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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食用猫狗态度调查报告
公众最担忧因食用猫狗而带来的卫生健康风险，近半受访者认为杀死猫狗用来吃应被视为非法。

调查报告简介：
2012年初，亚洲动物基金委托广州零点市场调查公司在国内各主要城市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公众食用猫狗态度调
查》项目。该份报告是亚洲动物基金关于中国食用猫狗产业链的四份系列调查报告之四。

我们历时四年开展的系列调查研究全面揭示了这条充斥着违法犯罪和残忍虐待的产业链其背后的种种问题和真相。因
为食用猫狗问题目前在中国并非最紧要的社会矛盾，所以以往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研究和调查。为了更好了解该产业
链的情况，亚洲动物基金从2011年开始展开了一系列的针对中国食用猫狗产业链各方面问题的全面调查。在长达四年
的时间里，我们开展了多次深入的暗访调查、市场调研，并与当地动物福利组织、社区村组、政府人士及专家、以及产业链
业内人士进行面谈对话。在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对调查所得信息进行汇编整理后，我们最终完成了中国食用猫狗产业链
系列调查报告。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调查可以了解到：
•	 社会公众吃猫狗肉的动机及行为特点；

•	 吃猫狗肉社会公众的人群特征及地域特征；

•	 食用与不食用猫狗肉人群的差别；

•	 社会公众对于吃猫狗肉行为的认知水平等。

调查范围19个城市：
开展调查的城市按是否有吃猫狗肉的习惯预先划分为AB两大类并分别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A类城市 
（有吃猫狗肉习惯的城市）
玉林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平市（广东省）、金华市（浙
江省）、延吉市（吉林省）、哈尔滨市（黑龙江省）、抚顺市（
辽宁省）。
	
B类城市 

（无食用猫狗习惯的普通城市）
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广东省）、深圳市（广东省）、福
州市（福建省）、武汉市（湖北省）、成都市（四川省）、郑州
市（河南省）、西安市（陕西省）、保定市（河北省）、九江市
（江西省）、大理市（云南省）、包头市（内蒙古自治区）。

在中国，没有食用猫狗习惯的城市多于有食用猫狗习惯
的城市，因此调查中我们选取的B类城市数量大于A类
城市数量。我们希望可以更有代表性地反映出犬只在整
个中国的真实情况。

访问对象为当地居住时间在两年以上，年龄在18	–	65
岁之间的普通居民，受访者男女比例约为1：1。

调查采用拦截访问，访问方式为面对面问卷访问，由访问员读出问题及选项，由受访对象回答，由访问员填写问卷。本次
调查共回收了来自全国19个城市的共3221份有效问卷（A类城市1161份，B类城市206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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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主要内容：
（注：本报告中吃猫狗肉人群的定义为在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月3日之间有吃过猫肉或者狗肉的人群；本报告中不
吃猫狗肉人群的定义为在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月3日之间没有吃过猫肉或者狗肉的人群。）

吃与不吃狗肉社会公众性别对比：
总体而言，无论在A类或是B类城市，女性吃狗肉的比例都远低于男性。（附图1）

附图2	过去两年内吃过猫肉或狗肉的社会公众比例

A类城市 
(N=1161)

B类城市
(N=2060)

 只吃过狗肉   
44.62%

猫狗肉都吃过 
6.03%

只吃过猫肉 
0.52%

不吃猫狗肉 
48.8%

吃狗肉人群 50.65%

51.2%

48.8%

吃猫肉人群 
6.55%

猫狗肉都吃过 
1.26%

只吃过猫肉 
0.44%

不吃猫狗肉 
78.45%

只吃过狗肉 
19.85%

吃狗肉人群 21.12%

21.55%

78.45%

吃猫肉人群 
1.70%

在中国食用猫狗肉是否属于普遍行为？
吃猫狗肉在全国范围并不是普遍行为。在普通城市只有两成人在近两年内吃过狗肉，吃猫肉的水平更低只有1.7%，都属
于小众的非主流行为。即使在有吃猫狗肉习惯的城市，也有近五成居民在近两年内没有食用过猫狗。（附图2）

