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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天骄

  作为爱宠之人，亲眼所见弃养过程，江苏昆山的霍

女士颇为愤怒———

  前几天，她在家附近街边遛狗时，一辆白色小轿车

停在不远处，车门打开，男司机从后座拿出一个粉色的

狗笼放在地上，迅速开车离开。

  “狗笼里有只白色的小泰迪犬，被主人丢下后一直

在叫。”霍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回忆说，正当她考虑

该怎么办时，没一会儿，那辆白色小轿车又开了回来，

一个小女孩大哭着跑下车，跑向泰迪犬。

  一问方知，原来是孩子父母觉得没时间养狗，身边

又没人愿意接收，便决定弃养，但孩子对狗狗的感情比

较深，一听说不养了，就哭闹了起来。“我留下了自己的

联系方式，告诉小女孩的母亲，如果他们再有弃养的想

法，可以让我领养。”霍女士说。

  近年来，随着宠物数量的持续增长，弃养宠物的情

况屡见不鲜。一些宠物主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觉得

养宠麻烦、要离开所在城市不想带走、宠物生病不愿花

钱救治、怀孕担心养宠影响胎儿健康等，便将宠物随意

丢弃。

  受访专家指出，宠物弃养增多，不仅危害公共卫生

安全，容易传播多种疾病，破坏当地生态平衡，也会导

致宠物攻击人的情况多发，影响社会治安环境。建议出

台宠物领域或小动物保护领域法律规定，加大对弃养

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建立完善的宠物救助和领养体

系，适度提高养宠的责任门槛，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培

训等方式，引导养宠人树立正确的养宠观念。

弃养行为多发

救助费用不低

  1月17日中午，记者驱车前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救助基地“妙妙猫屋”。这里承载

着无数流浪猫狗（其中有不少是被弃养）的希望，也凝

聚着一群爱心人士的心血。

  在基地门口，和工作人员晓艺一起迎接记者的，是

一只名叫“月饼”的八哥犬，半截舌头耷拉在嘴边，亦步

亦趋地在人身边晃悠。

  “月饼”是被弃养的，因为是在2024年中秋节当天来

到的基地，便有了这个应景的名字。“‘月饼’和我们基地

有缘，当时我们基地刚落成，正在附近做文明养犬的宣传

活动，就碰到没拴绳四处溜达的‘月饼’。我们把它交给了

当地的治安大队，在主人去认领时还给他做了文明养犬

的科普知识。可没过多久，‘月饼’主人就联系我们，说自

己要去外地，而家里其他人都不想继续养犬了。”

  记者走进基地专为小动物们搭建的大棚，外面虽

然寒冷，但里面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原来是有工作人员

专门为棚内烧火供暖。棚内20多只猫咪或慵懒地躺着晒

太阳，或悠闲地走来走去。

  看到来人，一只橘色小猫直接躺下翻起了肚皮。晓

艺指着它告诉记者，当时它是以寄养名义送过来的，但

后来寄养人失联，聊天软件上也把基地工作人员拉黑

了，“实际上就是把它弃养了”。

  来到狗狗区，一大群小狗见状摇着尾巴蜂拥而至，

在晓艺的维持秩序下很快安静下来。“这只叫‘小白’的

小狗，是我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晓艺说着，比了个手

掌大小，“发现它的时候，它还特别小，看着特别可怜，

我就直接把它抱回来了，现在已经快一岁了”。

  “那只黑色的中华田园犬，叫‘小海龟’，它有残疾，

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它被遗弃在路边，只能四肢着地匍

匐前进，像只海龟一样。救回基地后，经过几个月的治

疗，目前已经能坐起来了，情况好了很多。那边卧着的

柯基，被我们发现时后腿残疾，拖着走路，团队花费4000

多元治疗，装上护腿，才逐渐能正常行动。”晓艺说，像

这种有缺陷的品种狗，一些主人不想养了，就直接将其

遗弃了，真的很可怜，让人心疼。

  “资金是最大的难题。”谈及救助工作面临的挑战，

晓艺打开了话匣子。“光基地一年的房租就高达15万元，

这还不算建设成本。”为了节省开支，10人团队干什么都

亲力亲为，能自己动手做的绝不请人。大棚的修缮、地

面的平整，许多工作都是大家一起完成的，可即便如

此，建设成本依然巨大。

  此外，日常运营中，猫犬的食物、医疗费用也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比如每只猫咪在基地生活，不仅要保证

