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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 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 简介

王 献 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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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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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 s t i t u t e oB f o t a n y
,

A e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

最近
,

不少开发公司拟开展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
,

这就必需了解和熟悉
“ 濒危野生动植

物国际贸易公约 ” 的规定
,

办理必要的手续
。

为此
,

把这个公约略作介绍
,

以供有关方面参

考
。

一
、 “

公约
” 产生的背景和经过

“ 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公约 ” ( 以下简称公约
,

英文缩写 C I T E S
,

这几个字母的 艺 术

写法似一头大象 ) 是 1 9 7 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
,

鉴于国际

瞥生动植物的贸易年产值已高达 10 亿美元
,

说明许多地方野生动植物 已被过度开发利用
,

如

不注意控制
,

就会引起许多动植物濒临灭绝的危险
。

为了控制贸易的规模
,

避免 过 分 的 利

用
,

以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生存
,

从而提供永续的利用
,

会议通过了一项提案
:
建议在各国政

府和国际组织资助下
,

尽速召开全权代表会议
,

以便草拟和通过一个关于野生动植物的进出

口和运输的公约
。

经过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 英文缩写 I U C N ) 一年的筹备
,

1 9 7 3

年 2 月 12 日至 3 月 2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关于缔结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全

权代表会议
,

有 80 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

8 个国家和联合国 教 科 文 组 织 ( 英 文 缩 写

U N E S C O )
、

粮食与农业组织 ( 英文缩写 F A O ) 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国际组织派观察员 列

席会议
,

最后有 21 个国家于 3 月 3 日签署了这个公约
,

并接受瑞士联邦政府为交存国政府
。

“ 公约 ” 于 1 9 7 5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
,

秘书处设在瑞士戈兰德
,

下设四个委员会
: 常务委员

会
、

技术与专家委员会 ( 在第四届全体缔约国会议上改称技术委员会 )
、

命名委员会
、

识别

手册委员会
。

截至 1 9 8 4年止
,

参加
“ 公约 ” 的国家已有 85 个

。 “ 公约
” 生效后

,

1 9 7 6年11 月

在瑞士的伯尔尼
,

19 7 9年 3 月在哥斯达黎加的圣约瑟
,

1 9 8 1年 2 月在印度的新德里
,

1 9 8 3年

5 月在博茨瓦纳的加博罗内先后召开了第一
、

二
、

三
、

四届缔约国大会
,

1 9 8 5年 6 月在阿根

廷召开第五届缔约国大会
。

二
、 “ 公约

”
的 目的和作用

大家都知道
,

地球上有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
,

目前已知有 13
,

0 00 多种哺乳类动物和鸟

类
,

千种 以上的爬行动物
、

两栖类动物和鱼类
,

10 0万种的无脊椎动物和约25 万种的高 等 植

物
,

它们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
,

无论从科学
、

文化或经济的观点来看
,

它们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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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都是不可估量的
, `

己们是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和发展而成
。

本来
,

自然界物种的产生和绝

灭是地球生物进化的自然特征
,

有些物种也许当人们还未认识就已灭绝
,

一 般 说
,

新 种 的

产生和老种的绝灭速度大体上是一致的
。

但是
,

当前大量的物种绝灭或濒临灭绝的境地
·

是

人类本身的各种活动所造成
,

根据 “ 公约 ” 秘书处所搜集的材料
,

当前已知有 17 种 ( 亚种 )

