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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只伤人事件时有发生
8年全国4694人死于狂犬病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老龄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养宠物，其中以养犬、猫者居多。宠物给饲养人和家庭带来快乐、慰藉的同时，

也引发了宠物扰民、犬只伤人、影响环境等问题。为了规范宠物管理，回应群众对涵养社会文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期待，多地出台养犬

管理法规或规章，城市养犬逐步走向制度化、法治化，但由于养犬群体庞大，执法力量有限，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

  依法文明养宠不仅是“小家”事，还是关乎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大家”事；不仅体现治理体系的“密度”，还反映着治理

能力的“精度”。从今天起，《法治经纬》版推出专题报道，挖掘目前包括养犬在内宠物饲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可以

发力的、具体的治理方向，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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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依法文明养犬

不掉“链子”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杨轶男

  短短的500米路程内，便遇5处狗粪，不幸踩中1处。北

京市西城区居民赵蓉终于“爆发”了，她站在小区路边大

吼———“谁家养的狗啊？没人管吗！”

  一分钟过去了，没人回应，她只得折返回家换鞋，自

认倒霉。

  这种“爆发”几乎每天都有发生，因为小区里养狗的

人实在太多了，而主动清理狗粪的养犬人又太少了。赵蓉

很是苦恼：谁来管，怎么管？

  “每天出门，必须紧盯地面，高度警惕，不知道在什么

地方又会踩到一处狗粪。”赵蓉说。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花园闸北里小区的居民陈子涵对

于赵蓉的苦恼感同身受。他所居住的小区是老旧小区，傍

晚下楼遛弯时，他总是能闻到一股臭味，夏天尤为明显。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该小区实地走访发现，有

的养犬人在遛狗时，遇到狗要大小便，养犬人并未制止，

事后也未清理径直离开，甚至还有的人故意把狗带到小

区解决排便问题。在小区草坪，有多处狗的排泄物。

  南都民调中心发布的《文明养犬意识与城市狗患治

理调查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关于“在外能

否做到即时清理犬只粪便”这一问题，72.28%的受访者表

示会马上清理；19.02%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带了纸就清理，

没带就不清理；8.7%的受访者表示不会清理。

  记者随机采访多位居民对于狗随地大小便的看法，

他们一致认为，这种行为虽然方便了养犬人，却把环境污

染留给了小区所有居民。

  对于这种不文明养犬的行为，爱狗人士龙帅也很烦

心。他认为，只要养犬人及时清理，狗随地大小便的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但现在很多人懒得收拾，不仅污染了环

境，还给公众造成一种狗不爱干净的刻板印象，导致更多

的人反对养狗。

  记者采访发现，除了不清理粪便外，不文明养犬的行

为还包括不拴绳不戴嘴套遛狗、犬吠扰民等。

  北京市丰台区居民杨志成注意到，他所在的小区里

有不少养犬人在空地遛狗时会拴绳，但回家乘坐电梯时

多半会解开绳子。因此，电梯这个狭小的空间便成为他每

次出门时胆战心惊的地方。

  有一次，杨志成在电梯内碰到一只随主人乘电梯回家

的金毛狗，没有拴绳也不戴嘴套，他急忙往电梯角落挪了

挪身子。突然，狗站起来往他身上扑，吓得他“胆都破了”。

  《报告》称，八成受访者表示生活中常遇到不文明养

犬行为，其中遛狗不牵绳、不清理犬只粪便占比最高；超

六成受访者认为目前城市狗患问题严重，养犬管理制度

落实不到位是造成该问题的主要原因。

  龙帅根据自己的养狗经验判断，犬类随地大小便或

者养犬人不拴绳的行为都比较好解决，最难控制的是犬

吠扰民问题。他曾经养了一只泰迪狗，起初一直叫，给合

租的室友造成不少困扰，但他想尽办法也没辙。

  实际上，近年来多个地方已留意到城市不文明养犬问题，并积极采取措

施进行治理。

  浙江杭州整治不文明养犬，要求不能在规定时间段内遛狗，纵容宠物狗

随地排泄不及时清理的，将面临罚款；江苏连云港警方发布城区养犬规范，

要求出门拴狗链，长度不超过2米；多地发布倡议书，呼吁文明规范养犬……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多地出台举措规范文明养犬问题，但如果有

