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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以下簡稱華盛頓公約)第 17 屆締約方大

會於 2016 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4 日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來自 152 個國家的政

府、非政府組織與媒體等單位派員參與，人數多達 3,500 多人，是有史以來與會

者人數最多的一次，周邊會議舉辦歷屆以來場次最多、全球媒體關注程度也最

高。會議中共討論 90 項議案及 62 項附錄修正提案。本次討論的議案包括策略與

行政事務、物種貿易與保育、公約之遵守和執行、CITES 附錄的修正、打擊非法

野生物貿易、降低對 CITES 附錄物種需求的策略、為使附錄一及附錄二所列之

獵豹、穿山甲、大象和象牙、沈香和烏木等物種在可持續利用的原則有更好的控

管，有關 62 項物種之增列、升級、降級、剔除、與配額調整之提案，經討論與

表決後，其中 51 項提案通過、5 項被駁回、6 項被撤銷。本次大會中多數的提案

對物種保育的提升如穿山甲、非洲灰鸚鵡等，多以共識決的方式決定，美洲鱷和

河口鱷等物種因保育成效良好，而從附錄一改為附錄二物種，大部分的代表均對

結果感到滿意，也讓後期的會議進度順利。 

由於每一個提案中所牽涉物種的利用方式、輸出入狀況、人工繁殖狀態、非

法走私樣貌，以及國際公約生效以後對我國在邊境管制與國內管理上的影響皆不

相同，許多管理措施仍須進一步研擬，依相關行政程序辦理後，再依新規定進行

野生物貿易之管理。 

第 18 屆締約方大會將於 2019 年在斯里蘭卡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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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有鑑於蓬勃的野生物國際貿易對部分野生動植物族群已造成直接或間接的

威脅，而為能永續利用自然資源，遂由世界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國際自然保育聯

盟(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IUCN)在 1963 年公開呼籲各國政府正視此一問題，並

提倡制訂國際公約-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訂定規則以限制稀有或

瀕臨絕種動物之進出口及交換，藉由國際合作防止因國際貿易致稀有或瀕臨絕種

野生動植物遭受濫用，以達保護之目的，因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簽署故又

稱為華盛頓公約。 

CITES 自 1973 年成立，1975 年 7 月 1 日開始生效執行，計有 183 個國家加

入成為締約方。CITES 主要目的係藉由建立各締約國核發附錄物種的貿易許可證

(permits and certificates)制度，來調控野生動植物的國際貿易，目前約有 5,600 種動

物和 30,000 種植物受到 CITES 管理，其目標在保障在地居民之生活權益，確保

自然資源之永續利用。此公約是聯合國系統下野生動植物貿易管制公約，為世界

上迄今為止締約方最高的公約之一。CITES 組織結構包括動物委員會(Animal 

Committee, AC)、植物委員會(Plants Committee, PC)、命名委員會(Nomenclature 

committee)、常設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SC)、秘書處(Secretariant)及締約方大

會(Conference of Parties, CoP)。 

植物委員會及動物委員會均為科學委員會，主要在常設委員會及締約方大會

前，依據歷屆大會有關各決議文(Resolution)、裁定文(Decision)及秘書處、相關科

學機構與各締約方所提供：各物種於各會員國貿易與管理現況、各國執行 CITES

現況等，擬定包括停止貿易、制定貿易配額、強化物種管制、減低物種管制等相

應措施及執行方向建議，以作為常設委員會及締約方大會決策之背景資訊及依

據。 

常設委員會為 CITES 的執行機關，負責針對相關違反案件，作出裁決，主

要裁決範圍包含貿易制裁、貿易限額等對個別締約方的處置。CITES 組織對於締

約方不遵循相關規定時，具多種不同方式施加壓力：技術性或政治性的行動、警

告、正式警告、立法計畫、遵循行動方案、以及建議各締約方停止與違約國之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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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會員國大會負責決定適用於所有締約方及 CITES 組織本身的細則制定、物

種管制、附錄等級變動、組織預算等整體運作事務，或訂定全體締約方或秘書處

應該一致遵守或執行之事務。 

 

CITES 管制物種分類原則及輸出入管制 

CITES 附錄一(Appendix I)物種主要包括所有受到和可能受到貿易影響而有

滅絕危險的物種。這些物種的標本貿易必須加以特別嚴格的管理，以防止貿易進

一步危害其生存，並且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才能允許進行貿易。該物種貿易若為

輸出，應先經核准且出具輸出許可證；若為輸入，應先經核准且提出輸入許可證，

並於關口出具輸出或再輸出許可證；若為再輸出，應經核准並提出再輸出許可

證，其許可證之發給有一定條件。 

附錄二(Appendix II)物種包括所有目前雖未瀕臨滅絕，但如對其貿易不嚴加

管理，防止不利其生存的利用，即可能變成有滅絕危險的物種。該物種貿易若為

輸出，應先經核准並提出輸出許可證；若為輸入，應出具輸出或再輸出許可證，

若為再輸出，應先經核准並提出再輸出許可證，其許可證之核發有一定條件。 

附錄三(Appendix III)乃特定國家指定有效管制，包括經任何會員國指明之特

定物種，在該國管轄下受管制，以預防或限制濫用，並需其他會員國合作，以便

有效控制其國際貿易（於秘書處收到任何會員國指明在該國管轄下應受管制之物

種表列日起 90 天後生效，列為附錄三之一部分）。該物種之貿易若為輸出時，

如輸出國已將該物種列入附錄三，應先經核准並提出輸出許可證；至其輸入，應

出具產地證明，如產地國已列入附錄三，自該國輸入時應出具輸出國之輸出許可

證；若為再輸出，則再輸出國之管理機構所發該標本曾在該國加工或再輸出之證

明書，應為輸入國接受以作為該標本已符合本公約規定之證據。 

依據公約，各締約方均應設置 CITES 科學機構(Scientific Authority)及管理機

構(Management Authority)，並透過海關、警察或其他相關機構協助該公約之執行，

且每年應將附錄物種貿易量回報秘書處。我國目前雖非締約國，但已指定由經濟

部國際貿易局擔任 CITES 之管理機構，由農委會擔任 CITES 之科學機構，且於



6 

 

民國 99 年 8 月 16 日依貿易法第 13 條之 1 第 4 項訂定「瀕臨絕種動植物及其產

製品輸出入管理辦法」，依規管理 CITES 物種之國際貿易。 

由於我國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無法成為該公約組織之會員國，CITES 組織因

犀牛角事件，討論將對我貿易抵制議題，而我國因於國際上特殊地位無法參與相

關會議說明。民國 83 年間，在外交部等駐外單位協助下，採取 CITES 秘書長之

建 議 ， 成 立 國 際 自 然 生 態 保 育 協 會 (Society for Wildlife and Nature, SWAN 

International)，以觀察員身份派員出席，以利未來之溝通與連繫。多年來，各國

與其他與會代表大都瞭解我國代表係以 SWAN International 名義參加公約相關保

育工作。 

本次出席會議代表團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許曉華科長領隊，團員包括

外交部王慶康公使、外交部駐南非代表處黃煌林顧問、許永貽參事、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朱財立副組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邱文毓科長、國立中山大學顏聖

紘副教授、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蔡文沛助理教授、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楳原文玲小姐。依據會議事規則之規定，觀察員可參與討論，但沒有投票權，但

因國內之野生物貿易日漸活絡，且實務上亟需了解大會之決議以做為未來國內管

理機制調整之依據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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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 17 屆締約方大會 

第 17 次締約方大會於 2016 年 9 月 24 日至 10 月 4 日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

開幕式由南非總統 Jacob Zuma 發表演說，宣佈該國正在採取行動解決野生動物

的非法貿易，他強調維持當地社區和透過狩獵和生態旅遊的經濟發展野生動物保

護的重要性。自然資源在非洲發展和社會經濟轉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該國已經

開展了成功的綠色和海洋經濟計畫，以及與生物勘探和野生動物部門直接有關的

生物多樣性經濟。野生動植物的非法貿易，包括盜獵，對環境構成重大挑戰和威

脅，包括破壞對法律貿易產生的潛在惠益，如果沒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合法貿易

在 CITES 框架和國家立法框架內得到良好管理，瀕危物種可能被過度開發，我

們必須持續採取強有力的行動來解決野生動植物的非法貿易。南非已經呼籲這些

國際採取行動，並認識到野生動物販運的重大威脅，不僅是對我們物種的保護，

而且對該國的國家安全也會有所影響。 

CITES 秘書長 John Scanlon 歡迎安哥拉(Angola)、 伊拉克(Iraq)、 歐洲聯盟（歐

盟,EU）、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和東加(Tonga)成為新的瀕危物種公約締約方，他

強調面對非法野生動物貿易激增方面面臨的挑戰，包括打擊大象，穿山甲和犀牛

的非法野生動物貿易和確保蟒蛇，紅木和鯊魚合法和可持續貿易。在 CoP17，我

們不只是談論挑戰和我們需要做什麼，我們要討論我們正在與多個合作夥伴採取

的目標明確的行動，以及需要做更多的工作(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well-targeted 

actions we are taking with multiple partners, as well as what more needs to be done.)。 

常設委員會 (SC) 的主席 Øystein Størkersen，表示半數 CITES 締約方仍然沒

有訂定符合公約的國內法規，他還注意到國家象牙行動計畫 (NIAPs) 在國家層

級採取實際和有效的可衡量行動，在很短的時間內已經取得了很多成就，應給予

肯定(A lot has been achieved in a very short space of ti 盜獵 me and the Parties concerned 

are to be commended for what they have done.)。 

聯合國環境方案（UNEP 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 Erik Solheim 對那些在第一

線保護野生動物的工作人員，包括反盜獵單位、海關官員和巡護員的努力給予肯

定，同時強調這些工作也需與當地社區合作，以制止非法野生動物貿易。 

大會分為三部分，即全體會議(Plenary)、第一委員會議(Committee I)與第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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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議(Committee II)。全體會議討論通案議題，包括相關程序規則、選舉會議主

席、各委員會報告與研提策略方案等議題。Committee I 負責科學性議題，包括物

種之保育與貿易配額討論、評估大宗貿易、公約的定義與附錄物種修正等提案。

Committee II 負責行政管理議題，包括與相關國際組織的合作、保育與貿易政策、

野生物永續國際貿易與保育之財政資源的研討、檢討相關決定與決議、研討物種

的保育與貿易相關的執法事宜，並討論貿易管制和可追溯性。相關文件及最後結

論整理如下： 

 

大會議程與相關文件  

第 17 次 會 員 國 大 會 之 議 程 、 文 件 及 資 料 可 於 CITES 網 站

(https://cites.org/eng/cop/17/doc/index.php)下載。AC 為動物委員會(Animals Committee)

縮寫，PC 為植物委員會 (Plant Committee)縮寫，SC 為常設委員會 (Standing 

Committee)縮寫，CoP 為會員國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縮寫，Doc.為 Document

