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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澎湃新闻报道，在华东师范

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划出一处小角

落，专门用于圈养流浪狗，学校社

团“阳光小动物保护协会”组织同

学每日夜间遛狗。由于活动过于火

爆，遛狗名额一放出来就被一抢而

空，“狗不够用了”。对此，有网

友表示：“方法很好，既解决了流浪狗无人管理有可能被伤害、也可能伤害路人

的问题，又让喜欢狗的同学有机会和狗狗接触放松解压。”

媒体报道中，“圈养”是作为一种“新的平衡”，或是一种可能解决“流浪

猫狗管理与安全”难题的“创新”看待的。事实上，流浪猫狗的外部影响，不仅

是对投喂、收养者的，但相关报道基本站在“小动物保护社团”的立场，而缺少

校园管理方、其他同学的声音。

校园流浪猫狗可能导致的问题，一面是对流浪动物本身而言，涉及其基本生

存安全、动物福利。在校园收养、投喂行为中，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动物的生存

与福利是普遍增加的，可以忽略。

另一面，则是外部性影响，主要涉及校园流浪动物对环境的影响，包括粪便

污染和噪音，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对流浪猫狗特别恐惧的校园中人的心理影响，

以及最常见最突出的伤人事件。

关于流浪动物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主要规定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

九条，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原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以往司法判例，社区居民投喂流浪猫狗，流浪猫狗伤人的，投喂者往往

需要承担一定责任。而司法实践中，如果无法找到原饲养人，由目前的管理人承

担责任。

比如，小区内流浪狗伤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物业公司，就会作为小区

管理单位承担过错责任。很多网友吐槽，有些小区保安驱离流浪猫狗时如何残忍，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上述原因。

既然不可能在既有权责体系下，强行要求小区保安放任不管，或担负他们既

没有能力也未必有责任做的收养、投喂、管理等工作，单纯吐槽小区保安的“残

忍”也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明确相关方的权责，有足够得力、负责的民间组织

进行补位。

简单说，生存与安全有人管，肇事找得到人负责。对一般宠物收养者，这都

不是问题，但投喂流浪猫狗的症结却恰恰在此。

校园与一般社区有不少区别。校园里的学生因为年龄、身份等原因，作为责

任主体的能力更弱，尤其是作为群体身份或社团形式出现时，更是如此。

这种类似“集体收养”状态的形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之前人与流浪猫狗的

权责困局。与校外社区相比，无非学校管理方及大部分学生的包容度可能更高，

但潜在的风险并未得到完全管控。

很大程度上，目前这种做法，能够保持一种“平衡”，是因为收养的校园宠

物数量还很少。但如果作为一种“成功经验”推广，则在可以设想的安全风险中，

对责任主体的认定，仍然缺少清晰的答案。

无论怎样，在很多成年人居多的社区流浪动物乱象仍频的时候，年轻大学生

试图探索更为平衡的新管理方式，本身值得肯定，至少增加了流浪动物管理的丰

富性。

当然，这种探索一定不是轻松简单的“共享遛狗”而已。年轻大学生们的爱

心可贵，将匹配爱心的责任机制落到实处，则更为难能。

说到底，能不能管好“流浪猫狗”，本质上是人能不能管理好自己。或者说，

这考验的是年轻大学生如何处理好自己与学校及其他同学的关系，善用自己权利

的能力。（宋金波 专栏作家）

单词：
juàn
圈

yǎnɡ
养

huǒ
火

bào
爆

jiē
接

chù
触

jiě
解

yā
压

tóu
投

wèi
喂

hū
忽
luè
略

zào
噪

yīn
音

qián
潜

zài
在

yí
遗
qì
弃

táo
逃

yì
逸

qīn
侵

quán
权

ɡuò
过

cuò
错

qū
驱
lí
离

cán
残

rěn
忍

zhào
肇

shì
事

luàn
乱

xiànɡ
象



讨论：1.你认为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如何关爱流浪动物呢？

2.你有养过小动物的经历吗？它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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