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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第 32 屆動物委員會自 2023 年 6 月 19 日

至 6 月 23 日於瑞士日內瓦舉辦，我國自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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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委員會共有 153 名政府代表和 110 名觀察員組織代表，共計 263 人參

加。為期 5 天的動物委員會，共討論 50 項議案，並挑選了 21 個物種國家組合進

行大宗貿易審查，及 24 個物種國家組合進行人工繁殖圈養審查。委員會也成立

了 5 個閉會期間工作小組，包含海馬、石珊瑚、鰻魚、命名法、及 CITES 在減少

未來與國際野生動植物貿易相關的人畜共通傳染病傳播風險中的角色等，工作小

組將在這一年內運作執行，並於第 33 屆動物委員會提出報告。 

第 33 屆動物委員會預定於 2024 年 7 月 8 日至 19 日於瑞士日內瓦，與第 27

屆植物委員會接續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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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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73 年於美國華

盛頓簽訂，故又稱華盛頓公約。目前共有 184 個締約方（含 183 個國家及歐盟），

超過 40,900 種物種受到公約保護，包含約 6,610 種動物及 34,310 種植物。 

公約透過分級管制的方式，依據物種受國際貿易威脅的程度，分別列入附錄

I、II 及 III。附錄 I 為受瀕絕威脅的物種，除特殊情況外禁止一切貿易行為；附錄

II 為尚未受瀕絕威脅，但必須透過管制其貿易以避免過度利用；附錄 III 為個別

國家認為其國內需要貿易管控的物種，與前二者不同，附錄 III 可由國家自行決

定。 

公約之組織架構包含締約方大會（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簡稱 CoP）、常務

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簡稱 SC）、動物委員會（Animals Committee，簡稱

AC）、植物委員會（Plants Committee，簡稱 PC）、及秘書處（Secretariat）。架構圖

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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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CITES 組織架構圖 

締約方大會每 2 至 3 年召開會議，檢討附錄物種的保育進展、決定附錄等級

調整、審議來自締約方、常設委員會、秘書處和工作組的討論文件及報告、建議

讓公約更有效執行的措施等。 

常設委員會針對公約的實施向秘書處提供政策指導，並監督秘書處預算的管

理。除此之外，亦會在必要時協調及監督其他委員會及工作組的工作，及草擬供

締約方大會審議的決議。 

本次參加的動物委員會，與植物委員會均為 CITES 的專家委員會，目的是為

了提供 CITES 管制物種（或可能納入的物種）的生物學或其他專業知識，並針對

與這些物種相關的決策提供科學性證據。兩個委員會的職責類似，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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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締約方大會、其他委員會、工作組和秘書處提供科學建議和指導。 

2. 處理命名問題。 

3. 對物種進行定期審查，以確保 CITES 附錄的分級妥適。 

4. 當某些物種受到非永續貿易的影響提供建議，並建議補救措施。 

5. 草擬有關動植物問題的決議供締約方大會審議。 

動物與植物委員會會在締約方大會閉會期間召開 2 次，並在締約方大會時提

出報告，若有需要也會向常設委員會提供建議。 

動植物委員會成員來自 6 大地理區域：非洲、亞洲、歐洲、北美洲、中南美

洲和加勒比地區、及大洋洲，兩個委員會各有 1 名命名專家。委員會成員於締約

方大會時選出，各區域代表的人數依照區域內的締約方數量及生物多樣性分布權

重。本屆動物委員會代表於 2022 年召開的 CoP19 時選出，名單如下： 

 

與締約方大會不同，委員會僅有各區域委員有投票權（命名專家亦無投票權），

各締約方可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委員會的會議，主席也可以邀請任何個人或組

織作為觀察員參加。我國依照往例以「國際自然生態保育協會（Society For Wildlife 

and Nature International）」的名義受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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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第 32 屆動物委員會議程及決議概述 