男

A 类城市 B 类城市

男

	不吃狗肉
	吃狗肉

	不吃狗肉
	吃狗肉

女 女

附图1	吃与不吃狗
肉公众性别对比	
（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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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狗肉社会公众食用动机：
食物的味道以及人们认为其具有的营养价值是吸引公众食用狗肉的最主要原因。
A类城市食用动机排在前三位的是：好吃、当地饮食文化及传统、因为同事都吃。
B类城市食用动机排在前三位的是：好吃、吃了补身体、因为同事都吃。（附图3，4）

  补肾壮阳

  没什么特别原因

  狗肉和其他肉类是一样的

  社交需要

  吃了补身体

  因为家人都吃

  因为同事都吃

  当地的饮食文化及传统

  觉得好吃，味道好

  每天一次

  每周一次

  三个月一次

  每月一次

  半年一次

  一年一次

A类城市 

A类城市 

B类城市 

B类城市 

附图3	狗肉食用动机比较
（百分比	%）			N=1023

附图5	狗肉食用频率
（百分比	%）
A类		N=534	
B类	N=490

附图4	吃狗肉社会公众食用动机

7.1
11.0
6.7

13.6

33.3

16.8

20.0

4.8

43.9

10.5

12.1

12.6

16.2

21.1

21.9

25.2

31.5

46.6

0.6
7.8

20.7

21.4

24.7

24.8

1.6

15.1

8.0

28.7

46.6

受同事影响

受当地饮食
文化影响

受家人影响
觉得好吃

吃了补身体

A类城市比例较高的动机

B类城市比例较高的动机

共性原因

吃狗肉社会公众食用频率：
公众食用狗肉频率总体不高，B类城市超过七成吃狗肉者只是半年才吃一次或每年才吃一次，A类城市食用狗肉频率稍
高。（附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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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狗肉社会公众食用场合：
A、B类城市在食用场合方面选择度最高的皆为朋友聚餐，超过六成。作为家常便饭的比例都不高，可见食用狗肉并非家
常餐食。（附图6）

  商务会餐

  家常便饭

  特殊的季节（如夏
季、秋季或节日）

  家庭聚会

  朋友聚餐

  吃过猫狗肉

  没吃过猫狗肉

  吃过猫狗肉

  没吃过猫狗肉

附图6	吃狗肉社
会公众食用场合
比较（百分比	%）					
N=1023	

附图7	关于猫狗是
否具有情感及感受
能力的认知	

12.8

5.5

20.6

28.2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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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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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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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48.7
48.5

38.1
49.4

48.3
45.3

37.6
52.7

45.5
45.1

35.1
55.4

43.6
44.4

37.2
50.4

42.9
42.7

41.4
52.4

38.9
42.5

36.5
48.4

29.8
30.7

21.6
37.9

6.4
2.1

6.5
2.8

害怕

饥饿

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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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渴

快乐

悲伤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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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

绝望

无聊

不清楚

关于猫狗是否具有情感及感受能力的认知：
总体来说，有超过五成以上公众认同猫狗具有情感及感受能力，包括“害怕”、“饥饿”、“痛苦”、“愤怒”、“口渴”。排第一位
的是超过六成受访者认同“猫狗能感受到害怕”。（附图7）

总体来说，不吃猫狗肉人群以及女性对于猫狗具备害怕、饥饿及痛苦等情感的感受程度更高。

A类城市 

A类城市 
吃 N=594； 不吃 N=567

B类城市 

B类城市 
吃 N=444; 不吃 N=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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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猫狗在运输过程中所受待遇的认知：
总体来说，有超过五成公众认识到猫狗在运输过程中会遭受以下不良待遇：饱受脱水或营养不良之苦、动物之间互相打
斗致伤或死、因病死亡、被堆叠没有活动空间、动物被扔下卡车并因此受伤或骨折。（附图8，9）

