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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异宠宠””

什么是异宠?
另类宠物或属于入侵物种

异宠一般是指区别于猫、狗等通常
宠物的另类宠物，例如蛇、龟、蜥蜴、蜜袋
鼯、狐狸、蜘蛛、昆虫等。

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
书》，养爬行类、啮齿类宠物的异宠饲养
者在中国养宠人群中占比分别为5.8%和
4.5%，相加已超10%。也就是说，每十个
养宠物的人中，很可能就有一人在饲养
异宠。

还有不少人表现出对异宠的好奇。
艾瑞咨询发布的《2021年中国宠物内容
价值研究白皮书》显示，社交平台上异宠
内容受关注度逐渐上升，在宠物内容热
度中占比在5%至15%之间。

事实上，异宠并非都适合饲养———
如存在攻击性、携带病毒等问题；异宠中
有不少属于入侵物种，会对生态环境造
成破坏；此外，如果打着异宠的名义贩卖
野生动物还涉嫌触犯法律。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
杨朝霞介绍，2021年4月实施的生物安全
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引进外来物种
的、擅自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均需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此外，刑法修正案
(十一)也明确，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引进、
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
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
起施行。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
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
法放生、丢弃。

异宠经济为何红火?
满足小众群体个性化需求

蜥蜴、蛇等动物坚硬的鳞片、斑斓的
色彩，令一些人望而生畏。但在喜欢它
们的饲养者看来，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
神秘与美丽。

据估算，2022年，我国宠物经济市场
规模超过3000亿元。尽管异宠经济占比
不高，但细分领域的市场潜力不容小
觑——— 寻常宠物无法替代的满足感，加
上消费升级的推动，让异宠经济日益
红火。

一方面，求异是消费升级的必然结
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认为，饲养异宠是
人们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小众群
体新兴的精神满足型消费。“在消费升级
和市场细分的背景下，人们个性化的需
求越来越丰富，这是必然趋势。”

另一方面，在大部分人看来难以亲
近的异宠契合了小众群体的心理偏好。
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朱建军告诉
记者，通常人们饲养宠物是为了获得相
互依恋的感觉，但也存在小众群体，对异
宠的高冷、独立、不讨好抱有好感。“无论

饲养哪种宠物，大多是在宠物身上发现
了他所需要的性格特质。这种特质既可
以和自身充满共性，也可以是自身所不
具备的。”朱建军说。

一名蜥蜴饲养者告诉记者，爬行动
物不会像猫狗那样和人产生深刻感情，
它们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反而是
这个特质，让我感到倾慕与放松，我得到
了陪伴，又不至于和另一个生物产生影
响心情的羁绊。”

此外，求异也是探知欲深化的具象
表现。据了解，一些异宠饲养者会深入
研究宠物习性，享受好奇心得到满足的
过程。同时他们还会将探究到的新知识
付诸实践，从中获得巨大的成就感进一
步强化兴趣。

生物安全隐患有多大?
我国每年因入侵物种损失2000亿

然而，“异宠风”的兴起，正给生物安
全带来隐患。

据了解，一些异宠属于外来物种。
比如近期被海关截获、藏匿在邮件中的
外来物种长戟犀金龟、野蛮收获蚁等。
此外，2022年全国多地还报告在野外发
现异宠鳄雀鳝，个别地方担忧这种外来
鱼类在野外环境中杀伤力巨大，不惜抽
干湖水捕捞。

外来物种被引入境内尤其流入野外
后，可能由于缺乏本土天敌制约，发展成
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生态灾害。

外来入侵物种带来的生态、经济等
威胁，是全球性问题。美国引入亚洲鲤
鱼、澳大利亚引入甘蔗蟾蜍等，都曾给当
地生态环境带去严重破坏。另据估计，
全球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
1.4万亿美元，接近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5%。

2021年5月，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
门发布的《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提到，全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
种，其中219种已入侵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数据显示，外来入侵物种在我国每
年可导致直接经济损失逾2000亿元。

防治外来入侵物种是守御生物安全
的重要内容。异宠经济的快速发展，加
剧了防治外来入侵物种的难度，也放大
了生物安全风险。

专家认为，尽管每个人对某种宠物
是否算“异”的理解不同，但判断其是否
属于外来物种则相对容易。一旦认定属
于外来物种甚至是外来入侵物种，则必
须守住必要的底线。

入侵物种归哪个部门管?
农业农村部协调统筹管理

去年，全国多地报道了花费大量人
力物力抓捕鳄雀鳝的消息，引发舆论广
泛关注。有些网友质疑:如何监管外来
入侵物种，发现入侵后又如何进一步优
化处置流程?事实上，我国在防范生物入

侵方面的规定出现在行政法规和地方性
法规中，尚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立法指引。

2022年5月，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
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等4部门联合
发布《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其中明
确，农业农村部作为外来物种入侵管理
的协调统筹部门，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自
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海关等部门是外来物种入侵管理的
重要责任部门。

例如蜥蜴、蛇、龟类，属于林业部门
主管，而鱼、蛙类则归口农业部门管理，
当这些异宠在市场流通时，市场监管部
门也有责任参与监管。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随意放生入侵物种破坏生态环境的
行为，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和生物
安全法，可处罚款，情节严重者可入刑。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杨学光指出，目前个人放生行为具
有零散、隐蔽性强的特点，监管难度较
大，对基层的执法人员能力和勘测巡查
技术要求较高。他呼吁在司法领域出台
更多具体的措施打击外来入侵物种有关
的违法行为，从而为防控外来物种入侵
提供更好的司法保障。

