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繁育行为与批准内容不符检查标准

一、 检查对象

人工繁育水生野生动物单位（个人）

二、 检查方法

1.现场检查人工繁育情况

2.查阅、复制许可证件、专用标识、批准文件、人工繁

育档案、谱系等资料

3.询问人工繁育人员

三、 判定标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查项结果为“发现问题”，应当

责令改正，并立案调查。

1.从事人工繁育活动与许可证明或批准文件载明信息

不一致、繁育物种不一致、数量不相符且没有合理解释。

2.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人工繁育许可证、专

用标识、批准文件。

3.进口水生野生动物不能提供合法进口许可文件。

四、 说明

1. 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组织科学评估后制定；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1 年第 3 号）《<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附录水生动物物种核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名录》（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491 号）

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指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

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地方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科

学评估后制定、调整并公布。

2. 仅限野外种群：目前没有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

定其定义，且人工繁育种群是否按照水生野生动物管理没有

明确规定。

五、 附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从

事野生动物保护及相关活动，适用本法。

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

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本法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是指野生动物的整体

（含卵、蛋）、部分及其衍生物。

珍贵、濒危的水生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水生野生动物的

保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

第十条 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

国家对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国家重点

保护的野生动物分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和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

管部门组织科学评估后制定，并每五年根据评估情况确定对

名录进行调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报国务院批准公

布。



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指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

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地方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科

学评估后制定、调整并公布。

第二十五条 国家支持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因物种保护

目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前款规定以外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实行

许可制度。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取得

人工繁育许可证，但国务院对批准机关另有规定的除外。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使用人工繁育子

代种源，建立物种系谱、繁育档案和个体数据。因物种保护

目的确需采用野外种源的，适用本法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三

条的规定。

本法所称人工繁育子代，是指人工控制条件下繁殖出生

的子代个体且其亲本也在人工控制条件下出生。

第三十七条 从境外引进野生动物物种的，应当经国务

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从境外引进列入本法第三十

五条第一款名录的野生动物，还应当依法取得允许进出口证

明书。海关依法实施进境检疫，凭进口批准文件或者允许进

出口证明书以及检疫证明按照规定办理通关手续。

从境外引进野生动物物种的，应当采取安全可靠的防范

措施，防止其进入野外环境，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确

需将其放归野外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公

约禁止或者限制贸易的野生动物或者其制品名录，由国家濒



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制定、调整并公布。

进出口列入前款名录的野生动物或者其制品的，出口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制品的，应当经国务院野生动物

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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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依法实施进出境检

疫，凭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检疫证明按照规定办理通关手续。

涉及科学技术保密的野生动物物种的出口，按照国务院

有关规定办理。

列入本条第一款名录的野生动物，经国务院野生动物保

护主管部门核准，在本法适用范围内可以按照国家重点保护

的野生动物管理。

第三十九条 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

猎捕证、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出售、购买、

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批准文件，或者允许

进出口证明书、进出口等批准文件。

2、《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1 年第 3 号）

3、《<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水生动物

物种核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491 号）

4、《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 人工繁育列入名录的野生动物仅限于科

学研究、物种保护、药用、展示等特殊情况。

因前款规定的特殊情况从事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活动的

单位，应当向市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按

照许可证载明的地点和物种从事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活动。



禁止在本市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生活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设立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

市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公开获准从事人工繁育

野生动物活动的单位的有关信息。

第二十四条 从事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活动的单位，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档案，记载人工繁育的物种

名称、数量、来源、繁殖、免疫和检疫等情况；

(二)建立溯源机制，记录物种系谱；

(三)有利于物种保护及其科学研究，使用人工繁育子代

种源，不得破坏野外种群资源，因物种保护、科学研究等特

殊情况确需使用野外种源的，应当提供合法来源证明；

(四)根据野生动物习性确保其具有必要的活动空间、卫

生健康和生息繁衍条件；

(五)提供与繁育目的、种类、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

设施、技术；

(六)按照有关动物防疫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动物疫病

的预防、控制、疫情报告和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等工作；

(七)执行相关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技术规范；

(八)不得虐待野生动物；

(九)定期向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报告人工繁育情况，按月

公示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流向信息，并接受监督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