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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是主管美国鱼类、野生动植物和自然栖息地的联邦政府机构，主要工作有保护

濒危物种、管理候鸟、恢复重要的渔业、保护和恢复湿地等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执行联邦野生动物的法律、参与国

际保护工作、征收捕鱼和狩猎消费税和开展公众教育等。介绍了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基本情况、主要工

作内容、保护案例等。美国在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的管理与保护方面机构设置完备、职责清晰，法制健全，实施得

当，充分发动民众参与，值得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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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基本情况

１８７１年，为了研究并提出美国渔业产量降低的
解决方案，美国鱼类及渔业委员会成立（１９０３年改
名为渔业局）。１８９６年，为了调查鸟类对农业害虫
及动植物地理分布的影响，鸟类和哺乳动物生物调

查司成立（１９０５年改名为生物调查局）。１９４０年，
生物调查局和渔业局合并成为“美国鱼类及野生动

物管理局”（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Ｆｉｓｈａｎｄ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简称 “ＵＳＦＷＳ”或“ＦＷＳ”），并由美国内政部统辖。
ＦＷＳ主要管理鱼类、野生动植物和自然栖息地，其
职责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与他人或机构合作

保存、保护和改善鱼类、野生动植物和它们的栖息

地”。

ＦＷＳ有１个中央行政办公室、８个地区办公室
以及将近７００个遍布全美的地方办事处，其组织结
构图见图１。其现有雇员９０００人，志愿者４２０００
名，管理６０万 ｋｍ２的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系统、
超过５５０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和７０个国家鱼类
保育地。

２　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主要工作

ＦＷＳ的主要工作有：保护濒危物种，管理候鸟，
恢复重要的渔业，保护和恢复湿地等野生动物的栖

息地，执行联邦野生动物的法律，参与国际保护工

作，征收捕鱼和狩猎消费税，开展公众教育等。具体

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系统管理
美国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系统是全球最大、最

多元的野生动植物保护系统，管理６０万 ｋｍ２的超
过５５０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３８个湿地管理区以
及超过１６９万 ｋｍ２的国家海洋保护区。每一个州
至少有１个野生动物保护区，致力于保护野生动植
物的家园。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为超过 ７００种鸟
类、２２０种哺乳动物、２５０种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以
及１０００多种鱼类提供栖息地，约３８０种受威胁或
濒危的动植物在这里受到保护。例如，每年会有数

以百万计的迁徙鸟类使用保护区作为落脚地，往返

于相隔数千英里的夏季和冬季家园。为了使保护区

系统的土地面积持续增长，在２０１２年启动了新的土
地增加计划，以确保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更多更高质

量的栖息地。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系统对野生生物

和栖息地的保护管理主要包括：（１）保护管理各种
类型的栖息地。包括湿地、草原、沿海和海洋，以及

温带地区、冻土地带、北方针叶林；具体工作包括消

灭外来的入侵物种、防火、保证充足的水源、对外部

威胁进行评价等。（２）管理８万 ｋｍ２的荒地，以供
美国国民进行振奋人心的探险。（３）专门管理 ５９
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以保护３８０多种濒危或受
威胁物种。经过保护区系统的努力，有１１个物种的
种群得以恢复从而得以从保护列表中删除，１７个物
种从濒临灭绝下降到受到威胁等级，超过５００个物
种趋于稳定或有所改善。（４）管理１８０个海洋、沿
海或五大湖的栖息地。包括盐沼泽、岩石海岸线、潮



池、沙滩、海藻林、红树林、海草、障壁岛、河口、礁湖、

潮沟、热带珊瑚环礁，以及海洋。（５）管理和保护候
鸟。建立了超过２００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专门
提供候鸟繁育或越冬；保护管理着超过４０００ｋｍ２

的湿地和３０００多个水禽生产区域。（６）管理保护
区内的石油和天然气，任何机构开采保护区内的石

油和天然气必须以保护野生动植物为前提。（７）管
理自然资源计划中心。利用最先进、跨学科的科学

技术给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提供规划和管理决策。

（８）应对外来物种。制定入侵物种的国家战略管理
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应对１７１５种外来动物和保护受
入侵植物影响的 ９７００ｋｍ２土地。（９）预防火灾。

采用安全高效的消防管理，减少火灾的风险，使土地

一直处于健康的生态状况。（１０）管理污染物。国
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广泛受到污染物的影响，不仅包

括水和空气污染，还有入侵动植物、石油泄漏污染、

农药（杀虫杀草灭菌剂）污染等威胁。ＦＷＳ积极监
测并处理各种污染物，以减少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

