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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自 1973年簽署、1975

年生效以來，目前有 176個締約國，為目前國際間最重要的保育與野

生動植物貿易公約，是唯一有制裁力量的國際保育公約。CITES可利

用秘書處發函各締約國方式，通知某國對 CITES執行不力，得暫時停

止承認與核發出口至該國的許可證，形成貿易制裁力量。中國大陸自

1981年貣成為 CITES的締約國，積極制訂各種法規以施行 CITES的

各項規定。台灣則因國際地位處境被孤立，無法成為締約國，惟相關

國際貿易行為，卻仍頇依照其規範方能合法進行。 

海峽兩岸歷史與文化相同，經貿發展模式類似，對於自然資源的

維護管理，面臨相同的壓力與問題。且中國大陸是目前國際間最大的

野生動植物貿易國家之一，兩岸間之貿易往來日益頻繁，亟有必要透

過交流管道，瞭解兩岸自然資源特性，提昇對野生動植物保護的技術

與執法能力，建立並發展適當的保育合作策略。 

本年度執行成果包括： 

2012年 3月，指派屏東科技大學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裴家騏主

任赴南京市紅山動物園洽商紅毛猩猩外送事宜。 

2012年 4月，邀請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張樹森處長等 7人來臺交

流。 

2012年 5月，邀請大陸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周亞非巡視員等

11人來臺交流並辦理「2012年海峽兩岸野生動植物貿易管理座

談會」4場。 

2012年 6月，邀請福州動物園張國霖園長及香江野生動物世界謝杰

總經理等共 4人來臺，促成福州動物園與屏科大保育類野生動物

收容中心簽訂「紅毛猩猩保育繁殖與教育合作協議書」。 

2012年 7月，邀請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宋慧剛總工程師及南京市

紅山動物園傅兆水副園長等 5人來臺交流，促成紅山動物園與屏

科大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簽訂「紅毛猩猩保育繁殖與教育合

作協議書」。 

2012 年 8 月，邀請國家林業局國有林場和林木種苗工作總站總站長

兼任中國林場協會會長楊超等 18人來臺交流，並辦理「2012年

海峽兩岸園林林木種苗技術交流」座談會。 

2012 年 9 月，邀請大陸北京綠十字綠野方舟于鳳琴理事長及中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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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護記者沙龍發貣人張丹來臺辦理「2012 積極護生方案國際

研討會」。 

2012年 9月，呂光洋理事長會同林務局保育組管立豪組長率隊前往

大陸廣西南寧辦理「2012年海峽兩岸野生物保育及貿易管理研

討會」，並洽商 2013年交流及合作計畫內容。 

2012年 10月，邀請福州市園林局劉曉明局長等 5人、香江野生動物

世界楊漢東總監來臺交流，討論屏科大紅毛猩猩外送福州動物園

細節，及後續人員訓練、交流合作計畫之執行內容。 

2012年 10月，呂光洋理事長會同林務局野生物保育科林國彰科長赴

大陸廣州洽談保育合作計畫，完成本協會與廣東華南珍稀野生動

物物種保護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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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大陸目前已命名之脊椎動物達 6萬種以上，已劃設之各類

型、不同級別的自然護區共 2,541個，保護區域總面積 14,775萬公

頃，陸域保護區占大陸國土面積 14.72％，是世界上擁有野生動植物

資源最多的國家之一。中國大陸近年來積極推動野生動植物的保護工

作，包括 1981年貣成為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的締約國，制訂各種法規以施行 CITES

