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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野生动物侵农谈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偿制度的完善 
 

许迎春 （中国矿业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摘  要：通过野生动物侵农这一事件入手分析了我国现行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指出其既不利于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也不利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基于此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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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生动物侵农的现状 

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一直是我国的一项重大任务,因为野生动物资源不但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而且是保护我国的环境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的需要。近 10 年来，由于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和

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许多濒危的野生动物得到了

拯救，一般的野生动物种群也得到了持续稳定地增长，但是野生动物伤害人畜、 破坏农作物的事

件也越来越多。据 5 人民日报 62003 年 1 月 15 报道，近 10 年,陕西秦岭地区共有 150 人遭到国家

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伤害，8 人死亡； 1995 年以来汉中地区类似伤人事件 23 起，死亡 5 人，重

伤 12 人，造成财产损失 20 多万元；另外云南也是我国重灾区之一，据云南省林业厅统计,最近每

年该省因为各种野生动物造成的人畜伤害和农作物破坏所需要的补偿费就达到 5 000 多万元人民

币；此外,全国各地因各种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多,据统计，1991~ 2001 年全国各地遭受野

生动物伤害的实际损失达 6 065 万元,而得到政府的补偿则不到 1/ 10。这些处在野生动物丰富的山

区农民本来就很贫穷,还要承担保护野生动物所受到的损失，成为制约边远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

要因素。因此，如何完善我国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偿制度,使其既利于野生动物保护也有利于维

护当地农民的利益,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二、关于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立法 

（一）国家立法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专门法律,其中规定有关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赔偿

内容的法律条文仅见于我国 198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其中第 14 条规定:
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

法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制定。为保证该条的具体实施，国务院己于 1992 年批准发布了 5 中

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6，其中第 10 条规定: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国家和地方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应当采取防范措施。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损

失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经调查属实并确实需要补偿的，

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给予补偿。这两条规定是目前我国由

国家制定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的直接法律依据。 
（二）地方立法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都授权由各地方自行制定具体的补偿办法，从 1988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至今，保护法在全国各地的实施条例或办法基本制定，但关于

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规定却只在云南、 陕西、 福建、 四川等部分省、 自治区的条例附有相关条

文。虽然绝大多数省、 自治区都在其条例和办法中规定了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规定,但是其法规条

文过于原则和抽象，不利于实际操作。 

三、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补偿主体模糊不清 
虽然我国的 5 野生动物保护法 6 规定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由当地政府给予赔偿，但是法律并没

有对当地政府进行明确界定[ 1 ],导致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赔偿主体不明,各级政府相互推卸责任的

局面,使遭受损失的农民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赔偿,损害了当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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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偿经费不足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和其他损失

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赔偿，即由发生事故的各地政府出钱。但我 
国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本来就不充裕，

还要让其承担赔偿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这对当地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补偿机制不合理 
由于我国法律对野生动物致人的损害赔偿范围没有明确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导致当地

政府只赔偿野生动物造成的直接损失，而对造成的间接损失往往不赔偿或者少赔,另外，我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规定只赔偿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而对一般的野生动物造成的损

失不予赔偿,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许多农作物和家畜遭受损害是在晚上或者无人看到的情形下，不

容易判断到底是哪类野生动物造成的,这给当地政府有了钻法律空子的机会,他们往往借此机会不给

予受害农民赔偿。 
（四）计算损害的标准不明 
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一大难点就在于造成的损害不宜计算，而我国的法律、 法规又没有计算

损害的任何标准,在实际的赔偿过程中，问题很复杂，不能千篇一律地采用一种标准,应该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例如,对于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当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损失,但是到底根据哪一年的市场价

格来计算却没有明确规定，其标准有可能远远低于应收获年份受损财物的实际价格； 对于造成人

身损害的，致轻伤、重伤、死亡等不同情况，救济标准也应不同。而现在由于缺少标准,导致了对

于赔偿额度只能临时说了算，人为的主观因素过多,给付补偿的随意性过大，不利于保障受损农民

的利益。 
（五）补偿制度实施性不强  
我国除了云南和陕西两省有野生动物致人损害具体赔偿办法外,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则

没有制定相应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具体赔偿办法,虽然他们都在其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或办法中规定

