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业部 财政部 国家物价局 关于发布《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管理费收费办法》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6_9E_97_E

4_B8_9A_E9_83_A8_E3_c36_325889.htm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

１７日） 《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和《捕

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管理费收费标准》已于

十一月二十二日经国务院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附件：１、

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 ２、捕捉、猎捕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附件一： 陆生野

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 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关于“经营利用野生

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的

规定，现将陆生野生动物（以下简称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

理费收费办法规定如下： 一、凡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

品的，必须按本办法规定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二

、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

捉、猎捕、出售、收购、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

品的，必须按《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和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

，严格履行申报审批手续。 三、经批准捕捉、出售、收购、

利用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必须向林业部或其

授权的单位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经批准猎捕、出

售、收购、利用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必须向

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缴纳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其收费环节、标准和办法如下： 



（一）对批准捕捉、猎捕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按《捕

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

向申请捕捉、猎捕者收费。 （二）对批准出售、收购、利用

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按其成交额的８％向供

货方收费，对受货方不予收费；对批准出售、收购、利用的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按其成交额的６％向供货

方收费，对受货方不予收费。 （三）依据《陆生野生动物保

护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关于“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举

办出国展览等活动的经济收益，主要用于野生动物保护事业

”的规定，对批准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在国

外举办的表演、展览等活动，按其纯收入的５０％向国内承

办单位收费。 （四）外国人依法在中国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进行野外考察研究、拍摄电影、录像或者从事狩猎，由

林业部参照国际惯例制定具体收费办法。 （五）对以保护野

生动物为目的的科学研究、资源调查或其他特殊情况，需要

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分工管理权限，分

别经林业部、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酌情减免野

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四、经营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或其产品的收费环节、标准和办法，由省级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提出，经同级物价、财政部门审定后执行。 五、捕捉

、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申请特许猎捕证，每

核发一份特许猎捕证，收取工本费５元；驯养繁殖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申请驯养繁殖许可证，每核发一份驯

养繁殖许可证，收取工本费１０元；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的，必须申请狩猎证，每核发一份狩猎证，收取工本

费５元。 六、非法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除依照



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给予处罚外，还必须按本办法规定

收费标准的二至五倍补收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七、《

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

》的调整，由林业部商国家物价局、财政部确定；《陆生野

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中规定的价

值标准，由林业部确定。 八、收费单位应向指定的物价部门

办领收费许可证，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 九、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按预算外资金管理，纳入财政部专

