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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16年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動物售

賣商 )(修訂 )規例》及《 2016年公職指明 (修訂 )公告》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 公 眾 衞 生 ( 動 物 及 禽 鳥 )( 動 物 售 賣 商 ) 規 例 》

(第 139B章 )(下稱 "《規例》 ")第 4(1)(a)條訂明，任何人如非根據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下稱 "漁護署署長 ")批給的牌照 (即動物

售賣商牌照 )行事，不得經營動物售賣商 1業務。《規例》亦賦權

漁護署署長在牌照附加其認為適合的條件。持牌動物售賣商必

須嚴格遵守《規例》就其動物的畜舍設施、基本圍封物、戶外

範圍、衞生、食物和食水供應、害蟲防治等事宜所訂立的法定

規定，以及漁護署署長所施加並附加於其牌照的任何相關條

件。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 "漁護署 ")會不時巡查領有牌照的處

所，以確保符合相關發牌規定和牌照的所有附加條件。任何人

若以動物售賣商的身份無牌經營業務，又或違反法定規定或其

牌照所指明的任何條件，一經定罪，可被判處罰款 2。然而，出

售自養寵物 (或牠們的後代 )的人並不包括在 "動物售賣商 "的定

義範圍內，因而無須領取動物售賣商牌照。  

                                                 
1 根據第 139B章第 2條， "動物售賣商 "指出售動物或禽鳥或提供動物或禽鳥

作出售的人，但將自己任何作為寵物飼養的動物或禽鳥或牠們的後代出售

或提供上述動物或禽鳥或牠們的後代作出售的人除外。  
2 目 前 ， 任何 人 無 牌出 售 動 物或 禽 鳥 ，即 屬 犯 罪， 一 經 定罪 ， 可 處罰 款

2,000元；如違反牌照條件，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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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據食物及衞生局和漁護署於 2016年 5月發出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FH CR 3/3231/07)所述，出售寵物及其後代

現時並不受發牌制度所管制，一些不法售賣商趁機以私人寵物

擁有人的名義掩飾其業務，從而規避相關法例的規管，引起公

眾衞生及動物福利方面的關注。實質數據顯示，在寵物市場佔

最大份額的是狗隻，而狗隻是目前最受這個問題影響的寵物類

別。過去的調查及定罪紀錄亦顯示，飼養作繁育用途的狗隻較

諸其他類別的動物，福利受損的情況更為頻繁，程度亦更為嚴

重。政府當局認為有充分理據對狗隻的售賣加強規管，包括把

出售自養的寵物狗隻和繁育狗隻作出售用途納入發牌管制。  
 
4.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亦留意到現行規管制度的一些不足

之處。舉例來說，由於罰則過低，阻嚇力並不足夠。此外，漁

護署署長並無獲得明確賦權，讓其可基於申請人曾被裁定干犯

《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第 169章 )所訂罪行或持牌人屢次違

反牌照條件的理由，拒絕批給牌照或將牌照續期。為加強保障

動物福利，政府當局建議加強規管。  
 
 
《 2016年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動物售賣商 )(修訂 )規例》
(2016年第 64號法律公告 ) 
 
《 2016年公職指明 (修訂 )公告》 (2016年第 68號法律公告 ) 
 
5.  《 2016年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動物售賣商 )(修訂 )
規例》(下稱 "《修訂規例》")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公眾

衞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第 139章 )第 3條訂立，旨在修訂《規例》，

以加強規管動物售賣及狗隻繁育活動。主要修訂綜述如下：  
 

(a) 修訂發牌制度，以規定任何人如要出售或要約出售

狗隻，均必須領取動物售賣商牌照或單次許可證；

另任何人如要飼養狗隻作繁育及出售或要約出售

用途，則必須領取繁育狗隻牌照，即甲類繁育狗隻

牌照 (下稱 "甲類牌照 ") 3或乙類繁育狗隻牌照 (下稱

"乙類牌照 ") 4；  
 

                                                 
3 甲類牌照：任何個人在某一處所為繁育狗隻而飼養 4頭或以下的雌性狗

隻，並出售或要約出售該等狗隻或其後代，須領取這類牌照。  
4 乙類牌照：任何人在某一處所為繁育狗隻，而飼養雌性狗隻的數目不多於

該牌照所指明者，並出售或要約出售該等狗隻或其後代，或來自其他認可

來源的狗隻，須領取這類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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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修訂最高罰則，使任何人如在沒有牌照或單次許可