了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规定，但是其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不利于实际实施,甚至还有部分省忽略

了当地的实际，大量照抄、照搬国家的法律体例和内容条款象，导致地方立法成了中央立法的翻版，

不仅未能很好地细化和补充国家的法律，而且未能形成地方特色，使地方的许多实际问题难以解决

[ 2]。 

四、解决野生动物侵农补偿问题的建议 

（一）明确补偿义务主体 
在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统一属于国家所有，各地方政府只是代表国家实施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管

理，并不享有本地方的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但是法律规定野生动物致害的赔偿责任仅由地方政府

承担，这是不公平,也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我国保护法没有对当地人民政府到底是哪一级人民

政府赔偿做出统一的规定，很多地方也只是做出了类似的抽象规定，为了改变当地政府界定不清而

导致的互相推诿责任的局面，应该明确国家为赔偿义务主体,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自然保护区的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给予赔偿,赔偿经费由中央财政为主和地方财政为

辅按比例分担。 
（二）建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基金制度，扩大赔偿基金的来源 
为使遭受野生动物致害的农民能够得到合理的赔偿,由国家财政设立专项野生动物致害赔偿基

金专门用于野生动物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补偿，专项基金可来源于中央财政的投入、社会捐

赠、国际资助、征收野生动物资源开发利用税等多种途径，也可以探索发行野生动物保护彩票和环

境彩票等，将其中的部分收益作为赔偿基金。总之，只要是能筹集资金的合法途径,都应该是赔偿

基金的来源渠道。 
（三）明确损害补偿的范围，丰富生态补偿的形式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四条: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和其他损失的,

由当地政府给予赔偿。建议在修改时，应明确规定这里的损失既包括直接财产损失、间接财产损失

和人身伤害的损失；此外，还应该规定国家对一般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也应给予适当的赔偿。生态

补偿并不限于经济上的补偿，从野生动物保护方面讲，生态补偿应当包括对那些因为所处环境或其

他因素保护野生动物而受到的损失或丧失发展机会的居民进行的技术、实物上的补偿，政策上的优

惠,以及为增进环境保护意识,提高预防和减少野生动物伤害的自我保护水平而进行的科研、教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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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支出。对野生保护动物肇事频繁的地区群众来说，增加投入,开展野生保护动物肇事防灾、减

灾工程建设,通过兴建野生保护动物食物源基地，开挖修建防护沟、防护壁、防护栏等方式，最大

限度地吸引、隔离野生保护动物在保护区内活动，从而减少野生保护动物肇事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危

害是更为有效的补偿形式,对于居住在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内的农户，国家应投入专项基金进

行异地搬迁安置,减少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 3]。 
（四）完善补偿标准 
为了使赔偿制度更具有可操作性，其实施标准必须完善。其一，建立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国

家标准的范围主要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以及/ 三有动物 0，其他野生动物的致害补偿标准由各地方

自行制定。对于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各地方可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并按该标准执行。其

二,补偿标准应该具体化。补偿的幅度可根据致害动物的级别确定。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致害的应

该赔偿 80%或 90%以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致害的,补偿应在 70%或 80%以上；地方重点保护动物

致害的，补偿标准由各省自行制定，但不得低于一定幅度如 60%，一般野生动物致害的，如 30%。

另外，补偿标准的制定还应考虑区域性和可行性原则，以最低和最高经济水平地区为底限和上限；

同时,补偿金额应以实际损失为准[ 4 ]。 
（五）制定和完善具体的补偿办法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各地的野生动物资源分布和管理情况差异很

大,由全国统一制定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是不可行,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切实使受损害的农

民得到合理的赔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针对当地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出符合地方特色的

具体补偿办法，在补偿办法中应明确规定补偿义务主体、补偿基金制度、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

偿程序和司法救济途径等，制定了具体补偿办法的省份则应当对其不足之处进行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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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 Compensation’s system of Wild animals Cause Person’s 

damage from the Wild animals Invade Farmers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flaw 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compensation system of wild 
animals cause persons’ damage by the incident of wild animal invade farmers, points out that it is not 
conducive to make up for the loss of the victim, and unfavorable to the protection of wild animals, It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the suggestions. 
Key words: Wild animal  State’s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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