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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直以来，玳瑁和其他的海龟因为其肉、标本或背甲制品的商业性贸易，而

遭到严重地过度捕捞。通过对近十年来相关案件的分析，以及较为全面的市场调

研，发现我国市场上的海龟及其制品的非法来源集中在东南亚的珊瑚大三角，主

要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国家。 

本报告对 2001-2008 年间公开报道的 56 起海龟案件进行了分析。这些案件共

涉及 464只海龟活体、1553 只海龟死体、213 件未加工的背甲、5公斤玳瑁龟胶、

23 件海龟制品和 4.8千克的绿海龟肉。案件的发生地集中在海南、浙江和广东三

省，而被查获的海龟标本中有 72.48%是来自海南的琼海市。近年来，也不断有海

南琼海渔民因在菲律宾、印尼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海域非法捕捉海龟而被逮捕的

新闻见诸报端。可见，我国海南省在打击海龟非法捕捉、走私，甚至加工、运输

和销售等方面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 

2009 年，本研究先后对我国东部沿海多个城市开展了市场调查，包括海南三

亚、琼海和海口，广西北海和凭祥，广东广州和江门，福建厦门和福州，山东青

岛，辽宁大连和葫芦岛。同时，也对古玩和中药材市场集中的上海、北京、天津、

哈尔滨以及河北安国进行走访。 

调查发现： 

1. 我国市场上海龟制品的类型主要有标本、工艺品摆件、首饰和用作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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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玳瑁壳。除标本中包括绿海龟外，其他制品的原料都是玳瑁； 

2. 除广西凭祥、广东江门和福建福州没有发现海龟制品外，在其他走访的城

市中，共记录到有 117 家古玩或旅游纪念品商店出售海龟制品，8 个中药材批发

商有玳瑁壳销售； 

3. 调查共记录到 56 只绿海龟标本、94 只玳瑁标本和 7217 件玳瑁制品。另

外，在药材市场上，看到有近 159千克的玳瑁壳待售； 

4. 在所走访的省市中，海南（海口、琼海和三亚）的海龟制品销售店铺最多，

为 57家，占总数的 48.72%。其所出售的玳瑁壳制品的数量也是最多的，共有 4812

件，占观察总数的 66.86%；另外一个重点市场是广西北海市（店铺数量 19，占

16.24%；玳瑁制品数量 1662，占 23.03%），而在该市记录到的玳瑁标本是最多的，

共 62 只，占观察总数的 65.96%；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市场上，只有少许店铺有

玳瑁制品出售； 

5. 海龟制品的价格变化幅度大，通常取决于品种、尺寸大小、产品质量、工

艺以及其市场所在地的经济水平。玳瑁标本的平均价格是 4178 元，远高于绿海龟

标本（2708元）。标本的价格往往与其体宽的尺寸成正比； 

6.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得出，海南（海口、琼海和三亚市）

和广西北海是海龟及其制品的加工及批发销售点。在这四座城市发现的海龟制品

约占总调查观察数量的 90%，而其他城市的海龟制品几乎无一例外都来自于海南

或广西北海。其中，仅在琼海谭门镇的 25家商铺中就记录到约 2500 件待售的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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瑁制品，占总观察数量的三分之一； 

7. 目前，海龟制品主要通过三条渠道进入海南：a）当地渔民海上作业时误

捕到海龟；b）我国渔民从东南亚国家的渔船上收购海龟；c）在东南亚国家的中

国商人从当地渔民手中购买海龟后，转卖给中国渔民或中间商。 

在开展市场调查的同时，我们也走访了一些渔民和相关的渔业执法人员，他

们也向我们传递了一些信息，如渔民都知道捕捉海龟是非法的，但是海上作业误

捕到海龟时，他们仍然不会将其放回到海里；以前专门有渔民去菲律宾、印度尼

西亚和越南海域捕捉海龟，但随着这些国家的执法越来越严厉，不得不转向马来

西亚海域，甚至有远道去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海南政府为了根治这种

非法的海龟贸易，大力发展旅游业，帮助渔民寻找替代生计。与此同时，当地政

府还推行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每位不从事非法捕捉活动的渔民每年可以

领取 10 万元的政府柴油补贴。因此，随着政府执法和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海龟

的非法贸易必将得到有效的控制。 

尽管海龟所有种都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其

国际商业性贸易被完全禁止；我国也早在 1988 年将在我国海域有分布的 5 个种列

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本次研究的结果表明，海龟及其制品的国内贸易分布范

围广、数量大、种类繁多，其野外种群所面临的捕捉压力依然十分严峻。鉴于这

一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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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一步加强执法力度。有关执法部门不仅要关注海龟国内非法贸易的问题，

而且也应对我国渔民在他国海域非法捕捉海龟的活动予以有效制止。对于国内市

场上非法出售海龟制品的活动，根据相关法律，进行严惩； 

2. 开展宣传教育。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开展

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目标人群的法律意识，如海南当地的老百姓、游

客、商人和渔民，从而更有效地支持控制海龟贸易的执法活动； 

3. 加强区域间合作。我国虽为海龟的分布国之一，但至今尚未签署《印 度

洋 暨 东 南 亚海龟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管理谅 解 备 忘 录 》

（IOSEA）。建议中国早日成为该国际协议的签署国，以更好地支持海龟保护的国

际行动，如打击非法国际贸易； 

4. 加强信息交流。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应就各自掌握的非法捕捉和贸易海龟的情

报信息加强交流，从而支持东盟野生动物执法网络（ASEAN-WEN）与我国一道开展

更为有效的执法活动； 

5. 开展相应的社会经济学研究。通过对渔民及其他涉及捕捞、加工或贸易海龟

产品的人群的社会经济学研究，弄清人们对海龟产品依赖的程度和根源，并寻找

有利于海龟保护的取代生计，如在海南大力发展旅游业，创造就业机会等； 

6. 加强执法能力建设。农业部渔政管理部门与非政府组织等一道，对一线执法

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更好地执行 CITES以及国内的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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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继续开展市场监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应继续监测海龟产品的贸易情况，一

方面可以检验政府执法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是及时掌握市场动态、贸易路线以

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开展更有效的执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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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龟因其背甲上斑驳半透明的盾片而被广泛利用（ Groombridge and 

Luxmoore，1989; van Dijk and Shepherd，2004）。这些角质的盾片，作为原材

料，几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工艺品加工商们的青睐（Aikin，1840），通常被加工成

各种首饰、梳子、扇子、纽扣、镜架、家具装饰品及古玩（Limpus and Miller，

1990; Márquez 1990; van Dijk and Shepherd，2004）。这些琥珀色的工艺品非

常与众不同，很吸引眼球，也正是这导致了对海龟背甲的市场需求（Canin，1991）。

尽管海龟是受到国际性保护的物种，但是其仍然因为背甲和肉（Lilley，2009; 