居民遇到不文明养犬行为，主动维权者寥寥无几。

  《报告》也显示，虽然不少受访者认为社区内的犬只对个人生活有影响，

但问及是否会主动提醒养犬人注意或向有关部门投诉时，60.06%的受访者

表示只有在影响到个人生活或安全时才投诉；会主动提醒对方注意的受访

者仅占20.69%；还有19.25%的受访者嫌麻烦，不会投诉。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市民提出，取证难是他们选择忍气吞声的原因之

一。市民投诉后，物管无执法权，难以采取强制措施；如果报警，只要养犬人

在警方上门前把狗带走或藏起来，又能轻易蒙混过去。

  记者拨打了受访者所居住的小区物业公司电话，询问小区养犬管理相

关事宜。有的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今后会设置警示牌提示养犬人，

但更多还是要靠他们自觉；还有的小区物业直接回复“我们不管这事儿，要

找房管局”。

  “物业管理主要是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

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养狗毕竟是

业主个人的行为，物业并没有针对业主的执法权，无权采取强制措施，更多

只能采取警示、劝告、协助有关部门处置等措施。”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

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孟强说。

  还有一种现象是：犬只把粪便排泄在家里，养犬人肯定会第一时间打

扫，但在公共区域却容易视而不见。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一些人认为在公共区域不清理也没人管，自己图方便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

  “因此必须设置文明养犬的刚性规则并坚决执行，提高不文明行为的代价

和成本，给养犬人打好‘预防针’，从心理上震慑不文明养犬的人。”朱巍说。

（文中陈子涵 龙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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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意天

  由于自己养的宠物狗生病需要治疗，天津市民李

寒前后去了4次宠物医院，花了1万多元为狗做了4次

手术。后来他得知，被宠物医院坑了。

  李寒的遭遇不是个例。《2020年中国宠物行业白

皮书（消费报告）》显示，食品和医疗是宠物消费纠纷

的高发领域；实体店是消费纠纷的高发区；质量问题

是引发消费纠纷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拥有量的增加、宠物主对宠物关爱

程度及消费品质的提高，宠物周边服务行业日益发

展。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宠物服务机

构各种乱象频发，不少宠物店或宠物医院存在各式各

样的“坑”。

自行定价缺乏标准

宠物医院收黑心钱

  从2021年10月开始，李寒养的宠物狗出现不适，

需要导尿，他便带着狗去了位于天津市津南区的一家

宠物医院就诊。

  李寒回忆，医生检查完狗的情况后，说了很多专

业术语，而后告诉他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确定

狗的具体情况。

  经过一上午折腾，李寒带着满满一袋药品和长长

的账单，抱回了自己的狗。可就在他迈出宠物医院大

门时，医生又叫住了他：“你家狗的情况比较特殊，一

次肯定不能完全治愈，你下周再来一次。”

  就这样，李寒带着狗前后在该宠物医院经历了4次

手术，没想到回到家后不久，狗的病情再次发作。无奈之

下，李寒换了一家宠物医院治疗。这家宠物医院的医生

告诉他，本来一次手术就能解决的问题，被硬生生拆分

成4次，这种痛苦对于宠物狗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李寒说，他在前一家宠物医院前后共花费1万多

