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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通过对中国、老挝边境地区野生动植物贸易的 资 料 收 集 和 调 查 研 究，结 果 表 明，中 老 野 生 动 植

物年贸易额超过 <%%% 万美元，合法贸易额约 =%% 万美元，其中有 #"%> 6# 万美元是经过西双版纳州边贸

局或勐腊海关登记的。常见的 野 生 植 物 种 类 有 =< 种，其 中 有 #=> #? 野 生 植 物 是 老 挝 禁 止 出 口 种 类，

3#> <3? 的种类是属限量贸易种类；常 见 的 野 生 动 物 种 类 <#3 种，其 中 哺 乳 类 =6 种，鸟 类 3= 种，爬 行 类

#< 种，鱼类和两栖类各 < 种。交易的动物种类中，有 @< 种 动 物 是 国 际 上 禁 止 贸 易 种 类，属 于 &(1*+ 规

定的一级保护种类有 <5 种，二级保护种类有 #$ 种。在野生动植物合法贸易中，从采集者到老挝集镇的

一级商贩，价格提高 $%? 4 @%? ，到达中 国 云 南 省 勐 腊，价 格 一 般 为 原 价 的 $> @ 倍，到 达 云 南 省 以 外 市

场，价格增加到原价的约 #> 6 倍，非法贸易的价格 变 化 幅 度 是 同 级 合 法 贸 易 的 $> @ 4 3> = 倍。动 植 物 贸

易的主要获利者是中间商贩，采集者的获利 相 对 较 小，但 采 集 的 劳 动 日 收 益 仍 达 %> 6 4 $> " 美 元 A 天，比

当地种水稻和旱稻收益高。文章针对该地区野生动植物贸易的有效管理提出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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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植物贸易在一些生物资源丰富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已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收

入。合理的野生动植物贸易可以协调资源利用和保护的矛盾，从而实现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和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而不合理的或非法的动植物贸易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已构成严

重威胁（ 辛白，!""#；伍一平，!""$；夏禾，!""%），因而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早在 !"$& 年，

由 ’! 国签署的《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对上万种动植物贸易和跨国传

输进行了限制（ 西蒙，李斯特主编，!""’），!""’ 年在巴西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的生物多样性

公约（(-.）又对野生动植物贸易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译，!""$），而要真正实现对野生动植物贸易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绝非易事。本文通过对中老边境动植物贸易现状分析，提出加强管理的若干建议。

!/ / 调查地区与研究方法

!" !# 调查地区

于 !""$ 0 !""% 年对中国的西双版纳、思茅和老挝的南塔省、丰沙里省、乌多姆赛省等地区

的开放口岸，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或边境贸易的职能部门或公司（ 商行）以及主要城镇进行了

调查与资料收集。共调查国家级开放口岸 ’ 个（ 中国的磨憨和老挝的磨丁），边民互市点 1 个

（ 中国的勐满、曼庄、曼腊和老挝的勐辛），国家职能部门或公司 ’2 多个，边境城镇 !& 个以及

边境村寨 &2 个（ 见图 !）。

图 !/ 中老边境地 区 野 生 动 植 物 边 境 贸 易 通 道 示 意 图［ 依 据《 云 南 省 地 图 册 》绘 制（ 赵 鼎 汉 等 主 编，

!"""）］

3456 !/ *78 9:;7<:= >? (74@:AB:>C ?D>@;48D ;D:E8 >? <4FE 9F:@; :@E :@4G:F 9D>EHI;C

!" $#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随机抽样、野外观察、半结构访谈调查、关键人物访问及收集第二手资料等调

查方法。野外调查时依据调查对象不同，设计不同的问题框架和调查表格。调查内容包括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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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植物的销售数量、价格、流向、种群数量的变化以及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条

例的掌握程度等。第二手资料主要通过收集官方的统计、报表、文件和有关论文、报道等，了解

两国及地方政府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边境贸易的政策法规和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状况。资

料收集的部门包括两国 边 境 地 区 的 海 关、商 检 局、边 贸 局、公 司（ 商 行）、动 植 物 检 疫 局、林 业

局、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

!" " 研究结果

!" #$ 中老两国控制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方法及法律背景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并将其作为基本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

国以来相继制定和颁布了《 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 确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 种，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 种）、《 陆生野生动物保

护实施条例》、《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自然保护区条例》、《 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

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猎枪弹具体管理办法》、《 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收费办法》和《 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法律和法规。中央和省、区、市及

重点保护地区都设立了保护管理的专门机构，成立了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初步形

成了全国性野生动植物 行 政 管 理 体 系 和 保 护 网 络。中 国 还 相 继 加 入 了《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国际公约，积极承担国际义务，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和

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老挝至今还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或法规控制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贸

易，只是在 ’#&# 年发布的《 关于国家税务制度》的 ($ 号决议中把 !) 多种名贵木材规定为禁止

贸易的种类，但在这个决议中同时又规定了包括这些禁止贸易物种以及大象、老虎、长臂猿、

熊、穿山甲、板犀鸟等在内的 !)) 多种野生动植物出口贸易的关税（ 黄羽，’##*）。两国在开放

口岸至今未设立相应的办公机构来控制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贸易，同时在打击过境偷猎（ 伐）、

走私贩运等破坏野生动植物的违法犯罪活动中缺乏合作。值得欣慰的是，两国都参加了 ’##*
年 ’) 月在北京召开的“ 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控制野生动植物贸易研讨会”并通过了《 亚洲部

分国家和地区关于控制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北京宣言》（ 王建中主编，’##%）。在中国科学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组织下，于 ’##& 年 ’) 月 !+ , !# 日在西 双 版 纳 州 府 景 洪 市 召 开 了 首 届

“ 中老跨边界生物多样性管理与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两国边境地区省、市的政府官员以及

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共 +* 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代表在加强边境

地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管理，联合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等方面达成共识，并通过了《 加强

两国边境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决议》。

!" !$ 中老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的路线、方式

!" !" #$ 中老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的路线 " 中老跨边境野生动植物贸易流向主要是由老挝北

