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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協力 攜手蛻變



關於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簡稱「愛協」或「協會」）於1921年正式
成立，是香港歷史最悠久及最具規模的獨立動物福利慈善
機構。我們的主要⼯作範圍如下：

• 拯救及保護野⽣及無家動物，協助政府部⾨執⾏動物
 福利條例及檢控違例者 
 
• 為被拯救回來及被遺棄的動物提供醫療及復康服務，
 直⾄牠們康復 
 
• 為放養及流浪動物提供絕育服務，以免動物過度繁殖 
 
• 遊說政府修訂與動物福利有關的法例 
 
• 監察及維持與食⽤動物有關的福利標準 
 
• 為寵物提供專業及全⾯的獸醫服務 
 
• 向公眾⼈⼠，特別是年⻘⼈，提供仁愛教育，以培養

 他們關愛⽣命 

過去⼀世紀以來，協會依仗緊絀的資源去履⾏我們的使命，
⼀直推動動物福利。我們99%的營運經費均來⾃⼤眾捐款，
以及獸醫及會員部的收入。位於⻘衣、全新的愛護動物協
會賽馬會百周年中心亦快將啟⽤，開幕後我們將開拓更多嶄
新的⼯作，為寵物及無家動物提供⼀系列所需服務。我們需
要社會各界的⽀持，協助我們推動及實踐動物福利的⼯作，
讓香港成為⼀個關愛共融的⼤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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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年度是充滿挑戰的⼀年，但當我們停下來回顧過去
⼀年的⼯作時，便會發現其實我們曾遇上不少令⼈感恩的⼈
和事，⽀持⼤家克服了種種困難，所以我們以「同心協力 
攜手蛻變」來總結2022/2023這⼀年的
發展，並感謝⽀持者、合作夥伴及本港
愛護動物的群體，陪伴著我們跨過每個
逆境，與我們⼀起邁向全新景象。 

每次為有需要的動物籌募經費時，不少
熱愛動物的團體、藝術家及企業都紛紛
表示⽀持，並運⽤創意設計出別具特
色的籌款活動，以引起⼤眾對動物的
關注。早前本地的⼀家澳洲菜酒扒房
Bottle & Steak 便以收集客⼈的啤酒蓋
來為本會的動物籌款，客⼈只要把啤酒
蓋交回Bottle & Steak，Bottle & Steak
就會以每個啤酒蓋捐出港幣1元的方式，
去資助待家動物的醫療及日常開⽀。
另外，我們亦見證了學⽣們發揮團體
力量，不時舉辦義賣及嘉年華等活動來為動物籌款。

多年來，本會⼀直致力透過學校講座去培育年輕⼈愛護動物
的心，看見我們的教育⼯作為年輕⼀代帶來了正⾯的影響，
我們感到十分欣慰。 

另外，我們於2023年3月舉辦了⾃2020
年以來首個實體「全城狗狗⾏善日」，
在冠名贊助商位您寵的⼤力⽀持下，
活動吸引了超過800名參加者、500隻
狗隻及城中最受歡迎的狗狗網紅出席，
⼀起冒雨⾏善為有需要的動物籌款。 

值得⼀提的是，於上年度各部⾨均同心
協力締造了不少歷史性的第⼀次，這令
我感到十分驕傲。於2022年12月，我們
與天星小輪合辦了⼀次給愛協員⼯及⽀
持者參與的內部活動，讓他們帶同愛犬
同坐天星小輪，⼀同欣賞維港美景。

是次開放給狗隻參與的天星小輪維港遊實屬試驗性質，但參
加者對活動的反應十分正⾯，啟發我們於5月份舉辦公開的

「狗狗過⼤海」慈善活動，正式成為本港首個狗隻友善的天星
小輪維港遊，於香港推動⼈寵共融公共交通的歷史上立下了⼀
個十分重要的里程碑。 

另⼀個令⼈振奮的消息，就是我們於2023年2月推出了全新領
養活動「我和狗狗有個約會」。近年香港整體的動物領養率
持續下降，特別是狗隻的領養數字更令⼈擔心。有見及此，
本會的領養部和社區發展部聯同我們的狗隻訓練員和社交媒
體專員⼀同集思廣益，以嶄新形式讓公眾認識我們的待家
狗隻。取材於⼈類的交友應⽤程式，我們為待家狗隻撰寫
「個⼈簡介」，希望吸引更多⼈與牠們「約會」，並給牠們⼀
個幸福的家。 

全 新 的 愛 護 動 物 協 會 賽 馬 會 百 周 年 中 心 亦 快 將 於 2 0 2 4 年
開幕，樓高五層的新中心將容納新界最⼤型的動物醫院，是本
會動物福利和教育外展⼯作的重要基地，同時我們亦引入了先
進的技術去擴展本會的醫療服務及教育⼯作，包括香港首個
與動物福利教育有關的沉浸式教室，也會全⾯提升領養部的
設施，增設寬敞的共享空間及設備完善的會議室和研討室，
還 有 甚 具 設 計 特 色 的 寵 物 美 容 部 及 售 買 寵 物 潮 流 ⽤ 品 的
零售區。 

此外，我們亦十分⽀持本地創作，並已委託多位知名藝術家為
青衣中心創作壁畫，透過藝術喚起市民對動物福利的關注。
這些令⼈驚歎的作品定能吸引參觀⼈⼠「打卡」留念，並於
社交媒體分享，集合公眾力量去傳播有關動物福利的資訊。
如閣下也是藝術愛好者，可參加本會的「馬賽克壁畫慈善
計劃」來⽀持我們。為答謝閣下的慷慨捐款，⼯匠會透過其精
湛的手藝，將⽀持者愛寵的肖像化為永垂不朽的馬賽克藝術
作品，並於新中心當眼之處作出展覽。五年展期過後，⽀持者
便可將這獨⼀無二的馬賽克作品帶回家中收藏。 

隨著青衣中心開幕，我們會更善⽤資源去加強與社會各界的
聯繫，攜手改善和保障香港動物的福利。我要向本會會員獻上
衷心感謝，他們⼀直關懷有需要動物的福祉，堅持去改變愛
協待家動物的⽣命。來年，我們將擴展服務範疇及不同的外展
⼯作，期望屆時能繼續與⼤家「同心協力 攜手蛻變」，為動
物創造更美好的將來。 

Fiona Cumming,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執⾏總監

同心協力 攜手蛻變 
執⾏總監的話

如欲了解「馬賽克壁畫慈善計劃」，歡迎電郵⾄
donor@spca.org.hk查詢。



Thank you to all of our supporters for making these achievements.

SPCA BY NUMBERS
2022 - 2023

感謝各位的支持，協助本會取得這些成果。

協會⼯作成效
2022 /  2023

2,074 
張「動物絕育資助計劃」資助劵派發予
市民使用，共有85間獸醫診所參與此
計劃，為市民提供寵物絕育服務。

21,475 
個電話向協會24小時熱線服務尋求
協助或提供資訊。

9,806 
隻動物受惠於協會的絕育服務及資助計劃，
以穩定社區的動物數量。

4,058 
隻受傷或受困的動物由協會檢核部
督察拯救或處理，使牠們能夠重回
主人懷抱或在協會幫助下重獲新生。

2,256
隻街貓透過「貓隻領域護理計劃」進行
免費絕育及疫苗接種。計劃由2000年
開展至今，已有超過83,500隻街貓受惠。

967 
隻狗隻受惠於協會的「社區狗隻計劃」，
此項計劃目標在於加強狗主的責任感，
改善狗隻福利，及控制在香港被放養的
狗隻數量。

1,133 
隻動物獲得愛心家庭領養，成為新家庭中
的重要成員。

1,273
次調查虐待動物及動物販賣個案，有效防止
動物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774 
隻動物受惠於協會的「暫養父母計劃」，
在尋家的過程中獲得暫養父母無微不至的
照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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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隻領域護理計劃

經處理的貓隻數目                             
送回原居地                                             
轉送領養部                                         
接受安樂死
絕育前送回給義⼯照顧                                     
被主⼈領回

流動絕育車

接受了絕育手術的動物 

社區狗隻計劃

狗隻絕育總數 
 

社區教育⼯作  
 

網上寵物護理講座  

寵物業界從業員專業培訓 
提倡改善本港及國際動物福利  
與區議員、立法會議員及各政府部⾨會⾯或提交書⾯意見  
為企業及政府部⾨提供專業諮詢 

檢核部⼯作 
                

市民來電
緊急求診電話
處理過的動物 

拯救個案                                  
調查虐待動物投訴
巡查動物販賣活動
給予勸喻 

給予警告        

啟動檢控程序

獸醫部⼯作  
    
 

⾨診             

防疫注射                                      

手術 (不包括絕育手術）         

絕育手術*                          

住院治療                      

牙科手術                                                                       

影像診斷                                                                                    

總數

*包括流動絕育車、貓隻領域護理計劃和社區狗隻計劃的絕育數字

協會⼯作成效 2022 / 2023

                                                         狗隻              貓隻                 其他            總數   總數

檢核部接收或拯救的動物        
棄養動物                     
公眾送交的流浪動物               
從漁護署領回的動物               
從庇護所領回的動物             
經協會處理動物的總數                                                                         

領回                                                 
待領養動物                                      
暫養動物                                          
轉送往嘉道理農場棲息或照顧                       
送交漁護署的流浪動物                      
接受安樂死的動物                                   
獲領養動物                                      

 經協會處理的動物 

教育講座和活動

會內講座及⼯作坊/網上⼯作坊             
社區講座 
學校功課訪問                              
⽣命教育講座                           
總參與⼈數
*包括不同比賽的參賽⼈數及《毛孩子》專欄的讀者⼈數  

動物絕育資助計劃               

已換領及使⽤的資助券   

已換領及使⽤的資助券所涉及的成本       

參與此計劃的私家獸醫診所

2021/2022

321

15

9

7

0

2022/2023

12

/

20

4

1 

2021/2022

121

30

27

3

13,600

2022/2023

51

53

12

6

163,327*

2021/2022

27,263

21,509

3,003

11,965

2,782

1,077

4,184

71,783

2021/2022

24,636

2,440

4,604

1,081

740

349

233

32

38

2022/2023

21,475

799

4,058

1,010

733

540

198

22

40

2022/2023

21,585

18,031

1,627

9,806

424

995

2,440

54,908

4,058

186

278

161

67

4,750

475

1,136

774

1,839

154

868

1,133

4,604

362

536

126

123

5,751

455

1,429

738

1,908

193

1,365

1,358

2022/2023 2021/2022

435

30

49

43

17

574

169

257

179

0

42

77

251

986

52

90

92

25

1,245

265

655

522

0

0

268

647

2,637

104

139

26

25

2,931

41

224

73

1,839

112

523

235

2021/2022

2,286

2,247

27

2

N/A

10

2021/2022

2,036

2022/2023

2,290

2,256

24

2

2

6

2022/2023

967

2022/2023

總數
568

2021/2022

總數
2,047

2022/2023

總數
2,074

$358,400

85

2021/2022

 總數
2,969

$516,60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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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誤中「老鼠膠」的非目標動物個案於2022/2023
年度持續上升

近年，非目標動物誤中「老鼠膠」的個案有持續上升的趨勢，
於2018⾄2021年期間，由愛協督察處理的有關個案平均每年
上升20%⾄30%；於2022/2023年度，愛協督察⼀共拯救了
114隻誤中「老鼠膠」的非目標動物，較去年度上升14%。

有見及此，愛協與其他動物組織，包括常與本會合作進⾏拯
救⾏動的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均不時促請政府停⽤殘忍
的「老鼠膠」，為要停止這不⼈道的滅鼠措施繼續無差別
傷害，甚⾄殺害非目標的無辜動物，而受害動物中則以鳥類
較多，其次為貓、蜥蜴及野⽣動物等。

然而即使受害動物最終能僥倖⽣存，牠們的皮膚亦會因劇烈
掙扎而嚴重損傷，毛髮亦會被⼤量扯掉，動物亦會因長時間
被困而導致嚴重脫水甚⾄餓死，身心承受極⼤的痛苦。

為拯救被困「老鼠膠」的動物，督察會先⽤報紙、廚房紙或
其他無毒性的物料覆蓋「老鼠膠」表⾯，以免動物僅餘的完
好部位也被黏著，然後將受傷的動物連「老鼠膠」陷阱⼀拼
放入安全的容器內，並將其移到溫暖、陰暗和安靜的地方，
以減輕動物的心理壓力，更重要是儘快帶牠們到愛協獸醫診
所接受治療。

按此了解愛協獸醫團隊如何協助「老鼠膠」小貓
清除膠水。

愛協促請政府以⼈道的措施去取代殘忍的「老鼠膠」，並從
源頭解決鼠患，包括：

•    清理所有食物殘渣
•    時刻保持環境清潔衛⽣，從而減少老鼠的藏匿點
•    加強監管，包括引入發牌制度及推出指引，甚⾄全⾯禁止 
      使⽤「老鼠膠」

拯救及防止虐待動物
檢核部
成立於1937年的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檢核部，是亞洲歷史上最悠久的動物督察
團隊，專責拯救動物及協助執法機構調查虐待動物個案。檢核部多年來透過不同
方⾯的⼯作，包括拯救、巡查、監察、教育以及調查不⼈道對待動物的投訴，
以保護動物免受痛苦和傷害。

攜手打擊虐待動物 
於2022/2023年度，涉及主⼈同居伴侶或其家⼈的虐待及
疏 忽 照 顧 動 物 個 案 有 上 升 趨 勢 ， 部 分 更 與 殘 忍 訓 練 狗 隻
有關，有不少個案是由獸醫檢查動物時所揭發的，此外嚴重
囤積動物的個案亦有所增長。