之縮寫，Inf.為 Information 之縮寫，文件若有修正(Revision)，則以縮寫 Rev.方式

呈現。文件中若提及決議文，以 Resolution Conf 方式呈現。例如 Resolution Conf. 15.1

即表示第 15 屆會員國大會通過的第 1 號決議文。文件中若提及裁定文，以 Decision

方式呈現，例如 Decision 16.09 即表示第 16 屆會員國大會通過的第 9 號裁定文。

決議文是公約重要文件，內容通常是對公約條文的解釋和執行，類似我國法令的

施行細則。裁定文為時效較短的執行事項，通常針對秘書處、常務委員會或動物

和植物委員會，一旦執行完畢，於大會檢討裁定文執行情形時，就可將之廢止。

裁定文編號方式與決議文同。 

行政議題 

選舉主席團成員 

經推選由南非國際關係和合作部部長 Emily Nkoana-Mashabane 為大會主

席、同時選出南非水和環境事務部部長( Edna Molewa )為其代理人;副主席由博茨

瓦納的 Cyril Taolo 擔任，科威特的 Shereefa Al-Salem 為其代理人;愛爾蘭的 

Karen Gaynor 為第一委員會的主席; 瑞士的 Jonathan Barzdo 為第二委員會主席；

沙烏地阿拉伯的 Bandar Al Faleh 則為認證委員會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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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議程和工作方案︰9 月 24 日通過秘書處提出的議程 (CoP17 Doc.2 

(Rev.2)) 和工作方案 (CoP17 Doc.3 (Rev.2))。 

 

議事規則 

9 月 24 日，締約方會議主席馬沙巴內介紹了秘書處的報告(CoP17 Doc.4.1 

(Rev.1))、以及博茨瓦納和南非(CoP16 Doc.4.2 (Rev.1))、和以色列 (CoP16 Doc.4.3 

(Rev.1)) 的提案。她強調了有關區域經濟體組織成為公約締約方，行使表決權票

數應等於參加締約方的會員國數目。 

俄羅斯聯邦認為，歐盟成員出席締約方會議的票數，應該數數。美國和委內

瑞拉表示，只有註冊和經認證的區域經濟組織其加入締約方成員的票數可以被計

算。科威特，卡達、巴林、沙烏地阿拉伯、墨西哥，和其他代表則表示支持美國

的提案。歐盟表示支援秘書處提出的第 26 條規則，在各自的職權領域，區域經

濟體組織應行使表決權票數等於其成員國參與之締約方的數目，如果其成員國行

使他們的表決權，則該組織不得再行使其表決權，反之亦然。然而，歐盟注意到

它能支援括弧的案文說，當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行使其表決權，他們應只能這樣

做等於其目前投票，當時的會員國的數目和有資格投票的票數。經成立工作小組

討論後，秘書處報告已達成具有建設性的協議如 CoP17 Plen.2 文件，他強調，工

作組要求締約方會議，除其他外︰採用議事規則》CoP17 Doc 4.1 (Rev.1)附件 2 的

提案內容，並在 CoP17 Plen.2 的附件 1 中更改建議的記錄。在歐盟的聲明中，歐

盟注意到在整個 CoP17 期間，它和出席這屆締約方會議的 28 個會員國都已被認

可並存在締約方會議中。最後決定通過議事規則，修訂文件 CoP17 Plen.2。 

 

成立認證委員會 

9 月 24 日常設委員會主席 Størkersen 報告，在第 66 次會議曾提名沙烏地阿

拉伯的 Bandar Alfaleh；大洋洲紐西蘭的 Rod Hay；北美洲美國的 Kristen Koyama；

歐洲斯洛伐克的 Milan Chrenko，作為主席和成員。締約方會議以鼓掌方式通過這

些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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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觀察員 

9 月 24 日，秘書處說明議程專案 (CoP17 Doc.6 (Rev.1))，締約方會議接受未

經修訂之版本。 

 

財政和預算編制事項 

2014 年至 2016 年的財務報告︰9 月 25 日秘書處報告了 2014 年-2016 年的

財務報告(CoP17 Doc.7.3)，秘書處強調，大量增加的文件需要翻譯，也為籌款努

力修訂觀察員組織註冊的收費結構。 

2017 年-2019 年預算和工作方案︰9 月 25 日秘書處介紹了 2017 年-2019 年預

算和工作方案的文件和附件(CoP17 Doc.7.4)。他強調，在 CITES 會議中，對越來

越多的議題及與會者而言，秘書處的規模太小。秘書處提出三種不同的預算方

案︰實際零增長、零名義增長和增量增長。締約方會議決定 2017 年-2019 年三年

期工作方案的執行應由信託基金預算支應、2017 年預算美金 5,911,418 元，2018

年美金 5,999,700 元，2019 年美金 6,643,674 元。 

 

獲得資金，包括全球環境基金 (GEF) 資金 

在 9 月 25 日，秘書處介紹了在 CoP16 的努力下，總結可取得各種的金融資

源，決定在締約方會議的指示，除其他外，秘書處轉達瀕危物種貿易公約向全球

環境基金提出優先事項，全球環境基金在發展生物多樣性策略時顧及補充 GEF-7

資金。 

 

策略性議題 

大會同意常設委員會、動物委員會及植物委員會的報告。 

 

動物和植物委員會中潛在的利益衝突 

常設委員會席 Størkersen 介紹了 CoP17 Doc.1，美國和歐盟均表示支持修訂，

該決定草案 (CoP17 Com.II.8)決定由締約方會議指導常設委員會，在秘書處審查

的基礎上，於第 69 和第 70 次會議評估運作利益衝突的政策機制，以改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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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並一個適當機制來處理這種衝突。 

 

設立農村社區委員會 

此文件由納米比亞、坦尚尼亞、尚比亞和辛巴威提交，指出現在普遍承認以

社區為基礎的自然資源管理將促進永續利用的野生動物，並降低非法使用和野生

動植物貿易，有當地人民的支持，將因此產生收入和刺激當地經濟，從而促進保

育。公約的序言即指出人民和國家，應該是野生動植物最好的保護者。但巴西、

加拿大、歐盟、日本、肯亞、挪威、美國等則不同意，最後決定設立閉會期間工

作小組，考慮如何有效地協助農村社區從事瀕危物種貿易公約事務。 

  

組織間以及多邊環境公約間之合作 

與其他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公約合作 

9 月 24 日在全體會議上，常設委員會主席介紹了與其他與生物多樣性有關

的公約合作的報告(CoP17 Doc.14.1)，決定在締約方會議鼓勵締約方加強在國家層

級，與生物多樣性多邊環境協定之間的協同作用，改進協調和國家聯絡點之間的

合作以及加強能力建設活動。締約方會議支持秘書處，搜尋符合 CITES 的策略，

加強 CITES 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 2011-2020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合作與協調，

並對持續關注聯合國 2030 議程提出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 

 

打擊野生動物犯罪的國際組織(ICCWC) 

秘 書 處 提 交 了 打 擊 野 生 動 物 犯 罪 國 際 組 織  (ICCWC) 的 報 告 (CoP17 

Doc.14.2)，更新 ICCWC 發展了野生動物的反洗錢具體方案和以法醫方法對象牙

的取樣和分析。國際刑警組織強調海關到司法層級能力建設對關閉野生動物網路

犯罪的重要性，世界銀行說 ICCWC 是確保合法貿易流通和結束在野生動物的非

法貿易流動的關鍵平台。 

 

與其他組織合作 

秘書處介紹了關於與其他組織 (CoP17 Doc.14.5) 合作的報告，並強調與聯合

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區域漁業管理組織（RFMOs）和國際熱帶木材組織

（ITTO）在海洋和熱帶木材物種議題的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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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 和生計 

締約方會議鼓勵︰透明地參與農村社區的發展和執行該國與 CITES 有關的

政策; 對農村社區的 CITES 有關執行和貿易利益最大化; 促進野生動物的主要使

用者，認識到在農村社區中資源使用權、擁有權、傳統知識與 CITES 名錄物種

的關聯。締約方會議指示，締約方加強使用 CITES 和生計的工具組、 指導方針

和手冊，以進行快速評估執行 CITES 名錄決定對農村社區生計的影響。 

 

減少需求 

需求減少策略，以打擊非法貿易的 CITES 物種和發展 CITES 需求減少準則，

由締約方會議指導締約方和技術和金融夥伴提供財政和技術支援，以推動和實施

促進減少需求策略; 常設委員會評估 CITES 減少需求策略指南，並提出建議以供

CoP18 審議。並敦促各締約方︰制定策略通過減少需求活動，以減少對非法野生

動物和植物產品的需求，加強在這方面立法和執法作為適當的政策，對非法買賣

瀕危物種進行深入和週期性研究。 

 

世界野生動物保護日 

利用世界野生物日為契機︰請所有締約方和非締約方國家聯合政府單位及

民間組織，酌情優先選擇各國關切的物種或動物保育議題焦點，藉由各種方式辦

理慶祝活動，以喚起民眾對世界的野生動物和植物的關注;加強實施野生動物保

護法，減少非法買賣野生動物和植物的需求，瞭解野生動物對貧困農村社區生計

的貢獻，並請締約方國家廣泛使用的世界野生動物保護日的標誌和其他宣傳材

料，並盡可能在網站和社交媒體多多宣傳，並提前向秘書處溝通相關活動的計畫。 

 

培力下一代︰ 人和野生動物的青年論壇報告 

在一些國家進行的公眾調查，發現這些國家的青年在使用網路花更多時間，

在戶外探索自然的時間卻更少。在下一代越來越不可能自己遇到動植物的情況

下，野生動物的未來取決於年輕人參與、教育和接觸大自然的機會。大會注意到

年輕人從事保育的重要性，由南非的青年代表補充非洲青年參與瀕危物種公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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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的情形。締約方會議請各締約方探討現今青年在瀕危物種公約和其他野生動

物保育問題接觸的機會，包括官方代表團的青年代表和提供瀕危物種貿易公約會

議的學習機會。 

 

公約之遵守和執行 

 

施行 CITES 公約的國家法律 

秘書處提出了 CoP17 Doc.22，提供更新國家立法專案 (NLP)，並對這些決定

草案中所載的挑戰作出反應。許多締約方報告國家的進展情況，確保充分執行

CITES。歐盟和美國提出修訂意見，表示支援暫停為配合國家的貿易，締約方會

議將敦促 NLP 下第 2 或 3 類的國家盡速立法，在 SC70 開會前儘快向秘書處提出

適當有效執行 CITES 的措施。 

 

打擊野生動物犯罪 

肯亞介紹 CoP17 Doc.29，秘書處提出草案決定由秘書處與國際刑警組織進行

努力，打擊連結到網際網路野生動物犯罪，但不同意在電子商務上刪除決定 

15.57。肯亞提出二項建議額外的決定草案，並要求秘書處在 SC69、SC70 和 

CoP18 向締約方報告與國際刑警組織的執行情形。敘利亞、 幾內亞、 以色列、 

印尼、歐盟和其他國家支持修訂的草案。最後決定請秘書處與國際刑警組織致

力將打擊野生動物犯罪連結到網際網路，並邀請國際刑警組織考慮能力建設，

在國際刑警組織全球綿密地網絡，創新地支援各方的努力以打擊此類犯罪，並

制訂準則，以便各方更有效打擊野生動物犯罪；指示常設委員會在第 69 次會議

時，邀集包括生產國、消費國、大型網路公司，具有專門知識的非政府組織、

律師和其他有關方面的專家，辦理野生動物網路犯罪研討會。 

 

