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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名稱： 

中文名稱：2013年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國際研討會 

英文名稱：2013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ildlife Tourism and Conservation 

貳、 成果摘要 

本計畫為第二年持續辦理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國際研討會，共辦理一場室內研討會，

邀請國內外相關學者專家演講。會後辦理實地參訪行程，藉由野生動物旅遊期望達到遊憩

與野生動物保育之目的，並透過邀請國際學者及專家來臺，增加臺灣之國際曝光度。 

參、 主協辦單位 

指導單位：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教育部、交通部觀光局、外交部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臺灣生態旅遊協會 

協辦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東南科技大學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肆、 前言： 

所謂「Wildlife」，大多數人所浮現的畫面或許是大型哺乳類動物或是野生鳥類，然

而「Wildlife」廣義來說，指的是在野外生長的植物與動物等自然資源。野生動物旅遊

(Wildlife Tourism)則是以觀賞野生動物等自然資源為主的旅遊活動。 

從空中、陸地到海洋，包含有昆蟲、甲殼動物、魚類、爬蟲類、鳥類與哺乳類等都

有可做為觀賞的目標物種。像是在蝴蝶谷的棲息越冬蝴蝶、臺灣的黑面琵鷺、澳洲國家

公園洞窟中的螢光蟲、印尼蘇拉威西的豆丁海馬、非洲國家公園的獅子、大象、獵豹與

犀牛等大型哺乳動物。做為觀賞的物種可能有數量稀少、群聚數量龐大、稀有物種或地

區特有種、體型巨大或迷你、行為特殊、外型美麗的特性。 

參與遊客在野地中欣賞野生動物迷人的外表、觀察其覓食或爭鬥行為等。較嚴謹之

野生動物旅遊的定義中將釣魚、打獵、觀賞豢養動物(如動物園)等活動排除在外。觀賞

野生動物的活動幾乎不會耗損天然資源，是具永續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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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有著親近自然與冒險探索的基因，加上野生動物及其棲地和民眾日常生活的環

境有很大的差別，因此進入野生動物環境對許多人有著強烈的吸引力。也促進觀賞野生

動物的需求，進而與觀光旅遊產業結合，形成觀賞野生動物的旅遊活動。野生動物觀賞

不僅只是民眾在旅行中的一個環節，也規劃出觀賞野生動物為主題的套裝旅遊產品，這

樣的活動越來越受到消費者的喜愛，參與的遊客逐年增加。 

野生動物旅遊涵蓋有生態旅遊之意涵，是自然、文化、知性、感性的觀光旅遊概念，

並以推廣小眾市場的方式進行。參與者以欣賞、學習、尊重、體驗和培養敏感度來融入

當地獨特的自然與人文境地，透過認知與感官性靈的潛移默化中，薰陶出對土地的關心

與熱愛；並於遊憩消費的同時，直接對當地的生態保育和社區發展奉獻與回饋。生態旅

遊除了享受大自然野趣與人文知性外，同時達成繁榮地方經濟、維護當地傳統部落文化、

凝聚社區意識，保育自然生態與永續利用觀光資源的多元價值。 

臺灣灣自然生態資源豐富，極具發展野生動物觀賞旅遊之潛力，並值得大力向國際

社會推廣，國際研討會的召開，透過邀請國際學者及專家來臺，有助於增加臺灣之國際

曝光度，增強臺灣野生動物觀賞旅遊的國際吸引力。 

伍、 實際執行期間： 

一、國際研討會 

時間：102 年 5月 18日至 102年 5月 19日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綜合館 3F國際會議廳(台北市汀洲路四段 88號) 

二、會後參訪 

時間：102 年 5月 20日至 102年 5月 23日 

參訪地點：福山植物園、宜蘭大學大礁溪實驗林場、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陸、 活動目的 

1. 探討野生動物旅遊與保育之內涵 

2. 探討發展野生動物旅遊之方向與可能之效益 

3. 分享成功推展野生動物旅遊與保育之實務經驗 

4. 討論臺灣發展野生動物旅遊之策略 

5. 透過邀請國際學者及專家來臺以增加臺灣之國際曝光度 

6. 推廣臺灣的野生動物觀賞旅遊之國際吸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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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實際效益 

一、 透過本次研討會之相關議題的討論，瞭解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的內涵，並進一

步探討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在臺灣推動的方式與願景。 

二、 透過國內、外學者與相關組織推動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的經驗分享與討論，讓

臺灣的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更邁向國際化。 

三、 藉由參訪體驗遊程的舉辦，使參與者實際體驗臺灣野生動物觀賞旅遊。並透過交換

意見，作為未來的推動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的重要參考。 

四、 透過邀請國際學者及專家來臺，促進國際交流，增加臺灣之國際曝光度。 

五、 向國際推廣臺灣的野生動物觀賞旅遊，增強臺灣的國際吸引力。 

六、 編印成果報告，可提供政府相關部會、學界及民間相關組織作為未來推動野生動物

觀賞旅遊與保育之參考，並進行相關策略的擬定與推動，達到環境保育與永續經營

之終極目標。 

捌、執行情形及成果： 

(一)國際研討會 

本活動共舉辦一場兩天的國際研討會，會中邀請到國內、外從事野生動物觀賞旅遊及

保育工作之組織代表帶來專題演講分享，包括有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管立豪組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王穎教授、賞蝶專家施信鋒先生、臺灣水鹿攝影紀錄者劉思

