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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对鳄鱼国际贸易的控制措施
!

万自明

（ 中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 北京 ! "))$"&）

摘 ! 要 ! 《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5./）对鳄目动物比对其它任何类群的野生动植物实施的控制都要复

杂。本文主要简介 *,5./ 对鳄鱼及其产品国际贸易实施的 ( 种控制措施、控制历史、控制结果以及这些控制措施对保

护鳄鱼和永续利用鳄鱼资源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5./ 引进的圈养控制措施，特别有利于鼓励鳄

鱼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

鳄目（*7898:;<=>）动 物 通 称 鳄 鱼，全 世 界 共 %? 种，主 要 分 布 在 美 洲、亚 洲、澳 洲 和 非 洲 的 热 带、亚 热 带 地

区，只有密西西比 鳄（ !""#$%&’( )#**#**#++#,-*#*）和 扬 子 鳄（ !""#$%&’( *#-,-*#*）分 别 产 于 美 国 和 中 国 的 温 带 地 区。

在绝大多数原产国，鳄鱼的捕捉、猎杀、驯养、运输和贸易都依据当地的法律进行管理。在国际上鳄鱼 及 其 产

品的贸易受《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5./）的严格控制。在 *,5./ 实 施 以 来 的 %" 年 时 间 里，为

保护全球鳄鱼物种和永续利用鳄鱼资源做出了巨大贡献。

"# # $%&’( 对鳄鱼及其产品国际贸易的控制措施

*,5./ 对鳄目动物比对其它任何类群的野生动植物 实 施 的 控 制 机 制 都 要 复 杂 得 多。鳄 鱼 及 其 产 品 的 国

际贸易有两种基本控制措施。大多数鳄鱼物种为 *,5./ 附录!物种，其余的均为 *,5./ 附录"物种。除确属

人工繁殖的以外，禁止国家间进行附录!物种及其产品的商业性贸易。对附录"物种及其产品的一切贸 易，

必须事先获得出口国 *,5./ 管理机构核发的出 口 许 可 证。"#$( 年 以 来，出 于 很 多 原 因，使 用 了 许 多 机 制，将

许多地方的鳄鱼种群由附录!降到了附录"。概括起来，*,5./ 迄今对鳄鱼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至少采取了

以下 ( 种控制措施［"］。

") "# 列为附录!物种

附录!物种包括所有受到或可能受到贸易的影响而有灭绝危险的物种。这些物种的标本的贸易必须 加

以特别严格的管理，以防止进一步危害其生存，并且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贸易。既使是作为设立 繁

殖场或建立动物园繁殖种群而出口，也要予以禁止，但专为拯救该物种而设立繁殖场的进口除外。个人使 用

的狩猎纪念品可以出口，但有些国家（ 如美国）禁止进口，除非符合进口国特定的豁免规定。

") * ! 为商业性目的人工繁殖的附录!物种种群，可以视为附录"物种来控制

对于人工繁殖的附录!鳄鱼，特指后代是由繁殖场生产的卵孵化而成的。繁殖种群是以不危及该物种野

生种群的生存而建立的，而且它不以从野外补充新的个体来维持，除非偶尔从野外种群中补充以防止近亲繁

殖。*,5./ 禁止从极度减少的野外种群中引种，除非在表明有保护价值的国家级管理计划中证明这种引种是

正当的。繁殖种群还必须以持续维持的方式来管理，即必须已经表明能够可靠地生产出仔二代，这并不意 味

着在繁殖出仔二代以前该繁殖场的产 品 就 不 能 用 于 国 际 贸 易，但 前 提 是 该 场 必 须 使 用 适 宜 的 可 靠 的 饲 养 繁

殖技术来保证能够持续维持。繁殖场还必须通过当地的 *,5./ 管理机构在 *,5./ 秘书处注册。如果不能遵

守上述要求的各项条件，秘书处可以撤消对该繁殖场的产品的出口许可。

") + ! 为圈养目的将附录!物种的某一种群从附录!转为附录"种群

依照 *,5./ 有关规定，如果制定出严格的管理标准，那些被成员国视为不再濒危的且可受益于圈养的附

录!动物物种种群可以转到附录"。圈养是指将野外获得的标本饲养在可控制的人工环境中，圈养动物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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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只在人工控制的环境中度过其生命中的 一 部 分 时 间。圈 养 必 须 首 先 有 益 于 当 地 种 群 的 保 护（ 如 有 利 于 增