貿易管制和可追溯性 

CITES 許可證和證明書目的代碼 

大會通過修訂第 16 屆締約國大會第 14.54 決定，指示常務委員會應重新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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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閉會期間的聯合工作小組，審查締約國 CITES 許可證和證明書交易代碼使

用，在評估交易目的代碼的使用和定義，工作小組應考慮到各締約方實施的困

難，以及加上任何新的代碼與刪除目前交易目的代碼之潛在資源影響。另工作小

組並應於第 70 次常設委員會及第 18 屆締約方大會，針對第 16 屆締約國大會

Conf.12.3 決議文提出修正建議報告。 

    

非商業性樂器跨境運輸決議文修訂草案 

大會通過修正第 16 屆締約國大會 Conf.16.8 有關樂器之頻繁跨境非商業性運

輸決議文，本案係由歐盟提案修正，除增列數段文字或刪除部分文字，另並參採

日本意見修訂部分文如下，鼓勵所有締約方執行 conf.16.8 決議文的程序，並確保

他們的海關官員都知道這些程序；鼓勵已經針對 CITES 附錄物種採取嚴格國內

措施的締約方，考慮能豁免這些物種的標本樂器。 

 

物種貿易和保育 

檢視寶石珊瑚國際貿易 

由美國召開工作小組討論提案內容，日本及中國大陸紛紛針對問卷內容提出

文字修改意見，並建議應由相關區域性漁業組織協助發送，修正後內容由主席裁

示後通過。最後決定由秘書處發出通知邀請有珊瑚的國家和相關區域漁業管理組

織，在自願的基礎上完成動物委員會第 29 號報告珊瑚的資源和相關資料的問卷;

與糧農組織合作委託研究 CITES 和非 CITES 名錄上的物種;動物委員會將分析糧

農組織調查的研究報告在常設委員會第 70 次會議中提出建議，常設委員會考慮

根據動物委員會的建議，在 CoP18 提出其建議。 

 

沉香木 (沉香屬現生所有種)的永續生產 

大會通過修訂第 16 屆締約方大會第 16.156 及 16.157 決定，植物委員會應考

慮樹種，包括混合和單特異性種植園目前的生產體系，並評估分別在 CoP15 修訂

Conf.10.13 與 Conf.11.11 決議文人工繁殖當前定義的適用性，並在 CoP18 彙報；

植物委員會並應監督 Conf.16.10(公約有關沉香木類群的執行)決議文的執行，並評

估公約的執行對於沉香木物種長期生存任何潛在的影響與可能引發的問題。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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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過刪除 CoP16 第 16.155、16.158 及 15.95 決定，並通過中國大陸及野生物貿

易研究委員會(TRAFFIC)提案修正的決定草案，對分布國、秘書處、植物委員會

及消費與貿易均有所指示。 

 

曲紋唇魚(蘇眉魚) 

由秘書處進行報告進行蘇眉國際貿易資料調查，並前往印尼、中國大陸等地

實際進行了解，主要之輸出國印尼以捕撈蘇眉幼魚進行蓄養，因此需瞭解此行為

對於野生族群永續性之影響。秘書處建議此計畫可延長執行，該預算約需 30 萬

美元，研究期程超過五年。中國大陸和印尼發言感謝秘書處之報告，並對延長執

行表示支持。印尼並表示感謝 IUCN 等專家小組對於該國之協助，中國大陸則表

示，一直與 IUCN 緊密合作，以打擊非法貿易。但 IUCN 發言表示香港非法貿易

仍相當猖獗。 

 

鯊魚及魟 

由秘書處進行報告依照 12.6 號鯊魚養護及管理決議案（Rev. CoP16）說明目

前進展，包括與各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之合作、FAO 建立鯊魚資料庫，以廣泛

蒐集鯊魚資料，以及發展無危害風險評估(NDFs)以在未資源評估狀況下，可評估

鯊魚狀況以進行貿易管理，並草擬未來需進行之各項工作，包括各締約方應蒐集

提供已列入附錄二之鯊魚及魟魚相關漁獲資料、發展 NDFs 及協助締約方建構評

估能力、加強鑑種能力、改善資料品質以及各締約方對於 CITES 通過之建決議

所做之措施、加強與 FAO 在鯊魚與魟魚方面保育及貿易合作、與區域性漁業管

理組織合作以減少混獲問題等。 

各國紛紛發言支持此提案，但表示對於此提案內將進行之 NDFs 困難度相當

高，主因為所需資料難以蒐集，歐盟表示已發展 NDFs 評估準則可協助各締約方

進行評估，日本則建議應與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共同合作進行資料蒐集及分析，

另表示非主漁獲之鯊魚不應列在 CITES 附錄內，如果列入則所有混獲物種皆應

列入，並表示將提供簡版 NDFs 供各締約方參考。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則

表示，亦可在資料有限的情況下，利用預警措施進行 NDFs 管理，渠將協助建構

NDFs。此外，日本和冰島皆提出刪除文件中與遷徙性物種公約（Convention on 



16 

 

Migratory Species；CMS）相關的連結，主要是大多數的 CITES 會員國皆不是 CMS

之會員。經討論後主席裁示由美國、紐西蘭、日本、冰島及以色列等國成立工作

小組討論修正後提送委員會。 

 

淡水魟 

依據上屆締約方大會通過有關淡水魟之會議裁定(Decision)，由秘書處報告對

於淡水魟所進行之工作，包括中南美洲國家進行工作小組會議交換貿易、保育及

管理資料，因秘書處一完成此工作，建議刪除會議裁定(Decision)，並研提一項新

修正案鼓勵各締約方和相關組織進行淡水魟研究，包括在全球蓄養繁殖之狀況及

國際貿易動態和市場發展。獲各國支持，哥倫比亞和蓋亞那表示，需有經費支持

以進行相關研究。本案經討論後通過。 

 

大象 

監測非法獵殺大象報告(MIKE) 

秘書處介紹並增編了 CoP17 Doc.57.5，其指出儘管自第 16 屆締約方會議在非

洲許多地區執行象牙國家行動計畫(NIAP)以來，非法獵殺大象仍持續進行，對其

族群產生負面影響。烏干達、肯亞和以色列表支持，但辛巴威反對此說法，對

MIKE 範圍內各國提供的資料的品質提出質疑，歐盟注意到「急劇下降」的大象

族群和「令人震驚的水準」的全球非法販賣象牙，反對再授權的國際象牙貿易。 

 

大象貿易資訊系統 (ETIS) 

秘書處介紹了 CoP17 Doc.57.6 (Rev.1)，斯里蘭卡感歎在一次大型查獲的基礎

上將其列入的第二級需關切的國家，中國質疑資料和報表中使用的方法，烏干達

也對的分到不同級別的國家組，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表示關切。 

 

實施決議文 Conf.10.10 (CoP16 修正) 關閉象牙國內市場以打擊販賣野生動物

和象牙庫存行動 

秘書處介紹了關於貿易的大象 (CoP17 Doc.57.1)，秘書處介紹了關於大象貿

易的文件  (CoP17 Doc.57.1) ，尼日介紹了關於關閉國內 市場的文件 (CoP17 

Doc.57.2)，納米比亞和史瓦濟蘭，提出根據議事規則應結束討論，示意這項建議

超出公約的適用範圍，以色列和肯亞反對納米比亞的提議；美國介紹與打擊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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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有關決議 Conf.10.10 ( CoP16 修訂)，關閉國內象牙市場修正案的文件

(CoP17 Doc.27)；查德介紹關於象牙庫存的文件(CoP17 Doc.57.3)；第二工作委員會

要求投票表決關於納米比亞的提案，31 票贊成和 57 票反對，議案獲簡單的多數

通過。締約方會議建議︰亞洲象分布國家在從事活的亞洲象貿易時允諾，如有必

要，應調查活亞洲象的非法貿易，並努力執行國家法律防止亞洲象標本的非法國

際貿易；關於庫存象牙，秘書處應開發實用指南以管理合法和非法的象牙庫存

品；締約方會議還建議所有締約方和非締約方在其管轄範圍內，採取一切必要的

立法、管制和執法措施，以關閉象牙原料及產製品的國內市場，避免加劇了盜獵

或非法貿易。 

 

玳瑁 

秘書處介紹了關於玳瑁的文件(CoP17 Doc.59)，呼籲更新評估和貿易調查情

形，報告管理和保育的成果。多明尼加、塞內加爾、馬爾地夫、伊朗、肯亞、斯

里蘭卡、菲律賓和其他國家支持刪去決定 16.127、考量執行成功且加強與 CMS

的溝通和合作，並通過修正決定草案，決定在締約方會議的指示下，由秘書處進

行海龜合法和非法國際貿易的研究；鼓勵 CITES、CMS 和其他公約溝通。 

 

亞洲大型貓科動物 

常設委員會的報告和提出決定的草案 (CoP17 Doc.60.1)，斯里蘭卡鼓勵締約

方需多注意豹的保育狀態。寮國支持具商業規模繁殖老虎的決定草案，中國支持

大部分的決定草案並檢視老虎的圈養設施及非法貿易的關聯，但要求在完成檢討

前撤回決定 14.69，但美國和歐盟支持保留決定 14.69，最後決定由秘書處負責察

訪這些締約方在其境內的設施及關切其開展的活動。 

 

巨猿 

秘書處的文件 (CoP17 Doc.61)突顯出棲息地的喪失和野生動物的非法國內

貿易是繼續影響巨猿種群的最重要因素。最後決定請秘書處，與世界自然保護聯

盟的物種生存續委員會靈長類專家組和其他專家合作，在 CoP18 前完成巨猿的非

法貿易影響和其他壓力狀況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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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 

介紹 CoP17 Doc.64 文件，包括穿山甲 (穿山甲屬) 的保育和貿易決議草案和

決定草案，許多締約方都支持決議草案和決定草案作一點修訂，美國建議案文增

加上庫存的穿山甲及其產製品，中國要求在序言部分增加棲息地喪失和氣候變

化，將對受貿易威脅穿山甲的保育挑戰。締約方會議決定︰敦促所有締約方採取

和實施全面的國家立法，或在適當的情況審查現有的法規，訂定有嚇阻性的罰

則，解決本土和非本土的穿山甲非法貿易;並指示秘書處與有關組織合作，與有

關聯的國家協商，就非洲和亞洲穿山甲的保育狀況、合法和非法貿易、採取執法

行動、及庫存穿山甲及其產製品在現行登記制度管理等有關資訊，在常設委員會

第 69 次會議前兩個月完成報告。 

 