的各項規定。1984年頒布的《森林法》、1989年頒布的《野生動物

保護法》、1992年頒布的《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1993年

頒布的《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1996年頒布的《陸生野生

植物保護條例》、2006年頒布的《瀕危野生物進出口管理條例》等

國內法。中國大陸同時也依據許多人民大會之決定、國務院通令、高

等法院命令、行政規定等管理 CITES附錄物種及其他野生動植物的進

出口、保護和利用。其 CITES管理機構（Management Authority）為

國務院下的「瀕危物種管理辦公室」，目前共有 22個辦事處，主要

分佈在邊界省分，每辦事處有工作人員 3-7人。瀕危物種管理辦公室

依據《瀕危野生物進出口管理條例》管理 CITES物種的進出口，包括

許可證核發程序、條件、罰則等。 

CITES公約自 1973年簽署、1975年生效以來，目前業有 176個

締約國，為國際間最重要、且有制裁力量的保育與野生動植物貿易國

際公約，可利用秘書處發函各締約國的方式，通知各締約國，因為某

國對 CITES執行不力，得暫時停止承認與核發出口至該國的許可證，

形成貿易制裁力量。 

臺灣因國際地位處境被孤立，無法成為締約國，惟相關國際貿易

行為，卻仍頇依照其規範方能合法進行。而中國大陸不僅為締約國，

亦是目前國際間最大的野生動植物貿易國家之一，兩岸間之貿易亦日

益頻繁，因此雙方主管事務機關實有必要進行適當的交流。本計畫透

過座談、研討與觀摩貿易市場的方式，建立兩岸自然保育業務、保護

區經營管理及 CITES物種貿易實務性的溝通與聯繫窗口，發展適當策

略與了解彼此貿易市場運行的方式，以建置兩岸間 CITES物種貿易的

管理制度與執法標準程序，增加兩岸 CITES貨品貿易的順利進行，增

進民眾對於管理規範之理解，降低違法與財產的損失的機會。兩岸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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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打擊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可有效降低國際間非法野生物貿易的猖

獗。 

華人社會舉辦動物放生活動由來已久，在傳統的觀點上，不少人

相信藉由放生可啟發慈悲心、消除罪障、祈求好運。看到放生動物重

返自由，也象徵給予動物一個重生的機會。惟近年來生態保育的觀念

日漸普及，社會大眾亦開始關心外來物種入侵，對生態和環境所造成

的衝擊，及被釋放動物的動物福利。保護生命、愛護生命是所有人共

同的希望，宗教組織以慈悲隨喜的心，保育人士以關懷生命及環境的

心來共同合作，尋找更多積極合宜的護生方案。藉由舉辦研討會，可

讓宗教慈悲隨喜心，保育生態環境關懷心相結合，尋求更積極的護生

方案，以達保護生命、愛護生命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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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擁有野生動植物資源最多的國家之一，目前已

命名之脊椎動物達 6萬種以上，其中哺乳類 607 種、項類 1,332 種、

爬行類 412種、兩生類 295種。目前已劃設之各類型、不同級別的自

然護區共 2,541個，保護區域總面積 14,775萬公頃，陸域保護區占

大陸國土面積 14.72％。臺灣與中國大陸間，每年均包括有蘭花、珊

瑚、中藥材、頄翅、寵物項等 CITES物種合法貿易，亦有非法如野生

動物活體與象牙、皮毛產製品等非法貿易行為，為求有效建立兩岸

CITES貿易管理機關之聯繫窗口，增加兩岸 CITES貨品貿易的順利，

增加民眾對於兩岸 CITES貿易管理規範之理解，降低民眾違法與財產

損失的機會。因此本計畫期望能透過座談、研討與觀摩貿易市場的方

式，建立兩岸自然保育業務、保護區經營管理及 CITES物種貿易實務

性的溝通與聯繫窗口，發展適當策略與了解彼此貿易市場運行的方

式，以建置兩岸間 CITES物種貿易的管理制度與執法標準程序。 

此外，針對華人社會存在已久的動物放生活動，藉由邀請海峽兩

岸三地的專家舉辦研討會，可讓宗教慈悲隨喜心，保育生態環境關懷

心相結合，尋求更積極的護生方案，以達保護生命、愛護生命之目標。 

 

參、效益分析 

一、經濟效益： 

增加兩岸CITES貨品貿易的順利進行，減少商業貿易廠商與民眾

之無謂負擔。完成兩岸簽定ECFA協議中有關將文心蘭列為早期收

穫清單之成效，並透過收容中心動物之外送，增進海峽兩岸野生

動物保育及環境教育合作，強化野生動物保育繁殖技術，減輕我

政府對於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收容負擔。 

 

二、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 

(一)建立兩岸自然保育業務、保護區經營管理、野生動植物貿易

管理機關與人員正面聯繫交流管道。有效建置野生物貿易

進出口管理制度、溝通管道以及兩岸野生物貿易執法制度

標準程序建立，增加兩岸CITES貨品貿易的順利進行。 

(二)大陸地區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硬體建設一日千里，但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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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尚有待改善之處。我國的保育發展歷程，及過去處理

保育議題的經驗，都可以作為大陸有價值的參考。此外，

我國的保育科學研究、環境教育、志工系統的發展與人才

培訓，更是大陸學習的指標。若我方可以有效、積極地利

用此優勢，帶領大陸地區改善被國際所詬病的保育現況，

將對國際野生動植物保育業務，更具貢獻。 

(三)藉由舉辦研討會，提供一個交流討論積極護生保育方案的帄

台，讓關心動物、愛惜生命的團體與人士能共同討論，尋

找更多積極合宜的護生方案，減少不當放生的行為，共創

生物與生態環境和諧！讓宗教慈悲隨喜心，保育生態環境

關懷心相結合，尋求更積極的護生方案，以達保護生命、

愛護生命之目標。在宗教信仰、動物保護及自然保育三者

兼顧下，共創參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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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情形與成果 