加当地的野生种群数量）。为使一个国家因圈养而将其种群由附录!降为附录"，必须首先调查研究其野外

种群状况，其次该国必须能够保证从野外获取不会对野生种群造成显著的生存影响。对于鳄鱼，从野外捡 拾

卵放在孵化器中孵化成幼体或从野外 直 接 采 集 幼 体 以 饲 养 利 用 与 从 野 外 直 接 获 取 成 体 加 以 利 用 比 较 而 言，

其对野生种群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

!" # ! 基于限额而将附录!物种种群暂时降为附录"物种种群

"#$%& 规定了临时性措施，允许在通过其它手段（ 如圈养）将种群转入附录"之前，可以出口少 量 有 限 额

的附录!动物皮张。也就是说，作为实施圈养等控制措施的过渡措施，暂时把有限额的附录!物种种群作 为

附录"物种看待，只允许出口限额内的产品。限额是由成员国大会指定的，必须基于预测捕猎可能带来的 影

响而决定。对于野外捕捉的或圈养所获得的（ 指尚未从附录!降为附录"的附录!物种的圈养种群）动物及

其皮张，其限额的指定可以分别进行。如果某个国家通过实施该措施已获得了足够的信息，表明其野生种 群

已经得到了恢复且可以降到附录"中，或圈养能够很好地得以实施的话，那么，该控制机制对该国最多只能操

作 ’ 年。

!" $ ! 列为附录"物种或种群

附录"物种或种群以及因野生种群 恢 复 后 又 从 附 录!降 回 附 录"的 种 群，在 提 供 了 出 口 国 管 理 机 构 核

发的出口许可证后可以允许国际贸 易。当 然，只 有 在 出 口 国 "#$%& 科 学 机 构 的 意 见 表 明 该 贸 易 不 会 危 及 该

物种的生存后，该国的 "#$%& 管理机构才能为其核发出口许可证。

())’ 年成员国大会建议，所有用于国际贸易的鳄鱼皮均应标记，并应在标记中注明原产国的 #&* 双字母

代码、独特的系列鉴别编号、物种标准代码、生产或获得的年份。用于标记的标签应该是一个自锁装 置，能 抗

高温、耐化学和机械加工处理，具有作为永久印记的字母数字式信息。当今国际市场上合法贸易的鳄鱼皮 张

几乎是没有被标记过的。

%& & ’()*+ 对鳄鱼及其产品国际贸易的控制历史

"#$%& 对鳄鱼及其产品国际贸易的以上 + 种控制措 施，是 在 实 践 基 础 上 不 断 探 索 而 制 定 并 完 善 起 来 的，

其具体的实施过程如下：

%" ! ! 列为附录!或附录"物种或种群，禁止其商业性国际贸易

所有鳄目动物在 (),+ 年要么被列入了 "#$%& 附录!，要么被列入了附录"，但大多数物种均列入了附录

!。留在附录"的只有大洋洲产的两种淡水鳄鱼———澳洲鳄（!"#$#%&’() *#+,)#,-）和伊里安鳄（!. ,#/012(-,13

01 ,#/012(-,101）、两种咸水鳄鱼———湾鳄（!"#$#%-’() 4#"#)()）和窄吻鳄（!"#$#%&’() 0$(5()）、南美洲产的两种矮

短吻鳄（60’1#)($+() -../ ）和凯门鳄的 0 个亚种（ 除 !0-70, $"#$#%-’() 0404#"-1,)-) 亚种以外的 0 个亚种）。(),)