犀牛 

介紹 CoP17 Doc.68 文件，包括 Conf.9.14 (CoP15 修定) 非洲和亞洲犀牛的保

育和貿易的決定草案和修正案決議。美國提供幾項決定草案的修正案，歐盟及加

拿大支持作一些修訂，但表示某些罪犯的資訊太過於詳細。締約方會議指導︰所

有犀牛範圍的國家持續檢視盜獵和非法貿易的趨勢，秘書處組成特派團前往越

南，赴執法和司法部門機構瞭解，包括越南境內和邊境有關非法持有和貿易犀牛

角之逮捕、查獲、起訴、認罪和罰則等相關事項、敦促締約方將庫存犀牛角予以

標識、標記和登記等，每年在 2 月 28 日之前以秘書處訂定的格式向其申報。 

 

蛇貿易和養護管理 

介紹文件 CoP17 Doc.71 就蛇(蛇亞目屬)的貿易提出附錄的一項決議內容，秘

書處、印尼、 中國、 伊朗、 馬來西亞、 歐盟和其他締約方均表示支持，美國、 

哥斯大黎加和巴西則提供一些的修訂意見。締約方會議的決定，除其他外: 東南

區的締約方應利用代碼驗證交易標本的來源，貝林、 加納、 宏都拉斯、 印尼

和多哥須解決偷獵和非法貿易，出口國和其他締約方採取預防性的管理措施; 動

物委員會將檢視有關 NDFs 的指導方針，由秘書處彙編相關資料、發展工作指南

和舉辦跨學科的工作坊。 

 

陸龜和淡水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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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了 CoP17 Doc.73，美國提供許多實質性的變化，包括對陸龜與淡水龜類

加強執法和執行公約的情形，特別是針對馬達加斯加。野生動植物保護協會和世

界自然保育聯盟歡迎該美國和馬達加斯加對文件的建議。締約方會議指示，除其

他外，請秘書處參與馬達加斯加和其他利益關係者所提供緊急協助，以打擊安哥

洛卡陸龜(又稱馬達加斯加陸龜)的非法收集和貿易，並建立瀕危物種公約的陸龜

和淡水海龜工作隊。 

 

野味 

對野味檢視 conf.13.11 的審查決議，中非野味工作小組報告，加拿大闡述

res.Conf.13.11 對野味的報告  (CoP17 Doc.75.1) ，秘書處提出了關於  (CoP17 

Doc.75.2) 中部非洲野味工作小組的報告，注意到該工作小組非由瀕危物種貿易

公約所成立，剛果、喀麥隆、塞內加爾、貝林、反對建議裁撤該工作小組，秘書

處提出締約方願意保留該工作小組並向委員會彙報的修正決定。締約方會議決定

中非野味工作小組繼續其工作，並請工作小組在 CoP18 報告。 

 

附錄一與附錄二修正提案 

本次締約方會議共有 64 國提出 62 項物種保護之增列、升級、降級、剔除、

與配額調整之提案，世界自然保育聯盟要求指導締約方應採用預防性原則，經與

會者討論與表決後，其中 51 項提案通過、5 項被拒絕、6 項被撤銷。由於每一個

提案中所牽涉物種的利用方式、輸出入狀況、人工繁殖狀態、非法走私樣貌，以

及國際公約生效以後對我國在邊境管制與國內管理上的影響皆不相同，許多管理

措施仍須進一步研擬，依相關行政程序辦理後，再依新規定進行野生物貿易之管

理。本節記錄重要物種討論過程，餘提案結果請參閱「第 17 屆會員國大會針對

附錄物種修正結果摘要」。 

 

北美森林野牛 

加拿大介紹 (CoP17 Prop.1) 從附錄二刪除北美森林野牛的提案，美國、歐

盟、卡達、巴西、挪威、肯亞、智利和中國表示支持，經締約方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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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索羱羊 

也叫西高加索羱羊(Capra caucasica)，歐盟和喬治亞建議將高加索羱羊 Capra 

caucasica 列入附錄二，並指出商業目的獵捕野生亞種 Capra caucasica caucasica

或是狩獵品出口致使為不永續貿易且過度獵捕可能不利於物種，建議貿易配額為

零，印度和烏克蘭支持，但俄羅斯表示反對，指出狩獵可為保育的誘因，加拿大

和美國建議不要設定零配額較合適，締約方會議通過修正後刪除零配額的提案。 

 

南美駝馬 

秘魯介紹了南美駝馬提案，建議統一在附錄二的 5 項不同註釋，以使貿易更

好的控制，修正關於從活的南美駝馬剪毛所製成的布料、衣物和手工製品的標示

標籤規範擴及至所有族群的註釋，以確保使用的羊毛來源是合法的，阿根廷、智

利、巴西、厄瓜多爾、哥倫比亞等國支持，締約方會議通過的祕魯修正後的提案。 

 

非洲獅 

尼日介紹了關於非洲獅的提案，查德與幾內亞並建議延後討論，以便締約方

有足夠的時間來審查的決定草案 (CoP17 Inf.68)，由尼日和歐盟成立一個工作小

組審議這項提議，歐盟提出了修正的決定草案，保留在附錄二中對獅子的注釋︰

野外取得獅子的骨頭和其他產製品作為商業目的貿易額度為零配額、在南非圈養

繁殖獅子以商業目的貿易的骨骼和標本之年度出口配額，締約方會議撤回提案，

通過修正後的案文。 

 

印度穿山甲 

印度、尼泊爾、 美國、 斯里蘭卡和馬里提案，建議印度穿山甲從附錄二提

升至附錄一，美國表示非法狩獵供應到亞洲市場仍然是主要的威脅，締約方大會

通過該提案。 

 

菲律賓穿山甲 

菲律賓指出當地及國際貿易需求，使該菲律賓穿山甲受到盜獵的負面影響，

其棲地的消逝，使問題更加嚴重，建議從附錄二提升至附錄一，也敦促各方支持

亞洲和非洲的穿山甲物種提升到附錄一，締約方大會議通過該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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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穿山甲及中華穿山甲 

越南建議馬來穿山甲及中華穿山甲從附錄二提升到附錄一，因動物園協會同

意以捕捉和商業繁殖的方式不可行性。印尼則表示提升至附錄一會增加黑市的需

求。秘魯、 埃及、紐西蘭、加拿大、新加坡、以色列、歐盟、寮國、巴西、巴

基斯坦、利維亞和尼泊爾軍支持這項建議。在委員會中經表決後通過，也經締約

方大會議通過該提案。 

 

非洲穿山甲 

塞內加爾和奈及利亞建議大穿山甲 M. gigantea、南非穿山甲 M. temminckii、

樹穿山甲 M. tricuspis 和長尾穿山甲 M. tetradactyla 都從附錄二提升到附錄一、指

出穿山甲是世界上非法貿易最多的哺乳動物，塞內加爾強調全部提升所有非洲和

亞洲穿山甲有助於海關執行無法區分類似種的問題，且因為亞洲的穿山甲的數量

快速減少，增加了對非洲穿山甲的需求。幾內亞、安哥拉、多哥、肯亞、加彭、

賴比瑞亞、南非、喀麥隆、美國、哥倫比亞、坦尚尼亞、韓國和馬里均支持該提

案。 

 

巴巴利獼猴 

摩洛哥介紹了巴巴利獼猴從附錄二提升到附錄一的建議 (CoP17 Prop.13) ，

歐盟、突尼西亞、塞內加爾、沙烏地阿拉伯、阿聯酋、智利、卡達、茅利塔尼亞、

索馬利亞、阿曼、科摩羅與幾個觀察員，指出是歐盟的走私查緝最頻繁的活體哺

乳動物，締約方會議通過該提案。 

 

非洲象 

納米比亞和辛巴威提出刪除對大象族群的註釋，納米比亞在信託基金對農村

的支援和保育方案的情況長控所有象牙產製品的交易，其強調已成功地管理他們

的大象的國家，不應成為其他自然資源管理失敗國家的受害者。辛巴威、尚比亞、

莫三比克、坦尚尼亞、中國和南非，支持象牙貿易可以使農村社區受益。日本、

納米比亞和辛巴威，提出支持保留針對象牙原料貿易註釋，僅限於政府登記庫

存，其收益專門用於保育和發展當地社區。美國、以色列、盧安達、印度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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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反對這兩項建議，呼籲結束貿易和抑制的象牙需求。奈及利亞解釋當地社區

可以受益於象牙以外的天然資源。 

貝寧提案將非洲象提升到附錄一、加彭，身著制服緬懷為努力保護大象而失

去的生命，澄清所得利益未必造福於當地社區。查德、象牙海岸反對非洲象列在

不同附錄中，肯亞等國認為提升附錄是讓大象在國際公約下受到最高的保護。博

茨瓦納表示作為象群分布國家， "毫無保留地和自願地"支援提升到附錄一，中

國、巴西、南非、納米比亞、歐盟和其他締約方反對這項建議，其注意到在博茨

瓦納、納米比亞、南非和辛巴威的大象族群不符合在決議 res.conf.9.24 (CoP16 修

訂)，列入附錄一的標準。締約方會議否決了有關大象 (CoP17 Prop.14-16) 的所有

提議。 

 

游隼 

加拿大建議游隼從附錄一轉為附錄二物種，歐盟、以色列、挪威、伊朗和

Pro Wildlife，表示不同分布的國家有不同的執法能力，此舉改變可能刺激非法獵

鷹。阿拉伯、科威特和卡達保證其改變不會影響國家對遊隼的保護法令。美國、

日本、墨西哥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支持改為附錄二物種。在投票表決，

該提案沒有獲得三分之二多數，委員會拒絕這項建議。但在全體會議上，科威特

和卡達要求重新討論關於游隼的提案，但伊朗和哥斯大黎加反對，在投票後仍沒

有達到三分之一多數，締約方會議否決此提案。 

 

非洲灰鸚鵡 

加彭介紹 CoP17 Prop.19 提案建議非洲灰鸚鵡 (Psittacus erithacus) 從附錄二

提升至附錄一，剛果指出資料仍不明確，質疑是否所有的非洲灰鸚鵡族群均受到

威脅，尤其是在他的國家。歐盟、美國、烏干達、剛果共和國和其他國家都支持

提升到附錄一，經過秘密投票，這項建議獲得三分之二多數，贊成 95 票、反對

35 票，5 票棄權。但在全體會議上，卡達、剛果要求重新討論委員會的決定，

烏干達和加蓬反對接受這項建議，經過秘密投票，該提案沒有達到三分之一多

數，贊成 28 票、104 票反對、3 票棄權，菲律賓呼籲要延遲六個月實施這項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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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白眼鮫 