A类城市 
吃 N=594 
不吃 N=567

B类城市 
吃 N=444 
不吃 N=1616

  吃过猫狗肉

  没吃过猫狗肉

  吃过猫狗肉

  没吃过猫狗肉

动物因病死亡

动物之间互相打斗导致受伤或死亡

动物饱受脱水及 或营养不良之苦

动物们被堆叠在一起，没有活动的空间

动物被扔下卡车，并因此受伤或骨折

怀孕的动物在运输过程中在笼子里产仔

在运输中给动物提供水和食物

根据天气变化，给予动物适当的遮挡措施

每个动物有单独的笼子

不知道

动物因病死亡

动物之间互相打斗导致受伤或死亡

动物饱受脱水及 或营养不良之苦

动物们被堆叠在一起，没有活动的空间

动物被扔下卡车，并因此受伤或骨折

怀孕的动物在运输过程中在笼子里产仔

在运输中给动物提供水和食物

根据天气变化，给予动物适当的遮挡措施

每个动物有单独的笼子

不知道

附图8	关于猫狗在
运输过程中所受待
遇的认知（A类城市）

附图9	关于猫狗在
运输过程中所受待
遇的认知（B类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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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65.2

65.3
64.7

60.6
66.7

59.8
58.6

58.8
73.4

58.1
58.2

51.8
60.2

46.1
50.4

45.7
54.0

36.9
32.3

32.9
43.8

37.4
23.5

42.1
39.5

35.4
23.3

32.2
36.0

18.7
13.8

12.8
22.0

2.5
0.7

2.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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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待食用猫狗的一些基本观点的态度：
总体来说，公众对下表中各观点的态度上，AB类城市人群态度趋同，但不吃猫狗人群与吃猫狗人群态度因不同观点而有
一定差异。（附图10）

受访公众同意以下观点的比例 不吃猫狗人群 吃猫狗人群

态度趋同大多赞同

宠物狗/宠物猫和被食用的猫狗都应该受到反虐待动物法或
动物保护法的平等对待 超过九成 约八成

如果猫和狗在饲养和宰杀的过程中被虐待或者遭受折磨，那
么吃它们是不可接受的 约八成 超过七成

狗和猫是人类的伴侣动物/宠物，吃它们在道德上不可接受 约九成 超过六成

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吃猫狗肉 超过八成 超过六成

吃猫狗肉与吃猪牛羊肉是有区别的 超过七成 超过七成

有一定争议 作为宠物的猫狗与被食用的猫狗是不同的 超过五成 超过六成

争议较大
态度相反

吃猫狗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超过二成 超过六成

吃猫狗肉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超过二成 近六成

作为宠物的猫狗与被食用的猫狗是不同的

狗和貓是人類的伴侶動物／寵物，吃它們
在道德上不可接受吃猫狗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吃猫狗肉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份 宠物狗／宠物猫和被食用的猫狗都应该受到反虐待动物法的平等对待
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吃猫狗肉

如果猫狗在饲养和宰杀过程中被虐待或遭受折磨，那么吃它们不可接受
吃猫狗肉与吃猪牛羊肉是有区别的

附图10	关于猫狗在运输过程中所受待遇的认知（B类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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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城市

A类城市

B类城市

B类城市

	从来不吃
	由吃转变为不吃

	从来不吃
	由吃转变为不吃

有各种担忧 没有担忧

不吃猫狗肉人群历史情况： 
在不吃猫狗肉人群中，七成以上从来不吃，还有近三成是以往吃猫狗肉转变为不再吃的（附图11）。AB类城市受访者由吃
转变为不吃的原因基本相同，与从来不吃的原因也基本一致，最主要的三个原因都是认为：太残忍，它们是朋友不是食
物，以及不卫生。（附图12）

