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广东省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制定目的和依据】为保障单位和个人因保护陆生野

生动物造成的损失得到补偿的权利，预防和控制野生动物危害，

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广东省野生动物

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因保护国家和省规

定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以下简称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单位和

个人，可以依照本办法申请补偿。

第三条【责任主体和主管部门】县（市、区）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野生动物造成损失补偿的责任主体。

省林业局负责本省野生动物造成损失补偿的组织指导和监督

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预防控制方案。

市、县（市、区）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野生动

物造成损失的核实和补偿认定工作。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核实和

补偿工作，采取分级负责核实补偿的方式。具体分级内容和形式

由各地结合本区域实际情况确定。

县（市、区）级以上财政、卫生健康、农业农村和价格等相

关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资金保障、人员救护和损失复核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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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政府责任】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

行政区域内野生动物生物特性和活动规律，采取措施预防、控制

野生动物所造成的危害。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调

查认定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第五条【人身伤亡报告】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亡的，当事人

或其代理人应当自发生时起 48 小时内向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或者县（市、区）级林业主管部门报告。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及时记录事实经过并开展调查认定工作。

第六条【补偿范围】野生动物造成损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自人身伤害治疗期结束 30 个工作日内或者财产损害发生之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损害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申请补偿：

（一）人身受到伤害造成伤亡的；

（二）农作物、林木损毁的；

（三）合法养殖的牲畜、家禽受伤或者死亡的；

（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省林业局确定的其他情形。

损害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补偿：

（一）主动攻击或者故意伤害野生动物的；

（二）擅自进入法律规定禁止进入的自然保护区域的；

（三）猎捕、人工繁育、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

寄递野生动物活动造成的；

（四）其他因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禁止性规定而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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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五）不能提供真实、明确、有效的损害证据的。

第七条【申请材料】当事人申请补偿时，应当填写省林业局

统一印制的申请表。

申请人身伤害补偿的，应当根据伤害程度分别提交下列材料：

（一）医疗救治费用票据以及已经报销的凭证；

（二）导致人身伤残的，应当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司法鉴定

机构出具的伤害鉴定证明；

（三）导致人身死亡的，应当提供死亡证明。

申请财产损失补偿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财产损毁地点、种类、数量、价值等基本情况和权属

证明；

（二）财产损毁现场和有关痕迹的录像、图片资料或者其他

物证；

（三）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证明资料。

第八条【调查确认】接到申请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

处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调查；申请材料齐全、情况属实的，

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按照各地分级管理的具体要求进行审查确

认。

第九条【公示及异议处置】县（市、区）级林业主管部门将

审查确认的补偿或者不予补偿的意见，在本部门网站和损害事件

发生地村（社区）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 7 日。

公示期内，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以向县（市、区）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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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管部门或者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出。县（市、区）级林业主

管部门或者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

可以重新组织认定。

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由损害事件发生地县（市、区）级

林业主管部门作出补偿决定，办理补偿手续。

损害事件发生地县（市、区）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在财政

补偿资金拨付到位后一个月内对申请人一次性支付补偿费。

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林业

主管部门申请复核。

第十条【补偿种类和标准】造成人身伤害的损失补偿费，按

照以下标准计算：

(一)治疗补助。对个人负担的治疗费用实报实销。

(二)误工补助。造成身体伤害按照当地县（市、区）上年度

人均日收入累计计算补助,误工天数依据医疗机构的有效证明确

定。误工补助实际给付不超过当地县（市、区）上年度人均纯收

入额的 80%。

(三)伤残补助。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根据司

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证明给予一次性伤残补助，标准为：

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补助金额不超过当地县（市、区）上年度

人均纯收入的 5 倍；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补助金额不超过当

地县（市、区）上年度人均纯收入的 10 倍；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补助金额不超过当地县（市、区）上年度人均纯收入的 15 倍。

(四)死亡补助。造成死亡的,补助总额为当地县（市、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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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 倍，治疗、误工补助按本款第

（一）、（二）项执行。

造成财产损失的补偿费，按照以下标准计算：

（一）农作物损失，按照核实的损失量和当地县（市、区）

上一年度该农作物的市场平均价格计算，补偿全部损失的 60%至

80%；

（二）受伤家禽家畜的治疗费，补偿实际发生治疗费的 50%

至 70%，最高额不超过该类家禽家畜价值的 50%;

（三）造成家禽家畜死亡的，补偿费按该动物实际价值损失

计算，补偿全部损失的 60%至 80%。

（四）造成林木类损失的，按照林木实际价值损失计算，补

偿全部损失的 60%至 80%。

（五）其他财产损失，根据评估的实际损失额进行补偿。

第十一条【资金管理】省、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科学编制本行政区域内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预算，用于野生动物

造成损失的补偿、调查勘验、宣传培训、预防控制等工作，实行

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野生动物造成损失补偿资金使用

拨付情况的监督检查。

补偿资金按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县（市、区）级为主的原

则，由市、县(市、区)级财政按照各地财政体制规定和实际情况

执行。

鼓励保险机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业务。省、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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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组织财政、农业农村、金融监管、银保监、林业等部门

和单位推动将野生动物致害纳入农业、林业政策性保险，保障农

民受益。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于开展保险业务给予一定

政策支持，具体政策内容由各市、县（市、区）财政主管部门会

同同级林业主管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第十二条【预防控制】省、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采取下列措施，保障人畜安全和农业、林业生产活动，预防和控

制野生动物造成的危害：

（一）工程技术和生物技术手段；

（二）以警示牌、宣传手册、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新

媒体等形式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和防护知识；

（三）在野生动物危害地区开展有关野生动物生物习性、防

护技术等内容的培训和宣传教育工作；

（四）组织专家进行调查、监测和评估，提出防范措施建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及野生动物保护成绩

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第十三条【法律责任】虚报、冒领野生动物造成损失补偿费

的，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退回；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查处。

第十四条【行政责任】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

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一）故意刁难、拖延、不按规定时限调查野生动物造成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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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事件或者发放补偿费，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虚报、冒领补偿费的；

（三）徇私舞弊、贪污挪用补偿费的。

第十五条【实施日期】本办法自 2022 年 月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