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保同盟	 Animal	Guardian	Alliance	
agahkngo@gmail.com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57號利達工業中心地下 7A舗	

Project	TNR	18內容及概念屬「動保同盟」（AGA）原創所有，未經本團體同意或授權，不得翻印或轉載
- 1	-

18區	 TNR	計劃	

（Project	TNR	18）	

計劃書

本計劃書內容及概念屬

「動保同盟」（Animal	Guardian	Alliance）	

原創所有

未經本團體同意或授權

不得翻印或轉載

本團體保留任何法律追究權利

大埔區議會文件 EFA 23/2020號 

供2020年5月13日 

環保、漁農、工商、食物及衞生委員會會議用



	 	 	 	 	 	 	動保同盟	 Animal	Guardian	Alliance	
agahkngo@gmail.com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57號利達工業中心地下 7A舗	

Project	TNR	18內容及概念屬「動保同盟」（AGA）原創所有，未經本團體同意或授權，不得翻印或轉載
- 2	-

目錄

1. 關於本團體

I. 團體名稱

II. 團體性質

III. 成員背景

IV. 目標工作

V. 財政來源

2. 背景資料

I. 漁護署現時處理流浪動物的政策

II. 試驗計劃的成效

III. 試驗計劃要求的成效指標

IV. 顧問的研究結果

V. 報告的謬誤

VI. 漁護署現時對捕捉、絕育、放回計畫的取向

VII. 我們的取向

3. 18區	 TNR	計劃	（Project	TNR	18）

I. 目標

II. 方法

III. TNR的重點

IV. 參與

V. 實際運作

A. 捕捉 Trap

B. 絕育 Neuter

C. 放回 Return

VI. 法律責任

VII. 以鼓勵參與為計劃特點

VIII. 計劃重點資料

IX. 財務預算

A. 設置費用

B. 營運費用

X. 面對的困難及建議

4. 總結



	 	 	 	 	 	 	 	動保同盟	 Animal	Guardian	Alliance	
                     

agahkngo@gmail.com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57號利達工業中心地下 7A舗	

	
Project	TNR	18內容及概念屬「動保同盟」（AGA）原創所有，未經本團體同意或授權，不得翻印或轉載	

	 	

-	3	-	

關於本團體	

團體名稱	

動保同盟（Animal	Guardian	Alliance）(簡稱 AGA)	

		

團體性質	

關注香港動物保護政策的非牟利團體	

		

成員背景	

1.林進文	（German	Lam)	

Give	Dog	A	Home	總幹事	

	

2.李淑芬（Gloria	Li）	

STOP!	Save	HK’s	Cats	and	Dogs	主席	

	

3.陸家捷	（Kent	Luk)	

毛孩守護者	創辦人	

	

4.陳詠賢（Cliver	Chan）	

四條腿街坊福利會	負責人	

	

目標工作	

1）動物保護相關工作	

2）推行「18區	 TNR	計劃」	 (「Project	TNR	18」)	

3）推動動物零撲殺	

4）推動成立動物警察隊	

5）檢視動物相關法例	

		

財政來源	

1）公眾捐款	

2）向區議會申請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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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香港流浪動物問題一直都非常嚴重，而且更是個從不被重視的問題。香港地少人多，當流

浪動物在社區出現時，市民或會因為其流浪產生衛生、噪音等問題而向漁護署投訴，而漁

護署則一直以捕捉撲殺的方法去解決流浪動物在社區的一切問題，但由於撲殺的方法和署

方有限的資源，根本追不到流浪動物繁殖的速度，足以證明撲殺並非有效地減低流浪動物

的方法。現世代提倡善待動物，以減低出生率，待其自然流失，方為有效而人道的處理方

法。	

		

漁護署現時處理流浪動物的政策	

香港被投訴的流浪動物主要是貓和狗（詳見附件一），現時法例容許漁護署在捕獲貓狗後，

如在四日內沒有主人認領，署方有權將該等動物人道毁滅。	

		

有見及此，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在 2000年率先推出「貓隻領域護理計劃」(Cat	Colony	Care	

Program,	簡稱 CCCP)，向每區區議會介紹計劃內容，直至取得一致共識，開始實行計劃，

每年為超過 3000隻流浪貓進行絕育手術，	至今已為 59000隻流浪貓絕育，在此計劃推行

後，流浪貓的數目每年遞減，成績有目共睹(詳見附件二)。	

		

在 CCCP 成功開展後，漁護署並沒有為流浪狗隻開綠燈，進行相同的「狗隻捕捉、絕育、

放回」計劃（Trap	Neuter	Return	簡稱 TNR），反而用各種理由拒絕全港推行，包括放回狗

隻是觸犯法例、在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到 TNR成效數據、狗隻受狂犬病條例 cap421規範等，

令一眾動物福利團體非常失望，但關心動物福利的人士並沒有因此放棄，反而繼續不停向

署方游說。	

		

直到 2010年，署方終於接受意見，	由「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和「保護遺棄動物協會」試

行，在經過 5年艱辛選址及游説當區區議會不反對之下，終於分別選址在長洲西及元朗大

棠兩個地方作為試點，正式由 2015年 1月 16日開始，展開為期 3年的「狗隻捕捉、絕育、

放回試驗計劃」，並同時修訂相關法例，以保障計劃執行期間有關人士免受檢控。(詳見附

件三)	

		

