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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下

水生物种保护的策略与实践

徐艳君 肖莹佳 周晋峰

摘要：以水生生物为主体的水生生态系统，在维系自然界物质循环、净化环境、缓解

温室效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人类活动，例如商业捕捞，在《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包括的水生物种种类的增加，2022年在巴拿马城举行的《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19届缔约方大会上，缔约方们决定仔细研究如何将

标准应用于这些物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于2024年4月23日至

26日召开了两场研讨会，讨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所列水生物种

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将结合会议相关内容，简要分析水生物种保护的策略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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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概述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 约 》 （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简称 CITES）于 1973 年

3 月 3 日签署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于

1975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截至 2024

年 5 月，CITES 有 184 个缔约方，其

核心是通过规范和控制列入其附录

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国际贸易（包括

进口、出口、再出口和从海上引进），

从而避免过度的国际贸易对野生动

植物生存造成直接或间接威胁，以实

现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CITES 对 40900 多种动植物进行

贸易管制，其中包括鲨鱼、鳐鱼、女

王凤凰螺、海马和海参等水生物种。

它们根据 CITES 缔约方商定的标准

列在 CITES 附录中，并适用于各种分

类类群。根据不同生物物种对国际保

护的需求，将它们列入三个“附录”，

加以不同程度的管理。濒临灭绝的物

种，如果受到或者可能受到国际贸易

威胁，会被列入附录一（Appendices

Ⅰ）。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

CITES 才允许这些物种的国际贸易。

附录二包括不一定有面临灭绝风险

的物种，但是必须管理和控制它们的

国际贸易，避免人类的利用威胁到它

们或者相关物种的生存。附录三包含

了至少在一个国家受到保护，并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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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缔约方协助控制其贸易的物种。

对附录三的修订与前两个附录的程

序完全不同。每一个缔约方在任何时

间，都有权单方面提出修改本国在附

录三的物种列入。

根据 CITES 规定，各国必须确保

野生动植物种的贸易不会对其生存

造成威胁。这要求各国在批准国际贸

易之前，对物种的种群数量、分布和

栖息地状况进行科学评估。此外，还

鼓励各国采取必要措施，促进野生动

植物种的可持续利用，包括通过科学

研究、教育宣传、生态旅游等方式，

提高公众对物种保护的认识和参与

度。

CITES 的实施也面临诸多挑战。

一方面，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仍然屡

禁不止，给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的保护

带来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一些国

家对于公约的执行力度不够，导致保

护效果不佳。此外，全球气候变化、

环境污染等也对水生物种保护带来

了新的挑战。

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附录所列水生物种技术研讨会

以水生生物为主体的水生生态

系统，在维系自然界物质循环、净化

环境、缓解温室效应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丰富的水生生物是人类重要

的食物蛋白来源和渔业发展的物质

基础。养护和合理利用水生生物资源

对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生

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张，水生生物

多样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过

度捕捞、污染排放、气候变化等因素

导致许多水生生物种群数量锐减，甚

至濒临灭绝。这不仅对生态系统造成

了严重破坏，也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

与发展。

随着近些年商业捕捞的鲨鱼和

鳐鱼以及 CITES 附录中包括的其他

水生物种的增加，2022 年在巴拿马

城举行的 CITES 第 19 届缔约方大会

（CoP19）上，缔约方们决定仔细研

究如何将标准应用于这些物种。

根据关于 CITES 第 19.189 号决

定 1“附录所列水生物种“的要求，

CITES 秘书处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和

24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办了 CITES 附

录所列水生物种研讨会。有 80 多名

与会者参加了讲习班，其中包括

CITES 缔约方、CITES 动物委员会成

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其他有

1 注：19.189 号决定

致：秘书处的决定

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秘书处应：

a)召开一次技术讲习班，审议第 9.24 号决议（CoP17 修

订版）及其脚注 2（见附件五）在有关商业开发的板鳃亚

纲和其他水生物种方面的适用情况，同时考虑到 CoP19 第

87.2 号文件提供的信息以及现有的科学信息和数据；

b)向缔约方发出通知，邀请所有感兴趣的缔约方、动物委

员会成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其他相关政府间组织

和非政府组织参加本次讲习班；

c)将研讨会的结论和建议提交动物委员会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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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国际部亦派代表全程参加了此次大

