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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第 33 屆動物委員會暨植物委員會聯席會

議自 2024 年 7 月 12 日至 7 月 19 日於瑞士日內瓦舉辦，我國自 1994 年起，均以

國際 NGO「國際自然生態保育協會（SWAN International）」的名義，作為觀察員

身分出席。 

本次委員會共有 206 名政府代表和 123 名觀察員組織代表，共計 329 人參加。

議程包含 2 天的動物委員會及植物委員會聯席會議及 5 天的動物委員會工作會

議，共討論 52 項議案。委員會也成立了 8 個閉會期間工作小組，包含附錄 I 及 II

物種之定期檢討、附錄 II 物種大宗貿易檢討、人工繁殖及圈養標本、石珊瑚貿

易、鯊魚及魟魚、海馬屬、海洋觀賞魚、命名法。本署代表參加了附錄 I 及 II 物

種之定期檢討、附錄 II 物種的大宗貿易檢討、人工繁殖及圈養標本、鯊魚及魟

魚、命名法 5 個工作小組。 

本屆動植物委員會的結果將提交至 2025 年初召開的常設委員會及後續的第

20 屆締約方大會進行審議。預定於 2025 年 7 月於瑞士日內瓦舉辦第 34 屆動物委

員會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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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國際間為防止野生動植物因國際貿易而過度利用，國際自然保育聯盟於 1963

年起草、1973 年於美國華盛頓簽訂「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以

下簡稱 CITES），又稱華盛頓公約，自 1975 年 7 月 1 日開始執行。目前共有 184

個締約方（含 183 個國家及歐盟），超過 40,900 種物種受到公約保護，包含約

6,610 種動物及 34,310 種植物。 

CITES 透過分級管制的方式，依據物種受國際貿易威脅的程度列入附錄 I、

II 及 III。附錄 I 為受瀕絕威脅的物種，除科學研究等特殊情況外，禁止一切貿易

行為；附錄 II 為目前不一定面臨滅絕威脅，但除非嚴格控制貿易，否則可能會面

臨滅絕威脅的物種；附錄 III 為個別國家認為其國內需要或需要其他國家合作貿

易管控的物種，與前二者不同，附錄 III 可由各國自行決定。 

CITES 相關組織架構包含締約方（Parties）、常務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簡稱 SC）、動物委員會（Animals Committee，簡稱 AC）、植物委員會（Plants Committee，

簡稱 PC）、及秘書處（Secretariat）。締約方大會（Conference of Parties，簡稱 CoP）

每 2 至 3 年召開，會審議 CITES 的實施狀況及成效，審議結果會以建議的形式記

錄在締約方大會的決議（Resolutions）或決定（Decisions）中。 

決議與決定是 CITES 運作的重要關鍵，所有審議過程都圍繞在各項決議與

決定。決議通常屬於多年的長期指導，包含 CoP 如何解釋 CITES 條款、設立常

設委員會的依據文件、秘書處的預算和工作計劃、控制貿易的規則（例如發放許

可證和標記貿易樣本）等。決定則為針對締約方、各委員會、秘書處或特定對象

在各項議題上的工作指導，每次 CoP 可能會產出上百個決定，會以該次 CoP 屆

數作為開頭編號，並收錄在對應議題項目下，例如穿山甲項目下的決定 19.200 號

即為第 19 屆 CoP 針對動物委員會應制定所有穿山甲物種的鱗片重量與個體換算

參數，讓締約方可以國家立法要求使用這些換算參數以提供資訊用於執法和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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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指導。決定 19.203 號則針對秘書處應發出通知，邀請締約方、國際組織、

國際援助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開發可協助 CoP 決議 17.10 號的工具和材料等工作指

導。 

動物及植物委員會均由生物學或其他專家組成，名單如下表 1，工作會議會

在 CoP 之間的空檔年度召開 2 次，針對 CITES 管制物種的科學性證據，在秘書

處的協助下檢視各項決議或決定的執行報告，並完成相關報告初稿在 CoP 時提

出報告，也會向常設委員會提供建議，之後 CoP 討論確認決議或決定的執行已完

成並刪除，或作成新的決議或決定，再交由秘書處及各委員會執行，周而復始地

運作下去。 

表 1、6 大地理區域動植物委員會成員。 

 

與 CoP 不同，委員會僅有各區域委員有投票權，各締約方可派代表作為觀察

員出席委員會的會議，主席也可以邀請任何個人或組織作為觀察員參加。我國依

照往例以「國際自然生態保育協會（Society For Wildlife and Nature International）」

的名義受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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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第 33 屆動物委員會議程及結果概述 

第 33 屆動物委員會（簡稱 AC33）自 2024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五）起至 7 月

19 日（星期五）止，於瑞士日內瓦的日內瓦國際會議中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re Geneva）舉辦。本次會議計有 206 個國家代表及 123 個觀察員組織共 329

人報名（出席名單如附錄一）。由於這次還包含與植物委員會聯席會議，報名人

數較往年委員會人數多。 

會議首先由秘書長 Ivonne Higuero 女士致開幕詞，並介紹植物委員會的主席

Aurélie Flore Koumba Pambo 女士及動物委員會的主席 Mathias Lörtscher 先生，說

明未來 7 天要討論相當多議題，宣布每個單位發言時間僅 3 分鐘，為保持會議效

率並保護所有人的發言權，必要時會打斷發言。 

為期 2 天的動物委員會暨植物委員會連席會議及 5 天的動物委員會工作會

議，共討論 52 項議案，議程如附錄二，會議議題及其決議簡述如表 2。會議中成

立了 8 個會期工作小組，分別為：附錄 I 及 II 物種之定期檢討、附錄 II 物種大宗

貿易檢討、人工繁殖及圈養標本、石珊瑚貿易、鯊魚及魟魚、海馬屬、海洋觀賞

魚、命名法。本署代表參加了附錄 I 及 II 物種之定期檢討、附錄 II 物種的大宗貿

易檢討、人工繁殖及圈養標本、鯊魚及魟魚、命名法 5 個工作小組。 

本屆動植物委員會的結果將提交至 2025 年初召開的常設委員會及後續的

CoP20 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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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CITES 動物委員會第 33 屆委員會會議（AC33）之議題及決議簡述 

項次 議案 決議 

開幕式 

主席及秘書長致詞 （略） 

行政及財務議題 

1 利益衝突聲明 沒有任何成員宣布有經濟利益對會議議程上的

任何主題的公正性、客觀性或獨立性提出質疑。 

2 議事規則 主席說明議事規則前於 AC30 修正通過，本次將

依該次修正後之議事規則進行，委員會備查。 

3 議程 通過。 

4 工作計畫 通過。 

5 同意觀察員與會 委員會備查觀察員組織名單。 

策略性議題 

6 動物委員會 2023-2025

策略規劃(CoP19-

CoP20) 

