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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柳州市养犬现状以及养犬者和非养犬者对养犬管理的看法，为柳州市政府相关部门解决好宠

物扰民、疾病传染、污染环境、宠物伤人等问题。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7 月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不同年龄阶段

的 1 362 名柳州市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淤养犬现状：养犬人主要集中在 19耀40 周岁的人，养小型犬的人占

60.51%、养 1 只犬的人数占 75.70%，有 69.49%的人养犬是因为爱好、观赏、做伴侣以满足精神需求，有 94.30%的

人会给犬打狂犬疫苗，不能继续养犬时 74.43%的人会送给朋友。于养犬管理现状：有 6.31%的市民比较了解《柳

州市养犬管理暂行办法》，社区关于养犬宣传面只达到 37.59%，受到侵扰时有少部分人选择暂且忍着，有 76.80%
的人对管理现状不满意，认为管理不严占 44.65%和无人管理占 39.58%，这说明现阶段柳州市对养犬管理规定宣

传不到位、犬只管理不到位和谁是管理的主体责任人还不明确以及市民对规章制度不够重视。为此，针对柳州市

目前对养犬管理规定落后的现状，政府需要重新建立健全养犬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犬只市场交易管理、建立群

众举报制度等；社区应当加大力度宣传，让管理规定深入人心；养犬者自律与社会公众监督要相互结合。只有这样

才能让人与犬和谐共处，实现城市和谐发展。

关键词 养犬现状；养犬管理；调查分析；发展建议；柳州市

收稿日期：2020-02-25
基金项目：柳州市科学技术协会软项目“关于柳州市养犬管理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20180106）
* 通讯作者

覃艳然，女，1988 年生，硕士，兽医师。

随着柳州市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老龄化

和单亲家庭的不断增加，市民的休闲、消费和情感

寄托方式也呈现多样化。饲养犬的人越来越多，扰

民、伤人、环境卫生等问题使得宠物犬饲养者与非

饲养者之间的矛盾也逐渐被激化，随之而来的问题

也层出不穷，导致犬数量增多和城市管理条例落后

已经成为新的社会问题，而目前柳州市还没有行之

有效的养犬管理办法。所以 2018 年 6 月柳州市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了“关于柳州市养犬管理

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项目，于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7 月，对柳州市内 1 362 名市民进行调查，以期

了解柳州市养犬现状和养犬管理状况，从而为柳州

市政府相关部门解决好宠物扰民、疾病传染、污染

环境、宠物伤人等管理问题提供发展建议。

1 问卷设计与现场调查

1）社区调查：项目组科学设计调查方案寅柳州

市各城区社区居委会寅养犬者、非养犬者寅居委会

工作人员访谈记录寅数据汇总、科学分析。

2）宠物门诊、动物医院调查：项目组科学设计

调查方案寅柳州市主要宠物门诊、动物医院调查寅
记录调查内容寅数据汇总、科学分析。

3）问卷调查：项目组科学设计调查问卷寅制作

问卷寅社区居委会寅住户答题寅社区居委会寅数

据汇总、科学分析。

以上所调查数据汇总、科学分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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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柳州市 2018年 6 月至 2019 年 7 月养犬管理现状调查

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比/%

个人基本情况

12耀18 岁 120 8.81
19耀30 岁 587 43.10
31耀40 岁 365 26.80
41耀50 岁 135 9.91
51耀60 岁 83 6.09
60 岁以上 72 5.29

养犬情况
有 790 58.00
无 572 42.00

饲养种类

小型宠物犬 478 60.51
狼犬等大型犬/烈犬 143 18.10

一般家犬 147 18.61
其它 22 2.78

饲养数量

1 只 598 75.70
2 只 120 15.19
3 只 49 6.20

3 只以上 23 2.91

饲养目的

爱好 263 33.29
看家护院 207 26.21

赚钱 23 2.91
观赏 23 2.91

做伴侣 263 33.29
其他 11 1.39

疫病预防

是 745 94.30
否 45 5.70

其他疫苗（犬瘟、细小等五联或六联苗） 319 40.38

接受养犬培训

没有 339 42.91
偶尔 391 49.49
经常 60 7.60

训练犬只

会 451 57.09
太麻烦，不会 192 24.30
太专业，不懂 147 18.61

公共场所携带犬只

会 252 31.90
不会 290 36.71
偶尔 248 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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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比/%

