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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史卫燕

这是一张遍布全国的庞大网络。从地
下到网上，从东南到西北，从城市到乡村，从
森林到戈壁……伴随着巨量的金钱，野生动
物通过这张网络，被运送到食客嘴边。

我国正在全方位开展疫情防控阻击战。
尽管中间宿主还未完全确定，但和 2003 年
的 SARS 一样，这次疫情的病毒来源也指向
野生动物。

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但悲剧却再次上演。人们担忧的是，我们会
不会第三次踏入这条河？

线上“野味帝国”

“ 2020 年 1 月 23 日，凌晨，河麂子，又
是一车，欢迎订货！”1 月 23 日，一个名为
“养殖珍禽和种植水产交易服务”的微信号
朋友圈中发布视频，画面中一只动物蜷缩在
铁笼，眼神充满惊惧。发布者称，这些是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河麂，一批就有 100 多只。

在举国上下为疫情忧心忡忡，许多人因
失去亲友失声痛哭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依
然在进行。

1 月 21 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下
发通知，要求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必须检疫
合格。1 月 22 日，包括中科院院士许智宏
在内的 19 名院士学者联名签字，倡议杜绝
野生动物非法食用和交易。

随后，此商贩在朋友圈继续吆喝生意，
并称自己的野生动物“带检疫、养殖和销售
证”。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
会志愿者刘懿丹告诉记者，近年来网络黑市
销售野生动物日益猖獗，不少野味贩子借着
虚拟平台的管理漏洞，创建了一个个属于自
己的“野味帝国”。

记者发现，这些野味贩子通过微信朋友
圈、网店等不断传播杀戮野生动物的视频，
把自己打造成黑市中的“网红”，吸引嗜血
食客：

一只已经死去的黄麂被吊在木架上，头
上和颈部的皮已经被剥下，几个人笑嘻嘻地
拿着刀子砍腿，地上全是血。

开膛破肚、剥完皮毛的竹鼠，仍在跳动
的心脏被放大拍摄。拍摄者大喊：“看到没
有，还有心跳，这技术也是没谁了！”

拿着铁锤直接砸向野羊的头部，羊应声
倒地。“这是第四只了！”。画面一转，地上堆
着被大卸八块的羊肉。

对野味食客来说，这些似乎还不够。贩
子们会不断强调，自己卖的是正宗野味而非
驯养繁殖。

视频中，竹林里的野猪中了陷阱想要逃
命，藏在一旁的“主播”赶紧跑过去给镜头特
写，大喊“实在是太凶了！”

有的贩子“花式杀戮”野生动物时，不忘
加上配音：“纯野的，一丁点油都没有哦！”
“纯野生野鸡，看这羽毛，多漂亮！”“兄弟，看
一下，野生的，腿上没有伤！”

令人心悸的除了血腥，还有肮脏不堪的
环境。贩子们往往选择山村中偏僻破旧的
院子进行宰杀，成堆的动物死体直接露天摆
放，地上全是血和毛混杂的垃圾。

“野味网红”的朋友圈更新非常快，一
天下来，视频多达十几条甚至几十条。白
天鹅、白额雁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是“常
客”；来源不明的果子狸、豪猪、竹鼠数不胜
数；大王、水律、眼镜等蛇类按吨供应；剥了
毛的小麻雀 100 只一包，一次供应 30 万
只……

除了微信，在抖音、快手、QQ 空间、网
络论坛里，关于捕获、杀害、售卖野生动物的
内容都广泛存在。

有着众多上家和下家的贩子们难掩高
调。有的发动对外招商融资，召开股东大
会，以一万元一股的价格出售原始股票；有
的手上奇珍异宝数不胜数，动物园都要从他
手上购买各种野生动物；有的在微信上招聘
“团队成员”，做品牌扩张，分享自己的梦想
是把生意推广到全中国，拥有“成功者的辉
煌”。

这些贩子十分狡猾。他们在视频中从
不显示有关地址和个人身份等信息。除了
偶尔暴露的方言口音，几乎难以定位。

线下“跨维流动”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周海
翔表示，国内野生动物的销售主要有公开市
场、地下黑市、网络售卖三种方式。公开市
场以零货销售为主，相比熟客走量型的地下
黑市和日益兴起的网络售卖，公开市场呈现
的只是冰山一角。