6.1 動物委員會備查 

6.2 動物委員會主席報告 CoP20 的準備 

7 CITES 策略願景* 秘書處說明了 CITES 策略願景，提出使用列於

IUCN Red list 物種數量及比例做為指標的建議，

並將與常設委員會討論。 

8 CITES 在減少未來與

國際野生動植物貿易

相關的人畜共通傳染

病傳播風險中的角色 

CITES 秘書處與 WOAH 於 3 月 1 日簽署合作備忘

錄，2024 年 5 月和 WOAH 發布《應對野生動物

貿易疾病風險指南》，動物委員會可以考慮 

根據《遷徙物種公約》現有材料製定野生動物健

康監測標準程序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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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9 與多邊環境協定和其

他國際組織的合作* 

預計今年 9 月完成備忘錄初稿，並開始收集各方

意見 

10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

際貿易公約》-《遷徙

物種公約》非洲食肉

動物聯合倡議 CITES-

CMS African Carnivores 

Initiative 

非洲食肉動物相關分佈國應推動倡議的工作，另

締約方應制定宣傳指引、計畫執行應用相關手冊

和印刷材料，以便在一線執法人員中識別非法貿

易 中 其 他 大 型 貓 科 動 物 的 標 本 ， 包 含 獵 豹

（Acinonyx jubatus）、獅（Panthera leo）、花豹

（Panthera pardus）和非洲野犬（Lycaon pictus）等

物種。 

11 IPBES 野生物種永續

利用的評估報告* 

秘書處報告動植物委員會聯合工作小組審查的

報告，委員會認可報告本項工作執行完畢。 

12 世界野生動植物貿易

報告* 

備查，部分締約方認同但部分締約方認為此報告

超出 CITES 權責範圍，將提交給常設委員會討論。 

培力 

13 國家內大宗貿易檢討* 聯合工作小組報告結果及建議，動植物委員會同

意並提交常設委員與秘書處準備於第 21 屆 CoP

報告。 

解釋及執行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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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14 附錄 II 物種的大宗貿

易審議 

14.1 大宗貿易檢討（RST）之概況：備查。 

14.2 CoP14、15、17 選定物種執行狀況：有條件同

意印尼果龜（Notochelys platynota）自大宗貿易檢

討移除、邀請阿爾及利亞與突尼西亞聯繫 IUCN

鰻鱺專家群製作歐洲鰻鱺（Anguilla anguilla）無危

害分析報告、要求尚未提交執行報告之締約方於

9 月 30 日前提交。 

14.3CoP19 選定物種：秘書處研究約旦的獵隼

（Falco cherrug）情況後報告常設委員會。工作小

組討論後建議有條件取消多哥的帝王蠍（Pandinus 

imperator）暫停貿易、減少多哥的優雅變色龍

（Chamaeleo gracilis）額度，並提出其他 20 種物

種/國家組合的建議。 

15 人工繁殖及圈養標本

審議 

15.1 關於蘇卡達象龜（Centrochelys sulcata），貝

南、馬利、多哥維持在審議列表及零額度，備查

迦納自審議列表刪除的結論。 

15.2 工作小組提出 22 個物種/國家組合的建議。 

15.3 同意秘書處針對審查圈養生產標本貿易與審

查附錄 II 物種標本重大貿易差異性分析報告。 

16 無危害分析* 同意並被查秘書處的無危害分析（NDF）報告及

網站上公告的 NDF 指引，將與技術諮詢小組商討

後提出的建議事項一併提交常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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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17 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地

區採集附錄 II 物種標

本的無危害分析 

同意秘書處所提報告，並將研討會所得建議提交

常設委員會審議。 

18 花豹狩獵品貿易無危

害分析準則 

備查線上工作坊的結果（包含額度），修正決定

18.169 秘書處協助締約方依建議建立制度。 

19 CITES 附錄物種標本

鑑識資料* 

19.1 同意備查報告閉會期間聯合工作小組，請締

約方提供鑑識素材及經驗累積資料庫。 

19.2 附錄 I 物種之辨識指南：Traffic 建立了線上

圖書館存儲 CITES 附錄 I 標識材料（識別指南），

許多單位包含動物園水族館貢獻資訊，正與 Lynx 

Nature Book、康奈爾大學鳥類學實驗室洽談合作。 

20 活體標本之運輸* 備查同意秘書處舉辦線上會議，後續會再加入動

物園水族館經驗，並將資訊放上網站。 

21 貿易中活體動物之晶

片註記使用 

同意秘書處編製的現行決議概述並提交常設委

員會審議。部分國家及組織表示正在執行相關研

究並非常樂意提供研究成果 

22 生物科技產生之標本* 備查，建議由秘書處與列入名單的締約方和其他

範圍締約國討論後提交修訂提案。 

23 「適當且可接受目的

地」之定義 

備查且同意將結果提案給常設委員會討論。 

24 石珊瑚貿易 經工作小組討論，建議新增「珊瑚骨架碎片」，

報告提交常設委員會審議。 

豁免和特殊貿易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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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25 非野生來源之動植物

標本貿易之 CITES 規

定檢討* 

同意通過常設委員會審查相關規定的閉會期間

工作小組的報告，將提報常設委員會。 

26 關於為商業目的圈養

飼養附錄 I 物種的作

業登記 

將提交常設委員會審議，並納入「管理機構與科

學機構合作，應確保圈養繁殖業務將根據有關物

種的保育需要」 

27 亞洲大型貓科動物圈

養繁殖的保護問題 

同意將自然保育聯盟物種存委員會「利用移地管

理進行物種保護的指引」作為締約方評估老虎圈

養繁殖設施的保育層面指導。 

物種保育及貿易 

28 附錄 I 物種評估* 同意並提交至 CoP20 上提議刪除，鼓勵締約方關

注 10 個物種進行詳細評估的結果及建議。 

29 因國際貿易導致滅絕

威脅之物種指認* 

秘書處在 CITES 網站上設置專區，讓各方上傳並

更新相關研究、分析、其他來源和方法，以確定

正在或可能受國際貿易影響、面臨滅絕風險、未

受 CITES 監管的物種。 

30 附錄之水生物種 備查秘書處所編製的板腮亞綱類及其他商業開

發水生物種的生活史參數和生產力的變異性報

告，列入附錄 I、II 修訂標準參考，並公告於網站

作為 CoP 審議參考。 

31 西非禿鷹 修正針對分布於 16 國 7 種西非禿鷹的決定

（19.192 至 19.196），確保法律保護、貿易制度、

無危害分析、降低需求、教育宣導等面向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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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32 兩棲類保育 備查同意秘書處關於工作坊成果的報告，同意向