第 32 屆動物委員會自 2023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起至 6 月 23 日（星期五）

止，於瑞士日內瓦的日內瓦國際會議中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re Geneva）

舉辦。本次會議計有 65 個國家及 73 個觀察員組織共 347 人報名，實際出席人數

263 人，包括 153 名政府代表和 110 名觀察員組織代表（出席名單如附錄一）。這

次報名人數較往年委員會人數多出許多，由於這次是 Covid-19 疫情後首次召開的

動物委員會，似乎可看出大家迫切想面對面參與討論的熱情。 

會議首先由 CITES 秘書長 Ivonne Higuero 女士致開幕詞，並介紹動物委員會

的主席及副主席，分別為歐洲代表 Mathias Lörtscher 先生，及大洋洲代表 Hugh 

Robertson 先生。 

由於本次動物委員會與植物委員會不像往年是接續召開（第 26 屆植物委員

會(PC26)已於 6 月 5 日至 6 月 9 日先行舉辦完畢），除了許多共同議題需分開討

論兩次外，觀察員組織也反應分開舉辦所造成的不便及增加旅程的花費，秘書處

回應這次會分開是因為日內瓦會場檔期問題，也很歡迎若有其他締約方願意同時

主辦動物及植物委員會，可與秘書處聯繫。 

為期 5 天的動物委員會，共討論 50 項議案，議程如附錄二，會議議題及其

決議簡述如表 1。會議中成立了 5 個會期工作小組，分別為：附錄 II 物種的大宗

貿易檢討、人工繁殖及圈養標本、石珊瑚貿易、鯊魚及魟魚、命名法等。本局代

表參加了附錄 II 物種的大宗貿易檢討及人工繁殖及圈養標本 2 個工作小組，詳

細內容敘述於下一章節。 

委員會也成立了 5 個閉會期間工作小組，包含海馬、石珊瑚、鰻魚、命名法、

及 CITES 在減少未來與國際野生動植物貿易相關的人畜共通傳染病傳播風險中

的角色等，閉會期間工作將在本次會議結束後開始運作，並於下一屆動物委員會

會議時報告。 

這次是首次 CITES 植物委員會會議在動物委員會會議之前舉行，動植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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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也同意設立 7 個閉會期間聯合工作小組，包含：IPBES 野生物種永續利用的

評估報告、國家內大宗貿易檢討、附錄 III 所列物種及高等分類階之命名、附錄

I 物種評估、因國際貿易導致滅絕威脅之物種指認、CITES 附錄物種標本之鑑識

資料、及非野生來源之動植物標本貿易之 CITES 規定檢討等，這些工作小組將於

閉會期間執行被賦予之工作，並將成果於 2024 年的動植物委員會聯合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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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CITES 動物委員會第 32 屆委員會會議（AC32）之議題及決議簡述 

項次 議案 決議 

開幕式 

主席及秘書長致詞 （略） 

行政及財務議題 

1 確認主席及副主席 委員會確認投票結果由歐洲代表 Mr. Mathias 

Lörtscher 擔 任 主 席 ， 大 洋 洲 代 表 Mr. Hugh 

Robertson 擔任副主席。 

2 利益衝突宣告 備查。 

3 議事規則 主席說明議事規則前於 AC30 修正通過，本次將

依該次修正後之議事規則進行，委員會備查。 

4 議程 通過。 

5 工作計畫 通過。 

6 同意觀察員與會 委員會備查觀察員組織名單，並請秘書處未來將

國家級的非政府組織的所在國於名單一併敘明。 

7 委員會新出現的執行

事項* 

秘書處提出了兩種可能影響法定出席人數的情

境，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委員會同意植物委

員會的建議，並要求秘書處協調動物及植物委員

會，提供常設委員會於 CITES 正式文件中建立會

議召開方式的指引準則，例如可加在決議 18.2 中。

委員會同時也要求秘書處應將動物及植物委員

會接續召開，並確保任何線上或實體線上混合型

會議的舉辦時間適合每個地區。 

策略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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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8 動物委員會 2023-2025

