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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加大支持民间野生动物救助、发展“政府+民间”联护模

式的建议

安勤勤 杨晓红 秦秀芳

摘要：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保护野生动物对于维护生态系统平

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加大对民间野生动物救助站的支持、发展“政府+

民间”联合救护模式，不仅能为公众参与提供平台和桥梁，引导公众的积极参与保护

行动，同时可以解决政府救助人员力量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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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成分，保护野生动物对于维护

生态系统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

重要意义。保护野生动物的措施多种

多样，其中极为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

救助。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栖息地

减少、环境污染、食物短缺、人为伤

害等，野生动物生存受威胁程度也将

不断攀升。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

野生动物救助案例统计分析发现，受

伤、受困的野生动物数量呈逐年上升

的趋势，而这个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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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长期实践经验来看，

目前我国在野生动物救护方面,仍然

存在救助机构少、资金缺乏、人员力

量薄弱等问题。

以山东东营为例，这里为黄河三

角洲地区，湿地资源丰富，候鸟迁徙

季，数百万只鸟类来此栖息、觅食。

随着生态环境向好以及输电线路设

施的扩张，原本不在东营繁殖的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鸟类——东方白鹳开

始在线塔上筑巢繁育。2005 年首次

繁育成功以来，累计繁殖东方白鹳

2200 多只，成了东方白鹳全球最大

的繁殖地。东方白鹳与输电线路之间

的冲突也激增，鸟类受伤也是当地常

有的事。据中国绿发会东营东方白鹳

保护地、即东营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志愿者反映，因为当地缺乏政府部门

直管的野生动物救助收容机构，常因

为经费、人员等问题，野生动物难以

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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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保护地亦如此，志愿者们

巡护工作中，每年都会遇到因受伤、

中毒等大量需要救护的野生动物。

国家生态保护措施提升了公众

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而对于救助，

日渐高涨的民间救助力量却往往有

心无力，即使建立了民间野生动物救

助站，也因面临以上困局而难以维系。

因此，加大对民间野生动物救助站的

支持、发展“政府+民间”联合救护

模式，不仅能为公众参与提供平台和

桥梁，引导公众的积极参与保护，同

时可以解决政府救助人员力量不足

的问题。以河北唐山市民间野生动物

救助站——大清河野生动物救护站

为例，该救助站与河北省林业系统长

期在野生动物救护方面的合作，2013

年至 2021 年，该救护站救护成功并

放归自然的斑海豹、丹顶鹤、遗鸥、

大天鹅、小天鹅、白鹤、白枕鹤、金

雕、大鸨、东方白鹳、黄胸鹀等国家

一 、 二 级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 达 到

8000-9000 只，保护成效显著。

【建议】

因此建议：加大对民间野生动物

救助的支持，发展“政府+民间”联

合救护模式，以充分发挥民间生态保

护力量的作用，增强生态保护效益。

具体如下：

（1）发展“政府+民间”联护，

加强经费保障

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救助所面

临的首要问题便是资金来源问题。特

别是在生物多样性丰富、野生动物迁

徙通道等地区，野生动物受伤、病弱、

受困等情况发生频率较高，所需费用

也比较多，应加强经费保障。因此建

议发展“政府+民间”联护模式，同

时，在此基础上，于国家层面，一方

面设立野生动物救助专项项目经费，

增加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政策、

制度等措施引导,吸纳社会捐助，保

障每一次救助行动都能顺利进行。

（2）鼓励民间救助

从相关文献统计来看，多数地区

存在政府部门设立的救助机构少、人

员不足等问题，导致救助不通畅。而

民间救助力量的加入，将有效弥补以

上不足，因此建议通过各种途径鼓励

民间救助，加大支持，充分发挥民间

力量的作用，具体如：

a. 加强对做出贡献或投入的个

人或组织给予相应的补偿，以鼓励救

助行为，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野生

动物救助行动中来。

b. 做好区域志愿者团队建设，

如提高专业性、规范管理等，引导公

众志愿者加入野生救助行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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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可以增加野生动物救助力量，二

可以为热衷生态保护的公众提供平

台。

（3）加强专业培训

加强对野生动物救助的专（兼）

职人员、志愿者等团队专业能力建设，

主要包括：一是培养相关专业技术人

才的培养，以发展我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事业；二是积极对野生动物救助人

员进行技能培训，提升救助人员的专

业技能。

（4）加强宣传

包括生物多样性科普、野生动物

救助途径及方法、公众或单位如何加

入野生动物救助志愿团队等方面的

普及和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为什么

救助、如何救助、如何加入救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