然而在此期間，在試點以外的地方，漁護署仍然繼續以撲殺的方法去處理流浪狗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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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計劃的成效	

政府為是次試驗計劃聘請了獨立顧問公司，監察整個試驗計劃的進度及成效，並於 2018

年 5月 8日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滙報計劃的成效。(詳見附件四）	

		

試驗計劃要求的成效指標有以下三項	 (節錄自附件四	笫 5項)：	

a)	試驗計劃的首六個月，在試驗區為最少 80%的流浪狗絕育	

b)	試驗區的流浪狗數目於試驗期間每年平均減少 10%；以及	

c)	在試驗期間所接獲的投訴應脗合或小於全港平均數字	

		

顧問的研究結果撮要	 (詳見附件四	第 6至 13項)	

	1.	漁護署聘請獨立顧問，監察計劃的進展及評估成效。根據顧問的研究結果，該兩個統

籌機構用了約十個月的時間，才可在其負責的試驗區達至為超過 80%的流浪狗絕育的目標

(即比原定的目標時間多約四個月)。因為有些狗隻對於捕捉設施較為警覺，難以捕捉，因

而導致流浪狗隻在研究初期有較大機會於試驗區內繁殖。	

		

2.	在研究期間的三年內，顧問估計長洲試驗區的流浪狗數目總共減少 14%，而大棠試驗區

的流浪狗數目並無明顯變化，兩區均未能達到把流浪狗數目每年平均減少 10%的目標。	

		

3.	全港與流浪狗滋擾有關的投訴，由 2015年的 6060宗下跌 2017年的	 4268	宗	 (	即在過

去三年減少 30%)	。這與全港流浪狗數目下降的趨勢一致，即由 2015年的 2412隻減少至

2017 年的 1566 隻(即在過去 3 年减少 35%)。另一方面，研究期間在試驗區接獲的投訴有

升有跌，而且未能達到上文第 5(c)段所述的目標。這結果可能由多項因素致，未必與「捕

捉、絕育、放回」有一定的關係。舉例而言，根據顧問及統籌機構所述，長洲試驗區在研

究初期的投訴由試驗計劃展開前的 19宗，增加至試驗計劃首年的 39宗，可能是由於有關

統籌機構和附近其他人士提供食物，吸引狗隻在該區聚集，因而對附近住宅區造成更多滋

擾，以及公眾對試驗計劃更加關注。另一方面，大棠試驗區的投訴減少，可能是因為有關

統籌機構在研究期間因應狗隻的健康情況，不時把一些狗隻暫時遷移至收容所。	

	

4. 獨立顧問公司最後評定是次計劃均未能達到漁護署的三項目標。	

			

	

	



	 	 	 	 	 	 	 	動保同盟	 Animal	Guardian	Alliance	
                     

agahkngo@gmail.com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57號利達工業中心地下 7A舗	

	
Project	TNR	18內容及概念屬「動保同盟」（AGA）原創所有，未經本團體同意或授權，不得翻印或轉載	

	 	

-	6	-	

	

報告的謬誤：	

1.	是次試驗計劃為全新的計劃，兩個参予之動物福利團體均低估了在野外捕捉流浪狗需要

的時間，所以未能在首六個月為 80%狗隻完全絕育。	

	

2.	是次試驗計畫被絕育的流浪狗，在註册義工餵飼及照顧之下，壽命一定比沒有人照顧的

流浪狗較長，因此以 3年時間做總結，去評定這計劃成功與否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	

	

3.	基於只有 2個試點的數據，投訴數目的多少，不應以全港投訴平均數作為基礎。	

	

4.	獨立顧問公司的報告只著重記錄試驗計劃期間的狗隻數目，而忽略了分析因該等狗隻絕

育後，沒有出現的幾何級數出生率。	

	

5.試驗計劃訂下錯誤目標，經絕育後的狗隻並不會立即死亡，因此要求每年減少 10%是不

設實際的目標。	

	

6.長洲並非全島做試驗計劃，只做島的西面，但獨立顧問公司漠視狗隻的流動性，只著重

在固定地方數狗隻的數目，因此數字不會準確，亦不應以此數字作結論。	

	

7.在長洲而言，投訴數字是根據全島來計算，但計劃只做部份區域，所以單純地以全地區

減低投訴數量為評核指標，並不正確反映實際試驗區域的投訴數字。	

	

8.計劃應該以狗隻並無增長為短期目標，以 3年為終極目標並不合理，應以流浪狗生命週

期最長為 7年起推斷，計算狗隻數目整體下降，方為正確評估。	

	

漁護署現時對捕捉、絕育、放回計畫的取向	

漁護處在過往的公眾咨詢中，只表示歡迎任何動物福利團體繼續申請其他試點，去為各區

流浪狗試行捕捉、絕育、放回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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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的取向	

現時漁護署雖然仍然表示歡迎任何動物團體以試點形式去申請「狗隻捕捉、絕育、放回試

點計劃」，但漁護署冗長的審核機制，加上每項申請均須申辦機構挑選及咨詢個別區區議

會，及在當區舉辦公眾咨詢會議所需的時間，以過往試驗計劃要咨詢及準備 5年計算，這

遠遠也不會追得上流浪狗繁殖的速度，況且，在並沒有規範地區咨詢的時間限制下，何時

及何地可批乃未知之數。	

	