常設委員會提交建議：鼓勵締約方制定法律保護

兩棲類，收集受大量國際貿易影響兩棲動物的捕

撈水準及圈養繁殖資訊，實施生物安全協定，通

過 CITES 網站向締約方提供物種分析和研究，提

供海關和執法等人員德國爬行動物學會正在開

發的兩棲動物辨認材料。 

33 馬達加斯加陸龜 請馬達加斯加向常設委員會報告其保育策略，九

種陸龜和淡水龜（含五種特有物種）的監測、科

學研究、社會溝通、圈養繁殖等保育規劃。 

34 大型貓科動物工作小

組 

請秘書處向常設委員會提交報告，包含大型貓科

動物工作會議加強區域和國際合作、促進行動的

協調、增強對解決大型貓科動物非法貿易的承

諾、幫助確定非法貿易的潛在需求變化及其驅動

因素等優點；以及制定涵蓋所有大型貓科動物的

單一決議，可能無法解決不同物種多樣化的問

題、決議可能變得非常冗長、程序複雜、或甚至

沒有保育效益等缺點。 

35 穿山甲 同意提交自然保育聯盟穿山甲專家組提供關於

八種穿山甲物種鱗片重量轉換個體參數的報告

給常設委員會審議，該報告數據可作為締約方的

法律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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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36 非洲獅 同意提交修正後的決定（19.205 至 19.209）予常

設委員會審議並於 CoP20 報告，包含支持實施非

洲獅聯合保護計劃、研究比較國家內和國家間非

洲獅族群趨勢及保育管理與貿易的影響、無危害

分析指引、分享非洲獅保育指引等。 

37 美洲獅 備查秘書處關於政府間平臺制定職權範圍、建立

系統以監測非法捕殺美洲獅及其器官和衍生物

的非法貿易，以及保育相關的報告。大多數分佈

區域國家表示支持所定職權範圍，並強調需要進

行協商以避免重複工作。部分單位對於分布範圍

國家是否掌握動物分布及數量有疑慮，文件應增

加防止盜獵及非法貿易的部分，請秘書處將意見

納入報告。 

38 非洲花豹 由於國際自然保育聯盟尚未提出更新的非洲花

豹保育路線圖，同意將決定 19.211 和 19.212 延後

至 CoP20。 

39 鳴禽貿易及保育管理 備查秘書處提交關於鳴禽貿易規範的初步研究、

研討會報告及 204 個物種的優先清單，同意鼓勵

締約方、貿易商、海關和執法人員分享資訊、創

造原住民和當地社區收益機會、未來在鑑定工作

小組的任務授權中優先考慮鳴禽、審查晶片標記

決議時指出更符合鳥類福利的其他方法、疾病管

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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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40 鰻魚 要求中國、古巴、埃及和土耳其提交關於鰻魚貿

易的詳細資訊，將未完成的任務延長至 CoP20，

討論將查獲的活歐洲鰻魚重新引入野外的潛在

風險和效益。 

41 鯊魚與魟魚 有鑑於商業目的交易最多的物種沒有重大變化，

且鯊魚物種貿易與預期貿易之間統計數字明顯

不符，秘書處提出幾項建議，包含鼓勵締約方報

告所有鯊魚和魟魚貿易的重量、對貿易資料庫中

的不符情況採取後續行動、沒有報告的國家採取

後續行動，以確定少報的原因，並提供必要的支

援以鼓勵報告等。另為解決部分種類被 2 個以上

國家採捕而不易統計的問題，將與漁業管理、農

糧等組織研議捕撈資料統計方法。部分受到大宗

貿易檢討的物種可透過無危害分析為捕撈的締

約方提出可行和實用的建議以協調出永續的消

費數量。 

42 海馬 工作小組建議請秘書處於 CITES 網站上尋求外部

資源協助指引、監測等工作，邀請各種單位提供

相關資料放上 CITES Seahorse 網頁，以 2015 年為

越南制定的海馬專案指南協助來源代碼的認定，

制定針對捕撈海馬的漁業監測方案等。 

43 女王鳳凰螺 備查，秘書處將為所有分佈國舉辦無危害分析指

引的線上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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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44 海洋觀賞魚 備查工作坊報告，同意其關於確定了 2000 多種國

際貿易物種的目錄及其脆弱性分析、將海洋觀賞

魚標本放歸野外時參考準則、鼓勵各締約方讓所

有權益關係方參與制定和執行海洋觀賞魚養護

和管理計劃等建議。 

公約附錄 

45 附錄 I 及 II 物種之定

期檢討* 

同意將關島狐蝠（Pteropus tokudae）等 8 個物種從

定期審查中刪除。 

註解及命名議題 

46 現有及建議註解之非

正式審查機制* 

請秘書處向締約方要求就建立非正式審查機制

的可行性評估提供意見，以便秘書處向常設委員

會提交報告。秘書處解釋「非正式」審查意指「敏

捷」、「非永久性」、能夠相對快速地審查並提供不

具約束力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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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47 植物及動物命名* 47.1 建立審議和修訂附錄 III 物種命名方法以解

決附錄 III 與附錄 I、II 命名標準的差異。 

45.2 報告針對附錄中所列高等分類階之命名討

論結果：考量將一組物種換為相應的高等分類

階，譬如多個物種改列為整個屬，或將高等分類

階換為一組物種清單，已屬實質變動而非單純命

名改變，加上影響層面的改變，譬如穿山甲物種

列為附錄 I 但穿山甲屬列為附錄 II 而導致無法鑑

定至物種的走私鱗片無法依附錄 I 規範採取行

動，因此相關變更程序應提交至 CoP 審議決定。 

45.3 鼓勵動植物委員會通過其各自的命名專家，

並在外部資助下，參與制定標準化全球物種清單

的倡議。 

48 動物命名專家報告 經工作小組討論，承認非洲森林象（Loxodonta 

cyclotis）自非洲草原象（Loxodonta africana）中分

離，將釐清 2 物種及其雜交種的分佈。另更新鳥

類、爬行類、龜鱉目、軟骨魚、硬骨魚、海參等

物種的最新世界名錄及參考。 

區域性議題 

49 區域報告 非洲、亞洲、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歐洲、北美

洲、大洋洲等 6 個區域之工作報告，均備查。 

閉幕式 

50 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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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案 決議 

51 下屆委員會議(AC34)

之時間地點 

AC34 預定於 2025 年 7 月於瑞士日內瓦，與 PC28

接續召開。 

52 閉幕致詞 秘書長和主席感謝委員會成員，特別是工作小組

的主席，以及締約方觀察員、政府間組織和非政

府組織、口譯員和秘書處。動物委員會祝福本屆

主席將於 2025 年退休。主席宣佈會議結束。 

*代表為動物委員會及植物委員會共同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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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與我國相關議題 

