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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研究

●李　瑶

　　

[摘要]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凸显,出现了野

生动物致害的情况.如果不能合理解决好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问题,那么大众保护野生动物的信心则会下

降.完善机制、科学防控、合理补偿,加强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维护大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十分重要.本文

通过分析我国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的立法现状以及实践中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以期更好地保护野生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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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的立法现状研究

(一)我国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的立法现状

１．补偿责任主体研究

补偿是一种权利保障和利益平衡机制的现代法律制度。

因此，必须先明确补偿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因保

护本法规定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

产损失的，由当地相关部门给予补偿。 具体办法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相关部门制定，这里的“当地相关部门”一般

指县级相关部门。 现有立法中，各地区规定的补偿主体承

担的补偿比例均有所不同。 以西藏自治区那曲市为例，主

要是相关部门与保险行业合作进行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工

作。 其中，保额是由四级相关部门财政补贴，而赔偿时是

由保险机构进行。 此外，还有财政补偿制度，是根据西藏

自治区发布实施的《西藏自治区重点陆生野生动物造成公民

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补偿办法》(以下简称《补偿办法》)

中规定的县级财政主管部门进行补偿。 负担比例按照自治

区财政６０％、地(市)行署财政３０％、县(市、区)财政１０％
执行。 我国其他地区非常明确补偿主体的为少数，而明确

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主体在进行补偿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

２．补偿标准研究

因各地经济和实际情况不同，各地的补偿标准也不同。

以那曲市为例，《补偿办法》中规定：人身伤害上的补偿，

对被造成损害的受害人均进行了医疗费补偿及误工补偿等，

但对于因致害而造成的个人能力的减弱而影响的收入这些隐

形的后果并没有作出字面的补偿说明；财产损失补偿上，就

成年牦牛来说，补偿价格甚至不到正常出售价格的１０％。

对于成年黄牛、绵羊、山羊、猪等，补偿价格分别规定不超

过９７０、２５０、１２０、６００/头。

３．补偿程序研究

流程通常包括提出补偿申请、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公

示、审查、资金拨付，以及最终发放补偿费用等环节。 我

国不同地区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程序可能存在差异。 一般

来说，发生致害时，应及时向损害发生地的相关部门报告。

例如，在青藏高原，一般需向损害发生地县级相关林业和草

原主管部门报告。 如在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应向发生地

镇相关部门报告。 其报告的方式一般是书面，除书面申请

外，甘肃省、黑龙江省等少数省份规定也可以口头提出。

补偿的申请由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受托人在规定时间内提

出。 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在一定期限内进行现场勘查。

经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并出具调查报告后，将调查情况或

损害认定结果进行公示。 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

的，作出补偿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最后再按照决定支付

补偿金。

(二)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的不足

１．补偿责任主体不合理或不明确

从现行立法及相关文件来看，对野生动物致害的行政补

偿主体有两种：即当地相关部门或其工作部门。 而从我国

野生动物分布以及发生致害情况的地区分布来看，西部明显

多于东部，而西部多为非经济发达地区，若单纯地由规定的

当地相关部门或工作部门给予补偿，对于当地相关部门来

说，财政压力将直接加大。 当地相关部门一般指的是县级

相关部门，但若当地没有相关文件具体规定时，到底是由县

级相关部门还是乡级相关部门来进行补偿呢？ 关于当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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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工作部门，到底是哪个部门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补偿机关对工作的相互推诿情况，