当然，防控外来入侵物种，还是需要
完善多部门协调配合机制。杨学光说:

“一号文件的出台，将引导我国在坚持风
险预防、源头管控、综合治理、协同配合、
公众参与的原则上，对外来物种的防控要
求不断具体化，防控措施将更加体系化。”

网售异宠躲过快递审核?
个人、运输方、平台责任未细分

异宠通过什么途径交易?记者发现，
在网络购物App，消费者可以随意搜索
并购买到龟、昆虫和蜥蜴等异宠。在社
交平台上，购买、饲养异宠的讨论也是随
处可见。针对异宠消费人群年轻化的特
点，商人们借助微信、QQ、贴吧以及网络
购物平台构建“地下”销售网络。

“通过公开的裁判文书发现，在涉野
生动物网络贸易刑事案件中，2020年与
宠物相关的案件占比较2015年显著上
升。”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中国
项目主任马晨玥指出，涉及常被制成文
玩首饰等制品的大象等物种的案件占比
逐年下降，显示出我国象牙禁贸、打击野
生动物制品非法贸易等野生动物保护措
施的良好效果。而涉及鸟类、爬行类等
常作为活体宠物贸易的物种类型的案件
占比上升趋势明显。

专家介绍，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邮
政法实施细则》明确规定，禁止寄递或者
在邮件内夹带各种活的动物，仍有异宠
卖家通过隐蔽手段躲过快递公司审核。
甚至有些线上异宠店铺特意在注意事项
中提醒“收到货物后千万不能当着快递
员的面开箱”。

杨朝霞表示，长期以来，快递行业的
责任在防治外来物种入侵中被忽视。在
异宠饲养兴起的当下，快递行业需建立
检查和预防外来物种的相关制度。

运输方的责任缺位只是待补的短板
之一。受访专家认为，现行法律体系对
鳄雀鳝、巴西龟等属于外来物种的异宠，
其监管重点在引进、释放等环节，对交易
环节尤其是网上交易规制不足。“我们比
较重视源头和末端治理，比如源头的引
进要有许可，末端的放生会受限制，而对
于中间的销售、运输、购买等环节，立法
有待完善。”杨朝霞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杨霄同样认为，目前法律对买卖外来物
种的个人行为缺乏详细规范。特别是对
个人、运输方、交易平台等各方所需承担
的法律责任尚未有明确划分。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任战敏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网络交易平台对其
平台上的异宠交易负有审查、管理等义
务，平台应对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交
易链接进行审查。

交易人工繁殖的就能免罪?
专家建议防止“洗白”违法行为

涉及异宠饲养和交易的案件中，有
不少是野生动物。此前的司法实践中，
各地法院严格适用刑法，对野生动物饲
养和交易行为当事人处以刑罚，即使部
分案件中当事人并无主观故意的。对
此，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对饲养和交易人
工繁育野生动物“无罪化”的呼吁。

2022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
布了《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
十三条指出，涉案动物如果是列入《人工
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或
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
买卖、运输的，对所涉案件一般不作为犯
罪处理。对此有专家指出，将人工繁育
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作为宠物买卖运输
的行为非罪化不宜步伐过快，须要本着
谨慎稳妥的原则推进。

马晨玥建议，陆生、水生动物主管部
门需要加快完善相关监管机制和管理办
法，建立全国联通且公开的溯源体系，防
止利用合法的人工繁育机制“洗白”野外
捕捉或者违法繁育的野生动物。近期已
经出现了非法买卖鹦鹉专用标识、非法买
卖引种证明等案件，需要执法与监管部门
关注，并提前部署，应对未来扩大开放人
工繁育野生动物可能带来的监管困难。

除了以上问题，对于何种野生动物
适合作为宠物还应该从多角度谨慎考
量，防止危险动物、疫源动物、入侵动物
等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物种作为宠物。

“暹罗鳄、一些蛇类等野生动物虽然
人工繁育技术成熟，但是性情凶猛或有
剧毒，如果作为宠物饲养和运输，严重威
胁到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马晨玥介
绍，旱獭、貂等小型哺乳动物可能携带诸
如狂犬病在内的多种病毒，很容易造成
疾病传播。此外，巴西龟、鳄龟等外来龟
类，绿鬣蜥、泰加蜥蜴等都是典型的入侵
动物，如果放开饲养和运输，会留下破坏
生态环境的隐患。 据《南方都市报》

近近日日，，中中共共中中央央、、国国务务院院发发布布《《关关于于做做好好22002233年年全全面面推推进进乡乡村村振振
兴兴重重点点工工作作的的意意见见》》，，首首次次将将““异异宠宠””写写入入文文件件，，明明确确指指出出::““严严厉厉打打击击非非
法法引引入入外外来来物物种种行行为为，，实实施施重重大大危危害害入入侵侵物物种种防防控控攻攻坚坚行行动动，，加加强强

‘‘异异宠宠’’交交易易与与放放生生规规范范管管理理。。””
有有关关专专家家学学者者表表示示，，““一一号号文文件件””强强调调了了异异宠宠问问题题，，将将进进一一步步引引导导

我我国国在在对对外外来来物物种种的的防防控控上上坚坚持持风风险险预预防防、、源源头头管管控控、、综综合合治治理理、、协协
同同配配合合、、公公众众参参与与的的原原则则，，不不断断推推进进防防控控措措施施体体系系化化建建设设。。从从司司法法角角
度度对对““异异宠宠””的的交交易易与与放放生生乱乱象象进进行行规规制制，，依依旧旧任任重重道道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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