户储存。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要专款专用，按照财政部

门规定的使用范围和用途全部用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管理

、资源调查、宣传教育、驯养繁殖、科学研究等方面，不得

用于发放奖金、搞基本建设、提高福利待遇或挪作他用。 十

、本办法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执行。附件二： 捕捉、猎

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 （元／只）蜂猴（所有种） ３００熊猴 １００

０ 台湾猴 ２０００ 豚尾猴 １０００ 叶猴（所有种） ５００

０ 金丝猴 ５００００ 长臂猿 ８０００ 马来熊 ２０００ 大熊

猫 １０００００紫貂 ５００ 貂熊 １０００ 熊狸 １０００ 云

豹 ３０００ 豹 ６０００ 虎 ４８０００ 雪豹 １００００ 亚

洲象 ５００００ 蒙古野驴 ５０００ 西藏野驴 ５０００ 野马 

６００００ 野骆驼 ５００００ 鼷鹿 ５００ 黑麂 ２０００ 白

唇鹿 ２０００ 坡鹿 ６０００ 梅花鹿 ３０００ 豚鹿 ３０００

>麋鹿 ６０００ 野牛 ６０００ 野牦牛 ６０００ 普氏原羚 ３

０００ 藏羚 ２０００ 高鼻羚羊 ６０００ 扭角羚 ３００００ 

台湾鬣羚 ２０００ 赤斑羚 ２０００ 塔尔羊 ２０００ 北山羊 

１０００ 河狸 ３０００ 短尾信天翁 ９００ 白腹军舰鸟 ９０



０ 白鹳 １０００ 黑鹳 ２０００ 朱环 １０００００中华秋沙

鸭 １００００ 金雕 １０００ 白肩雕 １０００ 玉带海雕 ２０

００ 白尾海雕 ２０００ 虎头海雕 ２０００ 拟兀鹫 ９００ 胡

兀鹫 ９００ 细嘴松鸡 ５００ 斑尾榛鸡 ５００ 雉鹑 ４００ 

四川山鹧鸪 ４００ 海南山鹧鸪 ４００ 黑头角雉 １０００红

胸角雉 １０００灰腹角雉 １０００黄腹角雉 １０００虹雉（

所有种） ２０００褐马鸡 ２０００蓝鹇 ２０００黑颈长尾雉

２０００白颈长尾雉 ２０００黑长尾雉 ２０００孔雀雉 ２０

００绿孔雀 １０００黑颈鹤 ６０００白头鹤 ２０００丹顶鹤

２０００白鹤 ３０００赤颈鹤 ６０００鸨（所有种） ３００

０遗鸥 １０００四爪陆龟 ２０００鳄晰 ３０００巨晰 ９０

０ 蟒 ９００ 扬子鳄 ３０００中华蛩蠊 ９００ 金斑啄风蝶 ９

００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元／只）短尾猴 ２５０ 猕猴 

２５０ 藏酉猴 ２５０ 穿山甲 １００ 豺 ５００ 黑熊 １５０

０棕熊（包括马熊） １５００小熊猫 １５００石貂 ２５０ 

黄喉貂 ２５０ 斑林狸 １００ 大灵猫 ６００ 小灵猫 ２５０ 

草原斑猫 ２５０ 荒漠猫 ６００ 丛林猫 ２５０ 猞猁 １５００

兔狲 ２５０ 金猫 ９００ 渔猫 ６００ 麝（所有种） ６００ 

河麂 ３００ 马鹿（包括白臀鹿） １５００水鹿 ６００ 驼鹿 

７００ 黄羊 １００ 藏原羚 ６００ 鹅喉羚 ２００ 鬣羚 ６０

０ 斑羚 ６００ 岩羊 ３００ 盘羊 ９００ 海南兔 ５０ 雪兔 ５

０ 塔日木兔 ５０ 巨松鼠 １００ 角piti ８０ 赤颈piti ８０ 鹈鹕

（所有种） ２５０ 鲣鸟（所有种） ８０ 海鸬鹚 ２５０ 黑颈

鸬鹚 ２５０ 黄嘴白鹭 ５０ 岩鹭 ５０ 海南虎斑开 ５０ 小苇

开 ５０ 彩鹳 １５００白环 ６００ 黑环 ６００ 彩环 ６００ 

白琵鹭 ２５０ 黑脸琵鹭 ９００ 红胸黑雁 ２５０ 白额雁 ８０



天鹅（所有种） ８０ 鸳鸯 ８０ 其它鹰类 ２００ 隼科（所有

种） ２００ 黑琴鸡 ２００ 柳雷鸟 ２００ 岩雷鸟 ２００ 镰

翅鸟 ２００ 花尾榛鸡 ８０ 雪鸡（所有种） １００ 血雉 ８０

红腹角雉 ２００ 藏马鸡 ５００ 蓝马鸡 ２５０ 黑鹇 ２００ 

白鹇 ８０ 原鸡 ５０ 勺鸡 ８０ 白冠长尾雉 ２５０ 锦鸡（所

有种） ８０ 灰鹤 ６０ 沙丘鹤 ９００ 白枕鹤 ９００ 蓑羽鹤 

６００ 长脚秧鸡 ５０ 姬田鸡 ５０ 棕背田鸡 ５０ 花田鸡 ５

０ 铜翅水雉 ５０ 小杓鹬 ５０ 小青脚鹜 ５０ 灰燕行 ５０ 小

鸥 ５０ 黑浮鸥 ５０ 黄嘴河燕鸥 ５０ 黑嘴端凤头燕鸥 ５０ 

黑腹沙鸡 ２００ 绿鸠（所有种） ８０ 黑颏果鸠 ８０ 皇鸠（

所有种） ８０ 斑尾林鸽 ８０ 鹃鸠（所有种） ８０ 鹦鹉（所

有种） ８０ 鸦鹃（所有种） ５０ 号形目（所有种） ８０ 灰

喉针尾雨燕 ５０ 凤头雨燕 ５０ 橙胸咬鹃 ５０ 蓝耳翠鸟 ５０

鹳嘴翠鸟 ５０ 黑胸蜂虎 ５０ 绿喉蜂虎 ５０犀鸟科（所有种

） ２００ 白腹黑啄木鸟 ５０ 阔嘴鸟科（所有种） ８０ 八色

鸫科（所有种） ２００ 凹甲陆龟 ５０ 大壁虎 ５０ 虎纹蛙 ５

０ 伟铗虫八 ５０ 尖板曦箭蜒 ５０ 宽纹北箭蜒 ５０ 中华缺翅

虫 ５０ 墨脱缺翅虫 ５０ 拉步甲 ５０ 硕步甲 ５０ 彩臂金龟

（所有种） ５０ 叉犀金龟 ５０ 双尾褐凤蝶 ８０ 三尾褐风蝶 

８０ 中华虎凤蝶 ８０ 阿波罗绢蝶 ２５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