雖然檢核部正⾯對⼈手不足的問題，但督察團隊於2022/2023
年度仍處理了21,475個求助電話、接收或拯救了4,058隻
動物，及調查了733宗懷疑虐待動物的投訴個案。

另外，督察⼀直與不同的政府部⾨及動物組織合作去拯救
動物，包括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香港消防處及漁農⾃然護
理署等，同時亦有協助警方調查虐待動物的個案，合力打擊
不法之徒。

拯救及防止虐待動物

於2018至2021年期間
由督察處理的非目標動物誤中

「老鼠膠」的個案數字

於2021/2022及2022/2023年度
被督察從「老鼠膠」中

拯救出來的非目標動物數字

2021/2022 2022/2023

100
11414%

每年有20%至30%增長

2018 2019 2020 2021

https://www.facebook.com/spcahk/posts/pfbid0BSpsQGFnHNorrZUYfSin1Ts5AuKmMokk5nHjFMiBv8Fk77Bd2qKTSpRnZ9aSx9d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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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責任」的重要性
於上述案件中，被捕⼈⼠被判罪成，部分受害動物亦最終得
到最好的照顧，但由於本港的動物保護法例仍存在漏洞，
很難將涉案⼈定罪，所以督察亦不能貿然將動物帶走。

根據現⾏的第169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除非動物
已經受到痛苦，否則督察沒法把動物從潛在的危險中拯救
出來，但若現⾏法例能引入「謹慎責任」的理念，督察便可
在動物未承受或表現出任何受苦跡象前，採取⾏動將牠們帶
到安全的地方。

本會十分⽀持政府就第169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進⾏檢討及修例，當局正在起草修訂案，預計立法程序將於 
2024年啟動。修訂案⼀旦通過，新例將賦予有關機構更多執
法權力，進⼀步保障全港動物的福祉。

按此了解本會就修例提出的意見。

按此了解「謹慎責任」對保護動物的重要性。

   2023年3月 – 屠宰貓隻作食物

警方接報指⼀名中年婦⼈手持刀和貓屍於石硤尾遊走，愛協
督察到婦⼈家中協助警方調查，發現屋內除有貓屍外，貓頸
旁邊還有⼀把刀，婦⼈聲稱是在街上拾到貓屍才帶回家當
食材。涉案女子被控⼀項屠宰狗隻或貓隻作食物罪，判監四
星期及緩刑兩年。愛協作為⼀間動物福利機構，我們強烈反
對如此殘忍及不文明的⾏為，在香港社會絕不獲接納。

   2022年5月 – 貴婦犬被狗繩拖行及吊起

⼀名居於屯⾨的女子疑⽤狗繩將家中的貴婦犬拖⾏及吊起，
過程被家⽤監控攝影機拍攝下來，並由據說是女子的前夫向
警方揭發事件。

愛協督察協助警方調查此案，本會獸醫為貴婦犬檢查及就影
片內容提供專業意見，成為了案中的重要證據，涉案女子於
2023年5月被判殘酷對待動物罪成及12個月感化令。

互相交流經驗 
本會與香港消防處的緊密合作及溝通是促進動物拯救⾏動的
關鍵，讓我們能成功拯救更多處於危難中的動物。於2023
年起，愛協督察每月定期舉辦研討會，向消防員及控制台操
作員傳授拯救時所需的動物處理技巧。另外，愛協督察亦有
舉辦講座，向新任警察和偵緝訓練中心的學員傳授有關調查
虐待動物案的技巧，而我們的總調查主任亦有定期向警隊提
供培訓，教授有關動物法例和動物福利的知識，及調查虐待

新中心縮短求助電話的回應時間
檢核部是愛協眾多部⾨中，首批遷往全新青衣中心的部⾨
之⼀。現時不少求助電話也涉及新界區的動物，而新中心鄰
近3號幹線及⼤欖隧道，其地理位置正好能讓督察更快趕到
現場 (回應時間約縮短15⾄20分鐘)，為新界區的動物提供及
時援助，儘快將牠們送到青衣中心接受治療。

此外，新中心將會是本會的重點動物福利和教育活動基地，
能提供更多資源及各種新設施讓本會舉辦更多教育活動，
以青衣中心為基地的檢核部亦將為不同的教育項目及拯救
⾏動給予更多⽀援。

   2022年5月 – 寵物走私案 

水警於本港水域截查⼀艘可疑快艇，並檢獲了超過160隻走
私名種貓狗，包括117隻貓、46隻狗及1隻兔子，全被困於17
個狹小的動物籠中，估計市值約港幣140萬元。

愛協督察到場協助調查及照顧動物，並於當日將其中12隻狗
及35隻貓送到本會灣仔中心接受治療，警方亦即場拘捕了⼀
名涉嫌走私及殘酷對待動物的男子接受調查。

香港的法律規定，涉案的貓狗均被視為證物，暫時不能被公
眾領養，而於漫長的調查及審訊過程中，愛協⼀直悉心照顧
著案中的72隻貓及14隻狗，直⾄被捕男子於2023年6月被判
監28個月。審訊正式結束後，我們終於可為這些受害動物
尋家。

動物案的專業技巧。研討會及講座已漸見成效，有關方⾯現
更嚴正處理與動物有關的案件，在執⾏保護動物法例方⾯有
明顯改善。

本著互相交流的精神，香港消防處和香港警務處亦有教授愛
協督察有關高空作業的安全知識以及拿取口供的技巧，為此
我們十分感謝香港消防處和香港警務處的⽀持。

拯救及防止虐待動物

https://www.spca.org.hk/zh-hant/what-we-do/animal-welfare/animal-welfare-in-hong-kong/amending-cap-169/
https://www.spca.org.hk/zh-hant/help-advice/pawprint-magazine/issue-121-the-importance-of-duty-of-care-in-saving-animals-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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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及經濟因素影響領養率 
於2022/2023年度，共有1,133隻動物成功於愛協找到幸福
的 家 ， 當 中 包 括 2 5 1 隻 狗 、 6 4 7 隻 貓 及 2 3 5 隻 小 動 物 ，
如倉鼠、兔子、龜及鳥類等，整體數字較上⼀年度下跌了
16.6%。 

雖然2022/2023年度的總領養數字有所下降，但單是貓隻的
領養數字卻較上年度上升了10.8%，原因是⼤型動物走私案
數量於近年有上升趨勢，我們接收了不少從這些個案中被拯
救出來的名種貓，並於愛協為牠們找到合適的家。雖然貓隻
的領養數字上升，但當中有不少都是經非法渠道被走私來
港的，情況令⼈擔心。 

⾄於本會的狗隻領養數字則有持續下降的趨勢，於2023年2
月更只有9隻狗被領養，是本會近年新低。 

領養服務 
現時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於全港共有三個領養中心，而位於灣仔的香港總部，是愛協轄下最⼤型的領養中心，
每年能接待約20,000位訪客，並為狗、貓、倉鼠、龜、兔子、龍貓、天竺鼠、雀鳥和其他稀有小動物尋家。
另外兩個愛協領養中心，分別是位於何文田公主道的九龍中心及西貢領養中心，而位於青衣的愛護動物協會
賽馬會百周年中心亦快將啟⽤。在公眾的⽀持下，新中心全⾯啟⽤後，我們每年能為額外1,200隻動物尋家。 

我們的動物領養助理每天無微不⾄地照顧著動物，而獸醫部亦會提供醫療上的援助，攜手幫助動物尋找永遠
的家。

我們認為狗隻領養數字⼤幅下降，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  

1. 疫情掀起了全球寵物熱，不少有意飼養寵物的⼈⼠都已
在那段時間領養或購買了寵物。 

 
2. 政府於2023年初全⾯解除出入境限制後，不少市民均計

劃出國旅遊而減低了飼養寵物作伴的意欲。  
 
3. 於愛協尋家的狗隻⼤部分都是身型較⼤的唐狗，而不少

有意領養唐狗的⼈⼠或因移民而擱置飼養寵物的計劃，
令本港潛在的領養⼈數目持續下降。 

 
4. 於經濟不穩定的⼤環境下，不少家庭須要開源節流，固沒

有領養寵物的打算。 
 
5. ⼤部分市民仍偏好名種狗隻多於唐狗。  

⾄於小動物的領養數字亦較上年度下降了50.7%，這與政府
於2022年初疫情高峰期，⼤規模撲殺2,000隻倉鼠及禁止進
口倉鼠作販賣⽤途有關。這些措施⼤⼤減低了公眾飼養倉鼠
等小動物的意欲。 

領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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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隻的⾏為問題可由不同的因素而起，其中包括基因、社交
不足或創傷經歷等，因此我們須要定時為狗隻提供社交及⾏
為訓練，確保牠們的身心健康。隨著新中心的落成，我們
的狗隻訓練員將有更多資源和全新的設施配套，透過正向
訓練(positive reinforcement training)幫助待家狗隻適應
將來的新居，增加牠們被領養的機會。 

其實領養前和領養後的訓練對狗隻來說同樣重要，亦曾有
⼈以「狗隻不適應新⽣活」為由，將剛領養的狗隻退回本
中心。有見及此，我們的⾏為及訓練部團隊便特別為剛領養
狗隻的主⼈提供⼀次免費諮詢服務，以協助主⼈和狗隻適應
新⽣活，減低狗隻被退回的機會。此外，我們還會定期推出
不同主題的公開課程，教導主⼈正確的訓練技巧，以改善家
中狗隻的⾏為問題。現在我們正積極策劃全新課堂內容，
待青衣中心開幕後能幫助更多有需要的狗隻主⼈。 

按此了解本會舉辦的狗隻訓練課程。

領養故事
  1. Flash

天⽣失明的唐狗Flash從未見過這美麗的世界和⼈類的樣子，
當牠⼀個月⼤時，愛協督察便從街頭將牠帶回中心尋家。
由 於 牠 的 雙 眼 看 不 見 ， 牠 偶 爾 會 因 未 能 理 解 環 境 的 轉 變
而容易焦慮不安，後來更出現護物⾏為及因長期於籠舍環境
中⽣活而感到壓力，令牠的尋家之路更崎嶇難⾏。 

幸好，在愛協狗隻訓練員的悉心訓練下，Flash慢慢學懂冷靜
⾯對不同環境，亦開始享受與其他狗隻和⼈類相處。於2022
年7月，Flash終遇上願意愛牠⼀⽣⼀世的⼈。現時2歲的
Flash與新主⼈過著幸福愉快的⽣活，從此不再孤單。

「我和狗狗有個約會」為待家動物帶來希望  
基於以上種種因素，我們相信狗隻的領養率難於短時間內
增長，為了幫助待家狗隻儘快找到幸福的家，領養部團隊與
社區發展部不時緊密合作，並與社交媒體專員聯手設計全新
的領養活動，希望能再次喚起公眾對領養狗隻的興趣。 

我們參考了⼈類的交友應⽤程式，並於2023年2月21日首
度推出名為「我和狗狗有個約會」(後改名為「狗狗脫單領
養日」)的活動，團隊更為待家狗隻撰寫「個⼈簡介」，
並邀請有意領養的⼈⼠到愛協中心以外的地方與我們的唐狗
「約會」，讓狗隻能於輕鬆的戶外環境下與公眾互動，⾃然展
現牠們可愛和真實的⼀⾯，增加狗隻找到合適主⼈的機會。 

活動當日我們帶同黑唐狗Bibi和Nancy到灣仔海濱長廊的寵
物公園與公眾「約會」，甫出場即⼤受在場⼈⼠歡迎，而有
意領養的⼈⼠亦紛紛向我們的狗隻訓練員及動物領養助理，
查詢照顧寵物的正確知識及狗隻訓練技巧。 

活動完結後，不少參加者也於網上分享Bibi和Nancy的
「 個 ⼈ 簡 介 」 ， 當 時 1 歲 的 B i b i 終 於 2 0 2 3 年 4 月 成 功 被
領養，但Nancy (PN 529599)⾄今仍在愛協灣仔中心等候⼀
個家。 

為協助小動物儘快找到永遠的家，我們如往年⼀樣與寵物⽤
品專⾨店Whiskers N Paws合作，讓待家的小動物能接觸到來
⾃不同社區、有興趣飼養小動物的⼈⼠。於2022/2023年度，
10隻小動物就透過此合作找到了新主⼈，我們日後將會繼續
探索與不同組織合作的機會，以幫助更多動物尋家。

   3. Fire及烏嘴  

F i r e 和 烏 嘴 被 ⼈ 遺 棄 於 欠 缺 糧 食 及 食 水 的 空 置 單 位 中 ，
幸好被鄰居發現並致電愛協求助。督察到達現場時發現Fire
和烏嘴均非常瘦弱，全身沾滿了尿液及糞便。督察隨即將
Fire及烏嘴送到愛協中心接受治療，留醫多月後，牠們的身
體逐漸變得強壯，待案件審訊完結後便開始其漫長的尋家
之旅。 

不過香港⼤部分有意領養的⼈⼠都偏好年幼的小狗，即使
Fire和烏嘴已很努力跟狗隻訓練員學習社交禮儀，但都沒
有⼈對當時分別已年屆4歲及6歲、身型較⼤的瑪連萊犬感
興趣。雖然未被選上，但Fire對⼈類仍然充滿愛，唯獨烏嘴
有時會顯得焦慮。等待兩年後，8歲的Fire終於2022年遇上新
主⼈，初嘗家庭溫暖，而烏嘴(PN 492137)⾄今仍在等候⼀個
幸福的家。 

按此了解Fire和烏嘴的故事。 

新中心升級訓練設施幫助動物尋家
我們十分期待全新青衣中心於2024年開幕，屆時我們的動物
領養助理便可帶待家狗隻到新中心的天台花園以及戶外享受
陽光和新鮮空氣。此外，新中心亦設有三個⼤小不同的狗隻
訓練室，⼤⼤擴充了本會現時的訓練空間。 