沂(劉汜沂)先生、日本名櫻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 Yuji Arakaki 教授、馬來西亞自然學會公

關部主任 Andrew Sebastian 先生、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講師 Mark Wilkie(韋馬克)先生。兩

天活動參加人員共計 320 人次，其中來自有社區大學、觀光及環境相關科系老師與學生、

NGO 組織如鳥會、荒野、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美化環境基金會等、旅遊業者、工

程顧問公司業者、記者、相關政府單位官員、國家風景區解說志工…等。 

研討會中安排參與者與演講者討論並交換意見，特別邀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

所方偉達教授及東南科技大學觀光與生態旅遊系徐貴新主任擔任與談主持人，透過演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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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瞭解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的內涵，並探討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在臺灣推動的

方式與願景。讓臺灣的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更邁向國際化。 

議程表如下： 

5 月 18 日(星期六) Day 1  

時間 Time 題目 Topic 講者 Speaker 備註

Note 

0800-090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0930 開幕 Opening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管立豪組長 

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方偉達教授 

東南科技大學觀光與生態旅遊系徐貴新主任 

0930-1100 大會演講：野生動物觀賞旅遊

的發展潛力 

Key note:  Wildlife Tourism  

Mark Wilkie (南非) 

韋馬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講師 

1.5hr 

1100-1120 休息 break  

1120-1220 臺灣的鳥類觀賞旅遊

Birdwatching Tourism in Taiwan 

余維道  

Mr. Victor Yu 

臺灣生態旅遊協會秘書長 

Executive Director, 

Taiwan Ecotourism Association 

1hr 

1220-1330 午餐 lunch  

1330-1430 臺灣的野生動物保育 

Wildlife Conservation in Taiwan 

管立豪組長 

Mr. Li-Hao Kuan 

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 

Conservation Section, Forest Bureau, COA 

1hr 

1430-1600 馬來西亞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

保育 

Wildlife Tourism and 

Conservation in Malaysia 

Mr. Andrew Sebastian 

（馬來西亞） 

Malaysia Nature Society 

馬來西亞自然學會 

1.5hr 

1600-1610 休息 Break  

1610-1700 綜合討論 Panel Discussion 

與談人 Mark Wilkie、      

Andrew Sebastian、Yuji 

Arakaki、余維道秘書長 

主持人：方偉達教授 

Prof. Wei-Ta Fang 

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5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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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星期日)Day 2 

0900-0930 報到 Registration 

0930-1030 臺灣的野生動物觀察與保育 

Key note: Wildlife Watch and 

Conservation In Taiwan 

王穎 教授 

Prof. Ying Wang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hr 

1030-1050 休息 Break  

1050-1220 琉球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 

Wildlife Tourism and 

Conservation in Okinawa 

Prof. Yuji Arakaki（日本） 

Meio University, Okinawa, Japan 

日本琉球名櫻大學 

1.5hr 

1220-1330 午餐 Lunch  

1330-1420 臺灣的蝴蝶觀察與旅遊 

Butterfly Watch and Tourism in 

Taiwan 

施信鋒先生 

Mr. Shin-Feng Shih 

50 min 

1420-1510 臺灣的水鹿觀察與旅遊 

Formosan Sambar Watch and 

Tourism in Taiwan 

劉思沂(劉汜沂)先生 

Mr. Szu-Yi Liu 

50min 

1510-1530 棲地及物種之科學研究補助計

畫說明 

李晨光課長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海岸復

育課 

20min 

1530-1550 休息 Break   

1550-1650 綜合討論 Panel Discussion 

與談人 Mark Wilkie、    

Andrew Sebastian、Yuji 

Arakaki、管立豪組長、施信鋒

先生、劉思沂先生、余維道秘

書長 

主持人：徐貴新主任 

 Prof. Guey-Shin Shyu 

東南科技大學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Department of Ecotourism, Tungnan 

University 

1hr 

1650-1700 閉幕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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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後參訪行程 

於研討會結束後共安排四天三夜參訪行程，使參與者實際體驗臺灣野生動物觀賞旅遊。並

透過交換意見，作為未來的推動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的重要參考。參與會後參訪行程人員

包含國外來賓共計有 12位。 

行程安排自台北出發，第一天前往宜蘭福山植物園，福山植物園擁有豐富的植物與動物資

源，不但可以欣賞原生植物之美，我們更看到山羌、臺灣獼猴、臺灣特有種鳥類藍腹鷴、竹雞、

鴛鴦、小鸊鷈及葉鼻蝠…等害羞的野生動物，真是臺灣生態的寶庫。最難得的是福山植物園是

採行生態承載量之管制(每天只開放 500名額入園參觀，每年還要休園一個月，讓園區休養生

息)以降低人為干擾，對於生態是相當友善與尊重。第二天在福山植物園區進行完晨觀後，前

往宜蘭大學拜訪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主任後驅車前往大礁溪實驗林場，進入林區，可見豐富的