證的情況下出售狗隻，或飼養狗隻作繁育及出售用

途，可處第 6級罰款 (即 10萬元 )；違反牌照或許可證

附加條件的最高罰則，則改為第 5級罰款 (即 5萬元 )； 
 
(c) 訂明漁護署署長如不信納申請人或持牌人是進行

相關受規管活動的適當人選，可拒絕批給牌照或將

牌照續期，甚或取消牌照。在衡量某申請人或持牌

人是否適當人選時，漁護署署長可考慮一切相關因

素；  
 
(d) 向漁護署署長賦予權力，如漁護署署長信納某人是

為了保護動物福利，而進行屬非牟利性質的真正領

養活動，則可豁免該人申領動物售賣商牌照；  
 
(e) 禁 止 牌 照 或 單 次 許 可 證 持 有 人 出 售 狗 隻 予 未 滿

16歲的人士，違者最高可被判處第 5級罰款 (即 5萬
元 )；及  

 
(f) 加入新附表，以列明批給動物售賣商牌照及繁育狗

隻牌照、將該等牌照續期和批給單次許可證的費

用。  
 
6.  《修訂規例》將會自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藉憲報公告指定

的日期起生效。  
 
7.  《 2016年公職指明 (修訂 )公告》 (下稱 "《修訂公告》 ")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43條
訂立，旨在修訂《公職指明公告》(第 1C章 )的附表，以配合規管

制度的日常運作，訂明就漁護署署長的職位而言：  
 

(a) 在上述《修訂規例》修訂第 139B章的名稱後，對

第 139B章名稱的提述，即更新為《公眾衞生 (動物

及禽鳥 )(售賣及繁育 )規例》；及  
 
(b) 漁護署署長可將其根據經修訂《規例》的指明條文

獲賦予的新增權力，轉授予其他公職人員。  
 

8.  《修訂公告》將會自《修訂規例》開始實施的日期起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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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  
 
9.  在 2016年 5月 27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

小組委員會研究上述兩項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

於附錄 I。小組委員會由張宇人議員擔任主席，曾經舉行 3次
會議，並在其中一次會議上聽取了 42名團體代表及個別人士的

意見。曾向小組委員會提出意見的團體及個別人士名單載於

附錄 II。  
 
10.  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更多時間審議該兩項附屬法例，

小組委員會主席已作出預告，表明會在 28天審議期屆滿前 (即在

2016年 6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或之前 )動議一項議案，把《修訂規

例》及《修訂公告》的審議期延展至 2016年 7月 13日的立法會會

議。在本報告提交予內務委員會之時，該議案尚未在 2016年 6月
22日開始的立法會會議上獲得處理。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就狗隻繁育採納兩級規管制度  
 
11.  多名委員 (包括主席、馬逢國議員、姚思榮議員及蔣麗

芸議員 )支持實施經加強的規管制度，把狗隻繁育活動納入發牌

管制。他們希望《修訂規例》可盡早生效。  
 
12.  然而，部分其他委員 (包括毛孟靜議員及陳志全議員 )認
為，引入甲類牌照會鼓勵更多人繁育狗隻，因為批給甲類牌照

的門檻較乙類牌照為低。這些委員深切關注到，不法的商業繁

育者可能會以業餘動物繁育者的名義掩飾其業務，而由於業餘

動物繁育者的繁育處所通常位於住宅樓宇，其內的營運情況往

往難以規管。《修訂規例》可能造成反效果，令私人狗隻繁育

活動變相 "合法化 "。這些委員強烈認為，香港應禁止寵物買賣，

而政府當局應以 "動物零買賣 "為目標，並同時加強進一步推廣領

養寵物的工作。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收緊甲類牌照的

發牌規定，使之與乙類牌照的規定看齊，令所有繁育者都受到

相同且更為嚴格的發牌管制約束。  
 
13.  政府當局解釋，發牌制度可為漁護署提供一個切入點，

就狗隻繁育活動進行巡查、推廣及教育工作。從政府的觀點來

看，設立兩級發牌制度較為合適。由於大部分現存的小規模繁

育者 (有時被稱為 "業餘動物繁育者 "或 "家居動物繁育者 ")飼養狗

隻作為寵物，並與牠們同住，在此情況下，當局必須考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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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這些繁育者如同繁育大量狗隻的商業繁育者般，興建符合

