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关于《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和专用标识范围的说明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规定，为建立陆生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专用标识管理制度，结合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实

际情况，在总结试点经验、调查研究、咨询评估的基础上，我局

研究起草了《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标识管理办法》），提出了专用标识范围，现说

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一）目的依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

明确规定，对因特殊情况需要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和出售、利用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以及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或者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应当按规定取得和使用专用标识，保证可

追溯，并明确“实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的范围和管理办法，

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规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研究制

定本管理办法和标识范围，目的在于落实上述法律规定，建立国

家重点保护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标识管理制度，明确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的法律效力，规

范取得、使用专用标识的程序，实现对标识及标识对象等信息的



有效管理，保证对标识对象来源的可追溯性。 

（二）起草过程。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1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布修订后的《野生动物

保护法》后，国家林草局就开始着手研究制定标识管理办法。一

是总结以往野生动物标识管理试点成效和经验，分析查找试点过

程中暴露的问题与不足；二是收集、汇总国际公约和部分发达国

家在野生动物及制品标识管理方面的有效做法，借鉴各方面经验

教训，结合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实际情况和试点情况，起

草了标识管理办法初稿；三是通过调研、座谈、书面征求意见等

方式，反复研究标识管理机制、必要且适当的标识范围、技术可

行性，进一步修改标识管理办法草案，提出标识范围；四是召开

专门会议咨询法律、野生动物保护、行业管理等相关领域专家的

意见，并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并

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经对公众反馈意见、

有关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以及各省级人民政府所提的意见进行汇

总分析、吸收采纳，对标识管理办法及范围进行了修改完善，形

成标识管理办法修订稿。2022 年 12 月 3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

护法》，新法规定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纳入标识管理范围。我局再次组织力量按照新保护法规定要求，

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纳入标

识范围，充实完善了标识管理办法修订稿，形成了本次征求意见

稿。 

    （三）必要性与可行性。通过适当的技术手段，在野生动物



或其制品上加载专用标识，以便于执法查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来

源合法性，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有

效措施之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在上世

纪 90 年代开始要求对特定物种或特定产品实施标识管理。我国于

2003 年 5 月 1 日开始对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开展专用标识管理

试点，很快得到业界的认可和支持，试点范围迅速扩大，现标识

试点范围已涵盖中成药、乐器、标本等数百种野生动物制品，用

户超过 3200 多家，在强化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和执法监管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极大便利执法机构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来

源合法性的查验，有利于严防非法来源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混入流

通渠道；二是便于公众了解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来源的合法性，有

助于公众自觉抵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交易；三是实现了对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来源的可追溯，有助于增强从业者依法从业的责

任感，有利于促进行业自律；四是对合法从业者依法从事人工繁

育、经营利用等活动，简化了行政管理程序，减少了审批环节，

更有效维护了合法从业活动的时效性和自主性。鉴于上述情况，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过程中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有重

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标识措施确立

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领域一项新的法律制度，不仅充分肯定了标

识管理措施的必要性，还对进一步规范标识工作程序提出了更高

要求。此外，经过多年标识试点，我国在标识防伪、加载、信息

管理等技术方面积累大量经验，曾面临的主要技术问题均得以解

决，具备技术可行性。但由于配套管理制度尚未出台，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专用标识管理工作的持续推进还面临标识法律效力不明、

程序不清晰、要求不到位等问题。为此，尽快制定专用标识管理

办法、明确标识范围，不仅是贯彻落实《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要

求，而且是进一步强化执法监管、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 

二、主要内容 

本办法征求意见稿共十二条，在界定了本办法调整范围包括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经依法核准按国家保护管理的陆生野生动

物（以下简称“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及其制品的情况下，

主要对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陆生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活动中依法取得、使用“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等行

为，以及专用标识信息管理和技术要求等作出规定，主要内容如

下： 

（一）专用标识性质及统一式样。一是申明专用标识是陆生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活动的官方标志，擅自制作、加载专

用标识无效；二是明确专用标识可作为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合法来

源证明和依法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陆生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的凭据。对应当取得、使用专用标识，但未取得、使

