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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屆締約方大會於 111 年 11 月 14 日至 25 日，在巴拿馬的 Panama Convention 

Center 舉辦，我國自 83 年起，均以國際 NGO「國際自然生態保育協會（SWAN 

Interational）」的名義，作為觀察員身分出席。本次臺灣代表團由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外交部、國際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會員及相關

專家學者代表出席。 

本屆締約方大會討論 91 項以上之議案文件、52 項調整或列入 CITES 附錄之

物種提案，其中 46 項提案獲通過，使近 100 種鯊魚和魟魚、150 多種樹種、160

種兩棲動物（包括玻璃蛙）、50 種海龜與陸龜、及數種鳴禽，共 500 多個新物種

受到 CITES 規範的保護。 

除了物種提案外，本次大會也通過了多項特殊物種保育、公約執行及策略推

展等議案，如野生貿易相關的性別不平等問題、人畜共通傳染病、網路販售等議

題；同時也通過了增加主要會議使用的語言數量，除了當前的西文、法文和英文

等工作語言外，未來將再增加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 

近年來因過度開發、棲地喪失及氣候變遷等對野生動植物造成嚴重的威脅，

使得許多物種瀕臨滅絕，並喪失生物多樣性，本屆締約方大會創紀錄的完成了 365

項會議決定，顯示與會人員已充分意識到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危機，並願意尋

求有效的解決的方法。我國應更積極的關注海陸域生態及資源的永續經營，持續

進行監測研究、加強棲地維護、減緩開發行為對生物所造成的影響，相關單位也

應保持聯繫，以落實野生動植物及其產製品輸出入管理，與國際接軌持續推動瀕

危野生動植物種保育及貿易管理。 

  



2 
 

  



3 
 

目 次 

 

壹、 目的 .................................................................................................................... 5 

貳、 第 19 屆締約方大會 ......................................................................................... 7 

參、 全體會議紀要 .................................................................................................. 10 

肆、 重要行政與執行議題 ..................................................................................... 19 

伍、 物種議題討論及分析 ..................................................................................... 25 

陸、 附錄物種修訂提案 ......................................................................................... 40 

柒、 心得與建議 ...................................................................................................... 52 

捌、 影像紀錄 .......................................................................................................... 54 

附錄一、大會議程 .......................................................................................................... 57 

附錄二、附錄物種修訂結果彙整 ................................................................................. 76 

 

 

 

  



4 
 

  



5 
 

壹、 目的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c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縮寫為 CITES），源自 1973 年於美國

華盛頓特區簽署，故又稱華盛頓公約，係國際間為防止野生動植物因國際貿易而

過度利用，共同合作保育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而訂立，目的在於维持野生生物的

永續利用。 

目前共計超過 38,700 種動植物受到公約管理及保護，公約採用分級管制方

式，將受國際貿易威脅程度不同的物種，列入三個管制附錄（Appendix）。附錄

I 為有滅絕威脅的物種，須嚴格管制國際貿易；附錄 II 為雖未瀕臨滅絕，但若不

嚴加管理國際貿易，恐遭滅絕風險的物種；附錄 III 為特定成員國認為在其管轄

範圍内，應進行管理且需其他成員國合作管理貿易的物種。華盛頓公約迄今有 184

個缔約方（含 183 個國家及歐盟），每 3 年舉行一次缔約方大會，締約方有權提

案將物種纳人附錄或調整物種所列附錄等級，決策機制為共識決或投票表決（贊

同方超過有效投票數 2/3 始通過該提案）。 

我國因非屬聯合國會員國，無法成為締約方，故自 83 年起，均以國際 NGO

「國際自然生態保育協會（SWAN International）」的名義，作為觀察員身分出

席，以維持參與國際會議之基礎互動，並獲得國際保育趨勢及進展等即時資訊。

另為保育野生動植物及參與國際管理合作，我國仍遵循公約規範，進行野生動

植物國際貿易審核及輸出入程序，涉及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及漁業署、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等政府單位業務。基於我國特殊

之國際政治地位，積極參與國際公約相關會議、活動，拓展我國與他國與會者

之非正式、直接聯繫管道，有其必要性。 

另我國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也會參考 CITES 各

附錄物種修正結果進行調整，該公約附錄物種之修訂，直接影響我國野生動物及

其產製品之國際貿易。因此參與會議並收集資料，除暸解 CITES 規劃調整附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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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外，亦可對我國之貿易與保育工作預作相關準備來因應，藉以降低負面衝擊。 

本屆締約方大會於 111 年 11 月 14 日至 25 日，在巴拿馬的 Panama Convention 

Center 舉辦，討論 90 項議案、52 項等級調整或列入 CITES 附錄之物種提案，以

及野生生物相關管理與執法。本會議原則由外交、國貿、漁業、陸域野生物保育

及海洋野生物保育等相關機關派員，與國際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組團參加。本次實

際參與會議者有外交部、負責陸域野生物保育之林務局及海洋野生物保育之海洋

保育署人員、學者代表國立中山大學顏聖紘副教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林展蔚

及國際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楳原文玲，主要關注動物物種之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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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第 19 屆締約方大會 

一、 大會概述 

CITES 第 19 屆締約方大會，自 111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起至 11 月 25 日

（星期五）止，於中美洲巴拿馬首都巴拿馬城舉辦，報到處與會場設在巴拿馬會

議中心（Panama Convention Center），距離機場有將近 1 小時車程。本次臺灣代表

團於 111 年 11 月 13 日晚間由桃園國際機場出發飛往巴拿馬，先經美國洛杉磯機

場轉機，再飛往巴拿馬托庫門機場，抵達時已是當地時間 111 年 11 月 14 日中午，

飛行與轉機等待時間近 24 小時。機場入關時有專屬通道供參加 CITES 會議人員

查驗與快速通關，入關後迎接的是巴拿馬警方人員，為了確保參加會議人員安全，

警方會登記與會人員護照資料後，陪同至接送車輛處與司機交談，確認沒有安全

疑慮後才放行。 

本次會議到會場報到後即順利領取入場證，因觀察員的入場證上沒有標註國

籍，因此未遇到國籍爭議問題（臺灣被標註為中國或中國的省），也未發生中國

人員藉故干擾我方人員報到或領證等情況。 

本次大會共有約 2,500 名代表，分別來自 143 個締約方政府、13 個政府間國

際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s）、162 個非政府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NGOs）及相關媒體記者。大會議程分

為三個部份進行，分別為全體會議（Plenary）、第一委員會議（Committee I）及

第二委員會議（Committee II）。 

全體會議是締約方大會的決策會議，於 11 月 14 日開幕式後先召開，確定議

事規則、選舉各會議的主席及副主席、成立證書委員會、觀察員資格審查等事項，

及最後兩天 11 月 24、25 日召開確認各議案討論結果，其餘日期均由第一及第二

委員會兩主會場同時進行。第一委員會主要討論科學性議題，包含附錄修正提案、

貿易配額等；第二委員會主要討論公約執行與運作等行政管理相關議題，著重在

行政、財務、管理策略與貿易等相關議案之討論。兩個委員會各有會議主席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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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表決議案，第一委員會和第二委員會所做出的結論，將提交全體會議做最

終批准。 

本次大會共討論了 90 項議案，及 52 項附錄物種修正提案，大會議程請參閱

附 錄 一 ， 相 關 文 件 、 資 料 及 會 議 紀 錄 會 事 前 或 即 時 上 傳 至 CITES 官 網

（https://cites.org/eng/meetings/cop）提供與會者下載，現場不提供紙本資料。議案

順序不代表討論順序，每日會議開始前，會在各會場之主螢幕上公布當天會議要

討論之議案編號。 

官方提供的文件類型簡介如下： 

1. 工作文件（Working documents）：議案說明文件，文件名稱以<會議屆次> 

Doc. <議案編號>表示，內容若有修正，則在名稱後加註（Rev. 版本），

如 CoP19 Doc. 3 （Rev. 3），為第 19 屆締約方大會第 3 號議案文件，修訂

第 3 版。 

2. 資料文件（Information documents）：針對特定議案的補充資料文件，會註

明有關哪項議案，文件名稱以<會議屆次> Inf. <流水號>表示，如 Cop19 

Inf.1，為第 19 屆締約方大會第 1 號資料文件。 

3. 會期中文件（In-session documents）：針對較複雜的議題，有時候會另外成

立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s）進行討論，工作小組做成的建議或結論即

為會期中文件，此文件會再回到大會進行討論，以做出最後決定，文件

名稱以<會議屆次> Com. <委員會><流水號>表示，如 CoP19 Com. I. 3，為

第 19 屆締約方大會第一委員會送工作小組討論的第 3 號會期中文件。 

4. 會議紀錄（Summary records）：秘書處所作的正式會議紀錄，文件名稱以

<會議屆次><全體會議或委員會> Rec. <流水號>表示，如 CoP19 Plen. Rec. 

2，為第 19 屆締約方大會全體會議的第 2 號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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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事規則 

締約方大會由於與會者眾多，且須討論大量複雜的議案，所以個別議題所分

配的時間有限，為讓議題能充份被討論，但又能於有限時間內做出結論，CITES

有明確的議事規則，以確保討論有效率地進行。以下簡單介紹議事規則重點： 

1. 開會人數： 

在每場會議開始前，會議室中的締約方須達到規定人數始得召開會

議，規定人數為「有代表團出席的締約方的二分之一」，有代表團出席指

的是已登記參加會議的所有締約方代表團。若締約方認為會議未達到法

定人數，可要求主席計算人數。大會期間每個締約方都會得到一張締約

方代表的卡片，抵達會議現場時須插在麥克風上，以登記出席；表決投

票時也須有插卡，麥克風才會顯示可投票。 

2. 決策方式： 

大會盡可能採共識決，有需要時會成立工作小組（觀察員也可參加）

另外討論，工作小組做成的結論會再回到大會討論。若無法達成共識則

採投票表決。 

3. 投票規則： 

僅有證書已經過證書委員會檢證接受的締約方才可參與投票，表決

時締約方代表必須在會議室內。比較特殊的是，有加入公約的區域性經

濟貿易聯盟（目前僅有歐盟）可代表它的成員國投票，這時它的票數與

其成員國中為締約方的數量相同（也就是說歐盟的投票代表 27 票）。 

4. 表決方式： 

依據決定事項的不同，所要求的同意票數也不同。會議議案、修正附

錄的提案、修正決議的動議等，均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同意票才通過。與

會議事務相關的程序性動議，則採簡單多數決（若只有贊成和反對的選

項，則相當於須超過二分之一的票數；贊成和反對同票則不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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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全體會議紀要 

一、 11 月 14 日 

（一） 開幕致詞 

巴拿馬環境部部長 Mr. Milciades Concepción 歡迎與會者參加，並表示很榮幸

能主辦華盛頓公約第 19 屆締約方大會，巴拿馬承諾對動植物保育及永續利用原

則，尤其強調海洋保護的重要性，並呼籲締約方支持巴拿馬所提案之自然權利公

約。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代理副執行主任 Ms. Sonja Leighton-Kone 強調過度開發對

生物多樣性及人類所造成的危害，表示全球貿易可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提供的

價值亦有助於推動棲地及生態保護措施，但需要有良好的管理體系及強效的法律，

以確保利益公平性不被非法貿易所破壞。將持續關注其他重要會議，包含將在埃

及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以及將在加拿大蒙特婁舉辦的生

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 

秘書長 Ms. Ivonne Higuero 首先歡迎與會者參加本屆締約方大會，並感謝巴

拿馬政府的主辦，以及所有締約方對華盛頓公約有效運作所做的努力，但敦促各

締約方需要更積極的解決非永續利用、非法問題及全球面臨的共同危機，並指出

華盛頓公約已訂立 50 週年，應反思過去與未來，以及如何實現最初訂定時所設

的目標。為進一步強化公約的科學基礎並實現 2020 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

目標，她注意到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兩極化，強調夥伴關係的重要性，鼓勵所有締

約方繼續互相傾聽並共同努力尋找解決辦法。 

巴拿馬副總統 Mr. José Gabriel Carrizo 表示很高興有機會主辦對於決定地球

未來至關重要之會議，強調巴拿馬為確保永續發展及減緩氣候變遷，已保護近

80%的森林覆蓋率、紅樹林及海洋，為全球前三碳排放負成長國家之一。為有效

達成目標，必須定期舉辦相關國際聯繫會議並訂定具有約束力的協議，各國資金

的援助及確保策略聯盟的包容性亦十分重要，本會議支持各層級者共同參與，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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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締約方及觀察員來到巴拿馬，並正式宣布第 19 屆締約方大會開幕。 

（二） 行政與財務事項 

1. 幹部選任 

常務委員會主席作為會議的臨時主席，宣布各委員會的主席與副主席候選人： 

由 Mr. H.E. Milciades Concepción（巴拿馬）擔任本屆大會主席，由 Ms. Shirley Binder

（巴拿馬）、Ms. Patience Gandiwa（辛巴威）及 Ms. Anna Wong（新加坡）擔任副

主席；此外由 Mr. Vincent Fleming（英國）及 Ms. Rhedyn Ollerenshaw（澳大利亞）

分別擔任本屆第一及第二委員會（Committee I & II）主席，由 Ms. Hayat Mesbah

（摩洛哥）擔任全權證書委員會主席，上述提名以締約方鼓掌方式通過。 

2. 通過會議議程 

秘書處大致報告本次提案與討論議題數量，現場無異議，確認議程通過。 

3. 通過工作計畫 

秘書處大致報告本次工作計畫，並請大家注意工作計畫及預定的晚間會議有

修正之處。 

馬達加斯加要求審議關於馬達加斯加烏木、黃檀及紅木的議程項次 29.3 按

照目前的計畫，由第二委員會在 2022 年 11 月 17 日之後提交。加彭要求議程項

次 21 及 22 在關於大象（象科屬）的議程項次 66 之後，特別是在議程之後審議

項次 66.3 及 66.7，因為他們與第 18 屆締約方大會決議事項 10.10 提出的修正案

最相關。美國要求議程項次 87.1（關於第 17 屆締約方大會決議事項 9.24 的擬議

修正案）及議程項次 44（關於材料識別）從第二委員會移到第一委員會。工作計

畫經修訂後通過。 

4. 議事規則 

(1) 常務委員會報告 

常務委員會主席大致報告本次會議預計修正議事規則，過程中常務委員會一

致同意修正規則 7.2a 及規則 25.5，但對於修正規則 25.6 的提議未達成共識。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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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方大會通過規則 7.2 及規則 25.5 的修正草案如下： 

第 7 條 全體會議、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2. 締約方大會應設立下列會期委員會： 

a） 全權證書委員會由不超過 6 名締約方代表組成，每位代表不同區域向會

議報告； 

第 25 條 決定附錄 I 及 II 修正案的程序 

任何代表均可對附錄 I 或 II 的修正案提出修正縮小其範圍或使其更精確，並

可在議題尚未發布前，討論及考慮修正提議；如無法達成共識，則提出修正案進

行投票；如提議的修正案被接受，修正後的提議將取代附錄 I 或 II 修正的原提

案。  

另同意將規則 25.6 的提議修正案審查程序延至會議的後期階段，在第 19 屆

締約方大會會議期間，將繼續適用規則 25.6 的條文。 

第 26 條提議修正案 

辛巴威報告關於第 4.2 號文件（Doc.4.2）提議修正第 26 條（投票權），在決

定修正提案之附錄 I 及 II 之相關決議及註釋時，締約方大會將根據所討論物種的

種群規模向每個締約方分配一定數量的選票。辛巴威提議之修正案考慮到一些締

約方在保護瀕危物種方面發揮的關鍵作用，以及擁有大量此類物種的締約方所面

臨的負擔。主席表示由於修正案未達成共識，故不建議進一步討論。 

南非提出一個程序問題，指出議程項次 4.1 及 4.2 提出類似的問題，但似乎

得到不同的解決方式，主席認為之前未在常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過第 4.2 號文件，

表示允許進一步討論本提案，但尼日及塞內加爾反對重新展開辯論，故主席建議

對第 4.2 號文件進行非正式討論，並於會議後期再做決議。 

5. 全權證書委員會 

秘書處報告下列人員已被提名為全權證書委員會成員，包含 Ms. Priya Bhanu

（美國）、Ms. Vanessa Etika（東加）及 Ms. Charlotta van Troil（芬蘭），並由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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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at Mesbah（摩洛哥）擔任主席，而亞洲、中南美洲及加勒比地區尚未提名，

秘書處要求這些地區在區域會議之後進行提名，以利全權證書委員會的運作。 

6. 觀察員申請程序 

依據程序提出申請的觀察員名單經秘書處更新並批准參加會議。 

（三） 策略事項 

1. 委員會報告與建議 

該議程項目延至 2022 年 11 月 24 日的下一次全體會議進行。 

2. 聯合國世界野生動物日 

該議程項目延至 2022 年 11 月 24 日的下一次全體會議進行。 

 

二、 11 月 24 日 

（一） 常務委員會報告 

依據第 17.192 號決定，針對動物委員會第 31 次會議中關於寶石珊瑚的建議

事項，由常務委員會提供相關資訊及建議（第 9.1.1 號文件附件 6）提交至第 19

屆締約方大會審議。 

第 9.1.1 號文件附件 6 有關動物委員會針對寶石珊瑚所提的建議事項包含：

（1）請締約方強化國內寶石珊瑚的資源管理及保育措施；（2） 提醒有出口 CITES

名錄之黑珊瑚的締約方應執行該物種的無危害評估，並將調查報告提供給秘書處，

公開發布於 CITES 網站。（3） 寶石珊瑚目前所面臨的挑戰，其產製品貿易因缺

乏商品標準分類之建立，故目前與其他類合併；（4） 應瞭解訂定國際商品統一

分類制度（Harmonized System, HS）過程相當繁瑣；（5） 建議常務委員會在審查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報告時提供建議；（6） 建議秘書室跟進 FAO 的做法，

向動物委員會及常務委員會報告 CITES 名錄之黑珊瑚非法貿易案件。 

動物委員會注意到國家管轄範圍以外海域生物多樣性（BBNJ）新條約第

17.181 號決定，可能與 CITES 名錄的珊瑚物種及 CITES 海上引進證書有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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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眾多潛在因素皆會影響野生珊瑚族群，包含氣候變遷及海洋酸化等，也可能