相同狗隻畜舍規定的狗房及其他設施，做法是否合理。倘若當

局所訂的門檻務實，小規模繁育者便沒有藉口不申請牌照。透

過引入甲類牌照，政府當局可把業餘動物繁育者的狗隻繁育活

動納入規管。假如只有一類狗隻繁育者牌照並適用於所有持牌

人，可能會減低業餘動物繁育者申請牌照的意欲，甚至令他們

改為暗中進行繁育狗隻的活動，增加漁護署的規管難度。  
 
14.  政府當局進而表示，出售自養的寵物狗隻和飼養狗隻作

繁育及出售用途，並不受現行發牌制度所規管。《修訂規例》

的主要目的是尋求把這些活動納入規管。儘管甲類牌照持有人

須予遵守的狗隻畜舍規定可能有別於乙類牌照持有人，但他們

仍須遵守適用於乙類牌照持有人的大部分牌照條件，包括參加

有系統的培訓和遵守相應的營業守則。在牌照的附加條件中，

更有一項訂明領有甲類牌照的處所同樣須接受漁護署獲授權人

員的定期巡查，以確保符合規定。除此之外，凡領有甲類牌照

的處所，當中可飼養的狗隻總數，須受營業守則所訂的相關處

所空間規定限制。凡此種種措施，都會增加準狗隻繁育者的符

規成本。因此，政府當局預期，引入兩級發牌制度並不會令業

餘動物繁育活動大幅增加。雖然政府當局有此解釋和保證，毛

孟靜議員依然認為政府當局應施加更嚴格的發牌條件，以規管

繁育及出售狗隻的活動。她已表明有意修訂《修訂規例》，以

規定領有動物售賣商牌照、甲類牌照或乙類牌照的處所最少應

有 2 000平方呎的總樓面面積；又或廢除該兩項附屬法例。她在

2016年 6月 15日作出兩項預告，表示會為此動議兩項擬議決議

案。  
 
15.  委員詢問，當局按何理據把領有甲類牌照的處所內可飼

養作繁育用途的雌性狗隻數目上限訂於4頭。由於大部分業餘動

物繁育者會在住宅樓宇內繁育狗隻，有委員關注容許業餘動物

繁育者在一個處所內飼養太多狗隻是否合適。委員建議，甲類

牌照持有人可飼養作繁育用途的雌性狗隻數目，應由 "4頭或以

下 "減至 "不多於兩頭 "。政府當局解釋，甲類牌照與乙類牌照的

主要分別，在於持牌人可飼養作繁育用途的雌性狗隻數目。鑒

於現時市場上的商業繁育者平均飼養 5頭或以上雌性狗隻作繁

育用途的實際情況，政府當局決定效法其他可資比較的司法管

轄區，把甲類牌照的有關上限訂於 "不多於 4頭雌性狗隻 "。當局

曾在公眾諮詢階段及與相關持份者商討期間，與不同人士／團

體討論此擬議上限，有關各方大致上同意該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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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牌照條件作出規管  
 