亞熱帶雨林林相：杉木、肖楠、櫸木、筆筒樹、濕地松、琉球松、木油桐、相思樹、楓香等等

不下數十種，更有臺灣獼猴、松鼠、及多種鳥類(五色鳥、灰喉山鷦、小啄木…等)、蝴蝶、蛾

類及蛙類，生物相相當豐富精采。 

第三天目的地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我們先將來自日本琉球的 Arakaki教授送至機場

(送機)繼續前往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大雪山真是賞鳥天堂，隨然天候不佳，林道旁、樹林

間，指係尋找仍可見小彎嘴畫眉、繡眼畫眉、冠羽畫眉、白耳畫眉、臺灣噪眉、黃山雀、藪鳥、

酒紅朱雀，尤其是國際友人們首見臺灣帝雉悠閒漫步，更是驚喜。大雪山不只鳥況豐富，還看

到史丹吉氏斜鱗蛇，大伙笑稱這真是此行的特獎。 

 

會後參訪行程： 

日期 時間/活動 行程備註 

5/20(一) 08:30~09:00集合出發(小碧潭站) 

09:00~11:00宜蘭 

11:30~13:00中餐(江浙得意樓) 

13:00~14:00抵達福山植物園 

14:00~17:30園區參觀 

18:00~19:00晚餐 

19:00~21:30夜觀 

台北-福山植物園 

夜宿 福山植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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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二) 05:00晨觀 

07:30早餐 

09:00離園 

10:30~11:30宜蘭大學 

12:00~13:00中餐(綠海簡餐) 

13:00~15:30大礁溪實驗林場(導覽) 

15:30~17:00返回台北 

福山植物園-大礁溪

實驗林場-返回台北 

5/22(三) 06:30集合出發(小碧潭站) 

11:00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台北-大雪山國家森

林遊樂區 

夜宿 鞍馬山莊 

5/23(四) 05:00晨觀 

09:00離園 

13:00機場 

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

區-機場(送機)-臺北 

玖、綜合討論會議紀錄 

日期：2013 年 5 月 18 日 

主持人：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方偉達教授 

與談人：臺灣生態旅遊協會余維道秘書長、名櫻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 Yuji Arakaki 教授、馬來

西亞自然學會 Mr. Andrew Sebastian、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講師 Mr. Mark Wilkie 

討論內容： 

一、 【提問】 

Mark 說我們臺灣很適合旅遊地區，我跟他講說我們臺灣也適合辦這樣國際的研討會，

國際生態組織說希望 2016 年能夠來臺灣辦這樣 2000 人的大型研討會，但是我們現在的競

爭對手是大陸，大陸教授跟我說放棄放棄，但是我想問一下 Mark 我們是不是有機會去跟

大陸競爭，因為全世界只剩下我們這兩個地區在競爭，去舉辦全世界生態大會。 

二、 【提問】 

怎麼去鼓勵地方社區參與旅遊而且能夠獲利，怎麼去做這樣的事情？ 

【回應】 

以一個外者身分我們只能鼓勵這個事情去做，但是真正的去執行尌要看當地社區的狀

況，在全世界有很多地方社區被忽略是很常見的事情，鼓勵臺灣，比如中央政府或地方政

府和地方社區能有更多的合作，照顧到地方社區。 

三、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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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去包裝，讓地方特色能夠讓外界知道促進旅遊？ 

【回應】 

這個的確不是這麼容易，他可能有三個層次，國家的層次、縣市的層次、地方社區的

層次，真的需要看出來那個地方有甚麼特色以及外國人怎麼看臺灣，或是不同國家的人怎

麼看臺灣或地方社區，找出他們的需求，再請專家討論出特色來，才能賣出去。 

四、 【提問】 

生態旅遊，在基礎上，我遇到過一個問題，例如大批人去賞螢火蟲是一個由社區經營

的活動，但是我們的眼睛都是黑黑的，有車燈跑出來參加者的眼睛都花了，我們當然是很

生氣有這樣的旅遊品質，但是這樣子在當地發展生態旅遊的單位可能無法有效的控制，所

以想請問像這樣執行生態旅遊的地方，是否需有培訓機制或建設方法協助做比較好的生態

旅遊？ 

【回應】 

我們希望能朝這樣的發展前進，生態旅遊並沒有基本標準，而臺灣生態旅遊協會在去

年有做一個生態旅遊的自我檢核表，檢核表中把可以做生態旅遊的項目列出來，讓大家知

道可以做的生態旅遊有哪些，而生態旅遊是一種教育過程，Mark 有提到湖本村，我們希

望湖本村可以在遊客下車前先向他們訴說該遵守哪些規定，把眼光放遠一點去經營。 

五、 【提問】 

前幾個討論話題中有提到跟大陸競爭這個問題，而我個人想法是我們該去爭取，我們

有比大陸更好的好處，安全是我們很有利的一點，也可以兩邊一起辦，也希望國際友人能

支持我們，而臺灣也有很多民間團體的國民外交做得很好，希望我們能促成這樣的活動。 

六、 綜合討論： 

【提問】 

1.請問 Andrew，在剛剛演講中訴說的案例中有很多是以生態旅遊做為一個保育的工

具，在過程當中學會怎麼跟社區取得共識，在產業準備上是否有陪利過程，最後經濟模式

裡社區的的居民是否有不同狀況與案例？ 

2.其中有個案例是公園，有沒有其他案例是社區居民，在經濟上或得到回饋？ 

3.請問有沒甚麼監測的計畫？ 

4.我之前在武陵農場，發現說之前回報很多次，中國藍鵲在那邊生活築巢了，那邊大

約有 20 隻了，怎樣回報都沒有辦法獲得解決，請問在國外有這種情形嗎，以及猴子威脅

到行人的走路，尤其是在早晨及黃昏時更為明顯？ 

【回應】 

1.沒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每個地方都有它個別不同的特性，基本上跟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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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合作，是非常困難的，尤其必須要個人化，要跟某些個人去溝通，但是我們是外