Dethmers and Baxter，2011）以及蛋（Anon，2009a）而正遭到大量捕捉。因此，

有关海龟及其制品商业性利用的报告，对于今后的野生动物执法是非常关键的。 

所有海龟的物种（海龟科和棱皮龟科）都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

易公约》（简称“CITES 公约”）附录。CITES 公约于 1975 年正式生效。1977 年，

CITES 各缔约国同意禁止海龟及其制品的国际贸易。当时，至少有 45 个国家涉及

海龟背甲的进出口贸易。目前，有七个海龟种已被列入 CITES 附录 I，它们是：

棱皮龟 Dermochelys coriacea、绿海龟 Chelonia mydas、玳瑁 Eretmochelys 

imbricata、蠵龟 Caretta caretta、太平洋丽龟 Lepidochelys olivacea、肯氏

龟 Lepidochelys kempii 和平背龟 Natator depressus。棱皮龟（棱皮龟科）因

其没有背甲而幸免被过度捕杀。平背龟和肯氏龟十分稀少，人们并不清楚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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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涉及背甲贸易（van Dijk and Shepherd，2004）。绿海龟和蠵龟的背甲虽然也

可能被利用，但是玳瑁背甲的贸易是最为广泛的（van Dijk and Shepherd，2004）。 

每年，成千上万只玳瑁在世界各地遭到捕捉（Mack，1983; Groombridge and 

Luxmoore，1989; Milliken and Tokunaga，1989; Duc and Broad，1995; van Dijk 

and Shepherd，2004; Stiles，2008; Kinch and Burgess，2009）。相比较其他

的海龟，玳瑁背甲鳞片的图案更具特色（Frazier，1971; Kobayashi，2001; van 

Dijk and Shepherd，2004）。玳瑁的鳞片比其它几种海龟明显要厚，更适用于工

艺品的原材料。它们经过粘合、定型和雕刻加工成各种珠宝、装饰品和工具

（Groombridge and Luxmoore，1989; Canin，1991; Hainshwang and Leggio，

2006）。为获得这类原材料而大肆捕捉海龟被认为是对野生海龟保护最主要的威

胁，并严重威胁到玳瑁的全球生存状况（IUCN， 2011）。 

海龟背甲自古以来在国际贸易中一直被人们视为珍品。一千年前，我国首先

将海龟背甲加工成装饰品（van Dijk and Shepherd，2004）。与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对海龟制品的贸易是最为突出的。玳瑁野生种群的大量减少主要发生在 20世

纪，在这期间，大量的玳瑁背甲在国际贸易中被用来供应奢侈品和手工业市场。

尽管经过数十年的保护，全球贸易量已大大减少，但其依然是最大的威胁。 

CITES 自 1977年开始禁止了海龟的国际贸易。由于日本在 1980 年加入 CITES

公约时对海龟禁贸持保留意见，因此在之后的数十年间，海龟贸易禁令并没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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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地实施。到 1994 年，迫于国际压力，日本撤销了其对玳瑁列入 CITES 附录

I 的保留意见，不再进口海龟产品，但日本仍然曾试图重开海龟的国际贸易（CITES 

Prop. 10.60 in 1997，Prop. 11.40 and 11.41 in 1999，Prop. 12.30 in 2002）。

1997 年和 1999 年，古巴递交提案要求将玳瑁从附录 I 降至附录 II，旨在重开古

巴与日本间的玳瑁贸易，但该提案均因未达到 CITES 缔约国三分之二的支持而被

驳回。2002 年，古巴在 12 届智利圣地亚哥 CITES 缔约国大会前 3 个月，撤销了

向日本转让库存背甲的提案。目前，日本玳瑁的库存应该已被耗尽，但此行业对

玳瑁的需求仍然持续着（TRAFFIC，2004; van Dijk and Shepherd，2004; Stiles，

2008）。在玳瑁进口禁令颁布后的几年里，大量的试图走私到日本的玳瑁被截获，

如 1995 年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3 吨多的玳瑁货运集装箱，1995 年来自多美尼加的

通过国际邮件走私的货物，1996-1998年间新加坡航班上都曾发现走私的海龟（van 

Dijk and Shepherd，2004）。尽管玳瑁的国际贸易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已经得到

了很好地遏制（Stiles，2008），但东亚地区的事态依然严重，特别是日本和中

国。 

在我国东南沿海及日本岛南部地区，分布着 5 种海龟：绿海龟、玳瑁、蠵龟、

太平洋丽龟和棱皮龟。其中只有绿海龟、玳瑁和蠵龟在我国和日本有筑巢

（Kikukawa et al.，1999; Cheng，1995&1996）。虽然没有充足的数据，但玳瑁

的主要筑巢区被认为是在我国南海东沙和海南东部的西沙群岛（Cheng，

1995&1996）。海龟也会经常出没在福建、广西、海南岛到西沙群岛南部沿岸，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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瑁数量在海南岛附近海域有明显的增加（Chu-Chien，1995）。据估算，上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期间，每年有大约 1000-1500 只海龟在西沙群岛海域被捕捉

（Shizheng and Hai-Tao，2009）。如此高强度的捕捉连同破坏性的捕鱼作业和

海滩开发，导致了区域内海龟资源的严重减少（Shizheng，2009），这种下降意

味着我国的海龟市场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进口。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珊瑚

大三角，珊瑚大三角与中国相邻的越南、菲律宾南部（Carrascal de Celis，1995）、

马来西亚（Sabah）和印度尼西亚（Kalimantan 和 Sulawesi）的海龟种群数量较

多。 

珊瑚大三角是由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

群岛和东帝汶围成的接近三角形的地理区域，这个地区被认定分布着超过 500 种

的造礁珊瑚（Veron et al.，unpublished data），并被认为是世界上海洋生物

物种丰富度最高的区域（Carpenter et al.，2011）。珊瑚大三角的顶端是苏禄-

苏拉威西海洋生态区，包括苏禄海和西里伯斯海（被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

西亚包围），并被广泛认定是海洋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亟待管理和保护的关键区域。

近期，该地区还被认为是海洋热点（Carpenter et al.，2011），拥有丰富的热

带海洋栖息地类型，从几千个岛屿组成的裙礁，到东南亚最大最完整的红树林。

珊瑚大三角以其惊人的自然生产力而著称，被认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价值的

海洋生态系统，物种丰富度从这个区域向东面的太平洋和西面的印度洋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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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eksema，2007）。保存这一海洋生物多样性，是政府间珊瑚礁三角区倡议在