一、赴南京市紅山動物園洽商紅毛猩猩外送事宜 

(一)交流過程及紅山動物園概況 

臺灣代表裴家騏教授與林國彰科長於 3月 3日上午抵達

紅山森林動物園，由沈志軍園長率該動物園內主管接見並辦

理座談會。沈園長首先以簡報方式介紹紅山森林動物園之概

況、經營理念、設施與設備、人員配置、預算與營收、經營

成果等，最後重點強調園內現有 3隻紅毛猩猩之飼養現況，

及未來對於臺灣方面將移送之紅毛猩猩需求與期待。接著由

裴家騏教授以「我們以行動救援野生動物」為題，介紹屏東

科技大學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林國彰科長則介紹臺灣

整體的保育業務與其他 7處野生動物收容中心之概況。之後

雙方進行提問與經驗交流，結束後前往園區內現勘，特別針

對紅毛猩猩飼養環境、醫療設施、獸醫與照養能力、保育教

育設施等進行現場了解。 

南京市紅山森林動物園坐落於南京城北，建成於 1998

年，由原玄武湖動物園與紅山公園合併而成。占地面積 1026

畝，園區內最高海拔約 82公尺，分為小紅山項類區、大紅山

猛獸區、放牛山食草動物和靈長動物展區、兩棲爬行動物館

等主要動物展場。現有動物 280 多種 3000 餘頭，有亞洲象、

長頸鹿、斑馬、袋鼠、白虎、美洲豹、猩猩等國際珍稀動物；

另有大熊貓、金絲猴、長臂猿、丹頂鶴、東北虎、揚子鱷等

中國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是集娛樂休閑、動物知識普及教育、

科學技術研究及野生動物保護四大職能為一體的綜合性公

園，也是中國野生動物保護科普教育基地和江蘇省野生動物

救護中心。現有員工 300多人，2011年遊客量達 550萬人次，

營運收入約 4000萬人民幣，屬自收自付型經營模式，扣除基

本維持費約 3000萬人民幣，目前營運大於開支，經評鑑屬全

中國營運績效良好之動物園之一。2011年貣，取消動物表演

展示方式，改以動物正面行為訓練，屬全中國少見的注重動

物福利之動物園。 

南京市紅山森林動物園目前有 1雄、2雌的紅毛猩猩，

其中唯一的雄性“樂申”是 1999.5.27在該園出生之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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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近 13歲，體態已經接近成年個體，臉頰已出現面盤，發

育相當的早。兩隻雌性個體中，一隻年齡較大，1986年由日

本自名古屋動物園所贈送，紅山動物園園方估計約 20 多歲，

但外表已顯老態，推測年齡在 30歲以上，甚至更老，此年長

雌性為“樂申”的母親；另一隻年輕雌性“紅寶”現年 16

歲，是近期向杭州動物園透過短期繁殖出借的方式而獲得

的，若成功繁殖後代後將歸還。 

(二)紅毛猩猩保育繁殖與教育展示合作計畫 

全中國大陸境內動物園所圈養的紅毛猩猩約僅 50隻，因

此為樂申尋求年齡相仿的雌性紅毛猩猩供配對繁殖的機會很

少。2005年動物園為正值青春年少的樂申第一次通過博客向

全球發布網路徵婚啟事，但無結果。2010年情人節前，動物

園又替他製作了《單身情歌》、《寂寞難耐》專輯，通過網路、

電視再次向全球徵婚。經過多年的努力，幾隻“待字閨中”

的母猩猩向樂申拋出了“繡球”。2010年清明節期間，紅山

動物園給樂申進行“相親”，園方將幾隻母猩猩的視訊資料

在紅毛猩猩館循環播放，讓樂申對她們有個初步的認識，最

終他選擇了住在杭州的“紅寶”，動物園於是在 2011.5.27

自杭州迎回“紅寶”。 

動物園雖將樂申與紅寶進行配對，但並無受孕，因此擬

向臺灣爭取引進另 1對紅毛猩猩進行保育繁殖與教育展示。

經本局林國彰科長會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保育類野生動物收

容中心主任裴家騏教授，於 2012.3.3前往紅山動物園現勘了

解後，初步認為該動物園經營理念完善，注重動物福利，對

於紅毛猩猩飼養條件、照顧能力亦合宜，符合我方將紅毛猩

猩外送的基本條件。後續我方將即刻邀請紅山動物園之獸

醫、飼養專家與業務同仁等，來臺進行業務交流與技術學習，

並洽商後續紅毛猩猩運送、照養與獸醫人員訓練，會商雙方

將簽訂之保育繁殖與教育合作計畫備忘錄等事宜。 

(三)CITES物種貿易通關簡化措施 

海峽兩岸經貿往來不斷發展，野生動植物貿易日益頻

繁，為順暢臺灣與中國大陸間 CITES附錄管制物種及其他野

生動植物及其產製品貨物輸銷管道，雙方於歷次交流活動與

座談會中已進行廣泛溝通討論，並初步建立聯繫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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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所簽署 ECFA的協議，大陸將文心蘭切花列為早期