那么受致害的主体的补偿权利将难以保证。 对于青藏高原

地区来说，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草原牧区，其畜牧业的发

展具有重要地位，但在青藏高原地区发生野生动物致害的频

率较高。 那么补偿是否能够到位，不仅关系着大众以后是

否仍具有保护野生动物的信心，更可以说与许多家庭的生计

密切相关。

２．补偿标准不合理

从野生动物致害所导致的人身赔偿上来看：各省份所规

定的野生动物致害的人身补偿标准有所差异，尤其是在死亡

赔偿金上差异过大。 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生命也

是无价的，补偿的差异过大容易导致公平性受损，以及法律

权威性受损等不良后果的发生。 且大部分地区并没有明确

规定死亡赔偿金的年限和限制，这样不仅容易导致受害家属

得不到合理的赔偿，也容易导致公务人员处理补偿事宜没有

具体的标准。 部分地区甚至只是讲述了财产补偿事项，但

人身的补偿标准模糊不清。

从野生动物致害导致的财产赔偿上来看，我国财产损害

的补偿标准较低，赔偿金额基本上达不到受损金额的一半，

只有在农作物的立法中，大部分省份规定达到了市场价格的

５０％～６０％。 以那曲市为例，此地区发生野生动物致害事

件的频率较高，而当地主要采取的是“牦牛险”保险制度。

农户通过购买保险，若经受野生动物致害导致政策内标的受

害，将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实际上，一头成年牦牛的赔

偿金额最多只有１５００元。 而且大部分都是进行保险赔偿，

而没有进行财政赔偿。 虽然保险赔偿的保费四级相关部门

进行了补贴(实际上补贴额为１４１元)，但只进行保险赔偿，

根本难以弥补农户的损失。

３．补偿程序不合理

首先，就是补偿的程序较为麻烦。 尤其是在一些牧

区，牧民逐渐了解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政策，在他们遭受野

生动物致害时，会优先选择通过法律的手段去维护自己受损

害的利益。 但有的被致害者在了解上报程序后，甚至选择

不上报。 在证据收集上，若是经受人身伤害的，还可以在

医院进行检查然后保存检查报告；若是家畜受致害的，尤其

是在那曲牧区，有的牲畜直接被吃掉或者尸骨被野生动物拖

走，那么对于普通被野生动物致害的家庭，证据收集工作该

如何进行。 其次，在补偿申请中，大部分地区采用的是书

面上报，少部分若递交书面申请确实有困难的，也可通过口

头、电话、视频等方式申请，并由受理机关记入笔录。 书

面上报的话，若是要上报给县级的，在乡里的受致害家庭还

需要前往县里找相关机构，对于偏僻地区来说，来回也是一

种困难。 补偿的方式也较为单一，一般就是发放补偿金。

但是对于造成部分或全部身体机能丧失的受致害者，仅进行

补偿金的支付，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致害造成的损失。

最后，就是致害补偿发放的时间，每个地区发布的补偿发放

时间有所差别。 基本上规定在做出补偿决定之日起１０日内

支付补偿金。 在西藏那曲地区，因程序比较繁琐，故大约

需要８７日，但实际操作中可能还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

延长时间。 在西藏昌都地区有的家庭一个月左右就能收到

补偿，而那曲对比昌都来说，牧民较多，畜牧业为主业的人

也更多，但是补偿支付的时间却差别较大。

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补偿金不足

野生动物分布较集中的地区多是经济相对落后、财政较

为落后的地区，当地相关部门难以完全负担补偿费用，即使

是在已经制定了补偿办法的地区，其实际补偿标准也可能远

低于实际损失金额。 例如，据多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家组成

的调查团队估计，四川省全省野猪种群数量约８０余万只，

每年各地上报野猪致害７０００～８０００次，毁坏农作物等造成

损失约２．１５亿元，但省级部门和部分市级部门在补偿方面

存在补偿金额不足等问题，制约了相关工作的开展。 因为

补偿金不足，受致害者因致害受到的损失得不到应有的补

偿，长此以往，可能导致公民保护野生动物的信心下降。

(二)理论研究不够深入

首先，就是可研究的资料少，与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相关

的论文及期刊等就更少，也没有出台较多的有关野生动物致

害的文件。 那么在研究时可参考的资料就受到限制，各地

出台与此相关的文件时，也没有特别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支

撑。 其次，对于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性质，我国各学者至

今仍未达成共识，补偿主体难以确定，则容易出现各机关互

相推诿的情况。 在撰写论文时，笔者也要先确定自己对于

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性质的认识，然后才能继续进行。

(三)实践调研难

要调研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相关问题，就要先了解发生

致害的动物有哪些。 常见导致野生动物致害的动物有野

猪、棕熊、狼、雪豹等。 这些还都是攻击性较强的动物，若

想了解真正的致害及其补偿情况，最好就是去这些发生野生

动物致害问题的受害者家里进行调研，而且要达到一定的调

研数量。 这些致害发生的地方大多为偏远地区，那么调研

人员的工作开展则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以及时间。 同时，

对于极容易发生野生动物致害的牧区，野生动物还经常会在

夜间出没，甚至像棕熊这种危险性极高的动物甚至可能爬窗

入门。 如在那曲市的比如县和安多县分别在５月和８月都

发生过熊进入人类聚居区的情况。 因此，调研还具有一定

的危险性。 此外，在调研过程中可能还会遇到语言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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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如笔者在那曲市进行调研时，被调研的家庭大多运