珊瑚礁、渔业和食品安全的焦点（见 www.cti-secretariat.net/）。 

在珊瑚大三角区分布着七种海龟中的六种：绿海龟、玳瑁、蠵龟、太平洋丽

龟、棱皮龟和平背龟。海龟群岛区域是苏禄群岛的一部分，有大概 400 个菲律宾

西南端和沙巴州、马来西亚东北端的岛屿构成，分布着世界上密度最高的绿海龟

和玳瑁。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海龟群岛对海龟保护的重要性，并

签署了双边协定建立海龟群岛遗产保护区（TIHPA）。1996 年宣布建立的海龟群

岛遗产保护区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海龟的跨边界保护区。菲律宾和马来

西亚两国共同管理着这一保护区，旨在其各自海域保护海龟及其生境。尽管如此，

珊瑚大三角的海龟依然遭到人类消费其肉和蛋的威胁（TRAFFIC，2004; Lilley，

2009; Dethmers and Baxter，2011）；同时，威胁还来自于玳瑁奢侈品的贸易

（TRAFFIC，2004; Kinch and Burgess，2008），长线捕鱼误捕（Anon，2011）

以及海龟栖息地的退化。 

数十年来，海龟种群数量在珊瑚大三角急剧下降，有些种群的下降甚至达到

90%（WWF，2011）。海洋系统生物多样性完整性的丧失是目前一个严重的问题，

海龟捕捉的影响毫无疑问地将引起生态系统的反应。海龟捕食海绵（Leon and 

Bjorndal，2002），它们从礁石中的消失或许将导致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海绵过度

繁殖，从而杀死珊瑚（Bjorndal and Jackson，2003）。因此，作为海绵的捕食

者，海龟能在礁石中为其他生物的定居与生长腾出空间，对于保证珊瑚礁的健康

http://www.cti-secretaria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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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重要的（Bjorndal and Jackson，2003）。有效地保护和管理海龟对于礁

石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恢复和保护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海龟持续的直接和间接

死亡率仍然是一个紧迫的保护和管理的问题，但多方面的积极行动已经给予这一

重要区域的保护努力必要支持。 

这类分布全球，需要大规模迁徙的海洋巨型动物，在保护战略和国际执法方

面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TRAFFIC 之前在越南（TRAFFIC，2004; van dijk and 

Shepherd，2004; Stiles，2008）、菲律宾（Schoppe and Antonio，2009）、印

度尼西亚（TRAFFIC，2004; Lilley，2009）、马来西亚（Anon，2009a）、日本

（Milliken and Tokunaga，1987; Le Dien Duc and Broad，1995）和巴布亚新

几内亚（Kinch and Burgess，2009）对海龟贸易的调查结果显示，社会经济、文

化政策、奢侈品需求和一些营养需求都影响着这些迁徙物种的跨国商业性贸易。

研究人员和自然资源保护者注意到，海龟生存的压力并没有减轻，相应的市场一

直存在。 

本研究旨在掌握我国市场的海龟及其制品的贸易最新动态，在今后与政府和

其他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遏制海龟产品需求宣传活动时，本研究的结果可作为很

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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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回顾 

本研究对我国有关海龟贸易的法律进行了分析。以下内容是管理海龟捕捉和

贸易的关键法律条文摘要：  

海龟的捕捉管理 

在中国，野生动物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该法律

于 1988 年颁布施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所有海龟都已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科学研究、驯

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必须向省、自

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包含了详细的规定及对犯罪行为的处罚，包括保护物种的非法贸易、运输、走

私和伪造文件等。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法院裁决

进行惩处，比如《刑法》（1997 年）。《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中指出，将对涉及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行为处以惩罚。第三百四十一条

明确指出：“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

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海龟的国内贸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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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二条指出：“禁

止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需要出售、收购、利用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批准。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可

以凭驯养繁殖许可证向政府制定的收购单位，按照规定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或者其产品。”《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出口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进出口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所限制进出口地野生动物或者

其产品的，必须经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批准，并取得国家濒

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核发的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海关凭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检查

放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走私国家禁止进

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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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案件信息收集 

为了更好地了解海龟非法贸易的现状，本研究收集和分析了 2000-2008 年我

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涉及海龟及其制品的案件。这些案件不是非法进口就是非法

出口，亦或是悬挂着国旗或登记过的渔船的非法作业活动。我们对凡是涉及海龟

案件的政府信息、发表的文章和网络新闻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并对重要的结果作

归纳总结。 

市场调查 

2009 年，对海龟及其制品非法贸易较为集中的 8 个省和 3 个直辖市进行了调

查 

本研究沿用 TRAFFIC 其他办公室在海龟贸易调查时所采用的调查方法

（TRAFFIC Southeast Asia，2004；van Dijk and Shepherd，2004；and Stiles，

2008）。调查中，记录观察到的海龟制品，包括贸易量、产品类型、价格、涉及的

具体物种以及销售商的相关信息。通过普通话流利的调查人员对批发和零售商的

非正式、半结构式的访谈，了解反映贸易动态的相关信息，如来源、交易量、主

要买家、贸易路线和最终目的地等。调查人员被告知的价格都是以人民币来计，

本报告有将人民币转换成美元。2009年 7 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 100 美元兑

人民币 6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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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东部和南部的沿海城市开展市场调查，这些城市过去被认为是非法海

龟的入口通道，包括海南省三亚、琼海和海口市、广西省北海和凭祥市、广东省

广州和江门市、福建省厦门和福州市，山东青岛市，辽宁省大连和葫芦岛市。为

了更加全面地理解我国海龟的贸易情况，我们同时调查了以下城市的古玩市场和

传统中药材市场：上海、天津、北京、河北安国和黑龙江哈尔滨（见图 1）。由于

我国幅员辽阔，根据地理位置、当地经济状况、零售市场和海龟制品的潜在的最

终用途，这些城市被分为四个不同的组来进行数据分析1： 

源头市场：海南省三亚、琼海和海口市及广西省北海市 

地区城市市场：福建省厦门市、山东省青岛市、辽宁省大连和葫芦岛市及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 

主要城市市场：上海、天津和北京 

传统中药材市场：广东省清平中药材市场和河北省安国中药材市场 

                                                 
1
这些城市都有非法出售海龟产品的现象。另外，在凭祥、江门和福州调查中未发现海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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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查的城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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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案件 

 

本研究对 2000-2008 年的我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公开报道的海龟案件进行

了收集，共计 128起，涉及 9180 件海龟制品。这些数据仅来自于有限的信息，只

代表最小的非法贸易量，但在某种程度上亦能反映贸易路线、案发集中地和贸易

量等相关信息。根据现有的案件信息，我们看到近年来海龟案件的数量呈不断上

升的趋势，特别是 2007 和 2008年案件数量分别达到了 22起和 24 起（图 2）。在

我国，大陆的非法海龟市场非常的庞大。所有案件中，共查获 2054 只完整的海龟

标本，其中大陆 2017 只，占总数的 99.56%，香港和台湾分别为 28只和 9 只，合

计不到总数的 1%；查获的完整背甲数量为 307 件，大陆、香港和台湾分别占

69.38%、30.29%和0.33%；查获的片状背甲重量为750千克，香港和台湾各占 74.13%

和 25.87%（图 3）；台湾共查获 6161 件玳瑁制品，占总数的 99.63%。查获的海龟

主要是绿海龟和玳瑁，分别占总数的 53%和 34%，其它的物种还包括蠵龟、太平洋

丽龟和棱皮龟。 

案件也反映出，涉案的海龟及其制品主要是从珊瑚三角区国家走私入境的，

特别是印度尼西亚（397个完整的标本和 14 个案件）、马来西亚（342 只完整的标

本和 2 个案件）以及菲律宾（126个完整标本和 4 个案件）。下面是对大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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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台湾的海龟案件信息的总结; 