策略規劃(CoP19-

CoP20) 

8.1 有關動物委員會的決議及決定：備查。 

8.2 動物委員會工作計畫：備查，並通過在常設委

員會的閉會期間工作小組中被選為代表的成員

即代表動物委員會。 

9 CITES 策略願景* 秘書處說明了 CITES 策略願景目標對應昆明－蒙

特婁生物多樣性框架（GBF）的對應，委員會通

過植物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並邀請委員會成員

及締約方對策略內容提出意見。 

10 CITES 在減少未來與

國際野生動植物貿易

相關的人畜共通傳染

病傳播風險中的角色* 

組成閉會期間工作小組，任務是針對以下事項就

締約方、各組織、UNEP 所提供意見進行審查，並

於 AC33 時報告： 

a. 提出有效且實用的解決方案，以減少野生動物

供應鏈中的病原體溢出風險； 

b. 在現有決議、決定和協議的指導下進行實際合

作的機會。 

11 與 CITES-CMS African 

Carnivores Initiative 的

合作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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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12 IPBES 野生物種永續

利用的評估報告* 

委員會通過與植物委員會聯合設立一個針對本

評估報告的閉會期間工作小組，並透過電子手段

執行下列事項： 

a. 就科學角度審查此份報告中與 CITES 施行有

關的評估； 

b. 指認出現有決議和決定中未充分涵蓋，且可能

需要動植物委員會或常設委員會進一步審議之

部分； 

c. 撰擬審查結果和建議的報告草稿，供 2024 年

舉行的 AC33 及 PC27 聯席會議審議； 

d. 將動物及植物委員會的結論提交至 SC78 審

議。 

解釋及執行議題 

13 國家內大宗貿易檢討* 成立閉會期間聯合工作小組討論，並於 AC33 及

PC27 聯席會議提交結果及建議。 

14 附錄 II 物種的大宗貿

易檢討 

14.1 大宗貿易檢討(RST)之概況：備查，委員會並

要求秘書處發布第 2 次通告要求締約方提供大宗

貿易檢討和管理資料庫的回饋。 

14.2 CoP19 後應檢視物種/國家組合選定：經過工

作小組討論後，選定 21 個物種/國家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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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15 人工繁殖及圈養標本 15.1 宣稱為人工繁殖動物標本貿易之檢討； 

15.2 刺尾鬣蜥之人工繁殖； 

15.3 將物種/國家組合納入圈養動物標本貿易審

查之特殊案例－馬來猴： 

經過工作小組討論後，委員會建議 24 個物種/國

家組合納入檢討。 

16 無危害分析* 秘書處報告了 CITES 無危害分析（NDF）項目刻

正執行的工作，並說明 NDF 工作坊將於 2023 年

12 月 4-8 日於肯亞舉辦，委員會備查。 

17 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

區之附錄 II 物種標本

之無危害分析 

備查。 

18 花豹狩獵品貿易之無

危害分析準則 

備查。 

19 CITES 附錄物種標本

之鑑識資料* 

19.1 秘書處報告：建立閉會期間聯合工作小組，

審查相關鑑識材料及評估修正之必要性，於 AC33

及 PC27 聯席會議時報告執行情形。 

19.2 附錄 I 物種之辨識指南：委員會歡迎中國提

出此一提案並鼓勵中國將此工作成果提交給鑑

識材料工作小組，也要求秘書處向締約方發布通

告，若有參與意願可與中國接洽。 

20 活體標本之運輸* 備查。 

21 貿易中活體動物之晶

片註記使用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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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22 生物科技產生之標本* 備查，通過提名北美洲副代表及大洋洲副代表參