16.  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詳細資料，說明新訂發牌制度下的牌

照條件，例如就領有牌照的處所訂立的空間及設施要求、牌照

持有人的責任、持牌人及其員工的培訓要求等。據政府當局所

述，漁護署署長在批給動物售賣商牌照、甲類牌照及乙類牌照

時，會分別就各牌照附加一套條件，在領有牌照的處所、供售

賣狗隻的來源、出售狗隻的程序等方面訂明相關要求。所有持牌

人均須受一項相同的條件約束，就是他們必須遵守其牌照的相

應營業守則。小組委員會的法律顧問曾詢問當局如何可達至此

目的，因為《規例》現時並沒有就不遵守營業守則的情況訂定

罪行及罰則。政府當局解釋，有關的營業守則旨在確保相關持

牌活動的所有從業員清楚明白本身的責任，使他們所照顧和管

理的狗隻得到周全的福利保障。為此，營業守則訂明所須符合

的 "謹慎責任 "標準及其他規定，包括為遵守《規例》相關條文 (例
如第 7、 9及 10條 )下的法定規定而須符合的標準及規定。因此，

視乎個案情況，若有人不遵守營業守則，即可能違反上述法定

規定或牌照條件，而根據第 13(2)(a)或 (b)條，任何人如違反法定

規定或牌照條件，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級罰款 (即 5萬
元 )。  
 
17.  政府當局又告知小組委員會，營業守則的主要目的，是

透過對持牌人施加 "謹慎責任 "及其他規定，確保由牌照持有人在

領有牌照的處所內照顧和管理的狗隻得到周全的福利保障。營

業守則分為不同章節，當中詳述各個範疇的規定，包括環境及

設施、溫度、通風、照明、持牌人及其員工 (如有的話 )的培訓，

以及紀錄保存等。在接獲牌照申請後，漁護署會安排巡查相關

處所，然後才決定是否批給牌照。在牌照的有效期內，漁護署

的獲授權人員會經常巡查領有牌照的處所，以確保持牌人遵守

法定規定和牌照的附加條件。  
 
漁護署署長批給牌照或將牌照續期的權力  
 
18.  委員要求當局澄清，若相關處所的地契及公契訂有禁止

飼養狗隻／動物的條文，漁護署署長會否批給牌照或將牌照續

期。政府當局表示，一般而言，申請人有責任確保遵行關乎相

關處所的法律文件所施加的各項規定，包括公契的相關條文。

至於公契中的相關規定如何應用和執行，則超出漁護署根據

《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所訂的相關發牌制度有權予以規

管的範圍。然而，如有證據顯示，違反相關公契的有關條文可

能影響相關處所是否適合用作受規管活動 (此情況為繁育狗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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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則視乎個別情況，有關的違反公契事項

或會成為漁護署署長考慮是否批給牌照的其中一項相關因素。  
 
19.  小組委員會的法律顧問指出，根據經修訂的第 5(4)條和

新訂第 5B(5)及 5C(4)條，牌照的有效期為 12個月。由於並無條文

指明持牌人申請牌照續期的時限，即使牌照續期的申請是在牌

照期滿前提交，該牌照亦有可能在期滿後才獲批續期。小組委

員會的法律顧問要求當局澄清政府在此情況下的意向，以及牌

照續期申請人是否有機會在當局決定拒絕為其牌照續期之前陳

詞。政府當局解釋，就現有的動物售賣商牌照而言，牌照的有

效期為 12個月。有關條文並無指明持牌人須於何時申請牌照續

期。因此，持牌人有責任在適當時間申請續期。漁護署接獲申

請後會作出處理，而不會有不必要的延誤。倘若持牌人的原有

牌照在獲得續期前期滿，該持牌人必須停止相關活動；否則，

該人可因無牌進行相關活動而被檢控。如漁護署署長的意向是

不為牌照續期，則按照既定做法，漁護署署長會將其意向告知

有關的持牌人，並向持牌人提供作此決定的理由。持牌人如不

滿該決定，可根據《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第 11條向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上訴。  
 