  2. V仔 

2021年，10歲的V仔被前主⼈遺棄，由愛協接收。於高齡被
遺棄令V仔的心靈受到很⼤的打擊，變得害怕⼈類及抗拒獸
醫為牠檢查。幸好過了數天後，牠開始放下戒心，讓獸醫檢
查和治療。縱使V仔拒絕被撫摸，我們的動物管理員無時無
刻悉心照顧著牠，後來本會
的 前 執 ⾏ 總 監 把 牠 帶 回 家
暫養，希望牠能於⼀個充滿
愛的家庭環境下好好治療心
靈的創傷。 

可 惜 V 仔 的 身 體 狀 況 令 ⼈
擔 憂 ， 牠 不 但 持 續 嘔 吐 ，
獸 醫 更 發 現 牠 的 體 內 有 個
腫 瘤 ， 由 於 V 仔 的 年 紀 已
不 輕 ， 加 上 健 康 情 況 不 太
穩 定 ， 我 們 也 曾 擔 心 牠 會
很 難 找 到 ⼀ 個 家 。 幸 好 半
年後，有心⼈終於出現了，V仔於晚年遇上承諾會永遠愛牠的
新主⼈，從此不⽤擔心再被遺棄。  

3個月

烏嘴

10個月

Fire 

領養服務

https://www.spca.org.hk/zh-hant/what-we-do/other-services/dog-behaviour-and-training/dog-behaviour-training-courses/
https://www.facebook.com/spcahk/posts/pfbid09KyztcKkojG2WzFmwkBjyywvoLbop8zcrtmDXnoonskyEF3h1n1cWNEx6y59ce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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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育控制
每年有不少動物於街頭出⽣，過著無依無靠的流浪⽣活，當中包括未絕育的野⽣動物、被棄養或放養的
動物，牠們不時於繁忙的街道上到處遊蕩，隨意繁衍後代令社區動物數量不斷增加之餘，動物亦飽受
疾病、意外、受傷甚⾄被虐待的威脅。

因此，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推出多項免費及低收費的動物絕育計劃，以⼈道、可持續的方式控制社區貓隻及
狗隻數量，以改善動物福利，並建立⼀個⼈和動物得以和諧共存的社區。另⼀方⾯，我們亦鼓勵寵物主
⼈為伴侶動物絕育，因意外出⽣的幼犬或幼貓有可能會為家庭帶來額外的經濟負擔，成為動物被棄養的
原因。

動物⽣育控制

克服疫情及獸醫短缺的挑戰
於2022/2023年度，愛協不但要⾯對獸醫護⼈手短缺的
狀況，也要克服疫情帶來的影響。在社交距離的限制下，
本會的獸醫服務未能全⾯正常運作，加上⼈手嚴重不足，
這兩個主要因素令於2022/2023年度透過本會的「唐狗絕育
計劃」*                接受絕育的唐狗數量，較前⼀年前⼤跌五成。 

幸而，負責「貓隻領域護理計劃」̂  的愛協團隊及義務護理員
於疫情下可主動採⽤「捕捉、絕育、放回」的方法去控制流
浪貓的數量。於2022/2023年度，由本會主導的捕捉⾏動有
50次，⼀共捕捉了300隻街貓進⾏絕育，加上由義⼯主導的
捕貓⾏動，全年共有2,256隻貓被送到愛協絕育並放回原居
地⽣活，數字較上年度微升9隻。

除了絕育的⼯作外，動物福利的⼯作亦包括預防狂犬病，
在動物進⾏絕育手術期間，我們亦會為牠免費注射狂犬病
疫苗，並免去植入晶片及申請牌照的費⽤。此外，動物如患
有輕微的病症，我們亦會為牠治療及處方預防性藥物，如杜
蚤和杜蟲藥等。

感謝所有貓隻義務護理員⾃「貓隻領域護理計劃」於2000年
推出以來⼀直委身參與，致力保障街貓的福利，更要感激本
會獸醫服務部多年來的專業⽀援，讓我們於過去23年成功為
超過83,500隻流浪貓絕育並將牠們放回原居地⽣活，避免無
⼈認養的幼貓被送到早已飽和的動物機構或繼續繁衍後代，
成為流浪⼀族。

我們衷心感激獸醫服務部及福利部的所有員⼯，當中包括
獸醫、獸醫護⼠、後勤⼈員、負責動物⽣育控制⼯作的團
隊以及兼職獸醫，他們即使⾯對疫情及⼈手短缺所帶來的
挑戰，仍孜孜不倦去維持動物福利絕育⼯作的正常運作。

 ̂ 「貓隻領域護理計劃」是⼀個由本會及社區⼈⼠合力推動的動物福
利計劃，成立目的是控制流浪貓的數量。各區的義務護理員先辨別
出需要絕育的貓隻，並與愛協團隊⼀起捕捉，將其帶來愛協中心進
⾏絕育手術，手術後由義務護理員帶回原居地⽣活，並繼續觀察牠
們的健康。

*「唐狗絕育計劃」的成立為要控制可憑晶片識別身份的唐狗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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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21年，有超過60,000隻動物於流動絕育車上接受了
絕育手術，但此服務因疫情及獸醫護⼈手短缺而⼀度暫停，
而 我 們 亦 將 僅 有 的 資 源 投 放 於 「 貓 隻 領 域 護 理 計 劃 」 及
「唐狗絕育計劃」中，以加強控制流浪動物的數量，減少
無⼈認養的動物成為流浪⼀族。因此，於2022/2023年度，
受惠於流動絕育服務的動物數量由上⼀年度的2,047隻下跌⾄
568隻。

⾄於為寵物絕育方⾯，愛協亦有透過「動物絕育資助計劃」
推出了動物絕育資助券去資助有經濟困難的主⼈，讓他們以
較優惠的價錢到參與計劃的獸醫診所為寵物安排絕育手術。
於2022/2023年度，我們與85間私⼈獸醫診所合作，並資助
了超過400隻狗及1,600隻貓接受絕育手術，資助金額高達港
幣358,400元。

另外，我們亦會協助其他有需要的動物機構，按個別項目為
其待領養的貓狗絕育，⼀同走進本地及偏遠地區教育⼤眾為
動物絕育的好處。我們很感激寵物主⼈和熱心義⼯多年來的
⽀持和參與，愛協的動物⽣育控制⼯作才取得卓越的成效。

全新中心增加絕育手術數量
位於青衣的新中心即將於2024年啟⽤，中心設有兩間設備完
善的絕育手術室。隨著更多獸醫護專業⼈才加入愛協，並有
完善的設施配套⽀援，預計新中心在全⾯營運後，每年的總
動物絕育數量可增加50%。

流動絕育車及「動物絕育資助計劃」

愛協於2002年9月推出全港首輛流動絕育車並開展創新的流
動絕育服務，我們善⽤車內每寸空間，並設置所需的手術
器材，駕駛絕育車走遍全港為動物提供絕育服務。多年來，
我們走入鄉村、動物收容所甚⾄沙頭角邊境等偏遠地區，
為當地居民的動物提供收費相宜的絕育服務，同時教育村
民為動物絕育的重要性。另外，獸醫亦會免費於車上為狗
隻注射狂犬病疫苗、植入晶片及協助主⼈申領狗牌。流動
絕育車⾃投入服務以來，為本會的動物⽣育控制⼯作貢獻
良多，其成效更見於不同的調查數據中。

長洲「捕捉、絕育、放回」計劃取得成功 
經過本會多年的積極遊說，政府終授權愛協於2015年在長洲
開展「捕捉、絕育、放回」試驗計劃，以嘗試控制無主⼈的
社區狗隻數量。經過愛協團隊和社區義⼯於三年試驗期間的
合作，長洲的社區狗隻數量已下降14%。截⾄2021年為止，
長洲社區狗隻數量與2018年相比更進⼀步減少7%。而最新
的調查亦顯示，2023年的長洲社區狗隻數量較2015⾄2018
年計劃試驗期間⼤幅下降了約62%。

有關流浪狗的投訴個案數量亦如預期中⼤幅減少，於2015年
⾄2020年期間所接獲的有關投訴⼤幅下跌了97%。

被捕捉的狗隻除透過計劃接受了絕育手術外，亦已被植入晶
片及注射了狂犬病疫苗。⾃計劃開展以來，我們更協助了不
少幼犬尋得⼀個永遠的家。

時⾄今日，團隊仍會每月前往長洲曾進⾏「捕捉、絕育、
放回」試驗計劃的區域實地考查，我們很感激參與計劃的義
⼯日復⼀日地照顧試驗區內的社區狗隻。

而近年調查更顯示，長洲最近並未發現有初⽣幼犬或狗隻
出現，証明了「捕捉、絕育、放回」計劃於控制社區狗隻數
量方⾯取得⼀定成效，可供本港乃⾄全亞洲在擬定動物⽣育
控制政策方⾯借鑑。

動物⽣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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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醫療服務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旗下首間獸醫診所於1951年成立，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已由最初⼀間小型診所，發展⾄今
日兩間獸醫醫院及五間診所，服務遍佈全港。位於青衣的愛護動物協會賽馬會百周年中心亦快將於2023/2024年
度開幕，屆時新中心將成為新界區最⼤型的獸醫醫院，為更多有需要的動物提供醫療上的援助。 

多年來，獸醫部⼀直致力為愛協會員提供優質的獸醫⾨診和手術服務，並將所得的收入撥作發展本會的動物福
利⼯作和外展計劃之⽤。另外，獸醫團隊還運⽤其專業知識，為本會不同部⾨提供⽀援，涉及的範疇包括公眾
教育、獸醫培訓、提倡動物福利政策改革、遊說政府立法保護動物及推動中國外展計劃發展等，亦有協助愛協
督察及警方處理懷疑虐待動物個案。 

攜手克服疫情帶來的挑戰   

於2022/2023年度，疫情仍然持續影響著每個香港⼈的⽣活。
儘管獸醫部⼈手嚴重短缺，獸醫和護⼠亦相繼被感染，我們
仍致力維持醫療服務免受疫情影響，以確保會員的寵物及流
浪動物獲得所需的治療。 

然而各國的旅遊限制令全球獸醫招聘變得緊張，我們無奈要
於2022年5月起暫停本會的24小時緊急獸醫服務。雖然⼈手
短缺的問題仍未解決，但獸醫團隊仍每日孜孜不倦⽤心治療
每隻有需要的動物。憑著團隊堅韌的毅力，我們克服了不少
困難，於2022/2023年度，我們便提供了21,585次診症服務
及完成了超過10,000次手術，於逆境中堅持履⾏我們對社區
及動物的服務承諾。 

重建獸醫團隊 
如上文所說，獸醫部於疫情期間要⾯對的其中⼀個挑戰，
就是各地政府的嚴格檢疫及旅遊政策，令獸醫招募變得難上
加難。然而，隨著疫情逐漸緩和，各國亦相繼取消這些嚴厲
的防疫措施，我們便隨即展開了⼤型的獸醫招募計劃，多管
齊下去吸引本地和海外獸醫專才加入，計劃亦見顯著成效，
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全⾯恢復本會的獸醫服務，包括24
小時緊急醫療及住院服務。我們在此感謝所有會員在這困難
的時刻對本會獸醫部的⽀持和體諒。 

加強獸醫培訓  
疫情雖然曾令全球發展停滯不前，但卻無阻我們學習及⾃
我增值的決心。於2022/2023年度，我們團隊其中兩名獸醫
護⼠，成功修畢了澳洲AIRC獸醫護⼠學校課程，並成功取得
國際認可的獸醫護理四級證書。 

另外，於疫情期間各地甚少舉辦實體研討會和會議，但我們
的獸醫團隊仍積極參與網上不同的研討會和課程，致力與業
界交流，而隨著本港的出入境限制於2022年12月底進⼀步
放 鬆 ， 我 們 很 榮 幸 邀 請 到 對 超 聲 波 素 有 研 究 的 獸 醫
Dr. Myriam Baranger-Ete於本會舉辦為期兩天的⼯作坊，
分享基本⾄高階的超聲波應⽤技巧，如心臟超聲波檢查。
我們日後將定期舉辦更多內部⼯作坊，藉此向團隊提供專業
培訓及良好的事業發展機會，以兌現我們對團隊的承諾及維
持優質的醫療服務。 

愛協獸醫練習超聲波儀器的應⽤技巧。

愛協高級獸醫方曉瑩 (左) 及Dr. Heidrun Kraft (右) 出席第38屆
台灣世界獸醫師會。

本港的旅遊限制於2023年初全⾯撤消，獸醫部亦再次派出
代表參與國際會議。於2023年4月，愛協兩名資深獸醫到台
灣出席第38屆世界獸醫師會，並計劃於同年稍後時間遠赴葡
萄牙里斯本，參加第48屆世界小動物獸醫師⼤會，以及於新
加坡舉⾏的獸醫研討會(Singapore Vet Show)，我們相信於
國際  論壇上持續與業界互相交流及學習，不但能拓闊視野，
還能促進患病動物的整體福利。 

寵物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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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生命的故事 
於2022/2023年度，本會的獸醫團隊比以往進⾏了更多次矯
正手術，相信這與某些名種貓狗越來越受歡迎有關，特別
是有不少市民於疫情期間從繁殖場或寵物店購入名種貓狗
作伴，令矯正手術的需求⼤⼤增加。 

不少繁殖者均透過選擇性繁殖(selective breeding)的方式，
繁殖出外表「可愛」的寵物，但繁殖者採⽤這種方法會增加
動物患上殘疾的機會。幸好現時獸醫可透過矯正手術改善以
下症狀，讓動物能過有質素的⽣活。 

可透過矯正手術改善的症狀包括: 
   1. 短吻犬呼吸道阻塞症候群   

 

 

 

 

