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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座城市的流浪猫
被一款App“圈养”之后

近日，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对“男子被流浪猫绊倒投喂者赔24万”案启动重审，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对流浪动物投喂问题的关注。
随着该案的进展，街猫App——一家专注于科学投喂流浪猫的企业，因其所倡导的救助理念和实践方式，也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冲进公众的视

野。有人高声叫好，有人冷静看待，也有人呼吁加强监管……
青年报记者历时一个多月，采访了大批街猫项目的守护者、反对者，同时请来城市管理者、生物学家，一起探究人与流浪动物、城市与生态平衡、公益与商

业之间的责任与边界。 青年报调查组联合报道

街猫App提供的“云投喂”智
能猫屋，在实际运行中，其自身的
环境问题，以及可能引发的潜在
社会环境问题，也引发了市民的
质疑与担忧。

吴女士在投喂流浪猫数月
后，发现自己的猫屋变得非常脏，
而原本的守护人对此视而不见。

居民贾先生在家门口的公
园散步时发现，绿化带里的三台
猫屋都令人无法直视。“喂猫的
水都是浑浊的，猫粮碗被苍蝇叮
食，整个机器处于脱管状态。而
这个公园里，每天都有很多小孩
和老人，猫如果喝了这种变质的
水生病了，带来传染病怎么办？”
在接到附近居民投诉后，猫屋被
收走了。

吴女士告诉记者，在她加入
的守护人群里，有的一个人守护
着七八台猫箱，“根本顾不过来，
所以猫屋收走他们也无所谓”。
更有网友反映，在他们家附近500
米范围内，就发现了 18 台街猫

App的猫屋。
根据街猫App的官方PR部门

提供给记者的产品手册显示，截
至 2023 年 12 月，上海市共设有
7181台猫屋，这意味着平均每平
方公里大约有1.13台猫屋。

“这样的设计，真的能保证每
一位用户都能持续、负责地照顾
这些小生命吗？”吴女士对此表示
怀疑。

“只需填写表格，说明猫屋所
在地的猫的数量，以及个人的喂
猫经历，再上传地理位置信息即
可。”在采访中，很多用户都告诉
记者：街猫App的申请流程十分简

单。首先会询问你是否了解作为
守护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包括确
保猫咪绝育和清洁猫屋等。只需
勾选“我已知晓”的选项即可。我
不确定如果有人没有选“已知
晓”，是不是也能通过，因为有很
多守护人到后来就“消失”了。

喂养模式聚集猫群
社区居民不堪其扰

“楼下放了一台街猫App的猫
屋，每天晚上猫都吵得我睡不着
觉。”社区居民白先生抱怨道。当

社区中出现街猫App，意味着建立
了一个猫的聚集点。

“这种喂养方式是否会诱发
更多的流浪猫聚集，从而加剧庞
大猫群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否
会破坏生态平衡，导致流浪猫失
去了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市民
曹先生向记者表示了自己的担
忧。

近年来，我国城市中的流浪
猫数量逐年增加，这些无家可归
的小生命们在城市的夹缝中寻找
生存的空间。流浪猫问题，不仅
仅是动物保护的话题，还关乎社
区生活质量。由于发情期间的噪
声、伤人事件，甚至是猫弓形虫病
的传播，流浪猫成为了社区居民
关注的焦点。

相关研究显示，猫具有很强
的繁殖能力。如果不进行绝育，
一只猫在五年内可以生下惊人数
量的后代。因此，除了收养外，
流浪猫绝育（TNR）是目前第二
有效的管理方法。

街猫 App 的运作模式
是否会导致社区居民担心
的“过度喂养，但绝育跟
不上等问题”，截至发稿，
街猫 App 仍不愿接受记者
的采访。

除了社区、公园等地，街猫
App也走进了高校校园。

但从去年底开始，本市多所知
名高校已经公开声明“抵制街猫进
入校园”。

2023年12月，上海某高校的
流浪猫“大侠”受了严重的外伤，在
被送去医院后，治疗费用在第一天
就高达1300元。

该高校爱猫协会经调查后发
现，“大侠”是在与貉抢食时受伤
的，而校园内悄然出现的三台无人
知晓的街猫喂养设备，正是悲剧的

“源头”。
爱猫协会负责人白白（化名）

告诉记者：“街猫App里的猫粮可
以在线不间断地投喂，不仅引来了
猫，同时也引来了校园里的其他野
生动物，比如貉和黄鼠狼，这些野
生动物会攻击猫。”

