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晋峰：我们是人类栖息地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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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鳄雀鳝入侵导致湖水被抽干，儒艮在中国海域被宣布功能性灭绝……一系列生态
环境保护领域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结合这些热点问题，长江日报
记者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进行了
专访。周晋峰通过介绍绿会发展史、绿会保护生物、环境和生态的典型案例，如
全国“蚯蚓第一案”、穿山甲保护等，分享了他关于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文明的深度思考。周晋峰也介绍了其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创新性提出的生
态保护理念，如“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人民参与的保护”和“社区保护地”
体系等。周晋峰强调只有人人参与，才能真正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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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雀鳝入侵，导致湖水被抽干；儒艮遭遇功能性灭绝 这些问题，无不引
发人们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9 月 8 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接受长江日报读+周刊采访，分享了他关于生态平衡、生
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的深度思考。



一、麋鹿回归是中国物种引进的成功典范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是我国最早的公益基金会组织之一，成
立于 1985 年，距今已经 37 年。

1985 年发生了很多事，其中之一，就是麋鹿回归中国。麋鹿原产于中国，但
在近代在中国野外灭绝。19 世纪初，英国乌邦寺的贝福特公爵收集了当时全球
所有的 18 头麋鹿，养在了自家的庄子里。1985 年，英国将 22 头麋鹿送回中国，
为迎接麋鹿回归，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吕正操、钱昌照、包尔汗等领导发起，
成立了“中国麋鹿基金会”。经过不懈努力，麋鹿不但回归中国，而且得以回归
自然。国际公认中国麋鹿重引进项目是世界物种重引进最成功范例；湖北石首的
麋鹿保护区率先建立了世界上完全摆脱对人类依赖、可自我维持的野生种群，结
束了数百年来无野生麋鹿的历史，是中国物种重引进的成功典范。

中国麋鹿基金会为拯救濒危物种麋鹿项目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又与海内外有关
方面合作，开展野马、雪豹、高鼻羚羊等濒危物种的保护研究。十几年来，基金
会已发展到保护多种物种及生态系统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金组织。1997 年，
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2009 年，经国务院批准，更名
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

成立 37 年间，中国绿发会为许多生物、环境、生态问题较过真、发过声、出
过力。远的不说，就说最近 5年来——他们为“塑胶跑道”的安全和质量问题呼
吁，举办了研讨会；成立了“反电鱼协作中心”，15000 多名志愿者协助各地渔
政部门破获非法电捕鱼案件 2300 多起，不但获得农业农村部书面感谢，还走出
国门，成为国际交流案例；他们发起的“五小叶槭”案公益诉讼，入选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的 7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穿山甲从《中国药典》“除名”，
并被提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这也是中国绿发会努力多年的一项工作。

二、发起全国“蚯蚓第一案”

近年来，中国绿发会认真进行的一项工作，居然是保护蚯蚓，确切地说，是针
对“电蚯蚓机”产业进行公益诉讼。

由于蚯蚓的药用、食用价值以及被广泛用于鱼类饵料等需求，让市场上的蚯蚓
价格水涨船高。规模化养殖蚯蚓投入高、周期长，一些不法商贩就通过野外电捕
蚯蚓来牟取暴利，只需要购买一台电蚯蚓机，通过简单的操作方式即可捕获数十
斤蚯蚓。这种竭泽而渔的捕获方式，不仅破坏了野生蚯蚓的生存环境，对土壤生
态系统也造成了根本性的破坏。

蚯蚓被称为“生态系统工程师”，它们在土壤中钻洞，摄取超过自重 30 倍的
土壤，加速有机物分解，并迅速将大量的枯枝落叶混合到下面的土壤层中，从而
增加植物养分的释放。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而言，大规模、破坏性
的电捕蚯蚓行为应该被明令禁止。然而，对于禁止电捕蚯蚓的诉求却长期处于“无
法可依”的状况，原因在于蚯蚓并不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有重
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相关部门在对于电捕蚯蚓的
执法过程中，并没有法律法规作为执法依据，这也就造成了电蚯蚓行业的无序发
展甚至泛滥，对生物多样性和土壤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