與常設委員會（SC）此一議題的討論。 

23 石珊瑚貿易 23.1 動物委員會的報告； 

23.2 石珊瑚貿易報告： 

成立閉會期間工作小組，於 AC33 時報告。 

24 「適當且可接受目的

地」之定義 

備查。 

25 非野生來源之動植物

標本貿易之 CITES 規

定檢討* 

25.1 動物及植物委員會主席報告：成立閉會期間

聯合工作小組討論。 

25.2 海洋物種圈養之考量及建議：委員會建議即

將召開的 NDF 全球專家研討會考慮制定圈養來

源海洋物種標本之 NDF 指南，並於 AC33 時報

告此一議題。 

物種相關議題 

26 附錄 I 物種評估* 成立閉會期間聯合工作小組討論，並於 AC33 及

PC27 聯席會議提交建議。 

27 因國際貿易導致滅絕

威脅之物種指認* 

成立閉會期間聯合工作小組討論，並於 AC33 及

PC27 聯席會議提交建議。 

28 附錄之水生物種 備查。 

29 西非禿鷲 備查，委員會並鼓勵分布國依據決議 Conf. 14.8

（CoP19 修訂版），針對第 19.192 號決定中提到

的禿鷲物種進行定期審查。  

30 兩棲類保育 備查。 



12 
 

項次 議案 決議 

31 穿山甲 備查，請 IUCN 於 AC33 提供最新報告，並請秘

書處向締約方發布通告，從潛在可能保有標本及

皮膚的來源如動物園或博物館，增加樣本數以滿

足最少 30 個標本的分析數量。 

32 非洲獅 備查。 

33 非洲花豹 備查。 

34 鳴禽貿易及保育管理 備查。 

35 高鼻羚羊 備查，委員會請秘書處向常設委員會轉達美國對

高鼻羚羊再出口之疑慮及 2021 年貿易記錄中可

能有誤用目的代碼 M 之情形。 

36 鰻魚 成立閉會期間工作小組，草擬歐洲鰻之保育及管

理建議，於 AC33 時提出審議。 

37 鯊魚與魟魚 成立工作小組討論，委員會通過工作小組之結

論。 

38 海馬 38.1 秘書處報告； 

38.2 海馬之 CITES 實施－亞洲區域研討會： 

備查，成立閉會期間工作小組檢視海馬貿易現有

資訊，並產出一組綜合建議於 AC33 時討論。 

39 女王鳳凰螺 備查。 

40 海洋觀賞魚 印尼表示將主辦海洋觀賞魚研討會，委員會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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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41 醫藥及香氛植物物種

貿易* 

秘書處報告植物委員會已決定針對此一議題，將

建立新的決議而非更改決議 Conf. 10.19（CoP14 修

訂版）的「傳統醫藥」，委員會同意後續動物委

員會不再需要參與此一議題。 

42 附錄 I 及 II 物種之定

期檢討* 

備 查 ， 委 員 會 並 建 議 將 Ramphastos vitellinus 

citreolaemus 納入定期檢討並邀請中南美洲及加勒

比海代表自該區域中尋找負責評估的自願者。 

註解及命名議題 

43 註解* 委員會通過由非洲代表及歐洲代表參加常設委

員會有關註解的閉會期間工作小組，並建議工作

小組屆時討論有關非洲象的註解。 

44 現有及建議註解之非

正式審查機制* 

備查。 

45 植物及動物命名* 45.1 附錄 III 物種之命名； 

45.2 附錄中所列高等分類階之命名： 

委員會同意建立一個閉會期間聯合工作小組，就

現有及未來納入附錄的較高分類階進行審議，並

擬定建議及指引草案，供 2024 年舉行的 PC27 及

AC33 聯席會議審議。 

45.3 標準化之全球性物種清單建立：備查。 

46 動物命名專家報告 成立閉會期間工作小組，並於 AC33 時回報。 

區域性議題 

47 區域報告 非洲、亞洲、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歐洲、北美

洲、大洋洲等 6 個區域之工作報告，均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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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閉幕式 