選擇性繁殖令扁⾯貓狗的上呼吸道天⽣畸形，呼吸變得極其
困難，這種症狀統稱為短吻犬呼吸道阻塞症候群(BOAS)，
於扁⾯寵物中最為常見。BOAS的症狀包括睡眠期間呼吸受阻
（打鼾）、腸胃不適（胃酸倒流和嘔吐）、容易中暑，嚴重
更會導致呼吸窘迫和發紺，有機會暈倒甚⾄死亡。 

於上年度的《周年匯報》中，我們分享了拯救法國鬥牛犬
Bao的故事。幸好Bao是BOAS患者中較幸運的⼀個，牠沒
有⼀般法國鬥牛犬天⽣過長的鼻軟顎，所以無須因上呼吸
道阻塞而接受縮短軟顎骨的手術，我們透過手術幫牠擴闊鼻
孔後，牠的呼吸已變得暢順了。   

另⼀方⾯，獸醫部繼續積極為香港及海外的獸醫專才提供學
習及進修的機會，並與香港城市⼤學賽馬會動物醫學及⽣命
科學院合作，為獸醫學系學⽣提供實習機會，安排有志投身
獸醫專業的年青學⽣參觀本會的醫療設施，從而觀察在職獸
醫和護⼠處理及檢查動物的技巧。過程中，學⽣不但能深入
研究相關學術理論，還能獲得寶貴的實習經驗。我們很榮幸
能協助本港首批獸醫學⽣達成他們的理想，並期待他們能加
入我們的團隊，⼀起服務有需要的動物。 

此外，我們於2022/2023年期間，為超過15名本地及海外的
中學和⼤學學⽣提供校外體驗，當中包括不同形式的訓練及
實習等。

新界最大型獸醫醫院即將開幕 
本會的全新青衣中心亦快將開幕，這標誌著愛協和獸醫部正
攜手邁向新的⼀頁。座落於新中心四樓全層的獸醫部，設有
先進的獸醫醫院，全新的醫療設施包括三個現代化的⼤型手
術室，及五個寬敞舒適的診症室，而醫院亦將劃分為不同的
醫療專區，分別為貓和狗提供專屬的病房及隔離病房，同時
備有專為珍禽異獸而設的冷、暖病房，這些病房更特設恆溫
系統，以照顧不同品種所需。我們期望新增的病房數量，
能讓我們接收更多需要留院觀察及接受治療的動物。 

全賴香港賽馬會的慷慨贊助，讓我們能為青衣中心的獸醫醫
院添置先進的器材和醫療設備，包括完善的化驗室、牙科
X光、洗牙設備及超聲波儀器（包括心臟檢查）等。另外，
我們還計劃購入電腦斷層掃描及磁力共振等影像掃描儀器，
務 求 為 葵 青 區 有 需 要 的 動 物 和 寵 物 主 ⼈ 帶 來 全 ⾯ 的 醫 療
服務，而新中心的選址較接近新界偏遠地區，讓我們能為鄰
近的動物提供及時治療。 

   2. 皮膚褶位炎 

另⼀個扁⾯貓狗經常要⾯對的問題，就是牠們的皮膚和眼睛
會不時被⾯部的褶皺刺激而引致發炎。⾯上的褶皺是細菌的
溫床，於和暖和潮濕的環境下，⼀旦空氣不夠流通，細菌就
會加速⽣長，引發炎症。身為主⼈的你，應如何減低寵物患
上皮膚褶位炎的機會呢？ 

11歲的八哥Coco⾯部患有慢性皮膚褶位炎，不時受到細菌
感染，須長期塗抺及服食抗⽣素才能控制炎症。即使牠的年
紀已不輕，但我們仍建議主⼈讓牠接受「拉⾯皮」手術，
以解決牠長期⾯部發炎之苦。接受手術後的Coco，⾯部皮膚
不再發炎，能每天輕鬆愉快地⽣活，主⼈亦十分滿意。 

   3. 耳道狹窄 

最近獸醫部治療了⼀隻名為是但的混種沙皮犬，由於牠遺傳
了沙皮品種的狹窄耳道，內裡的空氣因不流通而積聚了⼤量
耳垢和污漬，引致耳道發炎。如不及時治療，是但將要長期
承受慢性耳道炎、組織纖維化和痛症等問題困擾。我們與是
但的主⼈商量過後，決定為是但的耳道外壁進⾏矯形手術
（垂直耳道切除手術），以打開其耳道讓空氣流通，從而減
少污垢積聚防止發炎。手術後，是但和主⼈也很喜歡牠的新
耳朵呢！ 

其他須要透過矯正手術去改善的症狀還有: 

• 眼瞼內翻：眼瞼向內翻並刺激眼睛表⾯。 

• 小腸氣（臍帶/腹股溝）: 腹腔壁出現缺口，內藏或組織
從腹腔的缺口突出，形成小腫塊。

• 膝蓋骨移位 ：膝關節不穩會導致軟骨損傷，引發炎症及
痛楚，也容易導致韌帶撕裂。  

⼀般來說，我們會建議患有以上症狀的動物接受矯正手術從
而提升⽣活質素，然而，與其他外科手術⼀樣，矯正手術
並非完全沒有風險，所以我們希望能提高⼈們對這些症狀的
認識，鼓勵公眾多加關注因選擇性繁殖而衍⽣的寵物健康
問題。 

只要繁殖者能停止選擇性繁殖，讓下⼀代的動物能重拾⾃然
的外觀，如長度合適的鼻子等，就能預防以上種種症狀。
多年來，愛協⼀直致力通過不同的渠道如「杯葛無良繁殖者」
運動，去推動改革管制狗隻繁殖者的措施，並透過遊說及
教育，令公眾明白⼀個負責任的繁殖者應有的條件和特質，
並鼓勵有意飼養寵物⼈⼠考慮以領養代替購買。

手術前

手術後是但比從前⽣活得更開心。  

手術後

寵物醫療服務

https://www.spca.org.hk/zh-hant/what-we-do/animal-welfare/puppy-trade-and-its-cruelty/ban-the-bre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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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教育部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深信教育在培育⼈們尊重⽣命和愛護動物方⾯扮演著十分重要的
角色，並能有效提升⼤眾對動物福利議題的關注和認識。透過本會精心設計的教育
講座內容，我們希望能鼓勵⼤眾深入了解動物的需要和感受，培養對動物的愛心，
以全⾯顧及動物身心靈，並在學習愛護和關心動物的過程中，學會尊重和欣賞他⼈。 

在重重困難中以教育為首 

教育下⼀代愛護動物是本會所有部⾨的其中⼀個重要使命，
多年來教育部更積極尋找每個機會去接觸不同年齡層的
⼈⼠，並將有關動物福利的知識⽣活化，讓⼤眾能從不同
方⾯認識及吸收有關動物的訊息。我們期望學⽣能透過與
動物的互動和接觸，學懂在日常⽣活中關心別⼈的需要。
我們更以2R + 2C (尊重Respect、責任Responsibility、關懷
Care、體諒Consideration) 的四⼤概念，去為不同程度的學
⽣度身訂造合適的教學內容，例如我們會向幼稚園學童傳授
⼀些易明和較易掌握的動物知識，而⾯對中學⾄⼤專程度的
學⽣時，我們可跟他們討論較複雜的議題。 

香港理⼯⼤學設計學院創意數碼媒體的學⽣(下)以及他們創作的動畫短片的其
中⼀幕(上)。

年輕學童的專注力較弱，但透過視覺藝術我們可以提升他們
的注意力，吸引他們關注愛護動物的議題，因此我們與香港
理⼯⼤學設計學院創意數碼媒體的導師及六名學⽣合作，
創作出⼀套有趣的動畫教育短片，讓我們可於學校舉⾏教
育講座時播放。動畫所傳達的信息簡明扼要，互動性強，
能挑戰年輕學童以多角度思考。我們非常感謝理⼯⼤學的學
⽣⽤心製作這部創意動畫短片，引起年輕觀眾對動物題材的
興趣，希望我們很快再能與他們合作，創作全新內容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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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要求參賽者圍繞寵物或野⽣動物議題製作⼀段三分鐘的
短片，透過短片內容提供嶄新、可⾏的方法，去改善相關的
香港動物福利政策。為幫助參賽者掌握香港現⾏動物福利政
策的基本知識和製作創意短片的技巧，我們邀請了動物專家
及數碼媒體製作⼈，於我們舉辦的網上⼯作坊向參賽者分享
經驗和心得。⼯作坊的主要內容除涵蓋當前的動物福利議題
外，還涉及有關寵物和野⽣動物的法律知識和政策，以及有
介紹影片剪接技巧及社交媒體的趨勢等。 

我們很高興收到來⾃19間中學及三間⼤專院校，共28個團
隊所提交的精彩作品。他們於比賽期間雖要⾯對停課及社交
距離等種種限制，但仍能排除萬難製作出優秀的作品。短片
不但能反映出他們於⼯作坊學到的動物福利知識以及對議題
的獨特觀點，亦証明了年青⼈在逆境中有驚⼈毅力，不怕
艱辛、持之以恆去達成目標，令我們深感驕傲。 

當得獎作品於本會主辦的放映會⼤銀幕上播放時，參賽者、
老師和家長都被學⽣對動物的熱愛深深打動。我們亦邀請了
本會的動物專家出席放映會，分享香港動物福利政策的最新
狀況，並解答觀眾的提問。 

我們衷心感謝教育局及漁農⾃然護理署等政府部⾨對比賽的
⽀持，以及Royal Canin、MCL影院、香港維港凱悅尚萃酒店
及艺鵠的慷慨贊助，令比賽於疫情高峰期間仍能順利進⾏。

按此觀看「『動策先機』動物福利政策短片大賽2021/2022」
閉幕暨頒獎典禮的精華片段。 

教育部

「動策先機」短片大賽頒獎禮及得獎作品放映會 
為 期 九 個 月 的 「 『 動 策 先 機 』 動 物 福 利 政 策 短 片 ⼤ 賽
2021/2022」終於2022年6月完滿結束。我們除了舉辦頒獎禮
以嘉許七名得獎者外，還於8月份假 K11 MUSEA 商場MCL影
院舉⾏了盛⼤的得獎作品放映會，以表揚新⼀代的傑出影片
製作⼈。 

按此了解本會其他教育講座及參觀領養中心的資料。 

我們除了到學校舉辦講座外，亦接受不同機構和公司的
邀請，到其辦公室舉辦⼯作坊及研討會。於2022/2023年度，
即使教育部正⾯對⼈手短缺及疫情的挑戰，我們仍順利於愛
協中心完成了26場講座及⼯作坊，於社區進⾏了53次講座，
及於網上舉辦了25場講座。此外，我們亦舉辦了六場「⽣命
教育講座」#，以及接受了來⾃五間學校的學⽣共12次的訪
問邀請。於2022/2023年度，儘管團隊⾯對重重挑戰，卻不
減我們對教育的熱誠。我們保持團隊的靈活性，同心合力去
跨過每個難關，致力完成每次演講、活動、比賽及出版故事
書及不同刊物的⼯作，透過不同渠道⼀共接觸163,327⼈。 

#有別於以動物為主題的常規教育講座，我們的「⽣命教育講座」內
容以⼈類的需要為中心，分享透過與動物互動可學到的⼈⽣哲理。
我們還會於講座談及日常⽣活所⾯對的壓力、壓力如何影響⼈類的
健康，及不同的減壓方法。 

按此了解更多有關「生命教育講座」的內容。 

香港首個動物福利教育沉浸式課室 

全新的愛護動物協會賽馬會百周年中心快將於青衣開幕，
新中心將有超過5,200平方呎的⾯積撥作教育⽤途，是全東南
亞其中⼀個最⼤型的動物福利及教育中心，我們期望新中心
開幕後，能以嶄新方法接觸和教育年輕⼀代。  

中心更設有香港史上首個以動物知識及福利為主題的沉浸式
課室，透過投影裝置，我們為小童帶來270度沉浸式的全新
學習體驗，讓他們彷彿置身於不同的場景中，通過感測儀器
與環境互動，有趣地去探索動物王國，從而了解貓狗的特徵
及需要。教育中心亦運⽤虛擬實境技術，讓訪客能⼀邊遊
覽，⼀邊體驗難忘的學習旅程。 

此外，我們亦設計了不同的互動遊戲和動畫去豐富小童的
體 驗 ， 增 添 學 習 趣 味 。 遊 戲 和 動 畫 的 主 題 包 括 寵 物 護 理
知識、做主⼈應有的責任及領養代替購買的重要性。 

我們引入先進的教育設施，致力將全新百周年中心打造成愛
協的動物福利教育樞紐，為接觸和教育年輕新⼀代帶來突破
之餘，同時亦能促進亞太區專家之間的知識交流。隨著新中
心的落成，我們希望能鼓勵學者、業界和合作夥伴持續鑽研
更多有趣的教學內容，從而推動社會就動物福利問題多加
討論。 

香港首個打擊虐待動物的條例於1935年出台，但經歷了多
個時代變遷，虐畜及疏忽對待動物等問題仍然存在。我們堅
信教育是帶來改變的關鍵，並會致力透過教育⼯作去連接
世代，增加⼤眾對動物福利的關注，為動物帶來希望。 

1. 

按此閱讀〈「十蚊一隻」巴西龜抵養？
龜仔長大勿胡亂放生〉。

2. 

按此閱讀〈咪認錯天竺鼠做倉鼠！
跟風飼養前必做足功課〉。 

3. 

