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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豬遍布全港 大埔西貢沙田重災

20252025年年66月月1616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5年6月16日（星期一）

2025年6月16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簡 旼 ●版面設計：黃力敬文 匯 要 聞A7

歡迎反饋。港聞部電郵：hknews@wenweipo.com

政府為進一步遏止非法餵飼活動，去年8月1日新修訂的
《2024年野生動物保護（修訂）條例》正式生效，修訂

包括將禁止餵飼的野生動物類別涵蓋至野鴿，以及提升違反
禁止餵飼規定的最高刑罰，由罰款1萬元提高至罰款10萬
元及監禁一年；同時引入5,000元定額罰款，以及擴大執
法人員的類別，漁護署會與各協助執法部門，包括食環
署、房屋署和康文署等緊密合作。

餵飼野猴特許證已停發多年
漁護署表示，已停止發出「餵飼野生猴子特別許可證」多年，

除了捕捉猴子進行絕育手術的承辦商外，基本上現時全港所有餵飼
野生動物均屬違法；市民如發現有非法餵飼情況時，可將餵飼地點、
時間、餵飼者外貌特徵等資料記錄，致電1823電話中心聯絡相關部門舉
報。
執法方面，漁護署動物護理主任（行動）葉婉明表示，自從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
護條例》生效後，漁護署聯同食物環境衞生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房屋署成立「跨
部門禁餵執法工作小組」，透過定期會議檢視和優化禁餵規定的執法策略和執行情
況，提升執法成效；相關部門一直保持緊密聯繫，針對涉多個部門管轄的餵飼黑點、
餵飼情況較為嚴重或複雜地點，在有需要時安排聯合執法行動。
此外，漁護署亦於多個非法餵飼黑點安裝紅外線攝影機，偵察非法餵飼情況，以助
搜集資料及策劃執法行動，並會因應情況而加派人手進行執法巡邏工作，包括於非辦
公時間，以打擊非法餵飼活動。

香港的猴子主要為獼猴，亦有獼猴與長
尾獼猴的雜交種，近年香港的猴子數量維

持約2,000隻至2,100隻之間，分成約30個
族群，食物來源為大自然提供的天然食物，主

要包括水果、植物的葉、果實、花朵、嫩芽、昆
蟲、蜘蛛和小型動物等；但因過往有人不分日夜地

餵飼，部分猴子已失去對人類的天然戒心，夜間亦頻
繁出現於餵飼地點，甚至主動向路人討食，或靠近市

民身邊及進入民居範圍內覓食，對公眾造成滋擾甚至傷
人。市民遇到猴子的正確處理方法：
1）保持鎮定，盡量不要騷擾或靠近猴子
2）不要與猴子有眼神接觸，以免被猴子以為想挑釁牠
3）身上食物和膠袋收好不要讓猴子看見
4）如果不小心接觸到猴子或猴子糞便，應盡快清洗雙手，保持個

人衞生
5）如果被猴子咬傷，要盡快清洗傷口及求醫
6）如果受到猴子滋擾，可致電1823電話中心通知漁護署跟進；如

情況緊急，應立刻致電999報警求助

猴子滋擾及傷人
報告宗數

年份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資料來源：漁護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立本