20.  主席及陳志全議員建議，動物售賣商牌照、甲類牌照及

乙類牌照的發牌規定 (包括須向當局提交作評估之用的文件及資

料 )，應在相關申請表上清楚列明，以方便申請人完成申請程序。

政府當局表示會擬訂一套申請須知及文件清單，以協助申請人

提交所需資料及文件。  
 
漁護署署長取消牌照的權力  
 
21.  根據新訂第 5G(2)條，漁護署署長不得未經給予持牌人

陳詞的機會，而取消其牌照。主席及謝偉俊議員建議修訂新訂

第 5G(2)條，以規定持牌人應在 "合理的時間內 "作出申述。他們

認為，這項建議修訂有助防止較不合作的持牌人採用拖延手

段，令當局無法盡早取消有關牌照。  
 
22.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第 5G(2)條，漁護署署長須邀請持

牌人作出申述，並在考慮持牌人所作的申述後，才決定是否取

消其牌照。這是新訂第 5G(2)條所訂法定規定所彰顯的程序上的

公平。根據自然公正原則，受影響的持牌人有需要知悉針對他

的指控，而漁護署署長亦須就其擬取消持牌人牌照的決定，告

知該持牌人相關理由／理據。此外，漁護署署長在作出決定前，

應給予持牌人一段合理的時間就有關事宜作出申述。雖然新訂

第 5G(2)條並無訂明給予持牌人陳詞機會的期限，但按《釋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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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則條例》第 70條的規定 5，持牌人須把握其作出陳詞的機會，

不得作不合理的延擱。因此，如持牌人未能把握機會在合理的

時間內作出陳詞，漁護署署長可根據第5G(2)條取消其牌照。政

府當局闡述，有關條文只要求漁護署署長在取消持牌人的牌照

前，給予受影響的持牌人陳詞的機會。漁護署署長可要求受影

響的持牌人在擬取消牌照通知書所指明的時間 (必須為合理時

間 )內作出申述，只要該項要求就有關個案的特定情況而言沒有

不合理之處便可；漁護署署長若在該指明期限屆滿後仍未收到

持牌人的申述，即可根據已有的資料作出決定。政府當局認為，

第 5G(2)條現時的草擬方式已恰當反映其政策意向，並回應了委

員對有關事宜的關注。  
 
23.  有委員詢問當局，有否設立上訴機制，供上訴人就漁護

署署長不批給牌照、不將牌照續期或取消牌照的決定作出投

訴。政府當局表示，根據《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第11條，

任何人如對漁護署署長的決定感到不滿，可向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提出上訴。上訴的理由須以書面扼要地述明，而上訴人

如欲出席上訴的聆訊，則可出席聆訊，並可親自陳詞或由其代

表陳詞以支持該項上訴；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須於其後漁護

署署長不在場和無須進一步將事項轉介漁護署署長的情況下，

就該事項作出裁定。鑒於該上訴機制在多年前設立，小組委員

會的法律顧問詢問，該機制是否仍然切實可行，以及當局會否

進行檢討。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上訴機制已經設立多年，一

直行之有效。政府當局現階段並無計劃檢討該機制。儘管政府

當局表達了上述意見，部分委員 (包括主席及楊岳橋議員 )建議政

府當局考慮檢討該上訴機制，並以酒牌制度的上訴機制作為參

考。  
 
漁護署署長酌情豁免某些人無須持有動物售賣商牌照  
 
24.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採取甚麼準則，決定某一進行動物

領養活動的個人或保護動物福利組織是否合資格獲豁免持有動

物售賣商牌照。政府當局表示，漁護署署長在《修訂規例》下

獲賦予權力，如漁護署署長信納某人 (包括個人及保護動物福利

組織 )是為了保護動物福利，而進行屬非牟利性質的真正領養服

務，則可豁免該人申領動物售賣商牌照。在決定是否給予豁免

時，漁護署署長可考慮一切相關因素，包括 (a)該人是否註冊社

團、註冊公司或註冊受託人法團； (b)該組織是否屬公共性質的

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並根據《稅務條例》 (第 112章 )第 88條獲

豁免繳稅； (c)保障和推廣保護動物福利，以及安排領養，是否
                                                 
5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70條規定， "凡無訂明或限制在某特定時間內辦理

的事情，不得作不合理的延擱，並須每遇適當情況時辦理。 " 



 