2020 年，中国绿发会以“电蚯蚓”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环境侵权为依据，对
中山市荣者光电有限公司等三家售卖电蚯蚓机的公司提起公益诉讼。经过一审、
二审，法院判决，三家公司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
失数额约 159 万元，并在全国媒体上刊登道歉声明。

中国绿发会发起的全国“蚯蚓第一案”，具有重要意义，对其他公益组织提起
公益诉讼具有指导作用。

三、希望建立一种有效的保护机制

从麋鹿到蚯蚓，中国绿发会的“保护频谱”似乎非常宽广，他们的核心理念是
什么呢？与其他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和公益环境组织又有什么区别呢？

周晋峰讲了一个小故事。在一个财富论坛上，有一位经济学家错把周晋峰当成
动物保护主义者，周晋峰告诉他：“我们根本就不是动物保护主义者，我们是人
类栖息地的守望者。”

从这个意义出发，中国绿发会不光是关注动物，就连“月饼过度包装”都反对。
因为月饼过度包装是对生物多样性的巨大危害，它在生产过程中带来极大的环境
污染和破坏，它形成的塑料垃圾对海洋和陆上生命有威胁。为此，中国绿发会还
将一家知名月饼生产商告上了法庭。

而最能体现中国绿发会理念的，就是“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区保护地”
体系。



前者的含义是，由于人类居住面积不断扩大，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工作已经不能
局限在偏远山区、自然荒野和自然保护区；在人口密集地区，要尽量通过减少对
自然的侵扰，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来帮助野生动物进行生存和发展。

后者则希望为社会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不同生态
系统、物种、基因和自然景观的独特系统。保护地分为自然保护地和文化保护地。

比如西藏阿里“暗夜星空保护地”，是我国首批得到国际组织认可的暗夜保护
地。这里人口少、照明少，空间条件好、地理位置高，星空资源非常丰富。当地
严格按照国际标准规划、改造和管理户外照明，防止和控制光污染，弥补了我国
光学观测的不足，为国家天文台阿里天文观测基地开展天文观测提供了重要保障；
还建成暗夜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开辟星空科普、星空旅游、星空文化等产业，带
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再比如，河南马固村，号称“中原第一文物古村落”，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
有大量雕刻和书法艺术精品。中国绿发会以法律手段制止拆迁行动，同时，积极
推进建设中国绿发会“古村保护地”。

目前，中国绿发会已经在全国建立起近 200 个保护地，涵盖南海珊瑚、濒危动
物、珍稀动植物、文物古迹、古树名木、沙漠湿地、滨海湿地等多个类别。

【访谈】

四、“自然”才是我们所要的绿水青山

读+：今年夏天我国大部分地区遭受极端高温天气，降水“南北多中间少”，
长江抗旱、珠江抗洪，这种极端气候对于环境、生态有哪些影响？如何应对？

周晋峰：气候变化，最根本的影响是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海水温度每升高 1℃，
整个海洋中的珊瑚会大规模的白化和死亡。如果珊瑚礁生态系统彻底破坏，海洋
会发生“多米诺”效应，大量生物将断崖式消亡。

旱、涝在地球自然的演变历史中，是自然现象，会影响到一些物种，但也会给
生态系统带来一些新的变化。讨论旱涝，关注点不应该拘泥于某一个濒危物种的
保护，在优先维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整体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基
因的多样性。在不破坏自然的前提下，在一部分水利工程中放一些生态水，是眼
下的当务之急。

但是要防止以大旱为理由，大规模改造自然，这可能带来对自然持续的颠覆性
影响，是更可怕的。大旱使一些水利设施建设又被提上日程，但是怎样达成最佳
效果，要深入开展多学科研究，不光是水利问题，更要从长期、自然承载力、生
物多样性等角度来慎重考量。

比如，干旱使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多年未见的一座古代石桥露出水面，说明
历史上这里的水位曾经非常低。由此，我想说，自然的变迁一直都在发生着，包
括旱涝交替，水域荣枯。