本屆動物委員會工作會議各項議程不論附錄 II 大宗貿易審查（RST）、

人工繁殖圈養標本及各物種類群討論等皆未出現需要我國直接回應的議題，

但仍有部分與本署業務相關，報告如下： 

一、 關注物種的「適當且可接受目的地」 

為呼應 CITES 第 III 條規範：CITES 附錄 I 物種活體的接受者必須具備

適當的設備來容納和照料這些標本，CoP18 針對決議 11.20 商定了適當且可

接受的目的地「appropriate and acceptable destinations」一詞，出現在附錄 II 史

瓦帝尼的南方白犀牛（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以及波扎那和辛巴威的非

洲象（Loxodonta africana）族群註釋中。同時 CoP18 也通過了「接受者是否

具備非洲象、南方白犀牛活體適當地安置和照顧條件的不具約束力指引」幫

助締約方履行相關規定，以協助締約方科學機構審查接收者是否具備條件照

養白犀牛或非洲象。 

有鑑於近期本署正根據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34 條研擬更細緻的具危險性

野生動物飼養管理辦法，雖該指引主要目的是鑑別機構是否具備照養非洲象

及白犀牛能力，考量此 2 種物種皆為備受關注的大型危險且國內有圈養的保

育類物種，指引所列項目仍值得作為輸出入審查參考或作為發展其他物種指

引的基礎，故將內容翻譯並附於本報告附錄一作為參考。 

二、 商業圈養動物與保育的討論 

議程「關於為商業目的圈養飼養附錄 I 物種的作業登記」期間秘書處報

告了休會期間工作小組召開工作坊，該工作坊討論了商業圈養是否有助野生

動物保育，摘要結果如下： 

雖然有透過非野生來源標本貿易降低野生族群存續風險的成功案例，但

潛在的洗白、監管框架不充分以及因物種和當地條件而異的影響等挑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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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每個案例都有必要單獨評估。一些國家和組織表示，當貿易涉及非野生來

源的標本時，風險通常較低，包含健全的監管制度和成功的圈養繁殖計劃，

這些計劃減輕了野生族群的壓力。此外經濟收益可以降低野生族群受採集、

獵捕的壓力，甚至導致野生族群的恢復。 

管理和監控措施的確可以控制風險，但會因物種和情況的不同。雖然風

險可能會隨著繁殖培育物種的難度和該物種在野外稀有而增加，但普遍本地

的常見人工繁殖物種被認為風險較低。至少有一個締約方表示，如果資訊有

限，可能難以確定對野生種群的影響，且因為高度依賴於具體條件和法規，

也很難概括風險水準，因此強調需要逐案評估。一些組織甚至告誡，在某些

情況下風險可能更高，特別是當人工繁殖或人工繁殖的標本被用來洗白野生

捕獲的標本時，或者當這種做法間接增加了對野生標本的需求時。 

報告列出了與風險相關的關鍵項目：管理措施、管制和執法；貿易帶來

的保育惠益；確認為非野生來源的可追溯性；與管理和監測相關的數據；非

本地物種的入侵、基因汙染或疾病傳播可能；經濟利益和需求；洗白風險；

個案評估時應審慎評估上述項目。 

另外列出特定考慮因素：人工繁殖栽培標本的大量貿易對野生標本的影

響；欺詐活動的風險，例如利用人工繁殖的名義將野生採集植物洗白，特別

是對於栽培中不太常見或栽培困難且不成熟的物種，或育種作業依賴於野生

種群的持續投入或在圈養繁殖和飼養成本高昂、經濟上不可行時，這可能會

增加對野生標本的需求，特別是附錄 II 物種，與附錄 I 物種相比的監督較

少；物種需求越複雜（例如，在空間、氣候條件、繁殖觸發因素、社會行為

等方面），大規模繁殖就越困難；野放圈養繁殖標本有關的風險，包括入侵

物種和疾病傳播等。 

大多數締約方同意如果管理得當，非野生來源標本的生產系統，有可能

產生保護效益，但仍有締約方認為雖然邏輯上圈養可幫助緩解野生族群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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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壓力，但實際上多數物種未有嚴謹的科學評估圈養對於野生族群保育的

效益，建議仍應逐案審查且針對附錄一物種的圈養應全面展開相關研究。 

三、 亞洲大型貓科動物圈養繁殖的保護問題 

本項議題為常設委員會請秘書處與動物委員會協商，就如何在外部資助

下評估老虎圈養繁殖設施的保護問題，向締約方制定指導意見。秘書處與生

而自由基金會（Born Free Foundation）、北美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AZA）、

歐洲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 （EAZA）、環境調查局（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四爪（Four Paws）、TRAFFIC、野生動物保護協會（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野生動物正義委員會（Wildlife Justice Commission）、世界自然基

金會（WWF）和倫敦動物學會（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等觀察員組織

討論結果，除了包括老虎管理圈養護理相關資訊的老虎照養手冊、機構對老

虎保育計劃貢獻的資訊，還提出建議常設委員會考慮對「保育繁殖」的含義

進行定義，並建議 IUCN 物種存續委員會（SSC）制定的關於利用域外管理

進行物種保育指引可以構成這些考慮的基礎。 

IUCN 物種存續委員會關於利用域外管理進行物種保育指引 （ IUCN 

SSC Guidelines on the use of ex situ management for species conservation）概述了

評估域外管理作為綜合物種保育策略一環的五個步驟：  

1. 製作物種狀況審查報告，包括威脅分析，目的是評估族群的生存能力，

並確定和了解影響物種的威脅。  

2. 確定域外管理在物種整體保育將發揮的作用，域外管理策略應解決步驟

1 中指認出對物種生存能力和保育的一個或多個具體威脅及限制因素。 

3. 確定域外方案的內涵、性質、範圍和持續時間。 

4. 確定域外管理計劃發揮其作用所需的資源和專門知識，並評估其可行性

和風險。 

5. 做出知情和透明的決定，權衡對物種的潛在保護效益、成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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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保育行動或不作為的總體成本和風險。 