另一方面，署方並沒有同時提供系统性的方法，去解決全港 18區流浪狗不斷增加的問題，

對於絕育後放回的疑問，包括手術後安全護理的地方問題、晶片主人誰屬、法律責任由誰

負責、引伸的公共衛生問題、狂犬病疫苗注射的跟進、餵飼義工的法律責任等一概無視。

因此關注流浪狗及絕育問題的人士，往往是冒著犯法的危險去處理政府的責任！	

		

因此，AGA策劃推行「18區	 TNR	計劃」（「Project	TNR	18」），希望能通過 18區區議會一

致的支持，省卻現時向漁護署申請做試點所需的冗長而又繁複的程序，令狗隻捕捉、絕育、

放回的計劃得以短期內在全港 18 區一致、有系統及安全情況下實行，盡快解決這個困擾

香港市民多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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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區	 TNR	計劃	（Project	TNR	18）	

	
目標	

減少流浪狗因不停生育導致的社區問題	

		

方法	

藉「捕捉。絶育。放回」(Trap	Neuter	Return簡稱 TNR）方法，以較人道方式減低流浪狗過

度生育情況。	

		

TNR的重點	

1）TNR的原則是減少生育	

2）注射狂犬病疫苗以保障公眾衛生	

3）注入晶片及剪去耳角以資識別	

4）減低狗隻數量及生殖系統衍生的健康問題	

5）減少狗隻因爭取交配機會發生打鬥而受傷的問題	

		

參與	

無論是流浪狗、倉狗、地盤狗或放養狗均可參與本計劃，主要集中處理無晶片、無爭議性

狗隻為先，有晶片的狗隻需先處理責任問題（詳見附件五）。	

		

實際運作	

｛捕捉 Trap｝	

1）登記義工	

有意協助人士均可登記成為本計劃義工，以 18 區區議會分區為藍本，登記成為

「TNR分區義工」，協助各分區識別、捕捉及放回狗隻工作，另外亦負責絕育放回

後的狗隻餵飼工作。	

		

2）協作團體	

歡迎本港任何動物關注團體登記成為「TNR協作團體」，團體可將接觸到的狗隻交

來，而絕育後的安排則由該團體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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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GA動物拯救隊	

AGA自組動物拯救隊，在收到求助或追蹤到狗隻後提供協助及安排絕育。	

		

｛絕育 Neuter｝	

TNR絕育及休養中心	

1）設立 TNR絕育中心，只作絕育手術之用。	

2）公眾或團體交來絕育的狗隻費用全免，所需手術費用全數由「Project	TNR	18」支

付。	

3）手術同時會剪去耳角、注入晶片及狂犬病疫苗。	

4）手術後狗隻可獲術後護理照顧，安排入住休養中心由 7-12日不等，視乎狗隻性別

及身體狀況而定，待休養期完結後方可交回相關義工或團體。	

		

｛放回 Return｝	

1）原地放回	

狗隻絕育後交回義工或團體原地放回，登記義工負責照顧、餵飼及監察狗隻狀況，而

登記義工可獲豁免刑責。	

		

2）安排領養	

以減少流浪狗隻為原則，在可能情況下，於休養期內安排領養，否則只可原地放回。	

		

法律責任	

1）基於法例，所有狗主均需為狗隻領牌、打防疫針及注入晶片，此等有主人之狗隻必須

得主人同意方可進行手術（詳見附件五）。	

	

2）無晶片但有畜養人之狗隻亦需得畜養人同意方可進行手術（詳見附件五）。	

	

3）無晶片流浪狗由分區義工或協作團體負責跟進，「Project	TNR	18」只負責進行絕育手術、

注入晶片、狂犬病疫苗及術後短期護理。	

	

4）狗隻如有任何病況而經 AGA獸醫評定為不適合手術時，義工或負責團隊需儘快接回狗

隻就醫，待其完全康復後方可再帶來絕育，AGA不承擔任何狗隻原有病況引致手術失敗或

死亡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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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有經「Project	TNR	18」進行絕育手術的狗隻均需注射狂犬病疫苗、注入晶片及剪去

耳角以資識別。	

	

6）漁護署需保留相關狗隻晶片資料，以備查閱。	

	

7）漁護署即使再因任何原因捕捉到經「Project	TNR	18」絕育之狗隻，需原地放回，而 AGA

無需付任何法律責任。	

	

8）義工領取註册義工證明後，可獲豁免因餵食及照顧絕育前及放回後狗隻的相關刑責。	

		

以鼓勵參與為計劃特點	

1）「Project	TNR	18」設交通費資助，分區義工在運輸待絕育狗隻往返絕育中心時，可以實

報實銷方式獲資助，減低義工經濟上的負擔。	

	

2）透過免費絕育計劃增加公眾參與的動機。	

	

3）免費的休養中心令絕育後動物，在安全環境下休息至傷口癒合，免除義工為術後安排

休養地方的擔憂。	

	

4）除專業工作人員外，本計劃將聘請釋囚及傷健人士擔任其他工作。	

	

5）豁免義工在照顧上的刑責，鼓勵社區人士以關心、照顧的心態去對待流浪動物，達致

和諧社區的建立。	

		

計劃重點資料	

1）AGA建議在新界區租用一個較大及遠離民居的地方，建立一個流浪狗絕育和休養中心，

集中處理手術、注射疫苗及晶片程序，休養直至傷口癒合後，可安排被領養或放回。	

	

