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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保护野生动物？
专家表示，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整个生态系统，不仅要在法律中精准规定，而且需要全社会转变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

◆本报记者刘晓星

研究表明，当初立法者所期望的“驯养繁殖以利保护”
并没有真正达到目的

驯养繁殖能否真正达到保护目的？

在业内人士看来，《修订草案》虽
然 提 出 了“ 保 护 优 先 ”的 原 则 ，但 在
具 体 规 定 中依然将野生动物视为“资
源”，并在具体条文中多次提及“利用”，
这也是目前各界争议最多的一点。

为何在时代背景与上世纪 80 年
代大不相同的今天，立法依然沿用了

“野生动物是一种资源”、“保护是为了
利用”理念？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周珂表示，这是因为我国的野
生动物保护“包袱很沉重”。

周珂指出，早在 1988 年《野生动
物保护法》制订时，由于当时政府没有
能力投巨资建设野生动物保护区，因
此这种“驯养繁殖以利保护”的思想就
成为那个阶段的权宜之计。这一思想
不仅贯穿了整个《野生动物保护法》，
把对野生动物的开发和利用明确写入

“总则”之中，而且也在部门法与实践
中得到了落实。

“比如全国数百家与自然保护区
并存的狩猎场的出现，再比如各地存
在的野生动物商业性人工驯养与养殖
项目。至今在某些高校，仍然将‘狩猎
场的建设与管理’作为野生动物保护
教程的关键内容。”周珂说。

那么当初提出的“驯养繁殖以利
保护”的方针，对于野生动物野外种群
的保护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

研究动物伦理的山东大学哲学与
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郭鹏表示，她查
阅 相 关 资 料 后 发 现 ，商 业 性 的 人 工
驯养繁殖并没有实现对野外种群进
行 保 护 的 目 的 ：黑 熊 、丹 顶 鹤 和 东
北 虎 等 人 工 驯 养 繁 殖 的“ 大 户 ”，近
年来野外种群数量仍在持续下降。

据介绍，黑熊、丹顶鹤与东北虎都
是由于保护而进行人工驯养与繁殖的
明星物种，但是中立的研究表明，对这
些物种的商业性人工驯养繁殖计划并
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长白山科学院动物所研究员朴正
吉对 1986 年~2010 年调查数据进行分
析后发现，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黑熊与棕熊数量下降幅度较大，目前黑
熊数量较上世纪 80年代下降了 93.4%，
棕熊种群数量下降了 38.8%。黑熊与
棕熊幼体所占比率极低，说明长白山

自然保护区黑熊与棕熊的自然繁殖力很
低，两种熊种群均处于濒危状态。

同样，对丹顶鹤的研究也表明，目前
无论是从其种群动态，还是从繁殖地和
越冬地的栖息地状况来看，丹顶鹤的大
陆种群也面临严峻的威胁。

长期进行野生东北虎研究的中科院
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也表示，上世
纪 80 年代，国家出台政策鼓励东北虎的
养殖，现在人工圈养下的东北虎有 6000
多头，驯养繁殖技术已很成熟。但事实
上，人工繁育驯养对野生东北虎保护的
贡献非常小，“原本建立驯 养 繁 殖 中 心
是 计 划 通 过 人 工 养 殖 保 存 东 北 虎 的
基 因 ，可 由 于 繁 殖 个 体 数 量 众 多 ，缺
乏 长 期 科 学 的 基 因 谱 系 的 记 录 ，导 致
基因混杂。”

这也就是说，对野生动物近 30 年的
大规模、商业性人工驯养繁殖，并没有像
当初立法者所期望的那样达到保护野外
种群的目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郭鹏认
为，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要的
一环，每个野生动物个体在其复杂的生
存环境当中所学习到的生存本领及对环
境的适应性，都是人工繁殖的个体所不
具有的，它因此是不可替代的。

相反，大量证据表明，商业性的利用
极大地刺激了盗猎行为的发生，这是因
为盗猎野生动物的成本比人工繁殖与饲
养的成本小，并且真正野生的动物比人
工饲养的动物更受市场欢迎。

“《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可以对野生
动物进行驯养繁殖，但哪些野生动物可以
驯养繁殖，驯养繁殖的主体是个人、企业还
是政府，并未做出明确规定。”解焱说。

辽宁省沈阳市爱鸟志愿者协会负责
人周海翔曾在东北地区的农村集市上看
到一些商贩公然出售毒鸟药和捕鸟夹，
他无奈地说：“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明确禁
止使用毒药猎捕，却没有明确规定制造和
销售毒药、猎捕工具属于违法行为。这为
许多上游行业获利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
为非法捕杀野生动物提供了条件。”

