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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草案》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報告旨在撮述環境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就有關使現

行保護瀕危物種的管制制度與《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公
約 ”)的規定一致的建議而作出的討論。  
 
 
引言  
 
2.  《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 )條例》(第 187章 )(“該條例 ”)於 1976年
制定，使公約得以在香港實施。該條例自制定以來，曾作出多次修訂，

以反映公約規定的變更，但時日一久，該條例的條文已變得複雜難明。

此外，公約規定的一些管制措施現時尚未在該條例中清楚訂明。在檢

討該條例後，政府當局建議制訂《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草案》(“條
例草案 ”)，以取代該條例。  
 
 
條例草案  
 
3.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如下  —— 
 

(a) 簡化該條例的現有條文，並使該等條文與公約一致；  
 
(b) 改善管制制度，消除沒有運作理據而對個別物種有不一致的

處理方法，並在不影響香港履行公約所訂的義務的大前提

下，撤銷本港某些較公約規定更嚴格的管制措施，以減少對

業界／使用人的不便，並減低因遵守該等管制措施而招致的

費用；及  
 
(c) 簡化許可證制度及收費制度，讓當局就每一付運批次貨物或

每個存放處所發出一張進口、從公海引進、出口、再出口或

管有受規管物種標本的許可證，而不再就個別物種簽發許可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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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提出的主要事項  
 
4.  事務委員會於 2004年 11月 22日聽取當局簡介與條例草案有關

的建議。  
 
5.  對於本港一些有關非法買賣瀕危物種的管制措施，雖然公約

中並無規定，但部分委員對政府當局建議撤銷該等措施表示關注，恐

怕有關的非法買賣活動會再度猖獗。據政府當局所述，公約管制其 3個
附錄註 1所列瀕危物種 (包括其可辨認部分和衍生物 )的進出口，而非管制

管有瀕危物種的行為。為解決非法買賣瀕危物種的問題，該條例自 1976
年制定後，對管有瀕危物種訂明一定程度的管制，包括規定進口公約

附錄 II所列的物種必須領有許可證。當局亦制訂措施，例如加強宣傳和

與業界溝通，並大幅提高刑罰，以阻嚇非法買賣瀕危物種的活動，由

於此等措施，違例個案多年來已日見減少。因此，當局認為在不影響

香港履行公約所訂義務的大前提下，可考慮撤銷一些管制措施，以減

少對業界造成的不便。  
 
6.  鑒於八成以上的中藥含有不同份量的瀕危物種，對於有關管

制以瀕危物種製成的藥物的國際貿易的修訂建議對傳統中藥業的影

響，委員提出質詢。部分委員關注到，甚具療效的傳統中藥產品可能

會因該等修訂建議而被禁。據政府當局所述，修訂建議旨在反映公約

所列物種的最新名單，並不會擴大受管制物種的範圍。  
 
7.  至於許可證制度，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每年約簽發 16 000張許

可證，而在 2002至 03年度由此產生的收入約為 330萬元。在簡化許可證

制度及擴大豁免範圍後，許可證數目會由 14張減至 9張，而大約 40%至

95%現有或日後的許可證持有人會獲得豁免。由許可證收費產生的收入

每年會減少 60%，或 200萬元。委員察悉，在建議安排下，當局根據每

年增幅比率收回 10%至 21%的成本，而要收回所有成本，將需時 5至
7年。鑒於許可證制度簡化後，業界可繳付較少費用，他們認為政府當

局應以一次過收回十足成本為目標。據政府當局所述，分階段提高收

費較可令人接受，尤其是有關收費制度已有一段長時間未有進行檢討。 
 
8.  事務委員會 2004年 11月 22日會議紀要的相關摘錄載於附錄 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6月 23日  

                                                 
註 1  附錄 I  —— 瀕臨絕種並現正或可能受貿易影響的物種。  

附錄 II  —— 目前雖未瀕危絕種，但如對其標本的貿易不嚴加管理，以防止不

利其生存的使用，就可能變成有絕種危險的物種；以及為了使上

述某些物種標本的貿易能得到有效控制，而必須加以管理的其他

物種。  
附錄 III—— 任何公約締約國認為應在其管轄範圍進行管理以防止或限制捕捉

或採伐，而需要其他締約國合作控制貿易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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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12月 22日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的節錄  
 
