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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護瀕危物種

 管制象牙和加利福尼亞灣石首魚花膠
的貿易

 保護土沉香

2. 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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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國際條約，於1975年實施
 規管所列物種的進出口
 現有35 ,000多個動植物種列入管制
 附錄I : 禁止商業性的進出口
 附錄II及III : 透過許可證或證明書加以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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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簡稱《公約》)



 香港自1976年開始履行《公約》
 由漁護署實施，並由漁護署和香港海關共同執行
 除獲豁免外，進口、從公海引進、出口、再出口或管有任何所

列物種均受許可證管制
 罰則

 有關貨品亦會被充公

4

背景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586章)

附錄 商業目的 非商業目的

I $500萬
監禁兩年

$10萬
監禁一年

II及 III $50萬
監禁一年

$5萬
監禁半年



 亞洲象於1975 年列入附錄I
 非洲象於1976列入附錄III ； 1977列入附錄II ；

1990列入附錄I (國際禁貿開始)

《公約》前象牙

 《公約》開始管制象牙前取得的象牙
 領有《公約》前證明書，可進口和再出口作商業用途
 如有證明文件，則管有作商業用途可豁免申領管有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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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管制
象牙的管制



禁貿前象牙

 根據《公約》條文在國際禁止進出口前合法進口本港
 經漁護署登記
 獲准在領有管有許可證的情況下在本港進行買賣
 管有作非商業用途毋需領有許可證
 禁止再出口
 2015年底, 共約370個有效管有許可證，涵蓋約77公噸作商業

用途的象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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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管制
象牙的管制



我們已進行檢討，並推出措施以收緊對本地象牙貿易的管制，以及加強
針對走私和非法買賣象牙的執法工作和情報收集

 全面點算和標記禁貿前象牙的數目

 直至2016年2月，已對233個存放象牙處所進行全面點算

 為所有原枝象牙、大切枝及重0.1公斤以上經加工象牙貼上防篡改
防偽的雷射標籤

 增加巡查銷售象牙的持證店鋪及其他工藝品店

 在2015年，共巡查274個象牙持證店鋪及其他工藝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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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措施



 採用放射性碳素斷代法判斷象牙的合法性

 已委託海外實驗室進行有關分析工作

 加強與本港及國際執法機關合作 (包括國際刑警、世界海關組織及
《公約》秘書處等)
 加強聯合行動
 加強交換情報及資訊
 加強與相關非政府機構的聯絡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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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措施



 加強對象牙管制的宣傳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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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措施



行政長官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公布，政府將進一步限制象牙貿易，並
研究加重瀕危物種走私及非法貿易的罰則，我們將分階段落實有關建議:

逐步淘汰象牙貿易
1. 禁止大象狩獵品進出口
 盡快於年內動立法程序

2. 進一步禁止象牙的進出口
 禁止《公約》前象牙進出口
 諮詢持份者
 制定實施方案及草擬法例修訂計劃

3. 研究長遠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
 所涉及的法律問題進行詳細評估及考慮其他相關因素
 諮詢持份者
 制定實施方案及草擬法例修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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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限制象牙貿易



研究加重瀕危物種走私及非法貿易的罰則

• 研究確立和提交證據使法庭信納該罪行是為商業目的而犯，以期對案件
判處較重罰則。

• 檢討最高罰則，以反映該等罪行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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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限制象牙貿易



香港
生物多樣性
策略及行動計劃
公眾諮詢



香港的物種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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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
123

蝴蝶
236

兩棲動物
24

爬行動物
86

維管植物
3 329

淡水魚
185

雀鳥
538

陸棲哺乳動物
56

硬珊瑚
84

香港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保護自然景觀和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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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2

4
1

郊野公園
特別地區

海岸公園

海岸保護區

~40%
佔全港

土地總面積

3 限制地區

68 具特殊科學
價值地點

我們的工作



《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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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2010
《生物多樣性公約》
• 保護生物多樣性

• 可持續利用

• 公平合理分享由遺傳資源而
產生的惠益

中國於1993年加入

於2011年5月伸延至香港

第十次締約方大會 (COP10)
2011-2020生物多樣性策略計劃

2013開始
擬定香港的《計劃》
為全球生物多樣性和中國
國家《計劃》盡一分力

背景



持份者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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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

生物多樣性節

場生物多樣性講座系列

兩場研討會

117名
48個

參與者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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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擬訂首份《計劃》

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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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文件

最終《計劃》
文件

建議的願景及
使命

四個主要行動
範疇

可採取的行動
例子

公眾意見



建議的願景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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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會受到重視、得到保育、

恢復、可持續管理與合

理利用，以持續提供必

要的生態系統服務，支

持香港作為一個健康和

宜居的地方，並讓所有

人都能共享惠益。

“

”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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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是重視、保育和恢復香港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以確保生物多樣性得到可持續管理和合理利用，並經充分

考慮和權衡社會與經濟等因素後，在社會各階層促進生物

多樣性的議題和價值融入主流，使生態系統具恢復能力並

持續提供必要的服務，而香港市民賴以生活，且讓生活更

添姿采的珍貴環境，得以傳承給子孫後代。

“

”

使命

建議的願景及使命



行動範疇２

主流化
將生物多樣性納入規
劃、項目和方案中

建議行動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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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範疇１

保育
繼續推行和加強現有
的保育工作

行動範疇３

知識
開展生物多樣性調查
和研究，以補知識的
不足

行動範疇４

社會參與
提高持份者和公眾對
生物多樣性的意識和
知識



《計劃》的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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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 政府

綠色團體市民

地方社區 私營界別



讓我們為生物多
樣性盡一分力，
為地球，為家園

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