在这张庞大的产销网络中，南方省份以
及东北地区供应量和消费量巨大，西部边远
地区则成为重要野生动物的供应地。

“各地野生动物资源不一样，比如宁夏
主要是野鸡、野兔、野鸭，东北以狍子、熊掌
为主，河北、天津、安徽一带主要是各类小型
候鸟，广东、广西一年四季蛇和鸟都不少，浙
江、湖南、湖北有丘陵地区野猪、麂子这些兽
类……各地区的特色，拼齐了一副‘野味地
图’。”让候鸟飞志愿者天将明说。

业内人士表示，在不少地方，捕捉野生
动物成了重要收入来源，甚至还有成功培训
野生动物作为“捕猎助理”。

媒鸭是猎人为网捕野生水禽、吸引猎物
而驯养的野鸭。长期关注野生动物非法交
易的刘懿丹介绍说，驯养媒鸭的捕鸭人基本
来自特定的地区。每年中秋节后，他们就奔

赴全国各地捕鸭，尤其在新疆、青海、内蒙古
地区更是“集团化作战”。捕鸭人一般只负
责抓野鸭，不负责卖鸭子，猎物则给“大老
板”，每人每月可挣上万元。

配合偷猎的，除了媒鸭，还有猴子。森
林公安查处的多起案件显示，每逢鹭鸟繁
殖季，安徽部分地区“偷鸟人”，就会有组织
地赴全国各地偷鸟蛋。鹭鸟喜欢在高树上
集中产卵，“偷鸟人”便训练猴子偷鸟蛋。
猴子带着口袋爬到树顶，把鸟蛋掏好顺
下来。

抓获野生动物只是这场疯狂交易的起
点。这些巨量、大型甚至是活体的野生动
物，如何通过非法途径运送到各地的呢？

北京草原之盟环境保护促进中心志愿
者祁玉婷，曾参与记录野生动物非法贩运
过程。

当时他们接到线索，宁夏一些大巴车司
机，常年与野生动物贩子勾结，将野兔、黄
羊、野鸡等活体或死体塞入行李舱中运至各
地。志愿者分乘三辆从宁夏开往华中地区
的大巴车进行跟踪记录。他们观察到，仅一
次运输过程，各个接头地点与三辆大巴车交
接货物的车辆就有 27 台。

“他们不仅卸货，也会上货，常年运输，
形成了一条流动的‘贩运大通道’。这只是
我们一次跟踪所了解的情况，全国这样的通
道不知道还有多少。”祁玉婷说。

中国裁判文书网近年来关于全国客车
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的案例显示，这个网络几
乎可以到达我国的所有角落。上面流动的
各种动物，有穿山甲、娃娃鱼等珍稀物种，也
有果子狸、旱獭、野兔等易于传播病毒的野
生动物。

志愿者与司机攀谈得知，夹带野生动物
的收益，远超运客收入。例如，拉一只野兔
子收 10 元，一趟下来能赚 5000 元。有的大
巴车，根本不拉带行李的旅客。在某种意义
上，乘客成了野生动物的掩护，运输野生动
物才是这些司机的主业。

这些司机不知道的是，他们得到的只是
这条产业链中的零头。多起案件显示，非法
野生动物从捕获到最后售出，中间的利润可
以翻十倍。一只天鹅的进价为 2000 元，转
手就能卖到 2 万元。

按照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运输野生动
物出县境，必须要有检验检疫证明和合法来
源证明。在实际工作中，相关检查远远
不够。

“大巴车司机长期干这个，一出发就打
电话。这边发车了，那边就说在哪里等，如
果有危险马上通知换地方。”祁玉婷说。

志愿者还发现，上下货点一般集中在高
速收费站、服务区附近的路边、空旷平地等。
有的货点甚至在终点客运站，就在管理人员
眼皮下。

除了大巴车，火车、货车、飞机等也经常
运送野生动物。

公开报道显示，有胆大妄为的野生动物
贩子，公然将一车车野生动物拉至火车站转
运。勾结铁路货运部门管理人员，身着工作
人员制服，自由出入货运场所。

沪昆高速湘赣交界处的收费站，一辆装
运苹果的货车放弃绿色通道，选择收费通道
通行，引起民警注意。打开车厢，搬开一箱
箱苹果后，大量野生动物的死体出现在民警
眼前：因是非法狩猎而得，许多动物腿部断
裂失血而亡，血肉模糊。