按此閱讀〈養高智商鸚鵡唔簡單！
新手鳥爸媽多細心關愛〉。

 

於2022年10月，我們與亞洲兒童才藝交流網合辦「『愛護寵
物善待寵物』填色及繪畫比賽」，以培養孩子愛護及尊重動
物的素質。比賽期間，本會的教育部經理於網上舉辦了兩場
教育⼯作坊，向參賽的學⽣傳遞有關照顧寵物及動物福利的
知識。比賽深受學童歡迎，我們⼀共收到414個參賽作品，
而亞洲兒童才藝交流網更捐出共港幣21,000元的報名費，
以⽀持本會的動物福利⼯作及相關計劃，我們在此獻上衷心
感謝。 

另外，我們持續每月為網上教育平台《親子頭條》的《毛孩
子》專欄撰寫有關照顧動物的正確知識，並教育讀者做個負
責任的寵物主⼈，文章每月平均吸引約150,000位家長及孩子
瀏覽。雖然我們跟《親子頭條》的合作已於2022年7月完滿
結束，但讀者仍能於網上閱讀我們為專欄撰寫的文章。

      透過藝術教育孩子善待動物 

https://wad2021-video-competition.spca.org.hk/closing_ceremony
https://www.spca.org.hk/zh-hant/what-we-do/outreach/education/education-tours-talks/
https://www.spca.org.hk/zh-hant/what-we-do/outreach/education/life-education-talk-embrace-the-symphony-of-life/
https://www.parentingheadline.com/article/12669/%E3%80%90%E6%AF%9B%E5%AD%A9%E5%AD%90%E3%80%91%E3%80%8C%E5%8D%81%E8%9A%8A%E4%B8%80%E9%9A%BB%E3%80%8D%E5%B7%B4%E8%A5%BF%E9%BE%9C%E6%8A%B5%E9%A4%8A%EF%BC%9F
https://parentingheadline.com/article/12751/%E3%80%90%E6%AF%9B%E5%AD%A9%E5%AD%90%E3%80%91%E5%92%AA%E8%AA%8D%E9%8C%AF%E5%A4%A9%E7%AB%BA%E9%BC%A0%E5%81%9A%E5%80%89%E9%BC%A0%EF%BC%81%E8%B7%9F%E9%A2%A8%E9%A3%BC%E9%A4%8A%E5%89%8D%E5%BF%85%E5%81%9A%E8%B6%B3%E5%8A%9F%E8%AA%B2
https://www.parentingheadline.com/article/12800/%E3%80%90%E6%AF%9B%E5%AD%A9%E5%AD%90%E3%80%91%E9%A4%8A%E9%AB%98%E6%99%BA%E5%95%86%E9%B8%9A%E9%B5%A1%E5%94%94%E7%B0%A1%E5%96%AE%EF%BC%81%E6%96%B0%E6%89%8B%E9%B3%A5%E7%88%B8%E5%AA%BD%E5%A4%9A%E7%B4%B0%E5%BF%83%E9%97%9C%E6%84%9B(%E4%B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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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共融社區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很高興能見證⼈寵共融近年成
為 香 港 的 主 流 文 化 之 ⼀ ， 無 論 是 政 府 抑 或 私 營
機構，均認為推動寵物友善政策能為社會帶來不
少益處，當中包括與動物互動可改善⼈類的情緒
健康，而商界歡迎寵物及主⼈，亦能帶動潛在的
經濟效益，進⼀步鼓勵社區開放更多公共空間，
讓主⼈和狗隻⼀同享⽤。

為加⼤力度於香港推動⼈寵共融政策，從而建立⼀
個⼈和動物能和諧共處的城市，我們於2022/2023
年度重組了本會的社區發展部，並透過建立合作
夥伴關係，有策略地改變社會舊有的思維模式和
政 策 ， 希 望 能 加 快 落 實 不 同 的 寵 物 友 善 措 施 。
另外，我們亦為寵物和主⼈定期提供培訓，透過有
趣的活動和內容，提高⼤眾對⼈寵共融的意識，
集合社區各界的力量，為有意推動⼈寵共融政策的
企業提供⽀援，協助他們克服挑戰。我們亦會致力
將⼈寵共融的理念，傳遞給本會的領養者及有意於
愛協領養的⼈⼠，⼀起推動寵物友善的社區文化。

教育年輕人有關動物福利的知識
和做主人應有的責任 

隨著越來越多⼈重視⼈寵共融的理念，不少學校也相繼舉
辦不同活動向學⽣傳遞愛護動物的信息。社區發展部早前
獲中華基督教會公理書院邀請，出席校方於2023年3月25日
舉辦、首個以寵物犬為主題的開放日(Pawsome Carnival)，
並負責主持部分環節。開放日由寶馬山扶輪社贊助，當中有
不少活動均由學⽣主導，包括⼈寵共融市集義賣、狗狗障礙
賽及攝影比賽等，收益均撥捐愛協⽤作⽀援有需要動物的醫
療及日常開⽀。於愛協被領養的狗狗Marie亦跟隨主⼈出席，
陪伴主⼈講解寵物護理知識，⼀出場即⼤受學⽣歡迎。我們
感謝校方邀請出席開放日，讓我們能接觸寶馬山社區，為該
區推動⼈寵共融文化的⼯作踏出第⼀步。

引入辦公室寵物友善政策及推出相關服務  
此外，社區發展部還提升了原有的顧問服務，致力協助有意
引入寵物友善政策的企業或辦公室落實相關措施。我們曾為
本地⼀間⼤型銀⾏提供諮詢，將其中⼀間分⾏打造成本港首
家寵物友善銀⾏。分⾏翻新後於2023年5月重開，除新增了
寵物友善等候區外，還加設了狗糞收集箱及空氣凈化器等全
新設施，更提供濕紙巾給主⼈和狗隻作清潔之⽤，客⼈亦可
帶同狗隻⼀同到專屬的會議室進⾏財務諮詢。

⼈寵共融社區

為進⼀步推廣⼈寵共融的文化，社區發展部與這方⾯的專家
及負責提升員⼯投入度的⼈力資源專員合作，設計出⼀系列
的課程，協助有意帶狗隻上班的⼈⼠作好準備，及提醒企業
要在顧及動物安全及福利的⼤前提下，於辦公室推出相關
政策。 

為此我們推出了不同的資訊⼯作坊，向出席⼈⼠提供具體和
實⽤的建議，以預備他們參與於2023年10月展開的「帶狗狗
上班」全城運動。「帶狗狗上班」運動是香港首個同類⼤型
活動，透過建立⼈寵共融的辦公室環境，去提升員⼯的身心
健康。 

除與商界合作外，我們亦協助政府策
劃及擴展本港的寵物共享公園，以逐
步增加此類公園的數量。於2023年
６月，本港的寵物共享公園進⼀步增
加54個，令全港的寵物共享公園數目
升⾄173個，但我們不會因此⾃滿，
並將繼續向政府進⾏遊說，希望能鼓
勵重要服務的供應商、物業管理公司
及公共交通機構探索推出更多寵物友
善 服 務 的 可 能 性 。 此 外 ， 我 們 亦 與
志 同 道 合 、 熱 愛 動 物 的 公 司 和 企 業
合 作 ， 包 括 歡 迎 寵 物 內 進 的 商 場 、
藝術⼯作室及酒吧等，⼀同為有需要
的動物籌款。 

年青新⼀代是社會十分重要及有影響力的⼀群，他們的聲
音能改變社會對寵物友善政策的看法和取向。我們十分珍
惜與他們合作及交流的機會，聆聽他們對動物福利議題上
的新觀點。我們邀請了同樣來⾃國際⼤都會的伯明翰⼤學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學⽣，到愛協中心參加為期四周
的暑期⼯作坊，⼀起探討香港作為國際⼤都會邁向⼈寵共融
所遇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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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足印》加強推動寵物友善文化

本會的雙語動物雜誌《足印》歷年來共推出了119期，是⼀
個教育本會會員正確寵物護理知識的重要平台。隨著近年寵
物主⼈越來越年輕，社區發展部展開了改革《足印》雜誌的
⼤型計劃，務求以有趣易讀的內容和更現代化的設計來介紹
最新的寵物友善潮流熱點，帶起城中熱話，並擴闊我們的讀
者層。 

除全⾯革新內容外，我們亦改變了雜誌的派發形式。以往我
們會直接把雜誌寄給會員，但現在任何有興趣閱讀《足印》的
⼈⼠，都可於全港不同的寵物友善熱點免費獲取實體雜誌，
派發點包括餐廳、咖啡室、獸醫診所及寵物⽤品專⾨店等。
我們感謝這些派發點的參與及⽀持，與我們⼀起傳播愛護動
物的訊息。另外，讀者亦可於網上閱讀電子版雜誌，隨時隨
地瀏覽我們的精彩內容。新增電子版加上減少印刷，不但減
少⽤紙，更能讓我們接觸更多讀者。改革後的《足印》已成
為寵物友善企業的象徵，只要有⼀本在手，就能與有共同理
念的⼈⼠展開對話，成為彼此⽀持的合作伙伴。 

全新第120期的《足印》雜誌於2023年5月正式⾯世，我們很
榮幸邀得屢獲殊榮的攝影師 Frankie Adamson 拍攝革新版
的首個封⾯。為慶祝《足印》雜誌改革成功，我們於Thirsty 
Shaker舉辦了發布會及籌款派對，為愛協有需要的動物籌
得可觀的金額，以資助牠們的日常和醫療所需。通過全新的
運作模式，《足印》除了能為社區提供免費的動物資訊外，
也鼓勵了我們的合作夥伴和讀者捐款給有需要的動物，增加
我們的影響力。 

按此閱讀《足印》電子版。

全力支援領養及狗隻訓練團隊

此外，我們還重整了本會的狗隻⾏為及訓練部的課程⼤網，
並加入了「被救毛孩3-3-3入屋守則」的全新內容，以滿足
主⼈的需求。於2023年2月，我們的訓練員於寵物展的⼤舞
台上，首度公開主講有關題目，內容不但涵蓋剛領養狗隻的
主⼈應有的期望，同時亦教導主⼈要有耐性地去協助狗隻於
不同階段，包括入屋首三日、三星期及三個月適應新環境。
其他新課程還加入了現代化城市所需的元素，教導主⼈訓練
狗隻於城市⽣活應有的社交禮儀，我們更為有意帶狗隻上班
的主⼈及企業推出了度身訂造的⼯作坊，以預備他們和狗
隻參與「帶狗狗上班」運動。來年，我們定會繼續努力，
帶領香港成為寵物友善的城市，向⼈寵共融更邁進⼀步。 

2022/2023年度的領養數字⼤幅下降，為了讓有意領養的⼈
⼠更容易接觸到本會的待家狗隻，社區發展部推出了「我和
狗狗有個約會」這全新的領養活動(後改名為「狗狗脫單領
養日」)，協助狗隻尋找合適的主⼈。動物尋家的過程就如
⼈類尋找終身伴侶⼀樣，先要經歷「約會」的階段去彼此
認識。我們更參考了⼈類使⽤的網上交友應⽤程式，為待家
狗隻撰寫有趣的「個⼈檔案」，並邀請公眾於領養中心以外
的地方與我們的狗隻「約會」，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互動，
如有興趣領養的⼈⼠有任何問題，更可向在場的狗隻訓練員
及領養部助理查詢。 

首次「我和狗狗有個約會」於2023年2月21日正式推出，
當日我們帶了兩隻可愛的黑唐狗Bibi及Nancy於灣仔海濱長
廊與公眾會⾯，反應熱烈。公眾的⽀持鼓勵了我們於同年3
月於金鐘添馬公園舉辦第二次「我和狗狗有個約會」，及於
7月份舉⾏愛協歷來最⼤型的領養活動，後者出席⼈數更達
150⼈。 

⼈寵共融社區

https://www.spca.org.hk/zh-hant/help-advice/pawprint-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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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及倡議

遊說及倡議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相信透過遊說及倡議，我們可以為動物創造更優質的⽣活
條件，令牠們的世界變得更美好。多年來，我們⼀直透過遊說及宣揚動物福利
的⼯作，致力完善保護動物的法律架構，並承諾會持續向這方⾯邁進。

我們懇請當局加強刑罰以反映虐待動物⾏為的嚴重性及增強阻嚇作⽤，令施虐者
得到應有的懲罰。經過本會多年的努力，政府內部近年開始多加討論有關動物福
利的議題，我們深感鼓舞。

成功爭取擴展野生動物禁餵區

克服了三年疫情所帶來的挑戰，我們終於能在2022/2023年
度慶祝在遊說⼯作方⾯取得的重要成效。

香港市民不時餵飼野豬，雖然出於好意，卻不明白此⾏為
會令野豬喪失覓食的能力及削弱牠們在野外棲息地求⽣的
本能，為野豬帶來負⾯影響。此外，餵飼野豬還間接鼓勵牠
們不時到⼈煙密集的城市覓食，增加遇上車禍的風險。

有鑑於此，愛協⼀直致力倡議落實新政策限制野⽣動物的食
物來源，以減少與⼈類的接觸和衝突。

於第170章《野⽣動物保護條例》中有關禁止餵飼野⽣動物
的修例終於2022年底落實執⾏，於動物福利的發展史上立下
重要的里程碑。修例前，禁止餵飼野⽣動物條例所涵蓋的範
圍主要是郊野公園和特別範圍，如獅子山郊野公園、金山郊
野公園及城⾨郊野公園等，修例後範圍則拓寬⾄全港。今次
成功修例，不但加強了公眾意識，也令⼈們明白餵飼野⽣動
物所帶來的負⾯影響及學習應如何正確對待野⽣動物。我們
亦十分歡迎政府最近把野鴿納入禁止餵飼的野⽣動物及增加
定額罰款的建議。

立法會考慮通過第169章修例議案
遊 說 當 局 修 訂 第 1 6 9 章 《 防 止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條 例 》 並 將
「謹慎責任」* 納入條例範圍，多年來都是本會遊說⼯作的
重點之⼀。

