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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象牙交易

2017年12月31日，一件被称为“里程碑式”的事件终于落地———中国全面禁止象
牙贸易！

只要有市场，杀戮就将永无止境。尽管1989年，国际象牙贸易被禁止，然而近30年
后的今天，大象盗猎仍愈演愈烈。而中国此次宣布全面禁止商业象牙贸易，让更多动物
保护者们看到了希望，因为过去多年，中国一直被指为全球象牙的最大消费市场。

中国禁贸被国际社会公
认为“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史上
一个里程碑”。那么，为什么中
国的这一举措有着如此重要
的作用？

周非告诉记者，其实非洲
象盗猎危机的出现并不仅仅
是因为亚洲市场的强劲需求，
还有其他的很多因素，比如非
洲人口增长导致非洲象的栖
息地逐渐丧失，以及非洲另外
两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贫
困和腐败。但可以看出，非洲
的贫困和腐败无法在短期内
得以改变， 那么显而易见的，
能在短期内产生明显效果的
就是减少市场需求。从这个意
义上而言， 在国际社会看来，
中国禁贸可谓是一个改变格
局的里程碑式事件。

几千年来，被誉为“白色
黄金”的象牙在中国一直被视
作威望的象征。中国的象牙雕
刻工艺还被纳入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周非表示，尊重文化
传统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象牙
贸易是不可持续的。当象牙雕
刻艺术对野生象群的生存构
成威胁的时候，应该以野生象
群的生存为优先，而文化的传
承应该以一种非商业的方式
继续，没有哪一个文化的传承
值得以一个物种的灭绝为代
价。
■来源：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介绍，如今，野生
动物盗猎走私已形成一个
价值 200亿美元的贸易
链， 是全球第四大非法贸
易，仅次于毒品、假冒伪劣
及人口贩卖。 而这其中很
大一部分收益来自于被称
为“白色黄金” 的象牙走
私。

在非洲动荡不安的地
区， 暴利让越来越多的犯
罪集团盯上了这桩生意，
不少贩毒集团也加入了盗
猎大军中。 如此简单粗暴
的获利方式， 也让武装组
织盯上了这块肥肉， 他们
开始走私象牙来资助自己
的恐怖活动， 比如盘踞在
非洲东部的极端组织索马
里青年党。

据美国《国家地理》杂
志报道， 这些武装组织会
绑架附近村庄的孩子，胁
迫他们盗猎大象或是走
私象牙，甚至还会强迫他
们吃下大象的肉，而他们
则从象牙走私中牟利或
是换取所需要的武器装
备。他们疯狂地捕杀着非
洲野生象，随之而来的是
一个完整产业链的形成，
这是一个巨大的全球性
网络， 层层分工明确，且
装备精良。

2012 年 ， 喀 麦 隆
BoubaNdjidah国家公园
经历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
的屠杀， 手持AK-47步枪
和手榴弹的盗猎者一次性
杀死了超过300头大象，草
原上顿时血流成河， 被拔
走象牙、 切开脸部的大象
只能无力地倒在大地上，
在痛苦中死去。

这样一根根血淋淋的
象牙从被取下开始， 到离
开非洲大陆， 会在不同国
家间进行多次交易。 在这
样一条贸易链中， 象牙的
价格至少翻10倍以上。一
旦象牙抵达亚洲市场，价
格便会突飞猛涨数十倍至
4630美元/磅。

象牙转手价格至少翻10倍
“白色黄金”背后的暴利交易链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
织（TRAFFIC）中国项目主
任周非向记者介绍，1979年，
非洲大陆有130万头大象，而
到2016年只剩下了 41.5万
头， 大象数量锐减的背后就
是频繁的盗猎行为。

象牙的来源有两种，一
是大象自然死亡后取下象
牙， 买卖这类象牙属于合法
贸易。 然而， 大象的寿命很
长， 狩猎者并没有这样的耐
心。 再加上合法象牙的价格
高昂， 促使了非法象牙的需
求激增。

因此出现了第二种方
式———非法捕杀大象， 且通
常手段极其残忍。 因为一根
象牙30%-40%的根部长在
头骨内，这是最为粗壮、有分
量的部分， 直接关系到象牙
出售的价格。 盗猎分子为了
获取象牙， 通常会直接砍掉
大象的脸。

周非介绍道， 最近的一
次非洲野生象盗猎危机始于
2009年。2008年，《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批准非洲四国向中国
和日本一次性出口了上百吨

的合法象牙， 一定程度上刺
激了市场需求的增长， 同时
一些合法象牙的存在掩盖了
大量的非法象牙交易， 非法
贸易开始愈发猖獗， 从而刺
激了非洲象的盗猎。

盗猎现象在2011年达到
了顶峰， 每年约有22000头
非洲象被猎杀。 如果这一趋
势不扭转，根据预测，未来20
年内非洲象将会功能性灭
绝。周非表示，非洲象属于旗
舰物种，一旦灭绝，将会给生
态平衡带来灾难。

贩卖象牙，
全球第四大非法贸易

盗猎活动不制止，20年内非洲象将功能性灭绝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在全球各国达成一致打击非
法象牙贸易的背景下，2016
年12月30日， 中国国务院宣
布，在2017年12月31日全面
禁止商业性象牙销售和加
工。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中
国禁贸，还是此前美国禁贸，
禁止的都是合法象牙贸易。
为什么打击非法贸易， 被禁
的却是合法贸易？

周非告诉记者， 因为合
法的象牙贸易并不能遏
制非法贸易，反而会给消
费者造成错觉，认为象牙
制品是允许被买卖的，刺
激了非法贸易的日益猖

獗。
在中国，原来总共有170

多家合法的象牙销售地点和
工厂。 根据国家林业局的规
定， 所有50克以上的象牙制
品是“一证一卖”，但在实际
交易中却出现混乱的情况，
有的商家会“一证多卖”，甚
至是无证买卖。 合法与非法

象牙在市场上的混乱流通，
不仅会给消费者造成错觉，
同时也给执法部门造成执法
困难。

正因如此， 为了保护非
洲象，合法贸易必须被叫停。
而在禁贸后， 所有的象牙买
卖都属于非法行为。

打击非法象牙交易，合法象牙贸易从此不再

中国禁贸
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