由巴哈馬等 22 個國家提案將平滑白眼鮫列入附錄二，巴哈馬報告提案背

景，平滑白眼鮫屬低生育率物種，分布在全球的沿岸和大洋水域。該物種遭到廣

泛撈捕，捕獲後主要供應鯊魚翅的貿易及鯊魚肉市場。大部分的分布範圍內資源

皆處於下滑的狀態，因此目前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分級為近危（NT）

物種，主要肇因於過度撈捕。雖然部分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RFMOs）已禁止捕

捉平滑白眼鮫，然而這項措施的執行成效及可評量的保育效益仍不清楚。此外本

種同樣遭到圍網漁船的撈捕，且圍網作業中使用的人工集魚器（FAD）常會造成

80%的高死亡率。因此建議將該物種列入附錄二以處理非永續貿易的問題，才能

確保本物種資源的永續利用。 

斯里蘭卡、多明尼加、依索比亞、剛果、巴林、墨西哥、智利、澳洲、紐西

蘭、牙買加、尼加拉瓜、印尼、阿根廷、保育團體等國紛紛發言贊成列入附錄二

並表示該資源資源下降情況嚴重，至少減少 70％以上，紐西蘭更指出本種漁獲

壓力已高過可維持資源永續利用的漁獲死亡率(Fmsy)四倍以上。 

日本、卡達則發言反對，日本表示列入附錄二後，資源需經無危害風險評估

(NDFs)評估過後始得出口，但目前仍僅有澳洲有進行紅肉丫髻鮫 NDF 評估且成

功出口的例子，仍需建立各國評估能力及標準；此外在上屆會議列入附錄二之ㄚ

髻鮫，美洲熱帶鮪類委員會(IATTC)並未就該物種列入附錄二後，有通過任何養

護管理措施進行管理，主因是該物種棲息於沿近海，多為國內消費，且 RFMOs

已進行相當多管理措施，由 RFMOs 持續進行管理即可。中國也認為本物種並不

符合列入附錄二的標準，且沒有辦法證實本物種數量的下降是來自於進出口貿易

的原故，且本種目前的進出口量已減少許多。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同樣拒絕此

提案，認為將本種列入附錄二並無法解法其資源下降的問題。此外，目前提案列

入之理由並未有充分科學資料進行佐證，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所做之評估建

議甚至認為尚未滿足列入附錄二的標準。目前提案並非迫切，並建議採行秘密投

票。 

本案經主席詢問後同意進行秘密投票之締約方超過 10 個，隨即採行秘密投

票，投票結果顯示贊成列入之締約方有 111 個，反對 30 個，5 個棄權，本案通過

列入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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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鮫 

由巴哈馬等 22 個國家提案將狐鮫列入附錄二，由提案國進行報告，狐鮫是

高度洄游性之魚種，生活史長，產仔數量少，由於魚翅的國際貿易造成不永續且

不受管理之漁業行為及漁獲壓力，造成了狐鮫全球性的數量顯著下降，且已經下

降到基線的 30%以下，並已列入 IUCN 易危物種名單內，符合 CITES 就商業水生

物種數量下降標準之處理準則。基此開發速度與數量下降，該物種很可能瀕臨滅

絕且不久就符合列入附錄一的標準。 

歐盟、、印度、智利、愛爾蘭、哥倫比亞及日本等國紛紛發言表示支持此案，

惟日本仍重申列入附錄二後執行層面仍會臨挑戰，如 NDFs 評估困難、列入附錄

二後 RFMOs 可能不會通過管理措施呼應且本種主要還是國內消費、FAO 評估結

果仍未達標準等，並建議採取秘密投票。 

本案經主席詢問後同意進行秘密投票之締約方超過 10 個，隨即採行秘密投

票，投票結果顯示贊成列入之締約方有 108 個，反對 29 個，5 個棄權，本案通過

列入附錄二。 

 

蝠鱝 

由巴哈馬等 23 個國家提案將蝠鱝屬列入附錄二，因為 Mobula 鰓板（gill plates）

的國際貿易使的非法的漁業行為不斷增加，由印度-太平洋地區當地捕撈觀察到

的漁獲數量，Mobula japanica 資源下降了 96%、而 Mobula tarapacana 資源下降了

99%。其族群量少又高度分散、生產力極低，使該物種非常容易受到影響，且從

資源恢復的能力也有限，倘無適當的國際貿易規範，該物種很快就符合列入附錄

一的標準。 

哥斯大黎加、紐西蘭、加拿大、哥倫比亞及保育團體紛紛發言表示支持，僅

日本及愛爾蘭發言反對，主因是反對國認為評估資料有限無法證實本種資源現

況，且此物種大多是國內消費，列入附錄二之管理效果有限。FAO 並發言表示

提案物種範圍很廣、分佈在全球各地，但沒有全球數量的統計、對其資源結構所

知也很少。該物種的生產力低，基於「最佳現有證據」，其數量下降的資料已符

合列入附錄二的標準。但是，大多數可用的數據可靠性低，且僅限於東太平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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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太平洋地區，無法確定該物種在其他地區的狀況。要在附錄二要求之下加

強監督該物種，且應設法改善漁法以減少本種混獲。 

因未有共識，本案經主席詢問後同意進行秘密投票之締約方超過 10 個，隨

即採行秘密投票，投票結果顯示贊成列入之締約方有 110 個，已超過四分之三，

本案通過列入附錄二。 

 

考氏鰭天竺鯛(泗水玫瑰) 

歐盟提案將考氏鰭天竺鯛(泗水玫瑰)列入附錄二，由歐盟報告該物種是很小

的海洋魚種，分布範圍僅在印尼東部之 Banggai archipelago 島群水域約 5,500 平方

公里。水族貿易使該物種受到很大的壓力，2007 年據報每年收獲 90 萬尾。該物

種的生物條件（繁殖力低、缺乏地理分散等）使其容易受到過度開發，而刺冠海

膽（Diadema setosum）棲地普遍下降也造成顯著的威脅。2015 年族群量估計相對

於 2007 年下降 36％；相對於開始漁獲前的豐度則下降超過 90％。該物種在 IUCN

紅色名錄被歸類為瀕危，是基於居住領域小、嚴重碎裂（缺乏亞群間的適宜棲地

和缺乏散布機制）、以及受到國際水族貿易的開發利用導致近年族群數量持續顯

著減少。 

印尼發言表示該國在邦加島從事考氏鰭天竺鯛養殖，並發展國家型計畫以從

事相關資源研究調查，包括野外資源量估計及繁殖量等等，並歡迎任何國家共同

進行研究。美國並發言支持印尼表示該國亦資助印尼從事研究工作。歐盟隨後表

示肯定印尼所做之努力，希望能將相關研究調查成果進行報告，主席隨後裁示由

歐盟及印尼共同草擬決議，經印尼同意後歐盟隨即撤案。 

 

塞拉里昂刺蝶魚 

墨西哥提案將塞拉里昂刺蝶魚列入附錄二 

因會議時間過度延遲，主席裁示直接進入討論，越南及日本發言反對該物

種列入，主要理由是 FAO 評估後表示不符合列入附錄二的標準。為墨西哥表

示該物種因國際貿易需求導致該資源下降，因此提案列入附錄二。 

因雙方無共識主席裁示以公開方式進行投票表決，表決結果超過四分之三

贊成，本案通過列入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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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深入分析> 

依照 CITES 標準命名法，穿山甲屬 Manis 之下共有八個物種；其中四種分布

在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其他四種則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由於生育率

低的因素，穿山甲非常容易受到過度獵捕影響（每年僅繁殖一至兩隻子代）。全

部的穿山甲，原本皆列於附錄二，野捕亞洲穿山甲主要供應商業目的之貿易，出

口配額為零。在本此會議有五項提案均建議將所有穿山甲物種提升至附錄一。亞

洲對穿山甲的高需求顯然是造成族群數量顯著下降的原因，尤其是中華穿山甲

M. pentadactyla 及馬來穿山甲 M. javanica，貿易對亞洲和非洲其他穿山甲物種的需

求也有上升。由於某些物種的詳細族群資料稀少，資訊的不足難以評估這些物種

是否符合升級至附錄一的生物標準。然而，因巨量的非法貿易紀錄，以及不斷成

長的大量需求及獵捕案例，顯示族群有顯著的下降。儘管各國申報的 CITES 貿

易記錄顯示，自 2000 年起在亞洲或非洲的穿山甲的貿易紀錄相對稀少，但是卻

有大量的非法貿易發生，估計全球每年至少有 17,000 隻穿山甲遭到獵捕。除了在

東亞查獲大量來自東南亞的穿山甲，也查獲大量來自非洲的穿山甲鱗片。重點是

所有貿易的穿山甲都來自野外捕捉：受限於穿山甲的生物特性，目前尚未有商業

性人工繁殖的可靠案例，穿山甲也很難在人工環境下圈養存活。考量永續性的

CITES 貿易，尤其是穿山甲皮貿易，且經過了數次顯著貿易評估流程，以及附錄

二零配額管理，亞洲穿山甲物種的非法貿易似乎仍持續進行著。到目前為止這些

程序無法明顯的提供這些物種面臨非永續性捕獵和貿易時所需的任何保護，提升

到附錄一，將是這些物種在面臨可預見重大威脅的一個預警性措施。將全部穿山

甲物種納入 CITES 附錄一可明顯的強化對穿山甲的保護，且獲得非棲地國的法

規管制支持，提升國際管制保護層級。然而上述保護規模唯有透過各國國內法的

修法，提升對附錄一物種非法貿易的罰金及罰則才能達到。 

 

<非洲象深入分析> 

納米比亞及辛巴威的非洲象族群於 1997 年降至附錄二，但受到一系列註釋

條件的約束。近來，多種形式的貿易（例如：狩獵品、在地保育計畫的活體、獸

皮、毛髮、皮革製品及已鑲嵌於首飾成品的原住民雕刻 ekipas）在一定條件下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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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許可，但其他的製品，包括原牙，仍視為附錄 I 標本不可有國際商業性貿易。

納米比亞及辛巴威認為刪除註釋，將能讓納米比亞及辛巴威可進行包括象牙在內

的所有非洲象標本製品的常規性貿易，僅受公約第四條（附錄二物種標本的貿易

管理）的約束。本提案的陳述非洲象將不會有因為商業貿易而發生獵捕狀況，也

可解釋為如同決議文 Resolution Conf. 9.24(Rev. CoP16) 要求的預警措施。然而，

本提案僅提出刪除現有註釋，但提案內容並沒有清楚指出刪除現有註釋所規範的

特別措施為何，及能帶給非洲象什麼樣的保育實質利益。 

貝南、布吉納法索、中非共和國、查德、衣索比亞、肯亞、賴比瑞亞、馬利、

尼日、奈及利亞、塞內加爾、斯里蘭卡、烏干達等國提案建議，波札那、納米比

亞、南非和辛巴威所擁有最大的非洲象族群，應全部列入附錄一，但依據決議文

Res. Conf. 9.24(Rev. CoP16) 所列之生物標準，無論是整體或是各國族群分別評估

都不符合列入附錄一的標準，這些族群的分布範圍並未受限，且近期也沒有明顯

的下降，雖然辛巴威族群有減少的跡象。但該提案沒有明確闡明目前非洲南部四

個相連的非洲象族群列於公約附錄二，如何對其他非洲象群造成負面影響，而認

為將全部非洲象族群列入附錄一是「唯一可以明確地傳達大象是受到全球保護的

訊息，且購買象牙是不允許的」。 

非洲象附錄二族群的註釋僅允許過一次實驗性庫存象牙的商業貿易，且該貿

易已在 2009 年完成，而且在此註釋規範下，在 2017 年之前，此四國都不能提更

多象牙商業貿易的要求。任何要求允許象牙商業貿易的提案，需要經過締約方大

會的許可，在允許解禁之前仍將維持現有規範，CITES 仍然禁止象牙國際商業貿

易。提案將附錄二提升至附錄一並不會改變現在的禁止規範。 

若修改任何目前列於附錄二大象族群的等級，將開啟締約方對新附錄等級採

取保留（reservation）的機會。目前，僅馬拉威對其國內非洲象列入附錄一採取

保留，但是如果本提案通過，第 17 屆締約方會議後狀況可能會有所改變。如此

的結果將對大象保育造成不良後果，且可能讓非洲象陷入極高的風險，以及將嚴

重削弱 CITES 的管理機制，所以最終締約方會議仍未通過非洲象的三項提案。 

非法獵殺大象盜取象牙販賣使非洲象族群屢受威脅，25 個非洲象分布國家

在 2015 年簽署柯多努宣言（Cotonou Declaration），表示「支持所有國際與國家

http://www.stopiv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51105_African-Elephant-Coalition-Cotonou-Declar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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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提議和行動，來關閉全球各地的國內象牙市場」；2015 年 9 月，美國總統