日常的饮食，生病时的治疗、定期的疫苗和驱虫，都是

必不可少的支出。

  晓艺感慨道，一些人不负责任的弃养行为，给他们

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破坏卫生环境

影响社会秩序

  有着同样感触的还有在北京工作的刘女士，她投

身流浪猫救助已有一年多时间。自2023年10月至今，她

陆陆续续救助并送养出十几只流浪猫，其中有好几只

是被弃养的宠物猫。

  2024年9月前后，她在公司附近捡到三只品种猫，两

只德文和一只阿比西尼亚。“一看就是被人弃养的。捡

到它们时，这些猫状态极差。其中一只德文存在左侧子

宫坏死、卵巢囊肿、大网膜粘连的问题，且做过剖宫产，

生殖器官基本被切除。阿比西尼亚则一直拉稀、慢性呕

吐、尿频，去很多宠物医院看过病。宠物医生判断它胆

管扩张严重，无法完全治愈，只能慢慢调整状态，且随

时可能因胆管堵塞出现肝脏问题。”刘女士说，从猫的

状态来看，很有可能是被宠物商店或猫舍因为没有繁

育能力而丢弃的繁育猫。

  “剩下一只德文公猫，相对来说情况较轻，也很亲

人，很快就被送了出去。然而，领养家庭后来发现它有

慢性鼻炎、呼吸道疾病，还有中耳炎和外耳炎，因不愿

承担后期较高的手术费用，又将其退回。”刘女士说，她

只能租了个地方安置它们。“一些人并不明白自己丢弃

或伤害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选择养宠却不负责到底，

导致现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够看到被遗弃后流落街头的

宠物猫狗。”

  在受访专家看来，弃养宠物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多

方面的。

  四川省宠物协会秘书长张勇兵说，被弃养的宠物

如果流浪在野外繁殖，可能会导致无序繁殖现象加剧；

若被收容所救助，将增加收容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负担。

  “部分流浪宠物因缺乏管理和教育，可能会攻击人

类，尤其是儿童，加剧人宠矛盾，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和

伤害，影响社会秩序。”中国兽医协会动物福利分会会

长宋厚辉说，流浪宠物在垃圾场等地觅食，容易传播跳

蚤、鼠疫、狂犬病等多种疾病，对人和其他动物的健康

构成威胁，危害公共卫生安全，也可能破坏当地生态

平衡。

  去年以来，多地发生流浪猫狗攻击人的情况，有的

流浪犬追着老人、孩子撕咬，弄得周边居民人心惶惶；

还有一些流浪猫狗将小区公共区域当成自己的“庇护

所”，扎堆“抢地盘”，破坏公共设施和停靠的小汽车，居

民不堪其扰。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一些养宠人不负

责任弃养宠物的行为，成为另一些人的“枷锁”：晓艺

和团队工作人员不止一次被“道德绑架”，被迫接收

一只又一只被宠物主或寄养人弃养的宠物；刘女士

捡到那几只被弃养的带病小猫后，一直往返于宠物

医院，消耗了不少精力、财力；有宠物主留了张“求好

心人收留”的纸条就消失了，救助站和中转家庭无奈

“接力”照顾……

弃养原因多元

救助渠道缺乏

  生活中，为何屡屡发生弃养宠物的行为？

  宋厚辉分析，部分宠物主缺乏基本的责任感和对

宠物的关爱，将宠物视为一时的玩物，而非需要长期照

顾的家庭成员。宠物在成长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如青春

期发情、性格变得调皮捣蛋等，一些主人无法接受这些

改变，心理上产生抵触情绪。在与宠物相处时，主人可

能因一时冲动作出弃养决定，例如宠物偶尔犯错或给

自己带来不便时，便轻易放弃饲养。

  “宠物自身的一些行为问题也会让主人产生弃养

念头。”宋厚辉举例说，部分宠物因训练不当，具有攻击

性，对家庭成员或来访客人造成威胁；有的宠物喜欢破

坏家具，咬坏沙发、衣物等，给主人带来经济损失；宠物

繁殖不受控制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宠物一年多次发情，

若未做好防护措施，容易导致怀孕生育，增加饲养成本

和管理难度。

  “当前针对宠物的社会救助体系也不完善，当宠物

生病且主人无力承担医疗费用，又找不到合适的救助

渠道时，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弃养。”宋厚辉说。

  在张勇兵看来，造成弃养宠物行为频发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从宠物主自身角度来看，许多人在养宠前，

