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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些地方外来物种入侵信息不时

见诸报端。不少外来物种影响入侵地的生

态环境，损害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

性。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外来入侵

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多部门共同防控外来物种入侵

问：我国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形势如何？

答：外来入侵物种是指传入定殖并对生

态系统、生境、物种带来威胁或者危害，影响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

和生物多样性的外来物种。例如巴西龟、加

拿大一枝黄花等都是外来入侵物种。

由于我国陆地边境线长，始终存在着外

来入侵物种随气流、水流等自然途径传入的

风险。同时，随着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外来

入侵物种随货物贸易、人员往来等无意传入

进而造成危害的情况日益增多，非法引进饲

养“异宠”、违法违规放生等新情况不断出

现，更大程度上加大了外来物种侵害风险，

这些物种一旦扩散定殖，彻底清除难度较

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作出专门

规定，有关部门联合出台配套《外来入侵物种

管理办法》，从源头预防、监测预警、治理修复

等方面，全面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农业

农村部、教育部、科技部等 10个部门组成了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组建外来

入侵物种防控专家委员会，制定实施工作方

案，系统推进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

59种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
列入名录

问：日前，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生

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制定了重点管理外来

入侵物种名录，物种遴选有何考虑？与现有

外来入侵物种管理相关名单相比，有哪些变

化？

答：在物种遴选依据上，主要有4方面考

虑，即危害程度重、扩散蔓延快、防控治理

难、危害形式多样。

名录制定过程中，根据物种调查数据和

侵害风险评估结果，对过去已有相关名单所

列的物种进行逐个分析，调整了一些常年在

国内发生、分布区域清晰、防控措施比较成

熟的物种，增加了部分新发生且潜在危害较

大的，或者危害程度有所加重的物种。经反

复评估论证，包括草地贪夜蛾、鳄雀鳝、加拿

大一枝黄花、红火蚁、福寿螺等，共计59种重

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列入名录。

名录所列物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重点。名录实行动态

调整原则，后续将在加强物种发生情况信息

收集和危害风险研判的基础上，进行物种的

适时增减。

5方面举措加强防控

问：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加强外来入

侵物种综合防控？

答：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成

员单位将落实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规章，强

化源头预防、综合治理、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不断提升外来物种侵害防治水平，重点

采取以下5方面举措：

源头预防。强化入境货物、运输工具、

寄递物、跨境电商等渠道检疫，对发现的入

侵物种及时进行除害处理。加强境内跨区

域调运种子苗木、植物产品、水产苗种等检

疫监管。

普查摸底。摸清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

数量、分布范围、发生面积、危害程度等，研

判外来物种入侵扩散趋势。

监测预警。依托现有监测网络，优化监

测站（点）布局，加强重点物种发生区域和入

侵高风险区域监测。

精准治理。分类别、分物种制定防控技

术指南，明确防控关键时期、重点区域和主

要措施，开展“一种一策”精准治理。指导地

方因地制宜选用物理清除、喷施药剂、生物

防治等措施。

科技支撑。加强物种防控技术攻关，研

发绿色防控技术产品，完善调查监测、综合

防控等技术标准规范，探索形成安全高效、

经济可行的综合治理技术模式。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11月 30日
电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

保护司司长张志成11月30日在

国家知识产权局 11月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截至 2022 年 10
月，我国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产品

2495 个，2021 年地理标志产品

直接产值达 7033.76 亿元，我国

地理标志产品实现量质齐升。

我国地理标志资源丰富，加

强地理标志保护，对推动区域特

色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传

承传统文化、促进对外开放具有

重要意义。2018年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以后重新组建国家知识

产权局，整合了地理标志管理职

能。

张志成介绍，五年来，地理

标志领域改革持续深化，组织开

展了两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

用核准改革试点，涵盖全国 20
个省份，市场主体使用专用标志

更加便捷。在建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示范区103个，覆盖18
个中西部省份以及多个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保护了一批

高附加值的地理标志产品。

此外，地理标志保护相关举

措被纳入长三角区域、黄河生态

经济带、泛珠三角区域等知识产

权保护协作机制。2021年，全国

共查处地理标志侵权案件 1416
件。

对外合作方面，张志成介

绍，2021年3月1日，中欧地理标

志保护与合作协定正式生效。

截至目前，通过单独申请、互认

试点和协定互保等模式累计实

现 110 个中国地理标志在欧保

护，134个欧盟地理标志在华保

护。

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

进一步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加强

政策衔接，尽快建立地理标志统

一认定制度并组织实施。

11月28日，村民在贵州省锦屏县三

江镇卦治村茶苗培育基地扦插茶苗。

初冬时节，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锦屏县三江镇卦治村茶苗培育基

地里，村民忙着剪茶枝、扦插茶苗，一派

繁忙。近年来，锦屏县依托植被丰富、

山高雾浓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茶

叶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新华社发

提升外来物种侵害防治水平
——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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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锦屏：扦插茶苗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