 

X  X  X  X  X 
 
 
II. 檢討《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 )條例》 (第 187章 ) 

(立法會CB(1)255/04-05(02)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交的文件 ) 
 
9.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環境 )2(下稱 “副秘書長 (環境 )2”)
重點提述載於資料文件內的要點，向委員簡介有關修訂《動植物 (瀕危
物種保護 )條例》 (第 187章 ) (下稱 “該條例 ”)的建議。  
 
10.  對於政府當局建議撤銷本港一些有關非法買賣瀕危物種但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下稱 “公約 ”)並沒有規定的管制措
施，余若薇議員表示關注，恐怕會導致有關的非法買賣活動會再度猖

獗起來。副秘書長 (環境 )2解釋，公約由 1976年起延伸適用於香港，旨
在規管瀕危物種的國際貿易，以保護野生生物免受過度捕捉或採伐及

不致絕種。公約規定其附錄所載的物種 (包括其可辨認部分和衍生物 )
的進出口均須受到管制。附錄的詳細內容如下  ⎯⎯  
 

附錄 I ⎯⎯  瀕臨絕種並現正或可能受貿易影響的物種；  
 

附錄 II ⎯⎯  除非管制貿易，否則可能瀕臨絕種的物種；以
及不容易從外表或其他方面識別是否屬於該

等物種，而為免在管制上出現任何漏洞，須予

規管的物種；及  
 

附錄 III ⎯⎯  任何公約締約國為了防止或限制有關物種的
捕捉或採伐而需要在其司法管轄區內實施貿

易管制，及因而需要其他締約國合作的指定物

種。  
 

11.  副秘書長 (環境 )2補充，公約的目的在於管制國際貿易，並不
管制管有瀕危物種的情況。然而，該條例的現行條文對管有或控制瀕

危物種實施一定程度的管制，當中包括規定進口公約附錄 II所列的物種
必須領有許可證。採取該等額外管制措施旨在打擊走私活動，因為當

該條例在 1976年制定時，走私活動相當猖獗。此後，各相關行業一直
要求當局簡化許可證制度，藉以利便貿易。鑒於違例個案多年來日益

減少 (大部分的非法進口個案均涉及本港居民或旅客在沒察覺的情況下
把例如稀有的人蔘和蘭花等瀕危物種攜帶入境而觸犯法例 )，因此，當
局認為在不影響香港履行公約所訂的義務的大前提下，可以考慮撤銷

本港一些管制措施，以減少對業界造成的不便。然而，當局不會提出

任何減低罰則級別的修訂。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 (自然護理 )(下稱
“漁護署助理署長 ”)補充，由於政府加強宣傳和與業界溝通，並在 1995

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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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幅提高刑罰，增加阻嚇作用，非法買賣瀕危物種的情況整體上已

受到控制。不過，政府當局仍然會徵詢業內人士對修訂法例的意見。  
 
12.  主席質疑當局以執行有關管制的種種困難為由，而提出的有

關管有公約附錄 II所列物種的豁免安排，以及有關個人財物的豁免安
排。她表示，雖然該等困難確實引起國際關注，並且成為於曼谷舉行

的瀕危物種國際會議其中一個討論主題，但她仍對有關的建議豁免安

排有所保留。漁護署助理署長表示，雖然管有或控制公約附錄 II所列的
某些物種 (野生活生標本除外 )獲得豁免，公約附錄 I所列的所有物種均
須符合公約的規定受到管制。  
 

13.  有關管制以瀕危物種製成的藥物的國際貿易的建議修訂旨在

使本港的管制制度能完全符合公約規定，余若薇議員在提述該等建議

修訂時詢問，有關修訂對各相關行業 (包括傳統中藥業 )及其他組織有何
影響。張文光議員亦有類似的意見，並從政府當局得悉，超過 80%的中
藥含有不同份量的瀕危物種。他關注到，部分甚具療效的傳統中藥產

