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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立山

网购海外蝴蝶标本
被海关查扣

三名被告人都是有体面工
作的年轻人，魏某供职于一家
投资公司；朱某是省内某著名
高校的在读研究生；徐某供职
于济南某著名国有企业。对蝴
蝶的痴迷，让三个年轻人走到
一起，成为朋友。他们曾数次参
加公益活动，向小学生等群体
宣传介绍蝴蝶。

2015年，魏某和徐某在济
南注册成立了某生物科技公
司，业务范围涉及蝴蝶标本的
销售、展览等，并在淘宝网上开
设了相关网店。因为觉得出售
国内蝴蝶标本利润太低，魏某
提议，从国外购买蝴蝶标本，徐
某欣然同意。

根据两人分工，魏某负责
出资购买，徐某把蝴蝶标本制
成工艺品。朱某暑假期间曾在
两人设立的公司打工，英语水
平不错，便被安排负责从网上
寻找海外卖家，实施具体采购。

2016年1月，魏某把从海外
网购来的部分蝴蝶标本发到相
关微信群内，遭他人举报后，被
济南海关在邮递渠道截获蝴蝶

标本。海关人员在查验其中一
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包裹时，发
现申报品为连衣裙，但用X光
机扫描时，发现包裹内物品完
全不呈现连衣裙图像该有的褶
皱以及配件，打开一看，箱子里
是花花绿绿的蝴蝶标本，遂将
之查扣，并成立专案组调查。

网上买蝴蝶，为什么被查
扣了？原来，济南海关查扣的
2800枚蝴蝶标本中有1180枚属
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附录II保护物种，涵盖
翠叶红颈凤蝶、绿鸟翼凤蝶、红
鸟翼凤蝶、蓝鸟翼凤蝶、维多利
亚鸟翼凤蝶、海滨裳凤蝶等6个
种属。其中20枚更是属于《公
约》附录I中的保护物种。

据济南海关介绍，从2015
年上半年以来三人就通过网络
在境外订购蝴蝶标本，并利用
邮递渠道，伪报品名走私进境，
然后加工装裱后在淘宝网上倒
卖牟利。

检方指控，三人上述行为已
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而涉嫌构
成走私珍贵动物、动物制品罪。

知道属于保护物种
但以为最多就是罚款

“为什么邮寄蝴蝶标本的
包裹中，有的申报单上却写着

‘连衣裙’？”审判员问。
魏某辩称，这是供货人擅自

写的。朱某则辩解，对方自称为
了避税等因素，且大多数包裹都
是用英文写的“干燥的昆虫”，没
有对包裹内物品刻意隐瞒。

魏某的辩护人称，在海关
查扣的9包涉案物品中，其中7
包均标明为“干燥的昆虫”，只
有两包写的是连衣裙等物品，
因此被告人主观上并无明显的
隐瞒之故意。

“知不知道所购买的蝴蝶
标本属于保护物种？”面对审判
员的讯问，三人都表示，了解部
分蝴蝶标本属于《公约》附录中
的保护物种，但并未意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也不清楚相关法
律规定。

魏某还称，曾查找了国内
的动物保护法，但并未找到相关
处罚条款。“当时只是想，即便包
裹被海关查获了，也就是罚款，
根本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三名被告人均已认识到自
己行为的违法性，但当检方说出
涉案物品的价值时，三人还是大
吃一惊。他们当初花1 . 6万元购
买的蝴蝶标本，经司法部门鉴
定，价值竟高达150万余元！

济南海关称，根据《最高
法、最高检、国家林业局、公安
部、海关总署关于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刑事案件中涉及的附录
I、附录II所列陆生野生动物制
品价值核定问题的通知》（林濒
发【2012】239号）之规定，对蝴
蝶有一个保护价，乘以系数
16 . 7后，得出鉴定价值。

鉴定的价值与市场价值相
差近百倍，这让三名被告人难以
接受，他们当庭申请重新鉴定。

魏某的辩护律师称，根据
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经其测
算，涉案价值应在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由于本土没有上
述蝴蝶物种，国内也没有明确
的指导价格，应当以实际购买
的市场价格为基准，计算涉案
蝴蝶标本的价值。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涉案
物品达到100万元以上，量刑将
在10年以上；20万元-100万元，
量刑区间为5年-10年有期徒刑。

即便国外允许买卖
国内也需要许可

魏某的辩护人还提出，涉
案蝴蝶标本在马来西亚是允许
买卖的，且市场交易是较为普
遍的，从魏某在网上与卖家沟
通时也可以看出，魏某起初缺
乏充分的法律认知。

徐某的辩护人则提出，徐
某曾多次参与蝴蝶保护与宣传
的公益活动，购买蝴蝶标本主
要是出于公益目的，而非盈利，
也并未从中实际获利。

对此，公诉人称，即使在国
外允许自由买卖，也不意味着
中国法律允许。另外，是否实际
获利，并不是走私珍贵动物制
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朱某辩护称，他也非常热
爱蝴蝶，痴迷蝴蝶之美，并愿意
为保护蝴蝶而努力，但是先要
让公众了解它，才有可能更好
地保护它。而他们购买蝴蝶标
本的目的，正是让更多的人了
解蝴蝶。