部通过中老边境地区的三条公路以及相通的若干小路流入中国（ 见图 ’）：第一条由老挝南塔

省的磨丁进入勐腊县的磨憨；第二条由老挝南塔省的勐辛经勐满进入勐腊县；第三条由老挝丰

沙里省的孟塘经曼庄进入勐腊县。另外一些商贩把野生动植物贩运到越南的莱州、山萝、河

内，再从中国的河口、金平、凭祥、东兴等口岸进入中国（ 简称“ 老—越—中”线路）（-. /01231，

’##+）。经调查，大约有 $)4 的种类经过老挝直接进入中国，其余的种类通过越南间接进入中

国。

!" !" !$ 中老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的方式

合法贸易：合法贸易的流通系统比较简单，流向比较清楚且交易量较大。一些国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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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管理的种类如花榈木（!"#$%&’ ()*"+&）、柚木（,)-.$*’ /"’*0&%）、黑黄檀（1’23)"/&’ 45%-’）等木

材，主要由老挝有关部门采集后，直接与中国的商行（ 公司）进行贸易，其种类、数量都要向两

国的海关、商检局、动植物检疫局等部门申报登记和上税。还有一些老挝不控制的种类如绿壳

砂仁（ 6#$#5# 7&22$%5# !"#$ 8’*.(&$&0)%）、胖 大 海（ 9.)"-52&’ %-’:(&/)"’）、金 钱 草（ 6-’#:) "$8;
35"/(&&）、黄鳝（<$*$:.)"5% ’235%）等，一般由边境地区的农民采集后直接销售给个体商贩（ 一级

小商贩），一级小商贩再倒卖给更大的商贩（ 二级商贩），此类商贩几乎都是中国人。二级商贩

通过中国的三个边境贸易口岸（ 磨憨、曼庄、勐满）贩运到中国的勐腊，再运往中国的福建、广

东、四川、江西以及台湾、香港、日本等地药材市场销售。在经过几个口岸时，国家有关职能部

门如海关、商检局、动植物检疫局等部门可收取一定量的税收和管理费。

非法贸易：非法贸易参与人员在数量上远超过合法贸易人员，他们通常形成一定的联络

系统。捕猎（ 采集）的野生动植物被穿梭于边境地区的商贩买走，通过中老边境地区的多条小

路贩运到中国，卖给专门从事地下收购野生动植物的走私商贩，再运往中国的内地市场进行销

售，个别还转销台湾、日本等地。有时一种野生动植物在老挝就被倒卖四五次，在中国又转手

三五次才到消费者手中。非法贸易系统错综复杂，环节多、贸易方式多种多样，贸易的种类数

量难以调查和统计，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很难从中获得利益。

!" #$ 中老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的种类、数量

!" #" %$ 中老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的种类 % &’’( ) &’’* 年，中老边境贸易中常见的野生植物

种类有 +& 种，根据老挝 &’*’ 年发布的《 关于国家税务制度》的 ,( 号决议规定，其中有 &* 种野

生植物种类在 老 挝 是 禁 止 贸 易 或 出 口 的，有 -- 种 是 限 量 贸 易 的，即 野 生 植 物 贸 易 种 类 的

.+$ ./ 和 ,.$ &,/ 分别是禁止贸易和限量贸易的种类（ 见表 &）。常见的野生动物种类 &., 种，

其中哺乳类 +0 种、鸟类 ,+ 种、爬行类 .& 种、鱼类和两栖类各 & 种，分别占野生动物贸易种类

的 ,-$ &/ 、..$ */ 、-.$ ./ 、1$ */ 和 1$ */ ，有 (& 种野生动物在国际上是禁止贸易或受到国家

法律保护的，其中属于 23456 附件 & 中的种类有 &’ 种，属于 23456 附件 - 中的种类有 .- 种，

分别占整个贸易种类的 &,$ ./ 和 -,$ &/ 。属于中国一级保护的种类有 -& 种，属于中国二级

保护的种类有 ,+ 种，占整个贸易种类的 &+$ */ 和 ..$ */（ 见表 -）。

表 %$ 中老边境地区常见的野生植物贸易种类（%&&’ ( %&&) 年）

4"789 &% 2:;;:< =>8? @8"<A B@9C>9B >< 2D><"EF":B G#:<A>9# A#"?9（&’’( ) &’’*）

商品名

2:;;:?>AH <";9
学名

6@9C>9B
科名

I";>8H <";9
保护等级

J#:A9CA>:< C8"BB

柚木" 柚木 ,)-.$*’ /"’*0&% 马鞭草科 K9#79<"C9"9 !

花梨木" 花榈木 !"#$%&’ ()*"+& 蝶形花科 J"@>8>:<"C9"9 !

红梅嘎" 绒毛番龙眼 =$#).&’ .$#)*.$%’ 无患子科 6"@><?"C9"9 !

安息香" 安息香一种 9.+"’8 B@$ 安息香科 6AH#"C9"9 !

檀香木" 檀香 9’*.’25# ’235# 檀香科 6"<A"8"C9"9 !

紫檀" 紫檀木 =.)"$-’":5% &*0&-5% 蝶形花科 J"@>8>:<"C9"9 !

沉香木" 土沉香一种 6>5&2’"&’ B@$ 瑞香科 4DH;989"C9"9 !

松木" 松属 =&*5% B@@$ 松科 J><"C9"9 !

黄樟" 黄樟 ?&**’#$#5# :’".()*$8+2$* 樟科 F"L#"C9"9 !

黑心树" 铁刀木 ?’%%&’ %&’#)’ 苏木科 2"9B"8@><>"C9"9 !

老挝楠木" 泰国油楠 9&*0$"’ %&’#)*%&% 含羞草科 M>;:B"C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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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 ’（ ()*+,*-&.）

商品名

/)00).,+1 *#0&
学名

23&(,&4
科名

5#0,%1 *#0&
保护等级

67)+&(+,)* (%#44

香灰莉" 灰莉 5#87#&# (&,%#*,(# 马钱科 9)8#*,#(&#& !

胶乌木" 乌木黄檀 !"#$%&’(" )%#"*+,-#+* 蝶形花科 6#3,%,)*#(&#& !