品會因該等建議修訂而被禁。  
 

14.  副秘書長 (環境 )2表示，現時含有公約附錄 I所列物種的藥物產
品均須受到管制，而含有附錄 II及 III所列物種的藥物產品則無須管制。
為與公約的規定保持一致，政府當局有需要把管制延伸至以公約所列

的任何動植物物種製成的藥物。雖然進口附錄 II所列的物種的活生樣本
須受到管制，但管有該等活生樣本以作博物館展覽或研究用途則可獲

豁免，無須受到管制。漁護署助理署長補充，含有公約附錄 II所列物種
的藥物產品如按照公約出示有效文件，將不會受到影響。  
 

15.  然而，張文光議員指出，難以對傳統中藥產品實施建議的管

制。舉例而言，傳統中藥飲劑 “虎骨木瓜酒 ”其實是浸有虎骨的酒，但
由於在出售前已把虎骨拿走，因此無法找到虎骨。同樣的情況亦出現

於不少其他中藥產品。鑒於公約所列出的瀕危物種種類繁多，張議員

認為要符合公約的規定只屬紙上談兵。  
 

16.  漁護署助理署長回應時解釋，老虎屬於該公約附錄 I所列的瀕
危物種，政府當局已禁止售賣含虎骨及其衍生物成份的藥物。一個名

為Environment Investigation Agency的國際環保組織在多年前進行的一
項研究顯示，香港售賣含虎骨成份藥物的情況相當猖獗。鑒於該組織

提出關注事項，政府當局透過提高罰款對販賣該類藥品加強管制。該

組織最近於 3年前在香港以臥底人員進行研究，但只能找到本港 3間藥
店承認有售賣含虎骨成份的藥物，其中一間其後否認有售賣該類藥

物，而該組織亦未能在其餘藥店找得售賣該類藥物的證據。大部分被

調查的藥店均有向其顧客清楚解釋售賣該等藥物是違法的。環境運輸

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 2補充，政府當局清楚知道建議修訂對中藥業的影
響，但他向委員保證，除須定期更新資料以反映該公約所列物種的最

新名單外，該等修訂不會擴大受管制物種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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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黃容根議員擔心業界未必知道哪些種類的動植物會被界定為

瀕危物種。漁民如果捕獲一條屬稀有種類的魚，很難判斷該條魚是否

屬於瀕危物種。他又詢問若干類藍章魚及會攻擊人類的食人魚是否受

到管制。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2表示，管制該等稀有種類章魚屬
於生福利及食物局的職權範圍，該局正研究如何把此類章魚納入《公

眾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第 139章 )的管制範圍。他又證實，除中藥業
外，政府當局亦有就建議修訂諮詢其他花卉、寵物和皮革業團體的代

表。  
 

18.  郭家麒議員表示，簡化許可證制度之後，業界可繳付較少費

用，而須申領的許可證數目亦會減少。在該情況下，政府當局應以一

次過收回十足成本為目標，而非採用建議安排，根據每年增幅的百分

率收回 10%至 21%的成本，因為這樣需要 5至 7年才可收回所有成本。他
繼而詢問政府當局按何基準定出其建議的收費制度，以及有否就此與

業界達成協議。劉健儀議員亦同意業界應就擬議收費制度獲得諮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2表示，政府當局現時每年約簽發 16 000張
許可證，而由此產生的收入在 2002至 03年度約為 330萬元。在簡化許可
證制度之後，許可證數目會由 14張減至 9張，而隨著豁免範圍擴大，預
期由許可證收費產生的收入每年會減少 60%或 200萬元左右。大約 40%
至 95%現有或日後的許可證持有人亦會因為現時建議擴大豁免範圍而
獲得豁免。業界在諮詢期內已知悉政府當局有意全數收回許可證的成

本，而他們對建議的收費水平並無強烈意見。對於一次過收回十足成

本的建議，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2表示，此舉未必可行，因為會
對業界造成影響。政府當局認為分階段提高收費會較可令人接受，尤

其是有關收費制度已有一段長時間未有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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