但公诉人认为，“没有买
卖，就没有杀戮”，不管用于何
种用途，走私都是该项罪名的
重要一环，是法律所禁止的。

1981年我国加入《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只
有获得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办
公室签发的允许进出口证明
书，方可进出口CITES公约规
定的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

发发烧烧友友海海淘淘蝴蝴蝶蝶标标本本被被诉诉走走私私
买时花了1 . 6万元，司法鉴定价值150万元

怀怀双双胞胞胎胎孕孕妇妇列列车车上上难难产产，，旅旅客客紧紧急急助助产产
列车上产下一子后，又在医院平安产子

本报青岛1月16日讯（记者
赵波 通讯员 姜兆蓓）

16日，在成都至青岛K205次列
车上，一名彝族怀双胞胎的孕
妇突然生产，生下一名男孩后
又遇二孩难产。在列车工作人
员和乘客全力协助下，列车上
上演了一幕“紧急助产”，产妇
最后被顺利送进医院，顺利生
下孩子，母子平安。

16日凌晨3时许，济南铁路
局青岛客运段值乘的从成都开
往青岛的K205次列车运行到
泰山至济南间时，17号车厢的
一位旅客向列车员反映，车厢
的厕所门长时间无人进出，怎

么也打不开。列车员立即前去
查看，在大力敲门后，厕所里传
出了声音，虽然没听懂啥意思，
但她大致听懂了一位彝族妇女
要在厕所生孩子。

列车员立即向当班车长报
告。当班车长立即赶往17号车
厢，发现厕所里除了一位彝族
孕妇，还有一名同行的妇女。由
于语言不通，当班车长也顾不
得夜间不能使用广播了，立即
通知广播员寻找医生和彝族翻
译。一名彝族的年轻女孩自告
奋勇当起翻译。原来，彝族孕妇
羊水已破，新生儿已露出大半
个头，但怀的可能是双胞胎，且

身体极度孱弱，高度紧张，产程
一度停滞。当班车长意识到情
况危急，如处理不当极易导致
危险。

“广播发出寻找医生的通
知，但车上没有一名医护人员，
只有一名大二的学生自称学医
的。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名学
生来到17号车厢的厕所后，表
示她也帮不上忙。”当班车长
说，在寻医未果的情况下，不少
乘客自愿过来帮忙。当班车长
请两名中年女旅客进入厕所帮
助接生。

3:50左右，一名男婴出生，
但产妇一直在厕所里喊肚子

痛。原来，产妇怀的是双胞胎，
还有一个没有生出来。情况更
加紧急！

当班车长说，考虑到第二
个孩子难产，为保证产妇的生
命安全，他果断地向济南局客
运调度员汇报，就近安排淄博
站联系120救护车。5：30，列车
抵达淄博车站，母子俩被平安
送上救护车，一同被送进淄博
市第三人民医院，

16日晚上经了解，这名彝
族产妇顺利产下了另一名男
孩，母子全部平安。由于急着见
丈夫，他们没有在医院住院，而
是很快就离开了。

“我们了解到，这名彝族产
妇今年已经41岁了，由于丈夫
在高密的工地上打工，她们此
行是去高密的工地上找丈夫。”
青岛客运段成都车队的负责人
称，其实每年春运期间，青岛至
成都的这条线路上总会有孕妇
生产，每年至少1-2起。这位负
责人猜测，这跟乘客的风俗习
惯有关，因为这趟车上很多孕
妇是快临产了来山东找打工的
丈夫，她们可能有需要丈夫陪
着生产的习惯。因为长途跋涉
加上旅途颠簸，这些孕妇往往
容易早产，为此，他们在列车上
也备足了药箱等急救物品。

济南海关查获的走私蝴蝶

标本。

济南海关 供图 （资料图）

▲查获的走私蝴蝶标本拼图，

太阳蛾（图上左）、月亮蛾（图上

右）、红颈鸟翼凤蝶（图下）。

（资料图）

古人有云，“夫祸患常

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

溺”，而今人又何尝不是如

此。16日，济南中院开庭审

理一起走私珍贵动物、动物

制品案，三名痴迷蝴蝶的发

烧友，先后从马来西亚等

国，通过邮寄方式，涉嫌走

私千余枚蝴蝶标本。该案是

我国签署《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以来，海

关查获的最大宗走私濒危

蝴蝶标本案。

花费1 . 6万元买来的蝴

蝶，经司法鉴定后，价值高

达150万元。案值大小将直

接关系到三人的量刑，这也

成为法庭辩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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