按图索骥，在 2018 年，江西省森林公安
局发现了一张遍及全国 15 个省份、江西 11
个地市 30 多个县的犯罪网络，查出不少公
职人员参与贩卖，非法开具运输证明。

这张巨大的运输网络，不仅把金钱送到
了各地，也把病毒扩散到了四面八方。

“据我调查估算，全国每天至少有上百
吨野生动物被卖掉。受疫情影响，现在大
部分只能躺在冷库。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染

源和传染机制没有明确之前，这些野生动
物都可能是极度危险的致病源。”刘懿丹
表示。

野味产业形成了层级分明的产业链条
和庞大的销售网络。其中，根据“冷库”规
模，就可以判断商家的地位。

上规模的“上家”，把厂房改造成冷库。
小规模的代理商或经销商，“冷库”就是冰箱
或冰柜，散布在菜市场、街边小店、山区破旧
楼房中，遍地开花，相关部门甚至无法提供
基本估算量。

“利用”实为“利益”

2003 年 8 月，在 SARS 疫情被逐渐消
灭后，林业部门将果子狸等 54 种陆生野生
动物，列入可进行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
殖技术成熟的动物名单。

面对外界争议，主张驯养利用野生动物
的人士表示，SARS 病毒的天然宿主是蝙
蝠，果子狸只是中间宿主，不是天然宿主。
因此，果子狸已经洗清了冤屈，利用并无
问题。

事实上，研究 SARS 病毒源头的多位专
家曾公开表示，中间宿主是和人类接触机会
更多的动物，在病毒从自然宿主到人的传播
链中，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要停止消费果
子狸等野生动物，将疾病暴发风险降至
最低。

无论如何，经官方认可后，果子狸产业
发展迅猛。以“中国果子狸养殖之乡”江西
省万安县为例，这里仅一家龙头企业就年产
商品狸 2 . 8 万余只，年产值 3500 多万元。

实行一段时间后，“ 54 种动物名单”被
废止。野生动物只要经过林业部门批准，均
可以驯养繁殖和利用，范围非常宽泛。

17 年来，中国野生动物利用产业发展
迅猛。以江西为例，公开报道显示，截至
2018 年，全省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及经营利
用企业 1500 余家，实现野生动物繁育产业
年产值 100 亿元的发展目标。

“相对来说，确定可以商业利用的 54种
动物，比现在遍地开花的局面还是好很多。
有很多野生动物无法进行人工驯养，但非常
容易通过审批拿到‘驯养繁殖许可证’，让人
气愤又无奈。”周海翔说。

有学者根据国家林业局在线审批系统
的公开资料搜索，2005－2013 年间，国家林
业局共计向企业和个人发放了 3725 张“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这
还不算各省级林业部门审批的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以及无序非法的驯
养繁殖。

审批容易、监管缺失，导致林业部门发
放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经营利
用许可证”广受诟病。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其成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洗白工具”。

大量案件表明，很多持证养殖场都是
“挂羊头卖狗肉”。名为养殖，实却是大肆非
法收购野生动物。后门非法进，前门合法
出，养殖场“坐地生金”。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公开
做起“办证买卖”生意，惊现“办证集团”。

“证件办不下来一毛不收，有需要办的
朋友请提前预约，年后要办的人很多，现在
都有十几位预约了。”在名为“养殖珍禽交易
服务公司”的微信朋友圈，不仅每天直播杀
害野生动物视频，还称自己可以每个证 2 万
至 3 万元的价格，帮助“很多想做野味生意
的朋友”。根据其张贴的微信对话截图，前
来咨询者络绎不绝，“办证”生意十分红火。

据业内专家推算，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
殖利用产值，每年至少数百亿元，其中很大
一部分就是野味产业。

2019 年 2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
指导意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种源繁育、扩
繁和规模化养殖，发展野生动物驯养观赏和
皮毛肉蛋药加工。”

2019 年 12 月，武汉陆续出现多名不
明原因肺炎病人，此后疫情迅速蔓延。新
型冠状病毒来源，指向武汉一家海鲜市场
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

科学研究表明，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
现的新发传染病，如 H7N9 禽流感、埃博
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都和动物有关。

