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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两大与养犬相关的新闻

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6 月 27 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治安管理

处罚法，其中对文明养犬进行了明

确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养犬管理更

加规范化。与此同时，多地宣布对

中华田园犬解禁，这一举措不仅是

对过去一刀切禁养政策的反思与

调整，更是对本土犬种文化的一种

认可与尊重。

在此背景下，本版聚焦文明养

犬这一主题，旨在通过深入剖析两

大新闻事件，探讨文明养犬的现实

困境与创新实践。我们期待，“软硬

兼施”能共塑文明养犬新生态，在全

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文明养犬能够

成为每一位养犬人的自觉行动。

近日，中华田园犬解禁引发网友的广泛

关注和讨论。此前，中华田园犬被禁养的主

要原因就是被划为了“烈性犬”。关于中华田

园犬的争议，也一直没有中断，禁养还是放

开，各地态度并不一致，且近年来多有变化。

2024年11月，我国本土犬种——中华田园

犬在深圳被解除禁养；2025年1月，广州发

布通告，危险犬名录中取消了中华田园犬；

2025年6月，长沙多方人士等经过热烈讨论

后一致认为，可以将中华田园犬移出《危险

犬只目录》。

为何遭禁？

中华田园犬为何会被列入《危险犬只

目录》而遭禁养？长沙市人大代表、长沙县

动物保护协会会长杨娟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首先，中华田园犬因体型、外观以及历

史用途等因素，被简单归类为“烈性犬”或

“大型犬”。其次，有些人存在认知偏差，把

散养、易攻击陌生人等问题归咎于中华田

园犬本身，而忽视了主人的管教责任。另

外，相关统计存在偏差，相关部门统计“土

狗”伤人比例高，是因它们基数庞大且散

养为主，这一结论并不能直接证明该品种

具有危险性。

解禁的背景与意义

“许多中华田园犬被主人遗弃，造成

流浪狗数量增加，生存条件恶劣，多次引

发交通事故和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杨娟

表示，把中华田园犬移出《危险犬只目录》

迫在眉睫。

“中华田园犬是中华民族的先祖历经

数千年驯化而严选的犬种，吸收了诸多犬

种的优点，属于多次杂交，不断优化的综

合型‘选手’，具有吃得少、疾病少、适应本

土环境能力强的特点，是老祖宗留给我们

的瑰宝。”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

授屠迪指出。

解禁后养犬人应注意的问题

在解禁中华田园犬的城市，养犬人须

及时为犬只办理合法养犬登记手续；在

保留限制的城市，遵守所在城市的管理

规定，及时获取最新政策细则，确保合规

饲养。

中华田园犬禁养争议实为城市文明

与乡土记忆的碰撞，解禁中华田园犬是城

市管理更加精细化、人性化的体现，也对

养犬人文明养犬提出了更高要求。

“昨晚夜班，好不容易睡着，就被狗叫声吵

醒了。”

“地下车库又有犬尿。”

“小区外面草坪好多狗屎，太阳一晒，拿快递

臭了一路。”

“昨晚有个人遛狗没拴绳，狗狗兴奋地跑向

我们，小孩被吓得直哭，再晚遛狗也要拴绳嘛。”

…………

7月5日一大早，成都市双流区某小区的业

主群里就展开了新一轮针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

“讨伐”。

近年来，因不文明养犬引发的矛盾冲突频

频，引发社会关注，与环境卫生相比，犬只伤人

事件更让人揪心和愤怒。

2023年 10月，四川崇州一小区，一对母女

遭到体形硕大的罗威纳犬攻击、撕咬，事件中，

两岁幼童受伤严重，引发全民关注。随后，伤人

黑色罗威纳犬被捕获，伤人犬只主人唐某被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崇州恶犬伤人事件并不是孤例。在悲剧面

