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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
的建议摘要

为了防控人兽共患疾病，阻断新型冠状肺炎等疫病的传播渠道，中国已紧急加强了野生
动物贸易管控，并正在考虑完善相关的法规政策。1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及
国家林草局发布了《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在全国疫情解除之前，禁止一切野
生动物交易活动。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宣布，已经部署启动《中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的修改工作，拟将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列入常委会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2月24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
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这一决
定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未来修订指明了方向。

NRDC为支持中国应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与公共健康，通过收集
整理国际相关政策、建议与措施，结合中国法律实际情况，对《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具体
条款的修订逐条提出了建议供法律修订者参考。现将修订建议的主要内容总结如下：

1.	建议把“生物与生态安全”的保障体现在法律的立法目的及相关条款中
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等机构广泛引用的一份研究显示，全

球每年有大概十亿例的疾病及上百万的死亡是由人兽共患病引发的。在传染性流行病中，
人畜共患病占60%左右。18世纪以来，科学家在人的身上发现了30多种新的病原体，其中
75%源自动物。传染性人兽共患病可能对社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也会危及人的生命安全。
保障生物与生态安全事关公共健康与社会发展，应当列入立法目的并通过具体条款落实。

2.	建议设立政府部门间野生动物动源性疫病防控与管理联系协调机制
中国与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一样，野生动物疫病防控与管理的职责是由包括野生动物主

管、兽医兽药管理、检验防疫、市场监管与执法在内的多个部门共同承担的。为更好地实现
野生动物源疫病防控和保障生物安全，需要建立政府部门间联系协调机制，制定野生动物动
源性疫病防控、监管与执法的整合预案，构建部门间共享数据平台，并接受社会监督。地方
政府和相关部门也需要与专业机构一起，开展定期的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风险评估和不定期的
市场检查与执法。

3.	建议野生动物分级名录管理中取消“三有”名录，扩大原受名录保护的野生
动物范围
过去有许多生存状况不为人知的野生动物因为缺少法律的保护，从无危发展至濒危甚至

灭绝。目前，市场中存在大量贩卖涉嫌来自野外的无证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可能携带病原
体，却不受现行法律保护，成为执法空白地带；而“三有”动物因难以区分野外与人工繁育种
群，给执法造成困难的同时，也给了不法分子牟利的灰色地带，为疫病发生创造了潜在温
床。而在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实践中，保护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同时，出于渔业可持续
发展的考量，也会通过规范渔业行为以保护非濒危水生野生动物，避免野生鱼类资源的进一
步枯竭，比如长江的禁渔。因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当扩大保护范畴，为整体生物多样性和
生物安全的保护发挥更大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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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mro.who.int/fr/about-who/rc61/zoonotic-diseases.html


4.	建议以名录形式禁止生产、加工、出售和利用疫源性、有疫病风险或输入自
已知传染性疫区的野生动物。禁止一切源于野外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商业
目的直接进入市场交易。对于经防疫与兽医部门评估无疫病风险、可证明其
合法来源且非源自野外的以食用为目的人工繁育的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实
施名录与许可证管理，并参照相关畜牧类动物的饲养与防疫规范及食品安全
的相关法规，对其饲养、生产、交易的全过程做到可追溯和信息公开。
中国林科院野生动物保护专家钱法文指出, 人兽共患病基本上都是野生动物传给人类的, 

病菌的传染主要还是通过食用关系发生的, 吃野生动物是人类可能感染动物体内病毒的最直
接途径之一。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为，应对野生动物传染性疫病，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与时间开展研究与临床实践，寻找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法，而且实践中成功率非常低。出于
对公众健康与生命安全保障的目的，应当对食用范畴的野生动物的生产、加工和出售进行严
格限制，提供明确和可操作的标准，同时做到信息公开透明。

5.	建议在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规定，野生动物主管部门通过向社会公示或
专家组咨商等形式鼓励社会各界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允许社会各界参
与名录、管理规定、许可证、栖息地的划定等的评估与更新，并接受社会监
督。
打击野生动物犯罪，需要对从源头开始的每个环节都加强监管，最大限度减少非法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流入消费终端的可能性。在全链条监管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中，如能引入社会
监督机制，公开信息，阳光下让不法分子难以遁形 ，在提高犯罪成本、协助政府监管的同
时，也可帮助公众增加禁食与保护野生动物的知识并提高这方面的意识。 

6.	建议国家在国土空间规划、保护地体系建设与生态红线划定过程中充分考虑
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连通性问题。农业畜牧养殖项目的建设应当远离野生动物
栖息地。各级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监测环境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
影响。允许依法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可以就破坏野生动
物及其栖息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土地用途的改变，动物栖息地的破碎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及气候变化，使得野生动物

与人的共生环境不断恶化，生存空间也日益交叠，加之交通的便捷与野生动物贸易的全球
化，世界范围内不断有新的动源性疫病发生，直接威胁野生动物乃至人类的健康。生态系统
是一个整体，生物与生态安全的保障需要国家从全局考虑，整体恢复和提升环境质量，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让野生动物与人保持足够安全的距离。

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出台，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进一步修订提供了基础与方向。NRDC也
会继续围绕决定中提出的核心问题，与项目合作伙伴一起开展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0 2  /  关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的建议摘要 2 0 2 0 . 0 2

https://www.oie.int/fileadmin/Home/eng/Internationa_Standard_Setting/docs/pdf/WGWildlife/A_Training_Manual_Wildlife.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