“如果对野生动物进行商业化利用，
应先对其进行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考察和
论证，这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
郭鹏说。

“鹩 30 元一只，柳鸟 50 元一只，关
在笼子里的野生鸟竟然被公开叫卖。”
周海翔平日经常与各种形形色色的贩
卖野生动物“商人”打交道，他让很多
野生濒危动物重新返回了家园。但即
使这样，野生动物被无情捕杀、贩卖甚

至摆上餐桌的事件仍屡有发生，这让他
很心痛。

2015 年 11 月中旬，一只在沈阳受伤
的世界濒危鸟类白鹤被当地爱鸟志愿者
用飞机送到了江西鄱阳湖越冬。周海翔
对记者说，这只鸟的脚趾是被盗猎者放

原来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中存在的缺
陷 给 现 实 执 法 中 带 来 的 弊 端 显 而 易
见 。 在 当 前 ，许 多 地 方 仍 存 在 捕 猎 野
生 动 物 的 行 为 。 通 过 利 益 链 的 输 送 ，
不 少 生 活 在 森 林 中 的 野 生 保 护 动 物
被 送 到 了 市 场 和 餐 馆 。 与 此 同 时，我
国每年野生动物被虐待、伤害的数量也
不在少数。

违法的人不少，但能真正定罪的并
不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专家
指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执法主体分
散，出现权责不明、互相推诿的现象；另一
方面也存在取证难和界定难的困境。

“《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林业部门
主管陆生野生动物，但动物流通到市场
后则由工商部门分管。目前尚未有明确
统一的部门来统领野生动物保护的整体
工作。”解焱说。

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一些林业执
法人员表示，对于非法捕杀必须要当场

取证抓获，因此很难执法。当执法人员
接到举报赶到现场时，那里往往已是“人
去山空”。而由于市场混乱，许多商家出
售的野物连工商执法人员都很难分辨清
是家养还是野生。

难以监管的不仅是实体市场，随着
电子消费的盛行，野生动物的贩卖也已
延伸到了网络之中。

周海翔长期关注网络贩卖野生动物
的案件，他对此深有感触：“虚拟销售使
得监管和执法难度进一步扩大。而即便
定罪，涉嫌违法人员及处罚成本也不足
以对违法行为产生威慑力。”

几位民间环保人士向记者介绍说，
他们曾与某地林业部门配合抓获了盗取
野生鸟蛋的违法分子，但最终处罚的结
果却令他们备感失望。

出 版 于 2012 年 8 月 的《中 国 动 物
保 护 法 制 建 设 白 皮 书》指 出 ，当 前 我
国 涉 及 有 关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与 管 理 的

“罗代表，你今年关注啥问题？”
“继续关注野生动物保护。”
“《野生动物保护法》去年底不是

进行了修订吗？”
“对，但还得不断完善。”
这是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罗胜联、兰念瑛同桌吃饭时
的对话。

对于罗胜联的一番话，来自江西
农村的兰念瑛点头赞同：“我们村附近
山林茂密，林中生存着大量野猪，村民们
刚种的红薯、萝卜等农作物，半夜就会遭
到野猪‘清洗’。村民补种后，还是会
继续遭到破坏，让大家无可奈何。”

针对兰念 瑛 所 说 ，罗 胜 联 认 为 ，
在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立 法 中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界 限 必须要明确界定，既要保
障 野 生 动 物 的 生 存 ，又 要 防 止 野 生
动 物 对 人 类 的 侵 害 ，更 要 防 止 人 类
借口有这种侵害行为的发生而对野
生动物大开杀戒。

自《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修 订 草
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后，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
注。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和罗胜联、
兰念瑛一样，不少代表委员围绕如何
保护野生动物进行了深入探讨。

如何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人们
该怎样与野生动物相处？围绕相关议
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我们该如何保护野生动物？对
于这一问题，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
我们不是建立了自然保护区来保护
珍稀野生动物、提倡不杀戮不食用野
生动物，这还不够吗？而要回答这个
问题，有必要弄清楚另一个问题：我们
保护野生动物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许多人看来，野生动物似乎
和人类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持这
种观点，是因为在人们的习惯性思
维中，野生动物等同于老虎、熊猫、
藏羚羊或者白天鹅、丹顶鹤等大型
的兽类或禽类。但在从事野生动物
保护的专家看来，野生动物不仅仅
局限于这些，还包括我们司空见惯
的青蛙、蜜蜂、蝙蝠等小动物，它们
与人类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介入
人们的生活而极易被忽略。