影響寶石珊瑚，故應多加考慮這些因素對海洋環境造成的影響，並瞭解珊瑚物種

的多樣性。 

（二） 常務委員會新任代表 

由加拿大、比利時、科威特、秘魯、納米比亞及紐西蘭分別作為該地區的常

務委員會代表。 

 

（三） 動物委員會新任代表 

經確認後之新任動物委員會代表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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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植物委員會新任代表 

經確認後之新任植物委員會代表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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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政事務、策略與執行相關議題結果確認：  

大會主席請第一及第二會場次委員會主席逐項報告 11 月 14 日至 23 日各項

事務的討論結果，並向所有締約方確認，以完成確認程序並做成決議。重要議題

及大會決議請參見肆、重要行政與執行議題。 

 

三、 11 月 25 日 

（一） 附錄物種修正結果確認 

辛巴威表示希望重新討論提案第 4 案（Prop. 4）有關皮革製品貿易註釋 2e） 

部分，無論商業或非商業目的，建議允許開放國家包含波札那、南非及納米比亞，

將有助於非洲南部國家的統一實施。中非共和國、剛果、加彭、以色列、賴比瑞

亞、馬利、尼日、奈及利亞、巴拿馬及塞內加爾反對修正本提案，質疑自然死亡

的動物個體能否提供皮革貿易足夠的生皮量，並擔心進一步開放皮革貿易，將導

致為獲取高品質生皮而獵殺較年輕的大象。波札那、中國、剛果民主共和國、納

米比亞及南非則支持修正本提案。辛巴威要求對修正後的提案進行表決，最終以

53 票贊成、48 票反對及 32 票棄權遭到否決。 

主席不同意重新討論提案第 5 案及第 13 案（Prop. 5、13）的修正提案，因該

兩案皆已經過表決。另經第一委員會協商確認下列提案通過：提案第 6 案、第 7

案、第 8 案（修訂版 1）、第 10 案、第 15 案、第 16 案（修訂版 1）、第 19 案、

第 20 案、第 22 案（修訂版 1）、第 24 案、第 25 案（修訂版 1）、第 26 案、第

27 案、第 28 案（修訂版 1）、第 29 案、第 30 案、第 31 案、第 32 案、第 33 案、

第 34 案、第 35 案、第 36 案、第 37 案（修訂版 1）、第 38 案、第 39 案、第 43

案、第 45 案、第 50 案及第 51 案。 

提案第 46 案經表決以 95 票贊成、12 票反對及 17 票棄權，獲得通過。加彭

在剛果的支持下提議重新討論，刪除喀麥隆緬茄（Afzelia bipindensis）； 剛果民

主共和國及其他締約方則反對該提議，經表決以 30 票贊成、71 票反對及 38 票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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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修正提案遭到否決，原提案獲得通過。 

提案第 9 案（修正版 1）經修正補充備註「推遲 12 個月列入附錄 I」，修正

案採共識決方式獲得通過。提案第 11 案及第 12 案皆修正補充備註「為商業目的

進行貿易的野生標本年度出口配額為零」，修正案採共識決方式獲得通過。提案

第 14 案、第 23 案及第 10 案提案經投票後獲得通過。有關提案第 40 案第 11 節，

根據動物委員會命名專家的建議將琵琶鱝科（Rhinobatidae）採用標準命名的提議，

最終獲得通過。主席報告提案第 17、18 案併同審議，最終獲得通過；另提案第

21 案已被撤回。 

提案第 37 案經修正補充備註「推遲 12 個月列入附錄 II」，修正案採共識決

方式獲得通過。日本要求將以下列聲明列入會議紀錄：「我國認為將大青鯊（blue 

shark）外觀相似的物種全部列入附錄 II，是不合理且不科學的。每年全球 60 多

個國家仍可以持續捕撈約 100,000 噸的大青鯊，意即大青鯊並未遭受威脅或成為

瀕危物種，而是可永續利用的漁業資源。大青鯊是極為重要的商業性漁業物種，

許多國家的經濟及地方生計皆依賴此種物種維生，因此我國認為提案第 37 案通

過後，將可能對社會經濟造成危害，例如產生食品安全威脅及影響永續漁業發展。」 

原提案第 41 案在第一委員會投票後遭到否決，巴西要求重新討論，經在場

締約方以 83 票贊成、21 票反對及 31 票棄權通過重新討論。巴西將提案進行修

正，將斑馬下鉤鯰（Hypancistrus zebra）列入附錄 II，且該物種如為商業目的交易，

其野生標本出口配額為零。阿根廷、智利、剛果、瓜地馬拉、印度、印尼、以色

列、馬來西亞、馬利、墨西哥、秘魯、塞內加爾、蘇利南及烏拉圭支持本修正提

案，本修正提案採共識決方式獲得通過。 

第一委員會主席報告提案第 42 案（修訂版 1）、第 44 案、第 48 案經修正及

表決後通過。提案第 42 案（修訂版 1）通過將梅花參屬（Thelenota spp.）列入附

錄 II 並推遲 18 個月生效。提案第 44 案通過將風鈴木屬（Handroanthus spp.）、薔

薇屬（Roseodendro spp.）及鐘花樹屬（Tabebuia spp.）屬列入附錄 II 並推遲 2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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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生效。提案第 48 案將雙翅豆屬（Dipteryx spp.）列入附錄 II，經補充備註「原

木、鋸材、單板、膠合板及加工木材」並推遲 24 個月生效後，獲得通過。 

原提案第 47 案在第一委員會被否決，經修改提案內容後再次進行表決，以

30 票贊成、55 票反對及 9 票棄權再次被否決。提案第 49 案及第 52 案經討論修

正後，以共識決方式通過，其中第 49 案巴西紅木（Paubrasilia echinata）將保留在

附錄 II 中並更新備註。 

（二） 下屆會議舉辦地點與時間 

秘書處表示下次締約方大會將於 2025 年舉行，但目前尚未有締約方向秘書

處提出主辦申請。 

（三） 閉幕 

烏克蘭表示俄羅斯無故的侵犯烏克蘭，造成數千種野生動植物的棲息地遭受

破壞，使烏克蘭在執行公約上受到負面影響。烏克蘭表示有興趣主辦接下來的

CITES 會議，而歐盟及其成員國、美國、英國和紐西蘭皆表示支持。俄羅斯反對

將環境保護議題政治化，堅決駁斥烏克蘭發言並認為已違反國際法，俄羅斯也重

申承諾將落實執行 CITES 決議事項。 

NGO（觀察員）及政府組織（締約方）的代表皆發言，對地主國、委員會主

席、秘書處、口譯員、筆譯員、報告員、工作人員及所有與會人員表示感謝，使

會議得以圓滿成功。巴拿馬外交部長表示對本國與各國合作舉辦會議感到自豪，

並強調本次會議期間決議事項對生物多樣性具有相當之重要性。 

全球環境基金（GEF）首席執行官兼主席 Mr. Carlos Manuel Rodríguez 強調全

球環境基金對執行公約策略的重要性，並呼籲締約方應互相合作以獲得資金。秘

書長感謝所有代表及與會者的貢獻，並再次感謝主辦國舉辦了一次出色的會議，

為使野生動植物受到保護並確保國際貿易的永續性、合法性及可追溯性，CITES

會議的結果十分重要。最後，由巴拿馬環境部部長 Mr. Milciades Concepción 宣布

第 19 屆締約方大會順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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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重要行政與執行議題 

（一） 財務報告 

秘書處報告 2020 至 2022 年的財務報告，說明由於受到 COVID-19 的影響，

2020 年的信託基金減少，並提醒由於各方延遲支付年度會費導致目前有 220 萬

美元的不足金額，同時報告了 2023 至 2025 年的預算和工作計畫。 

（二） 公約語言策略 

為了提高公約的知名度、可及性和認知，秘書處介紹了公約語言策略的 4 種

方案，分別對預算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委員會決定成立工作小組討論，由喬治

亞和科威特共同主持。最後大會接受了工作小組所提的決定草案，指示秘書處利

用現有的非正式／正式翻譯，將所有決議、決定及 CITES 網站翻譯成阿拉伯文、

中文和俄文；並於第 77 屆常務委員會議（SC77）思考公約未來語言策略的執行

方法，以利在締約方大會時提供全部六種語言的口譯，特別是 CoP20 的口譯。 

（三） CITES 策略願景 

常務委員會主席 Carolina Caceres 報告了 CITES 策略願景指標草案，其中包

含 CITES 策略願景 2021-2030 與永續發展目標（SDGs）對接的比較分析，及與

2020 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願景的串連。大會指示締約方的管理機構

與其國家的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窗口進行溝通，以確保 CITES 的目標反映在

其國內依 GBF 努力的成果中，並要求秘書處進行比較分析，說明 CITES 策略願

景 2021-2030 與 SDGs、GBF 的連結，並將此分析交給常務委員會，以利委員會能

就 CITES 策略願景的指標提出新增或修訂建議。 

（四） 世界野生動物貿易報告 

南非說明了第一版的世界野生動物貿易報告，期待能協助締約方善用自己的

野生動物貿易數據，部分國家質疑可能造成額外的負擔。大會指示秘書處向有參

與的締約方發出通知，請他們提供回饋意見及定期編製報告的潛在用途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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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秘書處彙整回覆意見後與動物委員會及植物委員會協商，並於 CoP20 提出建

議。 

（五） 與組織和多邊環境協定的合作 

包含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

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保護野生動物遷徙物種公約（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s, CMS）、及國際打擊野生動物犯罪聯合會（ICCWC）間的

合作。大會並指示秘書處規劃夥伴關係策略，以具體指認有助於公約執行的優先

合作，並將加強與 GBF 在各相關層面的合作、協作、協同工作。 

（六） 性別相關的行動方案 

大會指示秘書處藉由現有關於性別的知識及經驗，以及性別與野生動植物的

合法或非法國際貿易相關事項間的交互作用關係，以制訂性別行動方案草案。大

會也呼籲各締約方支持編制「CITES 性別行動方案」，並在處理與野生動植物國

際貿易的事項時將性別納入考量。 

（七） 執法事項 

大會提醒締約方應確保應制定減緩貪污風險政策和策略，以解決與野生動物

犯罪相關的貪污問題，並要求秘書處增加金融調查技術的使用，以查明參與野生

動物犯罪的罪犯網絡，解決相關的非法資金流動問題。同時，也將透過與 ICCWC

合作，協助各締約方瞭解他們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打擊與野生動物犯罪相關的洗

錢活動，並促進將金融犯罪調查納入涉及野生動物犯罪的調查。 

（八） 年度非法貿易報告 

秘書處將持續與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合作，確保 CITES 非法貿易數據庫及其數據傳播平台按照大

會同意的要求進行維護。另依據 Conf. 11.17 （Rev. CoP18）會議決議，將盡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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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各締約方年度非法貿易報告的總體提交率，並藉由善用年度報告提交指南，來

改善各締約方所提送數據資料的品質。 

（九） CITES 附錄樹種的非法貿易專案小組 

透過與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世界海關組織（WCO）

的集箱管制計畫合作，由經驗豐富的 CITES 執法官員提供培訓，推動在 CITES 附

錄樹種非法貿易危害嚴重的地區，針對木材運輸進行實物檢查。在行動尚未開始

前，進行相關風險評估，以建立針對此一非法貿易的國家風險指標。 

（十） 野生動物非法貿易 

為了強化打擊網路野生動物犯罪，大會指示秘書處委託研究，盤點網路或線

上平台最常見的 CITES 非法貿易物種、各國法令、及各締約方解決網路野生動物

犯罪的相關執行方案，並依據研究結果，提供相關建議送常務委員會討論。 

另外，針對國內市場的經常性非法貿易，秘書處將評估對 CITES 附錄 I 標本

的持有提出相關建議，包含自附錄 II 調整至附錄 I 及為附錄 II 但無輸出配額的

物種；同時評估相關決議是否足以解決此類標本的非法國際貿易問題。 

（十一） CITES 許可證目的代碼 

現行使用的 12 項交易目的代碼，僅有 H（狩獵戰利品）有明確定義，前於

常務委員會第 74 屆會議時，工作小組完成了 5 項代碼（Z、M、E、N 和 L）的定

義提案，並將於後續持續討論 P 和 T 的定義。本項提案修正 Conf. 12.3 內容如下： 

1. 目的代碼的決定方式增加：「針對非商業方面不明顯占主導地位的交易，除

非其他替代代碼可更精準反映交易原因，否則應使用交易目的代碼 T」。 

2. 目的代碼 Z（動物園），應用於當標本自動物園或水族館轉移至另一動物園

或水族館，或動物園為公開展示、照養、繁殖、公眾教育、科學研究、救援、

復健或保育所做的交易。 

3. 目的代碼（M），應用於為了醫療或獸醫測試、診斷、治療或研究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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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生物醫學研究。 

4. 目的代碼（E），應用於交易目的是用於教育和培訓計劃或在具有主要教育

職權範圍的機構中展示。 

5. 目的代碼（N），應用於交易目的是在一個物種的自然和歷史範圍內再補充

或再引入，以及為保育需求，須在物種的自然和歷史範圍外執行拓殖和生

態替代的引入。 

6. 目的代碼（L），應用於交易目的是為了執法、司法或鑑識目的，在政府機

關之間或協助政府機關轉移標本。 

大會接受此一提案，並建議各締約方確保，倘處置涉及沒入標本的出口或

再出口，許可證應包含最能說明交易目的的目的代碼。同時也指示秘書處

重新籌組一個休會期間的工作小組，以檢視各締約方交易目的的使用情形，

並透過電子媒體，針對尚未經大會接受的目的代碼進行溝通，以給予明確

定義。 

（十二） 活體標本運輸：完善運輸法規的執行 

由美國代表共同提案國介紹第 52 號文件，旨在通過下列方式改善國際貿易

中活體動植物的運輸：制定運輸指南、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活體動物規定

及易腐貨物規定，並開放給締約方可免費取得；透過工作坊或直播的方式分享動

植物運輸的最佳方式；修正關於活體標本運輸的第 10.21 號會議決議（CoP16 修

訂版），鼓勵但不要求締約方使用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中的運輸規定，以

建立一個安全的 IATA 現有規定共享網絡。 

科特迪瓦（象牙海岸共和國）、肯亞及塞內加爾、玻利維亞、以色列及茅利

塔尼亞支持本提案；辛巴威則支持秘書處關於工作坊及線上培訓的修正建議。 

蒲隆地、中國及英國支持第 52 號文件附件 1 決定草案；歐盟及其成員國、

玻利維亞、喬治亞、以色列、肯亞及辛巴威，支持經秘書處修正的決定草案；歐

盟及其成員國得到玻利維亞、喬治亞、以色列、歐洲動物園及水族館協會（E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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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提議在附件 1 決定草案 19.BB 段中「締約方可免費取得」加入「進出口

商及運輸業者」亦可免費取得運輸指南、IATA 活體動物規定及易腐貨物規定。 

歐盟及其成員國支持第 10.21 號會議決議（CoP16 修訂版）修正案；中國則

不支持，認為這些規定已超出公約的授權範圍。英國得到肯亞的支持，提議新的

第 6 段中「轉運（transit）」應改為「運輸（transport）」。辛巴威、歐洲動物園

及水族館協會（EAZA）代表其他 4 個觀察員、歐洲動物組織（Eurogroup for Animals）

代表其他 20 個觀察員表示，支持第 52 號文件附件 1 決定草案，以及歐盟及其成

員國提議對 19.BB 段的修正案。 

第 52 號文件附件 1 決定草案，經歐盟及其成員國提議修正後通過；英國提

出的第 10.21 號會議決議（CoP16 修訂版）修正案，經英國提議在第 6 段的修正

後通過。 

（十三） 無危害評估（Non-detriment findings, NDFs） 

43.1 動植物委員會的報告 

由動物委員會主席報告第 43.1 號文件，有關於休會期間更新現有無危害評

估指南及成立技術諮詢小組（Technical Advisory Group, TAG），並提出附件 1 的

決定草案。加拿大、喀麥隆、剛果、歐盟、幾內亞、馬利、墨西哥、英國及國際

野生動植物貿易監測網絡（TRAFFIC）皆表達對該決定草案的支持。加拿大另提

出該草案的修正案，包含外部資金運用協商程序、支持技術諮詢小組決議事項持

續開發更新無害危害評估技術等，並獲得中國、歐盟、以色列、墨西哥及英國的

附議。 

太平洋區域環境規劃組織（SPREP）秘書處呼籲將傳統知識融入無害危害評

估技術的開發， TRAFFIC 特別強調締約方無害危害評估對保育的重要性，國際

野生生物保護學會（WCS）強調提供電子軟體將能協助鯊魚及魟鰩類物種進行無

危害評估。經討論後本案決定草案獲得通過，並同意刪除第 18.132 至 18.134 號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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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在公海進行附錄 II 物種的無危害評估 

英國報告第 43.2 號文件並表示接受秘書處提出的修正案，剛果、馬利及秘魯

對本案表示支持；歐盟認為在公海執行相關物種的無危害評估是一項具有挑戰性

的工作；紐西蘭及美國則質疑為何需單獨召開技術研討會來討論在公海進行附錄

II 物種的無危害評估方式；日本表示進行物種的無危害評估是 CITES 的責任，附

錄中有許多鯊魚及魟鰩類，這些種類的利用已受到區域漁業管理組織（RFMO）

及沿海國家的管制，但難以要求他們及時提供無危害評估相關的科學資訊。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同時代表 TRAFFIC 及倫敦動物學會（ZSL）表

達，強調各締約方間的合作與協調是最重要的；國際人道協會（HIS）及海洋財

富基金會（Opes Oceani Foundation）表示不反對本文件的修正案，但認為鯊魚的

無危害評估缺乏國際專家學者的意見；太平洋區域環境規劃組織（SPREP）及物

種生存網絡（SSN）則表示支持本文件的修正案，並同意召開技術研討會；野生

動物、貿易及保育整合組織（IWMC-World Conservation Trust）也代表其他觀察員，

強調與區域漁業管理組織（RFMO）共同合作的重要性；經討論後本案決定草案

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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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物種議題討論及分析 