來的組織必須保持中立，只能希望能夠跟地方有共同的眼光或是願景，要先取得他們的信

任，也不是能適用於每個人，所以沒有一個固定方法。 

2.例如：如果那個地方有水庫的話很容易尌會淹沒社區，教了他們活動，一起去擋住

水壩的計畫，雖然他們沒有很有錢但是他們很快樂，而且能維持生計。 

3.Andrew : 例如：現在在柏隆當地居民，在做大量夜觀，會在大象放上頸圈衛星追蹤，

有個度假村也希望有這樣夜觀的活動，研究者能把資料提供給業者。 

Mark : 南非也有很多夜觀活動，有個委員會會出動夜觀，觀察野生動物的活動，也

規定這天要走甚麼路線尌不能改變，以免影響生物，入口人員管制還有當地人員，這是他

們的方式。 

Yuji : 在沖繩是沒有這樣的方式，沖繩生態旅遊的活動有涵容能力，對這個問題沒有

太特別，也在推行生態旅遊，明天的發表中會訴說一個案例，在沖繩北方其生態豐富，沖

繩秧雞是特有種，但是沖繩秧雞致死率高，希望能推行生態物種保護及維持。 

4.國外在 60 年代曾有做過長尾彌猴的實驗，之後野放在外面越來越多，甚至於保護

區越來越多造成困擾，政府的辦法是開槍射殺，又認為不好，但雖然認為不好但不得不做

時還是會去實行。 

 

日期：2013 年 5 月 19 日 

主持人：東南科技大學觀光與生態旅遊系 徐貴新主任 

與談人：臺灣生態旅遊協會 余維道秘書長、名櫻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 Yuji Arakaki 教授、馬來

西亞自然學會 Mr. Andrew Sebastian、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講師 Mr. Mark Wilkie、農委

會林務局保育組管立豪組長、施信鋒先生、劉思沂(劉汜沂)先生 

討論內容： 

一、 【提問】 

請問 Arakaki 教授，這次做的保護秧雞及獵捕貓鼬，似乎是沖繩全體一起去行動，請

問是怎麼去推廣，另外貓鼬獵捕的很積極但還是有很多，而且還在繼續遷移，這樣秧雞的

成長速度似乎趕不上貓鼬的獵捕？ 

【回應】 

這是在北部比較多一點，也不是全部人參與，只有部分人員參與這項活動，好處是大

量使用秧雞的告示牌，有提升當地居民對秧雞的認識，希望總動員一起保護秧雞的行動。

貓鼬繁殖速率比秧雞還快，現在只能盡量隔離建置防護網，至少讓牠不繼續往北擴張，這

是現在能做的方式，國外移除的案例是很少，現在只能讓牠不繼續擴張，而如果想把貓鼬

從沖繩完全去除是不可能的事情，而野貓的控制更比貓鼬困難，也無法辨識說那是家貓還

是野貓，而獸醫院會在家貓身上建置晶片，如果抓到的是家貓尌還回主人，如果是野貓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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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領養，不能對野貓安樂死。 

二、 【提問】 

請問 Arakaki 教授，設置秧雞地下通道，是因甚麼數據而去設置這通道，秧雞為什麼

有怕黑現象？ 

【回應】 

選擇最常出現以及致死率高的地區設置地下通道，目前並不清楚為何秧雞怕黑，但是

知道牠們是日行性動物，依據研究秧雞使用有燈光的地下道比沒有用燈光的地下道使用率

來的高。 

三、 【建議】 

認為可以在貓身上設置鈴鐺讓秧雞知道貓的存在，提出一個比較好的方式，用一個電

子設施，讓秧雞能感覺到貓來了，這樣貓抓不到秧雞也抓不到鳥了。 

四、 【提問】 

請問 Arakaki 教授，三月份時有去過沖繩，在當地有看到兩種陷阱，一種是報告中的

讓貓鼬跑進去的，另一種是水管像 T 字型的水管，裡面有像刀片的東西，好像是讓貓鼬

進去夾死，而這個陷阱是真的這樣用嗎？會不會影響其他生物？ 

【回應】 

有兩種陷阱一種是籠子的，這籠子的是抓回去後再自行殺掉，但籠子型的方式當地人

認為會太殘忍，另一種是 T 字型水管，因有刀片，貓鼬進去後會自己死亡，但這種方式

的確會影響到其他生物，所以現在做了更精密的設備，只讓貓鼬進得去而其他動物較不易

進入。 

五、 【提問】 

請問 Arakaki 教授，琉球人會吃琉球秧雞嗎？ 

【回應】 

在琉球是有這樣的案例，尤其比較年長的會吃琉球秧雞。 

六、 【提問】 

是否應該以多方向推廣生態旅遊與保育，例如:電動遊戲、繪畫？ 

【回應】 

我們偏向城鄉，先從土地使用再從事保育，我們的案例像是台江國家公園、官田濕地

復育水雉鳥兒，有電動給小朋友玩讓他們了解，但想做很多生態旅遊及保育活動，但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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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問題只能讓 NGO 多多推廣。 