（１１）管理空气质量。包括积极研究和监测污染的
数量和影响，控制污染以确保整个保护区系统有清

洁健康的空气。（１２）应对气候变化。评价每个保
护区是否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包括气候变化引起

的海平面上升、破坏性火灾、水资源短缺等问题，进

一步确定更好的开发管理策略。

图１　ＦＷＳ组织结构
Ｆｉｇ．１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ＵＳＦｉｓｈａｎｄ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另外保护区系统还具有娱乐功能，每年接待超
过４５００万名游客，参加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包括
打猎、钓鱼、野外观察、摄影、健身、接受环境教育等。

在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系统，人们可以与野生动植

物亲密接触，呼吸新鲜空气，尽情享受自然的美景和

恩惠。

２．２　鱼类和水生生物的保护
鱼类和水生生物的保护（渔业项目），其根源可

以追溯到美国鱼类及渔业委员会，该会在保护美国

渔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鱼类和水生生物

的保护（渔业项目）致力于保护鱼类的种群和数量，

提供健康的栖息地，恢复退化的种群和栖息地，该项

目有利于生态、水资源管理、商业和娱乐等各方面的

发展。其主要工作是管理国家鱼类孵化养殖系统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Ｈａｔｃｈ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处理有害野生

生物和入侵水生物种、管理鱼道项目和水生生物药

类的研发和试验。现有员工近８００名，包括６５个鱼
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７１个国家鱼类孵化养殖
场、９个鱼类健康中心、７个鱼类技术中心。其中，国
家鱼类孵化养殖场培育了 １００多种不同的水生物
种。

在国家鱼类孵化养殖系统中，国家鱼类孵化养

殖场主要功能是鱼类养殖和保育濒危的水生生物；

鱼类健康中心提供鱼类的疾病诊断和检查服务，研

究鱼病的原因；鱼类技术中心提供鱼类遗传、营养、

生理、统计、培育技术方面的指导；另外还与水产药

品公司、饲料制造商等合作研发和进行药物试验，并

申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ＦＤＡ）的批准。
鱼道项目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重新恢复

和连接水生生物栖息地，包括修建鱼道、去除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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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另外，建立了全国鱼道决策支持系统，涵盖水生

生态系统相关各种类型的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提高了鱼道设计和决策的成功性。
２．３　管理候鸟

候鸟项目主要目的是保护、恢复和保存鸟类种

群及其栖息地；确保所有候鸟种群长期的生态可持

续性，以增加社会经济效益；改善狩猎和观鸟相关的

户外活动的体验；提升人们对鸟类及其栖息地的美

学、生态、休闲和经济价值的意识。ＦＷＳ管理候鸟
主要保护大西洋、密西西比河流域、美国中部和太平

洋鸟类迁徙的４条路径，在每条迁徙路径都设立有
一个委员会管理候鸟和它们的栖息地，在每个委员

会中都有生物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为保护候鸟

提出专业可靠的建议。

候鸟项目很多具有针对性。例如：“北美水禽

管理计划”（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长期密切合作，保护

北美的水禽种群及其栖息地），“飞行伙伴”（保护濒

危和受威胁的鸟类，保证常见鸟类的数量，制定科

学、长期的保护计划），“重点物种”（重点保护某些

特定物种，包括美国黑鸭、美国秃鹰等）。

在众多保护候鸟的项目中，“美国鸭票计划”是

有史以来美国最成功的国家保护计划之一。１９３４
年３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候鸟狩猎鸭票法案》，规
定年龄在１６岁及以上的猎人，每人每年至少购买１
枚美国鸭票，代替印花税票贴在美国联邦水禽渔猎

证（打猎执照）上，而美国鸭票销售所得款项，则用

于购买或承租水鸟的栖息地（Ａｎｏｎ，１９５６）。１９３４－
２００８年，该计划发行鸭票共筹募３亿多美元，已用
于保护３７０多万 ｈｍ２供北美水鸟栖息的湿地。由
于美国鸭票带来的生态影响力和艺术影响力，之后

加拿大、澳大利亚、苏联、英国等也纷纷效仿。

２．４　生态服务
ＦＷＳ提供的生态服务主要包括：（１）通过调查

确定某一物种是否需要保护，并制定科学详细的保

护计划。截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有１２７６种列为濒危动
物和植物，有３７６种列为受到威胁的动物和植物。
这其中制定恢复计划的有１１５７种，表明７０％以上
的物种制定有专门的保护计划；（２）评价工程项目
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包括水资源工程