老挝黄檀" 黄檀一种 !"#$%&’(" 43: 蝶形花科 6#3,%,)*#(&#& "

香红木" 降香黄檀 !"#$%&’(" +.+&(/%&" 蝶形花科 6#3,%,)*#(&#& ’

黑黄檀" 黑黄檀 !"#$%&’(" /012" 蝶形花科 6#3,%,)*#(&#& ’

红木" 黄檀属 !"#$%&’(" 433: 蝶形花科 6#3,%,)*#(&#& ’

铁木" 铁力木 3%10" /%&&%" 藤黄科 ;-++,<&7#& ’

香坡垒" 香坡垒 4+5%" +.+&"6" 龙脑香科 =,3+&7)(#73#(&#& ’

铁坡垒" 毛叶坡垒 4+5%" )+##(11()" 龙脑香科 =,3+&7)(#73#(&#& ’

芒药坡垒木" 坡垒一种 4+5%" 43: 龙脑香科 =,3+&7)(#73#(&#& ’

异翅香" 异翅香 7*(1+56%&" #"%8(1 龙脑香科 =,3+&7)(#73#(&#& ’

钝叶龙脑香" 钝叶龙脑香 !(56%&+2"&501 +$601(/+#(01 龙脑香科 =,3+&7)(#73#(&#& ’

大花龙脑香" 龙脑香一种 !(56%&+2"&501 43: 龙脑香科 =,3+&7)(#73#(&#& ’

吉索娑罗双" 吉索娑罗双 9:+&%" ’0(1+ 龙脑香科 =,3+&7)(#73#(&#& ’

平滑娑罗双" 平滑娑罗双 9:+&%" #"%8(1 龙脑香科 =,3+&7)(#73#(&#& ’

金背娑罗双" 金背娑罗双 9:+&%" :-5+2:&" 龙脑香科 =,3+&7)(#73#(&#& ’

哈氏娑罗双" 娑罗双一种 9:+&%" 43: 龙脑香科 =,3+&7)(#73#(&#& ’

钝叶娑罗双" 钝叶娑罗双 9:+&%" +$601" 龙脑香科 =,3+&7)(#73#(&#& ’

暹罗白" 娑罗双一种 9:+&%" 43: 龙脑香科 =,3+&7)(#73#(&#& ’

毛榄仁" 榄仁一种 ;%&)(*"#(" 43: 使君子科 /)0$7&+#(&#& ’

紫薇木" 绒毛紫薇 <"’%&16&+%)(" 6+)%*6+1" 千屈菜科 91+>7#(&#& ’

大叶紫薇木" 大叶紫薇 <"’%&16&+%)(" &%’(*"% 千屈菜科 91+>7#(&#& ?

火索麻 火索麻 4%#(26%&%1 (1+&" 梧桐科 2+&7(-%,#(&#& ’

藤篾 省藤属 @ 种 ="#")01 433: 棕榈科 6#%0#&

绿壳砂仁 缩砂密 7)+)0) 8(##+10) 姜科 A,*8,$&7#(&#&

水麻皮 长叶水麻 !%$&%’%"1(" #+*’(/+#(" 荨麻科 B7+,(#&(&#&

龙血树 柬埔寨龙血树 !&"2"%*" 2")$+.("*" 龙舌兰科 C8#D#(&#&

薏仁 薏仁米 =+(, #"2&-)">?+$( 禾本科 ;7#0,*&#&

琥珀 滇橄 ="*"&(0) 16&(260)？ 橄榄科 E-74&7#(&#&

胖大海 胖大海 96%&20#(" 12"5:(’%&" 梧桐科 2+&7(-%,#(&#&

苦笋
苦竹 @#%(+$#"1601 ")"&01
牡竹 !%*.&+2"#")01 16&(2601 禾本科 ;7#0,*&#&

白笙 皱木耳 70&(20#"&(" .%#(2"6" 木耳科 C-7,(-%##7,#(&#&

金钱草
花叶开唇兰属 72")5% &+,$0&’:((
开唇兰属两种 72")5% 433: 兰科 F7(>,.#%&4

注 G)+&："代表非法贸易种类 ">& ,%%&8#% +7#.& 43&(,&4；! H"分别代表老挝一类 H 二类禁止贸易种类 5,74+ H 2&()*.I(%#44 37)>,$J
,+&. +7#.& 43&(,&4 ,* 9#)4；’ H ? 分别代表老挝一类 H 二类限量贸易种类 ">& 43&(,&4 )< 7#+,)*&. +7#.& ,* 9#)4:
学名参考《 西双版纳高等植物名录》（ 李延辉主编，’KKK）和《 云南种 子 植 物 名 录》（ 吴 征 镒 主 编，’KLM）；保 护 等 级 参 考《 西 双

版纳高等植物名录》（ 李延辉主编，’K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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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老边境地区常见野生动物贸易种类（#$$% & #$$’ 年）

!"#$% &’ ()**)+ ,-$. "+-*"$ /0%1-%/ -+ (2-+"34")/ 56)+7-%6 76".%（899: ; 899<）

种类

=0%1-%/
’ 科名

>"*-$? +"*%
边境贸易规模

!6".% /1"$%’

