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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目的在整理並建立東方蜂鷹（Pernis ptilorhyncus）過去至今

在台灣的相關研究成果，並轉化成實際可用於養蜂場的解說教材及輸

出海報。利用生態旅遊蓬勃發展的機會，將參與賞鷹的民眾帶到養蜂

場實際體驗，透過環境教育的導覽解說，深化民眾對東方蜂鷹、虎頭

蜂、蜜蜂與養蜂場的生態知識，並建構一套可以適用於養蜂場的經營

模式，並且藉此推廣民眾友善猛禽、保護棲地、關心生態的認知。調

查目前實施林下養蜂的場域與蜂鷹出現的關聯程度，調查可供林地養

蜂的森林植群，做為未來友善蜂鷹，增加農作產量收入與促進山村經

濟發展的重要依據。 

本年度在北海岸對東方蜂鷹的觀察紀錄發現，由於去年冬天氣溫

較晚變冷，東方蜂鷹到養蜂場時間也較晚；由2017/9/2至12/24，共記

錄到東方蜂鷹51隻次。在14天的有目擊到東方蜂鷹的資料中，有5天是

在虎頭蜂巢旁或附近。12/12進入淡水及三芝大湖養蜂場安裝自動相機，

12/23首次在大湖場拍攝到一隻東方蜂鷹進入養蜂場撿拾贅巢，之後東

方蜂鷹造訪蜂場的次數也逐漸增加，甚至有疑似破壞蜂箱的情況發

生。 

本年度已整理過去東方蜂鷹的研究成果，並輸出成兩份海報及一

份解說摺頁，提供養蜂場於教育解說使用；並於9月份分別於養蜂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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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館蜂場人員進行兩場生態解說教育訓練。 

訪查蜂農得知4-6月是森氏紅淡比、樹杞開花採蜜期，在大屯山麓

北面的林地有分布，若能提供放置蜂箱採蜜，應可提高蜂農蜂蜜產品

的多樣性，秋冬季的蜂箱放置場地：大屯山系南面外雙溪地區林班地

是冬季較不會下雨的區域。此外，牧蜂農莊亦會在淡水地區收取花蜜，

冬季花源是江某，鴨腳木，端午節前後是烏桕花期，也是採蜜重點。 

2017年共執行三場賞鷹生態旅遊(友善蜂鷹-蜂場小旅行)，計有 93位

民眾參加。活動開始在三芝旅遊服務中心暨名人文物館欣賞「九九蜂

鷹」的影片，接著沿途導覽三芝八連溪有機生態村農夫市集、賞鷹解

說，然後步行至牧蜂農莊，進行蜂場作業介紹，並針對蜂鷹到蜂場的

造訪、蜜蜂的生活史、蜂蜜的製作產季與過程、蜂農在蜂場對蜂箱的

經營管理工作、及虎頭蜂跟蜂場的蜜蜂其生態關係進行各項解說。中

午享用農莊以自產食材做成的蜂蜜風味餐，午後則進行蜂蠟 DIY，製

作蜂蠟蠟燭及蜂蠟布。參加完蜂場活動後，視活動辦理情形，彈性增

加參觀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格子窗咖啡館享用下午茶，結束一天的

遊程。 

回收的問卷統計:民眾參加活動後，增進了解蜂鷹、蜜蜂、蜂蜜、

蜂農及虎頭蜂生態的程度達100%，增進了解附近景點的程度達90%，願

意推薦其他朋友再來參加類似小旅行活動者有96%，如果下次活動地點

改到中南部養蜂場，也有62%願意參加。顯見生態小旅行有其獨特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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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不僅能對蜂農有經濟上的助益，也能在一般民眾間推廣生態保

育的重要性。 

針對蜂農對「友善蜂鷹-蜂場小旅行」的訪談意見，他們認為的確可以

從不同的面向得到收益：(1)增加蜂蜜及其產製品銷量。(2)增加就業

人口。(3)增加潛在客戶。(4)運用友善蜂鷹海報進行解說，提升遊客

對蜂場的好感度。 

 

