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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变为“科研交流大使”
后，租借时长受到严格限制，需
要与中方签订大熊猫繁殖研究

合作协议，一般租借一对健康、有繁殖能
力的大熊猫，以10年—15年为周期，到期
后可适当续约。

如果租借时期熊猫产仔，熊猫宝宝也归
中国所有，根据国际繁育计划的规定，出生2
年—4年后归还中国。

近期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归还大熊猫，
均属于协议到期后正常归还。例如“丫丫”
2003年抵达美国，2013年续签10年协议，按
计划今年回国。

去年年底，孟菲斯动物园便已宣布归
还“丫丫”，并称将在未来几个月内与中方
合作进行转移。发言人称，“丫丫”如今已
进入老年阶段，超过野外大熊猫的预期寿
命近10年，现在是叶落归根的时候了。

受疫情影响，部分熊猫的返华日期略
有延迟。“香香”出生于2017年6月，按计划

原定于于 20202020 年年 1212 月底归还中国月底归还中国，，但因疫但因疫
情延期至今年情延期至今年。。与之类似与之类似，，旅美大旅美大熊猫熊猫““美美
香香”“”“添添添添””和旅英大熊猫和旅英大熊猫““甜甜甜甜”“”“阳光阳光””也也
将在年内协议到期后返回中国将在年内协议到期后返回中国。。

还有一部分动物园，此前因为疫情
影响，难以为大熊猫的正常生活提供
保障。对于这些需要援助的大熊
猫，研究计划会被中止，将熊猫
提前归还中国，绝不让大熊猫
受到一点委屈。例如受新冠疫
情及伙食供应短缺影响，旅居
加拿大卡尔加里动物园的两
只大熊猫“大毛”“二顺”于
2020 年底提前返回中国。今
年1月底，因疫情重创旅游业
并陷入经营困境的芬兰艾赫泰
里动物园，也计划提前归还两
只大熊猫。

预计今年，至少有 9 只大熊猫
回到祖国的怀抱。

“到期”熊猫需归还

熊猫熊猫““海归海归””真相真相

现旅居美国的大熊猫最多

在海外享受贵宾级待遇

旅日大熊猫“香香”“永明”“樱
浜”“桃浜”近日陆续回国，健康状
况欠佳的旅美大熊猫丫丫也拟定
不晚于4月7日回国，除了美国和
日本，英国和芬兰也计划归还大熊

猫……近期，旅居国外的大熊猫引
发海内外华人的高度关注。

客居他乡的大熊猫待遇如
何，是否如网传一样受到了虐
待？多国扎堆归还大熊猫，是因

为养不起“国宝”了吗？“外派”动
辄十年起步，海外大熊猫在推动
中国外交上扮演了怎样的作用？
我们盘点了现居海外的 66 只大
熊猫，发现这完全是误解。

除了旅居场所“一掷千金”，大熊猫
在海外的生活成本也相当高昂，是名副
其实的“四脚吸金兽”。

海外动物园租到熊猫之后，要承
担饲养和运营费用。由于熊猫对食物

的挑剔，动物园不得不就近种
或 者 定 期 从 中 国 空 运 竹

子。其中，美国亚特兰大
动物园每年饲养大熊
猫 的 成 本 为 50 万 美
元；马来西亚动物园马来西亚动物园
每月花在大熊猫身每月花在大熊猫身
上的费用高达上的费用高达 2020 万万
元 令 吉元 令 吉（（3333 万 人 民万 人 民
币币）；）；柏林动物园每年柏林动物园每年
要花费近要花费近 100100 万欧元万欧元

购买竹子等熊猫饲料购买竹子等熊猫饲料，，
费费用占该园饲料总支出

的四分之一。
生活成本之外，外方还需向中国支

付价格不菲的租金和保险费用。每只
大熊猫每年猫每年租金100万美元，每年投保
费用费用 55 万万美元。如果租借期间诞下熊诞下熊
猫宝猫宝宝，则需要向中国一次性支付次性支付 4040
万万美元——60 万美元“幼崽税”。

根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测国国家地理杂志测算，租借
一对大熊猫大熊猫，，每年至每年至少要支付100万美万美
元的租借费元的租借费、30万美金的饲养费饲养费、、6060万万
美金美金的运营管理费、6060 万美金的万美金的研究
训练计划费。加上前期场前期场所建设费用
和熊猫产仔后增加的开支，成本更是成
倍数增长。

大熊猫租借成本如此高昂，为什么
各国还愿意租借大熊猫呢？

这是因为大熊猫蠢萌可爱的外
表，受到全世界的喜爱，圈粉无数，它

们为当地动物园创造的人流量和营业
收入，能够轻松覆盖昂贵的租借和生
活成本。

在大熊猫入住动物园的第一年年，，澳
大利亚阿德莱德动物园访客人人数就从
一年34.9万人增长到59.5万人；法国博
瓦勒动物园每年的游客数则从60万跃
升到160万，每年都要卖掉十大集装箱
从中国进口的熊猫毛绒玩具。