元，包括办一次充值卡、一次会员卡，手术一共花了

6000多元。第二家宠物医院的医生告诉他，他花了很

多冤枉钱。

  遭遇类似情况的还有重庆的刘琳。2021年8月，刘

琳带着家里的猫前往一家宠物洗护医院做宠物绝育，

被医院告知有10项指标不合格，不能进行手术。为了

让猫咪指标恢复正常，刘琳前后花了近2000元买药，

但仍被医生反复告知不达标。

  之后，刘琳换到另一家宠物医院给猫做了一次全

身检查，检查结果显示，猫没有任何问题，符合绝育手

术的所有条件。这家医院的医生告诉刘琳，上一家医

院的医生提到的多个指标对手术没有任何影响，只是

为了多开些药挣钱罢了。

  记者调查发现，宠物医院的乱收费问题一直是被

广大宠物主吐槽“掉进坑里”最多的话题之一。

  在广西某家宠物医院工作的黄成告诉记者，宠物店

和宠物医院中的各种食品、药品以及周边物品的价格千

差万别，缺乏统一定价，基本是靠宠物医院自行定价。

  “像‘妙三多疫苗’，每家店的价格都不一样，多数

在160元至180元这个价格区间，但我之前工作的宠物

医院就把这款疫苗的价格卖到200多元。”黄成说。

故意售卖病猫病狗

疲劳战术拖垮买家

  河北沧州的宠物爱好者张汉在一年前购买了一

只狸花猫，结账时被宠物店要求签署购买协议。爱猫

心切的张汉没顾上仔细阅读协议便草草签了名，等到

小猫抱回家几天后，问题就来了。

  “刚抱回家还没觉得有什么，结果过了3天还是不

愿意吃东西，病恹恹的。我就带着猫去宠物医院做了

检查，化验单上全是不合格的指标，医生说店家卖给

我的是病猫。”张汉说。

  那时他才拿出购买协议仔细看内容，发现其中明

文规定，宠物在一天之内出现问题可以无条件退换，

而如果超过一天则商家没有义务对买家的损失进行

赔偿。

  据记者了解，“星期狗”“后院猫”等称呼经常被宠

物主用来形容从宠物店中购买到的自带疾病的宠物。

购买心爱的宠物抱回家，以为它能陪伴自己十几年，

但往往事与愿违，这些病猫、病狗只能陪伴主人一个

星期。商家利用大多数宠物主对小动物健康状态缺乏

判断，从而“偷工减料”，不给宠物注射疫苗，故意售卖

病猫、病狗等。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有一家“穆某宠物”的宠物

用品店，从2021年4月开始，就有大批宠物主投诉该店

在售卖宠物的时候，要求买家签署购买协议，协议上

面虽然写着“有问题包换不包退”，看似很体贴买家，

实则暗含套路。

  据一位宠物主透露，这家店所销售的动物都没有

疫苗证书，几乎所有猫狗都是病恹恹的。该店常用的

套路就是给买家不停地换猫，但每一只都是病猫，企

图用疲劳战术将买家拖垮。

  对于宠物店的类似行为，相关部门已经有所关

注。2021年10月，广州荔湾区市场监管局对穆某宠物

店销售的宠物猫、狗存在欺诈消费者行为作出罚款

51.5万元并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捆绑销售虚假宣传

销售套路“编出花”

  “品种宠物价格高，本店办卡满两万元即送纯种

布偶猫一只。”这是广西一家宠物店在其开业时打出

的广告，吸引了大批爱猫人士前来消费。

  李晓就是参与领养的宠物主之一。据他介绍，纯

种布偶猫在猫类中属于贵价品种，所以看到活动消息

时，他觉得自己“赚了”，于是办卡领养了一只“纯种布

偶猫”，结果养了一段时间发现，猫咪不但没有任何疫

苗记录，而且压根不是布偶猫。

  “这只小猫长得越来越不周正，等到小猫4个月

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根本不是布偶猫，就

是一只普通白猫。我还要带它打疫苗、驱虫，前前后

后花的钱快赶上买一只真正的布偶猫了。”李晓抱

怨道。

  在宠物店工作的黄成向记者透露，其所在的宠物

店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销售套路。

  “入职的时候，宠物店老板就告诉我，进店的客人

只要是没有经验的，能卖多少东西就给他推荐多少，

不要管他用不用得上。”黄成说。

  黄成注意到，其所在店铺有大量无牌的宠物用

品，很多都是老板从不知名地方进的货。

  当他问起这些用品的用途时，老板是这样回答

他的：“客人来了需要什么，你就把这个东西往他们

的需求上使劲套，问起价格来先往高了报。如果客

人接受不了，你再以给他们优惠价的名义把价格往

下调。”

  黄成对此深感无奈：“很多宠物主是带着爱走

进我们店的，他们一定想不到等着他们的可能是一

个个‘坑’。”

  （文中李寒 刘琳 黄成 张汉 李晓均为化名）

食品和医疗成为宠物消费纠纷高发领域

为宠物买单小心遇“坑”