卖给商贩或其他处理方式 56 7.09
找个无人的地方丢弃 15 1.90

寄养到宠物中心/宠物医院，等待有缘人 131 16.58

对柳州现行养犬规定了解情况

从未了解 520 38.18
了解一点 756 55.51
比较了解 86 6.31

社区关于文明养犬宣传
有 850 62.41

没有 512 37.59

受犬侵扰时的解决方式

直接找主人解决 884 64.90
找小区居委会调停解决 196 14.39

找公安部门解决 241 17.71
暂且忍着 41 3.01

同意的做法

养犬必须办养犬证 1 008 74.01
按政府规定时间，带犬出户 609 44.71

必须束犬链，并由成年人牵领 959 70.41
对违反养犬管理规定的，加大处罚力度 903 66.30

采取的措施

给犬上牌 937 68.80
定期免费帮犬打疫苗（狂犬疫苗） 1 144 83.99

设置一些犬方便区 741 54.41
犬主人养犬前需签约保证不遗弃犬 504 37.00

设置公共犬只留管所，为流浪犬提供去处 523 38.40

养犬与精神文明的关系

与社会文明没关系 327 24.01
人类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标志 907 66.59

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 689 50.59
城市文明发展的结果 365 26.80

犬主人应遵守的社会公德

考虑邻居感受 854 62.70
承担犬影响环境的责任 907 66.59
承担犬造成后果的责任 971 71.29

送给想养犬的朋友 588 74.43

不养时的处置方式

觉得麻烦，不会 56 7.09
犬只出门的防范

每次都会 538 68.10
想到了就会 196 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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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比/%

饲养犬只大小与种类

只允许饲养小型犬 357 26.21

禁止饲养大型犬（30 kg 以上）、烈犬 181 13.29

可以饲养不同类型犬，但不可以饲养烈性犬 403 29.59

不限制，但应从严规范养犬行为，要求饲养人加强管理 421 30.91

生活区中大型犬数量

较多 357 26.21

较少 839 61.60

没有 166 12.19

生活区不束犬链现象

较多 568 41.71

较少 685 50.29

没有 109 8.00

遭受过犬的惊吓或伤害
有 741 54.41

没有 621 45.59

犬只给他人带来伤害，犬主应承担

的责任

无条件承担所有医疗费及其他费用 440 32.30
只承担医疗费 56 4.11

依照相关的法律承担相应的责任 817 59.99
承担部分责任 49 3.60

影响城市环境
会 527 38.69

不会 835 61.31

对犬造成环境卫生问题的态度

只要犬主人自觉清理，没有多大问题 1 005 73.79
对环境影响大 339 24.89

是环卫工人的责任 18 1.32

生活区无主犬

较多 327 24.01
较少 835 61.31
没有 200 14.68

养犬管理满意度

满意 316 23.20
467 34.29
414 30.40
165 12.11

不满意

管理不严

无人管理

经常出现狗伤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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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养犬现状统计