一、 哺乳類 

(一) 大象（Doc.66） 

依據 Conf. 10.10 （Rev. CoP18）會議決議，秘書處應於常務委員會的每次例

行會議時報告大象標本貿易管制任何明顯的問題，並協助常務委員會於大會時報

告。為此，常務委員會要求秘書處提供一份報告，彙整常務委員會針對此案所做

成之行動及決策。為使管理一致，本報告也涵蓋了與國內象牙市場、長毛象牙貿

易、亞洲象貿易及庫存象牙等決議相關的修正建議。 

報告建議秘書處應運用現有資訊及研究，彙整長牙象牙貿易對象牙非法盜獵

及大象盜獵所造成的影響，並向常務委員會報告其調查結果。大會通過本報告，

並指示秘書處與亞洲象分布國合作，建立亞洲象活體的登註記及追蹤系統，提供

常務委員會在 SC78 討論並於 CoP20 報告。 

(二) 亞洲大型貓科（Doc.68） 

大會指示締約方向秘書處通報在其領土內開展的基因鑑識研究計畫，並將重

點放在發展可解決亞洲大型貓科動物標本非法貿易的技術，並將成果公開供締約

方使用。同時，大會也建議消費國透過與社群行銷、溝通的專家合作，推動改變

消費者行為的倡議，以減少利用老虎或其它亞洲大貓物種的行為；並建立有力的

監測評估機制，以評估行動的成效。 

(三) 穿山甲（Doc.70.1 & 70.2） 

大會敦促各締約方，尤其是穿山甲分布國、過境國及消費國，透過使用各種

工具，如反洗錢方法、鑑識分析技術、科學執法，並與網路平台及運輸公司合作，

優先加強重點邊境地區的執法工作，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建立、改善或執行區域執

法網絡，以確保嚴格執行管控，解決穿山甲標本的非法貿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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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犀牛（Doc.75） 

大會指示波札那及南非共和國檢視犀牛的非法獵捕及犀牛標本的非法貿易

對犀牛影響的趨勢，並要求中國（含香港特別行政區）、莫三比克、南非及越南

共同合作，以進一步加強資訊及情報流通。同時也鼓勵馬來西亞、卡達及阿拉伯

大公國擴大與已知會經過其國境之非法貿易國家合作，檢視他們的風險管理措施。

另請常務委員會依秘書處的報告於 CoP20 提供建議。 

 

二、 鳥類 

鳴禽（Doc.74） 

大會指示秘書處在 CoP19 結束後的 12 個月內針對國際鳴禽貿易的規模及範

圍，委託進行初步研究；動物委員會依據秘書處的建議審查研究結果後，經常務

委員會評估後於 CoP20 提出建議。 

 

三、 兩棲及爬蟲類 

(一) 兩生類的保育 （Doc.60 ＆ Prop.34-36） 

兩生類為陸生脊椎動物中遭受威脅最嚴重之類群，依據 IUCN 之評估目前全

球六千多種兩生類中有近 40%受脅，超過鳥類與哺乳類的受脅狀況，且被評估為

極危、瀕危或易危的物種數量在近年仍然持續增加。儘棲地破壞與疾病為其主要

威脅，但人類的採集與利用不可忽視。上屆大會兩生類之保育即為議案之一，經

討論後大會指示秘書處舉辦兩棲動物的跨學科研討會，探討兩棲動物的國際貿易

以評估當前的貿易程度是否能與這些物種的野外保育相容並存等數個議題 

（Decisions 18.194-18.196）。然而因為疫情導致旅行受限以及外部經費限制之故，

本次秘書處提出 CoP19 Doc. 60 附件中的決定草案，其主要內容為將上屆之決定

延展到本次會議之後，次要為少部分文字的修飾，以及簡列工作項目與其對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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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資源。此決定草案受到阿根廷、布隆迪與哥斯大黎加等所有發言國家的支持，

因此決定草案通過成為決議。在兩生類持續受脅的情況下，其保育將會是未來

CITES 會議中重要議題之一，本屆 3 個兩生類列入附錄 II 之提案皆共識通過即顯

示其重要性，在日後跨學科討論會舉行後，相信兩生類貿易與保育之議題將持續

在未來幾屆大會中被討論。 

(二) 陸龜與淡水龜 （Testudines spp.） （side event and proposal 22-33） 

龜鱉類物種與靈長類同為最受威脅的脊椎動物類群，在 IUCN 目前已評估之

物種中，63%列於極危、瀕危或易危，2018 年 IUCN 陸龜與淡水龜專家群回顧已

評估物種與未評估物種後更表示超過半數之龜鱉類物種 （55% of 357 species） 面

臨滅絕之威脅。由於龜鱉類較長的壽命與繁殖週期，族群結構一旦受到破壞將造

成相當長遠且持續性的影響，保育措施實施後亦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看到效果，

其保育需求刻不容緩。儘管目前已有許多龜鱉類物種列入 CITES 附錄中，第十八

次締約方大會中亦升級了 5 個物種之貿易管理，但是龐大的食用、藥用與寵物需

求使得市場持續利用未列入附錄以及管理不善之物種，單一物種提案與評估之速

度明顯慢於快速的市場轉換，故本次龜鱉類提案提升至 12 案，皆為升級或新納

入附錄之提案，多數為複數種與屬級提案，欲同時納入多個物種以更完整保護龜

鱉類的野生族群。多年來亞洲龜鱉市場已經導致多數亞洲物種野外族群急遽下降，

然而市場需求並未趨緩，近年進而轉向新大陸物種，因此本次淡水龜鱉物種之多

數提案為南北美洲之物種，僅少數提案為亞洲物種。由於本次龜鱉物種提案眾多，

大會第一天即有提倡這些附錄修改案的小型討論會，詳細介紹了龜鱉類目前的保

育困境、依然興盛的市場需求，以及自亞洲轉向新大陸物種之情形，讓會與國家、

學者與保育團體更了解提案的基礎論點。大會在中後期開始正式討論淡水龜鱉類

之提案，結果每一案幾乎皆為共識支持，所有提案物種皆被納入附錄中。整體而

言，因為龜鱉類物種仍然面臨嚴峻之威脅，相關貿易管理持續升級中，在日後亦

會是 CITES 重要的議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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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球蟒 （side event） 

球蟒 （Python regius） 為 CITES 附錄二物種，同時也為非洲交易量最高的

CITES 物種，其遭受之威脅主要有食用、皮革、傳統藥用以及驚人的寵物市場需

求，其中食用與藥用市場較過往之瞭解還要龐大。儘管其已名列附錄二，理論上

貿易遭受嚴格管制，但近年多篇研究顯示野外盜獵情況仍十分嚴重，跨國間的非

法貿易量也非常驚人，西非國家之情況尤為猖獗，盜獵、放牧與飼養相互結合之

球蟒非法利用產業鏈已有相當的規模，已經造成基因滲漏問題以及動物福利問題，

推測這樣的利用情形將導致野外族群大量下降。然而目前此物種之野外族群趨勢

以及基礎生活史資料仍然十分缺乏，在地人民對其非法使用之經濟依賴性也尚未

全面了解，會議報告者們建議基礎研究可針對野外族群趨勢、在地人民經濟依賴

情況以及替代經濟方式三方面著手，管理面可先盤點和完善各國家內的相關法律，

接著西非區域間需要有國家區域聯盟以保護此物種，最後期望將此球蟒保育議題

提到 CITES 議案層面。會議中學術界對其族群受脅狀況算是有一致的共識，西

非、德國與英國學者的學術報告顯示相通的趨勢，IUCN 兩爬代表明確表示此物

種野外情況並不樂觀，應該要在近期向 CITES 提出議案。然而 EU 的會與人與部

分現場專家並不完全支持此論點，反方說明在寵物市場中野外個體的一般色型使

其無太高的商業價值，寵物市場並非是造成野外族群受脅的主因。總結而言，在

族群狀況被更加詳細調查之後，此物種很可能在未來有後續的貿易管理調整討論。  

(四) 玻璃蛙 （side event and proposal 34） 

玻璃蛙科（Centrolenidae spp.）物種目前超過 150 種，許多隱蔽種在近年持續

被發現，第 18 屆締約方大會中曾將 4 屬物種納入附錄 II 之提案，然而遭到否決。

本次南美多國與美國提出更多數據支持，提案將整個科的物種皆納入附錄 II。 

依據 IUCN 之評估，此科物種有 10 物種列為極危，28 種瀕危，21 種易危，

11 種近危，28 種數據缺乏，剩餘物種尚未評估。在已評估物種中超過五成皆有

受脅疑慮，受脅主因為棲地破壞和寵物市場之獵捕壓力，部分物種因為特殊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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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型態和稀少的數量，在寵物市場上極具價值（售價可超過 950 歐元）。儘管原

產國於國內已保護許多受脅物種，但非法採集與交易仍持續不斷，南美多國與美

國的數據顯示 2016 年後貿易量呈現指數性暴增，光是輸入美國之個體數已從十

來隻個體到 2021 年超過五千隻個體的輸入量。由於此科種間辨識極度困難，甚

至連不同屬之物種也難以辨認，盜獵者會採取整體性之採集而非針對特定物種，

海關執法亦難以辨認查緝個體之瀕危等級，因此所有物種皆面臨非法採集之威脅，

提案國們因此認為符合附錄二之評估準則 （RC 9.24（Rev. CoP17）），故提出將此

科所有物種皆列入附錄二名錄中。此次會場中提案國同時也舉辦提倡此附錄修改

案的小型討論會，提供詳細的科學數據與市場調查，說明其野外族群的受脅情況、

物種辨識之困難度、指數性之輸出與查緝量，以及歐洲與北美市場之大量需求，

此外還提供提案多國們政界與查緝面的實務支持。討論會問答時段中提問各方皆

為支持提案的友善發言，儘管歐洲產業界相關代表在場，亦未提出反對意見。最

後大會提案共識通過，此科物種被列入附錄 II，將有較完善的跨國貿易管理。 

 

四、 水生動物 

（一） 鯊魚及魟鰩類 

1. 列入標準（Doc. 87.2） 

塞內加爾說明第 17 屆締約方大會已要求重新討論鯊魚及魟鰩等脆弱物種列

入附錄的標準，並決議於本屆大會進一步審議，但包含塞國在內約有 40 個締約

方意見仍有紛歧，需進一步釐清。塞國強調鯊魚與陸域生物一樣脆弱，為世界上

最受威脅的海洋魚類，也是地球上第二大受威脅的脊椎動物群，同時必須一併考

慮鯊魚以外的其他海洋物種，建議在其他工作小組能繼續討論這個議題。塞國希

望召開區域性技術研討會，審查高度脆弱及商業利用的海洋物種之間的差異，並

研議將第 17 屆第 9.24 號決議修正案提交動物委員會及常務委員會，並於第 20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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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方大會提案表決，鼓勵締約方、政府組織、NGO 及其他捐助方式執行該決議

及提供資金。 

本案因各方觀點不同，日本、中國、美國、加拿大等國不支持，歐盟、孟加

拉、斯里蘭卡、IUCN、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等支持，主席決議將成立工作

小組，成員由 35 個締約方及 23 個觀察員組成，並由英國擔任小組主席，研議塞

內加爾建議的決定草案以尋求共識。經過工作小組討論後，本案於 11 月 23 日經

委員會通過。 

2. 保護與管理（Doc. 65） 

動物委員會主席代表說明第 65 號文件，有關鯊魚及魟鰩的保護與管理於

2021 年 6 月召開線上工作會議，決議事項係由動物委員會及常務委員會共同決

議，決議內容為：（1） 動物委員會須定期提供相關數據及訊息；（2） 動物委

員會在必要時提出針對特定物種的建議，提出改善鯊魚保育的作為，並建立鯊魚

及魟鰩名錄；（3） 常務委員會應監督指導鯊魚名錄的建立；（4） 動物委員會

及常務委員會須在締約大會報告有關鯊魚及魟鰩的進展。 

本議題根據決議事項，由常務委員會、動物委員會與秘書處聯合報告執行情

況，包括調查 CITES 所列鯊魚產製品的貿易量、與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 合

作的進度、調查鯊魚合法貿易結果、研擬鯊魚資源及其產製品管理指南，並請大

會通過本議題附件 4 中的決定草案。 

墨西哥及祕魯支持經秘書室修正後的決定草案；加彭表示支持決定草案，但

不支持秘書室的修正建議；斯里蘭卡表示支持本提案，敦促各國應加強對鯊魚及

魟鰩的監測與管理，並支持本屆大會將增加鯊魚種類列入附錄 II 的提案；巴拿馬

認為鯊魚及魟鰩是維持生態平衡及沿岸漁民生計的重要物種，因此贊成持續與

FAO 密切合作，祕魯也提出相同看法，建議與區域性組織合作保護海洋的生態功

能，並建議制定相關區域行動計畫，落實公約附錄物種的永續利用。塞內加爾表

示支持本提案並再次強調鯊魚是第二大受威脅脊椎動物群，建議召開法律層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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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並尋求資金援助。剛果民主共和國表示支持本提案，並說明國內已劃設海

洋保護區以確保鯊魚及魟鰩的永續利用與生存。美國、英國、墨西哥、加彭、孟

加拉、坦尚尼亞及索馬利亞等亦表示支持本提案。歐盟及日本表示支持通過決定

草案，但部分內容仍需考慮修改。 

太平洋區域環境規劃組織（SPREP）支持本提案，並說明鯊魚及魟鰩的保育

與管理須有相關配套建設及外部資金支援。拯救海洋基金會（Sea Save Foundation）

支持本提案，並呼籲針對鯊魚及魟鰩的合法及非法國際貿易進行研究，確實掌握

物種捕獲貿易量資訊。野生動物、貿易及保育整合組織（IWMC）則提出在實際

執行面上，小島國家及小型漁業如何應對等疑問。 

主席決議本提案已獲得多數支持，但應再確認文件中的各段落及草案內容，

再正式提交第 65 號文件，因此邀集 44 個締約方及 27 個觀察員組成工作小組，

審查文件及草案內容。經過工作小組討論後，本案於 11 月 23 日經委員會通過。 

（二） 鰻魚（Anguilla spp.）（Doc. 61） 

動物委員會主席同時也是常務委員會代表報告第 61 號文件，提及第 18.197

至 18.202 號決定，並總結報告第 31 次動物委員會會議及第 74 次常務委員會會議

中，關於鰻魚的第 18.200 及 18.201 號決定的結果。 

英國代表團在 IUCN 的支持下，並同時代表 TRAFFIC、世界自然基金會（WWF）

及倫敦動物學會（ZSL）發言，因鰻魚資源有持續利用的需求，建議針對鰻魚制

定相關決定；並參照第 75 次常務委員會會議上關於鰻魚的討論結果，對第 61 號

文件附件 1 中的決定草案提出多項修正建議。IUCN 也要求締約方關注國際海洋

勘探理事會（ICES）提出的建議，2023 年在整個歐洲鰻（Anguilla Anguilla）的分

布範圍內達成活體零捕撈量。 

美國同意秘書處刪除本文件第 18.197 至 18.202 號決定，並經秘書室解釋後

接受刪除決定草案中 19.DD a） 內容的建議。最終歐盟及秘書處提議修正第 61

號文件附件 1 決定草案的文字，並得到美國的支持，秘書處將重新提出一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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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決定，提交委員會續行討論。經過工作小組討論後，本案於 11 月 22 日經委員

會通過。 

（三） 女王鳳凰螺（Strombus gigas）（Doc. 77） 

由秘書處報告第 77 號文件，關於第 18 屆締約方大會決定尚須全面實行的相

關工作，並請注意附件 1 決定的修正建議草案。巴哈馬、牙買加及美國支持秘書

處的建議，歐盟及其成員國則建議保留第 18.278 號決定 b） 段。貝里斯表示須

關注美國已將女王鳳凰螺列入美國的瀕危物種，強調應改善女王鳳凰螺的管理，

並展開更具體及進一步的保育行動。最終第 77 號文件的修正建議獲得通過，但

仍保留原決定中 19.BB 的 b） 段。 

（四） 海龜保育（Doc. 64.1 & 64.2） 

第 64.1 及 64.2 號文件分別由常務委員會及秘書處提案，常務委員會及秘書

處在第 18 次締約方大會第 18.210 至 18.217 號決議提出全球締約方海龜合法及非

法國際貿易研究，第 31 次動物委員會會議及第 74 次動物委員會會議將科學性質

研究的建議納入草案並提交給秘書處，草案涵蓋範圍廣泛，包含制定國家及地區

的科學研究方式、混獲相關協議、共享關於混獲減輕及提升存活率的訊息與知識

等，並展開研究以制定保育措施，包含請動物委員會及常務委員會加強關注海龜

非法貿易變化、請動物委員會根據所蒐集的訊息提出建議，並請締約方大會更新

第 18.217 號決議。 

美國代表巴西、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秘魯及該國介紹第 19 屆締約方大

會第 64.2 號文件關於海龜保育的提案，並以第 17 及 18 屆締約方大會決議通過

的法案為背景，提醒各締約方第 17 屆締約方大會第 17.222 號決議，呼籲對海龜

的合法及非法國際貿易進行研究，以確定是否需立即採取緩解措施等，後續將由

秘書處分析海龜族群規模及其與全球貿易的關係，提供海龜非法貿易持續存在的

證據；第 18 屆締約方大會第 18.210 至 18.217 號決議，敦促各締約方展開行動解

決海龜非法貿易問題，美國及其共同提案國支持秘書處將幾項決定納入第 19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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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方大會提議。 

薩摩亞表示支持本提案，並建議秘書處協助該國建立海龜保育的財政及技術

能力；英國表示支持，並強調國際合作是解決海洋所面臨威脅的關鍵因素，故應

與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及其他漁業管理機構密切合作；歐盟、巴西、哥倫比亞、古

巴、印度、新加坡、哥斯大黎加、祕魯、巴林等亦表示支持本提案。而塞內加爾

則表示，該國支持通過草案，但部分內容仍需考慮修改。 

主席決議，本項修正草案內容尚未有共識，因此指示建立工作小組審查文

件及草案內容，成員由 31 個締約方及 8 個觀察員組成。經過工作小組討論後，

本案於 11 月 22 日經委員會通過。 

（五） 海水觀賞魚（Doc. 80） 

動物委員會提交一份關於海洋觀賞魚的文件，並於第 18 屆締約方大會通過

第 18.296 至 18.298 號決議，內容包含召開技術研討會討論貿易相關的優先保育

行動及管理需求；邀請動物委員會、分布國、出口國及進口國代表、漁業利益相

關者、產業代表、相關跨政府間及 NGO 參加研討會；聘請適當的技術專家準備

研討會文件，並請與會者分享相關訊息及專業知識；將研討會結果及建議提交給

動物委員會，由動物委員會於第 19 屆締約方大會提出建議；但經歷 2020 年

COVID-19 大流行及 2021 年資金缺乏等，導致預定工作需延至第 19 屆締約方大

會後完成。第二部分與來自印尼的考氏鰭天竺鯛（Banggai cardinalfish，Pterapogon 

kauderni）及第 18.263 號決議有關，委員會認為考氏鰭天竺鯛雖未列入 CITES 附

錄物種，但透過印尼的保護管理及永續利用措施，在保育方面取得重大進展，並

將此訊息提交給第 18.296 號決議提及的技術研討會，以及刪除第 18.263 至 18.265

號決議。 

英國建議為確保文件內容能闡明研討會的目標及成果，應明確定義相關名詞，

增加 19.BB a） 動物委員會應經審查後通過研討會中所使用的名詞。IUCN 強調

近期將更新重新評估列入 IUCN 紅皮書的海洋觀賞性硬骨魚，顯示我們對貿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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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觀賞性硬骨魚保育狀況的了解又更進一步。  

聯合國世界保護監測中心（WCMC）為本案的技術專家，執行第 18.296 號決

議提及的研討會，WCMC 感謝締約方、貿易代表、跨政府及 NGO 等協助線上問

卷調查，該項專題研究草案已提交秘書處公布，也為其他項目的專題研究提供討

論及執行的基礎。觀賞水族貿易協會（OATA）支持英國對於名詞定義的建議，

並感謝被邀請參與 WCMC 執行的專題研究，將產業利益關係者納入考量，才能

產出全面且高品質的的真實數據，並與業界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 

主席宣布通過本提案及附件 1 的決定草案，並加入英國建議增加的內容；

另刪除關於考氏鰭天竺鯛的第 18.263 至 18.265 號決議及第 18.296 至 18.298 號決

議，因已透過其他可替代方式達成該物種的保育目的。 

（六） 海馬（Hippocampus spp.）（Doc.69.1 & 69.2） 

由常務委員會主席介紹第 69.1 號文件關於第 18.228 至 18.233 號決定的執行

情形，並由美國介紹第 69.2 號文件關於海馬列入附錄 II 後的下一步，強調關鍵

行動在於有效管理國際貿易中的乾海馬數量，並宣讀第 52 號資料文件（CoP19 Inf. 