“这些病毒本来存在于自然界，野生
动物宿主并不一定致病致死，但由于人
类食用野生动物，或者侵蚀野生动物栖
息地，使得这些病毒与人类的接触面大
幅增加，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
播创造了条件，危及公共卫生安全。”中
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等学
者指出。

志愿者洪武多次到广东等地的农贸
市场调查，发现旱獭与鼠类可以大量批
发。而旱獭与鼠类都是鼠疫的自然宿主。

“两广向来有‘一鼠抵三鸡’的说法，
所以鼠类、旱獭等很有市场。它们又黑又
大又多，混杂在一起，市场好像‘地狱一
角’，但商贩都声称自己是持证合法经营，
拿他们没办法。”洪武说。

更荒诞的是，鼠类等野生动物被林业
部门批准进行驯养、繁殖、利用，然而农业
部门却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检疫，食用的潜
在危险极大。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动物检
疫的范围、对象和规程由农业部制定、调
整并公布”。公开信息显示，目前我国农
业部门只颁布了生猪、家禽、反刍动物、马
属动物、犬、猫、兔、蜜蜂等约 10种动物的
产地检疫规程，野猪、野禽等可对应参照
上述规程进行产地检疫。这就意味着，绝
大多数动物无法进行检疫。

专家表示，动物检验检疫的标准确实
“很令人头疼”。一方面，人类对野生动物
所携带的病毒及其传播方式的了解十分
有限，无法制定相关依据；另一方面，从公
共卫生安全角度来看，不应该允许相当一
部分动物进行经营利用，更不能为其制定
检疫标准。

“基本沦为一个摆设了。”林业部门一
位长期负责野生动物保护的专业人士表
示：“野生动物种类太多了，一百多种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省重点也有一两百
种，还有数量更多的‘三有动物’、没有列
入保护名录的动物。没法检，不知道检什
么东西，根本弄不到位。”

呼唤饮食“文明”

2 月 1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表示，已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
工作。宣布修改法律，是对民声民怨的积
极回应。

专家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野生动物的
数量锐减、公共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根源
在于对野生动物的滥用。通俗地说，就是
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

法律既是社会价值观的反映，更应引
导社会的理念。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将野
生动物视为“资源”加以利用，是历史的客
观局限。现在，中国人普遍接受了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立法不应落后于公众
意识。原有法律中将野生动物作为“资
源”进行“利用”的理念，应该重新审视。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认
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回归“保护野生
动物”的初衷和本意，根本还是要为保护
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而不是为“利用”
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野生动物保护法不是“濒危野
生动物保护法”，要改变目前法律重在保
护濒危野生物种，而非重点保护动物“有
效保护几乎为零”的状态。

周海翔认为，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健
康平衡的生态系统离不开每一个物种。
数量巨大的非重点保护动物，才是整个生
态系统的“塔基”和“塔身”，其对于生态系
统的价值绝不弱于处于“塔尖”上的重点
保护动物。

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对人类危害
更大的并不是数量稀少的国家级保护动
物，而是现在被广泛允许利用的非国家级
保护动物。经过两次大的疫情，应该更多
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对野生动物保护
政策进行调整。需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
范围扩展为全面覆盖所有野生动物，对野
生动物提出普适性保护规定。

此次修法，还将加快动物防疫法等
法律的修改进程。专家指出，修改动物
防疫法是好事，但切忌为了配合野生动
物利用而强制扩大动物检疫防疫的范
围。基于对动物病毒存在许多未知的现
状，严格控制为野生动物发放检疫证的
范围。

针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泛滥的现状
和惩处的困境，还应制定具有震慑力和针
对性的法律内容。

从管理的角度看，中国法学会环境资
源法学研究会会长吕忠梅表示，应防止主
管部门监督与管理职能合一、“既当裁判
员又当运动员”的现状，通过完善流程加
强部门联动，填补目前管理体制中的
空白。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
金会副秘书长马勇表示，信息不公开，公
共利益就容易变成部门利益。野生动物
监管问题亟需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查处
一批失职渎职的典型案例。

202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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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痛 后 ，食 野 味 陋 习 能 否 绝 迹 ？

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近日通过《广东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并即日起施行。决定明确禁
止滥食和交易野生动物。

据介绍，决定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作出的特别性
规定，依法支持和赋予政府在防控特殊时期采取必需的临时性
应急行政管理措施，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法治支撑。