通过问卷调查和现场访谈得知：从年龄看，养

犬人主要集中在 19耀40 周岁的人，养小型犬的人占

60.51%，养 1 只犬的人数占 75.70%，有 69.49%的人

养犬是因为爱好、观赏、做伴以满足精神需求；有

94.30%的人会给犬打狂犬疫苗，少数人会让爱犬接

受培训，多数人会对犬只进行训练和携带犬只出门

并做好必要的防范措施，不能继续养犬时 74.43%的

人会送给朋友。具体详细情况见表 1。
3 养犬管理现状

3.1 法律规制意识方面

对于《柳州市养犬管理暂行办法》的了解情况，

只有 6.31%的人比较了解，55.51%的人只了解一点

点，社区关于养犬宣传面只达到 37.59%，受到侵扰

时有少部分人选择暂且忍着。具体详细情况见表 1。
3.2 养犬责任意识方面

调查研究发现，有 1 008 人同意养犬必须办养

犬证；609 人同意按政府规定时间带犬出户；959 人

同意必须束犬链，并由成年人牵领；903 人同意对违

反养犬管理规定的人加大处罚力度。城市养犬中该

采取的措施，937 人认为应给犬只上牌；1 144 人认

为定期免费帮犬只注射狂犬疫苗；741 人认为应为

犬只设置方便区；504 人认为犬主人需签约保证不

遗弃犬只；523 人认为应设置公共犬只流管所，为流

浪狗提供去处。在养犬与精神文明关系的方面，327
人认为与社会文明无关；907 人认为养犬是人类与

动物和谐相处的标志；689 人认为是人们精神生活

的需要；365 人认为养犬是城市文明发展的结果。在

犬主人应当遵守的社会公德方面，854 人认为应当

考虑邻居感受；907 人认为犬主人须承担犬影响环

境的责任；971 人认为应承担犬造成后果的责任。具

体详细情况见表 1。
3.3 社会公众安全意识方面

调查研究发现，只有 13.29%的人认为只要禁止

大型犬和烈犬就可以，26.21%的人认为生活区大型

犬的数量较多，而有 41.71%的人认为生活区不束犬

链现象较多，也有 54.41%的人在生活中遭受到犬的

惊吓或者伤害，对遭受犬只伤害带来的医疗费用导

致的各种经济纠纷问题，有 59.99%的人觉得犬主应

当依照相关法律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详细情况见

表 1。
3.4 公共卫生与健康意识方面

对城市环境影响方面，61.31%的人认为养犬不

会影响城市环境，73.79%的人觉得犬只产生的环境

问题只要主人自觉清理就不会对环境产生太大问

题，生活区 24.01%的人认为流浪犬较多。具体详细

情况见表 1。
3.5 对养犬管理满意度方面

对目前养犬管理的现状满意与否，满意的 316
人，占 23.20%；不满意的 1 046 人，占 76.80%。其中

认为管理不严的 467 人，占 34.29%；认为无人管理

的 414 人，占 30.40%；觉得经常出现犬伤人事件的

165 人，占 12.11%。具体详细情况见表 1。
4 柳州养犬现状和养犬管理现状分析

4.1 养犬现状分析

调查研究发现：1）柳州市养小型宠物犬的人最

多，有 478 人，占养犬人数的 60.51%。养犬的目的多

数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占养犬人数的

69.49%。2）57.09%的犬主会对爱犬进行训练，携带

犬只出门有 68.10%的人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94.30%的养犬者注重狂犬疫苗的接种，其中还有

40.38%的人会给爱犬注射其他疫苗来免疫其他疾

病。3）在不能继续养犬时，91.01%的犬主会将犬只

送给想养的人。由此得出犬只对于饲养者来说已不

再是过去看家护院的帮手，而是家庭成员中重要的

一员。随着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宠物

犬越来越多，它陪伴着空巢老人一起吃饭、睡觉、散

步、娱乐，使得空巢老人不再孤独，让老人重拾照顾

儿女的感觉；它陪伴着独生子女一起成长，充当着

家庭中重要的一员，也充当家庭生活的调味剂；它

也是丁克家庭的孩子，并且丁克家庭把所有的爱都

给了他们的爱犬，是丁克家庭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此外它也是都市白领的减压伴侣，使得都市白领的

工作生活压力在与犬的相处中渐渐得到化解，它成

为了家庭生活中不可替代的角色[1]。
4.2 养犬管理现状分析

1）对柳州市现行的《柳州市养犬管理暂行办

法》的了解情况，只有 6.31%的人比较了解，55.51%
的人只了解一点点，社区养犬宣传面只达到

37.59%，人们对规章制度的了解程度不高。这说明

现阶段柳州市对养犬规章制度的宣传推广程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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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对犬只管理不到位，谁是管理的主体责任人还