52）將第 69.1 及 69.2 號文件決定草案合併，另刪除關於工作坊的敘述文字，修

正後的決定草案內容如下： 

19.AA 秘書處應根據外部資金來源，與締約方及物種專家合作準備一個關於

全球海馬非法貿易的報告，供常務委員會審議，報告應包含 CITES 非法貿易數據

庫的分析，並適時與區域執法網絡合作分析非法貿易路線、作案手法及查獲量，

以及依據第 18.229 號決定 c） i） 段準備的研究報告，並於常務委員會第 77 及

78 次會議報告上述執行情形。 

19.BB 締約方應落實執行 CITES 附錄 II 相關規定，掌握乾海馬來源、轉運及

消費者端的非法或非永續性國際貿易相關證據，鼓勵與主要利益相關者及物種專

家合作，針對改善 CITES 相關規定的落實執行，制定國家及地區性行動計畫，應

包含：鼓勵主要利益相關者之間，在環境、漁業及執法機構等國家及地區層級上，



35 
 

針對 CITES 相關規定的執行及國際貿易數據的蒐集等進行合作與溝通；改善沿

海地區及海馬交易點的相關監測及執法行動（例如交易市場、網路、領海邊界區

域、機場及海港）；在提交給秘書處的年度非法貿易報告中，提供全面性且準確

的資訊，以遵守國家報告第 11.17 號會議決議（CoP18 修訂版）（Resolution Conf. 

11.17（Rev. CoP18））及支持決定 19.AA a）；透過監管與限制底拖網及刺網等非

選擇性漁具，減少非法及非永續性貿易對海馬的影響，並透過發展較佳的海馬捕

撈方式及永續漁獲策略，打擊非法、未回報及無管制漁業（IUU）；並針對前述

國家及地區性行動計畫的進展，與秘書處一起向動物委員會第 33 次會議提交報

告。 

19.CC 鼓勵締約方、跨政府組織及 NGO 提供財務及技術援助，以執行第

19.BB 號決定及任何常務委員會提出的進一步建議。 

19.DD 動物委員會應與物種專家合作，針對第 18.229 號決定的 c） i） 段、

19.AA 及 19.BB 提交的報告等進行分析及審查，並適時向締約方、秘書處及利益

相關者提供建議，以確保永續及合法的海馬國際貿易；考慮向第二屆國際專家工

作坊推薦海馬作為無害調查的研究案例，並適時的向常務委員會報告第 19.DD 號

決定的執行情形。 

19.EE 常務委員會應與物種專家協商，針對第 18.229 號決定 c） i） 段、19.AA

及 19.BB 提交的報告等進行分析及審查，以及動物委員會為支持第 19.CC 號決定

製作的報告，並適時向締約方及秘書處提供建議，加強海馬國際貿易相關 CITES

規定的落實執行，以及在第 20 屆締約方大會上報告第 19.AA 至 19.EE 號決定的

執行情形。 

馬爾地夫、秘魯、斯里蘭卡和多哥作為共同提案國，加拿大、哥斯大黎加、

歐盟及其成員國、幾內亞比索、賴比瑞亞、巴拿馬、IUCN 及倫敦動物學會（ZSL），

支持這些合併後的決定草案，但加拿大提議刪除草案中「與物種專家合作」一詞。

印尼及日本支持秘書處在第 69.1 號文件中的論述；寵物保護網絡（Pet 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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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強調水產養殖作為海馬保育額外手段的重要性，並對混獲貿易表示擔

憂；秘書處表示海馬計畫（Project Seahorse）已獲得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OAA）的資助。由美國提議合併並由加拿大提議修正的決定草案獲得通過，

並通過刪除第 18.228 至 18.233 號決定。 

（七） 石珊瑚貿易（Trade in stony corals）（Doc.46） 

由歐盟及其成員國提案，針對石珊瑚貿易問題需更進一步深入分析，雖然第

11.10 號會議決議（CoP15 修訂版）已提出珊瑚岩（coral rock）的定義，但石珊瑚

目（Scleractinia）在國際上以活珊瑚、死珊瑚或珊瑚岩的形式廣泛交易，造成貿

易程序的混亂，且因珊瑚（尤其石珊瑚）的辨識機制及的指導方針較為缺乏，部

分珊瑚岩因締約方認定屬化石而不受公約約束，建議應有更清楚的解釋及定義。

依據 2016-2020 年 CITES 貿易資料庫，石珊瑚目物種約有 10 萬株以活珊瑚的形

式出口，卻有約 160 萬株以活珊瑚的形式進口，因其分類機制不清，目前無法解

釋其差異可能為珊瑚岩的貿易行為，請動物委員會依據第 11.10 號會議決議

（CoP15 修訂版）進行審查，並依據秘書處的建議辦理。 

馬爾地夫代表團表示馬爾地夫為珊瑚礁島嶼，沿海珊瑚礁帶來豐富的生態資

源，國內已經採取嚴格措施保護，但仍有非法出口案件，此外國內也定期監控珊

瑚及其產製品的進口情形，並提高海關執法量能，且致力於與各締約方、業界及

其他進出口國家的合作。提議在決定草案 19.AA a） 段加入「與珊瑚礁國家及珊

瑚礁專家協商」，請動物委員會召開石珊瑚定義審查會議時，邀請珊瑚礁國家及

珊瑚礁專家共同協商，以利訂定完善的石珊瑚識別指南並落實國際貿易監管。此

提議獲得英國、北愛爾蘭及美國的支持。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保護監測中心（UNEP-WCMC）得到歐盟及其成員國、

紐西蘭及美國的支持，提議在修訂後的決定草案 19.AAs 補充：c） 與珊瑚礁國

家及珊瑚礁專家協商，提供 CITES 貿易審查程序上珊瑚貿易分析的建議，並於第

20 屆締約方大會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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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魚國際組織（OFI）同時代表觀賞水族貿易協會（OATA）及歐洲寵物組

織（European Pet Organisation），敦促締約方採用化石珊瑚（fossil coral）的共同定

義。本提案因締約方對於化石珊瑚的定義不同，導致在國際貿易公約的適用性不

一致，並可能產生過度利用之情形，支持本提案並有意願參與相關會議，以解決

石珊瑚貿易問題。 

第 46 號文件的決定草案經秘書處、馬爾地夫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保護

監測中心（UNEP-WCMC）修訂後獲得通過。 

 

五、 其他議題 

（一） 寵物貿易 

在 70 至 80 年代，華盛頓公約下作為寵物與食用之合法陸生脊椎動物貿易數

量僅約為每年 130 萬，到最近十年內，貿易數量已遽增超過每年 2,000 萬隻個體，

其中被標記為眷養個體僅 1,370 萬，剩餘則為放養或野生個體，意即公約實施後

市場利用不減反增，其中寵物利用為此驚人貿易量的重要組成，所以被視為野生

動物威脅的主要來源之一。 

本次大會有許多提案物種為寵物市場所利用，再次反映出其不斷增加的需求

和壓力，也因此現場有關於寵物貿易的小型討論會，討論其永續性、合法性和圈

養問題。討論會的報告以龜鱉、蜥蜴與鳥類為例，說明當下寵物貿易的興盛、主

要輸入地區與國家、輸出國國內相關保護法律情況，以及非法貿易的存在事實。 

總結而言，不論合法或非法貿易，寵物市場的利用在這十年內都呈現急遽上

升之趨勢，且歐洲是這些寵物貿易的主要輸入地區。儘管許多輸出國已立法保護

其物種，歐洲仍然可以看見許多受到保護之異國物種，且其無完善法律來處置這

些非法跨國貿易的寵物賣家。 

會中建議大會與各國需要完整銜接輸出國、轉運國與目的國的管理，強化訊

息管理與繁殖中心的回溯系統，加強沒收動物之族群、遺傳和處置的現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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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增強考慮動物福利與疾病風險的查緝沒收處理。另外建議歐盟完善其立法，

加強非法貿易相關的罰則，並期望能夠建立如美國的 Law Enforcemen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LEMIS）資料系統，以記錄所有貿易物種的相關資料。 

（二） 網路販售野生動物對保育的威脅 

網路在這二十年來使得野生動物貿易更加興盛，社交媒體與電子商務平台成

為了活體動物與其產製品的主要販賣場所之一，但是網路的匿名性與可及性卻也

大大的加強了野生生物的非法貿易，目前尚無完善的對應方法，因此本次大會有

兩議案以及一小型討論會與此相關。議案 32（CoP19 Doc. 32）重新審視並修訂了

第十一屆大會第 3 號決議（Resolution Conf. 11.3（Rev. CoP18）），其中「關於網路

相關的野生生物犯罪」的描述依據議案 37 之草案而修訂。議案 37 直接與此議題

相關，秘書處所提之文件 CoP19 Doc. 37 說明了其對於第十八屆大會與網路犯罪

有關的第 81 至 85 號決定（Decisions 18.81 to 18.85）之作為與近期發展，包括如

何向國際刑警獲取相關資源、國際刑警出版的執法者指南、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

公室在多國舉辦網路野生生物犯罪調查培訓等，並且總結來自多國的相關報告，

公 布 於 CITES 網 站 上

（https://cites.org/eng/prog/imp/wildlife_crime_linked_to_the_internet）。 

另外秘書處建議將 Decision 18.83 與 18.84 的相關規定納入 Resolution Conf. 

11.3（Rev. CoP18）的遵循與執行描述中，並且刪除 Decision 18.81 與 18.85。並於

CoP19 Doc. 37 提出網路相關的野生生物犯罪的草案，以及其暫定的外部資金來

源。最後兩議案皆通過，未來各締約方對於網路相關的野生動物犯罪將會有更多

的後續動作。 

除了此兩議案以外，另外還有由 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GI-TOC）和 Alliance to Counter Crime Online（ACCO）共同主辦的小型討論

會，提出關於網路非法市場研究發現之見解，展示相關工具和方法以協調與加強

全球對網路野生動物犯罪的反應。 

https://cites.org/eng/prog/imp/wildlife_crime_linked_to_the_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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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大會持續鼓勵締約方們持續監測網路可能的犯罪，使用新的工具

與完善的立法來處理之，然後記錄與回報給秘書處以利後續的分析與研究。在大

會推動的行動下，網路販售對野生動物之影響在未來將會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對

應之方法也將更加完善。我國政府可以參考國際刑警出版的指南，以及 CITES 對

於網路相關的野生生物犯罪的相關頁面，開始盤點我國目前的網路販售情況，找

出或擬訂新的相關罰則，以利後續的管理。 

（三） 東南亞爬蟲類保育聯盟的形成 （side event） 

東南亞爬行類保育聯盟（Southeast Asian Reptile Conservation Alliance, SARCA）

為爬行動物皮製品貿易導向的合作聯盟，於 2018 年成立，旨在維持野生爬行動

物之族群，以及支持地方與國家經濟，望其能兼顧保育與產業之永續利用。其主

要目標有了解與評估奢侈品牌的爬行類供應鏈、永續且人道合法貿易之證明、展

示供應鏈中的良好營運與勞工管理、確保對生計有影響的長期貿易、建立多方合

作以促進持續且人道的產業供應鏈。此聯盟由產業與非產業利益相關者所組成，

具有包括 IUCN 蛇類專家群、瑞士 CITES 管理局、印尼環境與林業部、印尼科學

院、馬來西亞野生生物與國家公園部的代表所組成的科學機構，也具有超過 20

名會員從事奢侈品牌、皮革製作與爬行類農場等產業。 

目前 SARCA 致力於東南亞 27 種用於皮革製品的物種的產業鏈透明化與野

外族群保育，近年其與 IUCN 蛇類專家群共同出版《蛇類貿易的採集監測：野生

生物管理者指南（ Harvest Monitoring of Snakes in Trade: A Guide for Wildlife 

Managers）》，資助整合科學數據與政府管理數據的應用程式開發，以及建立產品

標籤可回溯系統，提供產業與買家了解其產品自獵人到買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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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錄物種修訂提案 

本次大會締約方共提出了 52 案附錄物種之修訂提案，其中 1 案由提案國撤

回，餘 51 案經委員會及大會討論後，其中有 35 案採共識通過、9 案經投票通過、

7 案經投票否決。由於提案物種繁多，本節就國際野生物貿易關注物種及對我國

邊境管制與國內管理措施較有關係之物種進行記錄，相關提案結果及整理請參閱

附錄二「附錄物種修訂結果彙整」。 

(一) 非洲象（Loxodonta africana）（Prop.4、5） 

有關大象利用議題，是每次會議會提出討論的議案之一，本次辛巴威提出修

改附錄二中非洲象（Loxodonta africana）的註釋，允許有限度的非商業利用，強調

非洲南部大象族群相對穩定，但多數國家考量因為會涉及重新開放象牙國際貿易

的問題，被多數會員國投票否決。另外布吉納法索等國也提議將波札那、納米比

亞、南非及辛巴威的非洲象族群自附錄 II 提升至附錄 I，經投票否決。 

(二) 墨西哥土撥鼠（Cynomys mexicanus）（Prop.6） 

墨西哥提案將墨西哥土撥鼠自附錄 I 調整至附錄 II，說明此提案是基於動物

委員會的定期評估，因該物種已不符列入附錄 I 的標準。阿根廷、貝里斯、加拿

大、哥斯大黎加、古巴、歐盟、以色列和秘魯支持本提案，同意國際貿易不會對

該物種構成威脅。最後委員會以共識通過將墨西哥土撥鼠自附錄 I 調整至附錄 II 

(三) 白腰鵲鴝（Kittacincla malabarica）（Prop.8）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提案將白腰鵲鴝納入附錄 II，強調國際間及國內的鳴禽貿

易所造成的獵捕及走私對該物種的生存造成威脅。澳洲、孟加拉、加拿大、中國、

歐盟、加彭、印度、印尼、寮國、墨西哥、尼泊爾、巴拿馬、菲律賓、塞內加爾、

塞席爾、泰國和越南支持本提案。白腰鵲鴝的分布國印尼建議延遲 18 個月生效。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表示仍然傾向維持原提案立即納入附錄 II，印尼表示他們不會

阻止達成共識。另印度發言表達反對提案中，圖 1 及圖 2 地圖上所標示的中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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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治邊界，並要求納入會議紀錄。最後委員會以共識通過將白腰鵲鴝納入附錄

II。 

(四) 黃冠鵯（Pycnonutus zeylanicus）（Prop.9） 

新加坡代表馬來西亞及美國，共同提案將黃冠鵯從附錄 I 調整至附錄 II。新

加坡表示，黃冠鵯因受到鳴禽貿易影響使得野外獵捕壓力嚴重，三年內族群量下

降了 80% ，符合列入附錄 I 的標準。貝寧、中國、歐盟及其成員國、瓜地馬拉、

科威特、寮國、奈及利亞、塞內加爾、索馬利亞、泰國、越南等國家，及國際人

道協會（Humane Society International）、物種生存網絡（SSN）、TRAFFIC 等觀察

員也都表示支持此提案。 

印尼和納米比亞表示反對，表示現行列入附錄 II 已足以管制黃冠鵯的貿易，

並認為將其列入附錄 I 為時過早。印尼也指出，該國有許多該物種供貿易用的繁

殖場。印尼在納米比亞的支持下提出了一項修正案，增加 24 個月的延後實施，

於是新加坡和共同提案國提議延後 12 個月實施，印尼表示同意，最後委員會以

共識通過將黃冠鵯自附錄 II 提升至附錄 I，並延後 12 個月生效。 

(五) 短尾信天翁（Phoebastria albatrus）（Prop. 10） 

美國提案將短尾信天翁（Phoebastria albatrus）從附錄 I 調整至附錄 II，短尾

信天翁是遷徙性海鳥，廣泛分布於北太平洋沿岸大陸區域之日本南部島鏈（含尖

閣諸島（釣魚臺列嶼））、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島、夏威夷群島、加拿大西海岸、

美國、墨西哥巴哈半島等地區。短尾信天翁於 1975 年 7 月 1 日被列入附錄 I 後，

儘管其數量相較於過去仍顯著較小，但正在穩定增加。經過 2016-2017 年的繁殖

季後，短尾信天翁的總族群規模估計有 6,000 隻，每年 8.5%的數量穩定增加。第

9.24 號決議決定「受到或可能受到貿易影響」的物種應列入附錄 I，目前短尾信

天翁的商業貿易已經很少，顯示幾無貿易需求，且無證據顯示國際貿易可能威脅

該物種。短尾信天翁已不符列入附錄 I 的標準，建議大會採納本提案由附錄 I 調

整至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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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表示有關美國提交的第 10、7、23、24、31 及 32 項提案，物種分布提到