保护等级 @6)7%17-)+ 1$"//
（4- A%+BC+，899D），（ 汪松，

899<），（ 杨德华，899E）

哺乳类 FGFFG4HG
短尾猴 !"#"#" "$#%&’()* 猕猴科 (%61)0-72%1-."% + + + & , !
熊猴 !"#"#" "**"-).*’* 猕猴科 (%61)0-72%1-."% + + 8 , !
食蟹猴 !"#"#" /"*#’#01"$’* 猕猴科 (%61)0-72%1-."% + + + & , !
猕猴 !"#"#" -01"%%" 猕猴科 (%61)0-72%1-."% + + + & , !
豚尾猴 !"#"#" .)-)*%$’." 猕猴科 (%61)0-72%1-."% + + 8 , !
黑叶猴 2$)*34%’* /$".#&’*’ 猕猴科 (%61)0-72%1-."% + 8 , !
菲氏叶猴 2$)*34%’* 56"4$)’ 猕猴科 (%61)0-72%1-."% + 8 , "
蜂猴 74#%’#)30* #&0#".8 懒猴科 4)6-/-."% + 8
懒猴 9&$’* %"$(’8$"(0* 懒猴科 4)6-/-."% + + + 8 , !
小熊猫 :’10$0* /018).* 浣熊科 @6)1?)+-."% + & , !
印度野牛 ;&* 8"0$0* 牛科 I)J-."% + + + 8
爪哇野牛 ;&* 3".%).8 牛科 I)J-."% + KL8
鬃羚（ 山驴）<"5$’#&$.’* *0-"%$").*’* 牛科 I)J-."% + & , "
亚洲象 =1)56"* -"*’-0* 象科 M$%02"+7-."% + + 8 , "
金钱豹 2".%6)$" 5"$(0* 猫科 >%$-."% + + 8 , "
云豹 7)&/)1’* .)301&*" 猫科 >%$-."% + 8 , "
豹猫 >)1’* 3).8"1).*’* 猫科 >%$-."% + + !
丛林猫 >)1’* #6"0* 猫科 >%$-."% + + & , !
金猫 >)1’* %)--’.#?’ 猫科 >%$-."% + + & , "
獾 !)1)* -)1)* 鼬科 FC/7%$-."% + + +
鼬獾 !)1&8"1) -&*#6"%" 鼬科 FC/7%$-."% + + +
猪獾 :$#%&.4@ #&11"$’* 鼬科 FC/7%$-."% + + +
黄鼬 !0*%)1" *’3’$’#" 鼬科 FC/7%$-."% + +
黄腹鼬 !0*%)1" ?"%6’"6 鼬科 FC/7%$-."% + +
纹背鼬 !0*%)1" *%$’8’(&$*" 鼬科 FC/7%$-."% + +
青鼬 !"$%)* /1"A’801" 鼬科 FC/7%$-."% +
水獭 90%$" 10%$" 鼬科 FC/7%$-."% + + & , "
亚洲小爪獭 :&.4@ #’.)$)" 鼬科 FC/7%$-."% + + + & , !
江獭 90%$" 5)$*5’#’1"%" 鼬科 FC/7%$-."% +
黑熊 B$*0* %6’3)%".0* 熊科 N6/-."% + + + & , "
棕熊 B$*0* *55 熊科 N6/-."% + + + & , "
花面狸 2"80-" 1"$A"%" 灵猫科 O-J%66-."% + + +
熊狸 :$#%’#%’* 3’.%0$&.8 灵猫科 O-J%66-."% + +
食蟹! C)$5)*%)* 0$A0 灵猫科 O-J%66-."% +
红颊! C)$5)*%)* "0$&50.#%"%0* 灵猫科 O-J%66-."% +
椰子猫 2"$"(&@0$0* 6)$-"56$&(’%0* 灵猫科 O-J%66-."% + + +
斑林狸 2$’&.&(&. 5"$(’#&1&$ 灵猫科 O-J%66-."% + & , "
大灵猫 D’A)$$" E’3)%6" 灵猫科 O-J%66-."% + &
小灵猫 D’A)$$’#01" ’.(’#" 灵猫科 O-J%66-."% + &
三线狸 :$#%&8"1’(’" %$’A’$8"%" 灵猫科 O-J%66-."% + 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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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 ’（ ()*+,*-&.）

种类

/0&(,&1
! 科名

2#3,%4 *#3&
边境贸易规模

"5#.& 1(#%&!

保护等级 65)+&(+,)* (%#11
（7, 8&*9-*，:;;<），（ 汪松，

:;;=），（ 杨德华，:;;>）

大斑灵猫 !"#$%%& ’$(&)*"+& 灵猫科 ?,@&55,.#& , AB’
野猪 -.) )/%01& 猪科 /-,.#& , , ,
马鹿 2$%#.) $+&*3.) 鹿科 C&5@,.#& , , , ’
赤麂 4.56"&/.) ’.56"&7 鹿科 C&5@,.#& , , ,
小鼷鹿 8%&(.+.) 9&#&5"/.) 鹿科 C&5@,.#& , , :
穿山甲 4&5") *$56&:&/6;+& 穿山甲科 DE,F)34,.#& , , , ’ < !
野兔 =$*.) /0’.) 兔科 7&0)5,.#& , ,
豪猪 >;)6%"? 30:()05" 豪猪科 G41+5,(,.#& , ,
眼镜山鼠 @&66.) $3& 鼠科 H-5,.#& , ,
大竹鼠 @3"A0’;) ).’&6%$5)") 竹鼠科 DE,F)34,.#& , , ,
毵竹鼠 @3"A0’;) *%."50).) 竹鼠科 DE,F)34,.#& , ,
两色巨松鼠 @&6.1& B"/0+0% 松鼠科 DE,F)34,.#& , ’ < !
鸟类 I?J/
鸳鸯 C"? (&+$%"/.+&6& 鸭科 I*#+,.#& , ’
赤麻鸭 8&:0%5& 1$%.("5$ 鸭科 I*#+,.#& , , ’
野鸭一种 C5&) 10K 鸭科 I*#+,.#& , ,
褐耳鹰 C//"*"6$% B&:".) 鹰科 I((,0,+5,.#& , ’ < !
白腹" >"$%&&$6.) 1&)/"&6.) 鹰科 I((,0,+5,.#& , ’ < !
黑鸢 4"+#.) ’"(%&5) 鹰科 I((,0,+5,.#& , ’ < !
游隼 D&+/0 *$%$(%"5.) 隼科 2#%()*,.#& , ’ < !
隼属两种 D&+/0 100K 隼科 2#%()*,.#& ,

