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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大象、犀牛、

老虎减少由中国引起”的说

法一直被炒得沸沸扬扬，然

而，这种说法带有太多非客

观评价的主观色彩。大象、

犀牛、老虎减少，究竟谁之

过？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

理办公室主任孟宪林接受本

报独家采访时说，造成野生

动物越来越少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其中栖息地减少、以

生存为目的的捕杀、自然灾

害、原产地缺乏监管是非常

重要的四方面原因。

尽管西方国家因为文化

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

利益等原因对中国有误解，

但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一直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并且，积

极参与国际合作，严厉打击

非法贸易，被越来越多不存

偏见的国际社会人士所肯

定。中国还连续两次获得

“!"#$%（《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 秘书长

表彰证书”&这在世界各国绝

无仅有。

大象、犀牛、老虎减少

究竟谁之过？
严 冰 梁天一 史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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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然 造
成野生动物减少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中
国引起大象、犀牛、老虎减少”的主
观臆断从何而来呢？

国家税务干部学院政治学教研室阚道远
老师认为，这种言论“根源于各国形态各异的
文化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文化传统差异方面造成的误解主要来自
对中医的不了解。传统中医认为，虎骨、虎皮、
犀牛角等是珍贵的中药材，对一些疾病有着很
好的疗效，东亚野生物贸易委员会、世界自然
基金会都有声音认为“中医药造成部分珍稀野
生动物濒危”。

对此，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
刘张林解释道，“中国中医药历史上的确存在
野生动物入药的情况，但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意
识的提高和药用动物人工养殖技术的发展，滥
杀野生动物入药的情况已非常少见。目前中
国已建立了严格的野生动物保护机制，多数药
用动物已实现规范化的人工养殖供给，这种言
论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中国当下中医药
行业发展现状的不了解。”

我国早于'(()年就已全面禁止虎骨入药，
颁布了《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
其中明确指出，取消犀牛角和虎骨药用标准，
今后不得再用犀牛角和虎骨制药。随后又出
台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
法规，有效保护了包括很多药用物种在内的自
然资源。此外，各地的森林公安、药监、工商等

部门都建立了严格的监管制度，对药用
动物人工养殖基地、中药材生产加

工企业及经营门店进行监
督。

“中国引
起 大

象 、
犀牛、老虎
减少”这种说法
的另一依据是中
国查处的濒危野
生动物违法案件数
量较多。

*+,*年，国家林业局
组织的集中行动共查办了野
生动物案件-./起，收缴野生动物
/万多只、制品)/++件、动物皮近0+++

张。
“现有执法数据只能说明近年来中国在打

击野生动物及产品非法贸易方面采取了极为
严厉的措施，是中国加大执法监管力度、提高
执法效率的具体体现。”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
红谈到。

孟宪林表示，目前，濒危野生动物的话语
权操纵在西方国家手中，他们充分利用一些国
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和部分媒体，大力宣传他
们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主张、措施，却对中
国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进步视而不见，用各种
外交手段影响国际舆论向其倾斜。
“西方国家对中国逐步发展起来并越来越

强大感到了威胁，想通过限制野生动物
贸易遏制中国发展。”孟宪林说
道，“对于资源国来说，将野
生动物减少归咎于中国
也是转嫁其自身对野
生动物保护不到位
责任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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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
犀牛、老虎减少

由中国引起”这一说法
并不符合中国的真实情

况。然而，面对复杂因素造
成的部分野生动物濒危的局面，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在为世
界野生动物保护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据了解，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类型齐

全、功能完备的自然保护区网络体系，有效
保护了 (+1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201的野
生动物种群和 -01的高等植物群落。通过积
极的保护措施，有效地保护了我国濒危动植
物物种生存区域，使濒危物种消亡的速度减
缓。

不仅如此，中国还正确处理了保护、
繁育和合理利用的关系，印红表示，“对
于中国来讲，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
殖，合理开发利用，这是 《野生动物保护
法》确定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方针。”

按照 《野生动物保护法》 规定的保护
管理方针，针对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总量不
足的现状，我们在处理保护与利用关

系方面有三个基本的准则：一是
要坚持生态优先。二是积极驯
养繁殖。三是合理开发。合
理开发主要是政府建立合
理利用秩序，通过法律
法规制度和监管秩
序，保护合
法 经