（大坝、港口、防洪、蓄水工程）、能源工程（生物质、

煤炭、地热能、水电、核能、石油和天然气、太阳能、风

能）等；（３）分析湿地现状和制定保护计划，进行鱼
类、野生动植物及国家资源受损评价，监测环境质

量、分析污染物浓度以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４）制

定石油泄漏应急计划，以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２．５　沿海项目
为了保护美国沿海的生态环境，ＦＷＳ也发展了

许多沿海项目，包括清理海洋废弃物、保护沿海湿地

及消除外来物种等。（１）海洋废弃物清理：海洋废
弃物对野生生物的伤害非常严重，野生生物会因意

外吞下碎片或被绳网类缠住而导致死亡。例如，

ＦＷＳ与夏威夷土地自然资源部门合作，从１ｋｍ２的
珊瑚礁和海滩上清除海洋废弃物，保护了多个濒危

的海龟物种；（２）沿海湿地保护：主要包括修复、管
理、改善沿海湿地，拨款保护沿海湿地生态系统，既

保护沿海的野生动物，也可以加强防洪，提升水质，

并带来经济和娱乐效益；（３）外来物种消除：管理和
监测沿海外来物种，并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消除，包括

利用火和除草剂消除巴西胡椒、白茅草和水葫芦等。

２．６　执行相关法律
为了保护野生动植物和它们的栖息地，ＦＷＳ监

督落实并执行保护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的各项法律法

规。１８８９年，美国通过了历史上最早的保护重要经
济价值自然资源的法律———《关于保护阿拉斯加鲑

鱼的法律》（尹志军，２００５）。之后，美国先后颁布了
各种法律法规以保护野生动植物，如《雷斯法案》、

《候鸟协定法案》、《鱼类和野生动物协调法案》、《海

洋哺乳类保护法案》、《濒危物种法》。１９００年通过
的《雷斯法案》禁止非法捕猎、运输和买卖交易野生

生物，有力打击了对野生生物的犯罪活动。１９１８年
美国和加拿大共同签署了《候鸟协定法案》，旨在通

过控制狩猎保护猎鸟和鸣禽。１９３４年通过的《鱼类
和野生动物协调法案》是最国际上较早的环评立法

之一，规定了水库电站等工程项目在实施之前必须

先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价。１９７２年通过
的《海洋哺乳类保护法案》禁止狩猎、杀害、捕获或

骚扰海洋哺乳动物，并暂停海洋哺乳动物器官和产

品的进口、出口及销售等。１９７３年通过的《濒危物
种法》意在保护因为经济发展导致严重濒临灭绝的

物种及其栖息地，对这些濒危物种种群数量的恢复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叶尔夏提，２０１４）。目前，已
有１２００余种物种列入《濒危物种法》。《濒危物种
法》规定：“所有联邦机构资助、许可和开展的工作

不许危及濒危物种的生存，或破坏、损害濒危物种

关键栖息地。联邦机构的所有工程必须向美国鱼类

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或国家海洋鱼类管理局咨询并得

到许可才能进行”（蒋志刚，２０１６）。执行该法是
ＦＷＳ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另外，１９７５年美国签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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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

ＣＩＴＥＳ），管制野生物种的国际贸易，有效保护了野
生动植物资源（褚晓琳，２０１３）。
２．７　处理国际事务

ＦＷＳ国际事务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通过与外
界合作来保护自然以及规范世界野生动物贸易，在

全世界范围内保护生物资源，下属３个部门。（１）
管理部门：主要工作是监控贸易、实施国际许可程

序、配合检查和执法机构、处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有关事务并向其他国家提供技术援

助；（２）科技部门：确认濒危的国内外野生动植物清
单，并为国际贸易许可提供科学的建议；（３）国际保
护部门：通过无国界、无区域、无物种的全球野生生

物项目，帮助当地人重视和保护全世界最珍贵的野

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

２．８　信息公开
为了方便民众更好地了解鱼类及野生动植物，

ＦＷＳ提供很多公开的信息数据库，例如国家野生鱼
类健康调查数据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ｉｌｄＦｉｓｈ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地理空间渔业信息网（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ｉｓｈｅｒ
ｉ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等，在这些数据库里可以查
询到许多鱼类的健康数据、鱼道障碍物等各种信息。

另外，ＦＷＳ为项目开发者提供规划和保护信息系统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在规划
和保护信息系统里，项目开发者通过输入拟开展项

