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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三日：第九號海關船在南丫島附近巡邏，一艘漁船映入

眼簾。如此情景，在香港水域司空見慣。

然而，是直覺也好，是敏銳的第六感也好——第九號船上經驗豐富的

關員，總覺得這艘漁船有點兒不對勁。

當海關船漸漸駛近漁船時，關員的好奇心便愈來

愈大。偌大的漁船上為什麼只有兩名船員？既以大海

謀生，他倆的膚色不是太白皙了嗎？

由香港海關高級督察譚偉民先生率領的巡邏隊伍，

頓時全面戒備，小心翼翼地把海關船停靠在那艘可疑

的漁船旁邊。八名隊員登上漁船搜查，其餘則留守在

海關船上。

譚偉民先生說，一登上漁船，隊員更加覺得可疑。「船上看來既無捕魚

器具，也無漁穫，何以連魚腥味都沒有呢？」

最終，關員在機房的雜物堆中發現一個暗格，打開一看，不禁嘩然 ! 眼前
的違禁品，直叫他們目瞪口呆 ! 觸目所及，盡是價值不菲的象牙，多達
81支，重506公斤。這批象牙如果雕成珠寶飾物的話，在東南亞市值會高
達一百多萬元。

那兩名「漁民」登時一臉沮喪。這次走私失敗，涉案罪犯被判入獄16個月。

二零零三年三月五日：本港致力打擊瀕危物種非法貿易，表現出色，

獲《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公約)組織頒發兩份嘉許狀，
以示表揚。

漁農自然護理署
香港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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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海域
行動組指揮官
郭炎坤先生展示
檢獲的象牙



獲頒嘉許狀的部門，是擔任公約的本地管理機構——漁農自然護理署和執行

反走私法例的香港海關。

公約秘書長Willem Wijnstekers先生在嘉許信中寫道：

「我和同事都深知香港多年來致力執行公約的規定，從不間斷 ......對本秘書
處的工作，一直鼎力支持 ......」

這次偵破的象牙走私案，「足見香港的公約

管理機構和香港海關人員合作無間，成績

超卓，殊堪表揚」。

譚偉民先生說：「我們沒料到會獲此殊榮。

當值時，腦海中只想着如何做好工作。」

一九六零年代，隨着環保意識不斷提高，

公約應運而生。時至今日，連同中國

在內，締約國有165個。公約的目標，是確保野生動植物貿易不致威脅
這些物種的生存。一九七六年，公約在香港實施。經中國外交通報，公約

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後繼續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動植物 (瀕危物種保護)條例》是使公約得以在香港實施的本地法例。
這條法例由漁農自然護理署執行，而有關的執法工作則由香港海關負責。

受公約保護的動植物和有關製品多不勝數，象和象牙只是其中

一二而已。海龜、熊、虎、蘭花和某些仙人掌類植物等，都屬

於受保護的瀕危物種。

根據香港海關的資料，從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三年年中，

與瀕危物種非法進出口活動有關並根據上述條例檢控的個案，

共有五百多宗。儘管香港不是瀕危物種的產地，

但檢獲物品的個案仍超過1,300宗，物品總值逾
7,600萬元。其中六宗涉及的象牙，總重量約
700公斤，市值150萬元。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理高級林務主任張智新先生說，

在管制站最常截獲的是蘭花、花旗參和鱷魚肉。

他說：「那些都是旅客常常攜帶入境的紀念品。此外，也有人偷運大量

淡水龜，以供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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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農自然護理署
助理署長黎接傳
先生（左五）代表
公約秘書長頒發
嘉許狀予香港
海關人員

老虎是受公約
保護的物種

蘭花也受公約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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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關海域行動課監督方輝鴻先生說：「單在二零零三年七月九日，我們

已檢獲一萬多隻屬瀕危物種的龜和陸龜。」

對於兩個前線部門之間的緊密合作，方輝鴻先生讚不絕口。他說：「在本港

執行公約的工作上，漁農自然護理署與我們通力合作。」

不過，要保護瀕危物種，單靠執法工作還是不足夠的，必須通過宣傳和教育

去爭取社會人士的支持。公眾意識和奉公守法的精神，都是至為重要的。

為了做好這方面的工作，當局在長沙灣政府合署開設瀕危物種資源中心。

中心已在二零零一年五月恊用。

資源中心的展品，除了大約500件分屬大約100類瀕危物種的標本外，也有
這些物種的製品，全部都是根據公約充公得來的。

參觀者在中心可一睹走私罪犯如何因一己私利而禍及動物——大熊貓毛皮、

犀牛角和西藏羚羊毛披肩，這些珍貴動物都成了犧牲品。活生生的動物也

在展品之列，例如鷯哥、箱龜、避役、美洲鬣蜥、蟒蛇和豹紋龜。部分展

品則是剝製的標本。場內也設有三個水族館——活珊瑚水族館、龍吐珠魚

水族館和海龜水族館。

張智新先生說：「我們為售賣商、學生、市民、執法機關和外國組織安排

導賞團，讓他們在資源中心觀看標本或活生生的展品後，加深對各類瀕危

物種的認識。」

瀕危物種
資源中心展出
500件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