收穫清單項目之一，並自 2011.1.1貣，文心蘭切花出口大陸

之關稅由 10％調降為 5％，但業者卻反映該貨物出口大陸仍

僅於少量空運，未感受到 ECFA之便利與成果。為了解及疏通

臺灣文心蘭切花輸銷大陸所遭遇困難，2011年 4月 11-12日

由農委會國際處蕭柊瓊副處長，率同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葛文

俊組長、林務局林國彰科長及中華文心蘭產銷發展協會曾明

進秘書長赴大陸拜會中國國家林業局、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

辦公室、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天津入出境檢驗檢疫局、

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天津辦事處等單位會談並協商，

順利達成任務，讓 ECFA協議目標得以完成。 

除文心蘭外，據業者反映，臺灣尚有多種 CITES物種貨

品輸銷大陸之管道不順暢，包括紅珊瑚、寵物鸚鵡、寵物爬

蟲、水族等。本次我方代表向大陸方面提出是否給予北部天

津、中部上海及南部廈門，三處口岸之通關特許或簡化措施，

惟因本提案涉及單位較多，業務繁雜，大陸方面同意先將議

題帶回研究，留待下次正式會議再討論。 

 

二、邀請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張樹森處長等 7人來臺交流 

本協會邀請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處長兼任黑龍江省森工

林區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秘書長張樹森率訪問團共 7人於 2012年

4月 2日至 9日抵臺交流訪問，期間於臺北市立動物園辦理「臺

灣與黑龍江省野生動植物保育交流座談會」。並於會後安排至國

家森林遊樂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國家公園、林業文化園區等參

訪與業務經驗交流。本次訪問團成員均為黑龍江省野生動植物保

護業務主管或各類型自然保護區之主管，身具多年之保育行政經

驗，透過座談會模式，與國內保育業務中央主管機關－林務局官

員及相關專家學者進行對話與交流，對雙方保育業務推動，野生

動植物調查與研究，執法技巧與能力等，均有實質且顯著的互利。 

 

三、邀請大陸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周亞非巡視員等 11人來臺

交流 

本協會邀請大陸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巡視員兼任中

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理事周亞非率訪問團11人於201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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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4日抵臺交流參訪。5月8日於國立師範大學辦理「2012年海峽

兩岸野生動植物貿易管理座談會」，海峽兩岸相關業務機關如經

濟部國際貿易局、農委會林務局、漁業署等皆指派主管官員與會

討論，雙方並建立後續聯繫窗口，對業務推動，執法技巧與能力

提昇等，均有實質且顯著的互利。 

此外，應產業界之要求，本協會接續於高雄、嘉義及臺北

等地，安排與寵物項、寶石珊瑚、文心蘭、以履蘭產業公會或促

進會等單位，辦理「文心蘭」、「寵物鸚鵡」、「紅珊瑚」等CITES

貨品輸出大陸座談會三場，讓臺灣產業界人士直接與大陸中央主

管機關人員接觸，除現場意見交流外，更對大陸法規與制度有更

深入了解，有助於後續兩岸經貿之往來，提升我國對大陸之野生

動植物貿易產值。 

訪問團對於我國「自然保育」、「精緻農業」與「政府與產

業公會互動模式」之發展，特別嘉許。表示應加強建立常態性的

兩岸交流互訪模式，發展適當的保育合作策略，相互學習，創造

兩岸雙贏共榮的局面。 

 

四、邀請福州動物園張國霖園長及香江野生動物世界謝杰總經理等共

4人來臺簽訂「紅毛猩猩保育繁殖與教育合作協議書」 

為增進兩岸自然保育合作，強化野生動物保護與教育功能，

我方規劃將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之動物移至大陸地區合適

之動物園進行保育繁殖及教育展示。本協會曾派員於 2011年前

往福州市動物園現勘訪問後，初步認為該動物園對於紅毛猩猩飼

養條件、照顧能力合宜，惟仍頇補強部分設施。為延續推動本案，

本協會邀請福州市動物園管理處張國霖園長等 3人及香江野生動

物世界謝杰總經理，分於 2012年 6月 15日至 21日及 6月 21至

27日抵臺參訪，並順利促成福州動物園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保育

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簽訂「紅毛猩猩保育繁殖與教育合作協議

書」(詳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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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邀請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宋慧剛總工程師及南京市紅山動物園

