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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生命共同体”从严格保护野生动物开始
COMMUNITY OF LIFE STARTS WITH STRICT PROTECTION OF WILDLIFE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人们抵制野生动物消费的舆论风波。事实上，由于人类

活动带来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已经将人类置身于“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危险中。

2020 年的春节，上海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

员很忙碌——一些上海市民打来求助电话，要求把在

自家周边见到的越冬蝙蝠“处理掉”。

据悉，仅正月初十这一天，闵行区野生动物保护

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就出动了六次，上门帮居民驱赶蝙

蝠。蝙蝠的这番“躺枪”遭遇，源于此前有科学家发

文称蝙蝠或是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并被冠以“毒

王”之称。

实际上，上海的蝙蝠也并非科研人员发现的 SARS

病毒的自然宿主中华菊头蝠。依照目前的科学证据，那

些被驱赶的蝙蝠没有把新冠病毒传染给人类的能力，但

疫情阴云下人们的恐慌却意外地让蝙蝠成为关注的焦点。

蝙蝠非但不能灭杀，还要纳入保护

不仅老百姓将疫情“甩锅”给蝙蝠等野生动物，

一部分专家也持类似观点。前不久，某行政法学专家

组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启动修改之际提出建议 ：那些更

容易引发公共卫生问题的动物（如刺猬、蝙蝠、穿山

甲、蜈蚣、毒蛇等）可以考虑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允

许科研利用和生态灭杀，但严禁食用。

我们相信该专家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番对物

种进行选择性灭杀的“生态灭杀”论，绝不可取！任

何一个结构稳定的生态系统都存在非常复杂的调控机

制，需要系统地思考，不能简单地把几个物种“灭杀”

了事，否则带来的将是更大的生态灾难。半个世纪前，

把麻雀当“害鸟”、把华南虎当“害兽”大肆捕杀导致

生态失衡、物种濒危等例子便是前车之鉴。

人类对于蝙蝠还知之甚少，全世界共有大约 1400

种蝙蝠，我国至今还没有任何一种蝙蝠被列入“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但事实上，蝙蝠是维持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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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健康不可或缺的野生动物类群。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地球上的多样生态系统中，

这些夜间飞行的哺乳动物通过捕食农业害虫、授粉、

传播种子等，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在

控制农业病虫害、减少化学品污染、维护粮食安全等

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美国印第安纳州 150 只棕蝠

1 年大约可以吃掉 130 万只害虫，研究估算，蝙蝠为

该国挽回农业损失约 229 亿美元。蝙蝠还可以吃掉大

量的蚊子，对减少虫媒传染病——如西尼罗河病毒和

东方马型脑炎——发挥着重要作用。

野味之殇，竟仍未令人警醒

溯源此次疫情中的首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发现他们中不少与位于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而

这个名为“海鲜市场”的地方却存在多家售卖野生

动物的店铺。此次疫情或与 2003 年的非典型性肺炎

（SARS）类似，与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食用有着高度

关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华南海鲜市场环境样

本中曾检测到大量新冠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该市

场销售的野生动物。

即使 2003 年 SARS 的殷鉴不远，人们对“野味”

的追求却不降反升。疫情爆发之前的过去 7 年中，“蝙

蝠”“果子狸”在百度的搜索热度持续上升。2020 年 1

月 31 日发布的《百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搜索大数据报

告 - 拒绝野味篇》显示，明知道蝙蝠携带病毒，但蝙

蝠粪便“夜明砂”仍是被热捧的药引 ：2013-2020 年

间一直在热搜榜上，唯一低谷期是 2014 年 4 月埃博拉

病毒来袭的时候。

常识告诉我们野生鸟类常常是禽流感的来源，但

百度搜索大数据显示，哪怕禽流感爆发，也没能阻止

人们对野鸡这一“野味”的向往——“野鸡的做法”

依然是热搜关键词。

猎杀野生动物禁而不绝的背后

即使在 2020 年春节期间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2013-2020 年，“野鸡的做法”“夜明砂”搜索热度走势
令人深思。（图片来源：《百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搜索大
数据报告 - 拒绝野味篇》）

从 2013 年开始，“野味”搜索热度走势持续上涨，直
到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前，达到最高峰。（图片来源：《百
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搜索大数据报告 - 拒绝野味篇》）

时，仍然有盗猎分子

逆势而行。据央视报

道，2 月 3 日， 云 南

施甸县森林公安民警

在巡查过程中，突然

发现一群候鸟落下去

以后再也没有起飞。

这 引 起 了 民 警 的 警

惕，随即对候鸟降落

地 展 开 了 拉 网 式 巡

查。结果发现，一名

男子使用网兜抓住了

19 只高山兀鹫。

在这起非法猎捕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的 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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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查获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高山兀鹫 26

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金雕 1 只，疑似高

山兀鹫羽毛 35 捆、疑似高山兀鹫脖颈 2 件、爪子 18

只，疑似高山兀鹫肉 10 件、油脂 1 块。这些“野味”