熊
、

5 种狼和狐狸
、

4 种猫
、

10 种牛
、

绵羊
、

山羊和羚羊
、

5 种马
,

斑马和驴以及吕种馨完

全灭绝
。

最后一种渡 口鸟
,

一种大到不能飞的鸟于 1 9 8 1年在毛里求斯灭绝
。

至于过 路 鸽 在
1 0。年前还成群飞行

,

致使北美的天空变黑
,

而在本世纪初也被猎食 绝 灭
。 丫

当然
,

物种一旦

被灭绝
,

那是不可能再重新创造出来
。

可见
,

为了利用它们
,

也必须注意保护它有〕
,

保护的

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它们
,

两者是辩证的统一
。

很明显
,

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是一椿

赚钱的生意
。

由于交通运输的发达
,

每年总有几百万活的动植物及其大量的衍生物 ( 例撅毛

皮
、

皮革
、

象牙
、

木材及其制品等 ) 运输至世界各地出售
。

南美的骆马和瞪羚的毛特好
,

由

于北美和欧邪十分需要
,

以致有 50 万头被猎杀
,

五十年代初期秘鲁才开始注意保护和挽款它

们
。

北美荒漠上的仙人掌也被大量挖掘出售
,

导致环境迅速恶化
,

引起人们的不安
,

从而呼

吁加强保护
。

可见
,

贸易已成为动植物物种数量减少甚至灭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 “ 公约分 的

目的就在于逸过控制贸易和进出口这一侧面
,

来保护和挽救它们
,

免遭灭绝
,

并指导尽可能

科学地管理它们
,

为人类持续地提供丰富的资源
。 -

三
、 “
公约

” 的主要内容
“
公约 ” 一共有 25 条

,

对野生动植物及其贸易 (指出 口
、

再出 口 、

进 口或从海上引进 )
、

科学机构
、

管理机构
、

缔约国等
,

都给予明确的定又
,

并附录控制贸易的动植物名单
。

其巾

附录 I
’

所列举的物种
·

系包括所有受到和可能受到贸易的影响而有灭绝危险的物种
!

例翅)猿
、

狐猴
、

大熊猫
、

南美的多种猴子
、

巨鲸
、

猎豹
、

豹
、

虎
、

亚洲象
、

各种犀牛
、

各姜铆摹禹( 食

肉的鸟类 )
、

鹤类
,

野鸡 (难 )
、

鹦鹉
、

各种海龟
、

某些鳄鱼
、

晰蝎
、

大火晰踢
、

某些姑 贝

( 淡菜 ) 和兰科
、

仙人掌科植物等
。

这些物种的贸易必须加以特别严格的管理
主

以
缈

二步

危害其生存
·

并且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允许进行贸易
。

附录 l 包括那些目肩宣鼻参颧颤灭
绝

,

但如对其贸易不严加管理
,

以防止不利其生存的利用
,

就可能变成有灭绝赓睡的物秒
,

置馨粼霖羹贸晃靠豁晕梦囊霎赞鬓尝乌弩哀掌鳖灌箱:裴编摹尹鳖粼
蝶

、

黑珊瑚等
。

这些物种的国际贸易要由输出国政府发给许可证才能进行
。

附录 皿包括任何

缔约国认为属其管理范围内应进牙少制开发利用
,

而需要其它缔约国合作管理贸易的物妻塾
。

前两类物种需经全体缔约国大会讨论通过
,

后一类物种只要各缔约国自己认定
,

报 布公约
”

秘书处备案即可
。 “ 公约 ” 对上述各类物种如何开展国际贸易和进出口等都作了明确而详细

的规定
。

对允许物种进出口的许可证和证明书
、

豁免也作了说明
·

并指出缔约厦执卿公约
”

的规定应采取的措施
,

对管理机构与科学机构的建立和任务
、

与非缔约国进行贸易
、

缔约国

大会和秘书处的职责
、

国际措施
、

对国内立法及各种国际公约的效力
、

附录 l
、

夏
、

! 物种

的修改
、 “ 公约

” 的修改
、

争议的解决
、

如何加入和批准接受缔约国
、

正式生效
鱼
保留权

、

废约
、

保存国等也有明确规定
。

劳本文靳提到的附录 I
、

n
、

nI 均是很长的名单
,

因篇福所限
,

本文省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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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有些国家可能已实行较
“ 公约 , 所要求的更加严格的控制

,

如果他们希望对名录

上的物种给予特殊的保护
,

甚至可以禁止它们的贸易
。

当缔约国召开双边或多边会议时
,

他

们完全可以评论
“ 公约 ”

组织的工作
,

讨论修改各个附录中的物种
。

在缔约国大会上可讨论

和表决通过
、

除去
、

和调动各附录上的物种
。 “ 公约 ”

是一个政府间的组织
,

非政府组织包

括贸易组织都可以作为观察员身分参加会议
。

四
、 “

公约
”
的实施和成就

“ 公约 ” 已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控制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衍生物的国际贸易系统
,