歐巴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共同宣誓要打擊野生動物非法買賣，其中包括「制

訂近乎全面的象牙進出口禁令……並採取重大適時的措施以制止國內的象牙商

業貿易」，美國政府已經在 2016 年 6 月宣布國內管制政策，幾乎全面禁止國內

的象牙商業交易但，但大多數州仍可自由買賣；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在 2016

年 9 月所召開的世界保育大會呼籲各國政府禁止國內象牙交易，雖然日本與納米

比亞也提出多項修正提議，主張各國自行管理象牙的國內交易，但最後仍通過該

項提案。 

本次會議影響較大的應為締約方會議同意「全面禁止」各國境內的象牙交

易；這同時也是歷史上各國首度就禁止境內象牙交易市場達成共識。該項協議雖

然不具強制力，但預計將對包括中國、日本、南非等，其境內象牙交易行為仍屬

合法的國家，帶來國際壓力。中國大陸國務院則在 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布，將

在國內分期、分批停止商業加工銷售象牙及製品活動，並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前全面停止中國大陸的國內象牙買賣。 

我國已全面禁止象牙產製品之商業輸出入，國內販售之象牙僅限 1995 年以

前申報在案之庫存品，並未許可商業目的輸出入之象牙產製品，管理作為已與其

他嚴格管制象牙貿易國家一致，很多國家仍許可個人持有小型的象牙產製品。有

關國際保育組織建議全面禁止買賣象牙部分，民國 87 年司法院釋字第 465 號解

釋，對於指定公告為保育類野生動物前持有之庫存象牙產製品，政府須搭配合理

之補救措施，如合理補償等。目前各縣政府提報之庫存買賣之象牙產製品已較

1995 年少，近三年多為印材買賣，均無整支象牙的買賣申請，國內仍有為數不

少的印材、雕刻品，其收購價格難以評估，以目前政府財政亦難有充足經費可支

應。若要符合 CITES 禁賣國內象牙，且依照大法官解釋本意，尚須尋求相關法

律專業的建議，始可訂定合理可行的法律規範。 

 

<非洲灰鸚鵡深入分析> 

非洲灰鸚鵡分布範圍廣泛，橫跨中非到西非 22-23 個國家，然而其相對低的

生育率和群居的特性，讓該物種容易捕捉以供應野生鳥貿易，至少有 20 國的族

群數量下降是因為貿易的關係。國際鳥盟（BirdLife）近來將先前兩個亞種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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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個個別物種：提姆那灰鸚鵡 P. timneh 分布在象牙海岸中部以西，而非洲灰

鸚鵡 P. erithacus 的分布起始於東象牙海岸往東橫跨至中非。IUCN 表示「兩物種

的族群下降率難以量化，但是考量到因應貿易的大量捕捉和部分棲息地森林大量

的消失，保守估計在三個世代（47 年）內族群減少可能達到 30-49%」，並且表

示數據顯示每年約有 21%的非洲灰鸚鵡 P. (e) erithacus 的野生族群遭到捕捉。 

然而，從其大部分分布地區得知的稀少證據，仍然無法絕對的確定該物種符

合列入附錄一的生物標準。現今，非洲灰鸚鵡 P. erithacus 列於附錄二，且諸多貿

易紀錄顯示許多貿易源自非分布國的人工繁殖個體。該物種曾經歷三次（1980

年代、2004 年和 2011 年）的顯著貿易評估，也提出許多給各棲地出口國的建議。

現在，喀麥隆和剛果民主共和國（DRC）已經明訂每年的出口額度，分別為 3,000

及 5,000 隻。動物委員會曾發出從 2007 年 1 月起禁止提姆那灰鸚鵡 P. timneh 出口

的兩年禁令，然而在 2016 年時常設委員會建議所有締約國停止從剛果（DRC）

進口非洲灰鸚鵡 P. erithacus，歸因於剛果為主要出口國，但貿易持續不斷的違反

規定。顯然現有用於保護該物種免於過度捕捉的措施已經失效多年，且仍然持續

發生。考量到上述的違法情況及持續因為捕捉造成的族群下降，停止從野外捕捉

個體的貿易似乎是保育該物種的最佳選擇。WWF 認為野外族群比人工圈養族群

重要，世界鸚鵡組織則認為飼養技術與飼養文化可延續人工圈養族群的命脈。 

台灣有一定的圈養數量，但因為已經列入 CITES 附錄一，所以將禁止國際

交易，但未來也有可能因為保育狀態改善而降級，使得國際交易又能進行。國內

已有業者輸入人工繁殖個體，原有的國內商業交易仍可進行，但是未來需要輔導

業者與個人養殖者進行登記管理，並進行鸚鵡繁殖場的查場認證，以維持永續的

圈養繁殖，並因應未來保育等級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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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對會議討論內容：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第 17 屆締約方大會於 2016 年 9 月 24 日

至 10 月 4 日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來自 152 個國家的政府、非政府組織與媒

體等單位派員參與，人數多達 3,500 多人，是有史以來與會者人數最多的一次，

周邊會議舉辦歷屆以來場次最多，全球媒體關注程度也最高。會議中共討論 90

項議案及 62 項附錄修正提案。本次討論的議案包括策略與行政事務、物種貿易

與保育、公約之遵守和執行、CITES 附錄的修正、打擊非法野生物貿易、降低對

CITES 附錄物種需求的策略、為使附錄一及附錄二所列之獵豹、穿山甲、大象和

象牙、沈香和紅木等物種在可持續利用的原則有更好的控管，有關 62 項物種之

增列、升級、降級、剔除、與配額調整之提案，經討論與表決後，其中 51 項提

案通過、5 項被駁回、6 項被撤銷。 

締約方大會通過許多重要的野生物貿易決策，包括加強打擊走私、提高物種

保護等級、實施減少走私需求策略以及與偏遠社區進行更密切合作，讓非洲象、

穿山甲、紅木等物種獲得更高的保護。最重要的協議成果，就是對許多物種的永

續貿易改進措施達成共識，包括皇后海螺、蘇眉魚、鯊魚、蛇、非洲野狗等動物，

及古夷蘇木、紅木、非洲桃和沉香等多樹種。大會也確認了南非山斑馬、數種鱷

魚和美洲森林野牛等物種的保育成功案例，這些物種由於保育狀況改善，管制等

級從 CITES 附錄一降至附錄二，並將非洲灰鸚鵡、巴巴利獼猴，布萊恩氏魚鉤

仙人掌、象、和穿山甲等瀕危野生物保護等級提高。 

有關非洲灰鸚鵡、非洲獅、獵豹、頭盔食蜜鳥、穿山甲、犀牛和加州灣石首

魚，第 17 屆締約方會議也協議採取針對性的查緝措施。此外，還有許多新物種

首次加入 CITES 附錄中受到貿易管制。這些決策影響數量可觀的哺乳動物、海

洋動物、爬蟲類、兩棲類和木本植物物種，包括紅木、蝠鱝、平滑白眼鮫等 350

種生物。 

此次所有穿山甲均提升為附錄一物種，因國人多無食用穿山甲之習慣，對國

內管理而言，影響不大；影響較大的應為關閉國內象牙市場決議，國際保育組織

建議全面禁止買賣象牙部分，我國因民國 87 年司法院釋字第 465 號解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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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公告為保育類野生動物前持有之庫存象牙產製品，政府須搭配合理之補救措

施，如合理補償等。雖然目前各縣政府提報之庫存買賣之象牙產製品已較 1995

年少，顯見國內交易日漸減少，但國內仍有為數不少的印材、雕刻品，其收購價

格難以評估，以目前政府財政亦難有充足經費可支應。若要符合 CITES 禁賣國

內象牙之共識，險與大法官解釋本意相左，但此乃國際保育趨勢，仍須尋求相關

法律專業的建議，以訂定合理可行的法律規範，但在此之前仍可採取行政作為，

加強象牙產製品之登註記管理與查核，並與海關、檢警單位合作加強查緝走私非

法之象牙產製品，以落實相關保育執行成效。 

CITES 管理野生物資源趨勢：對於 CITES 附錄物種野生來源者，現國際趨勢

趨向要求取自野外之動植物貿易應執行無危害分析（NDFs）。無危害分析為 CITES

評估物種是否為永續使用，以規劃後續相關管理機制的重要科學機制。我國若欲

發展野生動物獵捕及貿易(特別是鯊魚等受矚目貿易物種)，該項科學機制為可利

用之工具。建議我國較大宗取自野外之野生物國際貿易，如鯊魚、紅珊瑚、黑珊

瑚可考慮相關評估方式，俾利與國際接軌。 

本次會議包括日本等多個國家亦都提出，德國版本的 NDFs 所需資料太過繁

瑣詳細，大多數國家皆有資料不足無法分析的情況。目前僅知澳洲評估紅肉丫髻

鮫的 NDF 為 positive，亦即可開放出口，而日本雖有提出簡易版的 NDFs 供大會

參考，但從其所提供的資訊來看，並沒有任何一個 CITES 附錄二所管制之鯊魚

物種，可通過 NDFs 評估且出口。但因用同樣一套 NDFs 標準，是否能涵蓋相似

物種進行評估，仍有不少爭議。因此 NDFs 的評估及實施確實面臨許多挑戰，如

資料不足，及後續進出口魚翅辨種的相關問題，皆需要更多的科學研究及研擬相

關法令配套措施才能解決。 

此外，本次有關幾種鯊魚列入附錄二等議題，可看出各國贊成的理由，大多

圍繞在鯊魚物種生活史特性是易受到漁業開發影響而造成其資源下降，但大多無

法提出相關的科學證據佐證。然而投票的結果卻是一面倒的傾向支持且通過。例

如本次三種狐鮫列入附錄二之提案，唯一有科學證據的 FAO 認為： 

1. 深海狐鮫(Bigeye thresher)範圍很廣、且分佈在全球各地，也是低生產力物種，

沒有可靠的證據證明該物種的數量下降，已滿足列入附錄二之標準；提案

中符合標準的相關指數並非針對該物種，且有方法上的問題、或是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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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較早期、與目前的研究不一致等。 