於2019年，政府就提升本港動物福利的建議進⾏了⼀次公
眾諮詢，調查發現有88%的受訪者⽀持引入「謹慎責任」，
從而更準確釐定寵物主⼈的責任，而有超過84%的受訪者
⽀持採取執法措施，例如發出改善通知書(Improvement 
Notices)以及禁止曾觸犯虐待動物罪的⼈⼠飼養動物等。
經過本會多年努力遊說，立法會終於2022年5月就修訂案進
⾏討論，以示政府正加快步伐通過修例。

本會十分期待修例正式通過，屆時條例將成為更全⾯和更具
主動性的法案去保護動物，並教育⼤眾做個負責任的寵物
主⼈。

* 「          謹慎責任」要求個⼈及組織承擔法律責任，避免疏忽或作出任何
預料會傷害別⼈的⾏為。

按此參閱本會對第169章修例的建議。

按此閱讀《足印》文章：〈「謹慎責任」對保護動物的重要性〉

https://www.spca.org.hk/zh-hant/what-we-do/animal-welfare/animal-welfare-in-hong-kong/amending-cap-169/
https://www.spca.org.hk/zh-hant/help-advice/pawprint-magazine/issue-121-the-importance-of-duty-of-care-in-saving-animals-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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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寵物的公共空間有所增長
⼈寵共融政策的實施是反映⼀個城市能否做到真正動物友善
的重要指標，愛協在這方⾯致力進⾏研究和遊說，希望社
會能增加更多願意包容寵物的公共空間，包括房屋、公共
交通、設施和⼯作場所等。

於2000年，本港只有八個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管理
的狗公園^，當時有不少主⼈都因缺乏空間遛狗而經常感到十
分沮喪。

有見及此，我們正式開始向政府及私⼈企業遊說，增加寵物
進入公共和私⼈空間的機會。如今，西九文化區和位於港島
區的海濱共享空間已成為香港最受歡迎的寵物共享熱點，
為日後更多公共和私⼈設施鋪路，全⾯邁向⼈寵共融。

於過去20多年我們不斷努力遊說，慶幸見到本港狗公園的
數量⼀直有所遞增。於2023年，狗公園的數量更增加⾄50
多個，較2000年的數量⼤幅增長。政府於2019年亦展開了
「寵物共享公園試驗計劃」#，開放轄下六個由康文署管理的
公園讓寵物共享。因計劃深受⼤眾歡迎，康文署決定將有關

與其他動物福利組織建立聯盟
於2022/2023年期間，本會與多個本地及海外的動物福利團體合作，
⼀同商討及解決與動物福利有關的多個重要議題，包括保育、可持續
發展、環境保護以及影響⼈與動物和諧共處的政策等不同範疇。透過
這些合作，我們可以整合各方的專業知識，尋找能促進動物福利發展
及為動物創造更美好將來的解決方案。

另外，我們與Hong Kong Wildlife Trade Working Group合作，攜手
解決與香港野⽣動植物貿易相關的迫切問題，同時亦積極參與由香港
⼤學和香港城市⼤學主辦、為改善動物整體福利而進⾏的研究活動。

除本港的動物議題外，我們亦與Asia for Animals Coalition及其他
志同道合的慈善組織合作，致力改善亞洲及附近地區的動物福利，
包括結束對動物的剝削，減輕牠們所受的痛苦。於2023年，Asia for 
Animals Coalition正式於蘇格蘭註冊成為慈善機構，為其發展歷史
上立下重要的里程碑，本會亦被邀請成為其董事會的成員。

此外，我們還與International Unowned Cat Working Group合作，
攜手應對沒有主⼈的貓隻所⾯對的不同挑戰。

2023/2024年度的工作展望
透過走私及於網上購物平台等非法渠道購買寵物，等同於⽀持營運這
些不受監管的地下貓狗繁殖場的不法商⼈，鼓勵他們繼續因⾃身利益
而忽視動物的身心健康。買家從這些不⼈道的繁殖場獲得的動物，
不少都已感染了嚴重的疾病，而新主⼈卻不知道剛買回來的寵物正瀕
臨⽣死邊緣之間。

可惜與非法販賣寵物有關的患病動物數量正不斷攀升，我們希望當局
能立刻加強監管寵物貿易，尤其是貓隻買賣方⾯。雖然狗隻繁殖者及
從事狗隻買賣的商家⾃2017年起已受法例監管，但與貓隻繁殖和買
賣有關的⾏業卻仍未受監管，所以我們必須加強這方⾯的規管，以防
止動物遭受虐待。

最近亦有調查顯示，由於動物收容所不受法例規管，以致質素良莠
不齊，被送往收容所的動物未必能得到最幸福的結局。儘管照顧者出
於好意收留動物，但動物卻被囤積於狹小的空間內，不但缺乏適當的
照顧，甚⾄要為食物或其他資源而互相競爭。因此，我們將繼續發掘
處理和調查這些囤積案件的最佳方法，以加強保護於不受監管的動物
收容所內⽣活的動物。我們同時促請政府能制定更有效的措施和政策
去干預動物收容所的營運模式，以保障動物的身心健康。

我們的主要遊說⼯作還包括向政府爭取全⾯禁止「放⽣」儀式，以及
制止於社交媒體及即時通訊應⽤程式散播與虐待動物有關的訊息和
內容。

透過遊說⼯作去推動必需的立法改革，我們能積極改善以上種種
問題，從而為動物的⽣活帶來正⾯的改變，同時為建立⼈類和動物
和諧共存的美好世界作出貢獻。

安排恆常化，並由2021年2月6日起，於各區陸續增設更多寵
物共享公園，以回應市民的需求。截⾄2023年6月，此類的
共享公園數量已升⾄173個，是香港邁向真正⼈寵共融的重
要⼀步。

本會致力推動⼈寵共融政策，以及提升主⼈和寵物於城市⽣
活的質素，上述遊說成果更是反映了我們的決心。我們將會
繼續與不同界別對話，並提出可⾏的建議，以進⼀步擴⼤寵
物友善的公共和私⼈空間。

^ 狗公園是專⾨設計予狗隻及主⼈使⽤的場地，⼀般設有圍欄及雙重
閘⾨以防止寵物走失。場地配套設施包括狗糞收集箱、狗廁所及洗
手設備等，而部份狗公園是設於寵物共享公園的範圍內，如設置於
灣仔海濱長廊的狗公園等。

#寵物共享公園並不是專⾨為寵物而設的，其概念是將現有的公園
開放予市民攜同寵物共享，場地亦設有於狗公園常見的基本配套
設施，但市民在場內必須以帶或繩子牽引寵物，以免滋擾其他場
地使⽤者。

按此了解本會就增加寵物共享公園多年來的遊說工作(第6至
第10頁)。

康文署管轄
的狗公園數量 8 10 27 41 50 +

2005 2008 2013 2017 2023

遊說及倡議

https://issuu.com/spcahk/docs/pp118_ch_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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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部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營運經費，只有1%來⾃政府資助，因此本會的服務及
各項動物福利計劃能夠持續，全賴公眾的慷慨解囊，而籌款活動的亦是本會
最重要的⼯作之⼀。每年籌款部均會舉辦富趣味及教育意義活動，推廣動
物福利之餘，亦為我們的待家動物籌集資金，當中最廣為⼈知的活動包括年
度全港賣旗日、「全城狗狗⾏善日」，以及慈善獎券、慈善月餅和月曆義
賣等。在新冠疫情影響下，政府宣佈禁止羣組聚集，令我們的籌款⼯作飽受
挑戰，幸好2022年底疫情逐漸受控，政府放寬本地防疫措施，我們亦能重
新舉辦⼤型公眾活動。 

籌款部

與「癲噹」合辦動物英雄聯「萌」全港賣旗日2022 
全港賣旗日是愛協每年最重要的年度籌款活動之⼀，售出的
每⼀格旗紙都能籌集經費，為愛協待家動物的尋家之旅提供
⼀切所需。 

我 們 於 2 0 2 2 年 8 月 邀 得 深 受 港 ⼈ 喜 愛 的 療 癒 系 卡 通⼈ 物
「癲噹」於「全港賣旗日2022」擔任賣旗隊長，率領超過
5,000名義⼯在全港各區協助賣旗及推廣動物福利。「癲噹」
的作者以其領養的流浪貓作為藍本創作此卡通⼈物，並希
望透過筆下刻劃其寵物的故事，鼓勵讀者重新思考快樂的
意義。 

我們亦要感謝50間企業的⽀持，讓「全港賣旗日2022」
得以順利完成。正當香港⾯對艱難時刻，有賴⼤眾展現非凡
的韌力，羣策羣力透過此活動為我們的待家動物籌得急需的
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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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辦實體「全城狗狗行善日」 
這35年來，「全城狗狗⾏善日」⼀直是愛協的年度旗艦籌款
活動，但在疫情最嚴峻的時期，我們靈活應變將傳統的實體
活動改為以網上形式舉⾏，各參加者均須帶同愛犬於⾃選的
路線散步，以減少社交接觸，同時於網上呼籲家⼈和朋友⼀
同捐款⽀持。 

幸而社交限制於2023年初進⼀步放寬，讓位您寵X香港愛護
動物協會「全城狗狗⾏善日2023」得以在3月26日於西九文
化區藝術公園順利舉⾏，該活動更是⾃2020年以來首次以
實體形式舉⾏。儘管當日遇上風雨，活動仍吸引超過800位
善長及300隻狗狗⼀同探索全新路線，為有需要的動物步⾏
籌 款 。 活 動 的 成 功 亦 証 明 了 只 要 主 ⼈ 能 履 ⾏ 照 顧 寵 物 的
責任，亦能與未有飼養寵物的市民和諧共享公共空間。 

活動得以順利舉⾏，有賴⼀眾參加者及贊助商的⼤力⽀持，
以及超過150位義⼯於現場⽀援活動。我們獲50間善心企業
贊助獎品及禮品包，包括冠名贊助商位您寵，讓「全城狗狗
⾏善日2023」取得完滿成功。 

我們希望與更多理念⼀致的團體及企業緊密合作，透過不同
活動令更多企業及市民接納⼈寵共融的文化，並攜手改變動
物的⽣命。 

全港首個狗狗友善天星小輪維港遊 
愛協於2022年12月與天星小輪合作，舉辦了⼀場只限愛協
職 員 、 嘉 賓 及 待 家 動 物 參 與 的 維 港 遊 。 是 次 活 動 屬 試 驗
性質，並只供內部⼈⼠參與，除了讓⼈和狗於船上⼀同欣賞
維 多 利 亞 港 的 景 色 外 ， 更 進 ⼀ 步 展 現 了 ⼈ 寵 共 融 的 和 諧
⾯貌，透過⾏動來說明做⼀個負責任的寵物主⼈何其重要。
這次合作為我們再次舉辦同類活動提供寶貴的經驗，確保我
們能讓狗隻於安全的環境下，愉快地享受維港遊。 

是次試驗十分成功，啟發籌款部再次與天星小輪合作，舉辦
本港首個狗狗友善的天星小輪維港遊活動「狗狗過⼤海」，
歡迎公眾參與。這個歷史性的活動已於2023年4月舉⾏，
除了向社會⼤眾推廣寵物友善公共交通所帶來的好處外，
亦成功為待家動物籌款。 

籌款部以狗隻的安全為前題，設計「狗狗過⼤海」活動中的
每個細節，而首次活動亦十分成功，為參加者創造了⼈寵難
忘的回憶，成為⼈和動物能和諧共享私⼈或公共設施的絕佳
例子。 

我們衷心感激所有捐款⼈、贊助商及義⼯於2022/2023年度
的慷慨⽀持，讓我們得以進⾏不同的籌款活動，在困難重重
中助我們化危為機，帶來美好前景和發展機遇。 

未來我們會把握機會與抱有共同理念的機構及義⼯合作，
匯集資源以加強我們推廣香港動物福利⼯作的影響力。
此外，我們亦會訓練、⽀援及嘉許義⼯，以⽀持他們於香港
推廣寵物友善的文化。我們亦會制定更具針對性的策略，
發掘新的收入來源，加強有助⽀援本會財政的合作，以幫助
更多有需要的動物。

籌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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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部
成立⼀世紀以來，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直致力改善動物福利，經過我們多年
的努力，不少市民也與我們攜手推動本港的動物福利政策，而愛協會員更是
這股推動力的核心。我們十分重視每位會員的聲音，定必細心聆聽寶貴的
意見，以提升本會的服務質素，為有主⼈的寵物及無家的動物提供⽀援。 

衷心感謝各會員的支持  

我們衷心感謝各會員⼀直對本會服務的⽀持，他們所花的⼀
分⼀毫對我們所拯救回來的動物都十分重要，足以改變牠
們的⼀⽣。我們明白不少愛協⽀持者願意申請成為會員，
是希望能夠享⽤本會全⾯的獸醫服務，因此我們正積極招攬
⼈才，並計劃於不久的將來能恢復24小時緊急獸醫及住院
服務，為會員的寵物提供不同方⾯的醫療照顧。 

此外，全新的青衣中心亦快將啟⽤，屆時中心將成為新界區
最⼤型的動物醫院，除了能為會員提供更廣泛的醫療服務
之餘，本會亦會舉辦更多與寵物健康和護理有關的⼯作坊，
為有興趣的會員提供更多學習的機會。懇請會員繼續留意
本會的最新發展，亦感謝⼤家⼀直⽀持本會的服務，會員
所繳交的會費及所花的⼀分⼀毫，都為我們提供了持續的
收入，讓有需要的動物獲得日常所需。

疫情後重辦會員活動 
於2022/2023年度，本港仍受疫情影響，我們亦減少了舉
辦實體的會員活動。幸好政府於2023年1月放寬了社交距離
政策，我們終可逐步恢復舉辦不同的⼯作坊及活動，與會
員見⾯並重建緊密的聯繫。相隔三年後能再見多個熟悉的
⾯孔，我們均感到十分興奮，並珍惜與會員重聚的機會。 