对养宠过程中需要承担的责任以及可能面临的后续麻

烦预估不足、准备不充分。他们往往只看到宠物可爱、

美好的一面，却忽视了宠物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

和金钱去照顾的现实。而当前宠物的喂养成本较高，宠

物食品、用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一旦宠物生病，医疗费

用更是让不少养宠人难以承受。

  “由于缺乏规范宠物繁殖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宠物

市场目前存在较多乱象。当某种宠物市场价格较高、经

济价值可观时，一些人便会无规划大量进行宠物繁育，

以获取利益；而当这些宠物经济价值降低，他们难以承

担喂养和维护成本时，就可能出现大批弃养行为。”张

勇兵说。

  他介绍说，国外一些国家，对宠物商业行为的管理

十分严格，犬舍猫舍卖出或繁殖的每一只宠物基本上

都会进行绝育处理，并且个人家里不允许进行宠物繁

育。这样的规定能够有效控制宠物数量，减少因繁殖过

剩导致的弃养问题。

  “另外，遗弃宠物所需要承担的后果和成本较低。

目前，对于弃养宠物行为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和惩罚机

制，导致一些人随意抛弃宠物，毫无后顾之忧。”张勇

兵说。

完善法律法规

加大惩处力度

  近年来，一些地方发布相关规定，明确禁止随意弃

养宠物，并据此对一些弃养行为作出了处罚。

  如《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修订）》规定，遗弃饲养

犬只的，由养犬登记机关收容犬只，并处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福建省动物防疫条例》要求，饲养犬

只的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弃养，并明确规定，单位和个

人随意弃养犬只，造成动物疫病传播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动物防疫主管部门处最高1万元的罚款。

  2020年，上海首例养犬人遗弃犬只案发生。两名外

卖小哥在路边发现一只被人弃养的受伤老年犬。上海

浦东警方介入后，根据《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对弃养

人吴某处以罚款500元。

  宋厚辉认为，目前我国在宠物领域或小动物保护领

域仍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相关规定主要以地方性法规

为主，并且国家层面的现有法律对动物的涵盖范围较窄。

以动物防疫法为例，其主要侧重于农场动物，对宠物的关

注较少，在宠物无害化处理、医疗监管等方面存在空白。

在弃养宠物的处罚方面，部分地方性法规虽设有罚款等

措施，但罚款数额相对较低，难以对弃养行为形成有效约

束。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执法难度大、监管不到位等

因素，导致这些规定难以真正落实。

  “一些地方性法规在制定时过于简单，例如对遛狗

时间和地点的不合理限制，不仅难以执行，还容易引发

社会矛盾，使宠物经济发展受阻。”宋厚辉介绍说，不同

人群对养宠的态度差异较大，容易引发冲突，增加执法

难度，导致一些违法行为难以得到应有的惩处。在宠物

管理方面，缺乏完善的配套制度，包括救助制度不健

全、宣传教育不到位等。宠物救助站的运营面临诸多困

难，如资金短缺、场地不足等，难以满足大量流浪宠物

的救助需求；公众对文明养宠的认识不足，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宠物管理工作的开展。