中國的臺灣、香港、澳門及釣魚臺列嶼，強烈主張論述加註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全中

國的唯一合法代表，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任何動作製造 2 個中國政府的政治體

制，將違反國際法。美國大部分的提案都錯誤的將臺灣描述成為國家，未正確表

明臺灣省為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代表團將違反美國政府宣布的「一個中國原則」，

並將侵犯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性；其次，香港及澳門在 1997 年及 1999 年回歸中

華人民共和國，應正確的描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第三，釣魚臺列

嶼自古以來均為中國領土，且已得到許多國際文件的認可，美國使用尖閣列島一

詞並將其描述為日本的領土，將嚴重侵犯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性，並將違反國際

法。請大會秘書處將此聲明列入會議紀錄。 

日本代表團不接受中國代表團表示之意見並提出說明，釣魚臺列嶼依據歷史

及國際法均列為日本固有領土，屬於日本南部島鏈的一部分，無主權爭議問題，

且沒有在會議中討論的空間，請大會秘書處將此聲明列入會議紀錄。 

瓜地馬拉肯定短尾信天翁的保育成效，已瀕危將近 50 年的物種族群能穩定

恢復；墨西哥表示已長期監測當地短尾信天翁族群數量，認為國際貿易目前已不

會威脅該物種；柬埔寨及紐西蘭認為這是保育成功的案例；加拿大提供現況報告

並認為目前國際貿易已無威脅該物種的可能；以上國家皆支持本提案。主席表示

多數締約方贊成本提案，故通過將短尾信天翁由附錄 I 調整至附錄 II。 

(六) 寬吻凱門鱷（Caiman latirostris）（Prop.11） 

巴西提案將寬吻凱門鱷自附錄 I 調整至附錄 II，認為其已不再符合列入附錄

I 的標準，並補充若通過後，也將只允許人工飼養標本的國際貿易。巴林、古巴、

歐盟及其成員國、瓜地馬拉、秘魯、德國爬蟲學會、及 TRAFFIC（也代表 IUCN）

支持該提案。TRAFFIC 也提到，本提案沒有明確說明轉移到附錄 II 之後的管理

措施，他們願意協助巴西對管理標準進行更廣泛的評估，巴西表示將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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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 建議。最後委員會以共識通過將寬吻凱門鱷自附錄 I 調整至附錄 II，並

附註商業目的交易的野生標本零出口配額。 

(七) 河口鱷（Crocodylus porosus）（Prop.12） 

菲律賓提案將河口鱷自附錄 I 調整至附錄 II，附註商業目的交易的野生標本

零出口配額。中國、哥倫比亞、衣索比亞、歐盟及其成員國、肯亞、納米比亞、

所羅門群島和辛巴威支持本提案。IUCN（也代表 TRAFFIC）指出，通過本提案

將導致菲律賓境內的物種被分開列入清單，並建議菲律賓考慮相關的實際管控問

題。最後委員會以共識通過將河口鱷自附錄 I 調整至附錄 II，並附註商業目的交

易的野生標本零出口配額。 

(八) 暹羅鱷（Crocodylus siamensis）（Prop.13） 

泰國提案將暹羅鱷自附錄 I 調整至附錄 II，附註商業目的交易的野生標本零

出口配額。澳大利亞、貝寧、厄利垂亞、歐盟及其成員國、印尼、以色列及英國

反對本提案，認為泰國暹羅鱷野生族群仍然十分脆弱。柬埔寨、中國、剛果民主

共和國、寮國、辛巴威和國際野生動物管理組織支持本提案，柬埔寨強調將分類

群從附錄 I 轉移到附錄 II 象徵了保育的成功。泰國要求投票表決，最後 27 票贊

成，76 票反對，20 票棄權，本提案被否決。 

(九) 中國水龍（Physignathus cocincinus）（Prop.14）  

越南提案將中國水龍（綠水龍）納入附錄 II。越南強調，由於寵物貿易的需

求，使得中國水龍的野生族群受到很大的獵捕壓力，特別是歐盟和美國的進口量

十分高。剛果民主共和國、歐洲聯盟及其成員國（共同提案國）、寮國、泰國及

英國支持本提案。貝寧、布吉納法索、蒲隆地、中非共和國、剛果、加彭、甘比

亞、加納、幾內亞、幾內亞比索、肯亞、賴比瑞亞、尼日、奈吉利亞、塞內加爾

和多哥反對本提案，認為現有科學數據不足以證明其符合附錄 II 標準，並建議透

過國家內部的管理更妥適。由於沒有共識，主席決定進行表決。最後在 81 票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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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27 票反對、20 票棄權的情況下，通過將中國水龍納入附錄 II。 

中國水龍在臺灣屬外來入侵物種，且因其具高入侵風險性，於 111 年列為禁

止輸入物種。本次歐盟、越南提案將中國水龍列入附錄 II，身為中國水龍野生族

群分布地的中國，對本提案沒有發表意見，卻有許多無中國水龍分布亦非主要消

費國的中非、西非國家，輪番發言表達反對列入附錄 II。事後與其他亞洲國家討

論，推測應是中國礙於不便明確表達反對，私下請這些非洲國家代為表達反對立

場。 

(十) 傑波爾印度地壁虎（Cyrtodactylus jeyporensis）（Prop.15） 

印度提案將傑波爾印度地壁虎納入附錄 II，強調其分布地挶限且在爬蟲動物

飼養者和貿易商中的需求顯著地高。歐盟及其成員國、尼日和印度野生動物信託

基金表示支持本提案，歐盟指出，高需求和隨之而來的高價格可能會導致無法永

續的利用。最後委員會以共識通過將傑波爾印度地壁虎納入附錄 II。 

(十一) 頭盔壁虎（Tarentola chazaliae）（Prop.16） 

茅利塔尼亞及塞內加爾提案將頭盔壁虎列入附錄 II，認為該物種具有吸引力

的外觀和聲音行為使其成為國際寵物貿易的目標。布吉納法索、中非共和國、哥

斯大黎加、象牙海岸、歐盟及其成員國、印度、以色列、馬利、摩洛哥、尼日、

索馬利亞及美國支持本提案，理由包含其分布地侷限、持續性的棲地喪失和劣化、

及商業獵捕對野生族群所造成負面影響等。最後委員會以共識通過將頭盔壁虎納

入附錄 II。 

(十二) 角蜥屬（Phrynosoma spp.）（Prop.17、18） 

角蜥屬有 2 項提案，首先是美國提案將沙漠角蜥（Phrynosoma platyrhinos）納

入附錄 II，認為該物種因難以飼養、死亡率高，使得其作為寵物貿易使用的個體

大部分為野外個體。墨西哥提案將角蜥屬全數納入附錄 II，避免後續管理時會有

辨識困難的情況，特別是幼蜥。巴西、哥斯大黎加、象牙海岸、甘比亞、迦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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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印度、肯亞、馬利、尼日、奈吉利亞、巴拿馬、塞內加爾、索馬利亞和

多哥、FAO、野生生物保衛者（Defenders of Wildlife）、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Pro Wildlife 及 SSN 支持這些提議，認為

國際貿易對野生族群構成威脅。尚比亞表示認為該屬不符合列入附錄 II 的標準，

但不希望阻止達成共識。最後委員會以共識通過將角蜥屬全數納入附錄 II。 

(十三) 阿德萊德藍舌石龍子（Tiliqua adelaidensis）（Prop.19） 

澳洲提案將原列為「附錄 III（澳洲）」的阿德萊德藍舌石龍子納入附錄 I。

澳洲強調，這種石龍子在 1992 年以前一直被認為已滅絕，是澳洲南部的特有種，

被 IUCN 列為瀕危物種，並因此成為非法貿易的目標。柬埔寨、加拿大、古巴、

歐盟及其成員國、印度、馬來西亞、馬利、紐西蘭、秘魯、澳洲塔龍加保護協會

和德國爬蟲學會支持本提案，認為該物種符合列入附錄 I 的標準。馬利呼籲歐盟

採取更多措施來規範該物種輸入其成員國。最後委員會以共識通過將阿德萊德藍

舌石龍子納入附錄 I。 

(十四) 波多黎各虹蚺（Epicrates inornatus）（Prop.20） 

美國提案將波多黎各虹蚺從附錄 I 轉移到附錄 II，並說明本提案是動物委員

會定期審查附錄的結果。美國表示該物種自 1977 年以來一直列在附錄 I，但並不

像過去認為的那樣稀有。該物種在波多黎各和美國受到國家法令的保護，儘管該

物種會因為肉或油脂的需求而被獵捕，但貿易行為沒有對該物種造成威脅。本提

案得到柬埔寨、哥斯大黎加、歐盟及其成員國及塞內加爾的支持。最後委員會以

共識通過將波多黎各虹蚺自附錄 I 調整至附錄 II。 

(十五) 淡水龜類（Prop.22-33） 

本次大會共討論了 12 項龜類提案，包含將瑪塔蛇頸龜和奧利諾科河蛇頸龜

（Chelus fimbriata、C. orinocensis）、真鱷龜（Macrochelys temminckii）和擬鱷龜

（Chelydra serpentine）、巴氏、恩氏、吉氏、珍珠河、亞拉巴馬等 5 種地圖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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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temys barbouri、G. ernsti、G. gibbonsi、G. pearlensis、G. pulchra）、木紋龜屬

（Rhinoclemmys spp.）、窄橋麝香龜（Claudius angustatus）、薩氏麝香龜和墨西哥

大麝香龜（Staurotypus salvinii、S. triporcatus）、小麝香龜屬（Sternotherus spp.）、

滑鱉屬（Apalone spp.）等 8 項納入附錄 II；克拉動胸龜（Kinosternon cora）及福

克特動胸龜（Kinosternon vogti）納入附錄 I，動胸龜屬（Kinosternon spp.）其餘所

有種列入附錄 II；紅額潮龜（Batagur kachuga）、黃額閉殼龜（Cuora galbinifrons）、

及萊氏鱉（Nilssonia leithii）等 3 項從附錄 II 調整至附錄 I。主要原因包含部分物

種生活史特徵（如生長緩慢、繁殖率低和性成熟晚等）使其易受到威脅、寵物貿

易市場的高需求造成野外獵捕壓力升高等。其中 5 種地圖龜及木紋龜屬，因為物

種間有辨識上的困難，符合列入附錄 II 的相似標準，故均一起納入附錄 II。 

上述 12 項提案有 11 案為共識通過，僅有第 23 號提案採投票表決方式決定。

第 23 號提案為美國提案將真鱷龜（Macrochelys temminckii）和擬鱷龜（Chelydra 

serpentine）列入附錄 II，美國指出真鱷龜由於生活史特徵易受到過度利用的影響，

列入附錄 II 將有助於國內管控並確保標本的合法性和永續利用，同時由於真鱷

龜的幼龜與擬鱷龜難以區分，因此擬鱷龜符合列入附錄 II 的相似標準。歐盟認為

真鱷龜符合列入附錄 II 的標準，但不認為擬鱷龜符合「外觀相似條款（look-alike 

provision）」的標準，因為其幼龜很容易與真鱷龜分辨，將擬鱷龜列入可能會造

成與 Chelydra 屬其他種的分辨困難。 來自拉丁美洲，並警告不要無意中將需求

轉移到這些其他物種。歐盟建議美國縮小提案範圍，但美國拒絕。歐盟要求對本

提案進行表決，最後以 82 票贊成、32 票反對、11 票棄權，通過將真鱷龜和擬鱷

龜納入附錄 II。 

(十六) 瞻星蛙科（Centrolenidae spp.）（Prop.34） 

哥斯大黎加代表共同提案國提案將瞻星蛙科（俗稱玻璃蛙）的所有物種納入

附錄 II，說明該科的物種具有高度魅力和貿易價值。哥斯大黎加進一步指出，幾

乎不可能區分瞻星蛙科的物種，因此必須將此科所有種全數納入才能有效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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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貝寧、巴西、布吉納法索、喀麥隆、中國、智利、哥倫比亞、剛果、古

巴、多米尼加共和國、甘比亞、加彭、瓜地馬拉、幾內亞、印度、印尼、以色列、

肯亞、科威特、賴比瑞亞、馬利、茅利塔尼亞、尼日、巴拿馬、塞內加爾、索馬

利亞、斯里蘭卡、美國、烏拉圭支持本提案，表示應重視不受管制和非法貿易所

造成的威脅。歐盟及加拿大反對本提案。歐盟認為，瞻星蛙科 158 種中只有 1 種

可能符合列入標準，記錄在案的國際貿易僅限於少數非受威脅物種，而且受威脅

的分類群沒有需求。歐盟也對使用「外觀相似條款（look-alike provision）」表示

擔憂，指出瞻星蛙科的物種與屬於至少五個其他科的物種之間存在驚人的相似性，

海關官員將難以在貿易中區分該科的動物。歐盟建議提案人大幅縮小提案的範圍，

但也同意不會阻礙達成共識。最後委員會以共識通過將瞻星蛙科納入附錄 II。 

值得一提的是，哥斯大黎加在 CoP18 時也曾提案將玻璃蛙納入附錄 II，當時

投票表決，75 票贊成、40 票反對，因贊成票數未達有效票數的 2/3，提案遭否決。 

(十七) 真鯊科（Carcharhinidae）（Prop. 37） 

巴拿馬等 17 個國家提案將真鯊科所有物種列入附錄 II，因未管控的漁業行

為及漁獲壓力、棲地減少及惡化、低生育率及魚翅等國際貿易產製品的需求量，

造成大部分物種族群量下滑 70%，因此被 IUCN 評估為瀕危（EN）或極危物種

（CR），為瞭解國際貿易型態及主要供給的魚翅與鯊魚肉市場，故建議將該科所

有物種列入附錄 II，以確保物種資源的永續利用。另提議列入附錄 II 相關規定的

生效時間推遲 12 個月，以便建立必要的財務及行政機制。 

摩納哥、瓜地馬拉、智利、斐濟、甘比亞、秘魯、埃及、澳洲、奈吉利亞、

馬利、巴哈馬、尼日、賴比瑞亞等締約方，以及 IUCN 與國際人道協會（HIS）代

表超過 40 個 NGO 都表示支持本提案。 

FAO 表示專家學者評估有幾個物種不符合列入附錄 II 標準，不適合將所有

物種列入。冰島及茅利塔尼亞則反對本提案，認為提案過於擴大，不應將同科所

有物種都一起討論，並建議採行秘密投票。中國建議召開工作小組後再討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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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卡、巴布達及巴布亞新幾內亞亦反對本提案，指出將某些物種列入附錄 II，缺

乏科學根據，且將威脅發展中國家沿海社區的生計，應聽取 FAO 的意見。 

智利提議列入附錄 II 相關規定的生效時間推遲 24 個月但隨即撤銷；日本（建

議排除 6 屬 2 種）及祕魯（建議保留部分物種）提出修正案，印尼、寮國、加拿

大及國際漁業聯合會支持日本的修正案，但賴比瑞亞、美國及尼日則反對；美國

支持祕魯修正案，尼日亦反對。 

本案經主席詢問同意進行秘密投票的締約方超過 10 個，故採行秘密投票，

並採納日本及祕魯提出的修正案。日本提案獲得 43 票贊成、84 票反對及 12 票棄

權，秘魯提案獲得 33 票贊成、86 票反對及 14 票棄權，皆未獲 2/3 同意而被否決。

歐盟表態反對祕魯提案，美國認為鯊魚成長緩慢，且國際貿易確實令人在意，但

本提案不應倉促決定，應持續在大會期間進行討論。最終原提案以 88 票贊成、

29 票反對及 17 票棄權，超過 2/3 票同意獲得通過。 

(十八) 雙髻鯊科（Sphyrnidae）（Prop. 38） 

歐盟及巴西等 5 個國家提案將尚未列入附錄的雙髻鯊科（Family Sphyrnidae）

列入附錄 II，巴西說明其中的窄頭雙髻鯊（Sphyrna tiburo）分布於西大西洋及東

太平洋沿海，因未管控的漁業行為及漁獲壓力、棲地減少及惡化、低生育率及魚

翅等國際貿易產製品的需求量，造成大部分物種族群量下滑 50-79%，該物種符

合列入附錄之標準，且在幼體及部分成體上難以分辨，故建議將該物種列入

CITES 附錄 II，以確保物種資源的永續利用，並以防止其瀕臨滅絕的方式進行監

管。 

阿根廷、澳洲、巴林、加拿大、智利、古巴、加彭、瓜地馬拉、印尼、印度、

肯亞、摩納哥、祕魯、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尼亞、英國及美國等支持本提案，

日本則表示反對。加拿大表示雙髻鯊科不同物種的鰭的辨識非常困難，紐西蘭亦

根據常務委會報告指出，國際上鑑定該物種仍具有極大挑戰性，巴西及印尼認為

列入附錄 II 更有助於貿易上的管理，印尼則強調支持的原因是基於雙髻鯊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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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的減少，並非因為外觀相似無法辨識，祕魯建議強化人員培訓、支持區域性的