與此同時，會員部亦積極與其他同樣熱愛動物的夥伴合作，
設計及推出有趣的創意⼯作坊，讓會員能於愉快的氣氛下互
相交流。團隊亦很珍惜與會員⾯對⾯相處的時間，細聽他們
分享寵物的日常趣事。 

「全城狗狗⾏善日2023」是本會年度旗艦籌款活動，當日會
員部邀請了本地藝術家到場，免費為現場登記成為會員或續
會的⼈⼠，於繪馬上繪畫寵物畫像以作留念。這獨特的藝術
創作吸引了不少現場⼈⼠圍觀，紛紛表示希望能擁有這獨⼀
無二的繪馬寵物畫像。 

⽀持者的熱烈反應鼓勵了我們積極尋求與不同單位合作的
機會，並計劃於下個年度合辦更多與廚藝及藝術有關的趣味
⼯作坊。我們希望這些⼯作坊能聚集更多愛護動物的⼈⼠，
互相⽀持及鼓勵。 

  

會員部還與20多家公司及品牌合作，包括餐廳、油站、
咖啡室、酒店、攝影⼯作室和寵物保健品牌等，為本會會員
推出涵蓋衣、食、住、⾏各方⾯的優惠折扣，全⾯照顧會員
的日常⽣活。來年我們將繼續提供更多會員專屬禮遇，以答
謝他們⼀直以來對本會的⽀持。 

無紙化網上會員申請服務 

值得留意的是，我們的會員續會通知已全⾯電子化，新系統
會於會籍到期前兩個月向會員發出電郵通知，並於到期月再
發手機訊息提醒會員續會，全程無紙化，為環保出⼀分力。
全新系統除了能夠簡化申請及續會程序外，亦能有效減低⾏
政成本。⾃從新系統推出後，續會⼈數亦持續穩定上升。 

另外，我們亦增加了信⽤咭付款選項，並⼤⼤提升網絡安全，
讓會員能更安心於網上處理會員申請及續會事宜。 

截⾄2023年3月，本會共有27,652名活躍會員，與上年度的
28,361名活躍會員數目相比，數字稍微下跌，相信有部分
長期會員因要移民離港，不再享⽤我們的服務，而決定不
續會。 

會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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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於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於2008年才正式於內地展開中國外展計劃，但其實早在九十
年代，我們已經與內地的獸醫團隊及學校合作，為提升內地的動物福利⼀起努力。
中國外展計劃的成立，標誌著我們對改善香港及內地動物福利的⼀個重要承諾。
隨著近年中國越來越多⼈飼養寵物、食⽤動物的⽣產漸趨商業化，加上當局對⽤
動物作科學研究及娛樂表演的規管亦有待改善，這⼀切更顯國內仁愛教育發展的
重要，亦是中國外展計劃的主要項目之⼀。  

多年來本會的獸醫均積極與國內的執業獸醫、獸醫學校及動物收容中心互相交流，
我們亦與深圳、上海、北京、佛山及惠州等市政府緊密合作，在動物法例改革和改
善供動物使⽤的公共設施等議題上，提供專業的意見。

中國外展

克服疫情拯救動物 
於2022/2023年度，疫情仍肆虐中國內地，我們於封城及隔
離政策等種種限制下，揭盡全力去幫助有需要的流浪動物。
然而，部分地區政府深怕流浪動物會感染新冠病毒而⼤舉撲
殺牠們，這種極端措施十分不⼈道，教聞者心酸。 

於2023年初，內地的隔離措施終獲撤銷，深圳的領養中心
亦終可重回正常軌道，讓動物能在職員的悉心照料下重過安
穩的⽣活。該領養中心於2022年9月搬到了新的地方，擁有
更完善的設施，讓有意領養的⼈⼠與待家動物有更深入的
互動，團隊亦可舉辦更多不同範疇的課程讓有興趣的⼈⼠
參與。 

於疫情期間，我們無懼艱辛，堅持每週拯救流浪貓狗，並定
期於深圳展開「捕捉、絕育、放回」⾏動以控制區內流浪動
物的數量。於2022/2023年度，我們⼀共為452隻流浪貓及11
隻流浪狗進⾏絕育手術，及為13隻貓及3隻狗找到幸福的家*。 

*於2022/2023年度，國內仍然推⾏封城等嚴厲的防疫政策，於不同   
的限制下，我們每天迎難而上，並於不同的⼯作範疇取得佳績。
而於前⼀年度，即2021/2022年度，我們亦成功為17隻動物找到
新家，並為183隻流浪動物絕育。

中國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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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合作無間的深圳領養中心的職員亦擔心⼀旦受感染，
便要到酒店接受長時間隔離，無法照顧中心的動物，不過在
照顧流浪動物方⾯，我們的團隊和義⼯於疫情期間堅持每晚
到深圳的隔離社區附近餵飼流浪貓，以免貓隻因該區的義⼯
被隔離而捱餓或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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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內動物建設美好將來 
這次疫情反映了內地流浪動物未能獲得足夠的保護，⼤眾缺
乏照顧動物的基本知識之外，動物收容所亦經常因資金不足
而影響正常運作，不時出現動物糧食不足的的情況。 

內地推動動物福利政策，要靠⼤眾⽀持。我們希望在不久的
將來，內地政府能以動物福利為前提，設立專責管理流浪貓
的部⾨。  

我們亦要感謝 Julian Chen 女⼠⼀直慷慨資助我們於深圳保
護流浪動物的⼯作。 

重開邊境為動物帶來希望 
⾃從國內和香港全⾯通關後，香港的愛協獸醫及動物福利團
隊終可回內地為國內的團隊提供⽀援，帶來於香港才有售的
重要物資。在香港團隊的⼤力⽀持下，我們在內地的動物救
援⼯作和領養服務都有顯著的提升。 

此外，內地學⽣亦可再次訪港，出席愛協及嘉道理農場暨植
物園等不同機構所舉辦的教育活動。我們很高興終於能恢復
兩地停辦了三年的交流活動，⼀起為動物福利出⼀分力。 

網上仁愛教育及遊說立法 
為防止疫情於校內蔓延，當局於2022/2023年度全⾯禁止⾯
授課程，以避免學⽣於學校有互相接觸的機會。有見及此，
我們將仁愛教育轉移到網上進⾏，並向來⾃11個城市共650
個學⽣傳授有關動物福利的基本知識，深受家長、教師及學
⽣歡迎。 

另外，長駐於內地的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教育經理及深圳獸醫
主管於2023年3月與深圳市東海實驗小學簽訂了授課協議，
並會持續16個星期、每星期於校內向學⽣講授⼀小時的
「愛護動物科普⼯作坊」。我們日後會更積極尋找機會，
與全國不同的學校合作去推廣這類教育項目，以引起學⽣對
動物福利議題的關注。 

在立法方⾯，我們致力推廣動物保護法的重要性，於疫情期
間協助深圳政府落實執⾏有效的管理措施去觀察被隔離中的
動物，確保牠們的身心健康。另⼀方⾯，我們亦積極與研究
動物保護法的法律教授及學⽣交流，鼓勵他們參與網上的法
律研討會並分享過去處理虐待動物案的寶貴經驗。 

中國外展

義⼯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於1921年正式成立之前，其雛形是由⼀群義⼯於1903年組成的。時⾄今日，
義⼯在愛協的日常運作及籌款活動中，仍擔當重要的角色。 

我們很感激香港眾多愛護動物的⼈⼠，願意無條件奉獻他們寶貴的時間和技能，以⽀援本會不
同的動物⼯作，肩負起如義務動物管理員、領犬員、暫養父母及督察等重任。於這數十年間，
這些義⼯已幫助愛協照顧過千隻動物，改寫牠們的命運。 

我們的義務領犬員於「狗狗脫單領養日」照顧本會的待家狗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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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企業義工計劃 
於2022/2023年度，我們⼀共收到2,444份義⼯申請，當中更
有1,483位申請⼈⼠表示有意出席不同的籌款活動以提供現場
⽀援，其中包括「愛『飾』動物日2022」、慈善獎券義賣及
「全城狗狗⾏善日2023」等。 

⾃2023年3月防疫措施放寬後，不少企業重推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
項目，我們便把握時機重整愛協的「企業義⼯計劃」，為企業員⼯
提供能發揮想像力和團隊精神的義⼯活動，如舉辦⼯作坊教
導員⼯為狗隻製造拔河玩具及為貓隻製作貓抓板等，讓員⼯
之間能互相挑戰⼀番，同時豐富待家貓狗的日常⽣活，在愛
協經歷充滿樂趣的義⼯旅程。   

於「時間拍賣」(TIME AUCTION)招募義工 
運動對狗隻的身心靈發展尤其重要，特別是精力旺盛或容易
焦慮的待領養狗隻，牠們更需要外出散步。有見近年獲救被
送往愛協中心尋家的狗隻數量持續上升，我們更需要更多義
務領犬員與狗隻互動、帶領牠們外出運動，並於領養活動中
協助向公眾介紹狗隻。 

於2023年初，我們與網上義⼯配對平台「時間拍賣」(TIME 
A U C T I O N ) 合 作 ， 以 推 廣 我 們 革 新 後 的 義 務 領 犬 員 訓 練
課程。透過這個網上平台，我們收到44份有意成為義務領犬
員的新申請。為確保狗隻和領犬員的安全，我們為申請⼈安
排了為期⼀週的全⾯培訓，⾄今已有兩班學員完成培訓，並
通過考試成功取得義務領犬員的資格。我們將舉辦更多義務
領犬員培訓課程，以⽀援愛護動物協會賽馬會百周年中心於
青衣開幕後所需。 

動物領養數字於2022/2023年度跌⾄新低，暫養父母的角色
比從前更顯重要，他們無私的付出，能讓將近飽和的愛協領
養中心騰出空間，以接收更多有需要的動物。幼犬及幼貓在
出⽣後的首數個月需要特別的悉心照顧，而愛協暫養父母願
意每兩小時餵奶⼀次、不分晝夜的照顧初⽣動物，⼤⼤提高
了牠們的⽣存機會。為擴展我們的義⼯網絡，我們於政府宣
佈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後便立即恢復暫養父母的義⼯招募，
同時推出更多教育講座，以訓練新加入的暫養父母掌握照顧
初⽣動物的技巧。於2022/2023年度，我們共接獲537份有意
成為暫養父母的申請。 

我們很感激所有熱心義⼯⼀直陪伴愛協共渡時艱，我們會更
積極建立⼀個愛護動物的義⼯網絡，竭盡所能帶領香港成為
⼀個真正⼈寵共融的城市。 

我們特別要向香港賽馬會的義⼯團隊(CARE@hkjc)致謝，
他們多年來⼀直⽀持本會的動物福利⼯作之餘，並協助我們
舉辦教育及籌款活動，如⼀年⼀度的步⾏籌款「全城狗狗
⾏善日」等。另外，香港賽馬會的義⼯更是「貓隻領域護理
計劃」的長期⽀持者，多年來他們協助捕捉過千隻流浪貓進
⾏絕育，成功協助本會透過計劃去控制街貓數量。全賴他們
以實際⾏動⽀持，我們才能⼤⼤減低無⼈認養的小貓成為社
區流浪貓的數量。我們十分高興於2022/2023年度共接獲超
過30位⼈⼠申請成為「貓隻領域護理計劃」的義務護理員。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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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謝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謹向於2022/2023年度提供財政贊助的善心人致謝。

BASMAJIAN, Peter

CHAN, Chan Yin

CHAN, Chark Yee

CHAN, Ching Mei

CHAN, Chun Wah Owen

CHAN, Chung Mo 

CHAN, Ho Sun Peter 

CHAN, Ka Wing 

CHAN, Leung Ying 

CHAN, Man Seung Rosita 

CHAN, Man Wai 

CHAN, Ming Kwan Michelle

CHAN, Pui Louisa 

CHAN, Suet Kwan

CHAN, Yan Shing

CHAN, Ying Yu 

CHEUNG, Chor Ping 

CHENG, Hoi Ling

CHEUNG, Wing Kay Vicky

CHEUNG, Yu Kwan

CHIANG, Hok Lai 

CHIU, Shuk Man

CHIU, Sau Lan

CHOI, Yuet Yi 

CHOU, Man Cheng 

CHOW, Wing Kai 

CHOY, Kim Leung

CHU, Chung Ming

CHU, Yat Shing

CHUN, Bond Mak

CHUNG, Alister

CHUNG, Ho Yan

CHUNG, King Kwun

COCKELL, Janny

COOK, Robert A. 