有数据显示，全世界大约生活
着 870 万种生物，动物（包括其中的
昆虫）占到了 89%。他们和人类的
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用长期从事
野生动物研究的中科院动物研究所
副研究员解炎的话说就是：如果这
个世界上没有野生动物的话，人类
就没法生存。

对于得出这一结论的知识，其
实我们在小学课本上就已经学过，
比如人类大部分农作物是依赖于野
生动物传授花粉的，没有传粉动物，
植物就无法繁殖；很多植物的种子
不通过动物的搬运，或者不经过动
物的消化，就无法进行大范围的传
播、发芽，等等。有研究指出，传粉
动物对全球农作物的价值贡献超过
了 540 亿美元。如果没有传粉的 4
万余种野生动物存在，人类的农业
生产将面临严重的问题，甚至威胁
到人类粮食的安全供应。

而 除 了 有 益 于 农 作 物 的 繁
育，野生动物还对农作物的生长
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比如枯枝落
叶、动物的尸体和粪便经动物和
微生物分解后，会增加土壤中的

营养，以供植物生长所需。人们
最为常见的蚯蚓粪就是一种理
想的天然生物肥，既能使土壤肥
沃，又能提高土壤的抗旱能力。
一些野生动物在土壤中钻洞，会
使土壤变松，让空气和水更容易
抵达作物的根部，从而有利于作
物的生长。如果没有野生动物，
土壤将面临板结、退化。

这 是 从 微 观 层 面 来 看 野 生
动物的作用，从宏观角度来说，
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某种关键生物的减少
或 灭 绝 ，会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对 生
态 系 统 造 成 严 重 的 影 响 ，例 如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传粉动物大
量 消 失 的 后 果 ，最 终 受 到 影 响
的 还 是 人 类 本 身 。 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我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最
终目的是为了维持整个生态系
统的平衡，不仅仅保护珍稀野生
动物、而要保护所有野生动物并
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则是构成生
态平衡的重要因素。

当然在目前来说，野生动物
作为自然资源，在我国被开发利
用了几千年，很多地方人们的生
计与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及相
关利用息息相关。这也是一个
客观存在，法律在制定时需要考
虑这一现实，但与此相关的规定
需要明确，保护优先的原则必须
在 法 律 中 确 立 ，并 成 为 一 种 方
向。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需要改变为保护野生动物而保
护野生动物的理念，因为从根本
上讲，这是为了保护整个生态系
统的完整，是为了保护人类自身
赖以生存的环境。

假如没有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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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马上就评评

1关
注

保护野生动物目的应该是保护整个生态系统，单纯保
护濒危物种很难起到效果

保护野生动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2关
注

不应将野生动物当作人类拥有的资源看待，而应视为独
立的个体去尊重和平等对待

如何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3关
注

置的夹子夹伤的，“作为人类，我们必须
为它做点什么。”

“在一些地方，吃野生动物已经成为
一种习惯，要改变这种陋习还需要一段
很长的过程。”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专家张思宁说。

周海翔则认为，如果从生物链的角
度出发，无论物种的数量是否稀少，对于
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都具有贡献，而《修
订草案》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仅指“珍
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这样的提法
并不完整。

周海翔说，保护野生动物的真正目
的应该是保护地球生态系统，我们赞同
将部分濒危物种定义为国家重点保护物
种，但单纯保护濒危物种是不可能有效
的，就如同不许猎捕老虎，也必须给它留
有食物及栖息环境，“生物塔尖是不可能
离开塔身和塔基而存在的，必须对所有
物种及其生境实施有效的保护。如果对
非濒危物种弃之不顾，整个生态系统都
会遭到破坏，那么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又
从何谈起？”

法律的根本功能是调整利益关系，
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所涉及的利
益关系则比较复杂。周珂分析了其中的
复杂利益关系后指出，我国野生动物保
护目前涉及的利益结构大致为 5 个方
面：一是最贫困人口基本生存的需要；二
是中医药发展的需要；三是现有的商业
养殖要尽快且稳妥地退出；四是国内对
野生动物消费的畸形需求；五是当代人
和后代人享受的美好环境利益。

周珂表示，我国因为有中医药对野
生动物制品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又不适
当甚至荒谬地扩展和转移到了食疗甚至饮
食的领域，因而形成了野生动物需求市场
的利益结构，并延伸到立法的诉求上。应
当说，这种利益结构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趋
势是不相符合的，也是不科学的。

