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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严“禁野令”

记者：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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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相

比，这项决定的内容有哪些变化？

杨朝霞：与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相
比，决定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规定禁
食野生动物。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禁
止食用的主要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以及无合法来源、未经检疫合格的
其他保护类野生动物。科学研究表
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与食用野
生动物有关，作为病毒原始宿主和中
间宿主的动物，并不在野生动物保护
法规定的范围内。因此要从源头上斩
断传染病来源，就有必要全面禁食野
生动物。

此项决定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和其他非保护类陆
生野生动物列入禁食名单，扩大了禁食
的范围。除野外来源外，人工繁育、饲养
的野生动物同样在禁食范围之内。同
时，决定不仅禁食野生动物，而且禁止以
食用为目的的猎捕、交易、运输，可以说
是史上最严“禁野令”。

记者：在此时通过这项决定，包括决

定重新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在立法目

的和内容等方面可能会有哪些调整？

杨朝霞：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主要
考虑将野生动物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
和生态要素，看到它对人类有益的生态
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经济价值等。我
们看到部分野生动物作为一项生态资
源要素是稀缺的、濒危的，我们要保护
它，但没有从源头上考虑到野生动物可
能携带病毒，特别是传染病病毒，可能
给人类社会带来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
问题。因此，从出台此项决定和修订野
生动物保护法中可以预见，我们树立了
一个新的立法目的，即防范野生动物重

大公共卫生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

明确立法目的的同时，还必须有一
系列制度的支撑。因此在内容修订上，
建议除了最重要的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外，还要从猎捕、运输、出售等环节入手，
全面贯彻公共卫生安全的理念，加强对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全面防控。这些内
容不仅仅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应予以明
确，涉及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也
应进行规定和修订。

当然，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应尊重常
识、常情、常理，要从实际出发，统筹兼
顾、合理平衡，不可“一刀切”。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记者：人和动物比邻而居。我们应

如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杨朝霞：不可否认，滥食野生动物陋
习的存在，表明人们对于人与动物以及
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不到位，只考虑到
野生动物能够满足需求，而没有考虑到
野生动物与人类同样是生态系统中重要
的一环。

不过，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也并不是
完全割裂人与动物的联系。人类从自然
界当中发展而来，原始文明时期便以采
集狩猎为生。即使后期渐渐开始驯养野
生动物进入农耕文明，但不论狩猎还是
食用、药用，对野生动物的合理利用自古
有之。

如今，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生活水
平的提高，一些人追求炫耀、攀比式消
费，以及对于野生动物所谓“滋补”的错
误认知等，导致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
超出了合理的范畴，发展成为滥食陋习，
即吃得太泛、吃得太多、吃得太险、吃得
太乱、吃得太怪、吃得太虐等。

对此，我们应加强法治建设，通过修
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引
导人们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一定程
度上说，如何对待弱者是衡量一个社会
发展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因此我们不

仅是通过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来保护野
生动物不被杀害，而且是希望通过加强
法治建设，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全社
会树立敬畏生命、保护自然、善待动物的
社会风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全体
国民素养。

记者：从长远看，如何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潜移默化地改

变陋习，加强公共卫生法治观念？

莫于川：我国法治建设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已经从过去的外延式发展，逐步
进入当下的精细化发展阶段，更加追求
法治内涵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融入，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
要求。

法律是对人的外部行为最低层次的
约束，道德规范是从内心的层面约束人
们的社会行为，严格来说是一种比较高
的要求。然而，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的道德要求写进法律文本，就
变成了法律要求，法律要求的门槛提高
了，有助于法治建设水平随之跨上一个
新台阶。

事实上，在公共卫生领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 24个字已经在方方面面
得到体现，融入法治建设当中。例如，在
疫情防治过程中，我们反复强调依法防
控，按照现行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工
作，做到知法懂法学法用法，这就体现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的内容。
此外，滥食野生动物是新病毒不断出现
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由于人与自然
关系的错位导致的，因此就应通过修订
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加强法治
建设，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当前每部法律文本都在总则中规定
或体现了相应的立法目的、立法精神和
法律原则等，这些内容事实上就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律文本中的体现，
它们在法律规范有效适用过程中发挥着
特别重要的引导、调整和规范作用，体现
出这部法律文本的基本品格、价值追求
和运行方向。例如，传染病防治法在总
则中就明确提出防范为主、防控结合的

