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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日检疫隔离对宠物是否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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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上消费席卷香港，宠物选购成为又一热门活动。对比起本港高昂的物价，

不少名贵品种的宠物价格在深圳相对低廉。所以，在深圳各大商圈的宠物店里不乏港

人身影。不少港人甚至直接从内地电商平台通过与商家视频联机来购买宠物。 

然而，港人要想从内地合法地输入猫狗，必须满足渔农署严格的检疫要求，尤

其为期 120 日的宠物隔离，让不少原本计划从中国购入猫狗的爱宠人士望洋兴叹。本

文将简略地评议该政策利弊。 

120 日检疫期的政策依据 

为了防范狂犬病输入，渔农署根据《狂犬病规例》制定了严格检疫流程。根据

该流程，猫狗的进口来源地首先被划分为三组。从第一组别国家或地区进口猫狗的门

坎最低，而从第三组别国家或地区进口猫狗的门坎最高。内地属于第三组别，所以从

中国输入宠物猫狗，需要经过繁琐程序和复杂的认证。其中包括：1.植入包含宠物基

本信息的微型芯片；2.由内地执业兽医开具动物健康证明书；3.狂犬病防疫注射纪录；

4.一般性的动物疫苗注射纪录；5.至少为期 4 个月的隔离检疫。由于检疫设施有限而

每只进口宠物的检疫期又过于漫长，导致主人在宠物抵港前，至少需要提前 15 个月来

预约用于隔离的宠物房间。 

积极影响 

严格的检疫政策虽然压制了消费者对于进口宠物的需求，却会刺激香港本土宠

物市场的内需，间接地鼓励了爱宠人士通过领养本地流浪猫狗来取代宠物交易。消费

者并非一味地将爱心施予宠物店里名贵的猫狗品种，令更多流浪动物得到人道的对待。 

负面影响 

好的政策经常是妥协的结果，即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各方可能冲突的利益要求。

根据科学研究，狂犬病毒潜伏期最高可达一年。如果以最严谨的态度对待检疫，那么

每一只从外地输入的猫狗都应该隔离一年以上。显然，这不切实际。因为狂犬病毒虽

然致命，风险却不如想象那么高；尤其在免疫学高度发达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提高

狂犬疫苗的覆盖率，和普及防疫知识来将风险降至微乎其微的程度。 

同样从内地输入有完整疫苗接种纪录的宠物猫狗，台湾地区的隔离检疫期为 7

日，新加坡 30 日。日本要求宠物抵境前必须接受两次相隔 180 天的抗体测试，如果抗

体水平达标则免除隔离检疫。由此可见，亚洲其它发达地区对输入宠物的检疫要求都

远远低于香港。 



那么，既然 120 天的检疫期本身是妥协的结果，为什么不能在 120 天的基础上

考虑其他因素进一步妥协呢？ 

可以考虑的因素包括：一、不要让走私宠物大行其道。不少内地商家宣称：当

天从深圳购买宠物，第二天便可将宠物送达香港家中。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地把宠物

输入本港，这些商家显然用走私管道。当合法交易管道的成本过高而需求又旺盛的时

候，走私和黑市便会应运而生。没经过政府审核，从走私管道进入香港，既没有疫苗

接种纪录，也没有抗体水平测试，那么，严厉的宠物进口检疫规定可能会有反效果，

反而将公共卫生暴露在更高的狂犬病毒输入风险之下。 

二、减少宠物走私诱发的人道危机。多数走私宠物的商家都会向顾客坦言，他

们不能保证客人购买的宠物能够安全送到香港家中，一旦中途丢失，他们会赔偿另一

只相同品种的宠物给顾客。宠物之所以在运输过程中有一定机会丢失，是因为走私时

有可能被海警中断。走私者为了减轻罪名，会在海警登船之前尽可能销毁不法物品。

许多走私的宠物猫狗因为这个原因被抛掷到汪洋大海之中而死于非命。虽然走私行为

可耻，但被走私的宠物猫狗是无辜的，更不应该受到这等非人道对待。 

政策建议 

比对世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宠物进出口管制，香港 120 日的检疫隔离显然过于

严苛，渔农署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放宽隔离政策。政府不妨参考自新冠大流行以

来得到的有益启示：居家隔离对于喜欢呆在室内的宠物猫具有适用性；电子手环可以

应用到宠物检疫上，以确保居家隔离的宠物没离开规定范围。港府甚至可通过和深圳

政府合作，在宠物抵港前完成检疫隔离，以缓解本港隔离设施的严重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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