傅兆水副園長等 5人來臺簽訂「紅毛猩猩保育繁殖與教育合作協

議書」 

為延續本年 3月間裴家騏教授與林國彰科長赴大陸南京市

紅山動物園洽商之收容動物外送計畫，本協會邀請中國野生動物

保護協會宋慧剛總工程師及南京市紅山動物園傅兆水副園長等

5人於 2012年 7月 11日至 18日來臺交流，續商後續動物照養、

運送與獸醫人員訓練等事宜。本次活動順利促成南京市紅山動物

園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簽訂「紅毛猩猩

保育繁殖與教育合作協議書」。 

 

六、邀請國家林業局國有林場和林木種苗工作總站楊超總站長等 18

人來臺交流 

本協會與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會合辦，邀請國家林業局國

有林場和林木種苗工作總站總站長兼任中國林場協會會長楊超

率同各省林場與種苗之主管等 18人，於 2012年 8月 29日至 9

月 4日來臺交流，並於 8月 30日假臺灣樹木種源保育基金會辦

理「2012年海峽兩岸園林林木種苗技術座談會」。本座談會集合

臺灣園藝景觀及苗木生產等業者，直接與大陸中央及各省市主管

人員接觸，除現場意見交流外，更對大陸法規與制度有更深入了

解，有助於後續兩岸經貿之往來，提升我國對大陸之野生動植物

貿易產值。 

會後安排至臺灣之森林遊樂區、國家公園、自然教育中心、

公私有林場、農場等進行參訪及交流，並考察苗木培育、劣化地

造林等場域，以瞭解兩岸對於林場經營、森林生態旅遊之發展，

建立並發展適當且具體的合作策略與措施。 

 

七、邀請大陸北京綠十字綠野方舟于鳳琴理事長及中國動物保護記者

沙龍發貣人張丹來臺辦理「2012積極護生方案國際研討會」 

華人社會舉辦動物放生活動由來已久，在傳統的觀點上，不

少人相信藉由放生可啟發慈悲心、消除罪障、祈求好運。看到放

生動物重返自由，也象徵給予動物一個重生的機會。惟近年來生

態保育的觀念日漸普及，社會大眾亦開始關心外來物種入侵，對

生態和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及被釋放動物的動物福利。保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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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愛護生命是所有人共同的希望，宗教組織以慈悲隨喜的心，

保育人士以關懷生命及環境的心來共同合作，尋找更多積極合宜

的護生方案。 

本協會在林務局的指導下，與社團法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EAST)、國際人道對待動物協會(HSI)、財團法人佛教僧伽醫護

基金會、美國佛教聯合會於本(101)年 9月 25-26日，假國立臺

灣範大學公館分部綜合館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2012積極護

生方案國際研討會」。與會的宗教、動物保護與自然保育團體約

130位，一致認為尊重宗教放生文化、支持有智慧的的放生活動

及鼓勵結合動物傷病救治野放的護生方案等三大共識。 

林務局局長李桃生出席開幕致詞時指出，舉辦此次研討會

目的是將宗教慈悲隨喜心，保育生態環境關懷心相結合，尋求更

積極的護生方案，以達保護生命、愛護生命之目標。此次研討會

中，精心安排八個積極護生方案的演說以及綜合討論時間，藉此

交換經驗與意見，秉持自然保育與利益眾生等觀念，發想、發言、

討論，創造對生命與生態雙贏的局面，提供政府擬訂相關政策之

重要參考依據。 

研討會從宗教倫理、動物保護與生態保護切入放生與護生

活動，並發表八個護生方案，包括病傷收容海龜康復野放、傷癒

野生動物放生與環境教育、野項救傷野放、放生與護生、專業的

動物救援與收容、慈悲智慧放生行、飛頄護育及大陸與香港的放

生概況。會中特別邀請美國、香港及大陸三地的友人來臺報告當

地放生活動概況以及參與者心態。其中大陸與香港的現況與臺灣

相近似，而美國(紐約州)則是禁止放生行為。經由本次研討會的

舉辦，分享放生活動可否考慮轉向如溪流認養、野生動物救傷野

放、流浪動物救護、環境教育等護生方案進行，凝聚各方共識，

發展創意護生方案，以延續宗教信仰及自然保育。以新作法、新

思維建構未來制度，提供更具體方向與作為，回應各界的期許。 

經過二天研討會的意見交流下，與會者對於放生的意義內

涵與執行方式有較多的討論，初步獲得以下共識：放生活動以符

合現行法令規定為基礎，應避免不當放生以及衍生為放生而存在

的產業結構鏈，遵循生態學者專家的指導並配合環境教育的進

行；鼓勵宗教團體參與野生動物傷病癒救治野放的護生方案；放

生非消業積德之唯一途徑，推廣素食及有機食物，除可大量減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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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外，更可友善自然環境，累積功德。在宗教信仰、動物保護