2）流浪狗可透過義工、協作團體或經 AGA動物拯救隊捕捉。倉狗、放養狗可由主人、畜

養人、倉主或義工帶來。熱心市民如發現懷疑走失狗隻遊蕩，可通知 AGA 協助捕捉。更

歡迎漁護署將捕捉到的流浪狗交予 AGA處理。（詳見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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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據過往絕育經驗，手術過程所需時間大約 30-90 分鐘不等，平均每名獸醫一天能為

8-10隻狗進行絕育。以每日 10小時，每星期五日進行計，估計「Project	TNR	18」一年大

約可為全港 2400隻流浪狗進行絕育。	

		

4）事前需預約手術日期，並需於手術前一日抵達絕育中心，送抵後會入住指定等候房間，

手術前會先進行懷孕檢查及手術風險評估，獸醫認為適合進行手術後，方會進行氣體麻醉

或針管麻醉，待完成手術、包扎、注射狂犬病疫苗及剪去耳角後，診所助理會把狗隻送回

休養房間。	

	

5）如狗隻經檢查後被評估為暫不適合絕育，會通知相關人士接回狗隻。	

	

6）按照獸醫建議，雄性狗隻絕育後休養及癒合期大約 7天，䧳性則大約為 12天，在休養

期內，狗隻不宜活躍運動，包括跑跳，也應保持傷口乾淨清爽，以免傷口再次受傷或感染。	

	

7）休養期内，每天有護理員負責清潔房間、提供糧食、食水或藥物，並觀察狗隻身體狀

況及康復進度。	

	

8）休養期內，相關義工、主人或畜養人可作有限度探訪。	

	

9）康復情況理想的狗隻，可安排離開、轉往其它領養機構或原地放回。	

		

10）絕育及休養中心需要一幅大約 15000平方尺的地方，包括	

a)	一個手術室	

b)	100間容易獨立清潔、透光通風而保温的療養房（每個 5x4平方尺活動範圍）	

c)	接待處及辦公室	

d)	員工休息室	

e)	糧食及用品儲物室	

f)	洗手間及洗滌區	

g)	小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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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預計可租地，並改建大約 26個 20尺長的貨櫃作為絕育及休養中心，每個休養倉由 2

個貨櫃組成，每一個貨櫃可區間 5個獨立房間，每倉共 10個房間。全場地共設 10個休養

倉，即共 100房間。	

	

12）每個房間均設有地台及獨立排污去水設施，方便清潔。以環境保護為原則，全場地設

有排污系統，會儘量使用經環保污水處理系統處理後的循環水作清潔洗地之用。	

	

13）引入天然化糞池系統及儲水缸設備，每個獨立房間的污水及糞便經預設候管連接並流

入到化糞池內，經過生物分解後，變成污水及淤泥，污水經水泵抽到附近污水渠排放，而

淤泥則定期由環保公司用指定車輛吸走。儲水缸則採集及儲備足夠用水，經過濾後作為餵

食及清洗之用。	

	

14）每個房間設有玻璃窗提供自然光，可供狗隻觀看戶外環境，亦方便護理員觀察狗隻狀

況。	

	

15）每個貨櫃安裝 2部冷氣機，及前後對流式抽氣扇，讓空氣於櫃內單方向式進出，衡溫

的同時亦保持空氣流通。	

	

16）每個房間有監察鏡頭及獨立的閘門保護，房間之間用堅固的材料分隔，上層以疏氣設

計，空氣流通之餘又防止狗隻互相襲擊。	

		

17）採用貨櫃組合式設計，方便裝拆及遷就場地實際情況，選址場地可以較為靈活，擺放

的位置也可以彈性調配。即使場地租約完結，也可以完整地保留整個設施並搬運。而且貨

櫃耐用可以抵 20年以上，亦可抵受強風或大雨。	

	

18）休養倉採用特定格式，可容易複制及伸廷，擴大或縮少規模均可。	

	

19）100間房間中，預留約 10%作為後備房，以備部份房間因為損毀、延期休養及需深層

清理等情況發生，故此房間滿佔率為 90間，預計每月糧食需備有 90隻狗隻的份量。	

	

20）為鼓勵義工協助自行帶流浪狗前來絕育，建議提供車資津貼，每程最多$150 港元，

以實報實銷形式資助，每狗隻最多來回各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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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人力資源方面，處理基礎建設時只需聘請 4位項目經理合力完成，預計需時約 3月，

待建設工作大致完成，才聘請其他職員就位（詳見附件六）。	

	

22）項目預計以 2020年 3月至 9月為游說期，會配合各區區議會開會時間到 18區進行游

說工作。若 18區均同意，亦可採取 18區聯席會議方式，邀請有關部門、機構，共同研究

解決問題的方法。（詳見附件七）	

	

23）設置及營運費用由 18區區議會共同承擔。預計設置費用總數約$432萬，平均每區約

$24 萬；營運費用預計每年總共約港幣$1530 萬，平均每區約$85 萬。即第一年每區需撥

款約$109萬。（詳見附件八、九）	

	

24）預計延後每年需備有維修費，另營運費用需加上通脹，每區每年預算金額應在$100

萬左右。	

	

25）只要「Project	TNR	18」得到各區區議會共同支持，完成審批及撥款程序，基礎建設可

於 3-4 個月內完成並開始運作，相對要求漁護署改革、咨詢並修訂相關法例、承擔規劃、

審批或咨詢試驗區域等，要再花上幾年時間，「Project	TNR	18」可行性大大提高並能及早

處理流浪狗問題。	

	