对于吃猫狗肉行为有无担忧：
1.	 绝大多数受访者（九成左右）对于吃猫狗肉行为有各种担忧，B类城市担忧人群比例比A类城市更高，吃猫狗肉人群担
忧比例比不吃的人群更高。（附图13）

71.8

87.9
94.4

12.1

89.2 86.4
94.0 92.0

10.8 13.6
6.0 8.0

5.6

74.2

28.2 25.8
附图11	不吃猫狗肉人群历史情况
A类城市	N=567；	
B类城市	N=1616

  A类城市

  B类城市

  A类城市

  B类城市

  有各种担忧

  没有担忧

  有各种担忧

  没有担忧

吃猫狗肉 吃猫狗肉不吃猫狗肉 不吃猫狗肉

附图12	由吃转变为不吃的原因

附图13		对于吃猫狗肉行为有无担忧（百分比	%）

33.1
38.6

32.5
37.9

29.4
36.0

31.3
18.2

13.8
14.1

7.5
7.4

4.4
7.0

6.3
3.6

意识到吃它们太残忍

意识到它们是人类的朋友，不是食物

意识到不卫生，不利于健康

其他

意识到很多被食用的猫狗都是被偷来的，是非法的

同事朋友或家人反对

受公益组织相关宣传的影响

宗教信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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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B类城市受访者关于吃猫狗肉行为最担忧的三个方面均为卫生健康因素：未被检疫可能携带病原体、饲养环境及市
场不卫生、以及猫狗是被毒死然后端上餐桌。（附图14）

猫狗肉没有经过任何检验检疫，可能携带病原体

动物饲养环境及贩卖市场环境不卫生

有些猫狗肉是被毒死的动物，加工后端上餐桌

猫狗肉很多是来源于可能带病的流浪动物，被宰杀后端上餐桌

猫狗肉可能包含抗生素以及影响人类健康的其他药物

猫狗在宰杀过程中遭受非人道的对待

很多猫狗肉是被偷窃的宠物，被宰杀后端上餐桌

吃猫狗肉对国家形象有负面影响

猫狗在饲养过程中遭受非人道的对待

猫狗在运输过程中遭受非人道的对待

有很大影响

有影响

影响不大

没什么影响

说不清

39.4
48.7

11.8
19.2

52.2
46.4

28.3
32.0

7.2
9.9

6.0
7.7

6.3
4.0

15.8
11.1

11.7
7.1

5.6
5.3

3.4
2.3

4.9
2.3

3.1
2.1

2.4
1.3

1.9
0.8

  A类城市

  B类城市

  A类城市

  B类城市

  不会           会  不会           会

附图14	社会公众最担忧的方面
（百分比	%）

附图15	这些担忧对吃猫狗肉
行为和态度的影响（百分比	%）

附图16	以后是否会继续吃
猫狗肉或者尝试吃猫狗肉	
（百分比	%）

3.	 共有约八成公众认为这些担忧对吃猫狗肉行为和态度有影响，其中认为有很大影响人群约为五成。（附图15）

以后是否会继续吃猫狗肉或者尝试吃猫狗肉：
B类城市受访者总体未来不吃猫狗肉的人群比例较A类城市高出2成；A类城市有超过3成，B类城市有超过4成吃过猫狗
肉的受访者表示以后不会继续吃猫狗肉，现在不吃以后想尝试的人群比例非常小。（附图16）

63.7

34.3 41.2

83.5
94.5 95.1

5.5 4.9
16.5

36.3

58.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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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结论：
1.	 食用猫狗在全国范围并不是普遍行为，食用人数比例及频率都不高	
吃猫狗肉在全国范围并不是普遍行为。在普通城市只有两成人在近两年内吃过狗肉，吃猫肉的水平更低只有1.7%
，都属于小众的非主流行为，其中七成以上食用者只是半年才吃一次或每年才吃一次。即使在有吃猫狗肉习惯的城
市，也有近五成居民在近两年内没有食用过猫狗，且其中近五成食用者只是半年吃一次或每年一次。