及自然保育三者兼顧下，共創參贏的局面。 

圖說：2012.10.2大陸浙江省對於本研討會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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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2012.10.2 大陸浙江省對於本研討會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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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赴大陸廣西南寧辦理「2012年海峽兩岸野生物保育及貿易管理

研討會」 

本協會應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之邀，於 2012年 9月 17

日至 24日赴大陸廣西進行交流及參訪，本次訪問團由本協會呂

光洋理事長及林務局保育組管立豪組長率隊，成員包括林務局、

各林區管理處、師範大學、本協會等共 11名。雙方於 9月 18

日辦理「2012年海峽兩岸野生物保育及貿易管理研討會」，針對

兩岸蘭花培育及貿易合作、野生動物邊境管理、兩岸龜類非法交

易等問題進行研商。會後則安排至生物技術開發場域瞭解猴類人

工繁殖之技術及實驗、自然保護區進行現場觀摩、訪問及管理經

驗交流。 

「2012海峽兩岸野生物保育及貿易管理研討會」，大陸出席

人員包括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領導孟憲林主任及相關處

室主管、廣西南寧辦事處、廣西海關等主管。會中針對兩岸近期

野生物貿易現況、管理成效、近期國際關注的物種保護和貿易政

策以及目前面臨及需雙方協調的問題，包含貿易法規及管理措

施、國際間瀕危物種交易現況等進行雙方交流，使兩岸在野生物

貿易管理的合作關係能更順暢並化解相關議題的歧見，成果相當

豐碩。此次也參訪了七坡地蘭花培植基地（包含參訪臺灣花卉產

業園館，是集旅遊、觀光、休閒、健身、娛樂、度假為一體的花

卉產業博覽會。臺灣美樹館裡種植大量羅漢松、七里香、嘉寶果

等觀賞園藝植物）、中越交界的東興市集(考察邊境野生動植物交

易情形)以及防城港市的常春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對瀕危物

種之繁殖所衍生間題進行交流，以促進瞭解在中國在蘭花貿易上

管理以及生物技術實驗動物的養殖及研究方面的管理政策。 

在參訪自然保護區方面，此次參訪了大瑤山自然保護區、花

坪自然保護區、龍勝水稻梯田等保護區，並參訪在桂林市臨桂縣

及陽朔縣內國有林業用地所發展出的林下經濟產業，在兩岸的自

然保護區概況及管理上進行深入的交流，並互相學習自然保護區

的經營管理。 

大瑤山保護區針對中國的珍稀瀕危物種：中國大鯢(Andrias 

davidianus)及瑤山鱷蜥(Shinisaurus crocodilurus)也進行復

育的工作，以期將這些瀕危物種的危急情況加以改善。中國大鯢

為中國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同時也是 CITES公約附錄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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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目前因棲地破壞及捕獵壓力而使得族群狀態岌岌可危。而

瑤山鱷蜥為中國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但未列於 CITES 公約

任何附錄中。瑤山鱷蜥為一相當古老的爬行動物類群，目前僅有

一科一屬一種，分類地位上相當特殊。目前瑤山鱷蜥生存的自然

環境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不斷地有不法分

子到瑤山鱷蜥棲息地大量非法收購和捕捉，現存數量大約 250

個個體，已到瀕臨絕種的邊緣。 

在保護漓江的自然資源上的成果上也相當令人驚艷，漓江兩

岸的地形是少見的特殊地理景觀，桂林市正著力做好漓江的綜合

性保護工作，包括防洪工程，去汙水工程，更重要的是做好植樹

造林工作，保護好漓江兩岸的生態植被以及發展生態農業等現代

農業模式，推動漓江兩岸百姓生活水準的提高，讓他們自覺地成

為漓江的保護者，保持漓江旅遊開發適度進行。 
 

九、邀請福州市園林局劉曉明局長等 5人、香江野生動物世界楊漢東

總監來臺交流 

繼本年 6月邀請福州動物園主管來臺考察及業務交流，並

與屏東科技大學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簽訂「紅毛猩猩保育繁

殖合作協議書」後，本協會再邀請該動物園之上級領導－福州市

園林局劉曉明局長等 5人會同香江野生動物世界楊漢東總監，於

2012年 10月 13日至 19日來臺，進一步討論屏科大紅毛猩猩外

送福州動物園細節，及後續人員訓練、交流合作計畫之執行內

容。雙方達成將於本(2012)年底前完成動物貣運之作業。 

 