七、 綜合討論： 

【提問】 

1.濕地保育是很重要的事情，而濕地的生態旅遊是否需要多多推動，不僅是國內而是

要推向國際？ 

2.沖繩的貓鼬傷害秧雞的過程中是否可以尋找出貓鼬害怕什麼天敵是誰，再創造出適

合秧雞的生活環境？ 

3.臺灣出去的觀光客多來的少，聽到下午講者的演講，實在認為臺灣很好，講者又怕

臺灣太好造成臺灣的困擾，其實是可以討論的，臺灣因該無孔不入的介紹宣導臺灣，高山

嚮導是否有認證制度，而誰來考核，有的話希望森林警察以及參予旅遊的大家來把關，再

來現在有再推環境教育法，公部門的大概要四小時，這些跟我們環境保護很相關，怎麼把

臺灣行銷出去？ 

【回應】 

1.我們也有在考慮濕地的生態旅遊，徐貴新主任也有辦生態旅遊規劃比賽，而營建署

也希望濕地有明智利用，有一案例有濕地型態的旅遊結合社區，形成不錯的濕地導覽解說，

但濕地型態的生態旅遊發展難、費用高，當消費者選擇旅遊方式時選擇上會比較困難。 

2.這是一個不錯的意見，沖繩貓鼬博士在研究貓鼬喜歡的味道吸引牠把牠抓住，可惜

在研究的過程中博士尌過世了，所以他們繼續想辦法，也在想引進其他生物妨害貓鼬，但

這樣只會把問題用得更嚴重，所以更該去注意。 

3.施信峰 : 臺灣生態旅遊在推與不推的難處，尌像以我的立場我知道很多蝴蝶棲息地

但是不是很願意讓很多人知道，原因是因為棲地小且脆弱，又當很多人知道尌會有大批遊

客湧入棲地尌會被影響，認為在推生態旅遊之前更認為要先從教育開始，才能讓棲息地永

續存在。 

劉思沂 : 水鹿旅遊是需要登山能力的，而從登山旅遊去發展生態旅遊有幾個關鍵點，

改變其目的、好的生態嚮導，會選擇這地方是因為既不會靠太近也不會很遠，而要看的很

深入的不是登山者根本沒辦法，很多棲地一旦開放尌意味者破壞。 

管立豪 : 牽涉到環境容納量的問題，有事先規劃，控制好的話，雖然還是會破壞但

是速度會放慢，國際上有人說不開發也是一種開發，因現在沒能力解決尌慢一點開發等到

有能力解決再去開發，雖然這是未來的趨勢，一個環境開發速度快慢必須是好的規劃及共

識，而是先的規劃及管制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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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結論 :  

Mr. Andrew Sebastian: 很高興這兩天大家認真聽講，問的問題也很有品質，分享很多

案例只提到好的案例，好的案例後面有很多失敗的案例，要保護棲地或野生動物生態旅遊

是現在比較好的方法。 

Mr. Mark Wilkie: 這次活動辦得很成功，水鹿的問題是很有價值的問題，水鹿的生態

旅遊是可以發展的，是可以變成綜合性的旅遊，變成高山生態旅遊、朔溪的旅遊，都是可

以思考的事情，蝴蝶可以跟鳥類賞鳥一起發展，很多人一起參與討論，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Prof. Yuji Arakaki: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研討會，去年來參加研討會且在會後有個參訪活

動，看到很多東西，這次希望能看到臺灣水鹿、黑熊、鳥類、蝴蝶，很高興大家對沖繩秧

雞的興趣，歡迎大家去琉球，我在聽完這次的研討會也會想去馬來西亞，眼界是打開來的，

回去要好好思考怎麼樣去規劃琉球生態旅遊及秧雞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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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檢討與建議 

1. 本次研討會促進國內外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工作的推動，透過研討會的平台讓政府單

位、相關學術單位及野生動物觀賞旅遊業者彼此的交流，讓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工作

更加國際化，也是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橋樑，期盼未來能持續舉辦相關的國際研討會。 

2. 為期四天的會後參訪活動，實際操作野生動物觀賞旅遊，帶領外賓更加深入認識臺灣生態

環境及特有的野生動物並體驗臺灣在地文化，期盼未來持續推動野生動物觀賞旅遊活動，

藉由野生動物觀賞旅遊活動向參與民眾加強宣導野生動物保育之觀念。 

3. 在研討會中，多位講者的報告引起廣大的迴響，演講後的 Q&A 不斷，甚至延續至休息時間，

表示大眾對野生動物保育的認知與重視。 

4. 去年首次辦理的「2012年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國際研討會」引起澳洲野生動物觀賞