2. 且如果深海狐鮫(Bigeye thresher)列入附錄二，將包含所有其他「外觀類似」

的所有狐鮫(thresher sharks)其他物種。 

3. 而 CITES 秘書處同樣以未達附錄二的標準，建議拒絕本提案。但結果仍是通

過收場，顯示大多數的提案並不是以科學證據為第一參考，人為運作的成

份可能佔很大比例。 

本次會議鯊魚等漁業物種相關議題，漁業國均處於劣勢，甚至經過 FAO 所

評估出來具有科學依據之建議亦無法說服贊成列入附錄二保育之國家改弦易

轍，因此可預見未來提案列入附錄二之物種可能會增加，在貿易管理業務部分會

日益加重。此外，鰻魚、珊將進行相關評估調查，因此預期在下屆締約方大會應

會有國家就前述二物種提案進行貿易管理，應提早規劃因應，例如珊瑚並未就種

類在進出口貿易進行統計。建議應就目前 CITES 會議各締約方關切之種類預先

檢討因應。 

 

對參與會議過程： 

本次會議係由農委會林務局負責籌劃組團事宜，鑒於農委會漁業署人員於本

(105)年 7 月間參加「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漁業委員會」 (COFI)第 32 屆會

議時，會方以我國人員持臺灣護照為由，拒絕我國人員與會，原已入場人員亦被

要求出場離去。由於該次會議為例行會議，往年我國人員皆能順利與會，因之，

事前外交部及駐外單位皆無接獲通知，事後始獲公文告知，但為時已晚，只能做

書面抗議等措施。該案有關情事於本團行前 1 日(9 月 21 日)始在國內被媒體報

導，並受立法委員關切。為此次參加大會憑添壓力，因此，外交部王公使慶康即

連繫有關司處，除瞭解案情原委外並即蒐集備妥因應措施有關資料，做好萬全準

備。 

團員分批於本 (105)年 9 月 23 日清晨抵南非約翰尼斯堡，在駐南非代表處黃

顧問林煌及許參事永貽妥善安排後，旋即逕赴代表處拜會我駐南非陳忠大使，簡

報此行任務及可能遭遇之困難。陳大使即作沙盤推演，預擬各種屆時可能發生狀

況及各種不同因應措施。隨後在駐處黃顧問及許參事陪同下，赴會場辦理報到手

續，由於黃顧問及許參事二人事前皆已奉准報名參加會議，並經大會秘書處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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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爰遵照陳大使先前沙盤推演之計畫，先由黃顧問持南非政府所發外交官員

證辦理報到換證入場，其餘團員持我護照隨後逐一於不同窗口辦理報到手續。 

果不出預料之外，本團人員持我國護照雖未被拒，惟名牌之國籍欄則註記為

CHINA，至於黃顧問及許參事名牌之國籍欄則註記為 Taiwan (Repubic of China)。

鑒於當時報到場所人潮洶湧，倘當場抗議要求更改，恐難達到目的，為避免徒勞

無功，坐收反效，經研商後，暫不作即時抗議行動。 

次(24)日上午大會開幕，我方全體人員出席，是時報到櫃檯已無前日人潮，

我團人員爰化整為零，分別以黃顧問及許參事名牌為例，要求比照辦理更正國

籍，櫃檯人員見有例可循，遂不再覆查證件，當場收回原發名牌，重新製作新名

牌，國籍一致，皆為 Taiwan (Repubic of China)。在無抗爭情況下，平靜化解危機．

隨後團員各依所派機關付予之任務進行各項活動。 

由上述各節得知：本年以來我國參與國際活動遭遇前所未有之不平處境，已

為不爭之事實，今後我人員參與國際活動務須事前做好充分準備，以高度警覺

心，除事前與駐處密切聯繫，並因地制宜，始可臨機應變化險為夷。 

嗣後各團員隨時相互提醒提高警覺，低調行事，各遵照所指派任務，依不同

動、植物與產製品調整等級之提案，相互合作參加多種不同場次會議，詳為觀察

並記錄，作為日後國內各相關機關之施政參考。 

本次會議，由農委會林務局統籌，充分與駐處聯繫配合，各機關代表合作無

間，克服種種困難，圓滿達成任務，堪稱為一次成功之參與國際會議案例。 
 

建議 

本次會議有許多物種因國際貿易或走私情嚴重而提升保護層級，如所有穿山

甲、巴巴利獼猴、非洲灰鸚鵡、部分樹鱷蜥屬、彩色壁虎、侏儒日光守宮、瑤山

鱷蜥、古巴蝸牛屬、魚鉤仙人掌、均提升保護等級列為附錄一物種；部分物種如

佛羅里達山豹、北美山豹、南非山斑馬、頭盔食蜜鳥、諾福克島布布克鷹鴞、哥

倫比亞的美洲鱷族群、馬來西亞的河口鱷族群、安東吉利紅蛙等，則因保育良好

及採取之貿易措施使野外族群壓力減輕，故從附錄一物種降級為附錄二物種；但

部分物種如高加索羱羊、侏儒變色龍屬、黑框守宮、婆羅溪科所有種、肯亞樹蝰、

肯亞咝蝰、努比亞盤鱉、塞內加爾盤鱉、尚比亞圓鱉、非洲鱉、桑巴瓦番茄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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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趾犁足蛙、香港瘰螈、狐鮫屬、蝠鱝、塞拉里昂刺蝶魚(Holacanthus clarionensis)

及鸚鵡螺科等物種均首次列為 CITES 附錄二物種。 

由於每一個提案中所牽涉物種的利用方式、輸出入狀況、人工繁殖狀態、非

法走私樣貌，以及國際公約生效以後對我國在邊境管制與國內管理上的影響皆不

相同，許多管理措施仍須進一步視國內業者及實際貿易狀況配合研擬，依相關行

政程序辦理後，再依新規定進行野生物貿易之管理工作。針對象牙之國內管理部

分，建議可採取行政作為，如完成建置線上管理系統，全面清查盤點「庫存象牙」，

研發防偽易碎標籤，請各縣市政府配合加強象牙產製品之登註記管理與查核，並

與海關、檢警單位合作加強查緝走私非法之象牙產製品，以落實相關保育執行成

效。 

建議我國較大宗取自野外之野生物國際貿易，如鯊魚、紅珊瑚、黑珊瑚可考

慮採取相關評估方式，瞭解我國之利用情形，俾利與國際接軌。 

CITES 相關會議多為執行永續利用野生物資源業務各國政府官員或相關學

者，其相關場合確為溝通、了解或宣導各國永續利用進程，或尋求合作夥伴，極

為難得之機會。建議會議前可了解國內不同單位永續利用野生物資源之規劃，與

會時可進一步交流，擴大與會效益，爭取共同利益。 

因我國國際地位特殊，議事規則修訂若有牽涉參加資格之討論，對我代表團

日後參加會議之資格及方式均可能發生影響。未來參加相關聯合國會議人員，建

議持續留意議事規則修訂相關議題。由參與本次會議與漁業署人員於本年 7 月間

參加「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漁業委員會」 (COFI)第 32 屆會議對比，爾後

各機關派員出席國際活動，宜事前知會外交部，經由事前研議規劃，屆時駐外館

處從旁積極協助，當可有效避免對我不利待遇重演，謹建議行政院所屬機關參考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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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第 17 屆締約方大會針對附錄物種修訂提案結果摘要 

提案

編號 

物種 提案國 提案 大會決議 

1 北美森林野牛 Bison bison 

athabascae 

加拿大 從附錄 II 刪除 通過 

2 高加索羱羊 Capra caucasica  歐盟和喬治亞 列入附錄 II，並且設定商業目的獵捕野生亞種

Capra caucasica caucasica 或是狩獵品的出口配

額為零。 

通過列入附錄二，刪除出

口零配額之文字 

3 南美駝馬 Vicugna vicugna 祕魯 修改 CITES 附錄 II 南美駝馬 Vicugna vicugna 之

註釋 1-5 

通過 

4 非洲獅 Panthera leo 查德、象牙海

岸、加彭、幾內

亞、馬利、茅利

塔尼亞、尼日、

奈及利亞和多

哥 

從附錄 II 提升至附錄 I 通過 

5 佛羅里達山豹 Puma concolor coryi
及北美山豹 P. c. couguar 

加拿大 由附錄 I 降至附錄 II 通過 

6 南非山斑馬 Equus zebra zebra 南非 由附錄 I 降至附錄 II 通過 

7 南方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史瓦濟蘭 南方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修改

2004 年第 13 屆締約國大會通過的附錄 II 史瓦

濟蘭白犀牛之註釋，允許有限制及規範的白犀

牛角貿易，這些犀牛角是從過去自然死亡或是

從遭盜獵的史瓦濟蘭犀牛身上取得的，以及在

未來在史瓦濟蘭以非致命的方式從有限數量的

白犀牛獲得之犀牛角。 

經投票後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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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編號 

物種 提案國 提案 大會決議 

8 印度穿山甲 Manis crassicaudata 孟加拉 由附錄 II 提升至附錄 I 撤回 

9 印度穿山甲 Manis crassicaudata 印度、尼泊爾、

斯里蘭卡和美

國 

由附錄 II 提升至附錄 I 通過 

10 菲律賓穿山甲 Manis culionensis 菲律賓和美國 由附錄 II 提升至附錄 I 通過 

11 馬來穿山甲 Manis javanica 及中華

穿山甲 M. pentadactyla 

越南、不丹和美

國 

由附錄 II 提升至附錄 I 經投票後通過 

12 長尾穿山甲 Manis tetradactyla、樹

穿山甲 M. tricuspis、大穿山甲 M. 
gigantea 及南非穿山甲 M. 
temminckii 

安哥拉、波札

那、查德、象牙

海岸、加彭、幾

內亞、肯亞、賴

比瑞亞、奈及利

亞、塞內加爾、

南非、多哥和美

國 

非洲的穿山甲物種，由附錄 II 提升至附錄 I 

 

通過 

13 巴巴利獼猴 Macaca sylvanus 歐盟和摩洛哥 由附錄 II 提升至附錄 I 通過 

14 非洲象 Loxodonta africana 納米比亞 刪除附錄 II 非洲象 Loxodonta africana 關於納米

比亞族群的註釋 

投票後被駁回 

15 非洲象 Loxodonta africana 納米比亞和辛

巴威 

移除附錄 II 非洲象 Loxodonta africana 關於辛巴

威族群的註釋，以成為無限制條件的附錄 II 

投票後被駁回 

16 非洲象 Loxodonta africana 貝南、布吉納法

索、中非共和

國、查德、衣索

比亞、肯亞、賴

將全部的非洲象族群 Loxodonta africana 納入附

錄 I，包含波札那、納米比亞、南非和辛巴威

的族群由附錄 II 提升至附錄 I 

投票後被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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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編號 