48 臨時動議 無。 

49 下屆委員會議(AC33)

之時間地點 

AC33 預定於 2024 年 7 月 8 日至 19 日於瑞士日內

瓦，與 PC27 接續召開。 

50 閉幕致詞 （略） 

*代表為動物委員會及植物委員會共同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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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我國有關之重要議題 

一、 大宗貿易審查機制（Review of Significant Trade） 

動物委員會的重要職責之一，是透過大宗貿易審查機制（Review of 

Significant Trade，簡稱 RST）來確保附錄 II 物種不會受到貿易危害。依據公

約第 4 條第 2 項 a 款，核發出口許可證時，出口國的科學機構應確認出口不

致損害該物種的生存；第 4 條第 3 項，各締約方的科學機構應監督該國所發

給的附錄 II 所列物種標本的出口許可證及該物種標本出口的實際情況，當

科學機構發現該物種出口應受到限制時，應建議管理機構採取適當措施限制

其出口，以確保該物種在其分布區內的生態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第 4 條第

6 項，若為從海上引進，引進國家的科學機構應確認此引進不致危害有關物

種的生存。 

為避免某些國家沒有依照上揭公約內容，確實執行相關必要措施如族群

數量調查及監測，確保其國家輸出的附錄 II 物種不會受到貿易威脅，CITES

以決議 Conf. 12.8（CoP18 修訂）建立 RST 機制，透過此機制，期待審查過

程所提供的建議及行動，能增強物種分布國基於科學的保育及管理行動，改

善科學及管理機構在核發出口許可的合作及溝通，進而提高物種分布國落實

執行無危害分析的量能。 

RST 執行共分為下列四階段： 

選定應進行評估的物種/國家組合 

與分布國協商及蒐集資訊 

動植物委員會之分類及建議 

建議事項落實與否之評估 

若秘書處評估建議事項已完成，則該物種/國家組合會被解除列管，反之

若秘書處認為建議事項未達成，則將會在諮詢動植物委員會後，提報常設委

員會執行適當的措施，如停權該國家進行該物種的貿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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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因為締約方大會（CoP）後第一次的動物委員會，依往例秘書處會

提出各國各物種之出口資料分析，供委員會討論，以選定新的物種/國家組

合。建議物種/國家組合之評估流程圖如圖 2。 

由於 RST 機制係為評估物種輸出是否危害野生族群，僅有來源代碼為

W（野生）、R（捕養）、X（不屬於任何國家管轄之海域）、U（不明）之交易

會被納入分析。我國因陸域野生動物受野生動物保育法管制，極少有野生個

體輸出，較大量之野生個體輸出僅有海洋生物之管海馬（Hippocampus kuda）

一種，出口比例佔 91.4%，野生來源 98.9%，2020 後已無出口紀錄。惟管海

馬於多個國家於 CoP14 時曾被列入 RST 程序，目前亦仍有部分國家如吉布

地、索馬利亞、越南至今仍在停權中，我國後續應確實掌握管海馬野生個體

之出口情形，避免被提出列管。 

本次經過委員會通過新增納入 RST 審查之物種/國家組合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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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物種/國家組合之評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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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AC32 新納入 RST 之物種/國家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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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工繁殖及圈養標本 