大熊猫宝宝“林冰”出生后，清迈
动物园接待的游客数量达140万人次，
较“林冰”出生前的80万有了大幅度攀
升。当年，仅动物园熊猫馆的门票收
入就达到3500万泰铢（119万美元），是
动物园收入的主力军。

“阳光”和“甜甜”这对大熊猫的到
来，则彻底改变了英国皇家动物协会的
经济状况，从入不敷出年亏120万英镑
变成盈利丰厚年赚240万英镑。

看来，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大熊猫
都是“招财猫”。

最萌“吸金兽”

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关爱以及
大熊猫中外科研合作计划的推动
下，全世界熊猫种群得到了更好

保护。
截至2022年底，全球圈养大熊猫种群数

量达到673只，较十年前增长近一倍。作为
大熊猫主要栖息地的中国，大熊猫野生种群

从20世纪80年代的1114只增长到1864只，
受保护的大熊猫栖息地面积大幅增长。

随着大熊猫国际国内合作交流平台的
不断扩大，大熊猫繁殖技术的日益成熟，大
熊猫海外家族也“熊”丁兴盛。越来越多的
熊猫宝宝出生在海外，目前境外已成活21
只大熊猫幼仔。

熊猫宝宝出生时，总会引起全世界瞩
目，海内外民众争相投票为幼崽命名。“暖
暖”“天宝”“圆梦”“小奇迹”……一个个好
听的名字背后，不仅寄托着对熊猫宝宝的
美好祝愿，更代表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
发展的信心。

相信在未来，憨态可掬、友善可爱的大
熊猫还将在更多国家亮相，为推动世界和
平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综合消息

熊猫家族不断壮大

2211 说起“熊猫外交”，最早可以回溯
至新中国成立前。1941年，宋美龄为
了答谢美国联合援华会对中国抗日

战争的支持，代表政府赠送了两只大熊猫给美
国，开创了“熊猫外交”的政治性赠送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性赠送模式继续延续，
苏联、朝鲜、美国等9个国家获赠中国大熊猫，
共计23只大熊猫成为“友好使者”，向世界传递
了中国人民善良热情、走和平发展之路的意愿。

但在1982年，为了响应保护濒危动物的全球
性号召，我国宣布开始停止赠送大熊猫出国，熊猫
主要以巡展或商业性租借的方式“出国旅游”。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为更好保护大熊
猫，我国进一步宣布停止商业目的的熊猫出租，
海外各国仅能在繁殖、保护、研究的前提下向中
国租借大熊猫。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还有66只大熊猫
旅居海外。

其中，11只大熊猫旅居美国，除了在孟菲斯
动物园生活了20年的“乐乐”，还有10只大熊猫
位于亚特兰大动物园和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尼
国家动物园。

日本租借的大熊猫数量也比较多，共有 9
只，“永明”孕育的浜家族是海外最大的大熊猫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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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熊猫到达租借
国家后，都享受着顶级的生
活待遇。各大动物园纷纷新

建豪华的熊猫馆，生怕委屈了国宝们。
据不完全统计，海外熊猫馆占地面

积均超过1000平方米，活动空间广阔。
场所造价也普遍在500万美元以上，可
谓是“最贵单间”。这些熊猫馆大多模仿
中国西南山区大熊猫栖息地的地貌，并
种植专属竹林，为熊猫提供了舒适的生
活条件。

对比各国熊猫馆可发现，建设于2003
年的孟菲斯动物园熊猫馆，斥巨资1600
万美元，占地面积3公顷，无论是建设成
本还是空间面积，都名列前茅。近期因健
康状况引发关注的旅美大熊猫“丫丫”，

就居于此。中国动物园协会与孟菲斯动
物园沟通表明，“丫丫”的居住场馆和
竹子供应没有问题，除皮肤病导致的
毛发脱落外，身体状况良好，不存在
网传虐待问题。

事实上，不仅不可能虐待，世界各
国人民恨不得掏心掏肺地对熊猫好。

比利时的天堂动物园为熊猫开辟比利时的天堂动物园为熊猫开辟
了４公顷的专属竹林了４公顷的专属竹林，，竹子的品种也经竹子的品种也经
过精挑细选过精挑细选；；在泰国在泰国，，清迈动物园为大熊清迈动物园为大熊
猫建造了一座猫建造了一座600600平方米的雪景园平方米的雪景园，，常年常年
人工降雪人工降雪，，使园内保持零下使园内保持零下66摄氏度—摄氏度—77摄摄
氏度氏度；；荷兰欧维汉动物园投资超过荷兰欧维汉动物园投资超过700700万万
欧元欧元，，准备了总面积准备了总面积90009000平方米的豪华熊平方米的豪华熊
猫馆猫馆，，其中生活区面积达其中生活区面积达34003400平方平方米米，，各各
种功能区一应俱全种功能区一应俱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