 9

該組織的核心活動及服務之一；及 (d)該人有否已聘用註冊獸

醫，擔任動物健康及福利的顧問。  
 
25.  政府當局又告知小組委員會，為提高透明度，當局計劃

在漁護署網站公開所有持牌人和獲豁免持有動物售賣商牌照的

人／保護動物福利組織的資料，供公眾查閱。毛孟靜議員關注

到，當局將會公布哪類資料供公眾閱覽，以及在公布資料的程

度上，當局就法人團體及非牟利保護動物福利組織所公開的資

料，是否與就個人所公開的資料相同。她認為，政府當局應審

慎考慮把多少相關資料上載至漁護署網站，特別是關乎個人的

資料，因為此舉或涉及個人資料私隱問題。鑒於委員關注保障

個人資料的問題，政府當局會尋求法律意見，並諮詢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公署，以了解如何確保這方面的做法符合相關的法律

規定。  
 
單次許可證  
 
26.  有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基於甚麼理據，決定在任何 4年
期內只可向一名個人最多批給兩個單次許可證。部分委員對於

防範濫用的措施表示關注，並認為引入單次許可證無異於政府

批准私人寵物擁有人進行寵物買賣。政府當局表示，有關注認

為，全面禁止私人寵物擁有人售賣其狗隻可能抵觸《基本法》

中保障私有財產權的條文。任何加諸私有財產權的限制均須符

合 "相稱原則 "(假設該原則適用 )。《修訂規例》建議漁護署署長

在任何 4年期內，只可向同一名個人最多批給兩個單次許可證。

當局在制訂此建議時已考慮到，私人處所在一般情況下的租約

期 (即每份租約為期兩年 )。  
 
27.  小組委員會的法律顧問要求當局澄清《修訂規例》新訂

第 5H(2)條的適用範圍，以及無須根據《狂犬病規例》(第421A章 )
第 20條申請牌照的個人若申請許可證以出售狗隻 (例如是其寵物

狗的幼犬 )，但其申請在新訂第 5H(7)條下遭拒絕，則該人出售狗

隻會否干犯新訂第5H(2)條所訂的罪行。據政府當局所述，將新

訂第 5H(2)條連同第 5H(1)條一併理解，並非持牌人的人不得在沒

有單次許可證的情況下出售狗隻。事實上，第5H(2)條的涵蓋範

圍包括任何人 (所持牌照涵蓋相關狗隻的持牌人除外 )所飼養的

任何狗隻。根據第5H(7)條，只有在《狂犬病規例》下屬狗隻持

牌飼養人的個人才有資格申請單次許可證，以出售相關狗隻。

該人必須已在緊接申請日期之前的至少連續 4個月，以持牌飼養

人的身份飼養該狗隻。有關的許可證 (如獲批給 )僅關乎相關狗

隻，而該狗隻一經出售，即視作已使用該許可證。換言之，第

5H(7)條的涵蓋範圍只包括根據《狂犬病規例》第19A(1)條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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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牌照的人士所飼養的狗隻。如某位個人 (非持牌人 )飼養狗隻，