流向何处有待进一步调查，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买

卖，就没有杀害”，正如“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

花是无辜的”。

当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在失去野生动物的时候，

背后可能意味着不为人知的巨大生态损失。就拿这个

案件中的兀鹫来说，它们在高原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

的生态服务价值。兀鹫是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消费者、

位于食物链的顶端，几乎没有天敌 ；又堪称“清道

夫”，能清理动物的腐烂尸体，减少这些尸骸带来的

风险——传播结核病、狂犬病等疫病。这些清道夫勤

勤恳恳地“免费干活”，阻断了这些疾病在人类与动

物之间的传播。

该案件发生在云南，那里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

地区，也是中国作为主办国即将举办《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的地

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反映出生物多样性的主

流化任重道远。

深刻理解“生命共同体”，扭转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局面

如今人类对于“野味”的捕杀，早已从远古的“不

得不”成为了猎奇、炫耀、迷信所谓保健价值等心理

驱动下异化的需求。事实上，由于人类活动带来的生

物多样性危机，已经将人类置身于“第六次生物大灭

绝”的危险中。

生物多样性代表着地球上动物、植物、微生物等

物种、遗传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丰富程度，是人类社会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也是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标

志。这种“自然银行”，人类用之不觉，但失之难存。

虽然“生物多样性”这个概念既包括保护也包括利用

（可持续利用），然而现实中永远是保护的速度赶不上

利用的速度。如今的自然资源已经经不起贪得无厌的

索取和消耗。

长江曾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河流

之一，但长期以来，受拦河筑坝、水域污染、过度捕

捞、航道整治、挖砂采石、滩涂围垦等影响，长江水

生生物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

降。农业农村部宣布从 2020 年元旦开始长江流域分步

禁渔十年，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如果再像原来那

样竭泽而渔，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无鱼可捞、无鱼可

吃，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也将陷入危境。同样的，

禁食野生动物也应下这般果断决心，唯有如此才可能

减缓生物多样性危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事实上，过去两百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

全世界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越来越快。在我

国也如此，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00-2015）中，

中国唯一未能达成的是 7B 项 ：显著减少生物多样性丧

失的速度。2015 年，联合国提出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s），其中第 14、15 两个目标是关于生物多样

性的，对保护陆地和水下的生命提出了要求。事实上，

这两个目标代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恰恰也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草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我们才能

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要保护的不仅仅是那些少部

分濒危珍稀野生动物，而是整个生物多样性。因此，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应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正如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周海翔教授所指出的，

“其实，任何物种都在为生态平衡做着贡献。它们的

命运不该由我们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国家重点与

非重点之分，反而是非重点是所谓重点物种生存的基

础。换言之，生物塔的塔身和塔基，是塔尖存在的必

要条件。”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把 2020 年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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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超级年”，他号召各国领导人抓紧行动，

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局面 ：“2020 年对人类和地球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在我们开始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关键十年行动之际，生物多样性为诸多全球挑

战提供了解决方式，从气候变化到粮食和水安全，从

体面的工作到性别平等，健康的生态系统也至关重要。

现在是把自然放在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并投资于恢复

地球的自然支持系统的关键时期。”

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训 ：建立野生动物保护
长效机制刻不容缓

实际上，公共健康利益与人们行为之间并不总是

一致的，因此，更需要建立野生动物保护的长效机制，

通过法制来确保野生动物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人们抵制野生动物消费

的舆论风波，成为了一次全民学习野生动物保护与公

共健康的重要“课堂”。2 月 24 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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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如何确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长效机制上，我

有以下建议 ：

首先，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从公众层面来说，

应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加大科普力度，让吃“野味”

从过去一小撮人的“炫富”成为被公众所不齿的一种

行为。从法律上，应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我们也

注意到有人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中提出通过检验检

疫来防治类似 SARS、新冠肺炎等疫情，但这是无效

的，因为检验检疫仅针对已知病毒，而野生动物身上

还藏着大量的未知病毒。因此，要解决野味之殇，唯

一解决问题、从源头防控的办法就是全面禁止食用野

生动物。

第二，建议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从修改名称

开始，制定一部国家层面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中

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而我国现

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范围狭窄，作为保护对象

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

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这

显然远远不够。

第三，《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工作中，应明确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

在立法宗旨中增加“维护生态安全”和“保障公共卫

生安全”，并确立“全面保护、审慎利用、风险预防、

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全面禁止野生动物贸

易，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从源头

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应取消“野生动植物驯养

繁殖许可证”制度，因为这个漏洞颇多的制度正是导

致大量野生动物以合法的方式继续非法地被捕捉和消

费的主要机制。

第四，建议设立“中国国家生物与科学伦理委员

会”，制定最严格的野生动物利用特许制度。野生动物

保护法的修订应立足于全面严格保护的思想，对野生

动物要审慎利用，除涉及全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外，不

允许进行其他利用。国家生物与科学伦理委员会中，

应吸收社会组织、人民群众代表等作为委员。对于野

生动物的驯养和繁殖，应经过这个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并要有公众参与机制、公示程序。

第五，严厉打击网络平台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非

法售卖猎捕工具，强化快递物流运输监管。当前，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猎捕工具等通过网络平台非法

交易，网络交易的规模化、隐蔽化，是刺激国际野生

动物非法贸易的重要诱因。建议加大网络平台的法律

责任追究力度，促其尽职强化管理，否则要承担损害

野生动物的连带责任。此外，野生动物非法交易通过

快递物流进行运输的情况呈递增趋势，建议法律中增

加条款，规定快递物流等行业不得为非法交易野生动

物提供运输服务，否则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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