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修訂）條例》 

 

常見問題 

 

 

《2018 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修訂）條例》(簡稱《修訂條例》)

已獲通過，於 2018 年 5 月 1 日生效。《修訂條例》藉修訂《保護瀕危動

植物物種條例》(簡稱《條例》)，推展一項三步計劃，從而加強管制進口

及再出口象牙及象狩獵品，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以及加重《條例》所

訂罰則。此文件旨在就相關措施和事宜提供資料以作參考。相關法例要求

以《修訂條例》和《條例》的條文為準。 

 

 

1. 象牙貿易不是一早已被禁止嗎？ 

 

香港根據《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 586章）（簡稱《條例》）

規管象牙等瀕危物種的進出口和本地貿易，藉以在本港履行《瀕危野生動

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簡稱《公約》)。《公約》分別於 1975 年 7 月 1

日及 1976年 2 月 26 日開始規管亞洲象及非洲象的國際貿易。自 1990 年 1

月 18日，所有大象品種均已被列入《公約》附錄 I，《公約》後象牙的國

際貿易(即進口、出口和再出口)基本上已被禁止。但部分象牙的本地貿易

或進出口在有限情況下仍獲《公約》准許，例如《公約》前象牙、象狩獵

品和某些特定的象牙雕刻品及飾物仍可根據《公約》及《條例》的規管獲

准進出口。另外，持有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發出的管有許可證的《公

約》後象牙仍可作本地貿易。 

 

2. 甚麼是「《公約》前象牙」和「《公約》後象牙」？ 

 

《公約》分別於 1975 年 7 月 1 日及 1976 年 2 月 26 日開始規管亞洲

象及非洲象的國際貿易。在上述日期前已取得的象牙，稱為「《公約》前

象牙」，而之後取得的象牙，稱為「《公約》後象牙」。 

 

3. 為何要淘汰本地象牙貿易? 

 

近年獵殺非洲大象和全球走私象牙問題備受關注。為確保大象的存活

不受威脅，尤其是因為非法獵殺及象牙走私活動而面臨迫切絕種威脅的非

洲象，國際社會對加強管制象牙貿易的訴求日益強烈。在 2016 年舉行的

《公約》締約方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建議如締約方及非締約方存在合法但

可能導致獵殺大象活動或非法象牙貿易的本地象牙市場，有關政府便應採

取一切必須的立法、規管及執法措施，盡快關閉這些市場。香港有責任加

強管制及禁止象牙貿易以支持和配合國際社會在保護大象方面的努力。 



 

事實上，不少報導已指出非法獵殺大象及走私象牙的活動近年有所增

加，而香港亦曾數度檢取大規模進口的非法象牙。漁護署在 2016年和 2017

年的喬裝買家行動中，發現有非法象牙當作合法象牙出售。香港亦常受國

際批評，本地註冊象牙的貿易變相為非法象牙可能進行清洗活動提供掩護，

在 2013 年的第十六屆《公約》締約方大會上，香港已被《公約》列為盜

獵大象和非法象牙貿易的主要關注地方之一。因此，全面禁止本地象牙貿

易實屬必要，以杜絕任何非法市場的潛在掩飾。 

 

4. 淘汰本地象牙貿易計劃詳情如何? 

 

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的三步計劃詳情如下： 

 

第一步：自 2018 年 5 月 1 日，禁止進口及再出口現時在《公約》下

仍然容許進口、出口及再出口的所有大象狩獵品及《公約》後象牙。此舉

有助遏止在狩獵運動等活動中獵殺大象。 

 

第二步：自 2018 年 8 月 1 日，禁止《公約》前象牙(古董象牙除外)

的進口和再出口。市場上為商業目的而管有的《公約》前象牙(古董象牙

除外)須受許可證管制，做法與現行對《公約》後象牙的管制相同。這一

步是要防止或會出現的清洗非法象牙活動。 

  

第三步：2021年 12 月 31日開始禁止為商業目的管有任何象牙，包括

《公約》前象牙和《公約》後象牙(古董象牙除外)。 

 

為配合計劃實施，漁護署在簽發許可證方面也會作出一些必要的安排。 

現時，管有象牙作非商業用途獲豁免許可證的要求。如果物主想使用象牙

作商業用途，他/她必須申請管有許可證。為將於 2021 年 12 月 31日全面

禁止本地象牙貿易作好準備，自第一步生效起，漁護署不會批准任何把

「《公約》後象牙」由非商業用途轉至商業用途的申請，以及自第二步生

效起，不會批准「《公約》前象牙」的同類申請。 

 

5.有沒有情況可獲豁免？ 

 

現時《公約》中包括就科研、教育、執法及個人或家庭財產(旅遊紀

念品除外)的特定及嚴格規定的例外情況，均仍適用。此外，古董象牙亦

可獲豁免，可在加強了的規管制度下繼續買賣。 

 

6. 古董象牙的豁免詳情如何？ 

 

為了保護文物，古董象牙貿易可獲豁免。古董象牙 



(a)指在 1925年 7 月 1 日之前發生以下情況的象牙 —— 

(i)被移離野外； 

(ii) 其天然狀態經大幅改動，以製成珠寶、飾物、藝術品、實用品或

樂器；及 

(iii)由某人在上述改動後獲得，而在獲得時，已處於上述經改動的

狀態，無需作進一步的雕刻、製作或加工以達至其目的；及 

(b)不包括象狩獵品。 

 