 

 

關鍵字: 東方蜂鷹、蜂場小旅行、友善蜂鷹、牧蜂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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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地處西太平洋，為一南北狹長的島嶼，位於琉球群島與菲律

賓呂宋島之間。由於歐亞板塊及太平洋板塊的碰撞，從北到南形成一

連串的火山島嶼，也就是阿留申群島、千島群島、日本列島、琉球群

島、臺灣島、菲律賓、印尼各島，這些群島也被稱為東亞島弧。這種

獨特的島弧形態，極具獨特性與方向性，也提供候鳥遷移時，在判斷

遷移方向路徑上有很大的幫助。因此，每年都會有成千上萬的候鳥在

遷移季節沿著這島弧南下度冬，或北返繁殖地。 

臺灣地處東亞島弧的中間，因此每年都有為數不少的各類候鳥通

過臺灣。這些候鳥，有的只是路過做短暫休息後，再繼續往度冬地前

進，有些則會留下來過冬，這其中還包含了不少種類的猛禽。根據臺

灣猛禽會自1989年至今在墾丁所做的猛禽調查（陳和孫，2006；陳和

孫，2007；陳，2008；許，2009；許，2010；楊，2011），歷年來已紀

錄到26種遷移性的猛禽過境臺灣，而其中數量最多的猛禽是赤腹鷹，

灰面鵟鷹，與東方蜂鷹。 

東方蜂鷹是臺灣數量第三多的過境猛禽，每年在墾丁都會記錄到

數百隻次。雖然不時會聽說有人找到東方蜂鷹的巢，臺灣可能有東方

蜂鷹的留鳥，但牠仍一直被認為是屬於過境鳥。直到2005年劉小如教

授與黃光瀛博士在臺灣中部的研究（劉和黃，2005）發現，被標記的

東方蜂鷹不僅在臺灣的中部築巢繁殖，更藉由無線電追蹤進一步證實，

東方蜂鷹全年都留在臺灣島內，並未離開。至此東方蜂鷹在臺灣有留

鳥留棲的傳言終被證實。而後更深入針對東方蜂鷹移動的研究（劉，

2011）發現，利用衛星追蹤技術所追蹤的16隻東方蜂鷹，竟無一離開

臺灣，也就是全部被標記的個體都是留鳥。但是每年在墾丁的調查，

常可觀察到東方蜂鷹會隨其他鷹群一起出海的情況，因此目前來說，

僅能確定東方蜂鷹在臺灣有留鳥與遷移的族群。而根據穩定同位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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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Weng et al. 2012，翁 2013），臺灣的東方蜂鷹族群分屬候

