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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鸟类是反映生物多样性状况和趋势的最准确的表征之一，也被称为地球健康

状况的晴雨表。加强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有利于更好地守护地球的生物多样性。

做好候鸟保护并非一蹴而就即可实现的，本文系统梳理了国际条约和国内鸟类保护

的法律法规政策，帮助提升公众在爱鸟护鸟方面相关法律的认知，加强普法教育，

助力完善中国的法律法规体系，保证政策法规的实施效力，为建立候鸟的长效保护

机制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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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是反映生物多样性状况和

趋势的最准确的表征之一，也被称为

地球健康状况的晴雨表。许多重要的

鸟类栖息地同时也是濒危动植物的

栖息地，候鸟每年迁徙往返于南北半

球的越冬地和繁殖地之间，加强候鸟

及其栖息地保护，有利于更好地守护

地球的生物多样性。

图源：日照观察

根据2022年《世界鸟类状况报告》

最新发布版显示，全球49%的鸟类数

量正在减少，八分之一的鸟类物种面

临着灭绝的威胁。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需要多方位、多层次、多地区的共同

协作和努力。因此，对候鸟等野生动

物保护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认识

与了解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重点向公

众介绍候鸟保护相关的国际条约和

中国政策法规情况，以进一步增强公

众保护候鸟的公约意识和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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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国候鸟保护的法治体系建设，

推动与国际接轨。

1. 候鸟保护相关的国际条约

1.1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CITES），又称《华盛顿

公约》，是一个政府间国际贸易公约，

于1975年7月1日正式生效，旨在确保

物种的国际贸易不致危及野生动植

物的生存。截至2023年3月，共有184

个缔约方。中国于1981年加入该公约，

成为公约第63个缔约方，此后，成立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

管理办公室作为履约的管理机构。

公约的精神在于管制而非完全

禁止野生物种的国际贸易，其用物种

分级与许可证的方式，以达成野生物

种市场的永续利用性。依据保护程度

的需要，CITES将物种列入三个附录

之一：

附录Ⅰ：濒临灭绝的物种，只在一些

特殊情况下（科研交换、繁殖研究等）

才允许其标本的贸易。

附录Ⅱ：不一定临近灭绝的物种，但

贸易必须受到控制以避免对其生存

不利。

附录Ⅲ：至少有一个缔约方提出要求

其他缔约方予以协助控制贸易的物

种。

1.2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

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

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RAMSAR），

简称《湿地公约》、《拉姆萨尔公约》，

于1971年在伊朗拉姆萨通过，1975年

12月21日生效。公约旨在通过防止作

为众多水禽繁殖和越冬栖息地的湿

地的丧失，并通过倡导“合理利用”

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截至2022年12

月底，共有172个缔约方。

中国于1992年加入该公约。加入

公约以来，中国相继出台了《关于加

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全国湿

地保护工程规划（2002-2030年）》、

《湿地保护法》等政策法律文件，成

立了跨部门的国家履约委员会。2022

年11月5日，《湿地公约》第十四届

缔约方大会在中国武汉和瑞士日内

瓦两地拉开帷幕。这是中国首次承办

《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大会以“珍

爱湿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

此次大会上发布了《中国候鸟迁飞通

道保护网络倡议》。

1.3 《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是

一项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于1992年6月5日，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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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发展大会上，《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开放签署，并于1993年12月