研究並發展建立無危害評估（Non-detriment findings）。FAO 報告經審查該物種皆

符合列入附錄 II 的標準，但因該物種通常為國內流通，建議各締約方強化國內需

求量管控。本提案獲得壓倒性支持，日本同意與各締約方立場一致，大會宣布以

共識決的方式通過本提案。 

(十九) 琵琶鱝科（Rhinobatidae）（Prop. 40） 

以色列、肯亞、巴拿馬及塞內加爾等 4 個國家提案將琵琶鱝科所有物種列入

附錄 II。以色列表示琵琶鱝科已有 6 種極危（CR）物種符合列入附錄 II 的標準，

並建議參照外觀相似條款（look-alike provision）將琵琶鱝科所有 37 個物種列入附

錄 II，包含最近被命名的 7 個新物種。琵琶鱝科出現於約 110 個國家的淺岸，但

卻沒有相關保育法規、確實的捕獲及貿易紀錄，該物種生命週期長但繁殖數量低，

對於淺岸的各種漁法皆十分敏感，易受到非法捕撈；IUCN 紅皮書顯示本科中 95%

的物種數量減少、62%被列為瀕危（EN）、10 種被列為極危（CR），並認為本科

符合列入附錄 II 的標準。 

孟加拉、貝南、巴西、蒲隆地、多明尼加、厄立特里亞、歐盟、斯里蘭卡、

祕魯、斐濟、加彭、塞內加爾、英國、塞席爾、巴拿馬、印度、賴比瑞亞、奈及

利亞、索馬利亞、厄利垂亞、多哥、宏都拉斯、摩納哥、肯亞、茅利塔尼亞、獅

子山等締約方發言支持本提案。中國、印尼、日本及海洋財富基金會（Opes Oceani 

Foundation）不支持本提案，認為國際貿易並非造成該物種數量減少的主因，日本

進一步表示對於外觀相似條款（look-alike provision）的認定有所疑慮。 

FAO 專家諮詢小組報告國內市場流通是造成琵琶鱝科物種減少的主因，目

前並無足夠數據證明琵琶鱝科符合列入附錄 II，並認為缺乏該物種的捕撈及貿

易數據，將無法進行無危害評估（Non-detriment findings）。IUCN 代表 TRAFFIC

報告，調查資訊指出琵琶鱝科物種至少有 33 個出口國，並進口到 17 個國家。 

印尼表示在當地該物種出口的價值不高，主要為國內流通，無列入附錄的必



50 
 

要；中國支持 FAO 建議，認為該物種不符列入附錄的標準，且有執法上的困難。

觀察員部分，FAO 認為該物種的資料不明確且各地區有落差，無法顯示其數量減

少；海洋財富基金會（Opes Oceani Foundation）認為科學證據及貿易數據不足，

且進行貿易管制不符合成本效益。 

日本要求本提案進行表決，最終以 101 票贊成、14 票反對及 13 票棄權，超

過 2/3 票同意獲得通過。 

另秘書處表示提案第 11 節，動物委員會命名專家建議琵琶鱝科採標準命名，

最終通過提案，以 Last et al. （2016a）作為琵琶鱝科的命名參考，提供以下 7 個

新命名物種：Acroteriobatus andysabini 及 A. stehmanni （Weigmann et al. 2021）, 

A.omanensis （Last et al. 2016b）, Pseudobatos buthi （Rutledge 2019）, Rhinobatos 

austini （Ebert & Gon 2017）, R. manai （White et al. 2016）, R. ranongensis （Last et 

al. 2019）。 

(二十) 梅花參屬（Thelenota spp.）（Prop. 42） 

歐盟、塞席爾及美國等 3 個國家提案將梅花參屬所有物種列入附錄 II。 

歐盟表示梅花參屬所有的 3 個物種皆符合列入附錄 II 的標準，在過去 25-50

年間其貿易量在印太地區急遽增加，由於該物種的生活史特徵，成體的密度減少

會更加限制繁殖速率，加上移動性低及龐大的體型，特別容易受到過度捕撈的影

響。其具有重要的生態功能，可淨化水質，族群減少可能引發生態系的連鎖效應；

自然界中會捕食牠們的動物極少，所以主要威脅皆來自漁業，且主要出現在亞洲

市場，但亦被廣泛輸出至全世界。列入附錄 II 仍允許持續且更為永續的貿易，亦

符合漁民及進出口商的利益，並讓該物種能持續存活發揮其重要的生態功能。此

外許多支持本提案的國家表達對於緩衝時間的擔心，提案國提議可將實施期限延

長至 18 個月，希望各國支持本提案。 

美國、澳洲、葛摩、東加、馬爾地夫、賴比瑞亞、薩摩亞、迦納、塞內加爾、

巴拿馬、加彭、獅子山、斐濟、尼日、坦尚尼亞、茅利塔尼亞、印度、布吉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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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索馬利亞及約旦等締約方支持本提案，並支持緩衝期延長至 18 個月之修正

提案。馬爾地夫、獅子山、薩摩亞、萬那杜及太平洋區域環境規劃組織（SPREP）

請秘書處提供技術及財政支援，並特別要求建立無危害評估（Non-detriment 

findings）調查的必要性。 

中國、印度尼西亞、日本、巴布亞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中國水產品加工

暨銷售聯盟反對本提案，索羅門群島、日本、印尼及萬杜那認為會影響經濟及漁

民生計，中國支持永續利用，但缺乏物種資源評估及科學證據不足無法支持，並

認為列入附錄 II 會影響沿海漁民生計。日本亦請所有締約方回顧第 16 屆締約方

大會達成的協議，由沿海國家負責海參的保育與管理。FAO 表示不支持，認為該

物種密度本就稀少，無科學證據支持該物種符合附錄 II 的標準，並顯示國際貿易

導致數量減少，倘列入附錄將對沿海社區生計造成負面影響，並且難以進行無危

害評估（Non-detriment findings）；國際漁業組織（IFO）亦表示不支持。 

本提案進入投票程序，並採納歐盟提出緩衝期延長至 18 個月之修正提案，

最終以 97 票贊成、16 票反對及 16 票棄權，超過 2/3 票同意獲得通過，並同意將

列入附錄 II 的生效日期推遲 18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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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心得與建議 

根據相關科學報告顯示，過度開發、棲地喪失及氣候變遷等對野生動植物造

成嚴重的威脅，使得許多物種瀕臨滅絕，並喪失生物多樣性，華盛頓公約（CITES）

迄今簽訂滿 50 週年，秘書長 Ms.Ivonne Higuero 在開幕致詞中指出，現在應反思

過去與未來，以及如何實現最初訂定時所設的目標。我國應更積極的關注海洋生

態及資源的永續經營，持續進行監測研究、加強棲地維護、減緩開發行為對生物

所造成的影響，保障更多海洋野生動物免於棲息地遭破壞，乃至滅絕的命運。 

本屆締約方大會有多達 2,500 人以上參與，代表 160 個以上的締約方及觀察

員，創紀錄的完成了 365 項會議決定，涵蓋了 500 種以上的動植物，其中 52 項

的附錄物種調整提案中，有 46 項獲得通過，顯示與會人員已充分意識到全球生

物多樣性喪失的危機，並願意尋求有效的解決的方法。在我國相較於其他國際組

纖（例如 WTO 及 WHO 等），大眾對於 CITES 締約方大會較為陌生，未來應持

續宣導相關訊息，提升國人對公約上瀕危物種的認識，強化對物種保育與貿易的

重視。 

有關華盛頓公約（CITES）附錄物種調整案，後續將由國際貿易局進行公告，

以供業者遵循相關規定，漁業資源物種則由漁業署評估是否列為禁捕，並由林務

局及海洋保育署持續進行物種資源調查及保育等級評估，尤其目前未列入保育類

野生動物名錄者；其中有關漁業資源利用及海洋物種保育議題，反映在國際貿易

管理上亦十分複雜，欲達成永續資源利用亟需保育及產業（漁業）機關之溝通合

作，機關間如何分工應妥為規劃與討論。 

另一方面，本次新納入 CITES 附錄的物種中，亦有多種物種是由於觀賞或寵

物市場而使野生族群受到威脅，如玻璃蛙、地圖龜、白腰鵲鴝等。國內近年特殊

寵物市場蓬勃發展，但隨之而來的卻是野生族群獵捕壓力及外來入侵種問題，未

來如何妥善管理這些特殊寵物，亦是需要跨機關協力合作之重要課題。 

在議案進行方面，由於會議之各議案涉及各締約方的權益及保育立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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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己國家提出的議案，通常會尋求友邦國家或有共同利益或理念的會員國合

作發聲，聯合支持或反對，才能順利通過提案，因此具有許多邦交的大國能發

揮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也比較能掌控相關資源，必須於事前針對各提案尋求

相關國家合作。以中國水龍為例，中國借助許多非洲國家代為發言表達反對列

入附錄之立場，雖然最後投票仍通過列入附錄 II，但爾後類此各會員國提出之

相關議案如有涉及我國保育及野生動物貿易權益，因我方仍不是會員國，仍須

仰賴外交手段，透過友邦或友好關係之國家協助表達意見與相關立場。 

本次我國參加是以 NGO 觀察員名義列席，主席對於每項議案討論，均優先

請締約方表示意見，先由提案國說明提案內容與觀點後，再由其他國家表達支

持或反對看法或觀點，通常締約方發言結束後，主席會再開放觀察員發言表達

意見，大會中針對議案討論如無法取得共識時，主席會採投票方式表決。投票

方式是利用桌上麥克風投票系統之按鍵投贊成或反對票，投票結果亦會立刻顯

示於螢幕上，並列出各國投票情形；觀察員雖然桌上也有同樣的麥克風系統，

但因為沒有投票權，投票功能並未開啟。臺灣若有類似國際會議舉辦機會，也

可參考這種投票系統之使用。 

本會議在巴拿馬會議中心舉行，該中心龐大寬敞，挑高的會議室空間可容

納數千人，也有許多中小型會議室可供舉辦 SIDE EVENT 及工作小組討論，因

此舉辦國際會議時必須有類似的會議空間與硬體設備，才具有舉辦優勢，可供

我國相關硬體設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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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影像紀錄 

本屆代表於會場合影 大會會場 

第一委員會會場 第二委員會會場 

會議桌上的麥克風投票系統 

 

締約方投票時，觀察員之麥克風投票

系統顯示無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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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進入投票程序 各締方投票情形會顯示於主螢幕 

會場周邊資料擺設 會場周邊資料擺設 

與土耳其林業水資源部自然保育暨國

家公園局及水資源局進行交流 

與太平洋區域環境規劃組織

（SPREP）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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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周邊宣導： 

廢舊輪胎製成環保藝術作品 

會場周邊海洋生物影像募款 

 

會場一隅的締約方宣導看板 鯊魚保育組織的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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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大會議程 

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Plenary Main 
mtg 

  Sala 3 14/11/2022 09:00 13:00 

China's best practices in 
combating illegal wildlife 
trade 

Side 
event 

China CITES 
Management 
Authority
（CCMA） 

Caribe 7 14/11/2022 13:00 14:15 

Turtle Proposals at CoP19  Side 
event 

Species Survival 
Network,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Caribe 6 14/11/2022 13:00 14:15 

A Decade of the National 
Ivory Action Plan Process: 
Reviewing its Successes, 
Challenges and Looking 
Ahead 

Side 
event 

Republic of Malawi 
CITES Management 
Authority 

Istmo 2 14/11/2022 13:00 14:15 

How to Stop Wildlife 
Traffickers （or how not 
to）: Applying Crime 
Science to our CWT 
Strategies 

Side 
event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Canal 3/ 
Salon 3 

14/11/2022 13:00 14:15 

Combating the global 
snaring crisis: insights and 
innovati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ide 
event 

Animal Welfare 
Institute 

Canal 2 
/ Salon 
2 

14/11/2022 13:00 14:15 

Following the money - 
disrupting illicit financial 
flows arising from 
activities conducted in 
violation of the CITES 
convention  

Side 
event 

WWF  Caribe 5 14/11/2022 13:00 14:15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CITES-Protected Materials 

Side 
event 

League of American 
Orchestras 

Istmo 1 14/11/2022 13:00 14:15 

Shark Listing Proposal 37, 
and other aquatic species 
considerations for CoP19   

Side 
event 

FAO America 
3 

14/11/2022 13:00 14:15 

Africa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Canal 3/ 
Salon 3 

14/11/2022 14:30 17:30 

Asia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1 14/11/2022 14:30 17:30 

North America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2 14/11/2022 14:30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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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Centra & South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America 
3 

14/11/2022 14:30 17:30 

Europe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Canal 2 
/ Salon 
2 

14/11/2022 14:30 17:30 

Ornamental fish proposals 
for CoP19 — a discussion 

Side 
event 

FAO Caribe 5 15/11/2022 07:30 09:00 

Oceania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4 15/11/2022 08:00 09:00 

Committee I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15/11/2022 09:00 12:00 

Committee II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15/11/2022 09:00 12:00 

CITES Dalbergia Checklist  Side 
event 

CITES AND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Istmo 1 15/11/2022 12:15 14:00 

Understanding and 
Combating Nature Crime: 
Introducing the Nature 
Crime Alliance 

Side 
event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Caribe 5 15/11/2022 12:15 14:00 

World Wildlife Trade 
Report 

Side 
event 

CITES Secretariat  America 
3 

15/11/2022 12:15 14:00 

Ball Pythons – Concern 
for Africa’s most traded 
CITES species 

Side 
event 

Pro Wildlife e.V. Istmo 4 15/11/2022 12:15 14:00 

An Updated View of 
African Forest Elephant 
Status and Distrib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pecies’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and Related 
Policies  

Side 
event 

IUCN SSC/African 
Elephant Specialist 
Group 

Canal 3/ 
Salon 3 

15/11/2022 12:15 14:00 

Spotlighting the Science: 
The IPBES Sustainable 
Use of Wild Species 
Assessment 

Side 
event 

IPBES  Istmo 3 15/11/2022 12:15 14:00 

ICCWC Operational 
Support （tentative title） 

Side 
event 

CITES Caribe 7 15/11/2022 12:15 14:00 

Asian Big Cats: Trade and 
Enforcement, Actions and 
Solutions 

Side 
event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UK 

Istmo 2 15/11/2022 12:15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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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Illegal Wildlife Trade and 
One Health: Perspectives 
from Southeast Asia 

Side 
event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Caribe 6 15/11/2022 12:15 14:00 

Budget Working Group WG   Pacifico 
1 

15/11/2022 13:00 14:15 

Committee I: 87.2, 54, 61, 
77, 64.1, 64.2, 65, 80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15/11/2022 14:00 17:00 

Committee II: 25, 88, 23.1, 
23.2, 24, 12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15/11/2022 14:00 17:00 

Jaguars: Iconic Indicators 
of Biodiversity A 
Roadmap for Conserving 
Latin America’s Biggest 
Cat to Benefit People and 
the Planet 

Side 
event 

Jaguar 2030 
Coordination 
Committee 

Canal 3/ 
Salon 3 

15/11/2022 17:15 19:00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ITES 

Side 
event 

IUCN SSC/CEESP 
SULi  

Istmo 4 15/11/2022 17:15 19:00 

The impact of CITES 
decision-making on 
livelihoods and the role of 
IPLCs in the Convention  

Side 
event 

Zimbabwe, 
Botswana and 
Community Leaders 
Network （CLN） 

America 
3 

15/11/2022 17:15 19:00 

Clark R. Bavin Wildlife 
Law Enforcement Awards 

Side 
event 

Species Survival 
Network 

Canal 1 15/11/2022 17:15 19:00 

Gender and IWT: 
Overlooked and 
Underestimated 

Side 
event 

Ministerio de 
Ambiente de 
Panamá con la 
cooperación de 
WWF y el Banco 
Mundial 

Istmo 1 15/11/2022 17:15 19:00 

Trading In the Dark: The 
Wildlife Trade in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Caribbean 

Side 
event 

St Lucia,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Dominica, Barbados 

Caribe 5 15/11/2022 17:15 19:00 

VRIKSH- INDIAN 
TIMBER LEGALITY 
ASSESSMENT AND 
VERIFICATION  

Side 
event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 FOR 
HANDICRAFTS 

Caribe 6 15/11/2022 17:15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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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CITES & Forests - 
Sustainable trade in CITES 
tree species 

Side 
event 

CITES Secretariat Caribe 5 15/11/2022 19:00 21:00 

The Ghost Elephant Herds 
of Namibia: Fact or 
Fiction?  Traditional 
Medicines and the WHO.  