年，经对密西西比鳄状况的再评估后，将其降到了附录"；同时，又将一些地理上已明确定义了的两种广泛分

布的咸水鳄升入了附录!（ 巴布亚 新 几 内 亚 以 外 的 所 有 湾 鳄 种 群 和 美 国 分 布 的 窄 吻 鳄 种 群 ）。后 来 在 ()1(

年，又将其它窄吻鳄种群升入了附录!。

%" % ! 明确人工繁殖定义，限制非人工繁殖的附录!物种的商业性国际贸易

"#$%& 第七条第四款允许把 为 商 业 性 目 的“ 人 工 繁 殖 ”的 附 录!物 种 标 本 视 为 附 录"物 种 标 本，但 在

(),) 年成员国大会通过的决议中限定了“ 人工繁殖”的定义（ 见 (2 3 部分）当时几乎没有一家鳄鱼饲养场可以

满足此项定义的要求，为此，也不可能允许附录!鳄鱼及其产品的商业性国际贸易。直到 14 年代后期国际市

场上才真正出现了商业性人工繁殖的附录!鳄鱼产品。

%" , ! 引进圈养方式，将野生种群较大的附录!物 种 的 圈 养 种 群 降 为 附 录"种 群，允 许 其 圈 养 产 品 进 行 国 际

贸易

由于许多在过去过度开发过鳄鱼的国家先后制定了保护法律，已经使比较分散的野生种群得到了恢 复，

其中的一些种群已不再过于稀有不致于继续留在附录!中。另外，意识到从野外有限地采集卵和幼体永远不

会危及鳄鱼的野生种群，实际上，它还会有利于鳄鱼野生种群的发展。考虑到 "#$%& 允许附录!物种贸易的

唯一豁免（ 人工繁殖的附录!物种标本）无法实施，那么，只有将其从附录!降为附录"。从附录!降为附录

"物种的正常机制，要求必须证明该种群已得到了足够的恢复，够格降为附录"，但常常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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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成员国大会通过了“ 圈养”的附录!种 群 可 以 降 为 附 录"的 决 议。此 项 决 议 在 !"#$ 年 首 次 应 用，当 时

将津巴布韦的尼罗鳄（!"#$#%&’() *+’#,+$()）种群转入了 附 录"。后 来 在 !"#% 年，澳 大 利 亚 的 湾 鳄 种 群 也 降 为

附录"。

!" # & 引进限额制度，允许野生种群有所恢复的附录!物种种群在指定的限额内出口

!"#% 年通过了“ 将分类单元从附录!降为附录"的特殊标准”。这 一 措 施 作 为 临 时 性 的 方 法，允 许 将 一

些成员国的附录!种群暂时降为附录"种群，但只能是出口限额内的某些产品，直到一些其它允许贸易的控

制措施能够执行前为止。在这种方式的控制下，喀麦隆、刚果、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 维、莫 桑 比 克、苏 丹、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国的尼罗鳄种群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湾鳄种群在 !"#% 年被降为附录"种群，其后，博茨瓦