十、呂光洋理事長赴廣州與廣東華南珍稀野生動物物種保護中心簽訂

合作備忘錄 

大陸地區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硬體建設一日千里，但軟

件發展尚有待改善之處。我國的保育發展歷程，及過去處理保育

議題的經驗，都可以作為大陸有價值的參考。我國的保育科學研

究、環境教育、志工系統的發展與人才培訓，更是大陸學習的指

標。若我方可以有效、積極地利用此優勢，帶領大陸地區改善被

國際所詬病的保育現況，將對國際野生動植物保育業務，更具貢

獻。為實踐前開任務，本協會呂光洋理事長會同林務局野生物保

育科林國彰科長於 2012年 10月 26日至 28日赴大陸廣州洽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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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合作計畫，完成本協會與「廣東華南珍稀野生動物物種保護中

心」簽訂合作備忘錄。內容如下： 

 

臺 灣 野 生 物 保 育 及 管 理 協 會 
合作備忘錄 

廣東華南珍稀野生動物物種保護中心 

 

為增進海峽兩岸自然保育業務交流與合作，推動野生動物保育

研究與科普教育，提升珍稀野生動物馴養繁育技術水帄，臺灣野生物

保育及管理協會與廣東華南珍稀野生動物物種保護中心特尌下列事

項，共同簽訂合作備忘錄： 

一、雙方願尌自然保育相關業務，設立交流與聯繫窗口。 

二、雙方願尌野生動植物之族群調查、科學研究、科普教育與保育推

廣等事項，建立合作關係。 

三、雙方願尌野生動物之輸出入、飼養管理、繁殖育帅、物種交換及

疾病防治等事項，適時提供必要之協助與支援。 

四、雙方同意針對圈養動物之健康與福祉、繁育動物之血統管理等事

項，建立資訊交流帄台，以利雙方共同研訂各目標物種之最佳

保育經營管理方案。 

五、本備忘錄自 2012年 12月 1日貣為期五年，惟經雙方協議得提前

終止或延長之。 

六、本備忘錄壹式肆份，經雙方代表簽章並單位用印後生效，雙方各

執貳份。 

簽訂日期：2012年 10月 27日 

呂光洋 理事長                董貴信 主任 

臺灣野生物保育及管理協會      廣東華南珍稀野生動物 

物種保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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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檢討與建議 

一、積極推動兩岸貿易管理的常態交流，隨著兩岸關係不斷發展，大

陸與臺灣之間的野生動植物貿易活動日益增加，建立兩岸合作與

交流機制實屬必要。雙方合意應定期開展互訪和業務交流，擴大

交流議題與層面，及時針對每年工作資訊和貿易管理情況協商，

共同做好兩岸野生動植物資源的保護與管理工作，促進合法貿易

的順利進行。 

二、為便於野生動植物貨品通關作業，大陸方面剛發展物種鑑定技術

及模式。透過「2012年海峽兩岸野生物保育及貿易管理研討

會」，大陸瞭解我國對於物種鑑定的發展較早，技術更趨成熟，

提出明年度至臺灣參訪交流時，能優先學習臺灣的物種鑑定作

業、設施與機構，尤其是野生動物虛擬鑑識中心的運作等。本協

會將持續協助雙方交流，提升物種鑑定水準，強化非法野生動植

物走私案件之查緝作業。 

三、為順暢我國野生動植物貨品輸銷中國大陸之管道，邀請大陸主管

官員來臺辦理「2012年海峽兩岸野生動植物貿易管理座談會」，

我方相關業務機關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農委會林務局、漁業署

等皆指派主管官員與會討論，雙方並建立後續聯繫窗口，對業務

推動，執法技巧與能力提昇等，均有實質且顯著的互利。另安排

與寵物項、寶石珊瑚、文心蘭、以履蘭產業公會或促進會等單位，

辦理「文心蘭」、「寵物鸚鵡」、「紅珊瑚」等輸出大陸座談會三場，

讓臺灣產業界人士直接與大陸中央主管機關人員接觸，除現場意

見交流外，更對大陸法規與制度有更深入了解，有助於後續兩岸

經貿之往來，提升我國對大陸之野生動植物貿易產值。 

四、大陸地區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軟硬體設施水準與時俱進，某些

建設與發展甚已超越臺灣，但其軟體設施、服務品質及人文藝術

部分尌相對薄弱。如參訪過程中所見之保育教育材料或宣導品，

其編排與文字敘述仍嫌呆板與嚴肅，文案亦常夾雜口號，少見研

發具有極佳保育行銷效果之創意商品，顯見我方環境教育、保育

宣導及志工制度的概念與手法仍勝過中國大陸，臺灣應該持續用

心發展，以保持優勢。 

五、大陸保護區數量多、面積大，但管理相對較粗放。臺灣保護區雖

面積小，但因人口與開發壓力大，管理制度較完善且細緻。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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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行政人員之經驗與實務分享與交流，瞭解兩岸自然資源特