不明确。

2）在养犬责任意识方面：多数柳州市民文明养

犬责任意识相对较好，关于是否办犬证、束犬链和

带犬出户的问题，50%以上的人认为养犬必须办犬

证、束犬链，按规定时间带犬出户，对违反养犬规定

者加大处罚力度。但还是有少部分人认为犬只要不

咬人，有主人陪同，就不用拴和可以随意进入任何公

共场所，这是一种缺乏责任意识、法律意识的表现。

3）在社会公众安全意识方面：只有 13.29%的人

认为只要禁止大型犬和烈犬就可以，26.21%的人认

为生活区大型犬的数量较多，而有 41.71%的人认为

生活区不束犬链现象较多，也有 54.41%的人在生活

中遭受到犬的惊吓或者伤害，对遭受犬只伤害带来

的医疗费用导致的各种经济纠纷问题，有 59.99%的

人觉得犬主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承担相应的责任。可

见现在是法治社会，法制观念深入人心，事事依法

解决。因此只要完善并且落实养犬管理的规章制

度，人们也会依照规章制度来约束自己，约束他人。

4）公共卫生与健康意识方面：61.31%的人认为

养犬不会影响城市环境，73.79%的人觉得只要主人

自觉清理犬只粪便就不会对环境带来太大问题，但

也有少数人带着犬只到公共场所任其随地大小便，

且不进行善后处理，有 24.01%的人认为生活区有较

多的流浪犬，这极大影响了市民休闲娱乐的积极

性，并给市民带来较多的健康问题。

5）对养犬管理的满意度：有 76.80%的人觉得不

满意，认为管理不严的占 44.65%和无人管理的占

39.58%，有 15.77%的人认为经常出现犬伤人事件，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柳州市现有的犬只管理

规定过于落后，对犬只管理的约束极为有限。目前

虽然对于犬伤人后的责任划分有规定，但部分管理

细则原则性极强，而违法行为界定又较为模糊，甚

至出现犬只伤人后难以确定违法责任人，导致有部

分受伤害者只能自行承担医药费[2]。

5 养犬管理的建议

5.1 建立健全宠物犬相关的法律法规

柳州市关于养犬管理的法律体系在结构和内

容上基本上是空白的、落后的、不完善的，不利于政

府部门对犬的管理。这使得管理者对于犬的监管问

题没有针对性，让管理部门执起法来无依无据；社

区工作也停留在“请大家文明养犬”这样的空谈中，

使得社区宣传力度不大、影响力不够[3]。在管理层

面，政府部门应加强管理，建立健全饲养犬条例、犬

扰民和伤人规定、犬只交易规定、犬病预防和诊治

及宠物犬弃养、领养服务等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建

立专门的社区养犬管理监督机构，使各项法律法规

落实到位，并对提供服务的单位进行监督，对各类

服务进行实效调查[4]。在社区层面，应该建立健全社

区管理条例，让社区管理者做到有法可依，才能更

加有利于规范养犬行为，才能使社区生活更和谐。

在个人层面，养犬者应该自觉遵守政府规定，按时

按量给宠物犬进行疾病预防，出入公共场所时犬必

须挂犬牌且必须由成人牵领，以确保人民群众身心

健康。

5.2 加强犬只市场交易管理，建立群众举报制度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宠物犬已经成为家

庭重要的一员。为了防止宠物犬或者流浪犬被商贩

进行不正当交易，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犬只市场交

易管理，建立群众举报制度，发挥群众力量，给人们

投诉渠道。首先应制定《犬只交易市场管理条例》

《犬只服务行业管理条例》，然后建立正规的、固定

的犬只交易市场，并建立监督机制和群众举报制

度，加强犬只交易市场的消毒灭源工作，以确保犬

只交易市场处于正规合法的秩序[5]。
5.3 建立健全社区宠物犬登记制度，增设管理办公室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有走失、流浪的宠物犬和