 

图 2. 2000-2008 年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报道的海龟案件数量 

 

 5 0 0

1  0 0 0

1  5 0 0

2  0 0 0

标本 完整背甲 片状背甲

(kg )

玳瑁制品

海龟产品

查
获

的
产

品
数

量

香港

台湾

大陆

 

图 3. 2000-2008 年，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查获的各种海龟产品的贸易量（台湾

查获的 6120 件玳瑁制品的数量没有在 Y 轴中进行体现）。 

 



21          
 

中国大陆 

大陆报道的海龟案件数量最多（n = 56），占总数的 43.75%。表 1 显示了

2000-2008年间大陆查获的共计 2253 件海龟及其制品，其中 464 只活体、1553只

标本、213 件完整龟甲、5 公斤玳瑁胶、23 件玳瑁制品和 4.8 公斤绿海龟肉。活

体或标本大多数为绿海龟和玳瑁（占 66%，见表 1），未知物种记录占 33%（表 1），

很可能也是绿海龟和玳瑁。蠵龟、太平洋丽龟和棱皮龟在贸易中并不常见（占 1%），

可能是偶尔捕获的。值得注意的是，涉案的活体标本中，明确提及物种的大部分

为绿海龟（占 69%），只有很小一部分为玳瑁（占 2%）。这些活海龟有的用于新鲜

海龟肉的交易，有的作为活体标本展示。案件主要发生在海南（占 30%， n = 14），

也有浙江（n=9）、广东（n = 5）、辽宁（n = 3）、山东（n = 3）和福建（n = 3）。

在上海、天津和北京也有个案（n = 3）。同时，甘肃、山西、河北、云南和湖南

亦有个别案件（n = 6）。在海南，琼海查获的案件最多（占 36%， n = 5）。2003

年 5 月，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在琼海查获 131 只绿海龟活体和 11 只死亡标本

（Anon， 2003）。在中国，海南是查获海龟数量最多的（占 34%， n = 659 标本）。

很明显，海南是非法海龟的重要入口。与市场上公开销售的非法海龟产品的数量

相比，我国有关部门查获的海龟案件数量比较少（具体见市场调查结果部分）。  

我国渔民在其它国家海域非法捕捉海龟的案件也是时有发生（n=10）。这些案

件共涉及 1478只海龟，其中活体 36只，死体 1442 只。种种迹象明确表明海龟

资源已经遭到严重捕捞（见图 4）。中国船只非法、无节制的偷捕海龟的情况已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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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高度重视。在菲律宾（Anon，2001; Anon，2004b; Anon，2007d）、马来西亚

（Anon，2004a; Anon，2007a，2007b，2007c）和印度尼西亚（Zindel，2007）

都曾有中国渔民因偷捕海龟而被逮捕的案件发生（见表 5）。海龟主要分布在菲律

宾黎刹南部巴拉望岛海域、苏禄群岛、海龟群岛遗产保护区，马来西亚的纳闽岛、

远沙巴州和印度尼西亚东加里曼丹的 Derawan 岛，覆盖苏禄和西里伯斯岛附近海

域。 

接下来所要列举的是 2000-2008 年间，涉及中国的非法贸易量较大的几起案

件：2004年 5 月，马来西亚当局在一艘渔船上发现了大概 160只死海龟，随即逮

捕了来自中国海南省的 16名渔民（Anon， 2004a）；2005年，在马来西亚纳闽岛

-沙巴州水域的一艘中国海南渔船上查获了 100 多只海龟；2007 年亦有好几起大

的海龟案件：2007 年 3月，马来西亚当局在远沙巴州沿岸，从一艘中国货船上查

获 72 只绿海龟和玳瑁 （Anon，2007b）。而就在此几天前，马来西亚官员刚刚在

一艘渔船上截获了 185 只绿海龟及 89 只玳瑁（Anon，2007c）。2007 年 5 月，印

度尼西亚海关在加里曼丹附近逮捕了 22 名中国籍船员，因为其所在的渔船上载有

296 只玳瑁、90 只绿海龟和一只太平洋丽龟（Zindel，2007）。2007 年 9 月，菲

律宾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巡逻队在苏禄群岛抓获了 19 名中国籍船员，查没

50 只海龟死体和 18只海龟活体，其中大部分为绿海龟（Anon， 2007d）。 

表 1. 2000-2008 年我国大陆查获的海龟及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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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活体 标本 肉 龟胶 背甲 制品 

绿海龟 322   579   4.8 kg     23 

玳瑁 11   416     5kg 213   

蠵龟 2   12           

太平洋丽龟 1   3           

棱皮龟 1   1           

未知名 127   542           

合计 464   1 553   4.8 kg 5kg 213 23 

 

 

图 4. 2000-2008 年，在他国海域查获的涉及中国人的海龟案件（n=案件数量）。 

（* 来自菲律宾的一起案件未指明查获的海龟数量） 

 

台湾 

 

中国台湾位于大陆的东南沿海。2000-2008年，共有 29 起非法海龟贸易案件，

查获共计 6348 件制品，其中包括 28 只标本（5只玳瑁，9只绿海龟，1只太平洋

丽龟和 13 只未知物种，见表 4），另有 164件玳瑁首饰，4 副眼镜框，11 个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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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件雕刻品和 6123 件杂件。这些案件都是执法部门在台湾查获的，而海龟制品