前，养犬治理问题仍值得我们探讨与思考。

因为养犬产生的纠纷，有的小区居民通过报

警解决，少数人则采取极端方式投毒毒杀犬只。

2024年 5月，北京市丰台区一小区就发生

毒杀犬只事件。据小区居民李月虹（化名）介绍，

包括她自己的犬乐乐在内，小区共有20多只犬

相继被毒死，其中包括泰迪、边牧、中华田园犬

等，犬只体内检出了鼠药成分。

家住四川省成都市某小区的张女士告诉笔

者，她所在的小区2024年7月也有人毒杀犬只，

当时有5只宠物犬中毒死亡，其中包括她家的宠

物犬花花。

对于养犬产生的纠纷，北京市法学会物权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王兵分析说，既有客观原因，

又有主观原因。从客观原因分析，随着宠物进入

越来越多的居民家庭，违规养大型犬、遛犬不拴

链、犬只随地便溺等不文明养宠物行为也随之

增多。

“主观原因比较多，比如犬主人违法饲养烈

性犬，比如小区对于宠物管理的制度不完善或执

行不力等。”王兵说，此外，尽管民法典等法律法

规对饲养动物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且不少地方

也有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约束，但

实际操作中，监管和处罚力度不足，导致违法养

犬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

面对困境，许多城市开始探索文明养犬

的破局之路。

早在2018年，上海警方依托市政府“一

网通办”平台，实现了养犬登记证线上办

理、年检等功能，为市民群众养犬办证提供

了便捷服务。2022年新推出的“文明养犬一

件事”再造了业务流程，让养犬办证更加便

捷。此外，上海还建立了文明养犬信用积分

制度，上“黑名单”者或面临养犬限制。

在四川成都市，有一个“人宠友好型社

区”——蓓蕾社区。在社区一条满载老成都

气息的小巷子，路边设置的巨型扑克牌状

的标语牌格外显眼，扑克牌上绘有宠物漫

画，上书“遛狗拴绳，嘴套跟上”“非经主人

允许，不轻易触碰他人宠物”“宠物损坏公

物需照价赔偿”等内容，这是蓓蕾社区以民

主协商方式制定的13条社区宠物友好公

约。“站”在公约标语牌旁的，是放置宠物拾

便袋的小铁箱。除了氛围营造，这里还有很

多宠物友好型商家。

走进浙江缙云县流浪犬收容基地，每只

流浪犬都佩戴着专属“电子身份证”。为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缙云开启“智慧护犬”新模

式，创新推出以预防为主的治理组合拳：与

辖区宠物医院合作推行犬只登记制度，将管

理端口前移至免疫环节；开发智能化的犬只

管理平台，未来将陆续上线“流浪犬预警”