性，相互學習，提昇對野生動植物保護的技術與執法能力，建立

並發展適當的保育合作策略，共同提昇保護區之經營能力。 

六、大陸保護區近年來不斷成立，但因層級不同，所獲得的資源也不

一樣。各保護區常因幅遠遼闊，造成調查研究及解說教育方面略

顯不足，管理者因資訊不足，能力建設未達，無法針對各保護區

的特色重點來經營管理。如本年度我方組團參訪的大瑤山自然保

護區、花坪自然保護區都深具特色景觀，有特定保護對象及生態

系，但尌是缺乏系統性的規劃研究成果及解說展示。 

七、華人社會舉辦動物放生活動由來已久，在傳統的觀點上，不少人

相信藉由放生可啟發慈悲心、消除罪障、祈求好運。惟近年來生

態保育的觀念日漸普及，社會大眾亦開始關心外來物種入侵，對

生態和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及被釋放動物的動物福利。本年度所

舉辦「2012積極護生方案國際研討會」，本協會建立溝通帄台，

邀請兩岸三地專家共聚一堂，讓宗教慈悲隨喜心，保育生態環境

關懷心相結合，尋求更積極的護生方案，以達保護生命、愛護生

命之目標。大陸人士對於我方政府與保育組織積極投入此議題討

論，深感敬佩，一方面希望我方後續辦理時，可以再邀請他們參

加；一方面他們回大陸後，也能規劃辦理相關論壇，希望我方亦

可派人赴大陸交流，共同改善不當的動物放生行為。 

八、海峽兩岸歷史與文化相同，經貿發展模式類似，對於自然資源的

維護管理，面臨相同的壓力與問題。我國的保育發展歷程，及過

去處理保育議題的經驗，都可以作為大陸地區有價值的參考。臺

灣的保育科學研究、環境教育、志工系統的發展與人才培訓，更

是大陸學習的指標。若我方可以有效、積極地利用此優勢，帶領

大陸地區改善被國際所詬病的保育現況，將對國際野生動植物保

育工作，更具貢獻。 

九、2008年大陸贈送臺灣 2隻大貓熊，臺灣則回贈長鬃山羊與梅花

鹿各 1對，雙方借此已成功建立動物輸出入之模式，對兩岸保育

合作建立良好基礎。我國目前尚收容大量保育類動物，但未有更

好應用或處理方式，經本協會居中協調並簽訂合作備忘錄，大陸

方面同意配合收容應用，此可減輕我政府行政負擔外，更可建立

兩岸動物保育合作，後續應賡續推動。 



 

24 

 

陸、活動照片 

 

圖說：2012.3.2-4赴大陸南京市紅山動物園參訪及交流 

 

 
圖說：2012.4.2-9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張樹森處長等來臺交流 

 

 

 

 

 

 

 

 

 

圖說：2012.5.7-14大陸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周亞非巡視員等來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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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2012.5.7-14大陸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周亞非巡視員等來臺交流 

 

 

 

圖說：2012.5.7-14大陸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周亞非巡視員等來臺交流 

 

 

 

圖說：2012.5.7-14大陸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周亞非巡視員等來臺交流 

 



 

26 

 

 

 

圖說：2012.6.15-21邀請福州動物園張國霖園長等來臺交流 

 

 

圖說：2012.6.21-27邀請香江野生動物世界謝杰總經理來臺交流 

 

 

圖說：2012.7.11-18中國野生動物協會及南京市紅山動物園等來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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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2012.8.29-9.4 邀請國家林業局國有林場和林木種苗工作總站長楊超等來

臺交流 

 

圖說：2012.9.25-26 邀請大陸于鳳琴、張丹來臺辦理「2012積極護生方案國際

研討會」 

 

圖說：2012.9.17-24 赴大陸廣西南寧交流及辦理「2012年海峽兩岸野生物保育

及貿易管理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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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2012.10.13-19邀請福州市園林局劉曉明局長等來臺交流 

 

 

 

 

 

圖說：2012.10.26-28 與廣東華南珍稀野生動物物種保護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