26）因漁護署並無統計全港流浪狗隻數量，據前線有豐富經驗義工估計，全港現約有五萬

隻合資格的目標流浪狗隻，估計此計劃最少需運作十至十五年。	

	

27）流浪狗出生率（詳見附件十）	

流浪狗出生率試算表(Excel)，可計算 5年內的流浪狗出生數量。	

假設： 	

1.每一隻母狗 1年生 2胎；	

2.每一胎幼犬數量 6隻；	

3.幼犬雌/雄性比例各一半；	

4.出生後首年死亡率 50%，餘下 50%則有機會長大為成犬；	

5.雌性繁殖能力由 1歲後才開始至 10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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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條件，推算出一隻母狗連同每年所生子孫世代，5年後便可達總數 741隻。如果

136 隻母狗，經過 5 年後，可超過總數 10 萬隻。當然此推算只預計出生率，現實情況需

預計自然死亡、突發天災人禍等因素。	

	

28）	「Project	TNR	18」將以 10年為基礎，因為一般流浪狗經絕育後的自然壽命會在 4-6

年間，預期明顯減少數量效果則可能需在連續工作第 7年後才見到，基於這個計算，無論

在租地年期、建設規劃等都應以 10年為一週期。	

	

29）	「Project	TNR	18」預計每年處理全港約 2400隻狗，平均每區替 136隻狗絕育，即大

有機會減低 5年後單一區域 10萬隻的出生率。另外，假設絕育性別的自然比例各佔一半，

意即每區為母狗絕育 68隻，即可減少 5年總數 5萬隻。因此「Project	TNR	18」的絕育工

作需每年持續進行。	

	

30）但「Project	TNR	18」不能只集中於控制雌性的絕育，而把雄性置於不顧，因為絕育手

術同時能大大減低動物生殖系統病變，保障了動物的安全。同時，進行絕育時會一拼注入

狂犬病疫苗及晶片，這對公共衛生亦為另一大保障。	

	

財務預算	

A)設置費用～分為三大類（詳見附件八）	

1）運輸設備	

a)	包括購置一架貨 VAN	

b)	合規格及堅固的捕捉器材	

	

2）場地設備	

a)	改裝貨櫃	

b)	冷氣機及抽風系統	

c)	環保水系統（化糞池、儲水箱及泵）	

d)	地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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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手術室設備	

a)手術台	

b)超聲波機	

c)驗血機	

d)流動 X光機	

e)氣體麻醉機	

f)高壓消毒器具機	

e)手術用具	

	

三類設置費共大約 432萬港元。	

		

B)營運費用～分為五大類（詳見附件九）	

1）人力資源	

a)	2位(半職)獸醫	（負責檢查及評估狗隻狀況及施行絕育手術）	

b)	4位護士/診所助理（協助獸醫進行手術，處理預約及管理狗隻相關的文書工作）	

c)	6位護理員（24小時輪班當值，負責餵食、清潔及照顧工作）	

d)	6位拯救隊員（2位兼任司機，分為兩隊兩更，對外進行捕捉及交收狗隻等工作）	

e)	4位計劃管理人（負責整體監管及行政工作）	

	

2）基本開支	

a)場地租金	

b)水電費	

c)勞工保險	

d)車輛保險	

e)燃油費	

f)牌照費	

g)維修保養費	

h)吸糞服務	

I)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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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治療開支	

快速測試體檢用品、晶片、麻醉氣體、包紥用品及基本藥物等，預備全年備用量加 10%

後備用量即 2600份。	

	

4）糧食	

需備有每月可供 90隻狗隻食用的份量。	

	

5）交通	

義工協助自行帶流浪狗前來絕育，車資津貼每程以實報實銷最多$150，，每隻狗只可

津貼 2程。	

	

五類營運費用預計每年總共約港幣 1530萬。	

		

	面對的困難及建議	

1）根據香港法例餵飼流浪狗隻，及放回已入晶片狗隻均屬違法，建議以註册義工方式，

豁免計劃中的相關職員及義工刑責，而此方式於漁護署實行試點計劃時相同。長遠當然應

以完整檢視全套動物法例並修改為目標。	

	

2）在未能尋到晶片主人的狗隻暫養安排中，有確切的責任問題尚待解決，因現時漁護署

在執行轉名安排上，需時 2-3個月，義工或暫養人在此期間要為前主人負擔責任，但若將

此狗暫放於漁護罯狗房內，並不保證狗隻不會被人道毀滅。對此，本計劃希望漁護署能檢

視現時做法。	

	

3）另一個阻礙計劃執行的是晶片責任問題，因現時操作均以人名記錄為主人，建議透過

「Project	 TNR	 18」進行絕育的流浪狗隻，以 AGA為負責機構，這可請漁護署協助以特別

標記記錄有關晶片，而此記錄應有一套有別於現時漁護署的晶片記錄，並同時可供查閱。	

	

4）「Project	TNR	18」雖主力推介絕育為目標，但同時亦希望藉此減低人道毀滅的情況。若

最終能以用於人道毀滅的經費，全數用於「Project	TNR	18」上，不但減輕區議會的負擔，

相信關心動物議題的市民亦樂見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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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保障公共衛生，「Project	TNR	18」希望進行絕育手術的同時，能為狗隻注入狂犬病疫