猴子滋擾報告
237宗
208宗
243宗
299宗
374宗

猴子傷人報告
5宗
4宗
7宗
8宗
8宗

漁護署籲市民行山遇幼崽保持距離 免媽媽護兒施襲
近年香港的猴子數量維

持約2,000隻至2,100隻之間

水平，同時因應以往有人不分

晝夜擅自餵飼，部分猴子已失去

對人類的戒心，夜間亦頻繁出現於

餵飼地點，甚至主動向路人討食，牠們

主要聚居在金山、獅子山、城門郊野公園

及鄰近地區， 通常在日間活動。野豬方面

則分散全港各區，根據野豬襲擊人類的個案

數據分析，野豬滋擾黑點，主要集中在大

埔、西貢及沙田區，以及港島區等。漁

護署提醒，行山人士遇見野生動物

時，謹記切勿與牠們有眼神接觸，

也不宜驅趕牠們，尤其當遇上幼

生動物，更要保持距離，以免

遭其母親襲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立本

野 豬 體
型 龐 大 ，

雜食性，會
使用鼻子翻土

尋找植物的根、
球莖或泥土中的小

動物作食物。野豬
具有強大的繁殖力和

適應力，在香港缺乏天
敵，再加上人為餵飼，不

僅導致野豬數量迅速增加，
還改變牠們的自然習性及對人類失去
警惕；習慣被餵飼的野豬，會闖入市
區或民居覓食，甚至主動向路人討食
或翻摷垃圾桶，不僅對市民造成滋擾
和環境衞生問題，有時更可能表現出
攻擊性，引發傷人事件。市民遇到野
豬的正確處理方法：
1）保持鎮定，不要靠近或觸摸野

豬，特別是野豬幼崽，以免被野
豬媽媽以為是攻擊牠的幼崽

2）不要嘗試圍困野豬，以免野豬感
到受威脅而作出自衛

3）如果被野豬擋住去路，不要嘗試驅
趕牠或拿東西掟向牠，以免對野豬
形成挑釁，應站在路邊等野豬行過

4）如果被野豬襲擊受傷，要盡快清
洗傷口及求醫

5）如果受到野豬滋擾，可致電1823電話
中心通知漁護署跟進；如情況緊急或有
生命威脅，應立刻致電999報警求助

野豬出沒及滋擾報告
年份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漁護署在2021年11月推行新措施，執行野豬捕
捉及人道處理計劃

資料來源：漁護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立本

野豬出沒及
滋擾報告
999宗
1,397宗
1,097宗
1,119宗
1,026宗

野豬傷人
報告
3宗
20宗
36宗
9宗
7宗

捕捉野豬
人道處理數目

不適用
28隻*
292隻
489隻
672隻

與猴偶遇怎麼辦？
6招應對小貼士

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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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野
豬
市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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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自
保

● 野 豬 媽
媽帶着 4 隻小

野豬，在沙田大圍
紅梅谷山腳叢林出
沒。

資料圖片

▼金山郊野公園內遇見野生猴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全港
野生猴子
和野豬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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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由於非法餵飼導致野生動物擅闖

民居及襲擊市民的事件頻生，特區政府

除了通過修例打擊非法餵飼，也積極利

用先進科技應對事件，包括以人工智能

閉路電視系統輔助識別及拘捕非法餵飼

的市民，令情況大幅改善。將創新科技
融入城市管理是時代大勢所趨，特區政
府未來應以多管齊下的策略，通過持續
深化科技應用，實現「科技為民」和
「科技衛民」，以及加強執法和公眾教
育，在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與人道控
制野生動物數量之間取得良好平衡。

在人為非法過度餵飼之下，本港猴子

和野豬數量出現不正常增長，漁護署過

去兩年錄得每年約300宗的猴子滋擾報

告和逾千宗的野豬出沒及滋擾報告，猴

子和野豬傷人報告亦每年分別有7宗至

9宗。特區政府近年通過修訂《野生動物

保護條例》和成立「跨部門禁餵執法工作

小組」聯合執法，重點打擊非法餵飼。

針對非法餵飼一瞬即逝的執法和取證

難點，漁護署去年初率先在金山郊野公

園琵琶山停車場引入配備人工智能的閉

路電視系統，能夠實時識別非法餵飼行

為並自動報警，協助執法人員迅速到場

處理，或根據拍攝到的資料跟進調查。

系統投入使用至今已成功檢控 6 宗個

案，起到顯著阻嚇作用。此外，署方亦

利用紅外線相機對野豬數量、出沒習性

及非法餵飼進行科學監察，使捕捉和執

法行動更加精準高效。

這些科技手段不僅解決了取證難題，
還優化了資源配置，體現了特區政府以
科技解決問題的積極務實態度。未來，
特區政府應進一步擴大科技應用範圍，
例如將人工智能監察系統推廣至更多野
生動物出沒聚集地方及非法餵飼黑點，
並探索無人機、大數據分析等新技術的
潛力，以實現更全面的監測和預警，提
升執法效率並防止市民遭受滋擾。同
時，需定期評估科技工具的實效，確保
其與實際需求相匹配，避免資源浪費。