目的详细信息，可以获得项目周边的自然资源信息

以及是否会影响到某些濒危物种或栖息地，并获得

项目设计的建议，进而制定完整的生物评价和栖息

地保护计划。

２．９　公众教育
ＦＷＳ积极倡导和开展公众教育事业，与一些学

校进行合作，带领学生在校园内建立小型的野生动

植物栖息地。他们鼓励父母带领孩子进入国家野生

动物保护区，学习和了解鱼类及野生动植物。这样

不仅有利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同时也培养了下一

代环境保护的倡导者和行动者。２０１５年９月，奥巴
马总统提出的“ＥｖｅｒｙＫｉｄｉｎａＰａｒｋ”（每个孩子在公
园）开始实施：四年级的每个小学生都可以获得一

张免费的通行证，凭此和家人在这一整年里都可以

免费进入联邦所有的公有土地。ＦＷＳ希望借此活
动可以将青年人与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联系起来。

３　保护案例

３．１　美国秃鹰（Ｈａｌｉａｅｅｔｕｓ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美国秃鹰又名白头海雕、美洲雕，其外表十分雄

壮美丽，飞行能力很强。１７８２年６月，美国国会通
过决议立法，选定白头海雕为美国国鸟。之后，因为

国土资源的大量开发，白头海雕的栖息地迅速减少，

而过度捕猎更导致其数量进一步下降。为了保护白

头海雕，１９４０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白头海雕和金雕保
护法案，禁止捕杀和买卖白头海雕，并在民间大力宣

传保护白头海雕。

二战之后，美国农业大量使用农药 ＤＤＴ和
ＰＣＢ，这些农药会经过食物链进入白头海雕体内，使
其蛋壳变软而无法孵化出小鹰（Ｗｉｅｍｅｙｅｒｅｔａｌ，
１９８４）。１９６７年，白头海雕被列为濒危物种。ＦＷＳ
采取了人工繁殖、保护栖息地、加强执法力度、加强

民间宣传等一系列的措施保护白头海雕，并取得了

显著的效果。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２日，白头海雕正式从
濒临物种列表中移除，状况从“濒危”改为“受威

胁”。

３．２　浅色鲟（Ｓｃａｐｈｉ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ａｌｂｕｓ）
浅色鲟又名密苏里铲鲟，是原产于北美洲密苏

里河及下密西西比河盆地的一种濒危辐鳍鱼。色泽

很浅，体较长（７６～１５０ｃｍ），寿命长达１００年。一般
底栖，在河流底部觅食，雄鱼５～７龄性成熟，雌鱼
１５龄才能达到性成熟，约３年产一次卵。由于栖息
地的减少，其数量大大下降，ＦＷＳ为了保护浅色鲟，
在尼欧肖国家鱼类保育场进行增殖放流，将幼鱼饲

养２年，待长到２３ｃｍ时标记后放流到密苏里河中
（Ｗｅｂ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３．３　帝王蝶（Ｄａｎａｕｓｐｌｅｘｉｐｐｕｓ）

帝王蝶是美国主要的蝴蝶品种之一，高峰期曾

有数十亿只。它们每年都会进行长途迁徙，冬天来

临之际从加拿大和美国北部起飞，长途迁徙到温暖

的墨西哥冷杉林中过冬；来年春天从墨西哥北上迁

徙到美国。帝王蝶的迁徙不是由一代完成的，而是

由３～４代用“生命接力”的方式完成。１９９０年以
来，由于农民大规模使用除草剂，清除了大量为蝴蝶

提供食物及栖息场所的乳草类植物（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ｓ＆
Ｏｂｅｒｈａｕｓｅｒ，２０１３），导致９．７亿多只帝王蝶消失，其
数量锐减了９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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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恢复帝王蝶的数量，ＦＷＳ共投入５３０万美
元，向愿意种植乳草的民众供应种子。同时在帝王

蝶迁徙时会飞过的德克萨斯州至明尼苏达州一带，

种植面积约８．１万 ｈｍ２的乳草。
３．４　黑足雪貂（Ｍｕｓｔｅｌａｎｉｇｒｉｐｅｓ）

黑足雪貂是原产于北美独一无二的雪貂。主要

分布于美国的堪萨斯州、奥克拉荷马州以及加拿大

南部等区域，具有穴居和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主

要以地松鼠和老鼠为食，尤其是草原犬鼠（占其全

部食物来源的９０％以上）。２０世纪，人们为了保护
牧场，投放了大量的毒饵消灭草原犬鼠，草原犬鼠的

种群数量大幅下降，同时也导致黑足雪貂的数量急

剧减少，在１９７９年甚至被宣布灭绝。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期，人们又在美国怀俄明州发现了约１２０只黑
足雪貂。１９８５年，大部分黑足雪貂被突然暴发的２
场疾病夺去生命，最后幸存的１８只雪貂被捕获并人
工圈养。经过美国科罗拉多州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