本次動物委員會同意該指引為締約方如何評估老虎圈養繁殖設施的保

育方面提供了足夠的指導。 

四、 穿山甲 

穿山甲仍是世界上被走私貿易最多的類群之一，尤其鱗片每年仍有數起

大量走私查緝案件，為了能從鱗片的數量或重量估算個體數量，秘書處與

IUCN 穿山甲專家群、穿山甲分佈國及其他專家合作，制定所有 8 種穿山甲

物種的換算參數，作為締約方的法律及統計依據。 

2012 年周昭敏等已經發表了中華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和巽他穿

山甲（M. javanica）的估計值，後續主要重點是收集其他六種穿山甲的原始

數據：菲律賓穿山甲（M. culionensis）、印度穿山甲（M. crassicaudata）、黑

腹穿山甲（Phataginus tetradactyla）、白腹穿山甲（Phataginus tricuspis）、大穿

山甲（Smutsia gigantea）和南非穿山甲（Smutsia temminckii）。受到 COVID-

19 大流行影響，直到 2022 年和 2023 年才能進行研究並獲得分佈區國家和

當地合作者包含動物園和博物館的協助來收集數據。 

雖然仍有部分物種樣本數不足、測量器具品質不穩定等可能造成誤差的

因素存在，但表 3 已呈現目前最可信的換算標準，研究人員仍持續研究並將

更新換算標準。 

另外也提供各締約方鑒定附錄 I 物種及穿山甲參考資料：  

https://www.traffic.org/site/assets/files/17352/eng_identification_sea_e.pdf 

https://www.usaidrdw.org//pangolin-guide/ 

https://www.traffic.org/site/assets/files/17352/eng_identification_sea_e.pdf
https://www.usaidrdw.org/pangolin-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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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種穿山甲鱗片質量轉換個體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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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一、 關於參與會議及能努力的方向 

雖然自學生時代就知道 CITES，出社會執行國際保育工作時也認識幾位

涉入相關議題的專家學者，不過真正參與 CITES 核心討論是第一次。閱讀議

程及相關資料時，雖有心裡準備但仍非常驚訝於其龐大的資料量及專業用語，

說實話剛開始真的看不懂議案文件的格式及用語，加上不清楚秘書處、委員

會、CoP 的運作機制，直到人坐在瑞士的會場都還充滿新鮮感。 

所幸在會場上仍發現幾位動物園界的熟人，世界動物園暨水族管協會的

秘書長 Martin Zordan、歐洲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執行長 Danny de Man、澳洲

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保育及族群管理主席 James Biggs 等這幾年常見面討論

動物園議案的合作夥伴，加上因組織名稱而經常坐在隔壁的 Species Survival 

Network 代表 Ann Michels 及 María Elena，都是已經參加 CITES 相關會議超過

5 年的老手，在他們協助下漸漸清楚議案的運作機制、發言規則跟各方發言

背後的政治或經濟目的，雖然還沒經歷過 CoP，不能說已經完全掌握，但已

可初窺這種聯合國層級會議的模式。 

我國因未被聯合國承認，因此是以國際 NGO 觀察員的身分參加，缺點

是不能以締約方國家的身分發言，這次雖然沒有跟我國直接相關的討論，但

若有議題，審議時檯面上我國的相關問題會詢問中國，然而由中國回答未能

代表我國立場，回應議題只能私底下溝通協調。優點則是除了仍能參與討論

外，觀察員的身分比較容易與其他觀察員組織認識並打成一片。除了在與其

他 NGO 交談的過程中沒有感受到敵意跟防備，委員會在成立工作小組時會

詢問委員會成員、締約方國家及觀察員組織並透過發言系統檢視參與的名單，

目的之一是必須平衡國家代表與觀察員的數量，避免討論時因數量的差異而

偏向某一方的立場，顯示國家代表偏經濟、觀察員偏保育雙方對立的狀況。 

本署已捐助許多國際保育組織超過 10 年，包含 IISD、Born Free 等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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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參與 CITES、CBD 等會議的國際保育組織，有非常穩固的基礎可以跟這

些觀察員組織進一步建立關係。建議本署提供資訊供未來出席與會的同仁掌

握本署捐助歷史及各組織執行計畫的成果，製作夥伴表格供同仁按圖索驥逐

位打招呼，利用同為觀察員的身分，建立並累積人脈關係，獲得更多訊息及

培養國際視野。近年國際趨勢已偏向我國，若能順勢取得觀察員組織的支持

將會對未來 CITES、CBD 甚至聯合國事務的推動會有幫助。 

2025 年除了動物委員會工作會議更有 CoP 大會，建議能指派 2 位同仁

或海洋野生動物之主管機關海洋保育署也指派至少 1 名代表參加，更能涵蓋

不同工作小組並有效建立人脈。 

二、 關於域外保育指引 

「人工繁殖及圈養標本」、「商業目的繁殖附錄 I 物種」、「大型貓科」等

議程皆可見關於圈養繁殖的討論，根據閉會期間的工作坊紀錄，締約方普遍

認同圈養繁殖在保育上的潛在價值，但仍受現況影響有相當的風險，必須個

案檢視，並同意應以 IUCN 的指引為基礎審慎檢視繁殖單位的保育功能，顯

示域外保育是國際認同的保育工具之一。 

雖然將動物帶離原棲地進行保護、復育等的域外保育並非是整體保育策

略中優先採取的行動，是屬於保育工具箱裡比較下層的工具，使用上也必須

非常小心以避免取代棲地保護、減少威脅等更主要的保育策略，但近年我國

數種保育類野生動物因面臨棲地等威脅而導致野外族群嚴重縮小，如赤腹游

蛇、豎琴蛙、台北赤蛙、飯島氏銀鮈、石虎等必須緊急執行救援、發展保育

繁殖等域外保育措施以爭取時間讓物種有更高的機會存續。而未來包含珠光

鳳蝶、山椒魚等受到極端氣候及全球暖化等影響，極有可能必須考量啟動建

立庇護所或保險族群等，皆須進行保育繁殖計畫的策略擬定，建議將 IUCN

域外保育指引作為相關計畫研擬過程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以確保各計畫執

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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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影像紀錄 

 

第 33 屆動物委員會會場 

 
 

秘書長 Ivonne Higuero 女士致開幕詞 主席與秘書處討論議案結論 

  

2025 年將退休的動物委員會主席

Mathias Lörtscher 先生及秘書處成員 

植物委員會主席 Aurélie Flore Koumba 

Pambo 女士宣布聯席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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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與會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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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會議議程 



33 
 



34 
 



35 
 



36 
 

 

  



37 
 

附錄三、非洲象、南方白犀牛照養條件指引 

接受者是否具備非洲象、南方白犀牛活體適當地安置和照顧條件的 

不具約束力指引 

 

翻譯自 CoP19 Doc. 48 non binding guidance.pdf 

 

本不具約束力的指引是根據第 18.155 b）號決定賦予動物委員會的任務所

制定的。 

 