"# E.B0 B.B0 鸱#科 /+5,L,.#& , , ’ < !
夜鹰 F+&./":".’ /./.+0":$) 夜鹰科 6E#1,#*,.#& , , ’ < !
棕背竹鸡 E&’B.)"/0+& 1;6/3"" 雉科 6E#1,#*,.#& , , :
竹鸡 E&’B.)"/0+& 630%&/"/& 雉科 6E#1,#*,.#& , ,
白腹锦鸡 23%;)0+0*3.) &’3$%)6"&$ 雉科 6E#1,#*,.#& , , ’
白鹇 =0*3.%& +;/63$’$%& 雉科 6E#1,#*,.#& , , ’
孔雀雉 G0+;*+$/6%05 B"/&+/&%&6.’ 雉科 6E#1,#*,.#& , , , : < !
绿孔雀 G&#0 ’.6"/.) 雉科 6E#1,#*,.#& , , : < "
原鸡 F&++.) (&++.) 雉科 6E#1,#*,.#& ’
黑颈长尾雉 -;%’&6"/.) 3.’"&$ 雉科 6E#1,#*,.#& : < "
鹧鸪一种 D%&5/0+"5.) 10K 雉科 6E#1,#*,.#& ,
赤红山椒鸟 G$%"/%0/06.) 1+&’’$.) 山椒鸟科 C#30&0E#L,.#& , ’
银胸丝冠鸟 -$%"+0*3.) +.5&6.) 阔嘴鸟科 J-54%#,3,.#& , , ’
赤颈鹤 F%.) &56"(05$ 鹤科 M5-,.#& , , : <!
画眉 F&%%.+&? /&50%.) 画眉亚科 ",3#%,*#& , ,
白颊噪鹛 F&%%.+&? )&55"0 画眉亚科 ",3#%,*#& , ,
银耳相思鸟 =$"063%"? &%($56&.%") 画眉亚科 ",3#%,*#& , ,
红嘴相思鸟 =$"063%"? +.6$& 画眉亚科 ",3#%,*#& , ,
红翅凤头鹃 2+&’&60% /0%0’&5:.) 杜鹃科 C-(-%,.#& , , ,
普通翠鸟 C+/$:0 &663") 翠鸟科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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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 ’（ ()*+,*-&.）

种类

/0&(,&1
! 科名

2#3,%4 *#3&
边境贸易规模

"5#.& 1(#%&!

保护等级 65)+&(+,)* (%#11
（7, 8&*9-*，:;;<），（ 汪松，

:;;=），（ 杨德华，:;;>）

斑头大翠鸟 ?%(&.) @&5(-%&1 翠鸟科 ?%(&.,*,.#& ! !
蓝耳翠鸟 "#$%&’ (%)*)+*), 翠鸟科 ?%(&.,*,.#& ! ! ’
白胸翡翠 -.#$/’) 0(/1)%)0*0 翠鸟科 ?%(&.,*,.#& ! !
蓝翡翠 -.#$/’) 2*#%.+. 翠鸟科 ?%(&.,*,.#& ! !
赤翡翠 -.#$/’) $’1’(.)&. 翠鸟科 ?%(&.,*,.#& !
三趾翠鸟 3%/4 %1*+5.$60 翠鸟科 ?%(&.,*,.#& ! !
鹳嘴翡翠 7%#.1,’20*0 $.2%)0*0 翠鸟科 ?%(&.,*,.#& ! ’
珠颈斑鸠 8+1%2+’2%#*. $5*)%)0*0 鸠鸽科 A)%-3$,.#& ! !
山斑鸠 8+1%2+’2%#*. ’1*%)+.#*0 鸠鸽科 A)%-3$,.# ! !
斑鸠 8+1%2+’2%#*. 10B 鸠鸽科 A)%-3$,.# ! !
双角犀鸟 96$%1’0 :*$’1)*0 犀鸟科 C-(&5)+,.#& ! ! ! ’ ; !
棕颈犀鸟 "$%1’0 )*2.#%)0*0 犀鸟科 C-(&5)+,.#& ! ! ’
白喉犀鸟 7+*#’#.%(60 +*$<%##* 犀鸟科 C-(&5)+,.#& ! ! ! ’
花头鹦鹉 70*++.$6#. $/.)’$%25.#. 鹦鹉科 61,++#(,.#& ! !
红领绿鹦鹉 70*++.$6#. <1.(%1* 鹦鹉科 61,++#(,.#& ! ! ’ ; !
绯胸鹦鹉 70*++.$6#. .#%4.)&1* 鹦鹉科 61,++#(,.#& ! ! ’ ; !
爬行类 DE6"F7F?
棱皮龟 =%1(’$5%#/0 $’1*.$%. 龟科 "&1+-.)G)53&1 ! ! ! ’ ; "
大头乌龟 35*)%(/0 (%,.#’$%25.#. 龟科 "&1+-.)G)53&1 ! ! ’ ; "
乌龟 35*)%(/0 1%%>%0** 龟科 "&1+-.)G)53&1 ! ! !
齿缘龟 3/$#%(/0 &%)+.+. 龟科 "&1+-.)G)53&1 ! ! !
地龟 ?%’%(/&. 02%),#%1* 龟科 "&1+-.)G)53&1 ! ! ! ’
陆龟 @)&’+%0+6&’ %#’),.+. 龟科 "&1+-.)G)53&1 ! ! !
四爪陆龟 A%0+6&’ 5’10B*%#&* 龟科 "&1+-.)G)53&1 ! ! ! ’ ; !
凹甲陆龟 C.)’61*. *(21%00. 龟科 "&1+-.)G)53&1 ! ! ! : ; !
中华鳖 A1*’)/4 0*)%)0*0 鳖科 "5,)*4(@,.#& ! ! ’ ; !
山瑞鳖 A1*’)/4 0+%*)&.$5)%1* 鳖科 "5,)*4(@,.#& ! ! ’ ; "
变色树蜥 3.#’+%0 >%10*$’#’1 鬣蜥科 ?H#3,.#& ! ! ’
棕背树蜥 3.#’+%0 %((. 鬣蜥科 ?H#3,.#& !
树蜥一种 3.#’+%0 10B 鬣蜥科 ?H#3,.#& !
黄巨蜥 D.1.)60 B#.>%0$%)0 巨蜥科 I#5#*,.#& ! !
巨蜥 D.1.)60 0.#>.+’1 巨蜥科 I#5#*,.#& ! ! : ; "
大壁虎（ 蛤蚧）?%<<’ ,%$<’ 壁虎科 J&KK))*,.#& ! ! ’
蟒 7/+5’) (’#6160 蟒蛇科 C),.#& ! ! : ; !
百花锦蛇 E#.25% (%’##%)&’1BB* 游蛇科 A%)-$5,.#& ! ! : ; !
三索锦蛇 E#.25% 1.&*.+. 游蛇科 A%)-$5,.#& ! !
滑鼠蛇 7+/.0 (6$’060 游蛇科 A%)-$5,.#& ! !
灰鼠蛇 7+/.0 <’11’0 游蛇科 A%)-$5,.#& ! !
乌梢蛇 F.’$/0 &56().&%0 游蛇科 A%)-$5,.#& ! ! !
金环蛇 96),.160 B.0$*.+60 眼镜蛇科 E%#0,.#& ! !
银环蛇 96),.160 (6#+*$*)$+60 眼镜蛇科 E%#0,.#& ! !
眼镜蛇 G.H. ).H. 眼镜蛇科 E%#0,.#& ! ! 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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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 ’（ ()*+,*-&.）