物種 提案國 提案 大會決議 

比瑞亞、馬利、

尼日、奈及利

亞、塞內加爾、

斯里蘭卡、烏干

達 

17 遊隼 Falco peregrinus 加拿大 由附錄 I 降至附錄 II 提案在投票後被駁回 

18 盔犀鳥 Lichenostomus melanops 
cassidix 

澳洲 由附錄 I 降至附錄 II 通過 

19 非洲灰鸚鵡 Psittacus erithacus 安哥拉、查德、

歐盟、加彭、幾

內亞、奈及利

亞、塞內加爾、

多哥和美國 

由附錄 II 提升至附錄 I 經投票後通過 

20 布布克鷹鴞（諾福克島）Ninox 
novaeseelandiae undulata 

澳洲 由附錄 I 降至附錄 II 通過 

21 美洲鱷 Crocodylus acutus 哥倫比亞 將在哥倫比亞的科爾多巴省 Bahia Cispata、
Tinajones、La Balsa 和 Sectores Alendanos 族群的

美洲鱷 Crocodylus acutus 由附錄 I 降至附錄 II

以作為圈養之目的 

通過 

22 瓜地馬拉鱷 Crocodylus moreletii 墨西哥 刪除附錄 II 中墨西哥族群因應商業需求野外捕

捉零配額的限制 

通過 

23 尼羅鱷 Crocodylus niloticus 馬達加斯加 維持尼羅鱷 Crocodylus niloticus 馬達加斯加族

群於附錄 II，且加入下列註釋：1. 不允許 1 公

尺以下或 2.5 公尺以上野生尼羅鱷 Crocodylus 

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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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編號 

物種 提案國 提案 大會決議 

niloticus 的皮或手工業產製品的國內或國際貿

易；2. 最初三年（2017-2019）供手工業用野外

捕獲的年度配額最多 3000 隻；3. 最初三年不

允許任何來自野外的未加工或是已加工皮的出

口；4. 農場生產僅限於圈養或人工繁殖且應受

限於全國皮生產配額；5. 管理、野捕配額、全

國生產配額將於前三年受到國際專家的年度審

計與審查以確保其永續性。 

24 河口鱷 Crocodylus porosus 馬來西亞 將馬來西亞的河口鱷 Crocodylus porosus 從附錄

I 降至附錄 II，其野外捕捉僅限於沙勞越州，在

馬來西亞其他州（沙巴和馬來半島）的野外配

額為零，且在未經締約方批准前仍維持零配額 

通過 

25 Abronia anzuetoi、A. campbelli、A. 
fimbriata、A. frosti 和 A. meledona 
Abronia aurita、A. gaiophantasma、
A. montecristoi、A. salvadorensis 和 
A. vasconcelosii 

瓜地馬拉 將 A) 樹鱷蜥屬 Abronia 以下物種列入附錄 I：

Abronia anzuetoi、A. campbelli、A. fimbriata、A. 
frosti 和 A. meledona； B) 將樹鱷蜥屬 Abronia
以 下 物 種 列 入 附 錄 II ： Abronia aurita 、 A. 
gaiophantasma、A. montecristoi、A. salvadorensis 
和 A. vasconcelosii。附帶一項註釋：a) 野採標

本配額零，以及 b) 非分布國的人工繁殖標本

配額零。該註釋將允許分布國出口人工繁殖標

本。 

註釋 b) 撤回後通過 

26 樹鱷蜥屬 Abronia 墨西哥和歐盟 所有樹鱷蜥屬 Abronia(29 種)物種列入附錄 II 縮小範圍刪除 Abr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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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編號 

物種 提案國 提案 大會決議 

anzuetoi, A. campbelli, A. 
fimbriata, A. frosti, A. 
meledona, A. aurita, A. 
gaiophantasma, A. 
montecristoi, A. 
salvadorensi, A. 
vasconcelosii. 後通過 

27 非洲侏儒枯葉變色龍 Rhampholeon
和 Rieppeleon 屬 

中非共和國、查

德、加彭、肯

亞、奈及利亞和

美國 

所有種列入附錄 II 通過 

28 非洲侏儒枯葉變色龍 Rhampholeon
和 Rieppeleon 屬 

肯亞 所有種列入附錄 II 與提案 27 相同，撤回 

29 彩色壁虎 Cnemaspis psychedelica 越南和歐盟 列入附錄 I 通過 

30 侏儒日光守宮 Lygodactylus 
williamsi 

坦尚尼亞和歐

盟 

列入附錄 I 通過 

31 黑框守宮 Paroedura masobe 馬達加斯加和

歐盟 

列入附錄 II 通過 

32 婆羅蜥屬 Lanthanotidae 馬來西亞 列入附錄 I 提案修正為列入附錄 

II，野生標本的商業貿易

為零配額 

33 瑤山鱷蜥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中國、越南和歐

盟 

由附錄 II 提升至附錄 I 通過 

34 肯亞樹蝰 Atheris desaixi 肯亞 列入附錄 II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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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編號 

物種 提案國 提案 大會決議 

35 肯亞噝蝰 Bitis worthingtoni 肯亞 列入附錄 II 通過 

36 努比亞盤鱉 Cyclanorbis elegans、塞

內加爾盤鱉 Cyclanorbis 
senegalensis、奧布理圓鱉

Cycloderma aubryi、尚比西圓鱉

Cycloderma frenatum、非洲鱉

Trionyx triunguis 和幼發拉底河鱉

Rafetus euphraticus 

布吉納法索、查

德、加彭、幾內

亞、賴比瑞亞、

茅利塔尼亞、奈

及利亞、多哥和

美國 

列入附錄 II 通過 

37 安東吉利紅蛙 Dyscophus antongilii 馬達加斯加 由附錄 I 降至附錄 II 通過 

38 偽番茄蛙 Dyscophus guineti 和番茄

蛙 D. insularis 
馬達加斯加 列入附錄 II 通過 

39 斑紋犁足蛙 Scaphiophry 
marmorata、橙趾犁足蛙 S. boribory
和史賓諾沙犁足蛙 S. spinosa 

馬達加斯加 列入附錄 II 通過 

40 的的喀喀湖蛙 Telmatobius culeus 玻利維亞和秘

魯 

列入附錄 I 通過 

41 香港瘰螈 Paramesotriton 
hongkongensis 

中國 列入附錄 II 通過 

42 平滑白眼鮫 Carcharhinus falciformis 巴哈馬、孟加

拉、貝南、巴

西、布吉納法

索、葛摩、多明

尼加、埃及、歐

盟、斐濟、加

列入附錄 II 投票後通過，延遲 12 個

月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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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編號 

物種 提案國 提案 大會決議 

彭、迦納、幾內

亞、幾內亞比

索、馬爾地夫、

茅利塔尼亞、帛

琉、巴拿馬、薩

摩亞、塞內加

爾、斯里蘭卡和

烏克蘭 

43 深海狐鮫 Alopias superciliosus、狐

鮫 A. vulpinus 和淺海狐鮫 A. 

pelagicus 

巴哈馬、孟加

拉、貝南、巴

西、布吉納法

索、葛摩、多明

尼加、埃及、歐

盟、斐濟、加

彭、迦納、幾內

亞、幾內亞比

索、肯亞、馬爾

地夫、茅利塔尼

亞、帛琉、巴拿

馬、薩摩亞、塞

內加爾、塞席

爾、斯里蘭卡和

烏克蘭 

列入附錄 II 投票後通過，延遲 12 個

月生效 

44 蝠鱝屬 Mobula 所有九個物種 巴哈馬、孟加 列入附錄 II 投票後通過，延遲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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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編號 

物種 提案國 提案 大會決議 

拉、貝南、巴

西、布吉納法

索、葛摩、哥斯

大黎加、厄瓜

多、埃及、歐

盟、斐濟、迦

納、幾內亞、幾

內亞比索、馬爾

地夫、茅利塔尼

亞、帛琉、巴拿

馬、薩摩亞、塞

內加爾、塞席

爾、斯里蘭卡和

美國 

生效 

45 珍珠魟 Potamotrygon motoro 玻利維亞 列入附錄 II 撤回 

46 考氏鰭天竺鯛 Pterapogon kauderni  歐盟 列入附錄 II 撤回，但通過 5 項決定草

案 

47 塞拉里昂刺蝶魚 Holacanthus 
clarionensis 

墨西哥 列入附錄 II 投票後通過 

48 鸚鵡螺科 Family Nautilidae 

（Blainville, 1825） 

斐濟、印度、帛

琉和美國 

列入附錄 II 投票後通過 

49 古巴蝸牛屬 Polymita 的全部種 古巴 列入附錄 I 通過 

50 酒瓶蘭屬 Beaucarnea 馬尾辮棕櫚

所有物種 

墨西哥 列入附錄 II 投票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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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編號 

物種 提案國 提案 大會決議 

51 莫里氣生鳳梨 Tillandsia mauryana  墨西哥 從附錄 II 刪除 通過 

52 魚鉤仙人掌 Sclerocactus spinosior 

ssp. blainei (= S. blainei)、S. cloverae 

(CITES-listed synonym of S. 

parviflorus)和 S. sileri  

美國 由附錄 II 提升至附錄 I 通過 

53 交趾黃檀 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 泰國 刪除註釋#5，改以註釋#4 代替 通過 

54 將下列 13 種原生在墨西哥和中美
洲的黃檀屬 Dalbergia 木材物種：

Dalbergia calderonii、D. calycina、
D. congestiflora、D. cubilquitzensis、
D. glomerata、D. longepedunculata、
D. luteola、D. melanocardium、D. 
modesta、D. palo-escrito、D. 
rhachiflexa、D. ruddae、D. tucurensis 

墨西哥 列入附錄 II，不帶註釋 通過 

註釋 #6 列入後修正通

過 

55 黃檀屬 Dalbergia 所有種 阿根廷、巴西、

瓜地馬拉和肯

亞 

將附錄 I 以外的黃檀屬 Dalbergia 所有種列入附

錄 II，不附帶註釋 

經瓜地馬拉和墨西哥修

正註釋後通過，取代 53、

54 的提案 

56 德米古夷蘇木 Guibourtia 
demeusei、佩萊古夷蘇木 G. 
pellegriniana、特氏古夷蘇木 G. 
tessmannii 

加彭和歐盟 列入附錄 II，並包含註釋#4 接受 55 提案的註釋 

57 刺蝟紫檀 Pterocarpus erinaceus  貝南、布吉納法

索、查德、象牙

海岸、歐盟、幾

列入附錄 II，不帶註釋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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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編號 

物種 提案國 提案 大會決議 

內亞、幾內亞比

索、馬利、奈及

利亞、塞內加爾

和多哥 

58 格氏猴麵包樹 Adansonia grandidieri 馬達加斯加 格氏猴麵包樹 Adansonia grandidieri 列入附錄

II，附帶註釋管理植株的部分和衍生物，僅限

於種子、果實、油脂和活體植物 

通過 

59 阿爾及利亞冷杉 Abies numidica 阿爾及利亞 列入附錄 I 撤回 

60 修訂附錄 II 沉香屬 Aquilaria 和擬

沉香屬 Gyrinops 所有物種 

美國 修正註釋 通過 

61 非洲蘭花薑 Siphonochilus 
aethiopicus（莫三比克、南非、史

瓦濟蘭和辛巴威的族群） 

南非 列入附錄 II 通過 

62 玉檀木 Bulnesia sarmientoi  美國 修正註釋 通過 

 

 



 

 

附件、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第 17 屆締約方大會議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