旅遊協會(Wildlife Tourism Australia)主席 Prof. Ronda J. Green 的重視，在 2012

年10月15-17日於澳洲凱恩斯舉辦的全球生態亞太旅遊研討會（Global Eco Asia-Pacific 

Tourism Conference）時，特別邀請本會余維道祕書長進行專題演講，並於餐敘時詢問臺

灣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育保育的情況，並討論未來合作的可能性，Prof. Green 並表示希望

未來有機會能來參加臺灣的研討會。 

5. 本會余維道祕書長並於 2013年 1月 27-29日，應邀赴印度參加 Global Bird Watchers’ 

Conference，分享臺灣推廣賞鳥生態旅遊的經驗。 

6. 日本琉球名櫻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 Yuji Arakaki 教授表示，認為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

國際研討會的辦理相當成功，值得肯定，並對於臺灣的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育保育的水準印

象深刻，在經過去年(2012 年)研討會後，學習臺灣已開始推動琉球的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

保育相關活動，並希望能持續與臺灣交流。 

7. 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國際研討會為第二年辦理，已漸漸地引起臺灣旅遊業界的重視，

期許來年的研討會將再廣邀旅遊業界人士參加，期待在旅遊時能重視野生動物的保育。 

8. 本會明年(103年)將再次並擴大舉辦野生動物觀賞旅遊與保育國際研討會活動，期待效果

的延續與擴大。 

  



14 
 

拾壹、特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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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活動照片 

5/18-19 研討會實況 

  

報到處 報到處 

  

研討會主會場 開幕式致詞 

  

開幕式致詞 開幕式長官致詞 



17 
 

5/18-19 研討會實況 

  

開幕式長官致詞-歡迎大家 Mark Wilkie 演講-野生動物觀賞旅遊的發展

潛力 

  

會議場地(主會場)因報名者眾，開放兩個會場 

，讓更多的與會者參與 

會議場地(第二會場)以同步視訊方式進行 

 

中場休息-點心時間 

 

余維道秘書長演講-臺灣的鳥類觀賞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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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19 研討會實況 

  

與會者熱烈提問討論 中餐便當領取處 

  

農委會林務局保育組管立豪組長演講─臺灣

的野生動物保育 

Mr. Andrew Sebastian 演講─馬來西亞野生動

物觀賞旅遊與保育 

  

綜合討論─主持人：方偉達教授 綜合討論─大家很熱烈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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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19 研討會實況 

  

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結束後，與會者繼續把握機會與國際

講師進行意見交流 

  

參與者與講師們合影 參與者與國際講師進行意見交流 

  

王穎 教授演講─臺灣的野生動物觀察與保育 國際講師相當認真的聆聽演講並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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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19 研討會實況 

  

中場休息-點心時間 Prof. Yuji Arakaki 演講─琉球的野生動物觀

賞旅遊與保育 

  

本會秘書長擔任翻譯的重責大任 提問時間 

  

王穎 教授把握時間與國際講師交流 施信鋒先生演講─臺灣的蝴蝶觀察與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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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19 研討會實況 

  

劉思沂先生演講─臺灣的水鹿觀察與旅遊 李晨光課長演講─棲地及物種之科學研究補

助計畫說明 

  

綜合討論─主持人：徐貴新主任 提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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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0-23日會後參訪活動 

 

 

5月 20日進入福山植物園 5月 20日於福山植物園區合影 

 

 

5月 20日認識福山植物園的環境、歷史 5月 20日園區隨處可見之臺灣獼猴 

 

 

5月 20日園區內可近距離觀看山羌 5月 20日大家被美麗的鳥類所吸引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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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0-23日會後參訪活動 

  

5月 20日原來是臺灣特有種-藍腹鷴 5月 20日原來山羌離我們這麼近 

  

5月 20日園區內的晚餐 5月 21日晨觀-鴛鴦 

  

5月 21日晨觀 5月 21日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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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0-23日會後參訪活動 

  

5月 21日宜蘭市區公園尋找黑冠麻鷺 5月 21日至宜蘭大學拜訪交流 

  

5月 21日至宜蘭大學實驗林場進行生態觀察 5月 21日宜蘭大學實驗林場翡翠樹蛙 

  

 

5月 22日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5月 22日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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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0-23日會後參訪活動 

  

5月 22日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令人驚艷的

臺灣特有種鳥類,帝雉 

5月 22日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令人驚艷的

臺灣特有種鳥類,帝雉 

  

5月 22日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5月 22日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臺灣噪眉 

  

5月 22日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酒紅朱雀 5月 22日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史丹吉氏斜

鱗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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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研討會邀請函與宣傳 

1.邀請函 Mr. Andrew Sebastian(馬來西亞自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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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請函 Prof. Yuji Arakaki（日本琉球名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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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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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議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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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 LOGO 六、名牌底圖 

 

 

 
七、電子廣告(樣式一) 

 
八、電子廣告(樣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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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網路訊息 

◎臺灣生態旅遊網 

http://www.ecotour.org.tw/2013/04/2013-2013-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html  

 
 

http://www.ecotour.org.tw/2013/04/2013-2013-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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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http://www.npust.edu.tw/news1/content.aspx?id=29134

 

http://www.npust.edu.tw/news1/content.aspx?id=29134
http://www.npust.edu.tw/news1/content.aspx?id=2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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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http://www.giee.ntn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149 