□ 本报记者 陈磊

  幼时被狗咬伤留下的心理阴影，40多岁的

李平至今挥之不去。

  李平住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道某小区，

一到晚上就不敢下楼，因为总能碰见有人在小

区里遛大型犬；白天如果碰见狗能绕道就绕道，

因为周围的狗“太多了，躲不胜躲”。

  李平的担忧并非多余。近年来，犬只伤人事

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也因此引发不少侵权

官司。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至2020年，全国

共有4694人死于狂犬病。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饲

养人有权享受犬只等宠物的陪伴、帮助、心理慰

藉等，但也必须依法饲养宠物，要在公共空间对

宠物进行有效控制，避免伤害他人。

  专家建议，采用科技手段加强养犬管理，比

如对犬只植入生物芯片，其中存储养犬人的相

关信息，督促主人依法养犬。在规

范养犬的同时，还要依法打击违

法养犬行为。

不戴嘴套不拴犬链

居民担忧犬只伤人

  李平对自己所居住的小区总

体感觉不错，但“小区里狗太多，

不少人遛狗不拴犬链，还有人养

大型犬”的现象让她很是苦恼。

  她所住的居民楼上就有一只

大型犬。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她下

楼扔垃圾后准备等电梯回屋时，

两位女士牵着只近半米高的大型

犬从外面进来，走到电梯门前停

下，狗没有戴嘴套，距离李平不到

半米远，她赶紧移开。

  狗见主人站住，顺势卧坐在

地上。年纪较大的那位女士一脚

踢在狗的屁股上，说“起来，起来，

地上太埋汰（不干净）”。但那只狗并没有起来，该

女士又踢了几脚。这时，年轻的女士弯腰拍了拍

狗的头，狗立刻站起来，往年轻女士身上扒。

  电梯门打开，年轻女士扭头看看李平，李平

表示等另外一部电梯。对方笑了笑说：“它不咬

人。”李平连连摆手，待她们进电梯之后才长吁

一口气。

  这只狗还好，李平回忆此前在小区门口遇

见的另一只大型犬更吓人。那天晚上，她从外面

回来，小区门口的人行道上黑黢黢的。突然，一

只半米多高的大型犬从旁边的绿化带蹿到她面

前，先是摇着尾巴围着她转了一圈，接着仰头跳

来跳去。

  李平颤声喊“谁家的狗啊”，不远处走来一

位中年男人，接了一句“怎么了”？她说这么大的

狗乱跑吓着她了，对方说这只狗不咬人。

  接下来的一幕让李平瞠目结舌。她对养犬

人说，遛这么大的狗应该拴犬链。结果养犬人反

呛她说：“拴不拴关你什么事？”觉得没有必要跟

这样的人纠缠，李平赶忙快走几步进了小区。

  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的田晓乐有着同样的苦

恼。田晓乐所在的小区有一大片树林和草地，但她

很少带两岁多的女儿在草地上玩，因为总有人在

草地上遛狗且不拴犬链，甚至包括遛大型犬。

  田晓乐记得，2021年国庆节期间的一天，阳

光和煦，她带着女儿在草地上晒太阳，突然从树

林里跑出来一只金毛犬，冲到她女儿面前转来

转去，女儿被吓哭了。一居民背着手慢悠悠地走

过来，笑着说：“没事儿，它跟你闹着玩儿呢。”田

晓乐赶紧把女儿抱走了。

  “哪有这么玩的呀？孩子要是被狗咬伤怎么

办？”想起那一幕，田晓乐仍然心有余悸。

  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居民，他们

都发现周围养狗的人越来越多，遛狗

不拴犬链、遛大型犬等养犬行为随处

可见。

  “很容易发生犬只伤人事件。”受

访居民一致表示。

犬只伤人事件多发

危害健康频惹纠纷

  居民们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

根据公开信息，仅2021年，各地就发生

多起犬只伤人事件。

  2021年8月，山东省莘县一名6岁儿

童在去厕所途中被两只狗扑倒并

撕咬拖拽受伤。同年9月，福

建省漳州市一名老人被

一家酒楼里所养的大

型犬只咬死；河南

省安阳市一位老人在小区遛弯时被两只大型犬

咬伤……

  因为饲养犬只咬伤人还引发了不少侵权

官司。

  2021年12月1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北京

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的一起案件，朝阳区十

八里店乡某村村民尹培顺因被同村村民尹某饲

养的藏獒咬伤。

  根据判决书确认的事实，2020年4月11日，

尹培顺步行到尹某使用的土地上查看地里萝卜

长势，尹某饲养的藏獒从后面冲过来将其扑倒，

尹培顺双手、双腿等部位被藏獒咬伤，后被邻居

发现并呼叫救护车送往医院。经医生诊断，尹培

顺“左手第四掌骨粉碎骨折、左尺骨茎突骨

折……双腕、双手、双小腿犬咬伤（Ⅲ级暴露）”。

2020年4月、5月，其接受医院两次手术后出院。

不久，尹培顺又先后两次住院接受治疗。

  此后，尹培顺与藏獒主人因治疗费用产生

分歧，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认为，尹某饲

养的藏獒属于烈性犬，未办理登记卡，也未妥善

看管，导致藏獒扑倒并咬伤尹培顺，对此给尹培

顺造成的损害，尹某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尹某赔偿尹培顺

各项费用共计5万多元。

  这样的案件不在少数。记者登录中国裁判

文书网以“饲养动物、犬”作为关键词搜索基层

法院受理案件情况发现，全国各省份均有因饲