評估非洲象、南方白犀牛活體的接收者是否具備適當的設備和照養能力，

應重點關注於實際設施、飲食、動物照養、動物福祉、安全、維護及繁殖 1 相

關設施的長期永續性，如後述之章節 A。 

（註 1，雖然繁殖不是配備適當設備來容納和照顧的先決條件，但無論是否繁

殖，考慮與繁殖相關的程序是很重要的） 

章節 A 所列條件因素（Factor）具指標性意義，可進一步發展反映當地情

況。在不損及動物飼養在適當環境中並確保其福祉的總體目標的情況下，章節

A 中各條件因素的分數需要考慮每個設施的具體及整體情況。雖然有些因素及

其分數相互關聯，但在確定是否配備適當的設施來容納和照顧圈養個體時，需

要評估和滿足每個因素。須注意不要因為相互關聯而在某個因素上妥協，每個

單獨的因素都必須在不會對動物造成身體或社會痛苦的基礎以上。 

所有設施都應有一份書面的、定期審查的管理計劃，其中應包括確定設施

在動物的生命週期內如何實施這些因素的標準，且應以至少一項章節 B 中概述

的現有最佳實踐指引為基礎。 

雖然一些締約方有制定最低照養標準，作為每個設施為避免虐待動物而有

義務滿足的最低要求，但這些不具約束力的最佳實踐指引與最低照養標準不

同，它們為圈養非洲象和南方白犀牛的設施發展和進一步改善提供指導。 

 

章節 A - 評估非洲象或南方白犀牛活體的接收者是否具備適當的條件來安置和

照顧時要考量的因素 

 

1. 物理設施（室內和室外） 

物理設施的所有元素（欄舍、門、圍籬、地坪等）的設計和維護都是為了確保

動物和人類的安全。大象有足夠的空間做出環境和社會選擇，可以在圍欄內不

受限制地四處走動和躺下，並每天在圍欄外行走適當的距離以保持健康的身體

狀況，同時進行自然行為，如覓食、餵食、探索、社交。 

 

file:///E:/2024CITES/CoP19%20Doc.%2048%20non%20binding%20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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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結構  

i. 設施的專業設計要著重在特定飼養物種的需求。  

ii. 所有建築元素和地坪（包括傾斜入口、防滑表面、門結構等）的安全考

量。 

iii. 欄舍的大小對應群體組成和動態，以及氣候條件。  

- 室內為每隻動物提供足夠的空間躺下和活動，在沒有惡劣天氣、安全或

健康條件的情況下，白天和夜間可以自由進入室外區域。 

-室外有足夠的、允許和刺激自然的行為活動和社交互動的空間和環境複雜

性。  

- 圍欄的大小與其結構、垂直和水平複雜性和布置設施之間的相互作用 

iv. 適合大象、犀牛使用的建築材料，沒有尖銳末端、物體或潛在危險的部件  

v. 圍欄 - 適當的材料和設計，避免使用陡坡的乾壕 

vi. 地坪 - 安全和適當，考量對健康的影響及其豐富化和舒適的功能  

vii. 排水以去除多餘的水  

viii. 適當和安全的植栽  

ix. 欄舍設計有包括結構和其他預防措施，以減輕自然災害，如洪水、颱風、

龍捲風、地震、野火、極端溫度、乾旱等該地可合理預期的災害  

x. 避難所（陽光/雨/風）  

xi. 欄舍布置 

- 區域多樣性，得以展現物種的特定行為  

- 水池（南方白犀牛不是必需的）  

- 陰涼處  

- 沙浴或打滾（可以是泥濘打滾）  

- 抓撓柱  

- 休息區  

- 其他物理豐富化設施（水景、其他不同的地形、多個餵食站、長期餵食

選擇） 

xii. 可管理社會群體的物理設置，可以躲避其他動物和遊客的視線，逃生路

線，讓動物能夠安全地遠離同種動物的攻擊。 

xiii.隨著動物、群體生長發展的擴展空間  

xiv.如果需要，為公獸改造的區域以便與母獸和小獸分開，特別是在發情期，

同時為公獸提供相同標準的住房（例如，適當的大小、複雜性、圍欄、庇護

所、視覺障礙和安全的地坪和傢俱）  

xv.隔離檢疫的物理設置，避免在隔離時間延長時損害動物福利  

xvi.圍欄結構旨在適應受保護接觸下的管理，並提供用於大象的保護接觸

（Protected Contact）2 正向訓練區域 

（註 2 受保護的接觸是一種大象管理方式，與動物的所有接觸都通過保護屏

障進行。受保護的接觸訓練是通過使用目標、食物獎勵、身體定位和大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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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參與的正向強化技術來實現的。受保護的接觸還包括通過保護屏障處理大

象，但在空間上也被大象約束裝置 （ERD） 限制的情況。基於正強化訓練

的類似方法也適用於犀牛。有關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 EAZA、GFAS 和其他

標準。） 

xvii 如果繁殖，新生動物的空間安排  

xviii.如果動物公開展示，應永久開放非展示空間給動物使用 

xix 用於安全和監控動物（孕婦、老齡、群體中的社會緊張局勢等）的監視設

備 

 

b） 氣候條件，特別考慮當地的天氣條件  

i. 溫度  

- 具有適當溫度的區域  

- 保溫/降溫，例如利用入口門的重型塑膠或橡膠窗簾，視情況而定  

- 監控/限制在寒冷天氣下在戶外的時間  

ii. 光線  

- 盡可能多的自然光，包括室內  

- 室內高品質人造光，漸開漸關  

ii. 空氣品質（限制灰塵、適當通風、防止空氣傳播疾病的措施） 

 

2. 飲食需求  

根據每隻動物的需要，以刺激的方式提供適當均衡和健康的飲食。新鮮乾淨的

水隨時可用，數量充足。 

 

a） 營養  

i. 由適當的工作人員（獸醫或營養師）設計並定期審查基本飲食  

ii.適量的食物和能源消耗 

III. 維生素和礦物質  

iv.特殊飲食要求（懷孕、哺乳、年齡等）  

v. 適當的儲存條件、食品質量和衛生  

vi.食物和餵食方法的多樣性  

vii.尊重動物需求的餵食模式（及時地）  

viii.正式食物以外，全年無休提供營養品質低的乾草任食（大象）  

ix.確保所有個體都能獲得食物  

X. 避免肥胖（尤其是大象）  

– 監測身體狀況評分  

 

b）始終提供足夠品質和量的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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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動物照顧和照養  