  为此，他建议，应考虑制定宠物相关法律法规，从

疏导和关爱动物的角度出发，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充

分考虑养宠人群的实际需求和困难，制定合理的规范

和引导措施，避免因法律条款不合理而引发社会矛盾，

确保法律能够真正落地实施。加大对宠物饲养、交易、

遗弃等环节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

训，提高其专业素养和执法水平，同时倡导全社会形成

负责任的养宠文化，促进人、动物、自然和谐共处。

  “逐步建立救助领养体系，借鉴国外相关成熟经

验，建立完善的宠物救助和领养体系。加强宠物医疗健

康管理，加大对宠物医疗领域的投入，研发更多适合宠

物的药品，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宠物医疗服务水平。全

面实施宠物绝育和登记制度，通过绝育控制流浪动物

数量，通过登记制度便于对宠物进行追踪管理，保障宠

物和公众安全。”宋厚辉说。

  张勇兵认为，应加大对弃养行为的处罚力度。除了

现有的罚款措施外，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更具威慑力的

处罚方式，如限制弃养人在一定期限内再次养宠等。通

过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让宠物主充分认识到养宠的

责任和义务，增强他们的责任感。

  “大力宣传文明养宠理念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他

建议，通过走进社区、校园、公共场所等，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活动，让宠物主了解宠物的生活习性、饲养方法

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对措施，举办宠物公益展览、

发放文明养宠宣传手册等，传播“不抛弃、不遗弃”的养

宠观念，引导养宠人树立正确的养宠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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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守护 “宠”爱有方

□ 本报记者 孙天骄

  “如果全国各地都能这么做，那该多好！”让北京市

民李女士发出如此感慨的，是她近日在广东潮州出差

时在当地一个公园看到的一块标识牌，上面写着“植入

芯片犬只可入内”。

  和她同行的当地好友说，潮州一些公园规定了宠

物主可以携带植入芯片的宠物犬进入，这样如果发生

人犬矛盾，有利于精准管理和追责，并且便于确认宠物

犬的安全卫生状况。

  李女士说，她虽然不讨厌宠物犬，但自己在公园散

步时，偶尔会遇到宠物主不牵绳遛狗的情况，还有不少

犬只随地大小便，她曾多次出言提醒，但收效甚微。“如

果能做好宠物身份认证，宠物行为主人买单，这些不文

明养宠行为应该会变少吧。”

  近年来，随着宠物数量的不断增加，不文明养宠行

为多发，纠纷不断，“加强宠物身份认证，实现宠物全流

程精准看护、监管”的呼声日渐高涨。为此，《法治日报》

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植入芯片精准追溯

  2024年年底，家中刚满3岁的泰迪犬“小闹”失而复

得后，北京通州居民张女士赶忙为它买了个带GPS定

位的项圈，并为它植入宠物芯片。

  “我们家住在一楼，有一个自带的小院子。那一天，

可能是我们出门前没关好院门，‘小闹’直接跑出去了。

我下班后满小区找，还张贴了寻狗启事，急得不行，好

在晚上它自己跑回来了。”张女士说，这次经历让她决

定给宠物犬“多上几道保险”。“听说芯片自带身份编

号，用相应的仪器扫描后就能出现宠物信息。于是我在

一家宠物医院给‘小闹’植入了芯片。”

