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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保护名录特点

一、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 IUCN

起步最早，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能为保护管理工作提供重

要依据，也是许多国际法的重要参考，例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迁徙物种公约》、《湿地公约》的附录、决

议都深受其影响。我国的红色名录基本以 IUCN的评估标准为基

础，结合我国国情有所调整。这个名录涉及的物种数量最多，其

中陆生和淡水的脊椎动物几乎全覆盖。其中极度濒危、濒危和易

危物种是今后开展生态保护的重点。但无论是国际还是我国的红

色名录，都不是法律，没有强制执行力。

红色名录级别的调整，可以反映该物种的保护状况。为保护

大熊猫，我国先后建立了 67个自然保护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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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看，野生种群稳中有升。2016年，IUCN

将大熊猫从濒危降为易危，这是国际社会对我国保护成就的充分

肯定。因藏羚绒可以制成价值高昂的奢侈披肩，我国藏羚的数量

一度因严重盗猎下降到不足 6万只。在建立多个自然保护区、强

化反盗猎工作、开展国际合作遏制终端消费市场之后，种群回升

到 30万只，藏羚的评估等级也从濒危转为近危。

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

CITES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公约制定了三个物种名单，

对国际贸易（包括商业和非商业目的的所有进出口活动）进行许

可证管理。

已经被列为红色名录的受威胁种，会成为物种列入 CITES

附录的重要理由。但是有的物种，如井冈脊蛇仅分布于我国井冈

山，属于 IUCN红色名录的极度濒危物种，因其不受国际贸易威

胁，则不列入。有的物种虽然没有灭绝风险，但因为难以鉴定区

别，却会列入附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黄檀属。该属有 300多个

物种，但濒危的主要是降香黄檀、巴西黑黄檀等部分物种。因为

木材难以鉴别，所有该属物种都被列入附录Ⅱ。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公约禁止或者限制

贸易的野生动物或者其制品名录，由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

构制定、调整并公布。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准，在

本法适用范围内可以按照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管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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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使得列入国际公约附录的动物纳入国内管理的程序更加明

确与合理。

三、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名录

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名录是开展保护管理的重要基础。例如，

保存大量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是自然保护区从省级晋升为

国家级，甚至被纳入国家公园的重要依据。还可以通过分析重点

保护物种的分布区，寻找尚未建立保护地的空缺区域，并开展就

地保护工作。最重要的是，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名录将为打击破坏

该物种及其栖息地的行为、管理经营利用活动提供法律依据。

除了以上概念，有时还会遇到旗舰物种、伞护种的概念。自

然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政策支持，那些颜值高、个头大、知名

度高的物种，例如大熊猫、东北虎、雪豹、朱鹮等，往往能够收

获更多的社会关注，得到更多的保护资金，正所谓物种保护也“看

脸”，这些明星物种就被称为旗舰物种，是保护事业的引领和象

征。保护它们的栖息地，就能同时保护与之伴生的其他相貌平平、

默默无闻的濒危物种，仿佛为其他物种撑起了一把保护伞。因此，

科学家就形象地称之为伞护种。

整体看，近年我国生态状况虽有改善，但有超过 21.84%的

脊椎动物和 10.84%的高等植物受到威胁，特别是一些非明星物

种严重濒危，需要我们高度警惕。我国野生动植物面临的威胁仍

然没有消除，保护之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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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我国政府提出加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积极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扭转栖息地破坏和

破碎化趋势。在历年打击非法采集、猎捕、经营利用野生动植物

犯罪的基础上，2020 年我国政府再次全面加强执法，对国家重

点保护和三有（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名录物种作出禁止食用的规定，2021 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颁布，2022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再次修订，2023 年公布调整三有

名录。

2020 年，我国发布《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推动在青藏高原、长江、黄

河等重点生态区域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2024 年发布《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作为国家生

物多样性保护总体规划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核心工具，明

确我国新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部署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

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现代化等 4个优先领域，为各部门、各地区

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指引。这些工作，将从不同侧面改

善濒危物种的生存状况，为更多物种摆脱濒危甚至灭绝的命运带

来希望。（根据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公众号资料整理）

生物多样性保护办公室 2025年 1月 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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