及疾病問題。 

 

任意棄養 社會難題 

不過，綜觀全球，仍有不少飼主沒有隨寵物普及而轉變觀念，棄養者不乏其人，

使「毛孩」淪為「流浪動物」，如美國每年有 150 萬隻寵物遭人道毀滅。棄養最

常見理由為「沒時間照顧」、「比想像中難養」、「移民」等，惟說到底是飼養寵物

成本太低，棄養代價亦太小，導致不少人像丟掉一般財產般將寵物隨便遺棄。 

 

儘管香港現行法例列明動物畜養人如無合理解釋而拋棄動物即屬犯罪，但飼主只

須向漁護署「簽紙棄養」，便能豁免法律責任；而就算執法人員發現飼主沒有簽

紙惡意遺棄，往往難有足夠證人及證據提出檢控，飼主亦能辯稱寵物只是走失，

使法例形同虛設。 

 

遭遺棄的寵物除在外受盡風吹雨打，更會引發城市環境、衞生、生態等問題，如

咬傷民眾、交通事故等都需要花費大量資金和人力處理。不少民間團體為免流浪



動物受苦或安樂死，試圖自行設立動物機構或收容所照顧牠們，但基於多由民間

捐款支持營運，財政及土地資源捉襟見肘，未能長遠收容大量的流浪動物。政府

如未能改革公共政策及相關法制，寵物衍生的問題將無法得到有效處理。 

 

新興寵物行業和職業 

犬隻訓練師：教導主人解決常見犬隻行為問題及正確對待犬隻的方法，亦會提供

基本競技訓練； 

寵物傳心師：聲稱藉腦電波與動物雙向溝通，但由於欠缺科學實證，一直遭到外

界質疑； 

寵物偵探：收集寵物嗜好、失蹤地等資訊，幫助主人尋回走失的寵物，每 3 天收

費近 8 萬日圓； 

複製寵物：提供複製寵物貓狗的商業化服務，通過基因複製技術讓離世寵物「重

回人間」。 

 

寵物公園難尋路？ 

近年康文署在轄下公園內設立寵物公園，但由於政府未有放寬《遊樂場地規例》，

部分連接寵物公園的通道竟列明不准狗隻出入，未能達致寵物共融的效果。以荃

灣公園為例，公園共有 10 個出入口，其中只有一個容許狗隻進入，狗主很多時

未能直接進入寵物公園，需要在公園外繞道，而該入口更設在繁忙及狹窄的行人

路上，不時出現「人狗爭路」問題，為主人和街坊帶來極大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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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完畢後，請到以下連結回應問題： 

生活與社會閱讀篇章(6)： 

https://forms.gle/DoWSP3jbcN5nBBjV8 

 

思考問題： 

1. 香港棄養寵物現象愈益常見的原因？ 

2. 提高飼養寵物的成本能否減少照顧不善或棄養的問題？為什麼？ 

https://forms.gle/DoWSP3jbcN5nBBjV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