苗，而為所有狗隻注射疫苗本應為漁護署責任，建議漁護署能免費提供晶片及疫苗，以減

輕計劃的負擔。	

	

6）現時漁護署有一條查詢熱線工作至晚上 11時，但漁護署職員下班後，此熱線只能用作

記錄問題，未能解答即時查詢，對於成功捕捉到有晶片的走失狗隻，都未能即時查到主人

資料，若狗隻有受傷，甚至因此延誤診治，建議漁護署將熱線改為 24 小時運作，並可即

時查閱資料。	

	

7）根據經驗，大部流浪狗都怕人，而倉狗則可能因守護地盆的心態才襲擊可疑人，但倉

狗則是被遺棄的主要對象之一，守衛的習性難改，建議漁護署切實執行主人登記，減少被

遺棄的出現，也是減少流浪狗的有效方法。	

	

8）狗隻無絕育，便會因爭取交配機會而打交，結果造成噪音滋擾，最後被投訴、被捕捉、

被人道毀滅，但長遠來說，以漁護署有限資源進行人道毀滅，並不能解決過度生育問題，

只會不斷惡性循環，亦對動物生命無任何保障。全面而統一的動物福利政策方才是解決問

題根源的良方。	

	

9）經「Project	TNR	18」絕育的狗隻放回後，即使再被捕捉亦應原地放回，免其一死，提

供安全環境給動物生存，亦是公共責任。這必須要漁護署配合，方能切實執行。除非放回

狗隻有惡意攻擊行為，不再適合於公共環境中生存則另作別論，但若有此情況，亦希望漁

護署能通知 AGA，好讓在檢討計劃時更能反映真實數據。	

	

10）連漁護署都無全港流浪動物的統計數字，以百份比的指標去預計成效，根本是不切實

際，與其是執著於數字比例上的成效，聘請顧問公司去監察，倒不如實際一點，儘快落實

執行。	

	

11）區議會有運用區議會內撥款的權力，若 18 區同時贊成撥款，對於整個區議會來説雖

不至九牛一毛，但要應付，肯定亦綽綽有餘，社區動物亦是社區之一員，關心動議題的市

民亦與日俱增，區議會對「Project	TNR	18」的肯定，誠然是全港區議會共建和諧社區的理

想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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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最後，場地問題，根據現時地政條例，根本無場地能合法地用作狗場或適合本計劃進

行，希望各部門能在場地使用上提供特別的豁免及酌情處理，以令本計劃能切實執行。	

	

	

總結	

	

香港流浪狗絕育問題只是芸芸動物議題的其中一少部份，尚有全面檢視已有久遠歷史但已

不合時宜的動物法例、增設動物警察的要求、推動動物零撲殺等，相對來說，設立絕育及

休養中心已經是最簡單能解決當前問題的方法。然而，政府在貓隻推行絕育計劃至今已廿

年，仍然以寸進步伐前行，甚至是停滯不前，這不只使關心動物保護人士失望，更押上了

全港市民的安全與衛生。	

	

根據推算，如果每年 2400 隻母狗不即時進行絕育，10 年後因這 2400 隻覆式所生的狗隻

便有成千上萬隻，這驚人的數字，單純依靠人道毀滅和領養家庭的能力，實在是無法應對

和解決問題的，香港市民亦不能一等再等，等立法會或等漁護署幾年後再推出一個試驗計

劃後才進行，到時可能已經太遲，錯失處理好這問題的機會。	

	

絕育後狗隻減少交配和打鬥情況，從而減少發出的噪音和受傷率，從人道立場來看，絕對

合乎時代邏輯，「Project	TNR	18」不單止為流浪狗絕育，同時為牠們打狂犬病疫苗，也能

減低傳染病影响人類的風險。另一方面，因為絕育後的流浪狗不等於次年會死亡，以短時

間減少數量為目標是錯誤的評估方法，而減少預計的出生數量，才是正確觀念。	

	

各位區議員，時代要改變，方法也應該可以改變，「Project	TNR	18」是一個由下而上的解

決問題方法，縱然並非單單批准執行便可，仍然有大量配套問題需要解決，但，你願意為

人類、為動物的福祉行出重要的一步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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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審計署 2019/10/28第四章「野生及流浪動物滋擾的監管工作」第 4頁	

(來源：審計署網站 https://www.aud.gov.hk/pdf_ca/c73ch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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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來源～愛護動物協會網站	

https://www.spca.org.hk/ch/animal-birth-control/cat-colony-care-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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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節錄自	《狂犬病	 (	捕絕放計劃	 )(	豁免	 )	公告》	

第	 421C	章	第	 3	條	

3.	豁免受棄掉及控制動物條文規限	

(1)	如狗隻在	“	捕絕放計劃	”	下釋放，本條例第	 22(1)	條在該狗隻釋放時不適用於該

狗隻的畜養人。	

(2)	如狗隻在	“	捕絕放計劃	”	下釋放，本條例第	 23(1)	條在該狗隻釋放時不適用於該

狗隻。	

4.	在	“	捕絕放計劃	”	下釋放狗隻	

(1)	就第	 3(1)	及	 (2)	條而言，在符合以下條件的情況下，狗隻即屬在	“	捕絕放計劃	”	