照養的所有方面，包括獸醫護理、環境豐富和飲食，旨在優化動物的福祉。根

據需要對所有動物進行日常監測。動物對人類的存在或日常照養流程不會感到

恐懼或具有攻擊性，並且以動物痛苦最小、安全適當地進行必要的處理和約

束。工作人員應受過特定物種安全處理技術、實踐的訓練。 

a） 一般護理  

i. 照顧動物的工作人員人數充足、接受過培訓和具備專業知識  

ii.一般處理  

• 每隻個體的日常檢查  

• 根據年齡、健康情況等，以適當的頻率進行定期健康檢查（身體狀況評

分或體重、營養狀況）  

• 定期清潔圍欄上的糞便和剩餘食物，清潔/定期維護水池（以避免污染

和水傳播疾病）  

• 安全處理流程（受保護的接觸）  

• 在可能和適當的情況下，以受保護的接觸（Protected Contact）對動物

執行必要的管理和檢查；其他類型的約束應限制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以

減輕壓力  

• 夜間監視技術（包括能夠在弱光/夜間條件下記錄的技術），例如以閉路

電視監測記錄社會關係和行為模式，並定期檢視影像  

iii.以消除污染和避免病原體傳播的方式安全處理糞便和尿液  

iv.長期護理的可行性（對於動物的生命週期）  

v. 定期審查流程以確保護理水準 

 

b） 獸醫護理  

i. 合格獸醫  

ii.每隻動物的定期獸醫護理  

iii.出生和死亡時的照顧  

iv.預防醫學  

- 定期檢查  

- 疫苗接種  

- 寄生蟲控制  

- 定期檢查以監測整體健康情況，包括血液檢查、洗鼻、眼拭子和唾液檢

查（視情況而定）  

- 定期檢查小象，檢測及即時治療 EEHV（嗜象內皮皰疹病毒）感染  

- 牙齒和角護理  

- 足部護理  

v. 疾病和傷害護理  

vi.動物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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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獸藥產品的供應  

 

c） 檢疫和隔離的安排  

 

d） 運輸 

i. 安全運輸計劃的可用性  

ii.遵守安全運輸指引包含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

貿易公約 （CITES）、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IUCN）  

iii.動物的發送者和接收者之間的密切合作，包括現場訪問，以便為欄舍和護

理提供更好的共識和更好的結果  

 

e）安全和安保措施  

- 動物安全  

a） 防止受傷  

b） 防止逃跑  

c） 定期檢查和維護物理環境和圍欄，包括其布置設施  

d） 防止被盜和死亡的安全  

- 工作人員的安全  

- 遊客的安全  

- 應急管理計劃在特定地點可以合理預見的災難事件，例如洪水、颱風、龍

捲風、地震、野火、極端溫度及乾旱等  

- 制定安全合法的死後標本維護、處置或銷毀計劃，特別是防止屍體部分進

入非法商業貿易 

 

4. 動物福利 

動物被飼養在適當的社會群體中。提供複雜的物理和社會環境，刺激自然行

為、社交互動和活動。食品以安全和適當的方式準備和給予，以滿足健康和社

會需求。評估和解決每隻動物的行為及心理健康。 

a） 適當的群體規模和構成  

i. 社會結構  

ii.能夠在需要時將群體和群體內的個體分開  

iii.融入、將新動物引入社會結構和改變群體結構的方法  

 

b） 可以躲避群體其他成員的視線，進行正常的防禦反應並保持適當的逃跑距

離  

 

c） 接近其他物種或與其他物種共用圍欄（考慮其他物種的安全區和逃生路

線，因為大象和犀牛可能佔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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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動物行為  

i. 行為豐富計劃  

• 多樣化的營養  

• 刺激自然放牧條件的食物，以食物為基礎的豐富  

• 玩耍的材料  

• 抓撓的材料（樹幹、岩石）  

• 豐富的頻率、培訓計劃等  

 

e） 與參觀者的接觸  

i. 與參觀者保持適當的距離，包括進入非展示區域  

ii.禁止遊客觸摸/騎乘非洲象和南方白犀牛。  

iii 動物的隱私（部分視覺和聲音抑制障礙）  

iv.防止訪客（有意或無意）將物品丟棄到圍欄內的措施 

 

5. 記錄保存 

製作並遵循書面規定，以維護每隻動物的完整醫療記錄和適當的統計數據。 

a） 所有動物都有永久身份證明  

b） 為每隻個體保存從取得、出生直到動物死亡或轉移後的一段時間內，記

錄： 

i. 來源、獲取日期、合法獲取的證據、親子關係（如果知道）、前往當前設施

的交通工具、獲取前的健康記錄（如果有）、相關許可證等。 

ii.預防保健和獸醫治療，包括體重和/或身體狀況評分  

iii。飲食記錄  

iv.行為，充實記錄  

v. 事故，異常事件  

vi.繁殖  

vii.懷孕和分娩（如適用）  

viii.運輸和轉移（如適用）、發生時間、目的和方式，包括永久轉移到另一個

設施  

ix.死亡和最終處置，包括需要特別注意的身體部位（象牙、角）的處置  

 

c） 應要求或法律另有要求，向相關政府機構提供記錄，包括個體原籍國的主

管機關 

 

6. 繁殖 

製作書面政策來確定設施中是否進行繁殖，並採取合理的做法來正確照顧出生

的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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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果不繁殖：預防措施和避孕措施（諮詢相關的繁殖協調員和獸醫）  

b） 如果繁殖：提前制定計劃，重點是  

i. 交配  

ii.懷孕  

iii.出生  

iv.照顧幼崽包括適當設置圍籬以滿足幼獸的需求，制定檢測和即時治療活性 

EEHV（嗜大象內皮皰疹病毒）感染的計劃（如果出現）與族群遺傳管理  

vi.物理空間要求  

vii.參加認證的繁殖計劃  

 

7. 野生動物和動物福利法 

遵守所有相關的國際、國家和地方野生動物和動物福利公約、法律和法規。 

a） 遵守國家法律、法規  

b） 遵守國際承諾  

i. CITES 要求  

ii.其他 （國際運輸獸醫法等）  

iii.保護協定（如適用） 

 

8. 其他因素  

a） 公認的動物園協會的會員資格可以進一步保證目的地遵守該協會的標準和

指導方針，並有助於交換雄性以防止近親繁殖，但這既不是評估適當目的地的

先決條件，也不是證明該設施是適當和可接受的目的地  

b） 設施持續改進護理質量的長期政策，以及應安排飼養動物  

c） 確保動物或設施中出生的任何動物的任何後續出售、捐贈或轉讓（國際或

國內）也僅限於配備適當設備以容納和照顧標本的設施 

d） 支援域內保護 

 

章節 B – 照養非洲象和南方白犀活體的最佳實踐案例 

非洲象和南方白犀牛照養指引 

 

歐洲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白犀牛最佳實踐指引 

EAZA. 2018. EAZA 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white rhinoceros (Ceratotherium 

simum).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a.   

https://www.eaza.net/assets/Uploads/CCC/2018-EAZA-Best-Practice-Guidelines-

Whiterhinoceros-Approved.pdf 

   

歐洲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象最佳實踐指引 

EAZA. 2020. EAZA 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Elephants.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https://www.eaza.net/assets/Uploads/CCC/2018-EAZA-Best-Practice-Guidelines-Whiterhinoceros-Approved.pdf
https://www.eaza.net/assets/Uploads/CCC/2018-EAZA-Best-Practice-Guidelines-Whiterhinoceros-Approv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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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s and Aquaria.  

https://www.eaza.net/assets/Uploads/CCC/BPG-2020/Elephant-TAG-BPG-2020.pdf 

  

英國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象福指小組指引 

BIAZA (British & Irish Association of Zoos & Aquariums Elephant Welfare Group): 

BIAZA (2019)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elephants within BIAZA zoos. 