养犬只伤人引发的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犬只伤人还容易引发狂犬

病。记者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全国法定传

染病报告发病死亡统计表计算，2013年至2020

年，全国共有4694人死于狂犬病。

  对此，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

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孟强分析称，随着社会的发

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动物的陪伴需求

增多，饲养的宠物包括犬只也越来越多。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动物饲养人不严格遵守管理规定，

不遵守为宠物狗拴犬链、戴嘴套的规定，容易发

生动物伤人事件。

  公开数据显示，2005年，北京养犬登记数量

为45.8万只，到了2013年上升至100多万只。上海

市有关方面2019年称，当时上海大约有100万

只狗。

  在孟强看来，近年来，我国犬只伤人事件时

有发生，主要原因在于不少养犬人随意放养、遛

狗不牵绳、不戴嘴套，或者饲养危险的大型犬、

烈性犬，养犬不登记注册、不给犬只体检打疫苗

等。这背后的根源是这些动物饲养人法律意识

淡薄，规则意识欠缺，不遵守规则，不尊重别人

的权利；相关部门执法不严格，执法力度不够；

维权成本高，取证困难，如果没有摄像头取证或

者其他人证物证，很难固定证据、证明侵权事

实，有时候连侵权人的身份信息都难以获取。

植入电子身份标识

利用科技加强管理

  为了规范养犬行为，各地纷纷制定养犬管

理法规或规章。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2003年9月通过《北京市

养犬管理规定》；《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自2009

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11

年2月通过《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

发现，虽然各地制定养犬地方法规或规章，但实

践中违法养犬行为普遍存在，以至于

“法难责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

一是，养犬管理执法部门不统一或

没有养犬管理的专责机关，导致有

些执法部门连专门执法人员和经费

保障配备都难以落实到位。此外，有

些执法部门执法意愿不强、动力不足。

  “基于当前养犬问题多发、成为基

层治理矛盾多发点的情况，建议出台

统一行政法规，统一执法部门和执法

管理机制。”支振锋说，可以顺应国家

层面的行政改革方向，坚持一类事项

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

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通过立法规定

专门的养犬执法部门，负责犬只的登

记、免疫以及执法检查。

  孟强认为，城市中人员密集，公共

空间有限，一定要依法饲养宠物狗。各

地应当及时修订养犬管理法规或规

章，作出更加细化的规定，尤其要强化

养犬行为主管部门的职责，建立有效

的监管执法机制，改变当前“重收费、

轻监管”的局面。

  支振锋还建议，充分发挥基层社区

的力量，授权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

司协助执法部门参与管理养犬事务。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社区治理

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幽泓看来，因狗产生的

社会问题，其实就是人的问题，养犬管理本质上

是对养犬人的管理，养犬人需要在法律允许的

范畴和社会行为规范下行事，依法文明养犬。只

有这样，才能做到人和动物共赢，实现文明生态

和谐社会的目标。

  “从长远来说，我国应当建立专门队伍和机

制，以专业力量、基于法定规则进行养犬管理。”

陈幽泓建议。

  记者注意到，一些地方的养犬管理法规或

规章，开始要求为犬只植入电子身份标识。

  如《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要求，养犬管理

部门在发放《养犬登记证》和犬牌时，为犬只植

入电子身份标识；《长沙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

公安机关对犬只实行智能犬牌、电子标识管理

制度；《深圳市养犬管理规定》规定，所有宠物犬

均需植入电子标签。

  支振锋认为，要采用科技手段加强养犬规

范管理，比如对犬只植入电子标识，实施可追溯

管理，一旦发生犬只伤人事件，通过扫描电子标

识可追踪相关信息，迅速找到养犬人，可以督促

养犬人依法养犬。

  “饲养人有权享受宠物带来的陪伴、帮

助、心理慰藉等利益，但享有权利的同时也意

味着承担义务，宠物饲养人必须要遵守规则，

尊重他人的权利，尤其是他人的人身安全等

权利，按照规定的方式饲养允许饲养的宠物，

在公共空间对宠物进行有效控制和防护。”孟

强说。

  （文中李平 田晓乐均为化名）  

漫画/李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