下釋放	——	

(a)	該狗隻於試驗區內釋放，而釋放該狗隻的人，攜帶著由某計劃統籌者發出的身分識別

證，該證顯示該人	——	

(i)	屬該統籌者的僱員或義務工作人員；及	

(ii)	已修畢由該統籌者舉辦的訓練課程；及	

(b)	該狗隻附有辨認標記，而該標記是在以下條件獲符合的前提下，由該統籌者附加

的	——	

(i)	經評估該狗隻的健康狀況及性情後，該狗隻獲	

評定為適合於試驗區內釋放；	

(ii)	該狗隻已由註冊獸醫進行絕育；及	

(iii)	該狗隻已就每一種嚴重狗隻疾病接種疫苗。	

(2)	為施行第	 (1)(a)(ii)	款，上述訓練課程	——	

(a)	須涵蓋動物營養、動物行為、環境安全及捕捉狗隻方法；及	

(b)	須經署長批准。	

(3)	為施行第	 (1)(b)(i)	款	——	

(a)	關於狗隻的健康狀況的評估，須由註冊獸醫作出；及	

(b)	關於狗隻的性情的評估，須由以下人士作出	——	

(i)	註冊獸醫；或	

(ii)	有關計劃統籌者認可的狗隻訓練員。	

5.	豁免受領取狗隻牌照規定規限	

(1)	《狂犬病規例》(	第	 421	章，附屬法例	 A)	第	 20(1)	條不適用於在	“	捕絕放計劃	”	

下畜養狗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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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第	 (1)	款而言，在符合以下條件的情況下，某人即屬在“	捕絕放計劃	”	下畜養狗

隻	——	

(a)	該人為以下目的，在計劃統籌者的處所內，畜養該狗隻	——	

(i)	評估該狗隻於試驗區內釋放的適合程度；及	

(ii)	(	如適用的話	 )	替該狗隻進行絕育，並就每一種嚴重狗隻疾病替該狗隻接種疫苗；或	

(b)	該人獲發第	 4(1)(a)	條提述的身分識別證，並	——	

(i)	在該狗隻於試驗區內被捕捉後，畜養該狗隻，	

以為	 (a)(i)	及	 (ii)	段指明的目的而將該狗隻帶進有關計劃統籌者的處所；或	

(ii)	在該狗隻被附加第	 4(1)(b)	條提述的辨認標記後，畜養該狗隻，以將該狗隻帶進試驗

區，並於其內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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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轉載自)	

	立法會 CB(2)1318/17-18(03)號文件	

二零一八年五月八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流浪狗隻「捕捉、絕育、放回」試驗計劃成效	

引	言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流	浪	狗	隻「	捕	捉、絕	育、放回」試驗計劃的成效。	 	

	

背	景	

2.	政	府	的	政	策	目	標	是	確	保	在	香	港	社	區	內，人	與	動	物	能夠和諧共存。

在保障動物福利的同時，我們採取適當措施，妥善處理流浪動物可能引致的滋擾和公共健

康問題。為此，漁農自然護理署	 (	漁護署	 )	協助兩間動物福利機構，於二零一五年一月

至二零一八年一月期間推行為期三年的流浪狗「捕捉、絕育、放回」試驗計劃。試驗計劃

的詳情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向本事務委員會介紹	 (	立法會 CB(2)621/13-14(03)號文件)。	

	

3.	「	捕	捉、絕	育、放	回	」指	為	捕	獲	的	流	浪	狗	絕	育，然後將其放回原來所在

地。倡議者認為，透過「捕捉、絕育、放回」，流浪狗數目會因自然死亡而隨時間逐步減

少。不過，至今尚沒有科學研究證實在其他相類地方這做法對減少流浪狗數目的成效。	

	

4.	「	捕	捉、絕	育、放	回	」試	驗	計	劃	旨	在	評	估	該	計	劃	在本港減少流浪狗數

目及其滋擾方面的成效。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和保護遺棄動物協會分別擔任長洲和元朗大棠

試驗區的統籌機構。統籌機構招募照顧者在試驗區內餵飼和捕捉流浪狗。在該兩個試驗區

內被捕獲的狗隻均已接受性情評估，並經杜蟲、絕育和植入晶片，以及注射預防狂犬病及

其他主要狗隻傳染病的疫苗。	

	

5.	試驗計劃的運作程序訂定下列三項與兩間統籌機構議定的成效指標：	

(a)	在試驗計劃的首六個月，在試驗區為最少	 80%的流浪狗絕育；	

(b)	試驗區的流浪狗數目於試驗期間每年平均減少 10%；以及	

(c)	在試驗期間所接獲的投訴應脗合或少於全港平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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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的研究結果	

6.	漁	護	署	聘	請	獨	立	顧	問，監	察	試	驗	計	劃	的	進	展	及	評	估成效。根據顧

問的研究結果，該兩個統籌機構用了約十個月的時間，才可在其負責的試驗區達至為超過

80%的流浪狗絕育的目標(即比原定的目標時間多約四個月)。因為有些狗隻對於捕捉設施

較為警覺，難以捕捉，因而導致流浪狗隻在研究初期有較大機會於試驗區內繁殖。	

	

7.	顧	問	每	月	觀	察	兩	區	的	流	浪	狗	數	目，並	得	悉	數	目	在	不同月份均有升

有跌。數目上的大幅差距可能與多項因素有關，包括不時有新的狗隻進入試驗區，狗隻因

天氣和季節影響及節日期間有額外的食物供應而進出該等範圍，以及大棠試驗區的照顧者

把一些流浪狗遷移至顧問未能隨時進入的收容所等。	

	