Side 
event 

Global March for 
Elephants and  
Rhinos  

Caribe 6 15/11/2022 19:00 21:00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nalyse des 
grandes saisies d’ivoire 
et de pangolins – 
l’expérience du 
laboratoire de génétique du 
Gabon 

Side 
event 

Gouvernement du 
Gabon 

Istmo 1 15/11/2022 19:00 21:00 

Call for multi-national 
collaborative efforts to 
combat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crimes 

Side 
event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Forensic Science 

America 
3 

15/11/2022 19:00 21:00 

Involving IPLCs in CITES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Side 
event 

IUCN Sustainable 
Use and Livelihoods 
Specialist Group 
（IUCN-SULi） 

Canal 2 
/ Salon 
2 

15/11/2022 19:00 21:00 

Meeting the Moment: The 
Biodiversity Crisis and 
CITES  

Side 
event 

Nigeria, Panam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tmo 4 15/11/2022 19:00 21:00 

ESRI for GIS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ide 
event 

Panama Canal 3/ 
Salon 3 

15/11/2022 19:00 21:00 

The need to regulate trade 
in exotic amphibians: glass 
frogs for Appendix II 
La necesidad de regular el 
comercio de anfibios 
exóticos: ranas de cristal 
para el Apéndice II 

Side 
event 

MINAE Caribe 6 16/11/2022 07:30 09:00 

Oceania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4 16/11/2022 08:00 09:00 

Asian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1 16/11/2022 08:00 09:00 

Committee I: 65, 80, 20, 
62.1, 62.2, 63, 70, 79, 81, 
82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16/11/2022 09:00 12:00 

Committee II: 24, 12, 17.1, 
17.2, 17.3, 17.4, 17.5, 16, 
30, 31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16/11/2022 09: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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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Introducing the Global 
Species Action Plan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Side 
event 

Republic of Korea, 
IUCN, BirdLife 
International, WWF 
International 

Caribe 7 16/11/2022 12:15 14:00 

Kathmandu Decla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 towards 
conservation of Asian 
elephants  

Side 
event 

IUCN Istmo 1 16/11/2022 12:15 14:00 

Progress through the 
Global Wildlife Program in 
combating illegal wildlife 
trade and strengthening 
enforcement 

Side 
event 

The World Bank Canal 2 
/ Salon 
2 

16/11/2022 12:15 14:00 

Wildlife Forensics for 
CITES Implementation: 
Recent advances and future 
plans 

Side 
event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 
TRACE Wildlife 
Forensics Network 

Caribe 5 16/11/2022 12:15 14:00 

Thelenota sea cucumber 
listing proposals for CoP19 
— a discussion 

Side 
event 

FAO Canal 3/ 
Salon 3 

16/11/2022 12:15 14:00 

Ensuring Sustainable 
Management for Sharks 

Side 
event 

Panama  America 
3 

16/11/2022 12:15 14:00 

Strategic vision indicators WG Chair / USA  Caribe 6 16/11/2022 12:15 14:00 

Budget Working Group WG Chair / Switzerland Pacifico 
1 

16/11/2022 12:15 13:45 

Committee I: 70, 79, 81, 
82, 84.1, prop.48 & 84.2, 
prop.51 & 84.3, Prop.45 & 
84.4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16/11/2022 14:00 17:00 

Committee II: 16, 30, 31, 
13, 14, 15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16/11/2022 14:00 17:00 

There is Still Hope: 
CITES’ Role in Stopping 
Illegal Fishing and Saving 
the Vaquita 

Side 
event 

Animal Welfare 
Institute 

Canal 2 
/ Salon 
2 

16/11/2022 17:15 19:00 

Assessing implementation 
of CITES Appendix II 
listings for fully marine 
fishes 

Side 
event 

IUCN Caribe 6 16/11/2022 17:15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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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Sci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 in CITES informed 
by the IUCN Red List 

Side 
event 

IUCN Canal 3/ 
Salon 3 

16/11/2022 17:15 19:00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Thailand proposal to 
transfer the Siamese 
crocodiles from Appendix 
I to Appendix II 
（CoP19） 

Side 
event 

Department of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operatives, 
Thailand  

Istmo 1 16/11/2022 17:15 19:00 

Monitoring Illegal Killing 
of Elephants - 20 years in 
view 

Side 
event 

CITES Secretariat Istmo 4 16/11/2022 17:15 19:00 

Saving plants that save 
lives: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of trade in 
medicinal and aromatic 
plants  

Side 
event 

TRAFFIC Caribe 5 16/11/2022 17:15 19:00 

NGO Briefing  Other USA Canal 1 16/11/2022 17:30 18:30 

Amendments to Res. 
11.21, 4.25 and 4.6 
（Drafting Group） 

WG   Istmo 2 16/11/2022 17:30 19:00 

Committee II: 14, 15, 66.5, 
66.6, 66.1, 66.3, 66.7, 21, 
22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16/11/2022 19:00 22:00 

Oceania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4 17/11/2022 08:00 09:00 

Asian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1 17/11/2022 08:00 09:00 

Committee I: prop.48 
（cont.）, item 84.2, 
prop.44, 46, 47, 49, 50, 51, 
item 84.3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17/11/2022 09:00 12:00 

Committee II: 66.6, 66.1, 
66.3, 66.7, 21, 22, 48, 
66.4.1, 66.4.2, 66.2.1, 
66.2.2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17/11/2022 09:00 12:00 

Scaling up efforts to 
address pangolin 
trafficking in Africa  

Side 
event 

Gabon, Government 
of Kenya, Nigeria 
Customs, Fauna & 
Flora International 
and the IUCN SSC 
Pangolin SG 

Caribe 7 17/11/2022 12:15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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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Hippos proposal Side 
event 

BENIN CITES 
MANAGEMENT 
AUTHORITY 

Canal 2 
/ Salon 
2 

17/11/2022 12:15 14:00 

UK IWT Challenge Fund 
– funding to support 
innovation, capacity 
building and learning. 

Side 
event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UK Government 

Caribe 5 17/11/2022 12:15 14:00 

ICCWC Tools & Services 
（tentative title） 

Side 
event 

CITES America 
3 

17/11/2022 12:15 14:00 

Budget Working Group 
meeting on the  language 
strategy for the 
Convention. 

WG Chair / Switzerland Pacifico 
1 

17/11/2022 12:15 13:45 

Action Plan on gender 
related matters 

WG Chair/TBC Caribe 6 17/11/2022 12:15 14:00 

Role of CITES in reducing 
risk of zoonotic disease 
emergence. 

WG Chair / Canada  Istmo 1 17/11/2022 12:15 14:00 

Sharks and rays 
（Elasmobranchii spp） 

WG Chairs / New 
Zealand & USA 

Istmo 2 17/11/2022 12:15 14:00 

Committee I: 89 [marine 
speices] - prop.37, 38, 39, 
40, 41, 42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17/11/2022 14:00 17:00 

Committee II: Rec.1, 
Rec.2, Rec.3, 66.7 
（cont.）, 21, 22, 48, 
66.4.1, 66.4.2, 66.2.1, 
66.2.2, 28, 29.1, 29.2, 19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17/11/2022 14:00 17:00 

Joint CITES-CMS African 
Carnivores Initiative: 
Restoring Viable and 
Ecologically Functional 
African Carnivores 

Side 
event 

CMS Secretariat – 
CITES Secretariat - 
IUCN Save Our 
Species Programme 

Canal 2 
/ Salon 
2 

17/11/2022 17:15 19:00 

New tools to aid in 
implementing CITES shark 
listings 

Side 
event 

Defra Canal 3/ 
Salon 3 

17/11/2022 17:15 19:00 

Who Really Benefits? 
IPLCs and Wildlife Use; 
Sub-title: A review of the 
impacts of consumptive 
and non-consumptive 

Side 
event 

Republic of Costa 
Rica and Fondation 
Franz Weber 

Caribe 7 17/11/2022 17:15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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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wildlife use on local 
communities and 
livelihoods 
Songbirds Trade - White-
rumped Shama and Straw-
headed Bulbul  

Side 
event 

Ministry of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LAYSIA 

Istmo 1 17/11/2022 17:15 19:00 

Marine turtles 
（Cheloniidae spp. & 
Dermochelyidae spp.） 
（Closed meeting） 

WG Chair / EU America 
3 

17/11/2022 17:15 19:00 

World Wildlife Trade 
Report （Closed 
meeting） 

WG Chair / USA Istmo 2 17/11/2022 17:15 19:00 

NGO Briefing  Other USA Canal 1 17/11/2022 17:30 18:30 

Committee I: 89 [plants 
starting with prop. 47]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17/11/2022 19:00 22:00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Commercially–exploited 
Aquatic Species 
（CEAS） in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ooperation to Support 
National Actions 

Side 
event 

Southeast Asian 
Fisheries 
Development Center 
（SEAFDEC） 

Caribe 5 18/11/2022 07:30 09:00 

Oceania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4 18/11/2022 08:00 09:00 

Asian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1 18/11/2022 08:00 09:00 

Africa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America 
3 

18/11/2022 08:00 09:00 

Briefing on Proposed 
African Elephant 4（d） 
Rule 

Other US Delegation Canal 1 18/11/2022 08:30 09:00 

Committee I: Item 89 - 
Prop. 39, 40, 41, 42; Item 
72, 76, 58, 74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18/11/2022 09:00 12:00 

Committee II: 66.4.1 
（cont.）, 66.4.2, 66.2.1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18/11/2022 09:00 12:00 

ICCWC Vision 2030 
（tentative title） 

Side 
event 

CITES America 
3 

18/11/2022 12:15 14:00 

Developing practical tools 
for monitoring trade in 
CITES-listed stony coral  

Side 
event 

Defra Canal 2 
/ Salon 
2 

18/11/2022 12:15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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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CITES and Livelihoods Side 
event 

CITES Secretariat 
and IUCN SULi 

Canal 3/ 
Salon 3 

18/11/2022 12:15 14:00 

Vision for Timber sector 
transformation in West 
Africa 

Side 
event 

WABiLED Caribe 7 18/11/2022 12:15 14:00 

Budget Working Group 
（Closed meeting） 

WG Chair / Switzerland Pacifico 
1 

18/11/2022 12:15 13:45 

Review of the NIAP 
process （Closed WG 
meeting） 

WG Chair / Belgium Istmo 1 18/11/2022 12:15 14:00 

Proposal 49, Paubrasilia 
echinata （Closed WG 
meeting） 

WG Chair / Australia Caribe 6 18/11/2022 12:15 14:00 

Committee I: Prop. 1, 4, 5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18/11/2022 14:00 17:00 

Committee II: Item 66.2.2, 
28, 29.1, 29.2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18/11/2022 14:00 18:00 

NGO Briefing  Other USA Canal 1 18/11/2022 17:00 17:30 

Conservation Alliance of 
Kenya 

Side 
event 

Conservation 
Alliance of kenya 

Canal 2 
/ Salon 
2 

18/11/2022 17:15 19:00 

CITES and Fisheries: 
Partnerships for legal, 
sustainable and traceable 
trade in commercially 
exploited aquatic species 

Side 
event 

CITES-FAO-
UNCTAD 

Istmo 2 18/11/2022 17:15 19:00 

Action Plan on gender 
related matters （Closed 
WG meeting） 

WG Chair / Mexico Caribe 6 18/11/2022 17:15 19:00 

Cheetah trafficking - 
enforcement challenge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onservation  

Side 
event 

Ethiopian Wildlife 
Conservation 
Authority and the 
Directorate of 
Wildlife, Somalia 

Canal 3/ 
Salon 3 

18/11/2022 19:00 21:00 

Conserving shark 
populations for coastal 
communities 

Side 
event 

Panama America 
3 

18/11/2022 19:00 21:00 

One Health and Pandemic 
Prevention at CITES and 
Beyond 

Side 
event 

WABiLED Canal 2 
/ Salon 
2 

18/11/2022 19:0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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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No meetings today       19/11/2022 00:00   

No meetings today       20/11/2022 00:00   

Oceania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4 21/11/2022 08:00 09:00 

Asian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1 21/11/2022 08:00 09:00 

Committee I: Item 89 - 
Prop. 2, 3, 6, 7, 8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21/11/2022 09:00 12:00 

Committee II: Sum. Rec. 
5; Item 19, 32, 36.1, 36.2, 
37, 68, 75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21/11/2022 09:00 12:00 

NEXT STEPS TOWARD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APPENDIX-II LISTING 
OF SEAHORSES 

Side 
event 

IUCN Canal 2 
/ Salon 
2 

21/11/2022 12:15 14:00 

Implementation of e-
permits: lessons learned 
and advancing towards an 
integrated digital solution 
for eCITES 

Side 
event 

CITES Secretariat Canal 3/ 
Salon 3 

21/11/2022 12:15 14:00 

CoP19 Proposal for 3 sea 
cucumbers of the genus 
Thelenota  

Side 
event 

Center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Istmo 1 21/11/2022 12:15 14:00 

Reconvened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Region 

Regional 
mtg 

  America 
3 

21/11/2022 12:15 14:00 

Role of CITES in reducing 
risk of zoonotic disease 
emergence （Closed WG 
meeting） 

WG Chair / Canada Istmo 2 21/11/2022 12:15 14:00 

2nd session - Budget WG 
meeting on the  language 
strategy for the Convention 

WG Chair / Switzerland  Pacifico 
1 

21/11/2022 12:15 13:45 

Proposal 49, Paubrasilia 
echinata （Closed WG 
meeting） 

WG   Caribe 6 21/11/2022 12:15 14:00 

EU meeting with 
stakeholders  

Other EU America 
2 

21/11/2022 13:00 14:00 

Committee I: Sum Rec.s, 
Item 89: Prop. 9, 10, 11, 
12, 13, 14, 15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21/11/2022 14:0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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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Committee II: Sum Rec. 6, 
7, 8, 9; Item 75 （cont）, 
71, 73, 69, 67, 59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21/11/2022 14:00 17:00 

NGO Briefing  Other USA Canal 1 21/11/2022 17:00 17:30 

Participation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Protected 
Areas and Biodiversity 
Economy: A South 
Africa’s  People and 
Parks, Wildlife and 
Bioprospecting Economy  
Programmes 
Implementation 

Side 
event 

Department of 
Forestry, Fisheries 
and the Environment 

Canal 3/ 
Salon 3 

21/11/2022 17:15 19:00 

Digital CITES Permitting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ment solutions 
beyond 

Side 
event 

Royal Embassy of 
Denmark in 
Colombia 

Canal 2 
/ Salon 
2 

21/11/2022 17:15 19:00 

Aquatic species listed in 
the CITES Appendixes: 
proposals for a new 
approach to the listing of 
sharks and rays （Closed 
WG meeting） 

WG Chair / UK Istmo 2 21/11/2022 17:15 19:00 

Africa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3 21/11/2022 17:15 21:00 

Wildlife Crime 
Enforcement Support in 
W&Cl Africa, Doc. 36.1 & 
36.2 （Closed WG 
meeting） 

WG Chair / TBC Istmo 1 21/11/2022 17:15 19:00 

CITES and forests 
（Closed WG meeting）  

WG Chair / UK  Caribe 5 21/11/2022 17:15 19:00 

Budget Working Group 
meeting （Closed 
meeting）   

WG Chair / Switzerland Pacifico 
1 

21/11/2022 17:30 18:45 

Committee II: 59 
（cont'd）, 68, 47, 49, 42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21/11/2022 19:00 22:00 

  Regional 
mtg 

  Istmo 4 22/11/2022 08:00 09:00 

Asian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1 22/11/2022 08:00 09:00 

 Rhinoceros - CoP19 Doc WG Chair / TBC Caribe 5 22/11/2022 08:00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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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75 （Rev1） （Closed 
WG meeting） 
Committee I: WG update; 
Item 87.1, 72, 76, 58, 74, 
60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22/11/2022 09:00 12:00 

Committee II: Com II.1, 
Com II.2, Item 42, 39, 40, 
52, 55, 33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22/11/2022 09:00 12:00 

Introducing A new 
Human-Elephant 
Coexistence Toolbox 

Side 
event 

IUCN's African 
Elephant Specialist 
Group and Save the 
Elephants 

Caribe 7 22/11/2022 12:15 14:00 

Gaining better insights into 
illegal wildlife trade: a 
foundation for more 
effective action 

Side 
event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Caribe 5 22/11/2022 12:15 14:00 

30 Years of the CITES 
National Legislation 
Project: Celebrating 
successes and progress 
since CoP8 ! 

Side 
event 

CITES Secretariat Istmo 1 22/11/2022 12:15 14:00 

Present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 EU 
CITES electronic 
permitting system 

Side 
event 

European 
Commission 

Canal 2 
/ Salon 
2 

22/11/2022 12:15 14:00 

What is sustainable in 
wildlife trade 

Side 
event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anal 3/ 
Salon 3 

22/11/2022 12:15 14:00 

Gold Standards –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ivory and 
other wildlife products 

Side 
event 

EPI Foundation Caribe 6 22/11/2022 12:15 14:00 

Gestion et exploitation 
durable des espèces de bois 
d’œuvre en Afrique 
centrale : le cas du Gabon 

Side 
event 

Gouvernement du 
Gabon 

America 
3 

22/11/2022 12:15 14:00 

Wildlife Crime 
Enforcement Support in 
W&Cl Africa, Doc. 36.1 & 
36.2 （Closed WG 
meeting） 

WG Chair / Belgium Istmo 2 22/11/2022 12:15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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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Budget Working Group 
meeting （Closed 
meeting）  

WG Chair / Switzerland Pacifico 
1 

22/11/2022 12:15 14:00 

Rhinoceros - CoP19 Doc 
75 （Rev1） （Closed 
WG meeting） 

WG Chair / The UK  Istmo 3 22/11/2022 12:15 14:00 

Committee I: Item 89 - 
Prop.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22/11/2022 14:00 17:00 

Committee II: Com.II.3, 
II.4, II.5; 34, 35, 38, 41, 
45, 50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22/11/2022 14:00 17:00 

NGO Briefing  Other USA Canal 1 22/11/2022 17:00 17:30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for addressing data gaps in 
combating illegal Wildlife 
Trade and mee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Africa 

Side 
event 

Lusaka Agreement 
Task Force 

Caribe 3 22/11/2022 17:15 19:00 

Captive care and 
Conservation 

Side 
event 

San Diego Wildlife 
Alliance 

Caribe 6 22/11/2022 17:15 19:00 

Spix's Macaw 
reintroduction project 

Side 
event 

Associa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reatened parrots 

Istmo 2 22/11/2022 17:15 19:00 

Creating a coordinated 
approach to combat 
wildlife crime linked to the 
internet 

Side 
event 

Costa Rica and 
IFAW 

Canal 2 
/ Salon 
2 

22/11/2022 17:15 19:00 

Matamata Turtles: Trade 
and Conservation 

Side 
event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 WCS 

Caribe 5 22/11/2022 17:15 19:00 

Combating Wildlife Crime 
in West Africa 

Side 
event 

WABiLED Canal 3/ 
Salon 3 

22/11/2022 17:15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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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Especies arbóreas: Con 
apoyo de la OTCA, países 
amazónicos coordinan 
esfuerzos para la 
implementación de la 
CITES 

Side 
event 

Organización del 
Tratado de 
Cooperación 
Amazónica 
（OTCA） / 
Amazon 
Cooperation Treaty 
Organization 
（ACTO）  

Istmo 1 22/11/2022 17:15 19:00 

Committee I: Com.I.1, I.2; 
Prop. 45, 52; Com.I.3, I.4; 
Prop.34, 35, 36, 25, 26, 27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22/11/2022 19:00 22:00 

Oceania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4 23/11/2022 08:00 09:00 

Asian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1 23/11/2022 08:00 09:00 

Committee I: Item 11, 43, 
44, 46, 51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23/11/2022 09:00 12:00 

Committee II: Com.II.6, 
II.7, II.8; Item 41, 45, 50, 
53, 56, 57, 86, 78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23/11/2022 09:00 12:00 

Regional Experience with 
the Draft CITES Guidance 
on Demand Reduction  

Side 
event 

TRAFFIC Caribe 5 23/11/2022 12:15 14:00 

Ornamental fishes, Sharks 
and Rays :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support 
CITES 

Side 
event 

Species360 and 
WAZA  

Istmo 1 23/11/2022 12:15 14:00 

Addressing Wildlife Crime 
in Nigeria –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Side 
event 

CITES Management 
Authority, Nigeria 

Istmo 2 23/11/2022 12:15 14:00 

Deadly dish: International 
trade in frogs‘ legs and 
its ecological impact 

Side 
event 

Pro Wildlife e.V. America 
3 

23/11/2022 12:15 14:00 

Illegal wildlife traffick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law 
against organized crime in 
Peru 

Side 
event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Canal 2 
/ Salon 
2 

23/11/2022 12:15 14:00 

9-Step Guidance for Plant 
NDFs – electronic tools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Side 
event 

TRAFFIC Caribe 6 23/11/2022 12:15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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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Reverse the Red: 
Community engagement as 
a tool for CITES  

Side 
event 

IUCN SSC / World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Canal 3/ 
Salon 3 

23/11/2022 12:15 14:00 

Non implementation of 
existing Decisions and 
Resolutions related to 
tigers and implications for 
all big cats. 

