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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民间遛狗文化与城市遛狗公园建设匹配度研究
Matching Degree between Folk Culture of Walking with Dogs and Urban Pet Park 
Construction in Macau

李济泰
LI Ji-tai 

“遛狗”一词是城市居民携狗散步、休闲活动的概称，

亦涵盖跑狗、赛狗活动，是中国古代贵族阶层喜好的“声

色犬马”休闲活动之一。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融历史长达

500年的城市，民间较为普遍的遛狗活动亦成特色。1932
年，澳门赌商范洁朋首开赛狗博彩项目，盛极一时；1961
年初，印度尼西亚商人郑君豹成立澳门赛狗有限公司，后

由何贤先生接手于1962年11月成立澳门逸园赛狗有限公

司 [1]；由此，澳门民间赛狗活动已繁荣发展近60年。

为了满足澳门养狗人士对城市遛狗公园日益增长的

活动需求，近10年来特区政府主管部门在一些公园和街

旁绿地设立了若干遛狗区，构成特定的城市专类公园中

园。然而，迄今为止业界在这方面缺乏专业研究，现有的

建设实践大都处于“摸石头过河”的探索状态，规模较小

且标准较低。本文研究相关史料并现场调查，分析澳门民

间遛狗文化与城市遛狗公园建设匹配度及优化对策，促进

澳门实现人与自然及动物和谐相处的城市可持续发展。

1 民间遛狗活动文化传统

1.1 澳门人热衷养狗和遛狗

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全澳人口68.31万人，平均人

口密度约2.07万人 /km2[2]。其中，澳门半岛为世界人口密

度最高的城区之一，2019年人口密度高约5.73万人 /km2[3]。

然而，澳门的大街小巷、城市公园、小区邻里，随处可见

各色“遛狗人”。他们多则遛三五只狗，少则遛一只。这

一现象，吸引了世界各地游客并心生感慨，能在如此高密

度的城市居住环境传承民间遛狗文化，实属奇观。

自特区政府主管部门给澳门居民养狗发放“狗牌”使

之管理正规化后，养狗人士逐年增多（图1）。小区邻里空

间人狗混杂的遛狗场所引发了许多“狗咬人”事件，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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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澳门市政署动物卫生监督网资料数据整理绘制
图1  2003—2019年犬只准照年签发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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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专门遛狗场所的需求也渐成刚性。

