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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议禁止开放新的室内动物园的审批，如开放，应在卫生、防疫、安全等

层面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配套针对性的监管办法，保障动物福利，保护公共卫

生安全。针对已建设成的室内动物园，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管力度，完善审批手续，

加强监控，避免监守自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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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2020 年 12 月 22 日，历时近 2 年的大连非法猎捕斑海豹案正

式宣判。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非法猎捕、运输、出

售和收购珍贵野生动物斑海豹系列案件42名犯罪分子及7家海洋馆，

分别处以了刑罚和罚金。但正如光明网评价的，“没有买卖，就没有

杀害”，正是部分动物园、海洋馆的畸形需求，驱动出了一条横跨 6

省市的血色产业链，同时也暴露了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中的巨大漏洞。

不要每次都“好了伤疤忘了疼”，盯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非法交

易背后的买家，才是严格保护的题中之义。

内容：随着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城市居民接触大自然的机会越来越

少，室内动物园作为在商场内开设，集高互动体验、寓教于乐、休闲



游乐等一体的消费模式，受到众多青年人和家庭周末消费的首选。近

几年，将动物园搬进城市、开到商场的模式，在各地逐渐流行，据“宠

业家”的不完全统计，室内动物园初生于 2017 年，2018 年数量达到

22家，甚至出现了连锁店，到了 2019 年整个业态势头仍然不减，2019

年上半年，国内就新开了 10家室内动物园，在上海、天津、南宁、

青岛等国内多个城市落地，并渐趋火爆之势。随着热度高涨，室内动

物园还受到了投资者的青睐，某室内动物园一共完成了 5轮总共近亿

元的融资。但把动物园搬到商场真的可行吗？

疫情期间，长沙市某室内动物园出“洋相”。大量动物死亡，部分疑

被饿死，活着的动物开始啃食尸体。据该室内动物园的员工介绍，疫

情是导致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但事实上，早在因疫情闭园之前，该

室内动物园的管理漏洞就已经存在。店内没有足够的饲料储备，导致

很多动物饿肚子；门店不允许开空调，羊驼受不了寒冷死亡等等。乱

象横飞，而这一起案例，也只是目前我国室内动物园运营管理乱象的

一个缩影。

近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相继针对室内动物园管理混乱、违背自然

等情况发布《对管理混乱的室内动物园，要有针对性的监管》文章，

文章指出，在这种室内动物园中，动物的生存环境堪忧。商场中的室

内养殖，哪怕环境再仿真，也和大自然有天壤之别，违背了动物的天

性。由于不通风、不透气，加上缺少定期的卫生清洁，动物可能很难

适应生存环境，饲养状态差。更重要的是，动物混杂饲养，还存在病

毒交叉感染的风险。



另一方面，在室内卫生和消费者安全问题上，室内动物园同样有不小

的隐患。商场本身就人流量密集，一旦卫生、防疫不达标，就会有“人

畜共患”的潜在危险。而且，很多室内动物园打出的宣传旗号是人与

动物亲密接触，这就更难避免动物伤人的潜在危险。

拿动物挣钱，也得有基本的安全和人道底线。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尤其是珍稀濒危野

生动物的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

鉴于室内动物园存在的法律缺失、无人监管、环境卫生和动物疾病防

控等诸多现实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我们建议禁止开放新的室内动物园

的审批，如开放，应在卫生、防疫、安全等层面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

配套针对性的监管办法，保障动物福利，保护公共卫生安全。针对已

建设成的室内动物园，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管力度，完善审批手续，加

强监控，避免监守自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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