29日正式生效。该公约旨在保护濒临

灭绝的植物和动物，最大限度地保护

地球上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该公约

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国于1992年6月

11日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是最

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

国家之一。

2021年10月15日，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

议（CBD 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昆

明闭幕。此次会议通过并形成了《昆

明宣言》草案，旨在呼吁各方为制定、

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贡献最大力量。

2022年12月8日-19日，CBD COP15第

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成功

举办，近40个缔约方、利益攸关方宣

布一系列重大行动与承诺，会议通过

约60项决定，达成了历史性的成果文

件——《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

包括4个长期目标（至2050年）和23

个行动目标（至2030年），为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明确了方向和重点，具

有指导性和约束力。

1.4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

（CMS）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79

年推动签署的旨在保护野生动物迁

徙物种的国际性保护公约，现有120

多个缔约方，在推动有关国家共同开

展迁徙物种的保护工作中起到了重

要的协调作用。虽然目前中国尚未加

入该公约，但一直通过多种形式与该

公约开展合作，如签署《保护白鹤备

忘录》、开展赛加羚羊等迁徙物种跨

国保护行动等。

1.5 《非洲-欧亚迁徙水鸟保护协定》

《非洲-欧亚迁徙水鸟保护协定》

（AEWA），是在联合国《保护野生动

物迁徙物种公约》框架下制定的九个

区域性法律约束文书之一，于1999年

正式生效。它是一项致力于保护沿着

非洲-欧亚迁徙航线迁徙的迁徙水鸟

的政府间条约，已经覆盖119个国家

和地区的255种迁徙水鸟，为区域协

同保护迁飞通道树立了榜样。近年来，

中国通过开展国际合作，不仅积极借

助全球力量保护候鸟栖息地，还努力

为候鸟保护贡献中国力量。

1.6 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候鸟保

护相关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

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

于1981年3月3日在北京签订，同年6

月8日生效。中日两国政府鉴于很多

种鸟类是迁徙于两国之间并季节性

地栖息于两国的候鸟，愿在保护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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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候鸟及其栖息环境方面进行合作，

达成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

利亚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

协定》，于1986年10月20日在堪培拉

签订，同日起生效。鉴于很多鸟类是

迁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

之间并栖息于两国的候鸟，中澳两国

愿在保护候鸟及栖息环境方面进行

合作，经过友好商谈，达成协议。该

协定规定的保护候鸟名录共81种鸟

类。

《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迁徙

水鸟保护及其栖息地可持续利用伙

伴关系》(EAAFP)，于2006年达成，

是由国家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

组织和国际组织等成员自发签署的

多边候鸟保护合作框架。2008年3月，

中国政府正式加入这一迁徙路线伙

伴委员会，中国已有20个湿地类型自

然保护区加入了该迁飞网络。东亚－

澳大利西亚迁飞区涵盖22个国家，从

俄罗斯远东地区和阿拉斯加，向南经

东亚、东南亚延伸，直到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每年，包括32种全球濒危物

种在内的逾5000万只、分属250多个

种群的水鸟通过东亚－澳大利西亚

迁飞区完成迁徙。迁徙期间，这些水

鸟需要依赖一系列优质湿地进行休

憩和觅食，进行能量补给，以完成下

一阶段旅程。因此，整个迁飞区范围

内的国际合作对于迁徙水鸟及其赖

以生存的栖息地保护都是至关重要

的。

2. 中国涉及候鸟保护的政策法规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

2016年-2023年，先后修订三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旨在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

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本法规定内容：

第二条第二款 本法规定保护的

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

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第十条 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分

类分级保护。国家对珍贵、濒危的野

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国家重点保护

的野生动物分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和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

护主管部门组织科学论证评估后，报

国务院批准公布。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由国务院野生动

物保护主管部门征求国务院农业农

村、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生态环境、

卫生健康等部门意见，组织科学论证

评估后制定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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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

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2021年第3号）中，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鸟类394种，其中，国家一级保

护野生鸟类92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鸟类302种。2021年，国家林草局拟

定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

含鸟类707种。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

护法》，于2022年6月1日起实施。旨

在加强湿地保护，维护湿地生态功能

及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促进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该法针对候鸟的保护工作，有如

下规定内容：

第一章第十条 国家支持开展湿

地保护科学技术、生物多样性、候鸟

迁徙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第三章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植物集中分布湿地的保护。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破坏鸟类和水生生物

的生存环境。禁止在以水鸟为保护对

象的自然保护地及其他重要栖息地

从事捕鱼、挖捕底栖生物、捡拾鸟蛋、

破坏鸟巢等危及水鸟生存、繁衍的活

动。开展观鸟、科学研究以及科普活

动等应当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影响鸟

类正常觅食和繁殖。

2.3 《关于切实加强鸟类保护的通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2020年1月

22日发布《关于切实加强鸟类保护的

通知》（林护发〔2020〕13号）。该

通知针对候鸟的保护工作，有如下规

定内容：

第三条第三款 规范鸟类收容救

护。依法依规开展鸟类收容救护活动，

禁止在候鸟迁徙停歇地以及越冬地

随意进行投食和补饲，避免人为因素

致使鸟类滞留或延期迁徙，因特殊情

况确实需要救助的，由属地陆生野生

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清查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机构开展人工繁育