自 2011年澳门首个遛狗公园建

立后，澳门居民养狗的热情呈逐年上

升趋势（图1）。除去2018—2019年

逸园赛狗场关闭及部分居民丢弃、人

道毁灭、弃养等因素影响外，澳门居

民所养狗只的平均寿命为10~15年，

中位数为11年和12年 [4]。根据图1数
据及2008—2019年澳门市政署动物

卫生监督网公布的犬只准照签发统计

资料推算，澳门现有宠物犬约11.4万
只，按全澳68.28万人计，每5~6人

就养1只狗，养狗、遛狗成为澳门民

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2 澳门人的赛狗文化

澳门赛狗作为 20—21世纪亚洲

唯一合法的赛狗博彩项目，其竞赛

规模和影响可比肩赛马博彩。其历史

可追溯到1931年，因港澳商人卢九、

范洁朋等人在上海游玩赛狗场时灵感

突发，随即返澳后在澳葡政府的支持

下创办了澳门赛狗场，选址澳门半岛

北区望厦山旁的五二八运动场（今莲

峰球场），并于1932年成功举办了澳

门首届赛狗。此后，澳门赛狗场经

历了多次因经济不佳停办与转手，于

1961年正式被澳门逸园赛狗有限公

司收购。从此，澳门赛狗场正式更名

为“逸园赛狗场”。

逸园赛狗场选用的犬种为澳大利

亚格力狗（也称格雷伊猎犬），其陆

地奔跑速度飞快，最高可达72 km/h，
仅次于猎豹。赛狗项目达到巅峰时，

曾跻身美国《时代杂志》25项“亚洲

旅游不容错过的体验”之一 [5]。以此

作为契机，养狗和遛狗文化开始风靡

澳门，通过遛狗及训练让爱犬参与业

余赛狗活动。此举引起了澳门遛狗文

化热潮，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遛狗人。

后来，随着澳门城市发展及逸园

赛狗场周边筷子基区与青洲区人口

密度上升，逸园赛狗场逐渐成为周

围居民的“累赘”。“赛狗场犬吠声滋

扰居民”“澳门人多地少用地严重不

足”“赛狗场光污染”等环境问题和

土地发展矛盾逐渐引起社会及政府关

注。在澳门居民的要求下，特区政

府于 2017年正式通过《澳门特别行

政区公报》刊登行政命令：“逸园赛

狗场须于 2018年 7月 21日前迁离原

址”“若想继续办，则需符合城市规

划，建立在不影响民居的地方”[6~7]。

由于无法满足现时城市规划需求，逸

园赛狗场于2018年6月举办了最后一

次赛狗比赛后关闭。

2 澳门城市遛狗场所建设概况

2011年3月，特区政府在澳门半

岛的水塘马路旁建设了第一个遛狗公

园，占地面积初为1 715 m2，后增至

2 556 m2，园中配置设施有狗只粪便

箱、狗只玩耍障碍物、水喉、铁围栏

及座椅等。近10年澳门建设了18个

遛狗公园（亦称遛狗区），其中11个

位于澳门半岛、6个位于凼仔，1个

位于路环（详见表1），园中均配套了

犬类活动设施。

澳门遛狗公园建设主要有2种布

局方式：一是附属在市政公园或小区

公园内的遛狗公园（如凼仔中央公园

成都街遛狗公园和哥英布拉街遛狗公

园），二是在住宅区楼宇间、马路中间

闲置空地上独立建设的遛狗公园（如

沙梨头北街遛狗公园、凼仔潮州街遛

狗公园）。市政公园附属的遛狗公园

的活动场地一般按照狗只体重划分为

两类：>10 kg属大型犬，在大型犬遛

狗公园活动；<10 kg属小型犬，在小

型犬遛狗公园活动。例如，凼仔中央

公园哥英布拉街遛狗公园为大型犬

专用，成都街遛狗公园为小型犬专用

（图2）。独立建设的遛狗公园则不一定

都设置大小型犬遛狗专用场地，如沙

梨头北街遛狗公园设有大小型犬遛狗

专区，而凼仔潮州街遛狗公园则仅设

有小型犬遛狗专区（图3）。
从建设规模考察，澳门城市遛狗

公园大致可分成4档：1）微型遛狗公

园，100~500 m2；2）小型遛狗公园，

500~1 000 m2；3）中型遛狗公园，

表 1 澳门城市遛狗公园面积与分布概览

序号 名称 面积 / ㎡ 地理位置 区域

1 友谊桥大马路遛狗公园 2 110 友谊桥大马路与友谊大马路交界 澳门半岛

2 黑沙环重型停车场遛狗公园 1 535 友谊桥大马路 澳门半岛

3 水塘马路遛狗公园 2 556 水塘马路与海边马路交界 澳门半岛

4 劳动节马路油站遛狗公园 420 澳门黑沙环劳动节大马路 澳门半岛

5 沙梨头北街遛狗公园 640 沙梨头北街 澳门半岛

6 黑沙环公园遛狗公园 387
马场东大马路与友谊桥大马路交

界
澳门半岛

7 何贤绅士大马路遛狗公园 342 何贤绅士大马路 澳门半岛

8 青洲河边马路遛狗公园 314 青洲河边马路 澳门半岛

9 火船头街遛狗公园 232 比厘喇马忌士街 (10 号码头对开 ) 澳门半岛

10 莲峰巷（菜园巷）遛狗公园 293 莲峰巷之公园入口侧 澳门半岛

11 望厦山市政公园遛狗公园 189
望厦炮台斜坡之望厦山市政公园

入口侧
澳门半岛

12 凼仔潮州街遛狗公园 542 凼仔潮州街
澳门离岛
（凼仔）

13 凼仔北京街遛狗公园 504 凼仔北京街
澳门离岛
（凼仔）

14 凼仔海滨休憩公园遛狗公园 960 凼仔东亚运大马路
澳门离岛
（凼仔）

15 凼仔中央公园成都街遛狗区 388 凼仔成都街
澳门离岛
（凼仔）

16
凼仔中央公园哥英布拉街遛

狗区
577 凼仔哥英布拉街

澳门离岛
（凼仔）

17
史伯泰海军将军马路遛狗公

园
618 凼仔史伯泰海军将军马路

澳门离岛
（凼仔）

18 路环棕榈公园遛狗区 203 路环石排湾马路棕榈圆形地
澳门离岛
（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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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2 000 m2；4）大型遛狗公园，≥2 000 m2。澳门现状

