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护陆生野生动物资源，加强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管理，切

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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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陆生野生动物，是指依法受保护的珍贵、濒危和有重要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公布的其

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因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造成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

失申请补偿的，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陆生野生

动物致害补偿工作。

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陆生野生动物致害损

失的评估及补偿工作。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牵头对

陆生野生动物致害情况开展调查核实，并对补偿工作进行审核，提出补偿意见。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做好陆生野生动物致害的调查、核实等

工作。

自然保护地、城市公园等管理机构应当协助所辖区域内陆生野生动物致害的

调查、核实工作。

第五条 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管理，

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生存环境，预防和控制陆生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保障公

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做好以下具体工作：

（一）加强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普法宣传工作；

（二）在致害陆生野生动物频繁活动区设置警示牌，开展有关致害陆生野生

动物生活习性、防护技术等内容的教育培训工作；



（三）开展陆生野生动物致害情况调研，研究制定有效防控措施；

（四）建立健全陆生野生动物致害应急处置预案。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害人可以依照本办法获得陆生野生动物致害

行为发生地人民政府补偿：

（一）陆生野生动物对正常生活和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自然人造成身体伤害

或者致其死亡，且自然人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或者已依法履行保护陆生野生动

物义务；

（二）陆生野生动物对合法生产经营的农作物、经济林木或者其他栽培植物

造成较大损毁；

（三）陆生野生动物对合法饲养的畜禽、养殖的水产或者其他动物等造成重

大伤害或者死亡；

（四）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认定，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损害

和财产损失的其他情形；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补偿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属于下列陆生野生动物致害情形之一的，政府不承担补偿责任：

（一）因进行非法狩猎活动或者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地而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

损失；

（二）因围观、挑逗、故意伤害、主动攻击和违规投食、饲喂陆生野生动物

而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

（三）合法生产经营范围以外的农作物、经济林木或者其他栽培植物被损毁；

（四）进入自然保护地内的散养牲畜、家禽受伤或者死亡；

（五）人工繁育、经营、利用、运输的野生动物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

（六）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认定不予补偿的

其他情形。



第八条 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属于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情

形之一，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申请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补偿的，其应当保护或

者记录现场，并在抢救、治疗结束之日起 30 日内或者自财产遭受损失之日起 15

日内向致害行为发生地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补偿申

请。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损害的，还需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病历、发票

及用药清单等相关证明。

补偿申请人递交申请表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由市、县

（区）、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做好登记。

补偿申请表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受害人是自然人的，需明确姓名、性别、年龄、住址和联系方式等；

受害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需明确名称、地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的姓名、职务以及联系方式等；委托代理人申请的，应当提交受害人出具的书面

授权委托书；

（二）具体的损害事实、补偿要求和理由；

（三）达到伤残等级的，应当提供具备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劳动能力

鉴定证明。

第九条 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补偿申请

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陆生野生动物致害情况的调查、核实工作，并出

具同意补偿或者不同意补偿的初步处理意见。

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调查、核实工作应当遵循客观、公正、准确的原则，调查

人员不得少于 2人，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应当协助调查并提供证据。调查人员应

当做好调查记录，如实填写调查登记表。调查登记表应当由调查人员、受害人或

者其近亲属、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签字。

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完成调查、核实工作后，

应当及时将补偿申请材料、调查登记表和补偿意见等材料报市、县（区）、自治

县人民政府。



第十条 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市、县（区）、自治县

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材料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组织林业、财政、公安、农

业农村、卫生健康等部门对初步处理意见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核，作出补偿或者不

予补偿的意见，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将意见在乡镇人民政府和致害行为发生地村

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日。不予补偿的，应当说

明理由。

公示期内，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以向市、县（区）、

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材料之日起 7

日内组织调查核实，并将核实结果上报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经市、

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后，书面告知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

公示期满，没有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由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

作出补偿决定，出具补偿认定表。同级人民政府财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补偿决定

及时向申请人一次性发放补偿款。

受害人需要进行伤残等级鉴定的，由具备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确

定伤残等级；造成人员死亡的，由致害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进行鉴定。鉴定时间

不计入理赔期限，相关鉴定所需经费从市、县（区）、自治县财政陆生野生动物

致害补偿专项经费中列支。

第十一条 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款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人身损害未达到伤残等级的，补偿医疗费和误工费；造成残疾的，

补偿医疗费和残疾补偿金；造成死亡的，补偿医疗费、死亡补偿金和丧葬费。

医疗费根据就医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用有效收款凭证、病历和疾病诊断证

明等相关证据确定，对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进行补

偿。

误工费按照致害行为发生地市、县（区）、自治县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乘

以误工天数计算，总额累计不超过致害行为发生地市、县（区）、自治县上年度

职工年平均工资的 2倍。误工天数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

定或者参照《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进行评定。



残疾补偿金、死亡补偿金、丧葬费参照《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规范》进行

计算。

（二）造成农作物、经济林木或者其他栽培植物损失的，按照核实的损失量

和致害行为发生地市、县（区）、自治县上年度市场平均价格计算得出的损失总

金额的 60%给予补偿。损失量的计算方法参照《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规范》进

行计算。

（三）造成畜禽或者其他饲养动物受伤的，按照不低于实际发生治疗费的 60%

给予补偿，最高不超过致害行为发生地市、县（区）、自治县上年度该畜禽市场

价格的 50%。造成禽畜或者其他饲养动物死亡或者水产被食用的，按照不低于致

害行为发生地市、县（区）、自治县上年度该畜禽或者水产市场价格的 70%给予

补偿。

（四）造成合法财产损毁的，可维修的按照致害行为发生地市、县（区）、

自治县年度平均维修成本市场价的 70%给予补偿。无法维修的，按照致害行为发

生地市、县（区）、自治县上年度平均市场价的 50%给予补偿。

第十二条 因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造成人员死亡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导致家庭

生活困难的，可以依法向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民政主管部门申请救助。

符合救助条件的，民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救助。

第十三条 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款应当列入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

府本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财政、审计主管部门依法对陆生野生动物致

害补偿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鼓励保险机构开展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业务。

第十四条 虚报、冒领、骗取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款的，由市、县（区）、

自治县人民政府责令退回。



第十五条 申请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涉及的《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申请

表》《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调查登记表》《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认定表》等文书

样式，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受害人，是指因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遭受人身损害或

者财产损失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害人对市、县（区）、自治县人民

政府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七条 本办法具体适用问题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