  2024年4月，上海闵行警方就是通过扫描识别一只

流浪狗颈部的宠物芯片，帮助这只走失两年的小狗找

到了它的宠物主。

  四川省宠物协会秘书长张勇兵说，通过身份认证，

可以精准地追溯到宠物的主人，一旦出现宠物弃养、扰

民等问题，能够及时找到责任人，对其进行约束和管

理。这不仅有助于减少流浪宠物的产生，从源头上遏

制宠物弃养现象，还能有效规范宠物主的行为。例如，

当宠物出现随地大小便、乱叫扰民等情况时，可以根据

身份认证信息，直接联系到宠物主，要求其进行整改。

同时，宠物身份认证也能让养宠人在决定是否养宠时

更加慎重，增强他们的责任感。

  “宠物身份认证也便于政府全面掌握辖区内宠物

的数量、分布等信息，为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政策和提

供针对性服务提供数据支持。”中国兽医协会动物福利

分会会长宋厚辉说，在宠物医疗、美容、寄养、旅行等方

面，身份认证可以简化流程，提高服务效率，为宠物提

供更便捷的服务。通过记录宠物的疫苗接种、健康检查

等信息，便于及时发现宠物健康问题，进行针对性治疗

和预防，保障宠物健康。

  宋厚辉认为，推进认证普及，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

对宠物的关注度和保护意识，促进社会文明和谐发展。

强制认证落地困难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已有多地通过立法方式，明确

饲养宠物不仅需要登记办证，而且要求为其植入芯片。

如《深圳市犬只电子标签植入管理规定（试行）》中规

定，除病犬、孕犬、年龄小于3个月或体重低于2公斤的

幼犬外，全市所有犬只均应当植入电子标签；《厦门经

济特区养犬管理办法》规定，全市所有犬只强制接种狂

犬病疫苗和植入电子芯片。

  受访专家指出，现有针对宠物身份认证的相关规定

主要见于地方性法规，并且宠物种类主要集中于犬只。

  宋厚辉说，这主要是因为犬类具有较强的活动能

力和攻击性，活动范围广泛，容易与人类及其他动物接

触，增加了狂犬病等疾病传播的风险。犬只引发的社会

问题较为突出，如伤人、扰民等，不仅给宠物主带来困

扰，还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因此对其进行严

格管理至关重要。“但这并非意味着其他宠物种类不需

要进行身份认证。”

  张勇兵说，在部分地区，虽然出台了强制宠物进行

身份认证的规定，如植入芯片，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面

临诸多困境。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费用门槛。一些地方

规定宠物身份认证需要宠物主缴纳一定的办证费用，

一般为500元至1000元不等。这一费用对于部分养宠人

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导致一些人因经济原因放弃

为宠物进行身份认证，甚至选择弃养宠物。

  “全面推行免费的宠物身份认证和流浪动物管理

措施，对于很多地方而言难以实现。因此，如何在保障

宠物身份认证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平衡好养宠人与

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勇

兵说。

  受访专家还提到，强制要求养宠人对宠物进行身

份认证落地难还体现在，目前对宠物身份认证的执法

检查存在主动执法人手不足、多头执法等问题，且相关

处罚措施力度较弱，导致一些养宠人士对此懈怠或持

有侥幸心理。

技术升级源头管理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对宠物（主要是犬只）进

行身份认证，目前存在多种技术，以植入芯片为主，此

外，一些公司还推出了宠物鼻纹识别技术，宠物主人上

传宠物清晰面部照片后，平台为宠物建立专属身份识

别档案，并使用鼻纹识别科技为宠物在不同服务模式

内进行宠物身份识别及核验。

  张勇兵说，除了植入芯片技术，犬只鼻纹技术和虹

膜技术取得了显著进展，正确率目前已经能够达到98%

以上，并且与植入芯片相比，后者避免了植入芯片过程

中可能对宠物造成的微创风险，减少了宠物的应激反

应。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通过手机App和摄像头就可以

实现对宠物鼻纹和虹膜的识别，使用起来非常便捷。

  “从技术发展趋势来看，鼻纹技术和虹膜技术未来

有望成为宠物身份认证的更优选择，为宠物身份认证

工作提供更高效、更安全的解决方案。”张勇兵说。

  “要推动宠物身份认证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法

律法规的支持。”宋厚辉建议，制定完善的宠物身份认

证和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认证流程、标准和责任主

体，确保法律法规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为宠物身

份认证和管理工作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宋厚辉建议，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积极推广芯片应

用，通过政府补贴、宣传引导等方式，降低宠物主使用

芯片的经济负担，提高芯片植入率。同时，随着技术进

步，不断探索更先进、更安全、更便捷的身份认证方式。

建立健全宠物信息数据库，将宠物芯片信息与主人信

息、宠物健康信息等进行统一管理，加强数据安全保

护，防止信息泄露。

  张勇兵认为，宠物管理是一个整体问题，应打破地

域限制，制定统一的规范和流程。在管理的源头环节，

可以考虑从宠物的繁育阶段开始介入，对宠物的身份

进行锁定和认证。当宠物繁殖后代时，确保其后代也能

顺理成章地进行身份认证，实现宠物身份的全流程

管理。

  “地方政府可以借助现有的资源，如政府认证的宠

物医院和宠物商店，推动宠物身份认证工作。考虑到为

宠物打疫苗是每一位负责任的宠物主都会做的事，因

此可以在宠物医院为宠物打疫苗的同时，要求同步进

行宠物身份认证。”张勇兵说。

给宠物“身份”，有事精准找到主人
加强宠物身份认证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