也是供应岛内市场。每个案件查获的海龟制品的数量并不多，基本上都是一个标

本或是 20 件左右的玳瑁制品。然而，也有特例。2008 年，在台湾南部敦林县一

工厂内发现超过 6000 件玳瑁制品，11公斤的玳瑁半成品，3 只玳瑁标本和 128公

斤未加工的玳瑁背甲（Anon，2008）。在大陆和香港，很少有如此多的玳瑁制品被

查获（见表 4）。在台湾所有报道的海龟案件中，印度尼西亚通常被认为是重要的

来源国，但是本起大案中查获的海龟制品的来源仍然是个谜。 

香港 

中国香港坐落于中国南部海岸，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报道的案件

总共有 96 起，查获 9 个标本（绿海龟，n=4；未知物种，n=5），93 只未经加工的

背甲和 556 公斤玳瑁鳞甲。根据案件信息， 只有其中的两起案件是涉及在香港地

区非法销售。而大部分的案件都是发生在货物托运或航空乘客随身携带等渠道。

与大陆和台湾不同，香港查没的海龟主要是来自非洲国家，如南非、肯尼亚和坦

桑尼亚，而不是东南亚国家。例如，2005 年 5月，海关在葵涌集装箱码头查获了

迄今为止最大的一起走私案件，共从一批来自于坦桑尼亚的货物中发现了 556 公

斤玳瑁背甲（Anon，2005），约合 370 只玳瑁（Groombridge and Luxmoore，1989） 。

这单起案件的玳瑁背甲的查获量（千克）占中国三个地区总量的 74.13%。印度尼

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通常被认为是海龟产品的来源国，但香港查获的案件

中只有为数不多的标本是来自于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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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调查结果 

 

在我国市场，海龟制品主要是装饰用的标本和玳瑁首饰，以及用于传统中药的

玳瑁背甲。本调查对我国大陆八个省和三个直辖市的市场进行了走访，共发现 117

家纪念品商店有海龟制品出售，8 家中药材批发商铺出售玳瑁背甲（表 2）。广西

凭祥、广东江门和福建福州的市场未见海龟制品出售。 

本次调查中，共在纪念品店记录到 56 只绿海龟标本、94 只玳瑁标本和 7217

件玳瑁制品；在中药材店观察到 159千克玳瑁背甲（见表 2）。在海南省（三亚、

琼海和海口）记录到有海龟制品出售的店铺数量是所有调查中最多的，占 49%，

玳瑁制品的数量也是最多的，占总数的 67%；其次是广西北海市，其有海龟产品

出售的店铺和玳瑁制品的数量分别占总数量的 16%和 23%。另外，在北海记录到的

玳瑁标本数量最多，占观察总数的 43%（表 2）。在北京、上海、和天津仅发现少

量的有海龟制品出售的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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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国市场观察到的海龟制品 

 

   

 

 

 

 

 

 

市场上的玳瑁制品约有 24种类型（表 3），除耳环以“对”记和吉他指甲以“套”

（4 个）记外，其他类型的数量都是按个来记录。玳瑁制品以饰品为主（93%），

手镯和戒指的数量居多，分别占所有玳瑁制品的 47%和 23%。海龟制品的价格因物

种、尺寸和质量以及当地的经济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如玳瑁标本的平均价格为4180

元（611.71美元）/只，明显高于绿海龟标本的 2710 元（396.49 美元）/只；标

本以及其他制品的价格也会尺寸的增加而增加。本次调查，观察到的海龟制品的

总价值估计近 50万美金（表 3）。 

 

省  / 市
绿海龟标

本
玳瑁标本 玳瑁制品 有海龟制品出售的店铺数量

海南三亚 1 3 1 8 4 5 2 0

海南琼海 2 5 0 0 2 5

海南海口 2 8 4 6 7 1 2

广西北海 2 6 2 1 6 6 2 1 9

福建厦门 6 2 1 0 7 4

上海 1 7 5 6

山东青岛 7 4 2 2 5

河北安国 3 5 2

天津 2 8 2

北京 1 0 4 1

辽宁大连 2 2 3 2 5 1 0

辽宁葫芦岛 1 0 3 3 8 3

黑龙江哈尔滨 3 3 3 4 4 8

总计 56 94 7217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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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海龟制品的价格（美元） 

  数量 平均价格 （样本数量） 价格范围 
估 计 的

价值 

整个标本             

绿海龟 56   396 （n = 36） 88–659 22 203 

玳瑁 94   612 （n = 91） 59–2 635 57 501 

首饰             

耳环（对） 62   4 （n = 25） 3.66 227 

项链 118   105 （n = 6） 29–117 12 382 

挂件 684   18 （n = 211） 4–82 12 640 

梳子 351   29 （n = 89） 4–56 10 102 

发夹 66   18 （n = 8） 18.30 1 208 

手镯 3 430   29 （n = 1 115） 3–293 98 956 

手链 472   33 （n = 127） 4–129 15 803 

戒指 1 701   5 （n = 344） 0.73–10 8 624 

杂件             

鸟笼 2   80 527 （n = 2） 43 924–117 130 161 054 

瓶盖 2   7 （n = 2） 7.32 15 

刷子 2   164 （n = 2） 164.41 329 

茶叶罐 3   805 （n = 3） 220–1 098 2 316 

香炉 1   176 （n = 1） 175.70 176 

香烟盒 1   322 （n = 1） 322.11 322 

扇子 64   510 （n = 8） 41–703 32 656 

吉他手指甲 38   7 （n = 18） 7.32 278 

梳妆盒 22   73 （n = 5） 44–146 1 611 

蛐蛐罐 5   88 （n = 1） 87.85 439 

镜子 2   44 （n = 1） 43.92 88 

笔筒 2   161 （n = 2） 146–176 322 

镜框 156   198 （n = 19） 29–264 30 894 

腰带 29   231 （n = 4） 73–556 6 687 

鞋拔 1   88 （n = 1） 87.85 88 

牙签盒 3   264 （n = 2） 263.54 791 

未加工的             

玳瑁背甲 159 千克 111 （n = 8） 30–154 17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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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 367 *       495 397 

* *159 千克的玳瑁背甲除外。 

 

源头市场 

该组包括两个省的四个城市，观察到的海龟产品的数量占整个调查总数的约

90%。在我国其他城市中发现的海龟产品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这四个城市。 

三亚、琼海和海口（海南省） 

根据案件信息（Pilcher et al.，2009），海南岛是海龟从海上入境和销售的

主要地点。在这次调查中，海南玳瑁制品的贸易尤为猖獗，且有少量的海龟肉出

售。 

在海南的三个调查城市中，三亚拥有最大的零售市场。在其 4 个市场的 20家

店铺中共发现了 1849 件海龟产品。其中 19 家是销售装饰品或纪念品的零售店，1

家是主要向上海供应玳瑁制品的批发商；在海口，共在 4 个古玩或旅游市场发现

12 家店铺出售 467 件海龟制品；与三亚和海口不同，琼海并不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但是记录到的海龟产品的数量是最多的。谭门镇 25家店铺共计摆放着 2500 件海

龟制品。该镇是坐落于海南岛东部入海口的主要贸易港口。 

通过与谭门镇渔民、海龟制品批发商以及有关渔政执法人员的进一步交谈，

我们了解了大量的信息，对我国海龟非法贸易也有了更深认识。海南大部分的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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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住在谭门镇，过去，当地人都是以捕鱼为生，其中就包括海龟。近年来，渔