Side 
event 

FOUR PAWS Istmo 3 23/11/2022 12:15 14:00 

Emergency Action: 
Strengthening African 
elephant conservation 
efforts amidst Covid-19 
（working title） 

Side 
event 

UNEP （African 
Elephant Fund, Law 
Divison） 

Caribe 7 23/11/2022 12:15 14:00 

African Elephants 
Specialists Group meeting 
with the African Elephants 
Coalition  

Other IUCN / AEFSG   Pacifico 
1 

23/11/2022 12:15 14:00 

Committee I: Item 51 
（cont’d）, Item 89 – 
proposals （tbc; may also 
review Com documents）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23/11/2022 14:00 17:00 

Committee II: Com.II.9, 
II.10, II.11, II.12, II.13, 
II.14; Items 78（cont'd）, 
29.3, 26, 27, 8 （tbc）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23/11/2022 14:00 17:00 

NGO Briefing  Other USA Canal 1 23/11/2022 17:00 17:30 

Rhinos: where are we at 
and what does the future 
look like? 

Side 
event 

WWF America 
3 

23/11/2022 17:15 19:00 

CITES NDF Project Side 
event 

Secretariat Canal 3/ 
Salon 3 

23/11/2022 17:15 19:00 

Becoming wildlife 
champions - working with 
the Travel and Tourism 
sector in Asia to reduce the 
illegal wildlife trade 

Side 
event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Istmo 2 23/11/2022 17:15 19:00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COUNTER WILDLIFE 
TRAFFICKING: 
CHALLENGES AND 
BEST PRACTICES 

Side 
event 

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 

Istmo 4 23/11/2022 17:15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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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TRACING THE MARINE 
TURTLE TRADE – 
NEW TOOLS AND 
ACTION 

Side 
event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Caribe 6 23/11/2022 17:15 19:00 

Local Governance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 Key in Disrupting 
Wildlife Trafficking 

Side 
event 

European Union 
（EU）,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WCS）, 
and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Caribe 7 23/11/2022 17:15 19:00 

Saving species and 
preventing pandemics 
through collaborations 
between the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and CITES 

Side 
event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Caribe 5 23/11/2022 17:15 19:00 

Sustainable Harvest, Use 
and Trade of Wild Species: 
Role of the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 on Sustainable 
Wildlife Management 
（CPW） 

Side 
event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 on 
Sustainable Wildlife 
Management 
（CPW） 

Canal 2 
/ Salon 
2 

23/11/2022 17:30 19:00 

Disposition of Confiscated 
Live Animals: Capacity 
Development and Best 
Practices 

Side 
event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 

Canal 3/ 
Salon 3 

23/11/2022 19:00 21:00 

Move Oophaga vicentei to 
CITES Appendix I  |  My 
Life as a Black Mamba 

Side 
event 

Global March for 
Elephants and 
Rhinos 

America 
3 

23/11/2022 19:00 21:00 

Long Tailed Macaques – 
population trends, 
conservation concerns and 
threats from trade 

Side 
event 

Born Free 
Foundation 

Istmo 2 23/11/2022 19:00 21:00 

Silent Forest – Songbird 
Trade Side Event 

Side 
event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a 
（EAZA） 

Istmo 1 23/11/2022 19:0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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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Oceania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4 24/11/2022 08:00 09:00 

Asian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1 24/11/2022 08:00 09:00 

Plenary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24/11/2022 09:00 12:00 

Jaguar conservation and 
trade 

Side 
event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WCS- 

Caribe 5 24/11/2022 12:15 14:00 

Implementación y 
resultados del Observatorio 
Regional Amazónico: 
herramientas efectivas para 
la Gestión, Monitoreo y 
Control de Especies de 
Fauna y Flora Amenazadas 
en la Región Amazónica 

Side 
event 

Organización del 
Tratado de 
Cooperación 
Amazónica 
（OTCA） 
Amazon 
Cooperation Treaty 
Organization 
（ACTO）  

Caribe 7 24/11/2022 12:15 14:00 

Launch of the Review of 
Significant Trade Tracking 
and Management Database  

Side 
event 

CITES Secretariat Canal 3/ 
Salon 3 

24/11/2022 12:15 14:00 

Armed Conflict and CITES 
Implementation  

Side 
event 

WABiLED Istmo 2 24/11/2022 12:15 14:00 

Protecting tigers: a 
criminal justice perspective 

Side 
event 

Wildlife Justice 
Commission & 
WWF 

Istmo 3 24/11/2022 12:15 14:00 

The Exotic Pet Trade: An 
increasing risk to global 
biodiversity 

Side 
event 

ADM Capital 
Foundation 

Istmo 1 24/11/2022 12:15 14:00 

Wanted: dead or alive! 
How do we stop the trade 
in primates? 

Side 
event 

CATCA 
Environmental and 
Wildlife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Primate 
Protection League 

Canal 2 
/ Salon 
2 

24/11/2022 12:15 14:00 

Plenary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24/11/2022 14:00 17:00 

NGO Briefing  Other USA Canal 1 24/11/2022 17:00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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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Building Regional 
Capacity and synergies for 
CITES implementation 

Side 
event 

WABiLED Caribe 7 24/11/2022 17:15 19:00 

Moving towards the Gran 
Seaflower Transboundary 
Reserve 

Side 
event 

FONDATION 
FRANZ WEBER 

Canal 2 
/ Salon 
2 

24/11/2022 17:15 19:00 

Novel forensic tool to 
combat illegal wildlife 
trade: Using elemental 
analysis of animal keratin 
to determine provenance.  

Side 
event 

Taronga 
Conservation 
Society Australia 

Istmo 4 24/11/2022 17:15 19:00 

 Cooperación Inter-
agencial para Combatir al 
Trafico de Flora/Fauna: 
Modelo de ROAVIS y 
Lecciones Aprendidas 

Side 
event 

Red de Observancia 
y Aplicación de la 
Normativa de Vida 
Silvestre de 
Centroamérica y 
República 
Dominicana 

Caribe 6 24/11/2022 17:15 19:00 

ONLINE ILLEGAL 
WILDLIFE TRADE: 
NEW POLICY TOOLS 
TO INVIGORATE 
RESPONSES 

Side 
event 

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Istmo 2 24/11/2022 17:15 19:00 

Southeast Asian Reptile 
Conservation Alliance 
（SARCA） 

Side 
event 

IUCN SSC Snake 
Specialist Group 

Istmo 3 24/11/2022 17:15 19:00 

EPI Member Country 
Meeting 

Side 
event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Angola 

Caribe 5 24/11/2022 17:15 19:00 

Tracea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to 
assist CITES.  

Side 
event 

TRAFFIC America 
3 

24/11/2022 17:15 19:00 

Oceania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4 25/11/2022 08:00 09:00 

Asian Regional Meeting  Regional 
mtg 

  Istmo 1 25/11/2022 08:00 09:00 

Plenary  Main 
mtg 

  Canal 3/ 
Salon 3 

25/11/2022 09: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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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ype Organizer / Chair Room start date Start End 

SC76 ***starts 1 hour after 
closure of Plenary 

Main 
mtg 

  Canal 2 
/ Salon 
2 

25/11/2022 15:40 16:40 

PC Extraordinary meeting 
（Closed for 
memberrs/alternates 
only） ***starts 1 hour 
after closure of Plenary 

Main 
mtg 

  Caribe 6 25/11/2022 15:40 16:40 

AC Extraordinary meeting 
（Closed for 
memberrs/alternates 
only） ***starts 1 hour 
after closure of Plenary 

Main 
mtg 

  Caribe 5 25/11/2022 15:40 16:40 

NGO Briefing  Other USA Canal 1 25/11/2022 17:00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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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物種修訂結果彙整 

編號 物種 提案國 提案內容 委員會/大會決議 

1 

河馬 

Hippopotamus 

amphibius 

貝南、布吉納法

索、中非共和國、

加彭、幾內亞、賴

比瑞亞、馬利、尼

日、塞內加爾、多

哥 

自附錄 II 提升至附

錄 I 

投票否決 

（56 票贊成、56 票

反對、13 票棄權） 

 

多哥於大會要求重

啟討論，再次投票

仍否決 

（53 票贊成、58 票

反對、21 票棄權） 

2 

南方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波札那、納米比亞 

將納米比亞族群自

附錄 I 降至附錄

II，並附帶註釋 

 

歐盟所提修正案經

投票通過 

（83 票贊成、31 票

反對、13 票棄權） 

3 

南方白犀牛 

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 

史瓦帝尼 修改註釋 

投票否決 

（15 票贊成、85 票

反對、26 票棄權） 

4 
非洲象 

Loxodonta africana 
辛巴威 修改註釋 

投票否決 

（15 票贊成、83 票

反對、17 票棄權） 

5 
非洲象 

Loxodonta africana 

布吉納法索、赤道

幾內亞、馬利、塞

內加爾 

將波札那、納米比

亞、南非及辛巴威

的族群自附錄 II 提

升至附錄 I 

投票否決 

（44 票贊成、59 票

反對、13 票棄權） 

6 
墨西哥土撥鼠 

Cynomys mexicanus 
墨西哥 

自附錄 I 降至附錄

II 
共識通過 

7 

小加拿大雁 

Branta canadensis 

leucopareia 

美國 
自附錄 I 降至附錄

II 
共識通過 

8 
白腰鵲鴝 

Kittacincla malabarica 
馬來西亞、新加坡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9 
黃冠鵯 

Pycnonotus zeylanicus 

馬來西亞、新加

坡、美國 

自附錄 II 提升至附

錄 I 
共識通過 

10 
短尾信天翁 

Phoebastria albatrus 
美國 

自附錄 I 降至附錄

II 
共識通過 

11 
寬吻凱門鱷 

Caiman latirostris 
巴西 

自附錄 I 降至附錄

II 
共識通過 

12 
河口鱷 

Crocodylus porosus 
菲律賓 

將菲律賓巴拉望島

的族群自附錄 I 降

至附錄 II，並加註

野生商業零配額 

共識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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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物種 提案國 提案內容 委員會/大會決議 

13 
暹羅鱷 

Crocodylus siamensis 
泰國 

將泰國族群自附錄

I 降至附錄 II，並加

註野生商業零配額 

投票否決 

（27 票贊成、76 票

反對、20 票棄權） 

14 

中國水龍（綠水

龍） 

Physignathus 

cocincinus 

歐盟、越南 列入附錄 II 

投票通過 

（81 票贊成、27 票

反對、20 票棄權） 

15 

傑波爾印度地壁

虎 

Cyrtodactylus 

jeyporensis 

印度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16 
頭盔壁虎 

Tarentola chazaliae 

茅利塔尼亞、塞內

加爾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17 

沙漠角蜥 

Phrynosoma 

platyrhinos 

美國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18 
角蜥屬 

Phrynosoma spp. 
墨西哥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19 

阿德萊德藍舌石

龍子 

Tiliqua adelaidensis 

澳洲 列入附錄 I 共識通過 

20 
波多黎各虹蚺 

Epicrates inornatus 
美國 

自附錄 I 降至附錄

II 
共識通過 

21 
森林響尾蛇 

Crotalus horridus 
美國 列入附錄 II 會議中自行撤案 

22 

瑪塔蛇頸龜、奧

利諾科河蛇頸龜 

Chelus fimbriata、C. 

orinocensis 

巴西、哥倫比亞、

哥斯大黎加、秘魯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23 

真鱷龜、擬鱷龜 

Macrochelys 

temminckii、Chelydra 

serpentina 

美國 列入附錄 II 

投票通過 

（82 票贊成、32 票

反對、11 票棄權） 

24 

巴氏地圖龜、恩

氏地圖龜、吉氏

地圖龜、珍珠河

地圖龜、亞拉巴

馬地圖龜 

Graptemys barbouri、

G. ernsti、G. 

gibbonsi、G. 

pearlensis、G. pulchra 

美國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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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物種 提案國 提案內容 委員會/大會決議 

25 
紅額潮龜 

Batagur kachuga 
印度 

自附錄 II 提升至附

錄 I 
共識通過 

26 
黃額閉殼龜 

Cuora galbinifrons 
歐盟及越南 

自附錄 II 提升至附

錄 I 
共識通過 

27 
木紋龜屬 

Rhinoclemmys spp. 

巴西、哥倫比亞、

哥斯大黎加、巴拿

馬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28 
窄橋麝香龜 

Claudius angustatus 
墨西哥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29 
動胸龜屬 

Kinosternon spp. 

巴西、哥倫比亞、

哥斯大黎加、薩爾

瓦多、墨西哥、巴

拿馬、美國 

克拉動胸龜

（Kinosternon 

cora）及福克特動

胸龜（K. vogti）列

入附錄 I，動胸龜

屬其餘所有種列入

附錄 II 

共識通過 

30 

薩氏麝香龜、墨

西哥大麝香龜 

Staurotypus salvinii、

S. triporcatus 

薩爾瓦多、墨西哥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31 
小麝香龜屬 

Sternotherus spp. 
美國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32 
滑鱉屬 

Apalone spp. 
美國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33 
萊氏鱉 

Nilssonia leithii 
印度 

自附錄 II 提升至附

錄 I 
共識通過 

34 
瞻星蛙科 

Centrolenidae spp. 

阿根廷、巴西、哥

斯大黎加、象牙海

岸、多明尼加共和

國、厄瓜多、薩爾

瓦多、加彭、幾內

亞、尼日、巴拿

馬、秘魯、多哥、

美國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35 
狐猴葉蛙 

Agalychnis lemur 

哥倫比亞、哥斯大

黎加、歐盟、巴拿

馬 

列入附錄 II，並加

註野生商業零配額 
共識通過 

36 
寮國疣蠑螈 

Laotriton laoensis 
歐盟 

列入附錄 II，並加

註野生商業零配額 
共識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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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物種 提案國 提案內容 委員會/大會決議 

37 
真鯊科 

Carcharhinidae spp. 

孟加拉、哥倫比

亞、多米尼加共和

國、厄瓜多、薩爾

瓦多、歐聯、加

彭、以色列、馬爾

代夫、巴拿馬、塞

內加爾、塞席爾、

斯里蘭卡、阿拉伯

敘利亞共和國、英

國 

列入附錄 II 

不記名投票通過 

（88 票贊成、29 票

反對、17 票棄權） 

38 
雙髻鯊科 

Sphyrnidae spp. 

巴西、哥倫比亞、

厄瓜多、歐盟、巴

拿馬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39 

滿天星黑白魟、

金點魟、黑帝王

魟、黑白魟、馬

克西黑白魟、灰

江魟、華萊士江

魟 Potamotrygon 

albimaculata、P. 

henlei、P. jabuti、P. 

leopoldi、P. 

marquesi、P. 

signata、P. wallacei 

巴西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40 
琵琶鱝科 

Rhinobatidae spp. 

以色列、肯亞、塞

內加爾、巴拿馬 
列入附錄 II 

投票通過 

（101 票贊成、14

票反對、13 票棄

權） 

41 
斑馬下鉤鯰 

Hypancistrus zebra 
巴西 列入附錄 II 

投票否決 

（62 票贊成、52 票

反對、15 票棄權） 

42 
梅花參屬 

Thelenota spp. 

歐盟、塞席爾、美

國 
列入附錄 II 

投票通過 

（97 票贊成、16 票

反對、16 票棄權） 

43 
蘭屬 

Orchidaceae spp. 
加拿大 修改註釋 共識通過 

44 

風鈴木屬、黃鐘

木屬、鐘花樹屬 

Handroanthus spp、

Roseodendron spp.、

Tabebuia spp. 

哥倫比亞、歐盟、

巴拿馬 
列入附錄 II 

玻利維亞所提修正

案經投票通過 

（86 票贊成、17 票

反對、18 票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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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物種 提案國 提案內容 委員會/大會決議 

45 
紅景天屬 

Rhodiola spp. 

中國、歐盟、烏克

蘭、英國、美國 
列入附錄 II 共識通過 

46 
緬茄屬 

Afzelia spp. 

貝南、象牙海岸、

歐盟、賴比瑞亞、

塞內加爾 

將非洲族群列入附

錄 II 

投票通過 

（95 票贊成、12 票

反對、17 票棄權） 

47 
印度黃檀 

Dalbergia sissoo 
印度、尼泊爾 自附錄 II 刪除 

投票否決 

（30 票贊成、55 票

反對、9 票棄權） 

48 
香豆屬 

Dipteryx spp. 

哥倫比亞、歐盟、

巴拿馬 
列入附錄 II 

投票通過 

（74 票贊成、13 票

反對、18 票棄權） 

49 
巴西紅木 

Paubrasilia echinata 
巴西 

自附錄 II 提升至附

錄 I 

成立工作小組討論

後共識通過 

50 

紫檀屬、刺蝟紫

檀、染料紫檀 

Pterocarpus spp.、

Pterocarpus 

erinaceus、P. 

tinctorius 

象牙海岸、歐盟、

賴比瑞亞、塞內加

爾、多哥 

將非洲族群列入附

錄 II，及修改原已

列附錄 II 的刺蝟紫

檀及染料紫檀的註

釋 

共識通過 

51 
非洲楝屬 

Khaya spp. 

貝南、象牙海岸、

歐盟、賴比瑞亞、

塞內加爾 

將非洲族群列入附

錄 II 
共識通過 

52 
蘭屬 

Orchidaceae spp. 
瑞士 修改註釋 共識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