再比如，有人提议修坝建闸“留住一湖清水”。我认为“留住一湖清水”是工
业文明的概念，不是生态文明的概念。清水并不等于绿水青山。要说干净，矿泉



水更干净，要把自然的水变成矿泉水吗？如果把自然的水都变成清水，那就是自
杀，彻底破坏了人类的栖息地。“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自然”才是我们所要
的绿水青山。

自然河流湖泊有储水于地下、储水于周边的重要作用。建闸人为影响了水的流
动，加剧水中泥沙下沉，下沉的泥沙会慢慢填满湖底细微的孔径，导致湖水不能
有效下渗，不能补充地下水，周边的土壤就不能湿润，进而影响健康的自然生态，
而且对抗旱一定程度上反而有负面影响。

总之，在鄱阳湖洞庭湖上建闸或类似的水利工程，应该极端慎重，应全面调研
对整个流域的影响，包括长江下游海水倒灌的影响，等等。要知道，河流湖泊上
建满了闸，水位、水温、浊度都变了，藻类、鱼类等水中生命都会受到根本性影
响。

五、抽干湖水围捕鳄雀鳝，不如“卡住源头”

读+：鳄雀鳝最近频上热搜，听说您反对抽干湖水捕捉？

周晋峰：为围捕鳄雀鳝，有的地方抽干湖水，又做大规模的消毒，这是对湖水
中生物多样性的颠覆性破坏，我坚决反对。捕捉鳄雀鳝，有更科学的办法，而不
是过多干扰、改变整个水体。

全国还有多个水体面临着鳄雀鳝的威胁，网上还有人买卖，为什么不请有关部
门紧急治理？相关网络公司能否行动起来，停止销售非法入侵生物？绝大多数鳄
雀鳝都是非法进口的，没有经过海关检验和检疫，市场监管部门能否严查？建议
加强监管和舆论引导，源头堵漏。

根治鳄雀鳝问题，还要反对弃宠，反对不科学的放生，避免、减少宠物尤其异
宠的放生。近些年，有人喜欢购买一些海外的奇特动物或生物来养，异宠产业增
长很快，有些异宠引进之后，由于各种原因，被放生或者遗弃等，最终进入了自
然，构成了生物安全威胁。

因此，我建议不应该发展异宠养殖产业，加强生物伦理、法律法规、弃养放生
等方方面面的规范管理，将濒危物种做为异宠来养更是不允许的。

读+：小龙虾、福寿螺等都是外来物种。还有被称为“生态杀手”的加拿大一
枝黄花蔓延多地。怎样正确面对外来物种的入侵？

周晋峰：物种的迁徙是地球有生命以来就存在的，不必大惊小怪。白薯、西红
柿还有很多树，都是物种成功迁徙的案例。当一个物种对我们的生态、生产、生
活带来重大冲击的时候，对该物种在冲击范围之内进行科学干预，是正确的。

加拿大一枝黄花其实世界多地都有发现，在东南亚并未引起关注，因为它对当
地生态没有重大的冲击。但在我国，它导致农作物大量减产，所以多地对它予以
铲除。

福寿螺在有些地区对于水稻秧苗确实有较大影响，各地花钱费力在清理。有人
扩散“一条福寿螺体内含 6000 条寄生虫”的恐慌，但它和田螺等螺类在这方面
并无太大区别，野生生命普遍携带微生物。杀灭福寿螺，当前普遍使用杀螺胺等



化学药物，对鱼类、蛙、贝类也有强毒，损害了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其实，
福寿螺在中国已经形成新的生态系统，有些龟鳖类、鸟类开始吃它了，建议对于
福寿螺的资源化利用予以立项研究；消灭其蔓延势头，尽量以铲除螺卵、集中捣
毁、深埋处理等物理方式，而非动辄喷施药剂。

对于外来物种的入侵，我们不必惊慌失措，也不要简单地消灭之；应秉持辩证
的原则，采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不同的物种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生物防治、
资源化利用等等，同时也要做好法治环节的工作。自然界中新的平衡在逐渐形成，
如果辅之以科学的、生态的、自然的方法，可能很快会形成本地化、不危害生态
的过程。