种类

/0&(,&1
! 科名

2#3,%4 *#3&
边境贸易规模

"5#.& 1(#%&!

保护等级 65)+&(+,)* (%#11
（7, 8&*9-*，:;;<），（ 汪松，

:;;=），（ 杨德华，:;;>）

眼镜王蛇 !"#$%"#&’() #&**&# 眼镜蛇科 ?%#0,.#& + + @A’
盲蛇 ,-"#.%") /0&1$*() 盲蛇科 "40B%)0,.#& + + !
尖吻蝮 2$3*&’4$)50%6%* &7(5() 蝰科 C,0&5,.#& + +
竹叶青 ,0$1303)(0() )538*3’30$ 蝰科 C,0&5,.#& + +
蝰蛇 9$"30& 0())3.$$ 蝰科 C,0&5,.#& + +
鱼类 2D/E
黄鳝 :%*%"530() &./() 合鳃鱼科 /4*$5#*(B,.#& F F F

注 A)+&：:：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完全保护，禁止贸易）G%#11!（ H-%%4 05)+&(+&.）；’：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有限制的贸易）G%#11
"（ +5#.& 5&I-,5&1 0&53,+1）；@A: J @A’：云南省一 J 二级保护动物 G%#11 : J ’ 05)+&(+&. ,* @-**#* 65)K,*(&L
! J"分别代表列入《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GD"?/）附件一、二中的物种 7,1+&. ,* GD"?/ #00&*.,(&1 ! J"；

F 代表贸易量少的 M#5&；F F 代表贸易量一般 G)33)*；F F F 代表贸易量大 D* %#5N& I-#*+,+,&1；种类、科名、保护等级参

考潭邦杰编著（:;;’）和汪松编著（:;;=）

!" #" !$ 中老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的数量 ! 由于野生动植物贸易有公开进行的（ 合法贸易），

也有地下进行的（ 非法贸 易），因 此 要 确 切 统 计 中 老 边 境 地 区 野 生 动 植 物 贸 易 的 数 量 非 常 困

难，特别是野生动物贸易的数量几乎无法统计。经调查统计，:;;O 年经过西双版纳州边贸局

或勐腊海关登记的野生动植物种类不到 ’P 种，都是以木材或药材为主的野生植物，其中木材

贸易量较大的有花梨木、柚木和红梅嘎 > 种，贸易量最大的是花梨木，达 ’QP’ 3> ；其次是柚木，

贸易量为 =Q: 3> 。药材贸易量超过 :PP + 的有胖大海、龙血树、砂仁和琥珀 Q 种，其中胖大海的

贸易量最大，达 Q:<L :: +，其次是龙血树，为 ’Q<L OP +（ 见表 >）。

表 #$ 中老野生动植物合法边境贸易的数量（%&&’ 年）
"#$%& >! "B& I-#*+,+4 )H R,%. 0%#*+ #*. #*,3#% 05).-(+1 ,* %&N#% H5)*+,&5 +5#.& )* GB,*#S7#)1 $)5.&5（:;;O）

! ! 物种

! ! /0&(,&1
! 数量

! T3)-*+
金额（U/ #:PPPP）

T3)-*+ )H 3)*&4

:L 木材类（",3$&5）
; 花榈木 !01%)$& #3*0-$ ’QP:L =<（3> ） ::<L <P
; 柚木 ,375%*& ’0&*6$) =Q:L PP（3> ） Q;L ;=
; 绒毛番龙眼 <%135$& 5%13*5%)& :=O L PP（3> ） :L <P
! 杂木 :VQL O P（3> ） ==L =>
’L 药材类（W&.,(,*#% 3#+&5,#%1）
; 胖大海 =5307(.$& )7&"#$’30& Q:<L ::（ +） V>L PQ
; 柬埔寨龙血树 20&7&3*& 7&1/%6$&*& ’Q<L OP（ +） ’;L O’
; 滇橄 >&*&0$(1 )50$75(1 :;VL QV（ +） QL O:
; 缩砂密 ?1%1(1 @$..%)(1 K#5L A&*5#$%$63) :V’L >P（ +） ’>L VQ
; 干海马 B$""%7&1"() 8&"%*$7() :L VP（ +） PL :O
>L 其他（X+B&51）
; 薏仁 >%$A .&7#0-1&C8%/$ :V:L QV（ +） <L >;
; 藤篾（ 果）>&.&1() <$3003 3A :QPL ;P（ +） QL Q’
; 藤条（ 篾）>&.&1() <$3003 3A <<L OP（ +） :L :P
; 水麻皮 23/30’3&)$& .%*’$D%.$ >;L >P（ +） VL ’P
; 干笋 23*60%7&.&1() &./%)50$&5() VL P:（ +） PL ’Q
! 合计（")+#%） >=PL <>

注：资料来源于 :;;O 年西双版纳州边贸局、海关统计结果 ! "B& .#+# ()3&1 H5)3 $-5&#- )H +5#*1$)-*.#54 +5#.& )H Y,1B-#*N$#**#
05&H&(+-5& #*. (-1+)31 )H W&*N%# G)-*+4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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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中的价格变化和利益分配