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的现状，发现问题

依法依规及时整改，对典型问题开展

追踪和督办。

第三条第五款 加强区域性省际

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候鸟重要迁飞通

道省际鸟类保护联防联控长效机制

建设，按照“统一部署、上下联动、

分步实施、突出重点”的原则，全面

提升区域性鸟类协同保护能力，有效

遏制破坏鸟类等野生动物资源的违

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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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切实加强秋冬季鸟类等野

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通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2020年10

月14日发布《关于切实加强秋冬季鸟

类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通知》。该

通知指出，要切实加强鸟类等野生动

物保护，进一步严厉打击乱捕滥猎及

非法交易活动，坚决防止滥食野生动

物现象“死灰复燃”，根据当前鸟类

保护形势和候鸟迁徙动态，对秋冬季

鸟类等野生动物专项保护工作提出

如下要求：

第二条 落实保护措施，严格执

法监管中具体要求：在鸟类等野生动

物的重要栖息地和主要迁徙通道坚

持巡护值守，彻底清理各类鸟网、套

夹、毒饵等非法猎捕工具，敦促有关

部门加强鱼塘、虾池的管理，消除威

胁候鸟迁徙安全和其他野生动物种

群安全的隐患。

第三条 加强动态监测，规范收

容救护中具体要求：规范开展鸟类等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活动，禁止在候鸟

迁徙停歇地和越冬地随意投食和补

饲，避免人为因素致使候鸟滞留或延

期迁徙。确实需要对野外种群或个体

进行救助，以及对伤病或执法查没鸟

类等野生动物进行收容的，由属地野

生动物保护机构经科学论证或咨询

专家意见后统一组织实施。禁止擅自

进入自然保护区观鸟和拍鸟，禁止追

逐鸟群、干扰候鸟迁徙。

第四条 加强疫病防控，强化监

测预警中具体要求：根据本区域鸟类

等野生动物种群分布及活动规律、候

鸟迁飞特点等具体情况，及时调整重

点监测区域布局，指导督促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监测站点在候鸟迁徙通道

等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集群活动地、

历史疫情发生地、周边疫情威胁区等

重点风险区域增派监测巡查力量，对

未设立监测站点的重点区域要抽调

力量、明确责任，切实做好禽流感等

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和预警工作，确保

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发现、第一现场处

置。

第五条 加强宣传教育，正确舆

论导向中具体要求：各级林业和草原

主管部门要积极发动社会力量支持、

参与保护，重点要面向候鸟迁徙通道

沿途、重要栖息地周边社区和餐饮从

业人员等特定群体，有针对性地强化

保护宣传和科普教育，引导他们自觉

摒弃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抵制非法交

易活动。

2.5 《关于加强春季候鸟等野生动物

保护工作的通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2021年3月

5日发布《关于加强春季候鸟等野生

动物保护工作的通知》（林护发〔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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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号）。该通知指出，春季是鸟类繁

衍的关键时期，是候鸟大规模迁徙和

集群活动的主要季节，也是加强候鸟

保护的重点时段。各地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要在继续开展“清风行动”的

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鸟类等野生动物

保护工作，确保候鸟迁徙和繁衍安全。

要求提高政治站位，重视保护工作；

完善监管机制，压实各方责任；采取

多种措施，加大执法力度；督查督办

案件，发挥监督效能；创新宣传形式，

营造保护氛围。

3. 小结

全球共有9条候鸟主要的迁飞通

道，途径中国的有4条，分别为：西

太平洋候鸟迁飞通道、东亚-澳大利

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中亚候鸟迁飞通

道和西亚-东非候鸟迁飞通道。为了

保护候鸟迁飞通道，目前中国认定了

29处国家重要湿地和1021处省级重

要湿地，建设了2200余处湿地类型的

自然保护区和为数众多的湿地保护

小区，几乎涵盖了候鸟迁飞通道上所

有的关键节点。

做好候鸟保护并非一蹴而就即

可实现。虽然中国在逐步完善针对候

鸟保护的政策法规，通过推动国际交

流合作有针对性的开展联合保护行

动，协同保护候鸟迁飞通道，但依旧

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应立足于实际情

况，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体系，保

证政策法规的实施效力，为候鸟的长

效保护机制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图源：日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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