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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西官员请吃穿山甲”、深
圳网民“绽放的多多”微博晒图称食用
穿山甲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舆
论普遍反映，买卖食用穿山甲这种濒危
物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已触犯法律红
线，也折射出穿山甲等野生动物令人忧
心的保护现状。

长期参与穿山甲等野生动物保护的
志愿者吴越向新华社记者透露，他近日
前往广西调查穿山甲非法交易。通过调
查，他了解到南宁市区一条小巷里有很
多店铺贩卖穿山甲，并通过一个摩的司
机找到巷子里的一个商家。商家在旅馆
里查看了他的身份证、车票后，才让他
看穿山甲实物，最后商家表示可以提供
一只穿山甲活体和一只冻体，价格分别
为每斤650元和500元，第二天交货。
在掌握线索后，吴越立即向当地警方报

案。2月11日，南宁市森林公安局根据
报案线索，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查获
活体及冻体穿山甲各一只。

在广西柳州，当地执法部门2月10
日在对该市的前进市场进行突击检查
时，在一家店面三楼的库房中也查获了
两只穿山甲冻体。

记者近日走访南宁一些交易市场和
餐饮机构发现，买卖穿山甲等野生动物
现象仍然存在。在南宁市青秀区一家饭
店，服务人员告知记者“有蛇、龟等野
味”，细问后服务人员表示订餐也可提
供穿山甲，“吃肉、做汤都行”。记者联
系到几位在广西从事穿山甲生意的商
户，有商户表示有活体现货，每斤价格
超过千元，有商户建议记者购买冻货，

“方便且风险小”，每斤价格500元左
右。

记者在吴越提到的小巷里看到，
多家没有挂牌的铺面标明出售甲鱼等
产品。当记者询问是否有穿山甲出售
时，有商户警惕地表示“没有”“不
懂”。“这些店铺表面上销售乌龟、甲
鱼等，但背地里做着贩卖穿山甲的勾
当，他们警惕性很高，陌生人独自去
问是否有穿山甲卖根本不会搭理。”吴
越说。

此外，记者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到一
些买卖穿山甲及其制品的商家，有商家
对活体穿山甲直接要价3200元/公斤，
穿山甲生甲片低档次为1300元/公斤，
高档次的可达3000元/公斤，加工好的
甲片价格更高。一家销售甲片的商家还
向记者承诺称，甲片都是野生的，出售
的甲片是从越南拿货回来加工而成，有
的药店也从自己这里进货。

穿山甲仍在秘密销售
探 访

穿山甲利益链条追踪：

非法交易仍在进行
有人网上公开叫卖

据南宁市森林公安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以一只十余斤的穿山甲为例，不法
分子贩卖一只就有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
利润。

业内人士指出，受利益驱使，一些
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穿山甲等野生动物
非法交易逐渐形成了一条地下产业链。
同时，为了躲避监管，不法分子在收
购、运输、交易等环节也更加警惕，手
法更为隐蔽。

“现在穿山甲很多都是从东南亚等
地区走私到国内的，而广西地处边境，
又紧邻珠三角，交通便利，已成为不法
分子利用的一条渠道。”一位受访人士
称，当前野生动物贩卖呈现专业化、组

织化的特点，从入境就有组织，再到销
售、终端市场，层层都有利润分成。

——走私入境，隐蔽运输。记者从
执法部门了解到，在地处中越边境的广
西防城港等地，近年查获的多起穿山甲
走私案件都呈现出集团作案的特点。一
些不法分子通过水路在中越边境北仑河
非设关码头偷运穿山甲进入我国境内。
货物入境后，不法分子往往会通过十分
隐蔽的方式运抵下一个买家，有的混杂
在海鲜等产品中，有的通过大件物流进
行中转。去年6月，防城港警方曾在一
辆大巴车上查获穿山甲等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66只，该批动物被藏至一堆
行李下的暗箱中，十分隐蔽。

——销售交易地下化、网络化。记
者采访广西森林公安部门办案人员了解
到，由于近年来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不
法分子一般交易选择在“安全地点”隐
秘交易，往往以卖家禽、甲鱼等为掩
护，在经营场所很难见到穿山甲等野生
动物，一般只卖给熟人。

除地下交易，网上买卖也是当前
贩卖穿山甲的重要途径。记者通过社
交平台检索发现，穿山甲养殖供销、
穿山甲鳞片销售之类的社交群不在少
数，有的QQ群标注着穿山甲野味的
字样，并注明“价钱合适可以买卖”，
有的群发布广告称有穿山甲买卖并留
有联系方式。

从入境到交易形成完整利益链条
逐 利

专家建议，在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
度的同时，必须健全监管机制，让野生
保护动物捕猎、交易和消费无处遁形。

一些基层执法人员指出，针对穿
山甲非法交易现象，一方面执法部门
要继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加强社会
监督和源头打击，另一方面也要强化
侦查能力，加大对地下买卖和网络交

易的查处力度。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周

海翔等专家表示，野生动物存在疫病
等隐患，有的野生动物及制品并无所
谓的养生功效，建议进一步加大野生
动物保护科普力度和法治宣传，扭转
社会在食用野生动物方面的认知偏差和
不良风气。

专家还建议，要完善跨国打击走私
野生动物的协作机制。“过去更多是从
东南亚地区走私穿山甲，目前已发现有
非洲、印度穿山甲甲片走私到我国，亟
须加强国际范围内的打击走私力度，更
好地保护珍稀野生动物。”中国动物学
会副秘书长张立说。

据新华社

加强监管织密保护网
打 击

连日来网络曝出数起疑似食用穿山甲事件，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穿山甲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仍有穿山甲等野生动物在秘密销售，且收购、运输、交易等环节

日趋隐蔽，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背后是高额利润的驱使。执法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监管，斩断伸向

野生保护动物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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