 
◎臺灣河川復育網 

http://trrn.wra.gov.tw/trrn/news/view.do?id=13e54da498500000bb27 

 

http://www.giee.ntn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149
http://trrn.wra.gov.tw/trrn/news/view.do?id=13e54da498500000b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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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活動行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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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研討會報名資料 

項次 姓名 公司名稱 職稱 

1 李建陵 三重社大 助理 

2 陳怡佩 丞燕國際 主任 

3 徐貴新 東南科技大學 主任 

4 曾姿霖 無 無 

5 蘇龍明 臺灣社區觀光與文化創意工作室 執行長 

6 姜樂義 美化環境基金會 執行長 

7 吳忠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授兼所長 

8 王進欽 真理大學 助理教授 

9 陳鴻慶 興訊科技 特助 

10 蘇文瑜 中國文化大學 助理教授 

11 王保謙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學生 

12 蔡儀君 Dorts 科員 

13 郭曉薇 
  

14 鄭芝瑩 
  

15 蔡麗學 家管 主任 

16 陳致衡 學生 學生 

17 陳建文 環保星勢力志工隊 隊員 

18 謝任豐 洪宗鄰醫院 主任 

19 賴嬋娟 新北市立錦和高中 行政人員 

20 陳啟川 互動國際 資深經理 

21 蘇益正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技正 

22 薛麗文 協會 管理 

23 王弘毅 林務局 計畫助理 

24 郭力生 茂春投資公司 執行經理 

25 藍慶興 新北市環保局 導覽志工 

26 楊亞璇 Trent University student 

27 賴定河 國家公園 志工 

28 蘇慧玲 荒野 講師 

29 楊健志 中華露營協會 理事 

30 雷博鈞 葡萄樹禮品工作室 職員 

31 賴智章 自營商 自營商 

32 黃淑溫 家管 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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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許芝寧 學生 學生 

34 許芝瑜 學生 學生 

35 鄭美珍 竹圍高中 環境教育講師 

36 邱顯鈞 英導 英導 

37 簡麗蓉 銘潁文理補習班 英文老師 

38 謝堂樹 新莊社大 顧問 

39 曹耀峰 中央研究院 研究助理 

40 高明川 東南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特約導遊 

41 黃照恩 新北市立中山國中 教師 

42 張芫禎 自家 家管 

43 鄭智緯 台北市導遊協會 導遊 

44 方韻如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經理 

45 李容輝 軍職退休人員 中校 

46 許荃 環保星勢力志工隊 文書長 

47 李明峯 環保星勢力志工隊 隊長 

48 張語珈 環保星勢力志工隊 學生 

49 張松浦 台北科大 組長 

50 鄧昭祥 新竹林管處 解說志工 

51 黃佳琳 中國時報 旅遊記者 

52 邱士銘 力沃科技 經理 

53 徐豪謙 華紙 課長 

54 陳洧朋 國立東華大學 研究生 

55 賴儀宣 台北市野鳥學會 專員 

56 Roberto Sung Efficiency Ent. MGR. 

57 Bill Pan 社區大學 講師 

58 蔡亮心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志工 

59 吳奇偉 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 導遊 

60 吳秋容 台大 老師 

61 劉家琛 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 特約導遊 

62 A122728697 康福旅行社 特約領隊 

63 曾勝倫 台北大學 研究生 

64 黎錦福 東吳大學 研究 

65 黎逸青 輔大 在學 

66 方偉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主任 

67 劉明雄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專技助理教授 

68 黃森旺 觀光導遊協會 導遊 

70 周鼎昌 民營企業 總稽核退休 



39 
 

71 鄭詩柔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計畫助理 

72 黃靖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研究生 

73 周龍江 精準 會計師事務所 專員 

74 聞臻真 互動國際數位 技術經理 

75 蔡翰杰 中華民國觀光導遊協會 導遊 

76 曾以寧 臺灣大學 學生 

77 林致承 
  

78 陳寶玉 導遊工會 導遊 

79 謝瑾瑛 Candeo Corporation Director 

80 周綺慧 管委會 會計 

81 李金華 票據法 副主任 

82 陳詩薇 景文科技大學 研究生 

83 CC 曾麗熹 禾普整合行銷公司 業務員 

84 鄭昭琦 中原大學 組員 

85 呂亞融 臺灣大學 菸酒生 

86 盧堅富 中國文化大學 助理教授 

87 沈亨亨 
  

88 周時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生 

89 陳敬寬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 

90 羅晨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生 

91 郭亞倫 新北市中正國小 教師 

92 楊建國 酒鑫有限公司 總經理 

93 閔惠珍 國立陽明大學 教學助理 

94 傅蔭恩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助理教授 

95 黃英明 korker co. 經理 

96 唐東明 營建署 副工程司 

97 林育辰 景文科技大學 研究生 

98 高超然 綠野仙蹤社 成員 

99 張立宏 巧手養生館 負責人 

100 張珒垣 臺灣科技大學 研究生 

101 余小燕 Flying fish tour guide 

102 張守隆 狸和禾小穀倉 農民 

103 顏士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博士候選人 

104 汪君郁 德明財金科技大學 學生 

105 汪君穎 中國文化大學 學生 

106 丁畇庭 台師大 學生 

107 陸玉玲 台北市立動物園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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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劉福興 政毫旅行社 導遊 