COPE, Terence Peter 

FENG, Cathy Hilborn

FOK, Kai Man

FOONG, Pui Ling Diana

FUNG, Lai Shan Lisa

HAYDEN, Rolfe Gerrard 

HO, Chun Hong Patrick

HO, Flora

HO, Ho Wan 

IP, Wai Yuen

KENDALL, Susan

KO, Ping Shun Benson

KWAN, Kei Mei

KWOK, Chi Shing 

KWOK, Chi Yat

KWONG, Ching Han Peggy

LAI, Yuen Kee Anna

LAM, Ka Fung

LAM, Yuk Lin Anletta

LAMACQ, Sophie

LAU, Candy

LAU, Chi Man

LEE, Aronld 

LEE, Mui Yuen

LEE, Shuet Mi Mona

LEE, Wai Ling Margaret

LEUNG, Ka Mun Mimi

LEUNG, Kit Lung

LEUNG, Man Him 

LEUNG, Tsing Wo Samuel

LEUNG, Vincent 

LI, Suet Ying 

LI, Yiu Kwan 

LIANG, Xiao

LILA, Miron

LO, Choi Wan Amy

LO, Frances Yim Lai

LO, Ka Yin 

LO, Rex Cze Kei 

LO, Suk Ling Connie

MAK, Lesley 

MAK, Siu Ling Lina

MAN, Ka Po

NG, Yan Yu

NG, Yiu Ki

NOFFKE, Clive

OUTENPITAK, Vitwat

捐款港幣10,000元或以上

PAN, Francis

POON, Wing Yan

PUN, Mei Yee Ada 

RILEY, John E

ROSS, Michiyo 

SHIN, Ho Chuen

SO, Chun Yin

TAI, Ting Yi 

TANG, Kit Yee 

TANG, Wai Leung 

TONG, Kinson

TONG, Miu Kwan

TSE, Pik Ha 

TSE, Pui Lan Bonnie

TSUI, Kam Kuen 

TSUI, Hung San 

VAN LANGENBERG, Brian

WAI, Justin 

WAN, Chin Fung

WANG, Eddie 

WONG, Chi To 

WONG, Shuk Ha 

WONG, Tze Fung Brian

WONG, Vivian

WONG, Yin Ling

WONG, Ying W Hutton 

WU, Carolyn Shoutong

WU, Ping Hei Ronald 

WU, Suk Ha

YAU, Ki Chu Cindy 

YAU, Kit Yu

YIP, Man 

YIP (Supporter of singer Lam Ka Him)

YU, Lin Tsai 

YU, Nga Yee Angela 

YUEN, Oi Hing Heather

YUEN, Suk Fan

陳桂森
祝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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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S

雅力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Ambition 

Animoca Brands 

Cashing Pro Limited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書院
擇善坊
周氏基金
換幣龍
Collawhite Company Limited 

拔萃女書院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Fast Growing Development Limited

Flagro Group Limited 

Gold Team Group Limited

Happy Paws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華盛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iHashi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保險業監管局
Inwell International Limited

莊柏醫療
宏輝物流有限公司
Kroll (HK) Limited 

美樂中英文幼稚園
Ms Celine’s Chinglish Channel 

New Charm Management Ltd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OneDegree Hong Kong Limited

太平洋航運
昊駿物流有限公司
富豪酒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3450區網上扶輪社基金有限公司
邵明路基金會有限公司
信興電器貿易有限公司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聖⼠提反書院
聖⼠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縱橫公共關係顧問集團
⼤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SymAsia Foundation Ltd - Wong And See Foundation

昇捷控股有限公司
SYW Holding Corporation

Tengem (Hong Kong) Co., Ltd 

時間拍賣
Tiips Dollar (HK) Limited 

富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Venture Studios (HK) Limited

維多利亞（香港）多元醫療技術有限公司
榮發吊機租賃有限公司
榮利集團
匯智專業會計有限公司
世界愛犬聯盟
港青基信書
YOHO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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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FU, Jennifer Jane

感謝多年來慷慨捐款⽀持「貓隻領域
護理計劃」，為流浪貓的福利帶來
重要幫助

毛孩Sweetie

慷慨捐款⽀持協會多項福利⼯作，
包括動物拯救車及「寶寶動物福利
基金」等

何驥先生
感謝多年來熱心⽀持「助養動物計劃」，
⽀援被遺棄、受虐及受傷的動物找到
永遠的家

李先生
感謝⽀持「活到老 寵到老」計劃，
幫助喪寵主⼈⾯對傷痛

鮑綺雲女士 
感謝多年來熱心捐款⽀持本會的動物
福利⼯作

STEWART, Jessie Margaret Christine

感謝慷慨捐款，讓本會得以持續發展動
物福利的⼯作，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動物

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 
感謝慷慨捐款⽀持「愛『飾』動物日
2022」

華碩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感謝⽀持本會活動，成為「全城狗狗
⾏善日2023」的獎品贊助商

波爾表(亞洲)有限公司
感謝⽀持本會活動，成為「慈善獎券
2022」及「全城狗狗⾏善日2023」
的獎品贊助商

Bloomberg L.P. 
感謝捐款⽀持本會的「企業義⼯計劃」
及動物福利⼯作

藍十字(亞太)保險有限公司
感謝對「全城狗狗⾏善日2023」
的⽀持，成為⼤會指定保險公司

馬會義工隊
感謝慷慨贊助本會多項動物福利⼯作，
包括「貓隻領域護理計劃」及為領養
中心添置不同設備

色彩美專業冲晒有限公司 
感謝慷慨捐款⽀持「愛『飾』動物日
2022」

傅德蔭基金有限公司 
感謝多年來熱心捐款⽀持本會的動物
福利⼯作

亞洲希爾思寵物營養品有限公司 
感謝多年來為本會的動物提供優質
膳食，並⽀持本會不同的動物福利
⼯作，包括領養、狗隻⾏為訓練、
獸醫服務及教育等

鎰得有限公司 
感謝慷慨捐款幫助有需要的動物

六福珠寶
感謝⽀持「慈善獎券2022」，
成為活動的獎品贊助商

麥迪森拍賣有限公司 
感謝慷慨捐款⽀持本會的動物福利⼯作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感謝⽀持「全城狗狗⾏善日2023 」，
成為活動的媒體贊助商

彌明生活百貨控股有限公司
感謝⽀持「全城狗狗⾏善日2023 」，
成為活動的金贊助商

Ovolo Hotels

感謝⽀持本會活動，成為「全城狗狗
⾏善日2023」的獎品贊助商

POAD

感謝⽀持「全城狗狗⾏善日2023 」，
成為活動的媒體贊助商

位您寵
感謝對「全城狗狗⾏善日2023」
的⽀持，成為活動的冠名贊助商

Royal Canin Hong Kong Limited

感謝⼀直以來對本會的⽀持，包括
贊助本會參與「寵物節2023」及成為
「全城狗狗⾏善日2023」的金贊助商

Ruby & Minoo N. Master Charity 

Foundation

感謝捐款⽀持快將開幕的愛護動物
協會賽馬會百周年中心，幫助本會進
⼀步擴展動物福利及教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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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管業優勢
感謝⽀持「全城狗狗⾏善日2023 」，
成為活動的媒體贊助商

中石化（香港）油站有限公司
感謝⽀持本會的動物福利⼯作

順豐速運（香港）有限公司
感謝⽀持「全城狗狗⾏善日2023 」，
成為活動的指定物流公司

信興電器貿易有限公司
感謝⽀持本會活動，成為「慈善獎券2022」
及「全城狗狗⾏善日2023」的獎品贊助商

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感謝⽀持「全城狗狗⾏善日2023」，
成為活動的媒體贊助商

何東爵士慈善基金 
感謝捐款贊助愛協香港總部小動物
領養中心的維修⼯作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感謝⽀持「全城狗狗⾏善日2023 」，
成為活動的媒體贊助商

張煊昌基金有限公司 
感謝張博⼠多年來慷慨捐款⽀持本會的動物
福利⼯作，我們將永遠銘記他的貢獻

豐田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感謝⽀持「全城狗狗⾏善日2023 」，
成為活動的金贊助商

位元堂藥廠有限公司
感謝捐款⽀持「全城狗狗⾏善日2023」
及本會的動物福利⼯作

有定堂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感謝多年來慷慨捐款⽀持「助養動物計劃」，
並贊助將開幕的愛護動物協會賽馬會百周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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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於2022/2023年度，新冠疫情仍然持續影響著香港的經濟，加上越來越多市民選擇移民離港，令愛協⾯對著前所未有的財政困難。
我們於各⼤籌款活動及捐款計劃中所籌得的善款金額均⼤幅下跌，並以「助養動物計劃」的捐款跌幅最⼤。此計劃的成立為要鼓勵
⼤眾透過每月捐款，以資助待家動物於愛協中心的日常所需及醫療開⽀，然而移民潮加上本港經濟不穩定，市民均普遍儘量減少開
⽀，不少愛協的長期⽀持者更取消了「助養動物計劃」的定期捐款。 

另外，獸醫及獸醫護⼠團隊持續⼈手短缺，以致我們未能於2022/2023年度恢復已暫停了⼀段時間的香港總部夜間緊急醫療及住院
服務，同時亦影響部分獸醫診所的正常運作，長洲中心每週更只能開診⼀天。 

基於上述原因，本會於2022/2023年度的錄得財政虧損。 

其實愛協的總收入只有1%來⾃政府撥款，本會的獸醫服務才是我們主要的收入來源，所以全⾯的獸醫服務對維持各中心的日常運
作及推動不同動物福利計劃⾄關重要。有見及此，愛協獸醫部及⼈力資源部已開展⼤規模的招聘計劃，以招募更多獸醫護專業⼈⼠
加入我們的團隊，我們期望計畫能取得成效，在不久的將來可全⾯恢復本會的獸醫服務。  

愛協於經濟低迷下未能倖免於難，因此我們懇請所有同樣愛護動物的善心⼈⼠⽀持本會的⼯作，⼀同推動香港的動物福利發展，
於這艱難的時刻攜手改變不幸動物的命運，為牠們創建⼀個更好的未來。 

9% 籌募活動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總支出 2021 - 2022  

$125.5mn

8% 會員服務

41% 獸醫服務

39% 福利及支援服務

3% 行政支出

$52.3mn

$48.9mn

        $10.8mn

          $10.0mn

    $3.5mn

4% 福利及支援服務

9% 廣告及其他收入

11% 籌募活動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總收入 2021 - 2022 

$128.4mn

53% 獸醫服務12% 會員服務

10% 捐款

1% 政府資助

   $68.5mn

 $14.8mn

           $13.7mn

$12.5mn

 $12.0mn

$5.6m
n

$1.5m
n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總支出 2022 - 2023  

$114.3mn

9% 籌募活動

8% 會員服務

39% 獸醫服務

41% 福利及支援服務

3% 行政支出

$44.6mn

$47.1mn

        $10.4mn

         $9.0mn

    $3.2mn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總收入 2022 - 2023 

$109.0mn

4% 福利及支援服務

10% 廣告及其他收入

14% 籌募活動

49% 獸醫服務

13% 會員服務

9% 捐款

1% 政府資助

   $53.6mn

 $14.4mn

           $14.8mn

$10.2mn

 $10.4mn

$4.4m
n

$1.2m
n

                           
                                                
                                                              2022-2023    2021-2022
截至3月31日年度止              HK$mn      HK$mn

獸醫服務                                        9.0             16.2 

籌募活動                                          4.4                2.8 
會員服務                                           5.5                4.8 

福利及支援服務                                                           (42.7)          (43.4) 

捐款                                                                               10.2            12.5   

廣告及其他收入                                                             9.3           12.0 

政府資助                     1.2    1.5

利息收入     1.1               1.1

行政支出                                                          (3.2)            (3.5) 
年度盈餘                                            (5.3)               2.9

  
截至3月31日年度止

        2022-2023    2021-2022

            HK$mn       HK$mn 
收入                                                 71.0                 87.1 

其他收入                                    38.0     39.6 

總收入                                                109.0              126.8 

總支出                                                       (114.3)         (123.9)

年度盈餘                                                                               (5.3)        2.9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51.4      126.7  
使⽤權資產                              3.3           1.5

金融資產         20.9         21.6  
非流動預付款項及按金                                                 3.4                               0.2

                          279.0       149.9

流動資產       
存貨                              3.2            4.0 
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                           4.9             4.2 
金融資產          3.1            8.7

現金及現金等價值        97.5          62.1    

                          108.7        79.0  

負債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8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                         32.9         66.9  
遞延收益            1.2           1.4   
                              35.9         69.4

淨流動資產                                               72.7            9.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1.7                          159.5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0.8            0.2

非流動按金及遞延收益                                                        245.0            46.7

                            245.9                                 46.9

淨資產                                                            105.8      112.7

儲備金        
累積盈餘                                           104.3     109.4   
指定用途基金            3.7           3.9  
投資重估儲備                                                         (2.2)                                (0.7)   
總儲備金                        105.8     112.7   

 (以百萬港元計算)

 (以百萬港元計算)

 (以百萬港元計算)

會長 司庫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信託人法團（摘錄自2023年3月31日年度的審核財政報告）
資產負債表 (於2023年3月31日) 

年度淨收入收入與支出概覽

2021-2022 
HK$mn         

2022-2023 
HK$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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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傅明憲女⼠

信託人 

Mr. Nick Debnam

Ms. Joanna Eades

傅明憲女⼠ 

Mr. Tim Hamlett 

麥劍祺先⽣   
黃蔡秀文女⼠ 
 

 

主席
Ms. Joanna Eades 

名譽司庫
Mr. Nick Debnam

名譽秘書
韋凱雯女⼠

委員
班禮思先⽣
Ms. Vanessa Barrs

周采頤女⼠
Mr. Mathew Gollop

李嘉心女⼠
Mr. Robert Morris

Ms. Myree Mueller

Mr. Tim Sollis

Ms. Jennifer Van Dale

執行總監
Ms. Fiona Cumming

副執行總監 

何翔蕾女⼠

協會主要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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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各中心

元朗錦綉動物褔利中心
元朗錦綉花園⼤道及錦壆路交界
2482 2770

愛護動物協會賽馬會百周年中心 (於2024年開幕)

青衣長輝路 38 號
2232 5555

梅窩中心
⼤嶼山梅窩銀運路 3 號梅窩中心 14 號舖
2984 0060

賽馬會彭美麗動物福利中心（香港總部）
香港灣仔運盛街 5 號
2802 0501

賽馬會動物福利中心（九龍中心）
九龍何文田公主道 105 號
2713 9104

坑口中心 

將軍澳坑口村第 5 座 2 樓 B 室
2243 0080

西貢中心
西貢沙咀街 7 號地下 
2792 1535

西貢領養中心
西貢萬年街 65 號地下
2232 5599 

長洲中心
長洲東灣 
2981 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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