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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鼠、蚂蚱、蝎子、鸵鸟都不能吃了？
新规下，千亿野生动物养殖业生变！

2 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
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对食用陆生野生动物行为下达了
“禁令”。除《野生动物保护法》
原有规定范围外，该规定还将“三
有”类野生动物以及地方重点保
护动物也纳入了禁食范围。不少
新晋网红动物如竹鼠就属于“三
有”动物，这意味着食用竹鼠或
将成为禁止行为，不少特种动物
养殖业也将遭受冲击。

北京市法学会环境与资源法
研究会会长高桂林解读称，此次
决定是全面禁食陆生野生动物，
这意味着除《野生动物保护法》
规定以及“三有”动物外，其他
野生动物原则上也是不允许食用
的，包括以后的进口也会受到严
格限制。

《中国林业统计年鉴》披露，
2017 年全国所有陆生野生动物繁
育与利用业的林产总值为 560.4
亿元。同年我国进出口野生动物
贸易额达到 42.32 亿元。

业内人士透露，饲养野生动
物是不少贫困地区的经济来源，
“这都是合法的”。如江西日报
在 2019 年 11 月曾报道江西省万
安县饲养果子狸的“致富经”：
“30只母狸可产子狸90只左右，
每只子狸半年至一年可长为 5 公
斤商品狸，按每公斤 200 元计算，
90 只可卖 9 万元。除去成本，一
年利润就有 5 万余元。”该县沙
坪镇等地就有 560 户共 1700 多
人在政府部门的帮扶下，签约养
殖果子狸，奔向致富路。

截至 2018 年底，江西省共
批准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单位 1386
家，年产值约 14 亿元，从业人

若严格执行此次新规，不少
动物或将难以以食用为目的进行
养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
济法室副主任杨合庆在解读新规
时曾表示，对“三有”类野生动
物 ( 即“有重要生态、科学、社
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和其
他非保护类陆生野生动物是否禁
止食用，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
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是一
个制度短板和漏洞。新规在野生
动物保护法的基础上，以全面禁
止食用野生动物为导向，扩大法
律调整范围，确立了全面禁止食
用野生动物的制度。

对于“三有动物”禁食的规
定，本次新规仍然对部分动物留
有回旋的余地。如草兔、灰尾兔、
东北兔等各种兔类也在“三有”
动物名单之中，但此次新规称，
一些动物 ( 如兔、鸽等 ) 的人工
养殖利用时间长、技术成熟，人
民群众已广泛接受，所形成的产
值、从业人员具有一定规模，有
些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按照决定的规定，这些列入畜牧
法规定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

行 业 动 态

1

2

3

4

统计局：2019 年猪肉产量
      4255 万吨，下降 21.3%

3 月主要饲料原料
        玉米、豆粕上涨！

浙江 10 万“鸭子”大军
         将出征巴基斯坦灭蝗

全国水产品产量
         达 6450 万吨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统计局 28 日
发布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7649 万吨，比
上年下降 10.2%。其中，猪肉产量 4255
万吨，下降 21.3%；年末生猪存栏 31041
万头，下降 27.5%；生猪出栏 54419 万头，
下降 21.6%。

近日，受天气影响，山东企业到货量
减少，令多家企业开始上调玉米收购价格。
而东北地区价格涨幅高于山东地区，主要
因为国库、深加工、贸易商等收购积极，
提振玉米。预计 3 月份，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的好转，运输环节逐渐恢复通畅，后期
玉米供应逐步恢复。

继东非蝗灾之后，红海两岸蝗灾规模
继续扩大，已影响也门、沙特阿拉伯、阿
曼。我们的邻国巴基斯坦因蝗灾于本月早
些时候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根据巴方需求，
中国政府已派出蝗灾防治工作组抵达巴基
斯坦，随后，10 万“鸭子军队”将代表国
家出征灭蝗。

最近，农业农村部在北京召开渔业改
革创新高质量发展推进会。2019 年渔业发
展形势良好，全国水产品产量保持在 6450
万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近海
捕捞约 1000 万吨，比上年较少 5% 左右；
养殖约 5050 万吨，同比增长 1% 左右。

——养猪信息网

——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

——新牧网

——中国水产信息网

谁在饲养野生动物 ?

“产业规模或超千亿，
有地方靠果子狸脱贫”

“养殖户表示凉凉，专
家表示长远利益更重要”

禁食新规影响几何 ?

的动物，也属于家畜家禽，对其
养殖利用包括食用等，适用畜牧
法的规定进行管理，并进行严格
检疫。

新规的发布让不少特种动物
养殖户犯了难，在一个竹鼠养殖
平台上，记者发现有不少养殖户
发出了对新规的吐槽，“去年才
把 猪 圈 改 成 了 竹 鼠 池， 养 殖 了
100 对，怎么办啊，现在彻底凉
凉了。”也有养殖户表示，“迎
难而上吧，守得云开见日明。”

而一些非“三有”类动物养
殖户则表示对政策要进行观望，
如有非洲鸵鸟养殖户对记者透露，
鸵鸟并不是中国原生物种，属于
进口动物，因此并不属于“三有”
动物之列。而由于新规规定，鱼
类等水生野生动物不列入禁食范
围，鱼类养殖户大多高枕无忧。

高桂林认为，全面禁食后国
家要对相关野生动物行业进行清
理，但特种动物养殖行业不太可
能一下子取缔，而是会给出一个
时间表，逐渐退出。“一部分要
进行转型，一部分要规范饲养条
件，包括行业标准、特种饲养动
物输送环境、检验检疫环境等，
个人认为国家要出台政策对这种
转型给出补偿。而新规出台后，
要给职能部门一个职责，就是重
新梳理过去的政策、颁发的许可
证等，包括设立可食用名录，其
他野生动物原则上不可食用了。”

在高桂林看来，新规出台可
能会让喜爱食用野生动物的人抵
触，但长远利益要比眼前利益更
重要。“此前修改野生动物保护
法时也曾提起过禁食问题，但当
时没有引起重视。禁食野生动物
可以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和文明素
质，现在有些滥食行为在国际上
的影响特别不好，中华民族复兴
就要改变自己的陋习，包括滥食
野生动物的陋习。”

员 5 万多人，养殖梅花鹿、中华
竹 鼠、 雁 鸭、 环 颈 雉、 蛇 等 72
种野生动物。

（转载自《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