会。

在两天的会议中，专家们介绍了

水生物种生活史参数的科学信息，随

后是全体会议和分组讨论。审议内容

包括分享以往关于修订 CITES 水生

物种附录的建议的经验，并审查商业

开发水生物种衰退范围的适用情况，

以评估这些物种是否符合列入 CITES

附录的标准。

在讨论 CITES 附录的相关内容

时，与会者提出了《保护野生动物迁

徙物种公约》（CMS）和《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的物

种列表存在不匹配的情况，指出了

CMS 附 录 一 中 列 出 的 一 些 物 种 在

CITES 附录二中也有列出的问题。而

CITES 中包含了更多物种，在非致危

性判定、合法获取判定结果、及时发

放许可证、物种鉴定、报告等方面增

加了工作量。

还有专家指出，即使在提案缔约

方或其他人认为将某些物种满足附

录一标准的情况下，附录一的提案也

很少，但不清楚脚注 2 或更广泛的政

治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点。

还有专家对 5%的最低门槛的必要性

也提出了质疑，但没有提出任何修订

建议。有专家提出，CITES 附录二的

列入标准，无论是基于保护需要还是

出于相似原因，都“过于宽泛”。虽

然承认在存在此类问题的情况下可

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与会者一致

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议附件 4

中的预防措施与“采取与预期对物种

的危害相称的措施”这一方向之间的

平衡。可以考虑对附录 2b 标准的适

用情况进行审查。

与会者还讨论了种群评估的潜

在困难和好处。此外，有专家提出了

解种群/群体动态的替代方法，而不

仅仅是高分辨率种群评估的问题。

与会者普遍认为，目前的标准具

有必要的灵活性，可以有效地适用于

商业开发的水生物种，并认为 CITES

动物委员会将在 2024 年晚些时候审

议一些建议。这些建议需要注意关于

板鳃类和其他商业开发水生物种的

生活史参数和生产力变异性的背景

文件，因为它包含了丰富的水生物种

生活史参数和生产力的信息。鉴于关

于修订 CITES 附录的标准的发展和

解释的广泛历史论述，有人建议整理

以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以便为未

来可能的指导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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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关于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采

集的附录二物种标本的非致危性判

定研讨会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对于水生物种贸易的规范与限

制，体现了全球对于水生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重视。CITES 通过制定严格的

贸易规则和监管措施，防止过度捕捞、

非法贸易和滥杀滥捕等行为，从而保

护水生物种的生存和繁衍。

CITES 公约要求每一个缔约国设

立科学机构和管理机构，规定了基于

科学决策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许可

证核发程序，严格控制和监督濒危物

种的商业性国际贸易。按照 CITES 公

约规定，各缔约国 CITES 管理机构在

签发 CITES 公约附录物种进出口许

可证之前，必须证明该项进出口不会

危及该物种的生存，即“非致危性判

定”（Non-detrimental Findings,

NDFs）。其目的是通过科学研究，评

估贸易是否会对物种的生存产生负

面（或有害）影响。它在濒危物种的

贸易和保护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世界上大约 64%的海洋被所谓的

“公海”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

地区所覆盖。当受 CITES 管制的物种

从公海捕捞并在港口卸下时，这种贸

易受 CITES 的管制，且该贸易不应损

害物种在野外的生存。公海上物种的

广泛分布，加上多个国家可能参与捕

捞，在确定这些物种捕捞的可持续性

方面凸显了一项独特的挑战。

根据 2022 年 CITES 第 19 届缔约

方大会（CoP19）通过的第 19.136 号

决定，CITES 秘书处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至 26 日在瑞士日内瓦组织了关

于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采集的

附录二物种标本的非致危性判定研

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 80 多人，其

中包括 CITES 动物委员会的成员、

CITES 各区域的代表、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

公约》秘书处、美洲热带金枪鱼委员

会（IATTC）和国际大西洋金枪鱼保

护委员会（ICCAT）、以及非政府组

织的代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基金会国际部亦应邀派代表

赴日内瓦全程参加了此次大会。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以全体会议

和分组讨论为特色。CITES 缔约方介

绍了它们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

采集的标本作出非致危性判定的经

验。IATTC 和 ICCAT 秘书处介绍了每

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的科学

进程，以及 CITES 当局可获得的与

CITES 所列物种有关的数据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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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范围从制定非致危性判

