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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6939.htm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

十五日） 国务院同意林业部、外交部、外贸部、财政部、国

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 、 中国科学院 、

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鸟类保护执行中日候鸟保护协定的请

示》，现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 鸟类是大自然的重要组

成部分。保护鸟类，对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对科研、教育、

文化、经济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工作应引起各级

领导的重视，组织有关部门认真落实请示中提出的保护鸟类

的具体措施，研究和解决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把鸟类的保护

管理、宣传教育和环志等工作做好，为国家和人类做出贡献

。 关于加强鸟类保护执行中日 候鸟保护协定的请示 为了保护

和合理利用迁徙、栖息于中日两国的候鸟，经国务院批准，

我国于今年三月三日同日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日本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已于六月八日正

式生效。 鸟类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的宝贵资源。

保护和合理利用这项资源，对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对科研、

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上对这项

工作很重视，把它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自然环境、科学

文化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日本有鸟类四百九十六种

，其中候鸟三百六十三种，占百分之七十三。为了保护鸟类

，特别是保护候鸟及其自然环境，他们设立了管理机构，颁

布了一系列法令，规定了鸟节，划定了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



区三千六百一十二处，面积八百一十多万公顷，占国土面积

的百分之二十一。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候鸟的环志工作（用金

属或塑料制成的脚环，套在候鸟的脚上以研究其迁徙和生活

史等），现在每年环志七万多只鸟，全国设立了四十个观察

站，一九八０年国家为环志工作投资六千二百万日元。 我国

鸟类一千一百七十五种，约占世界鸟类种类的百分之十三点

五，其中候鸟五百多种，是世界上拥有鸟类种数量多的国家

。我国的野生鸡类五十六种，占世界野鸡种类的五分之一。

全世界有鹤类十五种，我国就有九种，其中丹顶鹤、黑颈鹤

等主要分布在我国。多年来，各地在保护和合理利用鸟类资

源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我们对这方面工作重

视不够，没有颁布必要的法令，缺少相应的管理机构，保护

管理不善、乱捕滥猎造成的资源破坏十分严重。据调查、朱

？、黄腹角雉、褐马鸡、白头鹤、白枕鹤、白鹤以及某些鹰

、雕等猛禽已经濒于灭绝。有重要经济价值的雁、鸭类候鸟

和野生鸡类等留鸟，也由于连年大量捕猎，数量也越来越少

。 为改变以上状况，加强我国鸟类保护管理工作，执行中日

候鸟保护协定，我们认为应认真做好以下工作：一、 大力开

展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宣传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规定，宣传

鸟类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科研、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作用

，使各级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认识保护鸟类的重

要意义，懂得一些有关的科学知识，把爱护鸟类、保护鸟类

逐渐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项工作宣传部门要抓，林业、

环保、科研、教育、城建、供销、外贸等有关部门，共青团

、少先队以及动物学会、鸟类学会等团体组织也要抓。建议

在每年的四月至五月初（具体时间由省、市、自治区规定）



确定一个星期为“爱鸟周”。在爱鸟周中开展各种宣传教育

和保护鸟类的活动。共青团、少先队、中小学校和动物学会

、鸟类学会等单位， 可以组织报告会或座谈会， 邀请专家讲

课，也可以组织青少年到野外、自然保护区、禁猎区、公园

去观看鸟类，开展挂置人工巢箱，保护和招引益鸟等活动，

使他们从小树立“保护鸟类，人人有责”的思想，逐渐养成

爱鸟护鸟的良好习惯。二、 加强保护管理，禁止乱捕监猎。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

，拟订有关管理规定和办法。林业部门要加强管理机构，会

同有关部门认真做好日常工作。 国家规定保护的珍稀鸟类， 

必须严加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不得猎捕、买卖和运输。提倡保护益鸟，提倡人工饲养野生

鸡类和鸭类等经济鸟类。对允许猎捕一定数量的鸟类，省、

市、自治区林业部门要依据资源状况制订猎期和年度猎取量

，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狩猎活动。跨省（市、自治区）、县

（旗）狩猎，须经所在省（市、自治区）、 县（旗）林业部

门同意， 并严格遵守当地的有关规定，接受监督和检查。在

城镇、工矿区、自然保护区、禁猎区、旅游区、风景区和公

园，禁止狩猎。禁止拣蛋、捣窝和使用毒药、排铳（炮）、

汽枪等破坏鸟类资源的狩猎工具和狩猎方法。对违犯国家规

定，破坏鸟类资源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追究责任。对保护

鸟类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扬和奖励。三、 增

划候鸟自然保护区。划定候鸟自然保护区，是保护候鸟及其

栖息环境的重要措施之一。 建议在全国和省、 市、自治区自

然保护区区划中，将候鸟的主要繁殖地、越冬地、迁徙路线

上的主要停歇地，特别是对保护候鸟有重要价值的岛屿、湖



泊、沼泽、海涂等划为候鸟自然保护区。对某些应当保护，

但由于某种原因而又不可能划为自然保护区的地区，可以划

为禁猎区。要按国家有关规定加强自然保护区和禁猎区的保

护管理和科学研究工作。自然保护区、禁猎区所需编制、经

费、物资、 设备等， 属国务院主管部门管理的，由国务院主

管部门纳入计划；属地方管理的，由省、市、自治区纳入计

划。四、 开展环志工作。环志工作对保护和合理利用候鸟资

源，对科研、国防、植保、疾病防治等都 具有重要意义。这

项工作从一八九九年开始以来，全世界已环志了三千多万只

鸟。亚洲东部各国一九六三至一九七０年就环志了一千二百

一十八种候鸟。环志是执行中日候鸟保护协定一项必不可少

的工作，拟由林业部会同中国科学院研究办理。为做好这项

工作，拟在林业部设立“全国鸟类环志办公室”，负责草拟

有关规定并组织安排制环、挂环、收环、观察和情报交流、

综合、协调等工作。所需经费在林业部的事业费中酌情安排

。五、 加强鸟类产品的收购和出口管理工作。经济鸟类及其

产品，是一项重要的出口物资，应在不破坏资源的前提下，

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收购和出口。今后，凡是国家规定保护

的鸟类，未经林业部门批准猎捕的，供销、外贸、城建等部

门和花鸟商店（公司）、标本公司（厂）以及动物园等单位

不得收购，外贸部门不得出口。经批准猎捕的某些保护鸟类

的出口，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核发允许出口证明书后，方

可出口。 以上请示，如无不妥，请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和

有关部门研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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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