CITES 之目的係為確保物種不會受到國際貿易而使其生存造成威脅，故

透過定期監測、檢視野生來源標本之利用情形以避免物種之過度利用。另一

方面，人工繁殖、圈養個體雖非 CITES 所著重之重點，且相較於直接於野外

獵捕、採收個體對野外族群所造成之影響，人工繁殖圈養個體之利用及貿易

行為對物種野外存續應較無影響。但考慮到來源代碼可能有誤用或濫用等情

形，近年也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將野外標本虛偽聲稱為圈養繁殖標本之

情形，亦或是圈養繁殖標本之親代來源合法性仍有疑慮，故 CITES 於決議

Conf. 17.7（CoP19 修訂）訂定了人工繁殖圈養標本之審查機制，透過檢視宣

稱為人工繁殖圈養標本（來源碼為 C、D、F、或 R）之交易情形，確保此類

貿易符合公約的規定，以避免貿易對野生物種之生存造成危害，藉此推動公

約的有效實施。 

與 RST 類似，人工繁殖圈養標本審查也分為下列四階段： 

指認應進行評估的物種/國家組合 

與分布國協商及蒐集資訊 

動物委員會及常設委員會審查及提出建議 

建議事項落實與否之評估 

同樣地，若秘書處認為建議事項未達成，將會在諮詢動植物委員會後，

提報常設委員會執行適當的措施，如停權該國家進行該物種的貿易行為。 

依據決議 Conf. 17.7（CoP19 修訂），此類物種/國家組合有下列 7 項篩選

指標： 

大量增加：聲稱為圈養繁殖（來源代碼 C、D、F、R）標本之貿易大幅

增加。 

大量貿易：大量聲稱為圈養繁殖標本之貿易。 

來源碼轉移：自野生轉為圈養繁殖的來源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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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不一致：出口方和進口方報告的圈養標本來源代碼不一致。 

代碼誤用：明顯錯誤使用來源代碼，如附錄 I 動物沒有依照決議 Conf. 

12.10（CoP15 修訂）規定註冊的繁殖場，卻使用來源代碼 D。 

非法來源：來自非分布區國家的標本貿易，但沒有證據表明其親代種畜

為合法獲得（即無進口的記錄）。 

繁殖困難：以圈養方式生產的標本（來源代碼 C、D 和 F），已知該物

種在圈養條件下難以繁殖。 

本項討論議案分為三部分，首先是秘書處就 CITES 貿易資料庫近五年

資料報告建議應納入後續審查之物種/國家組合，接著是秘書處報告了刺尾

飛蜥（含 Ceratophora stoddartii、Ceratophora aspera 及 Lyriocephalus scutatus 等

三物種）的人工繁殖情形，並建議動物委員會在這之中挑選物種/國家組合納

入審查，最後是美國提案將馬來猴（Macaca fascicularis）作為特殊案例納入

物種/國家組合審查。因討論物種/國家組合涉及層面較複雜，故本議案成立

會期間工作小組進行討論。以下僅就涉我國部分說明會議討論情形。 

在物種/國家組合討論階段，我國被建議列入審查之物種共 2 筆，分別

為伊河海豚（Orcaella brevirostris），及拜加刺尾鬣蜥（Ctenosaura hemilopha）。 

伊河海豚（Orcaella brevirostris）為附錄 I 物種，亦為野生動物保育法公

告之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CITES 貿易資料顯示自我國輸出了 168 頭宣稱來

源為 C 之伊河海豚至日本，英國提出質疑是否數字有誤，因臺灣非伊河海豚

分布國，且伊河海豚繁殖不易，不應有如此大量之繁殖個體。由於臺灣非

CITES 會員國，故此資料來自於輸入國日本提供之數字，但日本當下僅回應

須再回去查明。當下本局代表也立即與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聯繫，確認並

無如此大量之保育類海豚輸出。 

我局代表隔日私下與日本代表接洽，日本環境省代表說明經確認本筆資

料為誤植，實際輸出物種為蘭花，因學名類似故在資料登入時誤植了，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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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已主動將相關 CITES 許可資料提供給秘書處，並經秘書處回應已修正完