定的水平，特别是在有确定种群的情

况下，到所需的科学数据和资料的类

型。会议还讨论了 CITES 国家科学机

构与国际科学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

包括共享数据、案例研究和制定非致

危性判定的经验。

研讨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例如，

应鼓励 CITES 与渔业当局之间的合

作，同时应促进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接触以获取关键数据。提倡区域合作

和建立网络，以促进信息共享和能力

建设。研讨会的结论将提交给定于

2024 年 7 月 12 日至 19 日举行的

CITES 动物委员会第 33 届会议审议。

进一步的建议和意见将提交给 2025

年 CITES 常务委员会第 78 届会议。

四、中国在水生物种保护中的实践

中国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的缔约方，一直致力于

水生物种的保护工作。中国采取了一

系列有效的措施来加强水生物种的

保护，使水生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有效

保护，许多濒危水生物种的数量得到

了恢复和增长。

中国特有的淡水鲸类长江江豚

曾一度面临灭绝的危险。随着一系列

保护措施后的推行，长江江豚的数量

得到了明显的增长，目前已成为中国

水生生物保护的成功案例之一。2012

年，长江江豚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

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极危”级

别。2017 年进行的科学考察显示，

长江江豚数量约为 1012 头，仅相当

于大熊猫的一半。2021 年，该物种

由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为

国家一级。中国农业农村部公布的

2022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结果表明，

2022 年，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达到

了 1249 头，比 2017 年普查时增加了

237 头，实现历史性的止跌回升。

2018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联合印发《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

动计划》，明确了长江需要着力解决

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重点任

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此外，2020

年 1 月 1 日起，长江流域的 332 个自

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

面禁止生产性捕捞；2021 年 1 月 1

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

面启动。截至 2022 年底，长江流域

已建立保护长江江豚相关的自然保

护区 13 处，覆盖了 40%长江江豚的

分布水域，保护近 80%的种群。

在法律法规建设方面，中国不断

完善水生物种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

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例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

律法规的出台，为水生物种保护提供

http://www.baidu.com/link?url=GhtNA6LAfLsyAOWi3gg74CakJCFfYtiP3COrKxwmVsrlEGymjvWN5LNl9zb671F08zmQvugJEJ7iNpsiB4Rz6q
http://www.baidu.com/link?url=GhtNA6LAfLsyAOWi3gg74CakJCFfYtiP3COrKxwmVsrlEGymjvWN5LNl9zb671F08zmQvugJEJ7iNpsiB4Rz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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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律保障。同时，中国还建立了水

生生物保护区、禁渔区等保护措施，

加强对水生生物栖息地的保护。

在科学研究方面，中国加大了对

水生物种保护的研究投入，推动科技

创新。通过开展水生生物多样性调查、

生态系统研究等工作，深入了解水生

生物的生态习性和保护需求。

在公众教育方面，中国加强了对

水生物种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通过

举办科普讲座、制作宣传片等形式，

提高公众对水生物种保护的认识和

参与度。同时，还积极倡导绿色生活

方式，减少对水生生态环境的破坏。

随着国家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的

深入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基金会反电鱼协作中心自

2017 年率先开启了民间保护长江生

态的行动。现约 5 万名志愿者，建立

志愿者服务站 102 个，覆盖 16 省 64

城市。志愿者们为积极响应禁渔政策，

自行开展了一系列巡河活动，沿着当

地重要河域的岸边进行巡查，对发现

的非法捕捞行为进行及时制止和举

报。同时，志愿者们还向周边群众宣

传了禁渔政策和非法捕捞的相关知

识，呼吁大家共同参与起来。

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积极参与

国际水生物种保护事务，加强与其他

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参加国际会

议、签署国际协议等方式，共同应对

全球水生物种保护挑战。中国还积极

引进国外先进的保护技术和经验，为

我国水生物种保护提供有力支持。

五、加强水生物种保护的建议

尽管我国在水生物种保护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例如，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仍需加强、