城市遛狗公园中有50%为微型，且多数为200 m2左右的街

边遛狗区；小型遛狗公园的占比为33.3%；中型及大型遛

狗公园的占比相对较低，分别为5.6%和11.1%（图4）。
就遛狗公园的布局位置而言，中型和大型遛狗公园

多分布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滨水区附近；小型遛狗公园

则分布于市政公园、大马路、大街附近；而微型遛狗公园

则分布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小区楼宇、街巷旁边。微型遛狗

公园一般只配置基本遛狗设施和小块坐憩绿地；小型遛狗

公园多配置有狗只散步、跑道等活动场地；中型和大型遛

狗公园则需提供较舒适的小狗与主人共同玩耍、运动的绿

地空间和器械，如“接球”“扔球”“捡球”设施等。

从图5~6可见，澳门遛狗公园的分布较不均匀，多数

位于人口密度最高的澳门半岛北区和东区，半岛南区和

中区的遛狗公园建设匹配度严重不足。澳门离岛的遛狗

公园主要集中分布在凼仔中心城区附近，整个路环城区

仅建设了1个，供需匹配度失衡。

为深入了解澳门城区遛狗公园的使用情况，笔者选

取6个代表性样本进行实地考察，分别为半岛沙梨头北街

遛狗公园（独立建设且设置大小型犬类分区）、凼仔潮州

街遛狗公园（独立建设且只有小型犬分区）、凼仔中央公

园哥英布拉街遛狗公园和成都街遛狗公园（分别为大型

犬遛狗区和小型犬遛狗区）、黑沙环公园遛狗公园和何贤

绅士大马路遛狗公园（综合犬型遛狗区）。分别于10:00—
12:00、15:00—17:00、19:30—21:30，且区分工作日与周

图2  凼仔中央公园附属的成都街遛狗公园

图3  独立布局建设的凼仔潮州街遛狗公园

图4  澳门不同建设规模的城市遛狗公园面积占比

图5  澳门半岛的遛狗公园分布图

图6  澳门离岛的遛狗公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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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假日分别观察记录。

