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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很多
人关心：大熊猫保护力度也会降级吗？对此，国家
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大熊
猫受威胁程度下降，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对大熊猫保
护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体现了国际社会对
大熊猫保护成绩的认可，大熊猫保护级别不会降

低，保护力度不会减弱，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是中国濒危物种保护的旗舰种和伞护
种”。中国人对大熊猫的爱护永远只会升级！

大熊猫，这一胖乎乎毛茸茸、似乎只能卖萌
的动物，为何如此受人喜爱，并能登上“国宝”
宝座呢？

数量并不是最少

大熊猫是数量最少的吗？斑鳖在世界
仅剩几只；华南虎，中国特有的虎亚种，
仅分布在中国境内，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未见身影；亚洲象近300头；而目前野生大
熊猫有 1864 只，圈养大熊猫 633 只，数量
不是最少的。

是最美丽的吗？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

的树叶。每个人因为喜好、文化、宗教信
仰不同，对美的定义各不相同。有的喜欢
开屏的孔雀，有的喜欢威武的狮子，也有
人喜欢眼镜蛇，甚至有人喜欢剧毒的蜘
蛛。没有一个标准评价大熊猫是最美丽的。

是最有利用价值的吗？大熊猫除了卖
萌以外，没有利用价值。其熊胆和骨头没
有药用价值，熊掌和肉没有食用价值，毛
皮不能做衣服。

具有国宝要素

国宝即国家的宝物，世界各国都有各
自的国宝，他们大都作为无价之宝，成为
国家的骄傲和象征。

要成为国宝，除了经济价值外，大致
应该具有以下一个或几个特征：一是本国
独有或大部分拥有；二是能体现本国文化
特征；三是能代表本国形象；四是与本国
发展息息相关。

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能代
表中国形象的事物众多。而大熊猫则与众

不同，其憨态可掬的模样与温顺的性格以
及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中国人的心，并以超
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的优
势，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根据科学家对大熊猫化石的研究，大
熊猫在历史上活动范围包括整个中国甚
至国境线外，北至北京周口店，南至如今的
越南和缅甸，目前仅分布于四川省、陕西省
和甘肃省的山区。大熊猫广阔的史前活动
范围让它拥有了超越地方性特色动物的身
份，具有成为国宝的
条件。

体现中国文化

大熊猫不是中国历史、神话、文学关注的对象，甚至与
人类的关系也很遥远，缺乏食用和经济价值，也不是某一种
文化或信仰的象征和图腾，但其生活习性蕴含的意义却与中
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

大熊猫不光有着圆圆的脸颊，大大的黑眼圈，胖嘟嘟的
身体，优雅的内八字行走方式，也有锋利的牙齿，解剖刀般
锋利的爪子，爪子和獠牙依旧锋利等特点，其身体强壮力气
很大，咬合力很强，奔跑和爬树速度堪称一流，成年以后没
有天敌，可以说如果想要独霸天下，几乎没有困难。而且从
消化系统来看，大熊猫的消化道、消化酶和肠道微生物保持
了食肉动物的特性。但从佛家来看，大熊猫放弃了食肉，选
择了吃素，正好与佛家倡导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暗合。

自古以来一些有大熊猫的地方把熊猫尊为“山神”。过去
猎人上山打猎，只要遇到大熊猫，认为是山神在发出警告，
必须马上返回。否则，最好的结果是一无所获、徒劳无功，
最坏的结果会丧命，这给大熊猫披上了神秘色彩。

从道家来看，大熊猫外形上黑色和白色所占面积几乎完
全一样，两者界线分明，既对立又统一，没有一个颜色走向
极端，天生巧合地体现了阴阳学说对立
统一、相互转化的内涵。大熊猫放弃食
肉，不欺负其他弱小动物，选择竹子作
为食物，正契合了道家提倡“道法自
然，无所不容，与自然和谐相处”。

从儒家来看，大熊猫不主动攻击其
他弱小动物，与诸多物种和谐相处，不
争不抢，颇有大家风范，正好符合儒家
讲究的“低调，含蓄、内敛”。同时，成
年的大熊猫自身强大，但在野外没有天
敌，象征着带来和平。

大熊猫选择的食物——竹子，更是
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历代文人所
喜爱的植物，“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竹子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
面。大熊猫也被冠上高雅之士的隐喻。

代言国家形象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
有的劫难。到 1869 年大熊猫被西方发现后，
大熊猫隐居深山的生活就被打破，一只只熊
猫命丧枪下。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
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大熊猫的命运也实现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可以说大熊猫与近代中国发展共命运。

