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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制定动物保护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主要起草人   常纪文  
 

  编者按 在近日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面世，引发多方争议。

有人认为，对虐待动物者就应追究刑责;也有人认为，动物保护是发达国家才有条件予以考虑的事
情。本报约请专家建议稿的起草人撰文，敬请留意。 
  目前，我国只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生猪屠宰条例》、《实验动

物管理条例》等专门的动物保护、管理法律法规。我国的动物保护、管理立法体系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缺乏一部综合性的动物保护基本法，动物保护法制系统性不强，制度建设不周全，难以对所

有的动物予以应有的保护;二是立法目的没有体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巩固和发展的怜悯生命的道
德传统，没有体现中国加入或者签署的国际条约、宣言有关保护生物内在价值的要求，难以处罚

一些遗弃或者虐待动物、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三是没有充分响应国际上
动物福利贸易标准建设的要求，难以逾越西方发达国家设置的动物福利贸易壁垒。  
  从以下六个方面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是非常必要的:  
  从经济增长来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动物生产国家，但从最近几年的进出口来看，我国却属

于动物净进口国家，这与我国动物生产大国的地位是相当不相称的。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国的
动物产品质量不过关，二是我国的动物保护不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保护贸易标准。中国

有 10 多亿农村人口，在金融危机期间，日子总体比较难过。农民就业、农业增收和农村发展，
成为中央非常关注的问题。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完全靠城市化和工业化来解决，是不可能的。

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的解决还是得依靠农村、农民和农业，因此，我们可以从通过法制加强动

物保护的角度入手，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扩大动物及其产品的出口，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社会秩序来看，最近几年，中国出现的遗弃或者严重虐待动物行为越来越多，如高跟鞋踩

猫事件、打狗事件、火烧猫事件等，引发了社会严重的不满情绪，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力对抗和游

行现象，严重危及社会的稳定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中国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外重要媒体也予以了

极大的关注。一些国外的媒体更是把这种虐待行为和政府的执政行为及中国人民的整体道德联系

起来，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通过法制适度地保护动物，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改善中国

的国际形象。此外，通过法制适当地保护动物，可以更好地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防止民族矛盾

因为动物问题而发生和蔓延。  
  从政府的公共安全管理来看，每一只流浪犬、猫的平均救助成本在 300至 500元。以北京为
例，根据保守的估计，流浪犬、猫的数量在 10 万只以上。由于难以找到动物的主人，因此这个
数目庞大的救助成本，目前由政府承担。通过法制适当地加强动物管理，通过建立动物主人的责

任机制，可以大大地减少政府的投入。  
  从公共环境保护的管理来看，通过法制加强动物的保护，有利于防止养殖污染，有利于保护

生态安全。  
  从公共卫生的保护来看，通过法制加强动物的保护，把动物保护工作纳入动物防疫和人群防

疫的工作体系之中，有利于减少 H1N1、禽流感等人畜、人禽共患疾病的发生，阻止这些疾病的
蔓延。通过法制保护动物，虽然需要国家、社会、单位和个人投入一些资金，采取一些措施，但

是和人畜、人禽共患疾病的末端控制所需的资金和人力、物力相比，仍然显得相当经济，可以节

约国家大量的财政资金。此外，通过法制加强经济动物的保护，有利于保障食品安全。  
  从精神文明的建设来看，遗弃、虐待动物，残害生命的行为或现象对社会公众特别是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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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理健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通过法制适度地保护动物，有助于维护

社会公众的人道情感，弘扬民族“怜悯生命”等传统美德，促进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推进社会和

谐发展，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优越性。  
  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适度地保护动物，虽然可能增加一些经济和社会管理成本，但总

的来看，综合效应是利大于弊的。基于此，我国大多数人赞成对动物保护进行综合性和全面性立

法。根据新浪网和搜狐网 2009 年 6 月的民意调查结果，超过 80%的投票网民赞成立法，有超过
75%的网民提议对虐待动物致死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80%的立法赞成率，是很罕见的，体现了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心声!在法治和重视民意的时代，建议国家加强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用法制
建设来推动中国道德建设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