纳的尼罗鳄种群、刚果的尖吻鳄（!- $.,./0".$,()）和西非矮鳄鱼（1),2#’.23() ,2,".)/+)）种群在 !"#’ 年，埃塞俄

比亚和索马里的尼罗鳄种群在 !"#" 年，南 非 和 乌 干 达 的 尼 罗 鳄 种 群 在 !""( 年 相 继 被 降 为 附 录"种 群。在

!"#" 年，喀麦隆、刚果和苏丹的尼罗鳄种群及刚果的西非矮鳄种群的出口限额为零，因此被重新禁止贸易，后

来在 !""( 年，这些种群又被升入附录 ! 中。在 !"#" 年，博 茨 瓦 纳、马 拉 维、莫 桑 比 克 和 赞 比 亚 的 尼 罗 鳄 种 群

因符合 )*+,- 有关圈养的的规定，被保留 在 附 录"中，从 此 不 再 受 出 口 限 额 的 限 制，随 后，埃 塞 俄 比 亚、肯 尼

亚和坦桑尼亚的尼罗鳄种群也在 !""( 年保留在了附录"中。经实践，又对限额规定了更复杂的方式，以指定

组成总限额的不同来源的标本限额。

!" $ & 其它控制措施

!"#’ 年和 !""( 年，对允许人工养殖所获附录!物种贸易的机制进一步做了改进，以消除对成员国没 有

充分控制建立人工繁殖基地所引起的各种忧虑。第六届成国大会建议，拟在秘书处注册的附录!物种的第一

个商业性人工繁殖基地，必须得到成员国 ( . $ 多数票同意。我国的安徽省扬子鳄繁育研究中心的扬子鳄商业

性人工繁殖基地，就是在 !""( 年通过这一程序进行注册的。第八届成员国大会又对繁殖 种 群 的 获 得 实 施 了

控制，以确保这类饲养场的建立不致危及已下降了的野生种群。!"#’ 年也引进了派生于早期决议的机制，以

中止那些很少达到要求的人工繁殖场或圈养饲养场的产品的贸易。

这种繁杂的控制结果是：)*+,- 对鳄目动物贸易至少 实 施 过 ’ 种 控 机 制，从 列 入 附 录!以 全 面 禁 止 其 贸

易，到通过各种有限的贸易制度，包括人工繁殖、限额方式和圈养允许部分贸易，直到简单地列入附 录"。任

一物种的不同种群可以被列入不同的附录，受不同的控制措施控制。对于尼罗鳄的不同种群，目前国际上 正

实施着本文第 ! 部分所述的 % 种控制措施。

%& & ’()*+ 对鳄鱼及其产品国际贸易的控制结果

鳄鱼活体的贸易量很小，用于国际 贸 易 的 鳄 鱼 产 品 主 要 是 皮 张。鳄 鱼 皮 的 国 际 贸 易 已 有 !// 多 年 的 历

史，但在 !"0% 1 !"’/ 年曾达到了顶峰 阶 段，每 年 用 于 国 际 贸 易 的 鳄 鱼 皮 超 过 了 $// 万 张。自 )*+,- 生 效 以

来，由于对鳄鱼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 均 实 行 了 严 格 的 许 可 证 管 理 制 度，受 )*+,- 各 种 控 制 措 施 的 限 制，野 外

获得的鳄鱼皮的国际贸易量大幅度下降，圈养和人工繁殖获得的皮张的国际贸易量逐步上升［(］。

%" , & 出口种类和数量发生的变化

除个别非 )*+,- 成员国及对鳄鱼物种持保留的 )*+,- 成员国外，)*+,- 几乎禁止了所有野外获得的附录

!鳄鱼物种皮张的商业性国际贸易，也使野外获得的附录"鳄鱼皮张的国际贸易量锐减。鳄鱼皮一般分为两

大类：价值低但数量较多的凯门鳄（ 短吻鼍）（!.+3.* 2334 ）皮以及价值高但数量少的传统皮。凯门鳄腹部皮

肤有强硬的骨化部分，只有两肋的软皮及侧皮才可用于贸易。本世 纪 %/、5/ 年 代，每 年 有 #// 万 张 各 种 尺 寸

的皮块，包括两肋的皮，进入了贸易 领 域。到 了 !"#0 年，这 个 数 字 减 少 到 了 不 足 !// 万 块。密 西 西 比 鳄、湾

鳄、尼罗鳄等物种的皮张属传统鳄皮，腹部皮只有一点骨化或根本没有骨化。通常认 为 %/、5/ 年 代 传 统 鳄 鱼

皮张的贸易水平已经达到了每年 %/ 万张，到了 ’/ 年代前期下降到了 $/ 万张，到 !"#0 年只有 !% 万张。!""/

年全世界鳄鱼皮总产量为 $’6 5 万张，其中野外获 得 的 总 的 合 法 产 量 为 !"6 0 万 张，圈 养 的 为 !%6 ’ 万 张，人 工

繁殖的为 % 万张。凯门鳄皮贸易量最大，其次密西西比鳄、伊里安鳄、尼罗鳄、湾鳄、暹罗鳄及澳洲鳄皮。鳄鱼

生皮及皮革的国际市场主要在欧洲，据说传统鳄鱼皮革的国际市场价格为 ( 美元 . 78( 左右。

%" ! & 野外来源皮张日益减少，人工饲养的皮张产量稳步上升

出于 )*+,- 的限制及保护的需 要，野 外 所 获 的 皮 张 逐 渐 退 出 了 贸 易 领 域，使 得 鳄 鱼 饲 养 业 开 始 欣 欣 向

!%!& ( 期 & & & & & & & & & 万自明：《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对鳄鱼国际贸易的控制措施