大熊猫的体形庞大，自身强大又不欺负
其他弱小动物，代表了和平、和睦、和谐，
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
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
称霸的基因，也是我国奉行“人不犯我，我
不犯人”和平外交政策的具体体现。

大熊猫“既政治化又去政治化”的两面
性，越来越在“熊猫外交”中展现出来——
中国政府开始将大熊猫作为国礼与外国政府
交流，这一体现友好的举动象征着曾一度封
闭的中国开始打开国门，向外界伸出橄榄枝。

“熊猫外交”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这些
活生生的动物以其可爱无害的外表消弭了政
治算计的冷酷。作为中国国家的象征，大熊
猫在国内和国外都让中国的形象变得更柔
软、更有亲和力。也正因为如此，大熊猫的

“国宝之路”与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进程紧
密相连，它的内涵也因此远远超越了其生物
学意义。作为一种动物和一种形象，大熊猫
在连接自然和国家、科学与社会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综上所述，大熊猫憨态可掬的外表、悠
久的生物学历史、稀少的数量、强壮的身
体、不争的秉性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耦合
等特性，与现代中国的形象和倡导理念相
符，当之无愧地被称之为中国的国宝。

（作者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

日益加速的气候变化
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已经
威 胁 到 人 类 的 生 存 和 发
展，《生物多样性公约》 和
各国都在呼吁生物多样性
治理的“变革性转变”。

经济发展导致的生态
环境被破坏问题，目前在
中国得到了较好解决：森
林 覆 盖 率 从 10% 提 升 到
24%，自然保护地覆盖率从
3%上升到 18%，湿地受保
护 面 积 比 例 从 5% 提 升 到
50%，大熊猫、雪豹、朱
鹮、扬子鳄、麋鹿等濒临
灭 绝 的 物 种 已 经 得 到 恢
复。总结中国在生物多样
性 治 理 方 面 的 变 革 性 转
变，可为应对全球生态危
机提供参考。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
树立了“生态文明”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指导思想。

在 政 府 组 织 架 构 方
面，建立了自然资源部专
门 负 责 所 有 的 自 然 保 护
地，将过去分散在十几个
部门的各类自然保护地整
合到一起，实施统一规范
管理；正在构建“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将环境保护部拓展
为生态环境部，极大地加
强了与生态状况相关的督
察和监管。

中国将生态保护纳入
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规
划。自 2011 年开始至今，已经有超过 50%
的国土空间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实
施财政资金转移支付，已有 800 多个县享
受到该政策，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状
况持续改善；中国是第一个制定生态红线
规划的国家，生态红线规划为在大尺度范
围内整合保护与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
机制。到 2020年底，各省区市生态红线已
经划定，全国平均 25%的国土空间纳入生
态红线。该制度维护了区域生态系统的完
整性，保证了生态过程的连续性，全面限
制了有损于脆弱区生态环境的产业扩张；
自然保护地是生态红线的核心组成部分，
中国初步建立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
保护区为基础、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覆盖 18%陆域，4.1%海域。这
些与生态相关的规划通过“一张蓝图绘到
底”，得以贯穿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之中。

在全国各地，大量重点生态工程实
施，包括植树造林、退耕还林 （草/湿）、
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石漠化治理、野
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防护林、恢复
湿地和海岸等。1998 年大洪水之后，四川
省实施了全国第一个禁伐令，对四川省长
江上游部分地区天然林实施全面禁伐，随
后全国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国家
投入大量资金将大量伐木工人转变为护林
员，林业企业参与植树造林等公益事业，
成功实现了产业的转化。

建立并不断完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法
律法规体系，包括资源环境、森林、湿地、草
原、野生动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正在构建
中。积极参与各类相关的国际公约和项目，
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

《人与生物圈计划》、《拉姆萨尔公约》、《气候
变化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迁徙物种公约》
等。第十五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之
后，中国也将成为未来10年《全球生物多样
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关键推动者。

扶持大量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国际
和国内民间组织，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
和行动提供技术指导，并培养了大量人才。

中国的生态保护正处于生机勃勃的发
展时期，对应于全球生态危机持续加剧的
局面，中国在继续积极探索和实践的同
时，将担当起更多重任，引领、支持、协
同尽可能多的国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解焱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
员，马敬能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
发展基金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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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丝猴在神农架国家公园大龙潭金丝
猴野外研究基地活动。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左图：在南山国家公园 （位于湖南省邵阳市城步
苗族自治县境内） 拍摄的戴胜鸟。 新华社发

滩涂上的弹涂鱼。李东明摄

在江苏省东台市条子泥湿地活动的麋鹿。李东明摄在江苏省东台市条子泥湿地活动的麋鹿。李东明摄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资料图片

关注保护生物多样性关注保护生物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