根据决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相抵触，不与本省地方性法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前提下，可以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在医疗卫生、防疫管理、隔离观察、道口管理、
交通运输、社区管理、市场管理、场所管理、生产经营、劳动保障、市
容环境、野生动物管理等方面，规定临时性应急行政管理措施。

决定明确，严禁农贸市场、餐饮单位、商场超市、电商平台等交易、
消费场所开展野生动物交易、消费活动。个人不得滥食野生动物。

决定还指出，疫情防控工作中，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和本决定规定，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个人有隐瞒病史、疫情严重地区旅行史、与病人或者疑似病人
接触史、逃避隔离医学观察等行为，除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有关部
门还应当按照国家和广东省有关规定，将其失信信息向广东省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归集，依法予以惩戒。 （记者周颖）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禁止滥食交易野生动物

新冠肺炎疫情为
滥捕滥吃野生动物敲
响警钟。天津市十七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
次会议 2 月 14 日审
议通过了《天津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禁止食用野生
动物的决定》，自公布
之日起施行。

决定共 18 条，主
要规定了禁止食用野
生动物的范围、措施、

管理职责和法律责任。为了加强对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全方位、
全链条监管，决定明确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经营利用
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不得以食用或者生
产、经营食品为目的，猎捕、出售、购买、运输、携带、寄递禁止食用
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餐饮经营者不得以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名称、别称、图案等制作招牌、菜谱招揽、诱导顾客。

其中，违反本决定生产、经营利用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的，由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食品，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
工具、设备和违法所得，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或者食品货值
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价值
或者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价值或者货值金额十五倍以
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相关许可证。

（记者周润健）据新华社天津电

天津：立法向捕食野味“亮剑”

记者近日从重庆
市林业局获悉，重庆
全面禁止野生动物交
易活动，严禁野生动
物运输、观赏、展示、
展演等一切经营利用
行为，全面加强陆生
野生动物管控。

据介绍，重庆市
已全面停止陆生野
生动物人工繁育和
经营利用行政审批，
对已经取得人工繁

育或经营利用行政许可的野生动物场所实施隔离消毒和检疫
防范，严禁野生动物对外扩散和转运贩卖，停止陆生野生动物
猎捕活动。重庆动物园、乐和乐都野生动物世界及万州、涪陵、
黔江等地的动物展示展演场所全部关闭。全市林业部门会同
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全面排查农（集）贸市场、超市、餐饮
单位、电商平台等经营场所，严禁任何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活
动，清理并拆除与野生动物经营利用、加工食用相关的广告牌、
横幅等标识标牌。 （记者周文冲）新华社重庆电

重庆：全面禁止野生动物交易

记者 2 月 14 日从绍兴市上虞区检察院获悉，该院起诉的庄某
某非法狩猎案 13 日在上虞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庄某某被
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据悉，该案系浙江省首例在疫情防控期间宣
判的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案。

2019 年 9 月，因为想吃野味，被告人庄某某在网上买了 20
多个捕猎装置，散布在附近的山上。2020 年 1 月 28 日，庄某某
接收到了猎捕成功的信号，上山后发现一头约 90 斤的野猪落
网。2020 年 1 月 31 日，正在进行疫情防控排查的民警发现，庄
某某正在处理捕获的野猪。经民警讯问，庄某某对疫情防控期
间猎捕野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记者吴帅帅）据新华社杭州电

绍兴：一男贪野味获刑 6 个月

近日，贵州省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团结派出所查处一起
偷猎并食用野生动物果子狸的违法案例。一男子在山上捕获 2
只果子狸并自行宰杀食用，该男子目前已被警方抓获。经调查，
疫情期间，闲在家无事可做的胡某想着用自制的捕猎器到山上打
“野味”换个口味。他将捕猎器安装在后山的树林中，捕获了 2 只
野生动物果子狸，随后自行宰杀食用。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记者李凡、骆飞）据新华社贵阳 2 月 16 日电

贵州：一男捕食果子狸被抓获

现实 在举国上下为疫情忧心忡忡，许多人因失
去亲友失声痛哭时，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依然在进行。

立法 2 月 1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
已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

呼声 针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泛滥的现状和惩
处的困境，还应制定具有震慑力和针对性的法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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