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动物园
看动物，是人们为数不多能亲

近动物的方法，但现实中却险象环
生。一旦发生动物伤人事件，涉及游

客伤害赔偿问题难以解决。
一女性游客违反规定自行下车，遭

老虎攻击受伤，送医不治，这是2015年8
月12日发生在河北秦皇岛野生动物园的
一起惨剧。记者从秦皇岛野生动物园相关
负责人处获悉，该事故目前仍处于和家属
交涉阶段，园区游览人数并没有因此受到影
响。

自2007年至今，仅媒体披露的动物园动
物伤人致死事件，不下16起。不只是懵懂的
儿童，猛兽一旦发起野性，连朝夕相处的饲养
员也不放过。

去动物园游玩，和动物亲密接触，本应是
一段奇妙的旅程，如今惨剧却频频发生。究
竟是偶然事件，还是监管存在漏洞？“吃人”动
物园背后，隐藏了多少看不见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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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管理方面，各动物
园的安保和巡逻系统差异较
大。

据秦皇岛野生动物园一行
政人员介绍，园区动物饲养人
员和巡逻人员在编 89人，其中
安保人员有编制的是 20 个。
据悉，秦皇岛野生动物园占地
344公顷，是中国城市中规划面
积最大的野生动物园。

即便动物园安全管理措施
得当，游客还是有可能身涉险
地，一旦发生危险，动物园就要
面临损害赔偿。根据侵权责任
法相关规定：“动物园的动物造
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
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

其中对于“证明尽到管理
职责的”，记者从北京汉威（深
圳）律师事务所朱春立处了解
到，在损害赔偿的责任划分上，
动物园的管理职责在于是否履
行了告知义务、警示义务，对于
凶猛动物，监管是否到位，是否
设置防护隔离，保持安全距
离。同时，儿童由成年人陪同
进入园区，成年人是否履行了
监护义务。

朱律师认为，一旦发生动
物“伤人”或“吃人”事件，动物
园的责任是免除不了的，比如

自驾，虽然在园区自行下车，导
致被咬，游客的个人责任比较
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在
动物园这样一个危险区域设置
自驾，动物园方是否有更细致
的考量，因为这样相对游览车
来说，其实游览的安全性降低
了。园区是否有对相关车型车
号、车辆规格、游览事项做规定
和告知，如果没有，还是要承担
相关管理责任。

一旦真的在动物园发生意
外情况，从追究责任理赔的角
度看，一方面可以根据民法通
则，以受到人身伤害要求赔偿；
另一个方面也可以根据合同

法，针对合同违约责任，给合同
相对方造成损失，要求赔偿。
因为购买门票的行为相当于签
了一份旅游服务合同，然而游
客安全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服
务有瑕疵，不符合国家相关法
律要求。按合同纠纷来要求赔
偿也可以。可是无论何种赔偿
方案，对受到伤害的人来说都
是无法弥补的。

针对园区老虎“吃人”事
件，记者从秦皇岛野生动物园
办公室一位赵姓负责人处获
悉，事故发生后，园区加强了安
保措施，加派巡逻车，增加了更
多的警示标语。（据南方周末）

猛兽“吃人”是偶然，还是有漏洞

动物园乱象调查

国内稍成气候的动物园有 273
座，这是业内公认的一个数字，“几只
动物，几只珍禽异兽，找块地围起来，
也叫个动物园，可这类的动物园数量
是无法计算的。”中国动物园协会一
位工作人员透露。

国家林业局政策法规司法规处
巴连柱处长早在 2004年中国环境资
源法学研讨会上就有观点称，在我
国，建一座动物园涉及土地使用权
（甚至征用林地）、动物资源等一系列
审批问题，并非一个林业部门能够解
决。至今没有一个专门针对动物园
建设的审批流程和规章制度，然而业
内的执行准则，将是否拥有各类野生
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视为衡量动物
园合法地位的标准。

因为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野
生动物，便不能称之为动物园。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七条
规定：“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的，应当持有许可证。许可证的
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
管部门制定。”这里的“野生动物行政
主管部门”指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
保护管理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下面
简称《办法》）修订版第五条中明确规
定，驯养繁殖国家保护野生动物需国
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省、自治
区、直辖市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所以，即使没有审批野生动物园
建设的职责，林业部门还是把守着开
办动物园的必要关口--审批野生动
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这项最为关键的
工作，同时在野生动物猎捕、进出口
等各个环节进行审批。巴连柱处长
曾指出，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以
及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是把“野生动物
园”作为特定的“驯养繁殖野生动物
的单位或者个人”，发放驯养繁殖许
可证。

也就是说，经营者具备法律、法
规和规章规定的驯养繁殖野生动物
的条件（例如土地、资金、技术力量
等）后，向林业部门申请国家野生保
护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而后向工商
部门申请营业执照，作为驯养繁殖野
生动物的基地和场所，也就是事实上
的“野生动物园”。同时，驯养证每年
都需要年审，逾期不审，可以予以吊
销。而且一旦有违反《办法》中相关
规定的，除注销许可证外，可被吊销
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

“私营、民营、国有，各类体
制的动物园都是允许存在的，
只要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就可以经营动物园。”中国
动物园协会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

而事实上，国内野生动物
园建设项目往往是政府工程、
企业或者私人承包经营相结合
的产物。比如北京动物园是国
家事业单位，上海野生动物园
是国有企业，由上海市人民政
府和国家林业局合作建设，而
广东长隆野生动物世界隶属于
广东长隆集团，是民营企业。
还有一些动物园属于企业化经
营，接受政府行政管理，比如
秦皇岛野生动物园，构成资金
有政府资金，也有个人资金，

经营权几经易手，现在是联营
企业。

如今，国内大部分野生动
物园都是企业化经营，以营利
为主要目的。对于动物园的管
理，经营者不可能拨出很多资
金来维护动物园的管理，以致
很多动物园的经营者对员工培
养、设备的维护更新等都做不
到符合国家的标准，比如 2013
年 7 月住建部颁发的《全国动
物园发展纲要》中对于动物园
的安全管理制度有明确要求：

“具有攻击性的动物，应当确定
两位安全责任人，互相监督、互
相提醒。”也就是所谓的单岗双
人制，然而在实际管理中，有很
多饲养员命丧兽口，都是因为
没有严格履行这类标准，酿成

惨剧。尤其在多种所有制共存
的经营模式下，各家动物园有
各自的管理章程，国家虽然出
台相关管理规定，但是落地太
难，监管力度明显不够。比如，
住建部2010年10月出台的《进
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
中要求各地动物园和其他公园
停止所有动物表演项目的规
定，讽刺的是，现在很多野生动
物园把动物表演当做营销创收
的最大噱头。

除落实难，政府管理办法
也确实不够细致。再如《全国
动物园发展纲要》中对于动物
园加强管理提出了要求，但对
于笼舍设计规范，则没有具体
规定。而被披露的多起动物园
动物伤人事件都是因为游客翻

越或钻越笼舍。
此外，在政府行政部门管

理层面上，早在 2004年 7月建
设部发布的新版《城市动物园
管理规定》中第三条有“国务院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动
物园管理工作”的规定，此规定
将野生动物园也涵盖在内。但
实际工作中，全国存在的野生
动物园都是由国务院林业主管
部门及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和进行管理的，也就是说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和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由于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职
能交叉，对野生动物园的管理
职责没有明确界定，从而导致
双方管理野生动物园的职能缺
失，使规定的效力降低，缺乏应
有的法律效力。

意外伤害，如何定责

体制混乱，职能交叉

审批无序，祸根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