用专用标识的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活动，依法进行查处；三是统一采用“中国野生动物管理

专用标识”式样。与“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式样不一致

的，按无效处理。 

（二）确定专用标识范围的基本要求。一是依法重申实行陆



生野生动物及制品专用标识的范围由国家林草局研究制定、调整

并公布；二是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执法监督、科学研究、人

工繁育、经营利用、科普教育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对标识范

围的调整提出建议；三是明确规定国家林草局应当在定期调查研

究、科学评估论证的基础上，对调整标识范围的建议作出判定。 

（三）专用标识管理的基本程序。一是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对出售、购买、利用列入专用标识范围的野生动物或其制品活

动依法作出准予许可决定，或者对《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名录或者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所列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依法进行核验，应当一并书面告知

其限定使用的专用标识数量；二是从业单位或个人制作、加载

专用标识，应当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国野生动植物研究与发

展中心传送行政许可决定或核验文书和有关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涉及的野生动物种类、制品名称、包装规格、外观形态描述等

信息，经核对无误后由该中心发布专用标识编码；三是从业单

位或个人，应当在书面限定使用的数量内，制作和加载专用标

识。禁止超数量制作、加载专用标识；四是明确了变更、更换

专用标识的具体程序和要求；五是明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国野

生动植物研究与发展中心为依法制作、加载专用标识等活动，

提供技术服务，实施技术监督。 

（四）专用标识管理的基本技术要求。一是实行一件实物直

接对应使用一枚独立编码的专用标识的加载方式；二是制作和加

载专用标识须执行统一式样和技术要求，具体由我局授权全国野

生动植物研究与发展中心公布；三是建立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



用标识信息系统，确保依据专用标识编码可公开、准确查验相

对应的野生动物或其制品信息，保证其可追溯。 

（五）加强对专用标识使用的监督。一是从业单位或个人应

当妥善保存有关资料，依法接受保护管理部门、执法司法机关

和技术监督机构的检查；二是县级以上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各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出售、购买、利用、运输、

携带、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活动中专用标识使用情况加强监

督和查验；三是对应当取得、使用专用标识但未取得、使用专

用标识的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活动依法进行查处；四是明确了专用标识失效的四种情形。 

（六）其他规定。一是在国家有特别规定，以及林业和草原

主管部门行政许可决定对从业活动有特定要求的情况下，即使

有关野生动物或其制品已加载专用标识，仍适用上述特别规定

或特定要求。例如：象牙雕刻品即使加载了专用标识，仍不得

商业性销售；二是对地方法规或政府规章实行标识管理制度的

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按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

规定执行。 

三、专用标识范围 

在研究拟定本专用标识管理办法的同时，国家林草局在总结

专用标识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组织研究拟定了确定陆生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专用标识范围的基本思路：一是拟定的专用标识范围限

定于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从境外引进、依法按国家保护

陆生野生动物管理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目前，各地尚未提出对

地方重点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加载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



的诉求，暂没有列入专用标识范围；二是列入标识范围的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其用途须符合国家法律及相关规定。例如：除列入

《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范围的，对以食用为目的的

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国家已明确禁止，不纳入专用标识范围。

三是列入专用标识范围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其标识技术需

具有现实可行性。例如：对非规格包装、零散的野生动物原材料，

以及小型昆虫活体等，未列入专用标识范围；四是对有关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利用活动有悖于《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的，不列入专用标识范围；五是在符合上述要求的前提下，尽可

能扩大专用标识范围，以强化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等活

动的执法监管，更有利于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 

按照上述思路，本次提出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

范围，主要包括：人工繁育用作宠物的 14 种鹦鹉和 7 种爬行类活

体；含国家重点保护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

动物成分的药品及中药饮片，国家重点保护和有重要生态、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标本，利用国家重点保护和有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皮张生产的制品和其它野生动物

制品等。 

为确保专用标识制度实施过程中严格落实国家对有关野生动

物保护管理的特别规定，本专用标识范围一并对相关要求作出了

明确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