营 ，
打击非法

经营。
同时，中国还实

施严格的贸易监管。野生动
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总

工程师严旬表示，“中国对象牙的贸易
主要用于象牙的精美雕刻工艺的传承。有
资格的企业必须要有合法的象牙原料来源。
这些原料来源都是这些企业从非洲通过公
开拍卖，在 !"#3% 秘书处的监管下完成
的。”

相关资料显示，*++2年，《濒危物种
公约》 秘书处对中国的象牙交易监控和市
场状况进行审核后，认为中国在控制象牙
交易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中国已经符合
《濒危物种公约》规定的标准，同意中国作
为特定的非洲国家库存象牙的贸易伙伴国。
“野生动植物是可再生资源，科学合理

地利用管理可以做到可持续性发展，”孟宪
林说，“但科学管理并不意味着过度保护，
其数量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过度增
长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

除了一直严格监管，合法加工、贸易，
中国还在立法、执法等多方面加大力度打
击象牙非法贸易。*+,, 年 ,* 月，中国成
立了部门间 !"#3% 执法工作组，整合林
业、海关、农业、工商和公安各方面力量，
对内协调开展 !"#3%执法活动，对外开展
国际野生动植物执法合作。

据悉，协调小组在成立后的一年半
时 间 里 ， 已 连 续 两 次 获 得
“!"#3%秘书长表彰证书”，
这在世界各国绝无
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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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长
约翰·斯甘伦在第十六届缔约方
大会上说，“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正
在不断升级，呈跨国化趋势，组织化程度
越来越高。”
“走私及非法经营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

活动实际上涉及到盗猎、运输、走私出境、
走私入境、非法经营等一系列环节，只有
涉及到上述环节的各个国家共同努力，多
环节强化执法，才能最终取得实质成效。
不能仅仅依靠某一个国家或部分环节的努
力。”印红表示。

近几年，为打击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
我国不断加强与非政府组织、政府间国际
组织、区域性执法组织及有关国家和周边
地区的联系与合作。

*+,+年 0 月4,, 月，中国参加了国际
刑警组织的“旋梯行动”、“老虎行动”及
“捕食行动”，查获大量非法案件，有力打
击了走私和非法经营利用老虎、大象等濒
危物种及其制品活动。

今年伊始，中国首次牵头，组织亚洲
和非洲 **个国家，成功开展代号为“眼镜
蛇行动”的濒危物种联合缉私活动，缴获
.* 吨紫檀、-50 吨象牙及其制品、,500 吨
藏羚羊绒等大量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

中国部门间 !"#3% 执法工作协调小

组 、
海 关 总 署
缉私局、公安部
边防局和国家林业局
的卓越表现，受到了 -

家组织方的联合表彰。印
红表示，“眼镜蛇行动”是国
际社会合作打击跨国犯罪的成功范
例，不仅显示了中国推动多边合作打击
走私濒危物种犯罪的决心和能力，也体
现了中国政府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打
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的
一贯立场。

*6,)年 /月 *2日，中国分别与印度、
俄罗斯有关部门就保护老虎及其栖息地、
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进行了双边会谈。
中俄双方确定，率先启动研究制定“东北
虎、东北豹跨境保护合作工作计划”。

印红表示，中国在严厉打击非法贸易
的同时，也希望各个国家在非法贸易的源
头、转运和交易等环节，共同加大执法力
度，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遏制非法贸易和
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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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哺乳纲

豹属的四种大型猫

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一

种，有“百兽之王”之称。虎

在我国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被 列 入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7!8） *6,* 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级、