犬只伤人等事件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激烈

的争论甚至是打架斗殴，因此，要建立完善的宠物

犬登记制度，这是政府和机构对宠物犬进行有效管

理的前提。有了完善的犬只登记制度，就能解决因

照看不当导致的犬伤人后在第一时间做出赔偿和

处罚协议，而走失和流浪的犬也能更快地得到救

助。此外政府部门应当在社区增设养犬管理办公

室，主要负责犬只的登记注册和社区有关宠物犬登

记的相关事宜，为进一步规范管理奠定基础。

5.4 规范社区犬只弃养、领养细则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城市养犬随意弃养问题

也逐渐增多，也是造成城市流浪犬数量增多的原

因，此外也是犬类伤人、传染性疾病扩散的原因。为

了更好地解决此问题，应该规范社区犬只弃养、领

养细则，完善犬只随意弃养的法律法规，大力宣传

“终身饲养，和谐与共”的理念。同时社区也应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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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服务上为一些由于自身健康、物质条件确实

无法再继续饲养宠物犬的人提供规范的弃养服务，

以减少柳州市流浪犬的数量。例如建立暂时收容所

方便需要领养的群众及时地了解到领养信息。

5.5 引进新技术，建立政企合作平台

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各个企业开发了许

多便民服务平台，使得人们通常通过网络寻求自己

需要的服务，因此政府在社区管理中要从管理的角

度转变为为人民群众服务，增加人名群众的参与

度，并鼓励和支持社区适当引进适合人们需求的便

民服务，并推动社区与相关医疗、教育、科研机构的

合作。通过引入新技术和建立政企合作平台，推动

文明养犬、健康养犬，将更多福利型服务带到居民

的身边去。例如引进电子芯片技术，将犬的身份信

息、主人的相关信息输入到电子芯片中再将其植入

到犬的体内，既有利于养犬者也利于政府部门对犬

的管理，就不会发生犬丢失找不到或是犬主人弃养

后管理部门不能对犬主人进行执法管理等问题。

5.6 建立有效运行的互助服务,增加社会力量的参

与度

随着犬的饲养量逐渐增多，加强犬的管理关乎

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社区应加大宣传教育，要

培育公民美德，让人们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营造志

愿服务氛围。同时社区也要建立有偿互助服务平

台，鼓励志愿者、社会义工、社会团体、社区居民加

入到社区互助服务平台中，建立健全志愿者服务的

培训、奖励、民主管理等方面的具体细节和良好的

法律保障，促进志愿者学习和从各个层面保障社区

志愿服务的有效持续进行，积极调动社区居民、社

会团体、志愿者加入社区服务的热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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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龄雏鸡饲养管理要点

饲养 7 日龄雏鸡要保持良好的饲养环境条件，7 日龄对雏鸡的很多指标都有重大影响，在饲养中

这个阶段特别重要，因此要注意以下几点：

1）饮水：雏鸡进舍后 2 h 进行初饮，进雏 2 d 内给予凉开水，第 3 天开始饮用凉水，在初饮时加

入少量葡萄糖，以缓解鸡体脱水，雏鸡进入育雏舍，要检查水盘是否有水、漏水，轻敲饮水器吸引雏

鸡，如需要强制饮水时要用手抓握雏鸡头部将嘴插入水盘内使之喝到水；5 日龄时开始逐步更换大一

点的水盘，水盘高度要与鸡背相平，保持 2/3 水位深度，保证 80 只鸡使用 1 个水盘，并且水要保证清

洁充足。

2）温度：0~3 日龄时温度在 32~34 益，以后每天降 0.5 益，到第 7 天减至 32 益，以温度计为参

照，看鸡舍温，要保证鸡只均匀分布在笼子内，不张嘴呼吸即可；温度偏高应放风或打开抽气扇通风；

温度偏低，则应及时升温；育雏温度以鸡群感到舒适为佳。

3）湿度：湿度要控制在 60%~75%左右，在第 3 天就可以进行适当的通风了，在通风换气的同时

注意保温。

4）密度：雏鸡密度在 35~40 只/m2。
5）光照：前 2 d 24 h 光照，从第 3 天就开始逐渐减少了，每天半小时往下减。

6）开食：雏鸡饮水 2~3 h 后开始喂食，按标准喂以颗粒饲料，少喂勤添，自由采食。由于雏鸡的免

疫系统还没有充分发育，要加强营养，在饲料原料中可添加一些免疫制剂、维生素生物保健品等。

来源：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农牧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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