民们逐渐意识到玳瑁背甲的商业价值，在琼海发展相关的加工和雕刻业。海南省

玳瑁的加工规模可能是全国最大的，但是工艺的精湛程度却不如广西的北海。一

位受访的谭门批发商明确告知，海龟都是来源于珊瑚大三角区的国家。他说他有

1 艘 100 多吨的船，近的会去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海域捕捉海龟，远的话

会去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湾去捕捉。他主要向上海供货，包括一些高级酒店的纪

念品商店。 

通过对海南渔民的采访，我们了解到：1）尽管海龟对渔民们来说通常是误捕

的，并不是目标物种，但是他们捕到后，也不会放生。2）一些渔民也会把海龟作

为是他们的捕捞目标。这些专门捕捞海龟的渔民过去会去菲律宾和越南，但现在

这两个国家加强了执法，迫使他们不得不去马来西亚海域捕捉。 

采访中，我们发现当地渔民相当了解中国海龟保护的相关法律。他们知道一

旦捕获海龟的行径被发现，会被罚款甚至判刑。因此，为了逃避惩处，通常会选

择夜幕笼罩时分靠岸，若发现有人查，就把海龟扔在海里；或者用小船将海龟转

移。 

关于海龟肉的价格，一海鲜餐馆的老板透露，售价为每千克 22 元（3.3 美元），

没有新鲜的海龟肉，全部都是冰冻的，渔民拿过来卖的时候也是冰冻的。在交谈

中，她提及，海龟是国家级保护动物，被发现经营海龟要坐牢的。当调查人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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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能否买点生的海龟肉带回老家时，她明确告知，海龟肉是不可以带上飞机的，

查到了要罚款和坐牢。 

琼海是个历史悠久的渔港，这里居住的都是渔民。为了解决这些违法捕捞的

问题，当地政府部门积极帮助渔民寻找替代生计，如发展旅游业。此外，还有一

些具体的管理措施，例如每年给不参与非法作业的渔民8-10万元（合 11713-14641

美元）的柴油补贴。根据当地的一名官员透露，这种经济刺激已经有效地降低了

海上非法作业活动（pers. comm. to TRAFFIC，2008）。 

虽然被采访的商户纷纷表示琼海的执法力度在逐渐上升，但他们的生意并没

有因此而受到影响，因为琼海本身并不是旅游胜地，他们的很多产品可以批发到

其他城市的零售商店进行销售。在琼海，他们已经不在店铺里公开摆卖海龟标本，

而是转为地下，或进入国内其他城市的市场。 

一当地的执法人员透露，他们在打击海龟非法贸易的执法活动以及公众宣传

方面的经费有限。近年来，公众已经开始意识到捕捉和出售海龟及其制品是违法

行为，因此执法部门也不断收到公众关于非法海龟贸易的举报信息。他认为，海

南的海龟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渠道获得： 

①  赴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水域作业渔民的误捕； 

② 在公海上捕鱼的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渔民将其捕获的海龟出售给我国渔民； 

③ 专门有中国人在东南亚国家或者海域收购海龟，然后出售给中国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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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执法部门表示，他们希望与 TRAFFIC 紧密合作，共同提高公众对海龟

的保护意识，并通过进一步培训以提高当地执法部门的执法能力。通过市场调查

我们发现，其他的一些省份，如福建和广东对海龟贸易的管理和监督就比较好，

我们仅在个别店铺看到数量非常少的小件玳瑁制品。可是广西和海南省的海龟贸

易量非常大，一些完整的玳瑁和绿海龟标本在市场上都很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当地的执法和监督的薄弱。在接下来的工作中，TRAFFIC 将在执法能力培

训和宣传活动等方面与当地的主管部门开展合作。 

令人可喜的是，在海南省文昌市有一个绿海龟救护中心，主要是饲养误捕或

是查获的绿海龟。目前养殖着 70-80 只的海龟，有 400-500 只小海龟被成功孵化。

海南省政府正在考虑在文昌建一个海龟保护区，并在不久的将来，将养殖的海龟

放归野外，以帮助恢复其野生种群数量。 

北海和凭祥（广西省） 

北海市是位于广西省南端的大型港口城市，与海南省隔海相望。本次调查，

我们共走访了四个古玩或旅游纪念品市场及两个水产市场，共在 19 家店铺中发现

1726 件玳瑁制品（见表 2）。其中一家规模较大的店铺告诉调查人员，他们的玳瑁

都是从泰国和马来西亚通过海上运输运来的。目前，从泰国和马来西亚走私的风

险非常高，这导致海龟产品的价格也随之上扬。经销商还提到，他不做活海龟生

意，只从这两个东南亚国家买一些标本或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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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海，有一家仓库专门批发海龟产品。在仓库的墙上挂着 4 只玳瑁和 1 只

绿海龟标本，在包装好的纸箱子里至少装着 40 只的玳瑁标本。另外还有很多蛇皮

袋装欲出售给珠宝加工商或中药材市场的未加工过的玳瑁背甲。同时，还有数量

众多的玳瑁工艺品，包括 50 只梳子、200 个戒指、150 只手镯和 200 个吊坠。仓

库老板说，他是批发商，海龟产品主要是从印度尼西亚运来的。每天都有大量的

海龟产品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的市场。一位出租车司机告知，这间仓库从 2001年

就开始经营海龟产品，正是北海市的执法不力才使得这种非法贸易得以生存。2010

年 8 月，调查人员重访了这间仓库，没有发现海龟产品销售，而是改作他用，周

边的人员都不知晓该仓库是何时撤除的。在两家水产市场，没有发现海龟肉和其

他海龟产品的销售。 

地区城市 

这组共包括 4 个省的 5 个城市：福建省厦门市、山东省青岛市、辽宁省大连

和葫芦岛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些城市都属于旅游胜地，社会经济地位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 

厦门市（福建省） 

厦门是福建省的一个发展迅速的沿海城市。我们共对当地的四个古玩市场（裕

鑫、白鹭洲、万寿路和厦门文物店）、五个水产市场（八十、中埔、美仁宫、新民

和瑞毓水产）和一个旅游市场（鼓浪屿）进行了调查，仅在鼓浪屿发现有海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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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出售。 