而該人並非該狗隻的持牌飼養人，並擬出售該狗隻，該人須根

據《狂犬病規例》申請成為該狗隻的持牌飼養人，並須連續 4個
月以持牌飼養人的身份持續飼養該狗隻，才有資格申請單次許

可證出售該狗隻。如該人在根據第5H(7)條獲批給單次許可證前

出售該狗隻，即屬干犯第 5H(2)條所訂的罪行，可被檢控。  
 
漁護署的人力資源及執法策略  
 
28.  部分委員 (包括馬逢國議員及謝偉俊議員 )關注漁護署

可能出現的人手壓力，以及漁護署進行規管工作的實際困難。

有委員質疑，漁護署以現時的人力資源，能否持續地有效執行

經加強的規管制度。政府當局表示，待新訂的規管制度全面實

施後，市場上估計會有大約500至 1 000個甲類牌照、25個乙類牌

照和 500個單次許可證。為應付預料會增加的工作量，漁護署會

開設 7個常額公務員職位，以及重新調配現時負責《規例》相關

職務的人員；據漁護署預計，待《修訂規例》生效後，將調派

大約 30名人員處理與動物售賣活動發牌相關的工作，以及加強

相關的管制措施。漁護署會制訂合適的執法策略，以盡量善用

資源。該署亦會在《修訂規例》制定成為法例後密切監察工作

量及人手情況，並會不時檢視資源方面的需要。  
 
29.  委員關注執行新訂第 4B條 (即禁止出售狗隻予未滿 16歲
人士的條文 )所涉及的實際困難，並詢問漁護署在這方面的執法

策略。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進行 "放蛇 "行動，以及要求

持牌動物售賣商／狗隻繁育者在其獲發牌照的處所的當眼處張

貼告示，以提醒顧客，牌照持有人只可出售狗隻予年滿 16歲的

人士。政府當局表示，在公眾諮詢期間，不同人士／團體均曾

建議禁止動物售賣商牌照、甲類牌照、乙類牌照或單次許可證

的持有人出售狗隻予任何未滿 16歲的人士，而這項建議亦得到

動物售賣商的支持。因應委員的建議，漁護署會在牌照的附加

條件中，要求所有持牌人在其領有牌照的處所張貼告示，以提

醒顧客，法例規定不得出售狗隻予任何未滿 16歲的人士。  
 
 
徵詢意見  
 
30.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6月 23日



附錄 I 
 

《 2016年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動物售賣商 )(修訂 )規例》及  
《 2016年公職指明 (修訂 )公告》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副主席  
 
 
委員  

張宇人議員 , GBS, JP 
 
 
何俊賢議員 , BBS 
 
 
何秀蘭議員 , JP 
陳克勤議員 , JP 
謝偉俊議員 , JP 
梁家傑議員 , SC 
毛孟靜議員  
吳亮星議員 , SBS, JP 
姚思榮議員 , BBS 
范國威議員  
馬逢國議員 , SBS, JP 
陳志全議員  
陳恒鑌議員 , JP 
黃碧雲議員  
葛珮帆議員 , JP 
蔣麗芸議員 , JP 
鍾樹根議員 , BBS, MH, JP 
謝偉銓議員 , BBS 
楊岳橋議員  
 
(總數： 19名委員 ) 
 
 

秘書  蘇淑筠小姐  
 
 

法律顧問  盧詠儀小姐  
 
 



 

附錄 II 
 

《 2016年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動物售賣商 )(修訂 )規例》及  
《 2016年公職指明 (修訂 )公告》小組委員會  

 
 
曾向小組委員會提出意見的團體／個別人士名單  
 
 

1.  論龜鷹工作室  

2.  亞洲動物基金  

3.  熱血時報  

4.  熱血公民  

5.  熱血貓民  

6.  保護遺棄動物協會有限公司  

7.  沙田區議會議員陳國強先生  

8.  青年新政  

9.  香港摺耳貓病友會  

10.  工黨  

11.  長洲愛護動物小組  

12.  Hong Kong Rescue Puppies 

13.  STOP! Save HK's Cats and Dogs 

14.  
香 港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法 律 專 業 學 系 副 教 授 Amanda Sarah 
Whitfort女士  

15.  沙田區議會議員容溟舟先生  

16.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17.  土地正義聯盟  

18.  Happy 99 

19.  公民黨動物權益關注組  

20.  動物公民  

21.  豚聚一家  

22.  尊重生命．善待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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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動物地球  

24.  動物生命糾察隊  

25.  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有限公司  

26.  香港野豬關注組  

27.  動物北斗  

28.  給狗狗一個家  

29.  守護者  

30.  18區動保專員  

31.  民主黨  

32.  ITV Media動物頻道  - 動人之間  

33.  ITV Media動物頻道  - 動物．緣  

34.  Animal Behaviour Veterinary Practice 

35.  動物力量  

36.  動物朋友  

37.  香港獸醫學會  

38.  本土．動物保障團  

39.  李易洋先生  

40.  袁至欣小姐  

41.  大嶼山動物保護協會  

42.  梁金成先生  

*43. 唐狗會  

*44. 中國 (香港 )獸醫學會  

*45. 香港城市大學動物醫學院動物福利中心總監王啟熙獸醫  

*46. 林嘉豪醫生  

*47. 李曉琳小姐  

 
* 只提交書面意見的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