不久后，爱猫协会又发现了另
一名“受害者”——一只流浪的狸
花猫。“它的尾巴在三个月前就已
被咬掉，但由于经常出没在街猫
App投喂点，一直没有引起爱猫协
会的注意。”

白白等爱猫协会成员迅速组
织诱捕并将受伤的狸花送往医院
进行治疗和绝育，治疗与手术费用
近2000元。

白白对记者叹息道：“我们原

本依靠义卖、捐款等方式来维持校园
流浪猫的照顾工作，街猫App却在无
意中造成了这两项大额支出，给协会
的经济状况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高校爱猫协会进一步调查发
现，街猫App的投喂模式不仅加剧
了食物链的竞争，还间接阻碍了校
园内流浪猫绝育（TNR）计划的实
施。高校的爱猫协会长期致力于
提升校园流浪猫的生活质量，包括
食物、安全的栖息地，以及最重要
的——绝育手术，流浪猫绝育率达
到了90%。但现在，街猫App的出
现却为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白白向记者表示：“以往我们
对校园内不同区域的猫的数量和
绝育情况‘了如指掌’。”然而，街猫
App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平衡。“校
园里的三台喂养设备足以‘养活’
至少五只成年流浪猫，实际上为未
绝育的流浪猫提供了稳定的食物
来源，导致它们不愿意进入我们设
置的诱捕笼。”

在与街猫App客服进行沟通
后，爱猫协会得知这些喂养设备其
实已经‘悄无声息’地运作了五个
月之久，但由于设备位置选择地十
分隐蔽，爱猫协会及校园里的爱猫
人士并未察觉到它们的存在。

更让爱猫协会担忧的是，因为
街猫App的猫屋里配备了摄像头，

并且这些摄像头对特定用户进行
实时直播。“这意味着校园内出现
了未经审批的联网摄像头，直接威
胁到师生的隐私安全。”此外，“猫
屋的安装和维护工作均由校外人
员负责，校方似乎对猫屋的安置和
维护工作并不知情，这有违高校安
全管理的相关规定。”

关于所谓“守护人”的身份，以
及他们是否经过正规审批流程将
喂养设备安放于学校内，街猫App
客服对爱猫协会的询问选择了回
避。乔同学透露，尽管街猫App当
时初步承诺会在三天内撤走相关
设备，但这一承诺并未得到履行。
无奈之下，爱猫协会不得不向学校
管理部门报告了这一情况，随后街
猫App才完全撤出校园。

面对街猫App所提倡的利用
科技手段救助流浪猫的主张，高校
爱猫协会对此表达了深深的疑
虑。“诚然，即便没有街猫App的介
入，流浪猫也可能因自然的斗争而
遭受伤害。它们的生活本身充满
了不确定性，时刻面临着疾病和伤
害的威胁。但是，当这些不幸的事
件变成由‘人为因素’加剧的灾难，
而且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
然而至’，我们不禁要问，街猫App
这一号称公益的项目，真的在乎流
浪猫的死活吗？”

上海多所高校明确拒绝：破坏校园生态管理，内置摄像头涉嫌违规

流浪动物，尤其是城市中的流浪猫和狗，往往是人类社会活

动影响下的产物。它们的存在不仅关乎动物福利问题，还影响着

城市的生态平衡和人类社区的健康的多重议题。当企业试图凭

借其技术优势介入生态系统的运转时，其边界和责任远远超过商

业利益的追求，更肩负着维护社会福祉和环境平衡的重要职责，

审慎考量其行动对环境和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长远影响，恐怕是

企业至关重要的责任。技术的进步与应用，理应成为连接人类与

自然的桥梁，而不是加剧双方的隔阂，更不应对整个生态圈造成

“此消彼长”的影响。人类借助技术之力，展现出改变世界、影响

生态链的巨大潜力时，更应铭记深刻的自然法则：我们并非生态

链之外的主宰，指挥着生态链的每一次起伏，而是生态之网中的

一线，我们的命运、生存处境与万物紧密相连。

记者走访多处街猫摆放地后发
现，猫屋正前方外侧贴有“街猫”的标
识，有关禁止损坏、拆除或出售猫
屋的警告标语。此外，还设有一个
二维码，用户扫描后即可购买猫粮
进行投喂。在猫屋周围，记者观察
到经常有流浪猫的活动踪迹。