進口古董象牙須領有先前出口地簽發的《公約》前證明書和漁護署簽

發的進口許可證。再出口古董象牙須領有漁護署簽發的再出口許可證。管

有古董象牙作商業用途，只需證明是古董象牙，無需申領管有許可證。古

董象牙貿易商有責任提供足夠資料使漁護署信納該象牙符合古董象牙的

豁免要求。 

7. 甚麼證明文件可用來證明一件象牙屬古董象牙？ 

 

可作證明為古董的證據，包括合資格的評估或其他方法，藉確定物品

的來源而註明物品年份。由獲認可進行科學上核准的「測齡方法」的本地

或海外化驗所或設施進行該等測試，亦可獲接納為證據。 

 

8. 在甚麼極為特殊的情況下，漁護署會批准進口許可證、再出口許可證

或管有許可證申請？ 

 

《修訂條例》的主要目的，包括對象狩獵品及象牙訂定更嚴格的規管，

以保護大象。為達到這個目的，象狩獵品及象牙的進口、再出口或管有一

般會被禁止。但是，如果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署長)信納，因應極為特殊

的情況，有充分理據批准該項申請，署長可批准有關許可證申請。極為特

殊的情況以不違反保育大象目的為原則，例子包括遺產繼承作非商業用途，

或滿足進口地對進口屬個人或家庭財物的象牙之文件要求等等。申請人須

提供充分的資料以令署長信納存在極為特殊的情況。署長會按個別實際情

況作詳細考慮，以防止申請人濫用這項條文。 

 

9. 作"科學"及/或"教育"用途的例外情況，會否只限作非牟利或非商業用

途的情況? 

 

《修訂條例》沒有明文規定擬作的科學或教育用途應屬非商業或非牟

利性質。主要考慮因素應是標本的擬作用途是否與科學或教育有關。  

 

10. 《修訂條例》會影響其他動物牙或狩獵品的貿易嗎？ 



 

不會。 

 

11. 政府會對象牙業界作出補償或收購象牙嗎? 

 

政府已從不同政策和法律角度慎重考慮補償或收購象牙事宜後，認為

不應向象牙商人作出賠償或收購。 

 

政府十分關注向象牙業界提供賠償可能會傳出錯誤訊息，刺激不法分

子加劇非法獵殺大象及大量走私非法象牙到香港，以期魚目混珠冒充合法

象牙獲取賠償或收購。這樣會令禁止本地象牙貿易計劃的成效大打折扣，

同時對全球保育大象的努力造成倒退，嚴重損害香港的國際形象。政府並

沒有聽聞其他國家或地區於加強象牙貿易管制措施時提供任何賠償或收

購。 

 

此外，販賣象牙普遍並非象牙持有人的主要業務範疇，不少象牙貿易

商早已把業務轉型或改為從事其他不受《公約》管制的商品的貿易。再者，

全面禁止本地象牙貿易的日期為2021年12月31日，距政府於2016年公布有

關政策及給予業界預先通知有多達五年時間，這個充裕的寬限期可讓餘下

未轉型的象牙商進行業務轉型或處理餘下存貨，時間上是充足而且合理的

安排。 

 

就可能受到禁貿影響的象牙工匠，政府會因應他們的情況，提供合適

的再就業培訓，協助他們轉業。 

 

12. 如何釐訂新的罰則水平？ 

 

在釐定罰則的恰當嚴厲程度時，政府已參考本地法例就進出口或管有受管

制物品所訂罰則，包括《進出口條例》(第 60 章)及《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

章) 。新罰則水平(罰款額及監禁條款) 大致上與香港其他關於進出口或管有受

管制物品的法例一致。政府亦已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用以落實《公約》的法例

所訂罰則，以及聯合國對走私野生動植物的相關參考規定。新的罰則較聯合國參

考資料更為嚴厲，在國際上亦屬於較重的罰則，尤其是監禁方面。縱使如此，新

的罰則的嚴重程度合適，足以達至足夠阻嚇力以遏止非法野生動物貿易，並顯示

政府會嚴肅對待以遏止這類罪行。 

 

13. 「簡易程序罪行」和「可公訴罪行」有何分別? 

 

「簡易程序罪行」一般來說是指嚴重性較低的罪行，而「可公訴罪行」則



是較嚴重的罪行。為了對瀕危物種非法貿易起有效阻嚇作用以及反映《條例》

所訂罪行的嚴重性，《修訂條例》將《條例》相關的罪行，修訂為可循簡易程

序(一般案件)或公訴程序(較嚴重的案件)提出起訴，考慮案件嚴重性的因素包括

涉案瀕危物種的數量、其瀕危程度、是否牽涉有組織罪行等。其他類似的本地法

例，例如《進出口條例》（第60章）、《危險藥物條例》（第134章）、《商品

說明條例》 （第362章）亦同樣採用可循簡易程序或公訴程序提出起訴。 

 

簡易程序罪行一般在裁判法院審理，裁判法院就每項罪行判刑上限一般為

監禁2年和罰款10萬元。就某些條例而言，單一罪行可判處監禁3年和罰款500萬

元。所有可公訴罪行的訴訟程序皆始於裁判法院，律政司司長可視乎案情的嚴重

性而將其轉介區域法院或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審訊。簡易程序罪行之提出起訴期限，

通常為事件發生後起計的6個月內（除非法例另有列明）。至於可公訴罪行，就

沒有特定起訴期限，因此可容許執法人員有足夠時間調查較為複雜或嚴重的案

件。 

 

 

漁農自然護理署 

二零一八年三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