用的是藏语，而笔者是汉族，对于藏语并不是很精通，最后

还是靠同行的藏族同学才保证了调研的顺利进行。 因此，

在去调研之前，要先通过一些渠道了解调研地区的语言使用

情况。

我国完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的相关建议

(一)统一补偿义务机关

目前，学术界关于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法律性质主要有

４种观点。 笔者所采取的是主流观点，即行政补偿责任说。

针对该观点，德国主流学说采取的是“特别牺牲说”，较为

符合且也能解释现行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相关条例的

规定。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规定，野生动物资

源属于国家所有及第四、五、六条等多条法律规定，个人有

义务去保护野生动物。 人们正是为了服从此法规定，而去

选择保护一些国家规定的野生动物。 但出于公平，人们所

受的损害应得到补偿，而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对遭受人身或

财产致害的主体进行行政补偿。

同时，我国可以对补偿义务机关进行统一。 由于发生

野生动物致害的受害者多为村民，若把补偿义务机关定为市

级相关部门，不仅加大了村民上报的负担，也不利于保证调

查的及时性。 若为乡级相关部门，对于一些落后的地区来

说，调查人员的专业性以及调查工具的完备性可能会有所不

足，故可设为县级相关部门作为补偿义务机关。 同时，可

以乡级相关部门作为辅助，市级有关部门作为指导。 在村

民受到野生动物致害时，可以由乡级相关部门代为事先核查

致害的真实性。 若是到县级相关部门有困难的受致害家

庭，可以请求县级相关部门代为上报，然后由县级相关部门

最终审核完毕后，可以由市级相关部门核验收编数据。 这

样不仅可以提高补偿的效率，也方便了受致害者进行上报。

(二)简化并完善补偿申请流程

有的地区补偿发放时间相差较大，其中补偿申请流程复

杂是主要原因。 比如，西藏那曲地区，要先向乡里汇报再向

县里汇报，县里再向市里汇报，程序较为繁琐，这样核查后

等补偿再下来又要经历向下一层又一层。 最后等经费下来时

可能是申请上报的半年后，对于经济贫困的家庭，可能会造

成暂时的经济问题，故简化并完善补偿申请流程至关重要。

首先，可以由国家财政部门每年进行拨款，然后在上报

申请时可以由乡级相关部门进行初步核验事实的工作。 其

次，核实后直接由乡级相关部门向县级相关部门上报，县级

相关部门接收后再由乡级相关部门协助县级相关部门进行调

查。 所有工作完成后，可以由县级相关部门向市级相关部

门汇报，市级相关部门汇总今年的工作情况，然后根据今年

发生致害补偿的实际情况向上级再汇报，以此确定下一年的

国家财政拨款。 若本年度有剩余的资金，可以留于下一年

的致害补偿工作。

(三)合理确定补偿标准

首先，要统一人身致害上的补偿标准，但各地的人均收

入有所不同，要依照统一标准的同时，也要符合当地经济的

实际情况。 但对于致害造成人身死亡的，这个应该统一全

国的赔偿标准，因为人的生命是等价的，不宜在这个的补偿

标准上有所区别。 其次，在致人身以外的损失的赔偿上，

可以适量加大赔偿金额。 同时，可以对具体的赔偿物进行

具体的金额规定。

(四)进行野生动物致害预防工作

只靠野生动物致害后进行赔偿，对于致害发生频率较高

地区，当地财政将受到较大的压力。 因此，地方财政可以

拿出一些资金进行预防工作。 首先，确定野生动物进行致

害的原因，对于大型的能造成人身伤害等的野生动物应重点

关注，并对游牧于本地区的牧民进行通知。 尽量避免牧民

在此地活动，从而减少野生动物致害的发生。 其次，对于

人类居住地经常发生野生动物致害的地区，可以进行防熊围

栏的修建，可以由相关部门与居民各付比例的资金在自家修

建围栏。

结束语

我国高度重视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而野生动物致害补

偿工作也属于其中的一部分，但我国对于此方面的研究并不

是很完善。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学者对此方面进行研究，维

护那些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而牺牲自己部分权益的人的利益，

由此推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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