!" #" % $ 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的价格变化 ! 野生动植物贸易的主要动力是贸易中形成的巨

大价格差。通过对 " 种商品的价格变化的调查研究表明，合法贸易商品从采集者到老挝集镇

的一级商贩，价格上升 #$% & "$% ；到达中国云南省勐腊，价格一般为原价的 #’ $ & (’ ) 倍；到

达云南省以外市场，价格增加到原价的 )’ # & (’ $倍。非法贸易中价格变化更大，在老挝集镇

一级商贩价格即为原价的 #’ $ & )’ * 倍；到勐腊则上升至 (’ $ & +’ * 倍；到云南省以外市场则高

达 ,$ 倍，非法贸易的价格变化幅度是同级合法贸易的 #’ " & (’ * 倍（ 见表 (）。正是这价差所

形成的高额利润，才吸引很多中间商贩铤而走险，从事非法经营。一些市场容量大、有很多中

间商贩参与的商品价格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如砂仁、黄鳝；而一些市场专一的商品如金钱草，价

格上升幅度相对较大。

表 #$ 中老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中几种商品的价格变化（ 设采集地销售价为 ,）

-./01 (! -21 34561 62.781 57 950: 30.7; .7: .75<.0 34=:>6;? ;4.:1（@??><578 ;21 =45857.0 34561 .? ,）

种类

A31651?
采集地

B45857.0 34561

老挝边境集镇

C=>7:.4D ;=97
! =E F.=?

云南勐腊

G1780.
H=>7;D

省外市场

-21 <.4I1; =E
=;214 34=J5761

,’ 合法类 F18.0 34=:>6;?

! 皱木耳 !"#$%"&’#$’ ()&$%’*’ ,’ $$ ,’ "$ (’ )$

! 缩砂密 !+,+"+ -$&&,."+ J.4’ /’0*1$,$(). , 2 $$ , 2 ($ # 2 #$ 3 ) 2 #$

3 黄鳝 4,0,5*)#". ’&6". , 2 $$ , 2 #$ # 2 $$

3 金钱草 !%’+5) #,/6"#71$$ , 2 $$ , 2 ($ # 2 ,$ 3 ( 2 $$

! 平均 @J14.81 ,’ $$ ,’ () #’ ++ ! )’ +$

#’ 非法类 K0018.0 34=:>6;?

3 穿山甲甲片 4’0$. 5)0*’(’%*8&’ ’"#$*". , 2 $$ # 2 )$ + 2 *$
3 黑熊幼体 9)&)0’#%*,. *1$6)*’0" , 2 $$ # 2 $$ ( 2 $$ 3 ,$ 2 $$
3 花面狸 :’7"+’ &’#-’*’ , 2 $$ # 2 *$ * 2 ,$
3 平均 @J14.81 ,’ $$ #’ #" *’ #$ ! ,$’ $$

!" #" !$ 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的利益分配 ! 对于一些国家控制或管理的野生动植物产品如木

材和部分药材，L$% 以上的贸易收入由国家政府部门和商行（ 公司）获得，当地的农民获利很

少。除此以外的其他野生动植物产品贸易的主要受益者是中间商贩：在合法贸易中约 "$% 被

各级商贩瓜分，非法贸易中约 M*% 的利益被中间商贩占有。而采集者仅获得利润中很小的比

例：在一般合 法 贸 易 中 仅 获 利 ##% & ()% ，平 均 #L’ #% ；非 法 贸 易 中 获 利 )% & ,*% ，平 均

,$’ )%（ 见表 *）。但与其他农事活动相比，采集者还是可以得到较高的回报。用以采集野生

植物的一个劳动日收益为 $’ + & #’ M 美元，大多比种水稻（;#8<’ .’*$-’）和 旱 稻（ ;#8<’ .’*$-’
J.4’ .5,0*’0%’）的回报高（ 见表 +）。猎取野生动物有一定的偶然性，无法计算劳动日收益，但

捕猎者得到的收益也是很高的，如一头麂子可卖 ,$ 美元，一只穿山甲的甲片售价 ,* 美元，一

只老熊熊胆 #*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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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几种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利益分配百分比（! ）

"#$%& ’( ")& *&+,&-.#/& 01 *+012. 324.+2$5.20- 01 62%3 *%#-. #-3 #-27#% *+035,.4 .+#3&（! ）

( ( 种类

( ( 8*&,2&4
采集者

90%%&,.0+
一级商贩

:;*&3%#+
二级商贩

8;*&3%#+
三级商贩

$542-&447#-
税收管理

"#<
其他

=.)&+

>? 合法类 @&/#%
! 皱木耳 "#$%&#’($%( )*’%&(+( AA >’ ’B C A
! 缩砂密 ",-,#, .%’’-/#, D#+? 0(1+2%-%)*/ CE F E’ B G
! 黄鳝 3-1-4+*$#/ (’5#/ AF >A AE AF ’ A
! 金钱草 "&(,4* $-05#$62%% AE F >G C’ C E
! 平均 HD&+#/& AF 7 A >> 7 A EA 7 I EG 7 ’ ’ 7 A E 7 A
A? 非法类 J%%&/#%
( 穿山甲甲片 3(1%/ 4*1+()(&+8’( (#$%+#/ >C EE CG B
! 黑熊幼体 9*’*1($&+-/ +2%5*+(1# F F >I CB >>
! 花面狸 :(6#,( ’($.(+( I EE ’C ’
! 平均 HD&+#/& >K? E A’ EF? E CB B? B
注：:;*&3%#+：:2+4. L&3%#+ ；8;*&3%#+：8&,0-3 L&3%#+?