这种猫屋的尺寸大约长 0.9
米、宽0.7米、高0.5米，比一般人
自制的猫屋要大得多。每台猫屋
内部配备三个摄像头，一个透明的

食槽和出水口。猫粮的存放位置
从外部并不可见，水源通常是通过
倒置的矿泉水瓶供应，但记者观察
到，部分猫屋内的水已变质，严重
的已经呈现绿色。

街猫的猫屋多放置于社区与
公园的绿化带以及一些隐蔽的角
落。然而，这种选址也导致猫屋容
易积聚落叶，若未得到及时清理，
猫屋的整体外观将显得较为凌乱
和不卫生。

“圈圈！圈圈你在吗……”市
民美琳（化名）的声音在小区里回
荡，一只橘色的小花猫应声而
出。“圈圈”是美琳所在小区众多
流浪猫中的一只。在朋友的推荐
下，美琳申请了街猫的猫屋。

街猫App是一款户外智能流
浪猫管理设备。“致力于通过互联
网科技的力量，帮助大家科学关
爱流浪猫。爱心猫屋是其自主研
发的一款户外智能喂养设备，通
过搜索微信小程序可以实现随时
随地云投喂、随时随地云吸猫，随
时随地‘云交友’。”这便是它的自
我介绍。

这种便利性一时间吸引了大
量爱猫人士的关注，似乎成为了
一种潮流。

“大多数人都是上班族，在白
天无法回家照顾这些猫咪。有了
这款App后，只要在线上充值爱心

币并投喂，猫粮就会自动出来。”
美琳告诉记者。

前两天，市民塔塔（化名）的
猫屋迎来了一周年纪念日。去年
3月，塔塔成为某地区首位猫屋守
护人。在此之前，塔塔总是为“无
法了解小区猫的生活状况”而感
到困扰。“街猫App可以观察到有
哪些猫来吃饭了，猫的状态好不
好，有没有生病，或者说是不是新
来的猫，它是不是需要绝育等情
况。通过监控，我们发现有一只
猫受了很重的伤，就立马对它进
行了救助。”

除了可以“云关注”流浪猫
的生活状态，用户还可以享受到
通过屏幕“云吸猫”的乐趣。“心
情不好或者无聊的时候，在 App
上看猫咪吃饭真的特别治愈，像
开盲盒一样，每分钟都遇见不一
样的猫！”这种直播功能，也带给

了王女士“云吸猫”的机会，让她
能 够 远 程 享 受 猫 咪 带 来 的 快
乐。“自从知道了‘街猫’App，已
经看了一天直播，我快把自己刷
成一天无心做事的‘榜一’了，甚
至有时候像等孩子回家吃饭的
老母亲。”

带二维码的猫屋新模式

内有三个摄像头 扫码即可喂猫粮

“自从申请做猫屋的守护人
之后，最担心的就是遇到大风大
雨天，流浪猫挨饿受冻。”为此，老
赵特意为猫屋装上了挡风被和小
垫子。“希望能尽早帮流浪猫找到
爱它们的主人，能拥有一个温暖
的家。”在街猫 App 上，像老赵这
样用心装修猫屋的守护人不在少
数。

在街猫App的监控中可以发
现，很多守护人每天两三次清扫
猫屋，给猫投喂粮食，投入大量的
爱心、金钱和精力。“其实我们就
是为爱发电，想要给小动物们一
个家”。市民雅雅（化名）告诉记
者。

在众多志愿者因为爱心而加
入街猫App时，一些守护人却发现
自己沦为了“无偿打工人”。

“若未来一周投喂情况仍未改

善，可能将暂时撤回猫屋。”在接到
了街猫App客服的提醒后，市民哒
哒（化名）才知道街猫App原来设
有“最低投喂量”的限制。对此，街
猫App客服解释道，投喂量过少将
无法支持维修人员的“补粮换电”
和其他维护费用。哒哒开始焦虑
起来：“没有人打赏，猫猫就没有吃
的。”她尝试通过线下投喂解决问
题，却意外发现这种做法反而导致
了线上投喂量的进一步减少，形成
了一种“恶性循环”。

“猫屋要靠守护人的持续投喂
才不会被撤走。但成为守护人后
的投喂成本，相较于过去线下个人
投喂流浪猫时，增加了四倍，这对
守护人来说无疑增加了巨大的经
济负担。”哒哒告诉记者。

此外，根据用户反映，街猫
App上出现了“网红猫”。它们所

在的猫屋会更容易收到线上投
喂，每日收到的猫粮过剩以至于

“多到吃不完”。“猫屋存放的猫粮
空间是有限的，但是平台对投喂
猫咪的行为是没有限制的，用户
可以一直投喂”，市民吴女士对此
表示很疑惑。

除了投喂猫粮之外，街猫App
还推出了充值机制。“它有点像那
个打赏主播一样。充值选项从刚
开始的50元、100元，到后来最高
可以充到998元。”吴女士对此感
到十分惊讶：“感觉比给人打赏还
要贵。”