“智能领养匹配”等数字化功能；通过社区讲

座、短视频等形式持续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教

育；开通24小时线上投诉通道，今年以来已

快速处置不文明养犬行为超60起。

“通过数字化赋能和人性化服务，让每

只宠物犬都能得到妥善安置，让城市管理更

有温度。”缙云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人表

示，这一创新模式不仅解决了流浪犬治理难

题，更培养了市民文明养犬的自觉意识，实

现了管理效能与民生幸福的“双提升”。

4月25日，石家庄市“城市是我家 我要

爱我家”城市文明大行动之“文明养犬社区

行”首站活动在裕华区举行。作为全市年度

文明创建的重点项目，首站活动聚焦裕华

区养犬管理实践，设置养犬办证、宠物义

诊、犬行为训练等12个服务专区，并推出

“文明养犬工具包”“积分奖励”等创新举

措。据悉，该市“文明养犬社区行”公益活动

至今已连续举办9年，倡导居民文明养犬、

科学养犬、依法养犬，引导广大市民参与文

明养犬宣传引导志愿服务，劝阻不文明养

犬行为，以实际行动守护城市文明。

这些创新实践，为破解文明养犬难题提

供了多元视角。

文明养犬，作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不

仅关乎宠物犬的福祉，更关系到城市居民

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和谐。

近年来，违规饲养烈性犬、犬只伤人的

情况时有发生，社会反映强烈。除了探索实

践，很多地方都出台了涉养犬管理的地方

性法规、规章，对养犬管理制度、养犬人的

权利义务等作出规定，要求在饲养过程中

依法履行义务，维护必要的社会安全和环

境卫生，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从法律层面

为文明养犬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明确

了养犬人的责任与义务，也为相关部门的

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一修订，无疑是对

当前养犬乱象的一次有力回应，旨在通过

法律手段引导养犬人形成文明养犬的良好

习惯。

“此次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增加了

两种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全国人大

常委会刑法室负责人介绍，一是违规出售、

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二是未对动物

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这两

种行为将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处罚。

而中华田园犬的解禁，则是对本土犬种

文化的一种珍视与传承。作为中华民族的

传统犬种，中华田园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

文化内涵和民族情感。然而，在过去的一段

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中华田园犬被不少

地方列入禁养名单，这不仅限制了养犬人

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土犬种

的生存与发展。如今，多地解禁中华田园

犬，不仅是对这一犬种的认可，更是对文明

养犬理念的一种拓展与深化。

文明养犬的未来，需要法律约束、科技

赋能与社会共治的协同发力。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李凌一直在做基层

社区治理实践，指导社区协商文明养犬是

他近期的尝试，并且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在

他看来，解决社区管理养宠物的难题，大方

向是通过社区共治发布文明养犬公约，核

心是实现养犬人文明养犬，关键点则是改

变少数不文明养犬人的行为。

据李凌观察，养犬涉及多个相关利益主

体，关键在于发挥各个利益相关主体的作

用，改变或规范不文明养犬人的行为。社区

不能靠“堵”解决问题，在无法减少犬只等

宠物数量的情况下，只能靠“疏”和服务，比

如请动物医院的医生到社区做常见病防治

宣传等，形成社区养犬文明公约，通过社区

共治实现文明养犬。

每一位养犬人都是文明养犬的践行者，

每一位市民都是城市文明的守护者。从主

动清理犬只粪便，到自觉使用牵引绳；从管

理犬只吠叫，到定期接种疫苗，点滴行动汇

聚成文明的洪流。只有犬主尽责、政府有

为、社会参与，才能真正实现人犬和谐共处

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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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宠物（犬、猫）数量为12411万只，较2023年增长2.1%，其

中，宠物犬数量为5258万只，毛茸茸的“汪星人”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亲密成员”。然而，近年来，从宠物伤人到毒杀宠物，

从宠物领养陷阱到随意弃养宠物……因不文明养犬行为引发的矛盾纠纷持续高发，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如何在享受养犬乐

趣的同时，守护城市公共秩序与环境卫生？文明养犬不仅是个人素质的体现，更是城市治理精细化的重要课题。本文将深入

探讨文明养犬的现实困境与创新实践，探寻人犬和谐共处的文明之道。

新时代文明养犬的实践与探索——

管好“汪星人” 与城市文明共成长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年施行
遛狗非小事，千万莫任性

中华田园犬解禁背后的温情与理性
网友：童年的“大黄”可以回家了

破局与创新：各地实践的智慧之光

新规与未来：构建文明养犬新生态

乱象与痛点：文明养犬的现实之困

（综合《法治日报》、光明网、新华社等）

6 月 27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

法。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共6章 144条，

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

罚法增加了对“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

物”，以及“未对

动物采取安全措

施，致使动物伤

害他人”的治安

管理处罚。

修订背景

现行治安管

理处罚法施行已

近二十年，在这

期间，我国经济

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据报道，近年来，

国内家养宠物犬数量持续增加，2024年中国城

镇宠物（犬猫）数量已超过1.2亿只。违规饲养烈

性犬、犬只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危害他人人身

安全，提倡文明养犬、惩治恶犬伤人成为备受关

注的社会话题。

具体规定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第八十九条规

定了“对饲养动物违法行为的处罚”：

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

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

一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出售、饲养

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

的，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

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拘留。（新增）

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

人的，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

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新增）

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依照本法第五十一

条的规定处罚。

对养犬人的影响与要求

与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相比，新修订

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新增了对“出售、饲养烈性

犬等危险动物”和“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

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规定，就养犬人而言，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细化了养犬人的行

为规范，明确了违反养犬规范的法律责任，对

养犬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养犬人需增强文明

养犬意识，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尊重他人

权益，共同维护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