规定

这种贸易必须要由政府批准
,

并在运输包装上盖上标记
,

以资辨认
。

此类标记是一种难以除

去的印记
、

铅封或其它标志
,

尽量防止无权发证者进行伪造
。

所 以
, “ 公约 ” 的实施是缔约

国政府的责任
。

它的科学机构是负责研究掌握物种的生长和发展状况
,

提出合理 的 管 理 措

施
,

确定那些种可以贸易及其适当的数量和方法
。

管理机构则是处理日常有关贸易的工作
,

办理进出口许可证和证明书等必要的手续
,

如有疑难问题
,

提请科学机构研究解决
。

许多国

家赋予海关实施
“ 公约 ” 所规定的要求的权力

。

海关凭管理机构是否发放许可证和证明书办

理进出口手续
。

管理机构每年都要向
“ 公约 ” 秘书处提出贸易情况报告和详细记录

,

秘书处

及时向各缔约国交流情报和资料
,

并且是各缔约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 联 络 场 所
。 “ 公约

”

组织 以秘书处的名义搜集世界野生动植物贸易的材料
,

并由野生生物贸易监测 组 (W i ldl i fe

T r a d e
M

。 n i t 。 r i n g u n i t 简写 W T M U )进行分析
,

这个机构是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

盟设在英国剑桥的保护监测中心 (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M o n i t o r i n g C

e n t r e
) 的一部分

。

除 T 各国

政府所提供的贸易统计资料外
,

野生生物贸易监测组也接受来自某些国家国际自然和自然 资

源保护联盟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的动植物商业贸易记录分析 ( T r a
de R e c

or ds A n al y s i

o f F l
o r a a n d F a u n a i n C o m m e r e e ,

简写 T R A F F I C )纲的材料
。

这两个机 构严密 的 监

测贸易的材料能够帮助
“ 公约 ” 秘书处弄清问题的实质和采取补救的行动

。

许多缔约国也加

强他们控制其生物资源出口的能力
,

并更好地制定法律来实施
“ 公约 ” 的规定

。

五
、 “

公约
”
的经费以及和公众的关系

“ 公约
”
并不企图禁止所有野生动植物及其衍生物的贸易

,

而是希望贸易不引起野生动

植物的绝灭
。

有些国家和贸易家最初以怀疑的态度看待
“ 公约 ” 。

实践证明
, “ 公约 ” 的规

定对他们的工作也是有利的
,

所以他们也愿意和 “ 公约 ”
合作

,

有些人甚至还向
“ 公约” 提

供经费作调查研究之用
。

一般说
, “ 公约 ” 的经费是由各缔约国按照他们向联合国提供经费

的一定比例捐助的
。

当然
,

另外的来源也是欢迎的
,

因为除日常的经费开支外
,

还要进行许

多专门的工作
,

例如
,

编写鉴定手册帮助海关人员识别有关保护物种等是非常迫切的
。

象大

多数的法律和公约一样
, “ 公约 ” 也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合作

。

一般
,

对附录 I 所规定的

物种的贸易是非法的
,

而群众在购买这些物种及其衍生物时应该注意
,

必须得到进出口的 许

可证
,

不然就有可能被没收而造成损失
,

甚至被处罚
。

六
、

我国如何实施
“ 公约

”
的规定

我国是赞成
“ 公约 ” 有关规定的

,

在未正式加入
“ 公约” 以前

,

就以观察员身分列席过

第二
、

三届缔约国大会
。

1 9 8 0年12 月 25 日我国向交存国瑞士提交了参加
“ 公约 ” 的交存书

,

三个月后 即到 1 9 8 1年 4 月 8 日
, “ 公约” 对我国正式生效

。

按
“ 公约 ” 规定

,

缔约国要成立

管理机构和科学机构
,

共同承办
“

公约
”

有关事宜
。 1 9 8 2年我国正式建立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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湃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
” 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组
”

分别附设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越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内
,

开展有关工作
,

1 9韶年 4 月 1 9日至 3。日第一次派正式代镌团参加
在博筑瓦纳的加博罗内召开的第四届缔约国大会

。

看来
,

大力培养熟悉
“ 公扩

_

和动填物学

专业
·

具备熟练英语的专门人力
,

进一步研究弄清和宣传
“ 公约分 各条款的实质内容

·

力日强

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研究和保护
,

摸清 其 消 长 规律
,

监测其贸易情况
,

编违i攀钾!缪量章匀动
植物名录及其识别手册与图谱

,

制定合理开发利用的措施
,

提高进出口管理水平
,

防 j鬓过度

的开拓而造成物种灭绝的危险
,

是当务之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