8.	在	研	究	期	間	的	三	年	內，顧	問	估	計	長	洲	試	驗	區	的	流	浪狗數目減少	

14%，而大棠試驗區的流浪狗數目並無明顯變化，兩區均未能達到把	流浪狗數目每年平均

減少	 10%的	目標。顧問於二零一五年二月至二零一八年一月在兩個試驗區錄得的狗隻數

目分別載於附	件 A及 B。	

	

9.	長	洲	試	驗	區	接	獲	的	流	浪	狗	投	訴	數	目	有	所	增	加，但	大棠試驗區則減

少(見下表)	。	

	

每年接獲的投訴數目	

	 長	洲	 大	棠	

2014年 2月	至 2015年 1月	

(即研究開始之前)	

19	 14	

	

2015年 2月	至 2016年 1月	 39	 8	

2016年 2月	至 2017年 1月	 27	 1	

2017年 2月	至 2018年 1月	 26	 6	

	

顧問的觀察	

10.	兩個試驗區均未能達到每年平均減少流浪狗	 10%的目標。根據顧問表示，可能涉及的

原因如下：	

(a)	由於狗隻可在大範圍的試驗區 2內走動，因此難於準確記錄在試驗區的狗隻數目；	

(b)	有新的狗隻進入試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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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相對狗隻的平均壽命(寵物狗約為	 10	至	 12	年或以上)，研究期較短，以及在統籌機構

的照顧及提供的治療下，流浪狗的健康情況有所改善。在研究期間，自然死亡的狗隻數目

相對不多。事實上，如長洲試驗區的統籌機構沒有為幼犬安排領養(見	註	 1	)，	該試驗區

的流浪狗數目可能更多。	

	

11.	全港與流浪狗滋擾有關的投訴，由二零一五年的 6	060	宗下跌至二零一七年的	 4	268	

宗	 (	即在過去三年減少 30%)	。這與全港流浪狗數目下降的趨勢一致，即由二零一五年的

2	412隻減少至二零一七年的 1	566隻(即在過去三年減少 35%)。另一方面，研究期間在試

驗區接獲的投訴有升有跌，而且未能達到上文第 5(c)段所述的目標。這結果可能由多項因

素引致，未必與「捕捉、絕育、放回」有一定的關係。舉例而言，根據顧問及統籌機構所

述，長洲試驗區在研究初期的投訴由試驗計劃展開前的 19宗，增加至試驗計劃首年的 39

宗，可能是由於有關統籌機構和附近其他人士提供食物，吸引狗隻在該區聚集，因而對附

近住宅區造成更多滋擾，以及公眾對試驗計劃更加關注。另一方面，大棠試驗區的投訴減

少，可能是因為有關統籌機構在研究期間因應狗隻的健康情況，不時把一些狗隻暫時遷移

至收容所。	 	

	

12.	整體而言，「捕捉、絕育、放回」試驗計劃在兩區的結果各有不同，可能是因為環境有

異，長洲試驗區較為空曠、面積較大，狗隻在區內和附近有較多走動；大棠試驗區則是半

封閉、面積較小，狗隻走動較少，而且有關統籌機構不時把狗隻遷移至附近的狗隻收容所。	

	

未來路向	

13.	在該項為期三年的試驗計劃下，兩個試驗地點均未能達到原定的三項成效指標。根據

研究結果，「捕捉、絕育、放回」的構思似乎未能在短期內有效減少流浪狗數目，因在統

籌機構的照顧及治療下的流浪狗，預計平均壽命會比其他沒有人定期餵飼及照顧的流浪狗

為長。雖然該試驗計劃已經完結，兩間統籌機構同意繼續在未來幾年間，監察就該試驗計

劃錄得的狗隻數目，並向漁護署提供有關這些狗隻的數目變化和平均壽命資料。	

	

14.	由於「捕捉、絕育、放回」計劃的結果在不同地點可能有所不同，如有動物福利機構

或其他團體有意在特定地點推行這類計劃以處理流浪狗，政府對此持開放態度。當局會個

別考慮是否適合在其他地點推行「捕捉、絕育、放回」計劃的建議，包括人口密度、是否

鄰近社區設施、交通情況等各項因素。此外，在統籌機構及照顧者推行「捕捉、絕育、放

回」計劃獲准豁免遵守《貓狗條例》(第	 167	章)及《狂犬病條例》(第	 421	章)的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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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有關建議必須獲得當地社區支持。漁護署會協助倡議者推行計劃，包括分享試驗計

劃的經驗、協助他們與有關區議會及地區持份者聯絡，以及向立法會尋求對有關法例的豁

免。	

	

15.	同時，漁護署會繼續以現行多管齊下的方法，並符合世界動物衞生組織訂定的國際標

準下管理流浪動物，包括透過宣傳教育提倡以負責任的態度飼	養寵物和妥善照顧動物，

以及在動物福利機構支持下推動絕育和領養等等。漁護署因應投訴而捕捉的流浪狗數目減

少(上文第	 11	段)，反映管理流浪動物的現行策略有一定的成效。	

	

徵詢意見	

16.	請委員備悉有關流浪狗隻「捕捉、絕育、放回」試驗計劃的成效。	

	

食物及衞生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二零一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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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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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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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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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設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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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營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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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計算	 1~2400隻母狗平均壽命 5年並無任何絕育情況下，十年內所生狗隻總數推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