表 #" 老挝北部一个劳动日采集收益和其他农事活动收益比较
"#$%& G( ")& ,07*#+2420- 01 2-,07& $&.6&&- /#.)&+2-/ #-3 1#+72-/ 2- M0+.)&+- @#04

( ( ( 项目
( ( ( J.&7

收益（ 美元 N 天）
L&+40-#% 2-,07&

（O8 !N 3#P·*&+40-）

资料来源
805+,& 01 3#.#

采集白笙 90%%&,.2-/ "#$%&#’($%( )*’%&(+( K 7 G 作者调查统计 H5.)0+4Q 2-D&4.2/#.20-
采集砂仁 90%%&,.2-/ ",-,#, .%’’-/#, A 7 ’ 作者调查统计 H5.)0+4Q 2-D&4.2/#.20-
采集黄鳝 90%%&,.2-/ 3-1-4+*$#/ (’5#/ A 7 I 作者调查统计 H5.)0+4Q 2-D&4.2/#.20-
采集金钱草 90%%&,.2-/ "&(,4* $-05#$62%% A 7 I 作者调查统计 H5.)0+4Q 2-D&4.2/#.20-
种植水稻 L%#-.2-/ *#33P >? > #
种植旱稻 L%#-.2-/ 5*%#-3 +2,& K? F #
#：9)&- R2- &. #%? ，>FFB? ")& #44&447&-. #-3 &,0-07P *+0/+#772-/ 0- .)& #/+0&,04P4.&7 01 M#)07 #+&#，S&-/ T24.+2,.，=5307<#P
L+0D2-,&，@#0 LTU? CG V ’F（ 内部资料）

$% !" 中老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对边境地区经济的影响

据调查估计，>FFB 年中老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的金额超过 >KKK 万美元，合法贸易额约为

’KK 万美元。经中国海关统计的 合 法 贸 易 额 为 EIK? GE 万 美 元，其 中 木 材 的 交 易 额 为 A’B? K>
万美元，药材的交易额为 >>E? ’F 万美元（ 见表 E）。老挝的林业部门从木材的边境贸易中可获

取 >’K 万美元的收入。同时根据《 老挝国家税务制度及税率表》和《 云南省边境贸易和边民互

市进口物品完税价格表》以及《 云南省物价局、财政厅关于调整转口贸易动（ 植）物检疫及熏蒸

处理收费标准的通知》等规定（ 黄羽，>FF’），两国政府在 >FFB 年可从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收

取进出口关税、动植物检疫费、森林营造费、资源税、特殊提成费等费用 CK 万美元左右。我们

估计，当地农民从采集和狩猎的收益约为 >’K 万美元（ 包括合法贸易和非法贸易）。对于生活

在边远山区的老挝边民来说，野生动植物产品销售成为他们极其重要的收入来源。中老野生

动植物边境贸易对发展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增加边民的收入，改善边民的生活状况具有重要

的作用。

中老边境贸易口岸的开通，也为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贸易或走私提供了新的销售市场和途

径，加剧了对一些野生动植物的过度采集、偷猎和走私，对老挝北部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不良影

响。我们在 >FFI 年 G V I 月对边境地区 >K 位“ 喜欢穿山”的农民（ 指经常上山打猎的农民）的

CFA 生 ( 物 ( 多 ( 样 ( 性 ( ( ( ( ( ( ( ( ( ( ( ( ( ( ( ( ( ( ( 第 I 卷



调查表明，其中 ! 位认为自中老边境口岸开放以来，所调查 " 种野生动物（ 熊、穿山甲、老虎、花

面狸的数量明显减少。同时边境贸易对一些野生植物如龙血树、花梨木等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由于这类产品能增加当地政府或边民的经济收入，政府对其管理和控制较松，又加上大多数当

地农民都采取“ 竭泽而渔”的采集方式，使这些野生动植物遭到过度采集，生境遭到严重破坏，

分布和数量都急剧减少。

#$ $ 建议

!" #$ 加强科学研究，促进中老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持续发展

中老野生动植物合法的边境贸易有利于提高边民的经济收入，促进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

为实现动植物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和对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我们应加强对一些重要野生动植

物种类的资源分布、市场需求、贸易流向、价格变化等情况以及两国的政策法规对边境贸易的

影响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同时应开展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定量评价，以便

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

!" %$ 发展经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

中老边境地区现在仍保存着比较完好的原始森林，大多数森林已经划为自然保护区，在中

国境内就有勐腊、尚勇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老挝南塔境内就有 %&’()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 %&’*+,- 省级自然保护区。但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农民至今还采取以刀耕火种和采集为主

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温饱问题至今还未解决，野生动植物是他们最重要的食源。保护野生动植

物是全人类的共同义务，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国际保护组织也应

该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从而减轻对自然保护区和森林的破坏，使该地

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

!" !$ 加强合作，共同保护

中老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在边境地区之间已经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如 包 括 甘

蔗、橡胶等热带作物的联合开发（ 肖隽琴等主编，.//#）、大烟替代种植、护林防火联防工作等

合作!，并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两国政府应继续合作，把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合作的

重要内容，积极贯彻实施由 01 多个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的《 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关于控制野

生动植物贸易的北京宣言》，联合一致严厉打击野生动植物走私和非法贸易，加强两国边境保

护区管理人员的交流与往来。

!" &$ 健全组织机构，加强野生动植物边境贸易管理

建议在两国边境海关设立专门的野生动植物贸易检查机构，严格执行有关野生动植物贸

易的条约（ 法规），控制野生动植物走私和非法贸易，使这些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

的保护。

!" ’$ 建立野生动植物拯救基地

随着人类对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重视和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条约、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野

生动植物走私和非法贸易的打击力度加大，查获和没收的非法贸易的野生动植物的种类和数

量也随之增加。但由于在中老边境地区缺乏相关的拯救基地，使一些查获或没收的非法贸易

的野生动植物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死亡，而这些非法贸易的野生动植物种类绝大多数是国际

上禁止贸易、需要保护的濒危物种，有的甚至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因此，建议在中老边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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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野生动植物拯救中心，使这些查获和没收的野生动植物得到及时救治，重新回到它们

生息的大自然中。

!" #$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保护意识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边境地区绝大多数农民和小商贩受教育水平不高，对需要保护的野生

动植物种类知之甚少，野生动植物保护意识较差。少数工作人员对一些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法

律、法规、条约也掌握不够。因此，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应加强宣传教育，普及野生动植物

保护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国际公约知识，提高两国人民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特别要注重提高自然保护区当地群众的保护意识，使他们成为保护野生动植物和生态环境的

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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