局黑足雪貂保护中心的多年人工圈养，其数量已增

加到近５００只，濒危等级也从“极度濒危”变为“濒
危”。

３．５　斑点猫头鹰（Ｓｔｒｉｘ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斑点猫头鹰是北美西部古老森林的常住物种，

栖息于树洞、老鸟巢或岩石裂缝中。人们通常认为

猫头鹰能指示超过１０００年以上的森林是否健康。
１９９０年，由于古老森林的砍伐破坏，斑点猫头鹰被
列入濒危动物名单。要保护斑点猫头鹰，还需要保

护古老的道格拉斯冷杉、红杉和西部铁杉森林以及

上百种生物的生存环境。尽管在过去２０年里，人们
为了保护斑点猫头鹰做了很多工作，伐木产业也得

到遏制，但斑点猫头鹰的数量仍然处于下降趋势。

斑点猫头鹰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森林砍伐、生存

环境被破坏，而从东部迁徙来的横斑猫头鹰入侵斑

点猫头鹰的领地也使其数量急剧减少。为了改变这

一现状，ＦＷＳ在几个研究区域清除横斑猫头鹰，以
确认斑点猫头鹰能够在这些地区取得生存优势。有

学者预测至少要花５０年才能让斑点猫头鹰的规模
恢复到正常状态。

４　总结

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对自然保护做了大

量工作，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其机构设置完备、

职责清晰，法制健全，实施得当，充分发动民众参与，

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１）美国对鱼
类及野生动植物设置专门的管理部门（鱼类及野生

动物管理局），协调所有联邦政府部门。在我国，对

野生动物的管理与保护并没有设置特殊的独立机

构，法律规定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全国

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工作（李晨韵等，２０１４）。
这使得保护野生动植物只是这２个部门众多职能中
的一小部分，造成对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的管理与保

护力度远远不够；我国野生动物管理体制的设置更

多的是出于行政区划的考虑而忽视按生态属性划分

区域。这使得管理机构对部门利益的考虑远远大于

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方面的考虑。（２）美国对野
生动植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非常健全，对很多濒

危物种都设立了专门的保护法规。而在我国，保护

野生动植物的法律法规主要有《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保护条例》、《水生野

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农业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办

法》、《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大部分

是一些条例和管理办法，没有对特定的濒危物种设

立专门的法律法规。现有的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立法

也十分笼统、存在漏洞，有关法规之间相互协调性

差、甚至互相冲突，亟需进一步的完善（王曦和曲云

鹏，２０１４）。（３）美国《濒危物种法》要求所有联邦政
府部门，在管理项目时若可能涉及濒危物种，要与

ＦＷＳ协商，由ＦＷＳ评估，不得危及濒危物种。ＦＷＳ
在评估项目时，严格按照《濒危物种法》的规定执

行。在中国，建设项目的通过首先要通过环境影响

评价（环评）审核，只需环保部门评估通过即可。对

于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项目，需在环评报

告中编制生态影响专题报告；而在建设项目实施阶

段，即使环评中有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的相关措施，

是否严格按规定执行也尚未可知。（４）ＦＷＳ工作开
展的背后有着强大的科学技术支撑，设立有遍布全

美的监测点、６个鱼类技术中心、国家鱼类及野生动
物法医实验室，并积极开展各项鱼类及野生动植物

的基础研究（Ｈａｙｆｏ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Ｓｔｒｅｅｖ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Ｗｅｂ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例如：研究污染物对野生动植物
的生理及分子层面的影响（ＫａｒｏｕｎａＲｅｎｉ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各种饲料对鱼类的生长作用（Ｓｅａｌｅｙ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如何减少保护工作中对鸟类的干扰（Ｂｏｗｍａｎ
ｅｔａｌ，１９９４）等。我国对于鱼类、野生动植物保护的
基础科研缺乏统一规划，例如我国尚未建立起流域

鱼类洄游通道决策支持系统；同时尚未建立起流域

乃至全国鱼类、野生动物植物等水生态监测网络，基

础信息尤其缺乏，难以有效支撑鱼类及野生动植物

的保护与管理。（５）美国对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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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保护十分注重公众教育和民众参与度，他们将

信息公开，鼓励公众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参与共同保

护生态环境。而在我国，生态保护的普及力度远远

不够，应该加大宣传，并且将生态保护与民众娱乐结

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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