2.	 食物的味道以及营养价值是公众食用狗肉的最主要原因 
食物的味道以及人们认为其具有的营养价值是吸引公众食用狗肉的最主要原因。

3.	 猫狗肉并非家常餐食	
六成以上食用猫狗是在朋友聚餐上，作为家常便饭的食用比例不高，可见食用狗肉并非家常餐食。

4.	 女性食用猫狗肉比例远低于男性

是否认为杀死猫狗用来吃这种行为应该被视为非法：
总体而言，超过46%受访者赞同此观点，也有1/4受访者持中立态度，另外近三成反对。吃与不吃人群态度截然相反，吃
猫狗人群中有超过四成反对，超过二成赞同，还有超过二成中立；而不吃人群中有近六成赞同，超过一成反对，也有超过
二成中立。（附图18）

不吃猫狗肉人群对待别人吃猫狗肉行为的态度：
AB类城市受访者不吃猫狗肉人群在对待别人吃猫狗肉行为的态度基本相同，超过五成表示反对，超过三成认为与自己
没关系，表示赞同的只有1%左右。（附图17）

附图17	不吃猫狗肉人
群对待别人吃猫狗肉
行为的态度

附图18	是否认为杀死
猫狗用来吃这种行为
应该被视为非法	
（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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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九成公众对食用猫狗有各种担忧	
最担忧的三个方面均为卫生健康因素：未被检疫可能携带病原体、饲养环境及市场不卫生、以及猫狗是被毒死然后
端上餐桌。共有约八成公众认为这些担忧对吃猫狗肉行为和态度有影响，其中认为有很大影响人群约为五成。受访
的食用猫狗人群里，有超过三成表示以后将不再食用猫狗。	
	
在不吃猫狗肉人群中，七成以上从来不吃，还有近三成是以往吃猫狗肉转变为不再吃的。转变为不吃与从来不吃的
原因基本一致，最主要的三个原因都是认为：太残忍，它们是朋友不是食物，以及不卫生。

6.	 有超过五成公众认同猫狗具有情感和感受能力，及猫狗在运输过程中会遭受不良待遇 	
总体来说，有超过五成公众认同猫狗具有情感感受能力，包括“害怕”、“饥饿”、“痛苦”、“愤怒”、“口渴”。超过六成受
访者认同“猫狗能感受到害怕”。其中不吃猫狗肉人群以及女性对于猫狗具备情感的感受程度更高。总体来说，有超
过五成公众认识到猫狗在运输过程中会遭受以下不良待遇：饱受脱水或营养不良之苦、动物之间互相打斗致伤或
死、因病死亡、被堆叠没有活动空间、动物被扔下卡车并因此受伤或骨折。

7.	 ”宠物猫狗”与“被食用猫狗”应该拥有平等待遇 
总体来说，大多数公众都认同以下观点：所有的猫狗都应该受到反虐待动物法或动物保护法的平等对待；如果猫和
狗在饲养和宰杀的过程中被虐待或者遭受折磨，那么吃它们是不可接受的；狗和猫是人类的伴侣动物/宠物，吃它们
在道德上不可接受。	
	
而对”吃猫狗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和”吃猫狗肉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的看法上分歧严重，吃猫狗人群和不
吃人群中态度截然相反。

8.	 近半受访者认为应该将杀死猫狗用来吃这种行为视为非法 	
另接近三成受访者认为杀死猫狗用来吃这种行为应该被视为合法行为，其他受访者保持中立。	
	
在此问题上，吃与不吃人群态度截然相反，吃猫狗人群中有超过四成反对将杀死猫狗用来吃这种行为视为非法，有
超过二成赞同，还有超过二成中立；而不吃人群中有近六成赞同，超过一成反对，也有超过二成中立。

9.	 超过五成不吃猫狗肉人群反对别人吃猫狗肉行为	
还有超过三成认为与自己没关系，表示赞同的只有1%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