These are available on request via the BIAZA office (admin@biaza.org.uk).  

 

象照養資源指引 – 國際象基金會 

Elephant Husbandry Resource Guide – International Elephant Foundation  

https://elephantconservation.org/iefImages/2015/06/CompleteHusbandryGuide1stE

dition.pdf 

  

犀牛照養手冊 – 國際犀牛基金會 

Rhino Husbandry Manual – International Rhino Foundation  

https://rhinos.org/wp-content/uploads/2020/10/rhino-husbandry-

manual.compressed.pdf  

 

北美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象標準管理及照顧 

AZA Standards for Elephant Management and Care (2011, rev. 2012) AZA TAG/SSP 

steering committee  

https://assets.speakcdn.com/assets/2332/aza_standards_for_elephant_managemen

t_and_care.pdf 

 

全球動物保護區聯合會大象保護區標準 

GFAS. Global Federation of Animal Sanctuaries Standards for Elephant Sanctuaries.  

https://www.sanctuaryfederation.org/wp-

content/uploads/2020/02/ElephantStandard2019.pdf 

 

全球動物保護區聯合會犀牛、河馬和貘保護區標準 GFAS. Global Federation of 

Animal Sanctuaries Standards For Rhinoceros, Hippopotamus and Tapir Sanctuaries  

https://www.sanctuaryfeder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Rhino-Hippo-

Tapir-Standards2019.pdf 

 

Kane, L; Forthman D & Hancock D eds (2005) Optimal Conditions for Captive 

Elephants: A Report by the Coalition for Captive Elephant Well-Being  

圈養大象的最佳條件：圈養大象健康聯盟的報告 

http://elephantcar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2/Optimal-Conditions-for-

https://www.eaza.net/assets/Uploads/CCC/BPG-2020/Elephant-TAG-BPG-2020.pdf
https://elephantconservation.org/iefImages/2015/06/CompleteHusbandryGuide1stEdition.pdf
https://elephantconservation.org/iefImages/2015/06/CompleteHusbandryGuide1stEdition.pdf
https://rhinos.org/wp-content/uploads/2020/10/rhino-husbandry-manual.compressed.pdf
https://rhinos.org/wp-content/uploads/2020/10/rhino-husbandry-manual.compressed.pdf
https://assets.speakcdn.com/assets/2332/aza_standards_for_elephant_management_and_care.pdf
https://assets.speakcdn.com/assets/2332/aza_standards_for_elephant_management_and_care.pdf
https://www.sanctuaryfeder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ElephantStandard2019.pdf
https://www.sanctuaryfeder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ElephantStandard2019.pdf
https://www.sanctuaryfeder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Rhino-Hippo-Tapir-Standards2019.pdf
https://www.sanctuaryfeder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Rhino-Hippo-Tapir-Standards2019.pdf
http://elephantcar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2/Optimal-Conditions-for-Captive-Elephants20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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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ive-Elephants2005.pdf 

  

Kane, L; Forthman D & Hancock D eds (2005) Best Practices by the Coalition for 

Captive Elephant Well Being  

圈養大象健康聯盟的最佳實踐 

http://elephantcar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2/Best-Practices-Coalition-for-

Captive-ElephantsWell-Being-2005.pdf 

 

現代動物園實踐標準 - 附錄 8 - 專業展示，大象 

Secretary of State’s Standards of Modern Zoo Practice - Appendix 8 – Specialist 

exhibits, Elephants - June 2017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

ment_data/file/65 4713/zoo-practice-elephants.pdf 

 

其他相關文件 

  

適當和可接受的目的地指南：非洲象和南方白犀牛  

Guidance for appropriate and acceptable destinations: African elephants and 

southern white rhinoceros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common/imp/San_Diego_Zoo_Global_response_

to_Notification%202 020-070.pdf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關於利用移地管理進行物種保護的準則。 

IUCN. 2014. IUCN guidelines on the use of ex situ management for species 

conservation. IUCNSSC,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sites/library/files/documents/2014-064.pdf 

 

照顧野生動物 –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動物福利策略 

Caring for wildlife – The world zoo and aquarium animal welfare strategy (WAZA) 

https://www.waza.org/priorities/animal-welfare/animal-welfare-strategies/ 

  

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道德和動物福利準則 

WAZA code of ethics and animal welfare https://www.waza.org/wp-

content/uploads/2019/05/WAZA-Code-of-Ethics.pdf 

  

歐洲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居住和護理標準、族群管理手冊和道德準則 

EAZA Standards on the Accommodation and Care, EAZA Population Management 

Manual and EAZA Code of Ethics here: https://www.eaza.net/about-

http://elephantcar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2/Optimal-Conditions-for-Captive-Elephants2005.pdf
http://elephantcar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2/Best-Practices-Coalition-for-Captive-ElephantsWell-Being-2005.pdf
http://elephantcar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2/Best-Practices-Coalition-for-Captive-ElephantsWell-Being-2005.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5%204713/zoo-practice-elephants.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5%204713/zoo-practice-elephants.pdf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sites/library/files/documents/2014-064.pdf
https://www.waza.org/priorities/animal-welfare/animal-welfare-strategies/
https://www.waz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WAZA-Code-of-Ethics.pdf
https://www.waz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WAZA-Code-of-Ethic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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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azadocuments/ EAZA animal welfare resources https://www.eaza.net/about-

us/areas-of-activity/animal-welfare/ 

 

野生福利組織「動物福利核心基本原則」 

Wild Welfare’s “Core Fundamentals in Animal Welfare” https://wildwelfare.org/wp-

content/uploads/Core Fundamental-Standard-of-Practice-for-Captive-Wild-Animals-

Oct2020.pdf 

 

CITES 網站定期更新，包含進一步的指引文件 

CITES Website which is regularly updated contains further guidance documents: 

https://cites.org/eng/imp/appropriate_and_acceptable_destinations 

 

https://www.eaza.net/about-us/areas-of-activity/animal-welfare/
https://www.eaza.net/about-us/areas-of-activity/animal-welfare/
https://wildwelfare.org/wp-content/uploads/Core%20Fundamental-Standard-of-Practice-for-Captive-Wild-Animals-Oct2020.pdf
https://wildwelfare.org/wp-content/uploads/Core%20Fundamental-Standard-of-Practice-for-Captive-Wild-Animals-Oct2020.pdf
https://wildwelfare.org/wp-content/uploads/Core%20Fundamental-Standard-of-Practice-for-Captive-Wild-Animals-Oct2020.pdf
https://cites.org/eng/imp/appropriate_and_acceptable_destin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