科学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公众保护意

识有待提升等。因此，我们需要继续

加大力度推进水生物种保护工作，为

实现水生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健康

稳定以及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方

面作出更大贡献。

（一）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完善保护

机制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完善保护机

制，对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下水生物种保护至关重要。当前，

水生生物面临着诸多威胁，如气候变

化、过度捕捞、水污染、生境丧失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强有力的法律

法规作为支撑。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可以明确保护目标、责任

主体和具体措施，为水生物种保护提

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此外，加强法律法规建设还需要

注重国际合作与交流。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作为全球性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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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协议，为各国提供了合作与交流的

平台。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可以

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技术手

段，共同应对水生生物保护面临的挑

战。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也有助于提

升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

语权。

（二）加强科学研究，提高保护水平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的加剧，水生物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生存压力。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科学

研究来深入了解水生生物的生活习

性、生态位、繁殖机制等，以便制定

更加有效的保护措施。科学研究还能

帮助我们建立更加完善的保护机制。

通过数据分析和模型预测，我们可以

评估不同保护措施的效果，从而优化

保护策略。例如，利用遥感技术和地

理信息系统，我们可以实时监测水生

生物栖息地的变化，及时发现并应对

潜在的生态风险。

（三）加强公众教育，提高保护意识

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教育活动，我

们可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提

高公众对水生物种保护的认识和意

识，从而激发更多人参与到保护行动

中来。为了加强公众教育，我们可以

采取多种措施。首先，政府和社会组

织等可以联合开展水生物种保护主

题的宣传活动，如举办讲座、展览和

公益广告等，向公众普及水生物种保

护的知识和重要性。其次，教育部门

可以将水生物种保护的内容纳入学

校课程，从小培养学生的保护意识和

责任感。此外，媒体也可以通过报道

水生物种保护的新闻和故事，引导公

众关注并参与到保护行动中来。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

展基金会积极倡导邻里生物多样性

保护，并建立了数十个与海洋相关的

绿 会 保 护 地 （ Community

Conservation Areas, 简称 CCAfa），

包括珊瑚保护地、白海豚、伪虎鲸、

斑海豹等保护地，并发起人民战塑项

目，鼓励更多公众、企业和机构积极

参与海洋减塑捡塑、追溯海洋国际海

滩清洁日等全球行动；联合各方守护

濒危物种白鱀豚、江豚，做好就地保

护与监测；并组织科学考察，开展公

民科学家项目，推动相关工作。

（四）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

挑战

随着全球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推

进，水生物种保护已不再是单一国家

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通过国际合作，各国可以共享资源、

技术和经验，形成合力，更有效地应

对水生物种保护中的各种问题和挑

战。国际合作还能为水生物种保护提

供资金支持。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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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组织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

水生物种保护项目。这些资金不仅用

于保护项目的实施，还用于科学研究、

公众教育等方面，为水生物种保护提

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五）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

青年作为社会的新鲜血液和未

来的主要力量，对于维护生态平衡、

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推动可持续发

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青年具有活跃的思维和创新能

力，能够提出并实施新的保护策略和

方法。他们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如遥感监测、大数据分析等，对水生

物种进行更为精准和高效的保护。同

时，青年还可以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

想象力，设计出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

的宣传和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水生

物种保护的认识和参与度。

其次，青年是环保行动的重要推

动者。通过参与志愿者活动、发起保

护倡议、组织公益活动等，青年可以

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水生物种保护

的行动中来，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

此外，青年还是未来决策的重要

影响者。随着他们逐渐成长为社会的

中坚力量，他们的观点和态度将对政

策制定和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培养青年对水生物种保护的正确认

识和积极态度，对于推动相关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青年还承担着传承和弘扬

环保文化的责任。他们可以通过教育、

宣传等方式，将环保理念传递给下一

代，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水生物种

保护的重要性。

为响应号召、支持实施我国新时

代人才强国战略、助力我国人才参与

全球环境治理、全球科技治理，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长期以来将青年人才培养工作作为

核心工作领域之一。举措包括但不限

于：构建全球青年人才志愿者网络，

向国际组织推荐任职专家、积极参与

全球重要治理平台并发出中国好声

音、推荐中国科学家竞选国际组织相

关职务，长期举办“全球环境治理能

力建设工作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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