基本要求，即人财物的投入更多是在平
时。这也是此次疫情中我们吸取的一项
经验教训。

因此，下一步强化公共卫生法治观
念，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的
同时，还建议加强针对相关公务人员的
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如配套课程、教材、
师资、演练等，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
正融入各项工作，融入一言一行。

尊重规律，尊重

科学，尊重民意

记者：请问如何通过法治保障，加强

公共卫生安全风险防控？

莫于川：立法是整个法治工作的基
础。长期以来，我国法治建设从外延式
发展逐步走向精细化发展，同时学习国
外先进经验，将普适的法治原理与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法
律规范体系。2003年“非典”发生后，我
国开始加大立法投入，而且特别注重应
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法治建设，逐步建立
起公共卫生领域的法规体系。

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人
们对事物的认知具有局限性，因此需要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如此
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决定，实
际上是着眼长远，改变我国存在已久的
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应对“非典”、新冠肺炎疫情等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法律法规的形
成，都是经过一次次经验教训总结，用
健康和生命换来的，是在听取专家学
者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反复论证形成
的。例如信息公开制度，信息披露是
否及时、是否准确，对于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依法科学有序进行处置将带来
很大影响。因此，公共卫生领域法律
法规建设，是以生命健康为代价，转化
为我们的制度文明成果。尊重这些成
果，就是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尊重民
意。通过法治保障加强公共卫生领域
安全风险防控，更加要求全社会真正
做到严格依法办事。

野生动物护盾 公共安全屏障
—专家解读以法治方式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加强公共卫生安全

■本报记者 佟欣雨

为了给疫情期间居家上课的学生普及相关知识，提高学生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3月2日，江西省樟树市第十小学开设

“关爱野生动物 保护美好家园”的特殊网课。图为老师在多媒体教室利用视频直播的形式向学生讲解野生动物知识。

周 亮摄

在全国上下一心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的同时，社会各界对猎捕、滥食野生
动物等问题广泛关注。惩治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革除“吃野味”陋习，对于防
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有着至关重要的
意义。

【案例】

2020 年 3月 3日，第七个世界野生
动植物日。当天上午，江苏省宿迁市宿
城区人民法院骆马湖流域环境资源法
庭组成七人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由沭
阳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非法
狩猎案，以非法狩猎罪判处被告人崔某
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

法院查明，2019 年 9 月，崔某从
QQ群里学习非法猎鸟方法，购买播放
器、药和面包虫为猎捕灰头鹀做准

备。同年 9月至 11月，崔某多次前往沭
阳县高墟镇某村田地内，采用播撒拌
药面包虫、播放鸟鸣录音以引诱灰头
鹀啄食的方法进行猎捕。案发后，沭
阳县公安机关从崔某家中扣押死鸟
3737只、面包虫 2盆、播放器 15个及充
电器 1个。

庭审中，崔某称其毒杀的鸟准备
供自己食用及到年底送给亲朋好友。
经鉴定，被捕杀的鸟中 3351 只系灰头
鹀，属于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另有
386只因形态不完整，无法确定其具体
种属。

【释法】

法院认为，野生动物是珍贵的自然
资源，具有生态、科学、历史、美学、文化
等价值。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易造成生
态失衡，同时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重大
风险。

2月 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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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决定明确规定，全面禁止食用国家
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
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
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
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
陆生野生动物。对违反前两款规定的
行为，参照适用现行法律有关规定处
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
研究室主任臧铁伟表示，全国人大常
委会出台一个专门决定，能够聚焦滥
食野生动物的突出问题，在相关法律
修改之前，先及时明确全面禁止食用
野生动物，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提供有力的立法保
障。

严惩非法猎捕野生动物行为
■新华社记者 罗 沙

长期以来，我国法治建设从外

延式发展走向精细化发展，同时学

习国外先进经验，将普适的法治原

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建

立起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2003年

“非典”发生后，我国开始加大立法

投入，而且特别注重应对突发公共

事件的法治建设，逐步建立起公共

卫生领域的法规体系。

公共卫生领域法律法规建设，

是以生命健康为代价，转化为我们的

制度文明成果。尊重这些成果，就是

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尊重民意。

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存在，表

明人们对于人与动物的关系认识不

到位，只考虑到野生动物能够满足

需求，而没有考虑到野生动物与人

类同样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

因此我们不仅是通过完善立法

和严格执法来保护野生动物不被杀

害，而且是希望通过加强法治建设，

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全社会树

立文明、和谐的新风尚，推动社会文

明和生态文明的进步。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法学
教授 莫于川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
任 杨朝霞

“疫”法释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