《华盛顿公约》

（9"#3%） &级

保护动物。

象：目前世

界陆地上最大的

哺乳动物，属于

长鼻目，只有一

科两属三种，即

象科，非洲象属

和象属，非洲象

属有两种：普通

非洲象（也叫热

带草原象或灌木

象）和非洲森林

象。象属只有亚

洲象一

种 （也叫印

度象）。

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中

国云南省南部，国外常见于南亚

和东南亚地区。亚洲象的智商很高，

性情也温顺憨厚，非常容易驯化。在东南亚

和南亚的很多国家，当地居民都驯养它们用来

骑乘、表演等。

犀牛：犀牛是哺乳类犀科的总称，主要分

布于非洲和东南亚，是最大的奇蹄目动物，也

是体型仅次于大象的陆地动物。

现在世界上共有四属五种犀牛：黑犀牛、

白犀牛、印度犀牛、苏门答腊犀牛和爪哇犀牛

等五种，而这五种犀牛都属于 《华盛顿公约》

附录&中的保护动物。

肯尼亚纳库鲁湖国家公园里的野犀牛

行走在非洲沙漠上的象群

休憩中的老虎

“目前全世界近
266 种野生动物濒
临灭绝，备受关注
的野生虎已由 ,(66

年的约 ,6万头急剧
下降到目前不足
)066 头……”国家
林业局网站上公布
着这样令人触目惊
心的数字。相关资
料显示，在过去 .6

年，犀牛数量已经
减少了 (6!，如果
猎杀大象的非法活
动继续蔓延，,6 年
内，非洲境内多数
大象将消失。

大象、犀牛、老
虎的减少已成不争
的事实，但到底是否
由中国引起，在国际
上还是一个充满争
议的话题。

国家濒危物种
进出口管理办公室
张陕宁处长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近

年来:一些国际组织对中国经济和居民收入
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非洲猎杀动物的
上升跟中国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他们认为
中国人有钱了，把象牙当做保值增值的收
藏品，这些需求刺激猎杀行为发生。”
“这种说法完全是主观臆断，目前并没

有事实证明中国居民增长的可支配收入用
来购买象牙，非洲猎杀动物数量的上升是
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和中国经济增长风马

牛不相及。”张陕宁谈到。
在一些关于保护濒危野
生动物的国际会议上，

“大象、犀牛、
老虎减

少由中国引起”的说法也甚嚣尘上，中国
常常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6,)年 )月，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 第十六届缔约国大会期间，
《纽约时报》发文称，中国对象牙的需求导
致非洲被捕杀的大象数量快速增长。来自
东亚野生物贸易委员会的大象专家汤姆·米
利肯也认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更多地推动了非法象牙交易。”

类似的观点在国外颇有代表性，认为
中国应对野生动物的减少负责。面对诸

多质疑，中国应该有一个澄清
的机会，更需要为自己

正名。

“实际上，造成野生动物越来越少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其中栖息地减少是最主要的原
因。另外，自然灾害、以生存为目的的捕杀、
原产地缺乏监管也是非常重要的三个方
面。”孟宪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提到。

由于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人们为满足
对粮食的需求，不断扩展或新建村镇和发展
农业生产；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不断发展
工业占用土地。非洲象牙海岸———科特迪瓦，
近年来*.66万英亩的原始森林遭毁；素有“野
生动物天堂”之称的肯尼亚，近些年也拓荒种
粮，扩建新村，大大缩小了象群、黑犀牛的栖
息地。
“由于环境气候的变化和
人类活动的扩张，野
生动物的栖
息

地不断缩小，环境的野
生动物承载量也不断下
降。很多野生动物如老
虎、鹰等属于独居动物，
它们为了争夺地盘或食
物会自相残杀。”东北林
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
院院长张伟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说。

另外，张伟谈到，自
然灾害尤其是冰雪和干
旱灾害对野生动物种群
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
的。非洲的许多地区都
是旱灾的频发地。*6,6

年至*6,,年间，东部非
洲遭遇-6年来最严重的
旱灾，干旱程度最严重
的地区———肯尼亚、埃
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大部
分是非洲象、犀牛的分
布地区。

还有，以生存为目
的的捕杀。据悉，*6,,年，南非野生动物保护
区内..2头犀牛遭猎杀；*6,*年前)个月，,6(
头犀牛遭猎杀，平均每天超过,头。“在非洲进
行非法猎杀的绝大多数是当地人。”孟宪林
认为，“进行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并非是为了
满足别国需求，而是当地人为了从这种贸易
中获取利益，满足生存需求，因而解决这个
问题的关键是资源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
亟待提高。”

然而，这些处于源头上的国家大多缺乏
严格的监察和市场监管，因此不能从根源上
遏制非法猎杀和非法贸易。由此，张陕宁认
为：“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是一个完整的
链条，资源国或沿途国家的海关对濒危野生
动物贸易的监管和执法的失职造成了链
条的缺口，因而这些国家对野生
动物濒危负有一定责任。
无端怪罪中国没
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