109 廖于婷 中國文化大學 學生 

110 胡琬琳 師大生科 研究助理 

111 林梅芳 家管 家管 

112 謝明宗 太世科股份有限公司 處長 

113 陳碧華 醒吾科技大學 資深講師 

114 王素娥 國立臺灣博物館 種子教師 

115 楊曉峯 
  

116 曾麗蓉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講師 

117 雷鴻飛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professor 

118 洪士宸 億欣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119 廖錫洲 龍巖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120 許淑貞 紅綵玲瓏美容中心 店長 

121 林家蔚 
  

122 齊新華 佳飛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總務 

123 周序皓 佳飛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124 何碧雲 國際貿易局 科長 

125 周楷傑 新竹教育大學準學生 學生 

126 林如愔 臺灣師範大學 助理 

127 張天麟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博士班學生 

128 董晶 退休人員 退休人員 

129 李美玉 馨屋工作室 員工 

130 鍾偉豪 國立嘉義大學 研究生 

131 林文碧 國立臺灣博物館 展場志工 

132 李明珠 國立台物館灣博物館 國立台物館灣博物館導覽志工 

133 劉 仕婷 台博館 志工 

134 郭金泉 海洋大學 教授 

135 張常昌 士林社區大學 幹事 

136 劉雨菲 台北市政府所屬機關 辦事員 

137 黃金雲 
  

138 徐松江 
  

139 林秀美 
 

退休人員 

140 黃光瀛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課長 

141 劉素芬 亞東技術學院 碩士生 

142 孫桂堂 臺灣省野鳥協會 理事 

143 陳怡方 康健人壽 核保員 

144 蔡美娥 國泰業務服務部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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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高樹勳 高逸企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146 廖佩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研究生 

147 賴昀心 臺安健康國際有限公司 經理 

148 陳淑凉 
  

149 吳育禎 渥得文案 編輯 

150 許瑞麟 全瑞實業有限公司 業務副理 

151 蕭博益 東南旅行社 英文導遊 

152 林育如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助理 

153 柯文紋 雅可創意生活工作坊 專案經理 

154 陳月世 精彩藝術中心 講師 

155 賈蘭馨 台北市政府 導覽志工 

156 邱如良 臺灣大學 行政人員 

157 霍凱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研究生 

158 陳秀丹 新北市政府 退休 

159 呂軍逸 閱野自然玩學協會 講師 

160 林淵玉 國立臺灣博物館 志工 

161 陳建忠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組長 

162 鄒增郎 社會大學 學員 

163 陳森田 社會大學 學員 

164 蔡慧玲 海納百川人文與生技 研究員 

165 蔡維君 海納百川人文與生技 助理研究員 

166 蔡文彬 長庚醫院 主治醫師 

167 陳俊宇 屏東科技大學 學生 

168 陳泌鍇 桃園育達高中 專任教師 

169 OMAR A.J. SAHO Eco Travel Gambia 
 

170 章愛梅 屏科大獸醫 學生 

171 陳春博 屏東科技大學 研究生 

172 梁瑋 屏東科技大學 野生動物保育所 

173 洪采鈴 嘉義大學 學生 

174 左敏琦 荒野保護協會 志工 

175 何欣容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學生 

176 張堂慧 藝林花藝景觀 內勤 

177 劉欣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生 

178 曽保羅 福音堂 牧師 

179 鍾清龍 一般人士 社會人士 

180 黃文君 生態農場 志工 

181 陳玉齡 平鎮高中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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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王淑枝 台北市興雅國中 教師 

183 張金源 安人科技 經理 

184 盧敏惠 桃園縣環境保護協會 會長 

185 鄭武雄 桃園縣 秘書長 

186 白聰仁 國際南方國際交流平台 負責人 

187 顏靜宜 屏東科技大學獸醫系 學生 

188 許麗荀 茉莉文化工作室 業務 

189 宋肅懿 大安社大 講師 

190 王佩琪 國立臺灣大學 學生 

191 邱雅莘 明道中學 學生 

192 戴漢彰 芙緣設計 花藝助理 

193 邱泓錫 屏東科技大學獸醫系 獸醫師 

194 曾建閔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所 碩士生 

195 馮翊滕 大葉 健康 生活 經理 

196 趙羚雅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生物教師 

197 王聰明 台肥 業務 

198 巫秀鳳 國華地產 業務 

199 江式鴻 雅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200 紅韋任 臺灣師範大學 學生 

201 廖秀華 台博館 導覽員 

202 翁若瑋 仁德專校 學生 

203 楊建鴻 社團法人臺灣猛禽研究會 研究專員 

204 林和俊 高師大環教所 學生 

205 蘇仲明 家管 家管 

206 魏源金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助理教授 

207 張雅虹 味全埔心牧場 課長 

208 張清斌 高雄市立圖書館 秘書 

209 楊秀蘋 國防部台南監獄 教誨志工 

210 詹德樞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副處長 

211 蘇子鈴 達達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212 何維恭 Monotype Imaging technical consultant 

213 徐苔玲 無 無 

214 簡後聰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教授 

215 廖光中 開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216 游寶環     

217 林盈隆 勝群   

218 施朝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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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與會人員簽到表 

5月 18 日與會人員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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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9 日與會人員簽到單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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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大會手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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