畢，故本筆資料自物種/國家組合之建議清單中移除。 

拜加刺尾鬣蜥（Ctenosaura hemilopha）於 2019 年列入 CITES 附錄 II 物

種，國內為一般類野生動物。此物種被認為人工繁殖十分困難，因我國 2019-

2021 年共輸出 42 隻來源 C 個體而被提出討論。在工作小組討論時，中國表

達極力反對本項被納入，並試圖說明其繁殖是可能的，但工作小組仍維持原

提議將本物種/國家組合納入。 

但在大會討論時，中國再次說明該物種並無繁殖困難，並向堅持將該物

種納入之委員會北美委員說明若有需要後續可再提供相關資料，最終北美委

員不再堅持納入。此外，中國也在大會時表達嚴厲聲明一個中國原則，認為

不該稱為物種/國家組合（species/country combination），而該修正為物種/區域

組合（species/region combination），CITES 秘書長表示歉意，並回應將進行相

對應的修正。 

本次經過委員會通過納入人工繁殖圈養審查之物種/國家組合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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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C32 選出應進行人工繁殖圈養審查之物種/國家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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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動物委員會與締約方大會氣氛十分不同，相較於締約方大會發言常隱含

國際關係之外交考量，動物委員會之議案討論主要以科學性論述為主，針對

公約內容實際執行、物種貿易量及野外族群現況等事項進行討論。由於動物

委員會除委員外均為觀察員，即使是非政府組織針對議案也能積極發言討論，

也與締約方大會時非政府組織之觀察員發言較受限制之討論氣氛截然不同。 

由於各締約方依公約規定皆須將 CITES 附錄物種之貿易資料定期彙報

秘書處，以供資料分析，即使我國非會員國，我國之出口貿易資訊仍會隨著

進口國之回報納入資料庫，若貿易量符合相關標準，仍有可能被列入列管之

物種/國家組合，需進行後續檢討及執行情形回報。目前 CITES 附錄物種之

貿易情形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定期統計，建議應將歷年統計資料進行分析，

加強瞭解貿易數量及變化情形，以利適時調整 CITES 附錄動物之管理策略。 

另本次被特別提出討論之人工繁殖馬來猴，由於出口量居高不下，且有

獵捕野外個體混充人工繁殖個體情形，特別是柬埔寨洗動物狀況特別嚴重，

被建議納入檢討。雖國內因馬來猴屬保育類野生動物，故沒有商業利用疑慮，

惟數年前曾有學校及民間業者多次陳情表示，因實驗動物需求，且此動物人

工繁殖技術純熟，希望能放寬馬來猴之輸入條件，但就本次馬來猴於印尼、

柬埔寨、菲律賓、越南等 4 個國家之人工繁殖圈養均被納入檢討來看，輸入

審查或調整動物保育等級時，仍應參考國際動物利用情形妥為考量，不應因

個體來源均為人工繁殖圈養個體即斷定其不會對野外族群造成危害，且應多

加留意實驗動物引入之必要性及來源合法性。 

依據 CITES 秘書處統計資料，爬蟲類及鳥類部分物種自我國輸出之貿

易量佔比相當高，目前均藉由邀請 2 名專家及相關單位查場，以估算每年可

開放之繁殖數量，建議未來於查場前可先參考 CITES 秘書處提供之繁殖資

料，針對國際普遍認為繁殖不易物種於查場時加強相關查證，以避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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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本次拜加刺尾鬣蜥被質疑為濫用來源碼 C 之情形。 

因 CoP19 時將多數鯊魚及魟魚列為附錄 II 物種，本次會議鯊魚及魟魚

雖有成立工作小組討論，但因會議行程密集，該工作小組時間與人工繁殖圈

養之工作小組時間重疊，故本署代表無法參與。此外我國輸出物種亦有多種

海洋野生動物，建議未來除了締約方大會外，能由海洋野生動物之主管機關

海洋保育署也指派至少 1 名代表參加動物委員會，以利能對國際海洋類野生

動物之貿易及管理情形加強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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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影像紀錄 

第 32 屆動物委員會會場 

秘書長 Ivonne Higuero 女士致開幕詞 

 

委員會主席 Mathias Lörtscher 先生及秘

書處成員 

第 32 屆動物委員會委員 議案討論情形（美國代表發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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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與會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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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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