漁護署強調，市民非法餵飼是導致生

態平衡失調及動物習性改變的最大原因

之一，特區政府自去年8月1日修訂《野

生動物保護條例》生效後，截至今年4月

已就非法餵飼野生動物共發出289張定額

罰款，包括60人涉非法餵飼猴子及29人

涉非法餵飼野豬。這顯示修例有效遏制

非法餵飼行為，當局執法亦取得不俗成

效。

然而，修例和加強執法僅是手段之

一，最終目標是要改變市民的行為。特
區政府需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通過社
區活動、學校課程和媒體宣傳，向公眾
傳遞「不餵飼、不接觸」的觀念，並普
及遇到野生動物時的正確應對方法。唯
有市民守法意識與執法力度同步提升，
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共同營造人與
野生動物和諧共處的環境。

善用科技強化打擊非法餵飼
在美國關稅戰為全球經貿帶來不確定性的情況

下，貿發局將今年香港出口增長預測下調至3%。

但應該注意的是，香港在開拓新市場、發展新產
品方面仍然有廣闊的空間和潛力。隨着持續開發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中東海灣國家的市場，
積極吸引創新科技和生物科技企業來港上市融
資，香港股市今年以來的升幅跑贏其他市場，說
明國際資金持續看好香港，經濟前景有望穩定向
好。

貿發局新任主席馬時亨直言，因應美國引發的關

稅戰，貿發局已下調今年香港出口增長預測，且預

料明年不明朗因素增多。但「有危亦有機」，香港
正以新思維「走出去」，積極開拓中東、東盟及非
洲等新興市場。這一戰略眼光極具前瞻性，中東、

東盟等市場近年貿易增長達30%至50%以上，潛力

巨大。非洲人口眾多，部分國家經濟發展勢頭良

好，可為中小企供應鏈提供新空間；東盟與中東市

場的蓬勃發展，也為香港的出口與貿易合作帶來新

契機。貿發局計劃明年在港舉辦中東海灣國家會

議，邀請中東及東南亞企業與香港商界交流，此舉

不僅能促進合作，還可帶動香港酒店業及傳播「美

食天堂」的美譽，為香港經濟注入新活力。

在金融市場方面，香港更是交出了一份令人矚目

的答卷。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今年以來，香港

在股市、資產管理、數字金融等領域均有長足進

展。恒生指數大幅上升，股市日均成交金額、新股

集資額及再融資規模均有顯著增長，國際投資者增

加在港股配置的趨勢明顯。這充分說明，在動盪不

安的國際局勢下，國際投資者依然看好香港穩定且

具備獨特優勢的營商環境。

香港的資產與財富管理業務增長勢頭強勁，截

至3月底，香港註冊基金數目增加，資金淨流入大

幅增長。陳茂波預計，香港在兩三年內有望超越

競爭對手，成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資產管理中心。

香港在金融領域的深厚積澱，完善的法律體系、
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以及與國際接軌的金融制
度，都為其成為全球跨境資產管理中心奠定了堅
實基礎。

數字金融領域更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新亮點。自

2022年底發布首份數字資產市場發展政策宣言以

來，香港數字金融市場發展顯著提速。現時已有

10家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獲發牌，另有8家申請正

在處理中。特區政府將發布第二份數字資產政策

宣言，闡述下一步的政策願景和方向，包括加強

傳統金融服務與數字資產技術的結合等。這表明

香港在數字金融領域正積極探索、大膽創新，有

望在這一新興領域佔據一席之地。

此外，財庫局副局長陳浩濂提到，國際稅務改

革框架（BEPS 2.0）成為推動企業落戶香港的誘

因。香港已落實的公司遷冊制度，能讓企業無須

在原地清盤即可轉至香港落戶，減省程序、降低

成本，深受業界歡迎。特區政府將聯同港交所加

強宣傳，重點招攬已在港上市的企業遷冊回港，

進一步增強香港的經濟活力。

隨着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香港

將繼續發揮其作為「超級聯繫人」的作用，助力

內地企業走向世界，同時吸引更多國際企業來港

投資興業。通過不斷開拓新市場、發展新產品，

香港不僅能夠應對當前的挑戰，還能在變革中尋

找到新的機遇，開創更加輝煌的明天。

開拓新市場新產品 港經濟前景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