鼓浪屿是一座毗邻厦门的岛屿，以旅游业为主。共在岛上的 4 家店铺发现 115

件玳瑁制品（见表 2）。其中一家店主告知调查人员，其玳瑁手镯和梳子都是来自

于菲律宾，并提到，由于当地市场管理严格，他们仅摆放少量的玳瑁制品，但她

的仓库中有很多，包括绿海龟和玳瑁标本。当向其他三家店主问询来源和存货量

时，他们都十分谨慎，不愿意告知相关信息，不过还是有一家告知是从海南进货2。 

青岛市（山东省） 

青岛是东部沿海城市之一，旅游业发达，尤其经历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

后。在这里，我们共走访了 7 个古玩或旅游纪念品市场，只在其中 4 个市场的 5

家店中发现了海龟制品，记录到 7 只绿海龟标本、4只玳瑁标本和 22 件玳瑁制品

（表 2）。在一家经营海龟制品的公司调查中我们发现，这家公司从海南购买海龟

原料，在青岛进行加工，然后出售给当地的纪念品市场。 

大连市和葫芦岛市（辽宁省） 

大连和葫芦岛都是沿海城市，与其他调查的城市相比，零售市场的数量少、

规模小。我们共在大连的 10 家商铺中看到 50 件待售的海龟制品；在葫芦岛 3家

商铺中发现 51件（见表 2），两地出售的标本以绿海龟为主（绿海龟，22 件；玳

                                                 
2
 TRAFFIC 打电话给厦门市渔政报告海龟非法贸易情况，该执法部门作出快速反应，立刻对鼓浪屿市场进行调查，其中一名官

员还打电话给 TRAFFIC，反复确认报告的相关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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瑁，3 件）。一位卖主告诉我们，市场上禁止出售玳瑁标本，但绿海龟标本还可以

合法经营。这些零售商出售的标本或玳瑁制品都是来自海南。 

哈尔滨（黑龙江省） 

哈尔滨是黑龙江省的省会，在同组城市中，该市记录到的海龟产品的数量是

最多的，共在两个古玩市场的 8家店铺中发现了 350 件海龟产品（见表 2）。其中

有一些是老件，如鞋拔和烟盒，来自于日本而不是中国南部。 

主要城市 

北京、天津和上海这三个直辖市是我国最发达的城市，并以旅游业闻名遐迩。

这些城市坐拥着很多大型古玩市场，同时也销售着其他濒危物种产品，或者称之

为奢侈品，如象牙。 

我们在上海共走访了 20 家古玩或旅游纪念品市场，发现有 6家店铺出售海龟

产品，共记录到 75 件玳瑁制品和一只玳瑁标本（见表 2）。所有的调查中，在上

海发现的玳瑁制品是最精致，也是价格最贵的，例如一件玳瑁和象牙制成的鸟笼

售价在 80 万人民币（合 117647 美金）（见表 3）。大多数被走访的店铺表示，海

龟制品或原料来自于海南。 

只在天津的两家和北京的一家店铺看到有海龟产品出售，分别记录到 28 件和

104 件玳瑁制品，其中大部分为首饰和其他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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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药市场 

本调查还走访了清平和安国国内两大中药材批发市场，以评估玳瑁背甲在中

药使用中的现状。清平市场坐落于广东省广州市，是我国南部最大的中药材批发

市场；而安国市场则位于河北省安国市，为我国北部最大的中药材市场。 

广州是广东省的省会，其因消费野生动物（特别是对野味和中药材）的陋习

而声名狼藉。然而，在本次调查中，并没有在古玩市场或水产市场发现海龟类产

品的踪迹3。只在清平药材批发市场的一个摊位上，发现了待售的玳瑁壳背甲。其

中，尺寸较大的背甲（20-30 厘米长，10-15 厘米宽）售价为 1200 元/千克，约有

100 千克；尺寸较小的（10-15 厘米长，5-10 厘米宽）或被下脚料的价格明显要

低，仅为 250元/千克，约有 50 千克（表 4）。店主称这些玳瑁背甲都是来自于海

南，供货渠道稳定。 

在安国药材批发市场，在 8 个摊位看到约 9千克的玳瑁背甲（见表 4），其价

格明显低于清平市场，平均价格大概在 315 美元/千克，最低价 250美元/千克，

最高价为 410 美元/千克。除一个摊位声称其玳瑁背甲来自印度尼西亚外，其他 7

个摊位都表示他们的货源来自海南。 

 

                                                 
3 2010 和 2011 年，在广州华林国际市场发现有数量较多的玳瑁制品出售，原料来自于海南，但基本上都是在广东

本地进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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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药材市场上出售的玳瑁背甲 

中药材市

场 

玳瑁背甲（千

克） 

出售玳瑁背甲的店

铺数量 

广东清平 150   1   

河北安国 9   7   

合计 159   8   

 

本次调查未在广东省江门市的市场上发现公开摆卖的海龟产品，然而，某酒

店纪念品商店的老板表示，他有 30-50 只玳瑁标本，但只给确定需要购买的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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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我国对海龟产品的需求不断地威胁着野生海龟的生存。尽管海龟受到各国际

公约的保护，在我国也得到国内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但其贸易仍然在持续着。

公开出售海龟制品的现象印证了这种贸易的存在。根据查获记录，大多数海龟及

其产品来自他国海域。我国渔民在他国领海非法捕捉海龟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在先前的调查中，TRAFFIC 发现越南有大量的海龟饰品和标本等出售，以满

足中国大陆和台湾市场（TRAFFIC，2004; Stiles，2008）。仅 2002年，越南就加

工了数量庞大的海龟制品，其中很多是用来出口的。一位经销商说，中国已成为

最大的海龟标本进口国，过去三年里，订购量呈显著增加。同时，出售到中国的

海龟标本通常是批量批发，很多越南供销商描述，中国人是海龟标本批发采购的

一些常客（指每次订购 100 件标本以上的）（TRAFFIC，2004）。这种贸易显然是不

可持续的， 2008 年的调查发现，尽管仍然有外国游客大量地买进海龟制品，但

是在越南已经不再有常规的批发出口贸易。根据 TRAFFIC 的报告，随着越南物种

保护和宣传教育的加强，其海龟市场的规模有所减小，当然人们也在怀疑，可能

是越南海域遭到过度开采，海龟资源急剧减少而引起市场萎缩（Stiles，2008）。

沿海居民称，除了在越南的 Con Dao 还能抓到绿海龟外，当地的其他海域如今已

很少能捕捉到海龟，特别是玳瑁，一些体型较大的海龟更是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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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 CITES 公约还是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海龟的商业性贸易在中国

都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在南部和东部的沿海城市，玳瑁制品的公开贸易随处可

见。琼海、三亚和北海为最重要的进口、加工和贸易的场所，全国各地的零售店

都去这三个地方批发，其中包括一些北方城市，如毗邻俄罗斯的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国内市场海龟产品的销售量非常大，特别是标本，本次调查记录到的标本的