一位本地公益领养组织的发
起人表达了她的忧虑：“主播们或
许可以从中获得财富和个人的成
长。但是这些猫呢？它们只是获
得一些猫粮，而且这些猫粮的质量
一直被诟病。”

用户褒贬不一新潮流

看了一天直播
每分钟都能“吸”不一样的猫褒

贬 “守护人”为爱发电却沦为“无偿打工人”
推出充值机制 最高金额“比打赏人还贵”

多方表示担忧新问题

一个公园三台猫屋
环境太脏终被撤走

爱猫还是害猫新视角

针对街猫App所提出的“科学
投喂流浪猫”理念，记者采访了动物
生态学领域的专家。通过与动物生
态学领域专家的对话，这一似乎充
满善意的行动背后隐藏的复杂生态
后果值得关注。专家指出，尽管流
浪猫的即时饥渴得到了缓解，但这
种解决方案可能正引导我们走向一
个生态平衡的微妙转折点。

“流浪猫的高繁殖率，如果再
加上稳定的食物来源，很容易导致
其数量无控制地激增。”对于街猫

App提倡的定点投喂且通过网络
平台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投喂的
方式，动物生态学专家表示担忧。

“仅仅将无序投喂转变为有
序，显然不足以称之为科学。”专家
告诉记者。虽然定点投喂看似解
决了流浪猫的饥饿问题，但有序投
喂潜藏着极大地增加流浪猫种群
数量的风险。这种增长不仅会给
城市环境带来压力，还会对其他城
市野生动物的生存构成威胁。比
如，街猫的固定喂食点不经意间也

为野生动物——貉提供了食物来
源。这些本应在野外自主捕食的
动物逐渐开始依赖人类提供的猫
粮来维持生活。这种情况不仅对
貉自身的生存构成威胁，也可能对
人类社会带来隐患。“貉的种群数
量会异常增长，而且由于长期依赖
人工喂养，它们逐渐丧失了本能的
捕猎技能。这样一来，它们也会更
容易接触人类，有的人很害怕貉，
这无疑加剧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
的潜在冲突。”

动物生态学领域专家：网上随时随地投喂，能称为“科学喂养”？

与此同时，街猫App的猫屋引
发了不少居民关于公共空间使用、
动物福利与社区共治的激烈矛盾。

今年三月，居民李女士向相关
部门投诉：在公园内申请放置的街
猫猫屋被撤走了，希望相关管理部
门能够提供一份书面解释，明确为
什么街道不允许放置街猫猫屋。

接到投诉后，李女士所在的居
委会组织了一场线下会议，汇集了
居委会、公园物业、街道办、街猫
App工作人员以及李女士和另一
位社区居民等。

李女士告诉记者：“在会上，街
道办表示公园能否放置猫屋，是公
园物业方的责任。公园物业则表
示，他们一直认为这个项目是由街

道办负责的。”截至目前，这一问题
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除非有主管部门的明确同意
和相关文件支持，否则我们不会在
小区内放置猫屋。”某小区物业经
理沈先生向记者透露，物业接到了
部分居民反对在小区设置猫屋的
投诉。而后，在记者采访该小区所
属的街道时，街道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物业不同意，就无法放置猫
屋。”

记者在调查时发现，对于涉及
街猫猫屋及流浪猫方面的管理，特
别是由此引发的矛盾时，物业、居
委会、街道等方方面面对于责任归
属尚不明确，导致问题难以得到有
效解决。

在记者采访多方主体管理层
后，就“街猫猫屋能否放置在社区、
公园等公共场所”议题，某小区居
委会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基于法律
法规的解释：“根据民法典第278
条第一款第8项规定，改变共有部
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
经营活动，需要由业主共同决定。
而《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也
明确指出，业主、物业管理企业不
得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
的道路、场地，损害业主的共同利
益”。基于这些法律法规，该居委
会工作人员表示，“任何在区域内
安装设备的计划，都必须先召开居
民大会，并且在获得大多数居民同
意后方可实施”。

相关部门接到投诉：猫屋放哪里、怎么管，到底谁说了算？

手
记

猫屋上有二维码，用户
扫描后即可购买猫粮进行投
喂，还可以享受“云吸猫”的
乐趣。

有的猫屋放置地点隐蔽，显得有些脏乱。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