六、人民参与，人人参与，才能真正保护

读+：绿发会的公益诉讼，曾经多次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您认为公
益诉讼的意义体现在哪里？为什么绿发会要做这个工作？想传达什么信息？

周晋峰：2015 年开始施行的环境公益诉讼，是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大举措，
使得人民广泛地参与保护。原来我们只能提意见，现在可以直接起诉环境破坏者，
有了硬抓手，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开展了腾格里污染、三江源污染等公益诉讼。

为保护蚯蚓，我们发起公益诉讼，并且胜诉了；我们反电鱼多年，后来农业部
也出台了文件禁止电鱼。有人跟我们争论，说这些并非濒危物种，法律尚无限制。
其实，生态文明已经写入宪法，环保法开宗明义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一切对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是违法的，所以我们理直气壮、旗帜鲜明。最近我们高
兴地看到，又有地方对于售卖电蚯蚓机的行为提起了诉讼，希望大家一起来阻止
这些对人类栖息地、对绿水青山的破坏行为。

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几年前提出把穿山甲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升为
一级，又提出要把穿山甲鳞片从中华药典中除名，这两点都做到了。穿山甲一度
区域性功能灭绝，现在间或有地方发现了中华穿山甲，这使我们备感兴奋、自豪。

但是还远远不够，需要我们做的工作更多。就拿穿山甲来说，还有很多细致、
科学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更多参与系统性保护工作，使穿山甲重新成为森林生
态系统中的重要一员，在控制白蚁和生态健康中恢复生态功能。

读+：美人鱼的原型儒艮在中国灭绝的话题，最近也颇受关注，您说希望 5年
以后美人鱼回归中国，怎么做到呢？

周晋峰：儒艮目前是区域功能性灭绝，但在其他有些国家还有。我在国际会议
上提出，要联合相关国家专家，共同构建海洋保护的协作科学平台，他们都欣然
同意。

我们 1985 年成功地把麋鹿重新引回中国，也做过了穿山甲、鸟类等濒危物种
的野放，尤其是中国正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全面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给了
我们强大的信心，能把儒艮重新引进工作做好。



至于具体措施，首先是航道和捕鱼场的调整，以保障儒艮的迁徙路线；还有海
草和海岸的恢复。有关部门已经在行动，开展近海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准备着手
红树林和海草的恢复工程。只要大家携手，这事一定能成。

读+：继白鲟和儒艮之后，最近有报道说我国又有两种长臂猿面临野外灭绝的
风险，有没有长效机制来避免濒危物种灭绝？

周晋峰：我们有几个策略，第一个叫人民参与的保护。比如我们在内蒙古图牧
吉有一个国家大鸨保护区，但是冬天大鸨就飞到河南去了，鸟类也不知道哪儿是
保护区，就落在河南的长垣河堤上，当地有人去猎捕，绿发会的志愿者把猎捕的
人扭送到派出所去，派出所一开始不知道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好处理。绿
发会立刻在长垣建立中华大鸨保护地，志愿者们没拿国家一分钱，昼夜在河堤上
守护大鸨，来这里过冬的鸨逐年增加，现在中国境内约 1600 只大鸨，有四分之
一在长垣大鸨保护地。只有人民参与，人人参与，才能真正保护生物多样性。

第二个策略就是绿发会创新提出的“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即不仅要在
偏远山区、荒野和自然保护区开展保护，更要在人类生产生活地帮助野生动物生
存和发展。

第三个策略就是慎重的利用。随着经济发展，旅游业越来越兴旺，我们最近在
呼吁加强西藏羌塘原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出“勇闯无人区也是破坏环境”。因为
大量的游客带来垃圾和人为干扰，投喂小动物等，都是对自然的破坏。

我们要在生产生活之中，建立更广泛的全面的保护，严格限制开发利用。比如
推行森林康养计划之前，建议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并持续观测。

停止过度对自然的破坏、浪费和占用，势在必行，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只想着把某些濒危动物弄到哪个医院、哪个基地去繁育，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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