价值超过了 50 万美金。Stiles 报告（2008）指出越南市场在萎缩，这暗示我国

市场对玳瑁和海龟的巨大消费可能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海龟的生存。 

海南省是我国最重要的海龟产品销售市场，其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它不仅是

公开销售海龟产品的店铺数量最多的地方，也是公开摆卖零售产品数量做多的。

此外，海南有着久远的捕鱼传统，它是载有海龟的船只靠港的口岸。如此规模巨

大且又公开的海龟贸易，反映了当地销售商故意违反海龟贸易禁令。类似地，

Pilcher 等 （2009）也发现，海南对海龟产品的需求十分高，很多商户无视法律

在柜台内摆卖海龟产品。国内市场供应商和渔民表示，他们清楚捕捉、加工和销

售海龟制品是违法的，但并不担心相关的执法行动。此外，现在对海龟肉的高需

求意味着渔民会冒更大的风险参与非法贸易，很多误捕回来的海龟也不再被放回

大海。尽管他们了解私藏海龟是违法行为，但依然不愿将它们放生。大量的案件

表明，故意捕捉的行为也是时有发生。海南渔民对当地的执法明显持不屑的态度，

这种非法捕捉海龟的严重现象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并对此采取相应的

遏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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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多个报告指出（Pilcher 等，2009; Schoppe & Antonia，2009），中国

籍渔民在他国海域非法作业，偷捕海龟。新闻媒体也多次报道，外国船只因偷捕

海龟而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被捕。根据 Pilcher 等（2009）报道，

捕捉东南亚国家海龟的船只主要来自我国海南，当然，也可能还有越南的船只。

这些船只偷捕海龟的行径不管是在其本国还是在当地作业水域的国家，都是非法

的。而最受这种非法贸易影响的海龟物种莫过于玳瑁和绿海龟。大多数被缴获的

海龟是活体，也有运输途中不幸死亡的。渔民捕捉海龟的方式包括在海滩捕捉筑

巢的海龟、在水中使用刺枪和长线捕鱼，同时也有渔网的误捕和炸鱼（Schoppe & 

Antonio，2009）。在菲律宾，活体海龟的国际贸易十分猖獗，在南海和苏禄海偷

捕海龟的渔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和越南人（Schoppe & Antonio，2009）。海龟的

捕捉区集中在菲律宾的巴拉望地区、卡拉延群岛、巴拉巴克海峡和图巴塔哈群礁

地带（Schoppe & Antonio，2009）。有报导称，一些当地渔民用海龟与中国船只

交换新的引擎或轻便的发电机等（Schoppe & Antonio，2009）。Pilcher 等（2009）

指出，越南人倾向于在海上与中国船只交换货物。很多海龟分布区十分遥远，目

前对它的管理不足，再加上执法人员的腐败，使得问题更为严重（Schoppe & 

Antonio， 2009），这就需要珊瑚三角区的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从而逐步消灭对

海龟的非法捕捉和贸易。 

在过去十年里，海上大规模的非法作业活动有明显上升的趋势，有必要采取

相应的措施遏制这种上升的趋势。栖息在脆弱的生物多样性区域（例如珊瑚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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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玳瑁和绿海龟遭到大肆捕捉，以满足东亚巨大的消费需求。当前，迫切地

需要阻止不断违法进入苏禄-苏拉威西水域的渔船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海龟偷捕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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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人们普遍认为，海龟的长期生存正遭到威胁（Anon.，2006; IUCN，2011）。

TRAFFIC 的报告曾指出，东南亚地区地海龟的非法捕捉与中国的市场需求有着密

切关系（TRAFFIC，2004; van Dijk & Shepherd，2004; Schoppe & Antonia，2009; 

Stiles，2008）。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国内对海龟产品需求的热度不减，在各类市

场存在大量的公开摆卖的标本，特别是在海南省。另外，中国船只在他国海域被

查获海龟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 

我国渔民在海上非法作业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不仅违背了国际贸易

条约，且与他国的法律背道而驰，并严重威胁到了濒危海龟的生存。随着我国南

海北部和中部几个群岛海龟野生资源的的消耗殆尽，供应链明显转移到东南亚，

以满足国内市场对海龟的需求。本研究和其他调查资料（Pilcher 等，2009）表

明，海南省在海龟的非法贸易中起主导地位。显然，大多数的的违法作业人员来

自海南，非法捕获的海龟也主要是运往这里，而海南市场也是海龟产品的主要加

工地，海龟产品从这里批发到全国各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当局都

曾扣押海南来的船只，没收成百上千只的海龟标本及其部分，并总共处以数十万

美元的罚款。然而，海龟产业带来的高利润诱始终诱使着一些船只铤而走险，开

赴远至苏禄-苏拉威西海的外国水域偷捕海龟。近年来，海龟遭大肆偷捕是一个非

常严重的保护问题，可能会严重影响野生海龟种群的数量。 



43          
 

建议 

 

TRAFFIC 建议采取紧急行动，防止中国南海和珊瑚三角区海龟资源遭到过度

捕捞；并进一步采取市场监管和执法措施，遏制海龟产品的非法贸易，切断相应

的供应链，从而切实有效的保护来源地，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海龟物种。本研究

的具体建议如下： 

 进一步加强执法力度。有关执法部门不仅要关注海龟国内非法贸易的问题，

而且也应对我国渔民在他国海域非法捕捉海龟的活动予以有效制止。对于国

内市场上非法出售海龟制品的活动，根据相关法律，进行严惩； 

 开展宣传教育。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开展

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目标人群的法律意识，如海南当地的老百姓、

游客、商人和渔民，从而更有效地支持控制海龟贸易的执法活动； 

 加强区域间合作。我国虽为海龟的分布国之一，但至今尚未签署《印 度

洋 暨 东 南 亚海龟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管理谅 解 备 忘 录 》

（IOSEA）。建议我国早日成为该国际协议的签署国，以更好地支持海龟保护

的国际行动，如打击非法国际贸易。另外，目前的苏禄-苏拉威西海洋生态

区三国海龟保护项目以及政府间的珊瑚三角区倡议可以作为区域间合作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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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信息交流。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应就各自掌握的非法捕捉和贸易海龟的情

报信息加强交流，从而支持东盟野生动物执法网络（ASEAN-WEN）与我国一

道开展更为有效的执法活动； 

 开展相应的社会经济学研究。通过对渔民及其他涉及捕捞、加工或贸易海龟

产品的人群的社会经济学研究，弄清人们对海龟产品依赖的程度和根源，并

寻找有利于海龟保护的取代生计，如在海南大力发展旅游业，创造就业机会

等； 

 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我国农业部渔政管理部门与非政府组织等一道，对一线

执法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更好地履行CITES以及国内的相关法律； 

 继续开展市场监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应继续监测海龟产品的贸易情况，一

方面可以检验政府执法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是及时掌握市场动态、贸易路

线以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开展更有效的执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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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 to ensure that trade in  wild plants and animals is 

not a threat to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ontact: 

TRAFFIC East Asia, 

Rm 2002, Double Building 

22 Stanley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SAR 

China 

Tel: (852) 2530 0587 

Email: trafficea@biznetvigator.com  

 

The Executive Director 

TRAFFIC International 

219a Huntington Road 

Cambridge CB3 0DL 

United Kingdom 

Telephone: (44) 1223 277427 

Fax: (44) 1223 277237 

 

 

is a joint programme of: 

mailto:trafficea@biznetvig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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