荣。人工饲养包括两种方式，一是人工繁殖；一是圈养。人工饲养了 ! " # 年的鳄鱼，通常就 要 宰 杀 并 投 放 市

场。据调查，在 $%&’( 生效前，几乎没有商业性的鳄鱼圈养或人工繁殖场；!)*+ 年，全世约有 !+, 个鳄鱼饲养

场，共存栏 !-! -.# 条鳄鱼，年产鳄鱼皮 !/ 0)0 张；!)). 年，至少有 +)0 个商业性鳄鱼饲养场及 0+ 个非商业性

饲养场和试验场，总饲养量超过 !!. 万条，大多数饲养种群是从野外捕捉来的幼体或是采集野生 的 卵 再 人 工

孵化出来的幼体，人工繁殖的饲养群约为 !)1 # 万条。尽管 !)). 年通过人工繁殖所获得的鳄鱼皮产量只占皮

张总量的 !+2 或饲养场生产的鳄鱼皮总产量的 ,+2 ，但在 !))# 年 以 后，其 比 重 已 有 大 幅 度 的 增 长。对 于 贸

易中的物种，大多数伊里安鳄、一部分密西西比鳄和湾鳄及少部分尼罗鳄的皮张是由野外猎取的。密西西 比

鳄饲养量最大（ 约 +. 万条），其次是凯门鳄（ 约 ,+ 万 条 ）、尼 罗 鳄（ 约 ,! 万 条 ）、伊 里 安 鳄（ 约 !. 万 条 ）、湾 鳄

（ 约 * 万条）。暹罗鳄（!"#$#%&’() )*+,-.)*)）饲养量约 / 万 条，中 国 的 扬 子 鳄 饲 养 量 约 /... 条，几 乎 全 部 都 是

人工繁殖获得的。

!" " #$%&’ 对保护鳄鱼资源的卓越贡献

鳄鱼种群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已下降，这与在执行 $%&’( 以前，对其皮张国际贸易的失控有关。鳄鱼 皮

是奢侈品，除了美国南方的密西西比鳄和尖吻鳄外，大多数主要的野生种群均远离主要的消费市场。因很 少

为吃肉来猎取它们，其大部分贸易都是国际性的，因而都受 $%&’( 的控制。各种不同的贸易控制措施对保护

鳄鱼的有效性不尽相同。列入附录!，在理论上提供了保护鳄鱼的最高水平；在人工条件下繁殖鳄鱼加以 利

用，不会对野生种群造较大的直接影响，实施圈养战略，有利于保护鳄鱼及持续性利用其资源；在狩猎限额 和

指标内有选择地猎捕老弱病残及经常伤害人畜的有问题的个体，可以作为一种增加收入、维持野生种群健康、

减少公众议论的手段来实施，而且对野生种群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圈养是保护和利用鳄鱼资源的最有效的手段。圈养依赖于采集野外生产的卵或幼体，反过来，它 又 会 刺

激饲养者维持一个健康的野外繁殖种群。在野生的自然条件下，鳄鱼幼体的死亡率相当高，它对野生成年 鳄

鱼种群的补充作用很小。从野外采集走 !... 只鳄鱼幼体，在饲养场至少可以生产出 ).. 条 , 岁以上的鳄鱼，

但在野外最多只有 +. 条能够达到 , 岁龄的鳄鱼。因此，圈养是开发野生种群的一种非常安全的方法，几乎不

存在过度开发的危险，而且还能提供一种强大的鼓励性，来保护野外处于繁殖年龄的动物个体。

$%&’( 根据全球鳄鱼保护的不同需要和各个物种的 不 同 情 况，通 过 制 定 和 实 施 一 系 列 复 杂 的 控 制 措 施，

使鳄鱼的野生种群的数 量 得 到 了 极 大 的 恢 复，而 且 作 为 一 项 成 就，鳄 鱼 产 品 又 重 新 大 量 进 入 了 国 际 贸 易。

$%&’( 提供的允许鳄鱼皮张合法地进入国际贸易的商业性 鼓 励，既 帮 助 唤 醒 了 公 众，使 他 们 接 受 了 对 曾 经 被

认为是害兽或至少是没用的物种的保护意识，也为发展当地经济开辟了一条永续利用鳄鱼资源的渠道。各种

这样的简单和并非简单的管理体系在保护鳄鱼资源时均以失败告终，只有 $%&’( 在这种麻烦的背景、在鳄鱼

野生资源被极度开发利用了的情况下，投资并组织实施了多种凯门鳄以及尼罗鳄的科学研究项目，不断地探

索、发展和完善了各种各样的贸易控机 制，有 力 地 开 展 了 鳄 鱼 的 保 护 工 作，恢 复 了 大 多 数 鳄 鱼 物 种 的 野 生 种

群，开辟了圈养这一饲养利用鳄鱼的新途径，引导发展了鳄鱼人工养殖产业，保护和促进了鳄鱼及其产品的合

法贸易，复兴了依赖鳄鱼皮的高级皮革时装业，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有力地打击了鳄鱼的非法贸易

活动，为保护和持续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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