“考虑到这种利益结构在我国长期
存在，必须承认这个事实，立法时也要考

虑各利益群体的接受程度。但必须明确
的是，立法时对这种利益的价值判断以
及法律公平正义和与国际接轨的方向是
需要澄清的，立法要有正确的方向，即在
根本上取消对野生动物市场需求利益之
前，要对这种利益通过立法予以必要的限
制，并通过立法引导人们减少直至消除对
野生动物开发利用的观念。”周珂说。

同样，动物保护公益律师安翔认为，
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必须确立保护优先的
原则，“在具体条文的设定上，应当贯彻
保护优先的原则，明确对野生动物利用
严格限制，不应降低门槛。”

“如果要利用，就该明确可以利用的
情况。”解焱指出，现有关于利用的条款
都规定得有些“宽泛”，比如《修订草案》
明文提出：因“人工繁育”等其他特殊需
要，经省级主管部门批准，可捕猎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人工繁育、公众展
示（演）等其他特殊需要”，经省级主管部
门批准，可以出售、收购和利用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其他特殊需要’指代含糊，实际上
为违法者提供了操作空间。”解焱说。

《修订草案》中的一些内容表述，让
很 多 学 者 觉 得 它 更 像 是 一 份“ 负 面 清
单”。比如草案第二章第十一条的规定，

“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分
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地方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
值的野生动物。”

“普通人看完后，可能觉得要保护的
是所有野生动物，但按照草案表述，这其
实是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解焱对记者
说，如果禁止的仅仅是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的狩猎，那是否意味着非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狩猎是开放的？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于
凤琴表示，《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是保
护野生动物生命及其栖息地安全、约束
威胁野生动物行为的法律，不能将任何
形式的“食用”和“捕猎”列入法律，因为，
野生动物不是人们生活必须品。

法律、法规和规章已超过 350 部，初步
形 成 了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的 法 律 体 系 。
从 数 量 上 看 ，我 国 法 律 规 定 已 经 不
少 ，但 为 何 仍 难 以 解 决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的问题？

周海翔表示，我国许多具体实施条
例要根据上位法来制定，上位法是根本
问题。如果相关的事项在上位法中未能
详细阐明，将直接导致无法精准地制定
具体实施条例。

以法律责任为例，现行的《野生动物
保护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
定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但 现 实 的 情 况 是 ，
1997 年我国颁布的新《刑法》已经废止
了这项补充规定，但《野生动物保护法》
并没有及时做出修改。

有专家表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方
面的立法虽然存在不足，但已经初步形
成了体系，目前无法更有效地保护野生
动物，与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意识在民众
中缺乏普及、全社会仍未形成保护野生
动物的氛围有很大关系。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杨
通进提出，全社会要转变对待野生动物
的态度。

“尊重的前提是平等，尊重自然是要
将自然当成拥有内在 价 值 的 平 等 主 体
来 对 待 。 野 生 动 物 作 为 自 然 界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值 得 我 们 去 尊 重 。”杨通

进说，我 们 不 要 把 野 生 动 物 当 作 人
类 拥 有 的 资 源 看 待 ，而 要 视 为 独 立
的个体去尊重和平等对待，注重野生
动物的福利。

杨通进告诉记者，动物展演是一
种利用野生动物表 演 取 悦 观 众 的 娱
乐 方 式 ，目 前 正 在 被 野 生 动 物 和 园
林 主 管 部 门 逐 渐 叫 停 。 但 是 在《修
订 草 案》中 ，却 还 规 定 经 批 准 可出
售、收购和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用于展演。

“动物展演，重点在于‘演’，而演
出需要剧本、训练，最基本的是要进行
沟通，但驯兽员无法同野生动物进行
直接的语言沟通。要让动物学会表
演 动 作 ，常 常 使 用 负 强 化 的 残 酷 方
式 ，比 如 棍 棒 抽 打 ，或 直 接 拳 打 脚
踢 ，这 对 野 生 动 物 造 成 了 严 重 伤
害。”杨通进说。

“拯救表演动物项目”负责人胡春
梅则表示，观众尤其中小学生观看动
物展演，接收到的是错误的动物学知
识，毫无科普教育意义，“这种情况需
要改变。”

“不要将正被公众摒弃的野生动
物展演写进《修订草 案》，应明确提出
停止野生动物展演的目标，增加法条
制定更严格的规范，在较短时间内淘
汰动物展演。我希望能让更多的野生
动物回归自然天性。”胡春梅说。

野生动物作为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保护就是保护我们所处的这个生态系统。图为 3 月 13 日，河北省沧
州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志愿者将 1个月前成功救助的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枕鹤及一只赤麻鸭放飞。 傅新春摄

图为在陕西省合阳县黄河湿地内栖息的天鹅。雷军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