如图7~8所示，图中纵坐标表示

同时在园狗只数目，其结果显示市政

公园附属遛狗区与独立设置的遛狗公

园在同时段内狗只活动数量相差不

大。遛狗公园使用频率较高的是工作

日10:00—12:00、19:30—21:30及周

末19:30—21:30三个时间段，园内狗

的数量少为3~4只，多则6~7只。周

末和工作日15:00—17:00，使用频率

均较低，狗的数量<2只。

根据对 6 个样本遛狗公园的调

研，发现多数遛狗人士在公园的停留

时间为15~30 min，少数>30 min或< 
15 min。若主人与朋友一起遛狗，则

会增加遛狗时间，停留时间可达

45~60 min。

3 城市遛狗公园建设匹配度

所谓“匹配度”，一般是指两个

不完全相同的物象，在某种分类要求

下的契合程度 [8]。本文所研究的城市

遛狗公园匹配度可定义为：遛狗公园

建设水平与城市居民饲养的宠物所需

户外活动空间的供需比值。

从生物遗传学考察，多数宠物犬

的祖先是由狼驯化而来，一般以肉食

为主且天性好动。狗的饮食结构与天

性决定了它表现出较为兴奋且活动量

大的特质。因此，宠物犬对宽阔的户

外活动空间有较大的需求 [9]。不同品

种和年龄段的宠物犬为了保持身心健

康，所需的户外活动时长不同。若按

体重划分，小型犬类（体重≤10 kg），
如吉娃娃、马尔济斯、蝴蝶犬等，需

求时间为30~45 min；中大型犬（体

重 >10 kg，甚至 20 kg以上），如柯

基、边境牧羊犬、哈奇士、德国牧羊

犬等，需求时间1~2 h。所以，兽医

人员一般建议宠物犬每日户外运动时

长应不少于30 min。国际上发达国家

很重视宠物犬的健康，如德国政府立

法规定狗主人每日必须遛狗两次以保

障宠物犬的健康。

参考《城市(县城)和村镇建设统

计 (Ⅱ类 )建计函 [2011]273号》《城市

绿地系统规划 (Ⅲ类 )建城 [2002]240

图7  澳门遛狗公园工作日同时在园狗只数目最大值统计

图8  澳门遛狗公园周末同时在园狗只数目最大值统计

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人均绿地

面积的计算标准，以15 min周转率为

单位的狗均城市遛狗公园占地面积

（SJ）。取上述6个遛狗公园样本调研

所得的高峰期数据，可计算出遛狗公

园的平均使用周转率。即：取每只狗

在遛狗公园停留平均时长为15 min，
同时在园狗只数量（N），与遛狗公园

面积（SG）相除可得出每15 min的城

市遛狗公园狗均占地面积（SJ）。

                      SGSJ
N

=  （1）

将表4、图7中数据代入公式1，
可得出遛狗高峰期凼仔潮州街遛狗公

园的狗均占地面积为90.3m2/15 min,
凼仔中央公园成都街遛狗公园的狗

均占地面积为 55.4 m2/15 min, 凼仔

中央公园哥英布拉街遛狗公园的狗

均占地面积为82.4 m2/15 min，沙梨

头北街遛狗公园的狗均占地面积为

106.7 m2/15 min，黑沙环公园遛狗公

园狗均占地面积为 77.4 m2/15 min，
何贤绅士大马路遛狗公园狗均占

地面积为 57 m2/15 min，平均值为

78.2 m2/15 min。排除狗主人休息时间

8 h不会进行遛狗（即23:00—7:00），
可知遛狗公园每日正常使用时间（H）
为16 h，即64个单位的15 min周转率

时间。全澳每天每只狗需求遛狗公园

面积（S2）估算值为：

                       2 SJS
H

=  （2）

即全澳遛狗公园狗均占地面积

需求（S2）约为 1.2 m2/天。结合表

1~2的数值估算，澳门现有宠物犬数

量已超过10万只，若取整数10万只

（NG=100 000），可得出全澳遛狗公

园面积需求估算值（S3）。

                       23 SS
NG

=  （3）

根据公式3，大致估算出澳门城市

居民对遛狗公园的实际需求面积约为

120 000 m2。根据现有遛狗公园总面积 
12 810 m2，结合本文城市遛狗公园建

设供需匹配度定义进行计算，可推算

出澳门城市公园供需匹配度值约为0.1。
所以，澳门城市遛狗公园建设的

现状供需匹配度较低，需要通过逐步

提高供给水平加以改善，从而满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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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生活需求。此外，考虑到多数遛

狗人士会喜欢在街道遛狗而非遛狗公

园、部分幼犬、老犬可在室内活动等

因素，遛狗公园实际需求量应该比估

算值低一些。

在澳门“人多地少”、土地高度

集约利用的城市环境下，如何规划建

设宠物犬的活动空间？这可能是体现

城市文明水平的一项工作。事实上，

城市遛狗公园并不是一种奢侈品，其

服务对象不仅是宠物犬，还有狗主人

和爱犬人士。宠物犬在公园玩耍运动

时，狗主人常会陪着一起运动、放

松，从而得以锻炼身体保持健康。研

究表明，通过妥善管理城市遛狗公

园，用分时段引导遛狗活动、设立围

栏专区、专人看管等方式，可以较好

地预防犬伤人的事件发生。在小区尺

度下建立城市遛狗公园，不仅可以有

效增加城市绿地面积，也可以让附近

居民受益，为高密度城市环境的居民

提供一些绿色的游憩空间。

4 结语

遛狗作为澳门民俗文化中的一部

分已深入民间，但是笔者发现有宠物

犬在大街小巷中随地大小便，造成不

雅观的形象，对城市文明带来负面影

响。因此，城市规划应兼顾考虑民俗

文化活动，适当安排。2020年9月公

示的《澳门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未

将城市遛狗公园的建设需求纳入规划

范围，实为需要改进之处。因为无论

从传承民俗文化还是满足社会需求层

面看，城市规划都应该合理地提升遛

狗公园建设与市民需求的匹配度。具

体的规划措施，建议可从以下两方面

考虑：

4.1 善用城市剩余空间建设遛狗场

地
澳门作为高密度城市，地少人多

是难以解决的矛盾。在居民住房用地

严重不足的现实条件下，想从城市建

设用地中专门增加设置遛狗公园的可

行性不高。借鉴同为高密度城市的香

港建设遛狗公园的经验，可将一些城

市的闲置空间、消极空间规划改建为

遛狗公园。如图9所示的香港蓝地遛

狗公园和黄竹坑遛狗公园，均为利用

天桥底部的消极空间改造建成。

城市遛狗场所建设所需的设施和

经费并不高，仅需提供狗主人休息座

椅，狗粪便箱、狗只玩耍物和障碍

物、水喉及铁围栏等基本设施，管理

难度也较低。因此，在澳门土地集约

利用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楼宇屋顶的

闲置空间、轻轨站桥底部的消极空间

（图10）等，均可改造为小型或中小

型的小区遛狗场所。这种变废为宝的

空间利用策略，既符合澳门日益增加

的遛狗人士需求，又集约利用土地资

源，可谓一举两得。

4.2 尊重民俗文化体现人文关怀
建设城市遛狗公园，是一种尊重

民俗文化和体现人文关怀的文明举

措。如今，有不少城市公园建设偏重

塑造实体景观（如雕塑、地标、景观

墙等），较为缺乏对公园使用者日常

活动行为及人与自然亲和度需求方面

的关爱，应当适时加以改进。进一步

提高澳门民间遛狗文化与城市遛狗公

园建设匹配度，有助于提升城市文明

素质，增加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落实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为澳门建设亚洲独特的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城市增光添彩。

注 ： 本 文 图 9 来 自 香 港 经 济 日 报

（2016—11—02），其他图表均为作者自摄

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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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香港遛狗公园建设实例

a.香港蓝地遛狗公园 b.香港黄竹坑遛狗公园

图10  澳门城区闲置的屋顶空间与轻轨站桥底消极空间

a.凼仔伯乐花园大面积闲置屋顶空间 b.凼仔客运码头轻轨站桥底未充分利用的消极空间


	正文
	澳门民间遛狗文化与城市遛狗公园建设匹配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