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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卫生事关畜牧业转型升级，也与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密切相连。26日，动物防
疫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为何要修改动物防疫法？
如何织密动物疫病防控法网，全面提升动物卫生水平？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新华社记者 胡璐

动物防疫法大修

如何织密动物疫病防控法网？

刘振伟说，近年来，国家通过产业政
策、财政、保险等措施，在动物疫病防控
等方面出台了一些保障措施，草案将行
之有效的保障措施转化为法律规定，并
根据实际需要增加了一些内容：

——拓展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
对动物防疫工作的保障范围，将重点动
物疫病净化、消灭补助及管理经费纳入
政府预算；

——鼓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取保

险费补贴等措施，支持发展畜禽养殖保
险；

——增加了动物防疫工作人员依法
参加工伤保险，为因公参加动物防疫致
残、致病、死亡人员的补助抚恤留出制度

接口，增加了动物防疫人员享受畜牧兽
医医疗卫生津贴的规定；

——增加国家对动物防疫新技术、
新设备、新产品等技术创新研究开发的
支持。

草案立足于构建责任明确、各负其
责、各尽其能的防疫责任体系，压实生产
经营者的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的监管责
任和地方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

草案规定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依
法承担强制免疫主体责任；从事屠宰、经
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

加工、贮藏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依法承
担动物防疫相关责任；地方政府在无规
定动物疫病区建设、重点动物疫病净化
消灭、保障防疫检疫条件等方面承担属
地管理责任；动物防疫执法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畜牧兽医）主管
部门承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
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说：“我国动物防
疫主要由政府兽医机构承担，乡村兽医
协助。长期以来，基层动物防疫体系薄
弱，生产经营者动物防疫意识淡薄，主动
性不足。以立法的方式强化动物防疫责
任，将汇聚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强大合力，

有效提高动物卫生水平。”
草案还对违法屠宰、经营、运输动物

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
品，违法调运动物、动物产品，未经指定
通道跨省运输动物、动物产品，持有、使
用伪造或者变造的检疫证明、检疫标志
或者畜禽标识等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

草案建立健全动物及其产品调运监
管制度。草案规定，国务院农业农村（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在动物疫病风险评估的
基础上，可以禁止或者限制特定动物、动
物产品由高风险区向低风险区调运；国务
院农业农村（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牵头建
立动物、动物产品卫生防疫安全追溯协作
机制，对从事动物经营、运输的单位和个
人以及动物运输车辆实行备案管理制度；

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动物、动物产品
进入本省的指定通道并开展监督检查。

“强化动物及其产品调运监管，是控
制动物疫源疫病发生跨区域传播的重要
举措。”曹兵海表示。

草案建立病死动物及病害动物产品
无害化处理制度，从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等多方面完善了有关动物防疫管理制
度。如在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方面，增加

对动物疫病开展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
果制定净化、消灭及限制动物、动物产品
调运等措施；在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方面，
对免疫病种和区域赋予地方政府较大自
主权，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职责，由“组织实
施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调整为“对动
物疫病强制免疫实施监督管理”；在动物
疫源疫病监测预警方面，增加野生动物

及陆路边境地区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预警
内容；在动物防疫条件审查方面，扩大动
物防疫条件审查范围，将动物专业交易
市场纳入审查范围。

此外，草案还完善了对非食用性利
用野生动物实行严格审批和检疫检验制
度，要求因科研、药用、展示等特殊情形，
需要非食用性利用野生动物的，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审批和检疫检验。

“动物防疫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修
订实施以来，我国动物防疫工作不断加
强，在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源性食
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及生态环境安全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农业与
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介绍说，
但由于我国大多数生产经营主体养殖方
式比较落后，基层动物防疫体系薄弱，加

上动物及动物产品国际贸易活动频繁，
动物防疫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形势，需要
尽快修改动物防疫法。

长期以来，我国动物防疫工作坚持
“预防为主”方针，控制了高致病性禽流
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大范围发生。
但从动物疫病流行规律看，单纯预防难以
有效遏制动物病原体变异及侵害。有计

划地控制、净化、消灭对畜牧业和公共卫
生安全危害大的重点病种，推进重点病种
从免疫临床发病向免疫临床无病例过渡，
逐步清除动物机体和环境中存在的病原，
降低疫病流行率，缩小病原污染面，是消
灭重点动物疫病的科学路径，也是国际上
的通行做法。为此，草案调整完善动物防
疫方针，即“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控制、

净化、消灭相结合的方针”。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曹

兵海说，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活体动物的活动范围显著扩
大，单纯预防很难阻挡疫病进入。此时
加快修改动物防疫法，强调以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将推
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助力公共卫生安全。

调整方针：预防为主，预防与控制、净化、消灭相结合

完善管理：构建完整动物防疫管理制度链条

强化保障：重点动物疫病净化、消灭补助及管理经费纳入政府预算

明确责任：压实生产经营者、行业部门、地方政府责任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王优玲）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甘霖26日
说，我国在打击侵权假冒工作上强化了司法保护力度，知识产
权保护取得新进展。2019年，公安机关破获侵权假冒伪劣犯
罪案件1.6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9万余名。检察机关批准
逮捕涉及侵权假冒伪劣犯罪案件9200余件中的1.6万余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日举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营商
环境新进展报告(2019)》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三庭负责人李剑说，2019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各类案
件48万余件，审结47万余件，收结案增幅突破40%。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张志成说，我国强
化知识产权源头保护，提高商标、专利审查质量和效率，进一
步压缩审查周期。2019年，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已经缩短
至4.5个月，高价值专利审查周期压缩至17.3个月。同时，严
厉打击专利非正常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行为，2019年通报非
正常专利申请3.8万件，驳回非正常商标申请3.9万件。

据甘霖介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19年全球创新
指数》显示，中国位列第14位，较2018年上升3个位次。世
界银行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0》显示，中国排名从
2018年的第46位跃升至第31位。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朱慧卿朱慧卿 作作

去年我国公安机关破获侵权

假冒伪劣犯罪案件1.6万余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