鳥與留鳥兩群，顯示應該有遷移族群在島內活動，而留棲的東方蜂鷹

可能是近年才由候鳥轉變為留鳥。 

東方蜂鷹是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的珍貴稀有野生動物。牠的食性

很特別，是以蜂類的成蟲、蛹及幼蟲為主食（Clark 1994, Orta 1994,  

Bijlsma 1999, Gamauf 1999）。但是蜂類族群的數量並不是全年都很

豐富，因此在蜂類數量偏低的季節，東方蜂鷹會改吃其他的食物，如

蛇類，蜥蜴，青蛙與鳥類等（劉和黃，2006）。根據蜂農的描述，大約

在20年前開始注意到有東方蜂鷹進到蜂場內（劉和黃，2007）。蜂農需

定期檢視蜂箱裡蜜蜂的狀況，把在築在箱蓋上或築得不好的蜂巢割除，

或除去蜂箱中多餘的雄蜂幼蟲，好讓工蜂集中精力採蜜及餵養其他的

幼蜂。這些被割下來丟棄的贅巢中常含有許多的幼蟲或蛹，而這些幼

蟲及蛹也就成為東方蜂鷹主要取食的對象。由於東方蜂鷹進入蜂場大

多是在地面撿拾蜂農所丟棄的贅巢，吃贅巢裡的蟲體，因此多數的蜂

農並不特意去驅趕東方蜂鷹，也讓東方蜂鷹會持續造訪這些蜂場以獲

取食物。但有時贅巢量不夠，有些進入蜂場的東方蜂鷹會用腳爪抓下

蜂箱前的花粉收集盒，導致花粉散落一地，因而造成蜂農的困擾（劉

和黃，2007）。 

林務局於2011年曾委託李偉傑導演拍攝九九蜂鷹的生態紀錄影片，

期望藉由影片的介紹，幫助一般民眾認識東方蜂鷹。然而其成效恐僅

限於對野鳥有興趣或是關心環境的部分人士。對蜂農而言，他們並無

法理解那些東方蜂鷹的研究數據跟蜂農之間有何關聯。若能將東方蜂

鷹研究的成果轉化為養蜂產業可運用的知識，導入蜂場相關的生態旅

遊，增加蜂場的解說內容，讓參與者對蜜蜂養殖業與東方蜂鷹更加認

識，亦可以讓蜂農覺得東方蜂鷹的到訪對他們來說是有利的。 

近年來，世界各地都出現蜜蜂大量死亡的現象，探究其原因，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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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與農藥的不當使用可能占很重要的比重。蜂農們認為，臺灣的蜜蜂

也在減少當中，其原因仍未清楚，但蜂蜜產量減少卻是顯而易見的。

為讓更多人能關心臺灣的養蜂產業現況，並增加蜂農在生產蜂蜜之餘

的額外收入，到蜂場的一場生態小旅行，應該可以發揮出極大的效果。

因此本計畫除持續累積蜂場裡東方蜂鷹的資料外，也著手調查養蜂場

域與蜂鷹到訪的關聯度，以做為未來友善蜂鷹生態旅遊發展推廣的重

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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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目標 

(1) 整理並建立臺灣東方蜂鷹過去至今相關研究成果，並轉化成實際

可用於養蜂場的解說教材摺頁及輸出海報。 

(2) 針對蜂場人員進行生態解說教育訓練。 

(3) 調查東方蜂鷹在養蜂場的棲地利用與個體活動模式，並於適當地

點架設自動相機，記錄東方蜂鷹在養蜂場的活動情形，提供教育推廣

使用。 

(4) 調查目前實施林下養蜂的場域與蜂鷹出現的關聯程度、調查可供

林地養蜂的森林植群，做為未來友善蜂鷹、增加農作產量收入、與促

進山村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據。 

(5) 調查賞鷹生態旅遊資源，了解除蜂鷹資源外，其他蜂場內的生物、

餐飲、交通、解說、住宿、休閒等旅遊資源。 

(6) 規劃賞鷹生態旅遊：善用相關旅遊資源，規劃可行之賞鷹生態旅

遊行程。 

(7) 進行3場以東方蜂鷹為主題的賞鷹生態旅遊及講座，並引導至養蜂

場進行實際生態體驗，增進蜂農經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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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方法與步驟： 

 

1. 文獻蒐集與整理:蒐集整理東方蜂鷹過去至今在臺灣的相關研究成

果。 

2. 族群調查與監測，調查東方蜂鷹在養蜂場的棲地利用與個體活動模

式，並於適當地點架設自動相機，記錄東方蜂鷹在養蜂場的活動情形，

提供教育推廣使用。 

3. 調查賞鷹生態旅遊資源，了解除東方蜂鷹資源外，其他在蜂場活動

的生物，以及餐飲、交通、解說、住宿、休閒等旅遊資源。 

4. 調查目前實施林下養蜂的場域與蜂鷹出現的關聯程度，做為未來友

善蜂鷹生態旅遊發展推廣的重要依據。 

5. 規劃賞鷹生態旅遊並善用相關旅遊資源，規劃可行之賞鷹生態旅遊

行程。 

6.結合上述資源，進行解說海報及行銷用摺頁的設計與輸出(摺頁使用

FSC機構認證紙質，以杜絕非法砍伐，確保森林資源妥善經營與永續利

用)。 

7.進行3場以東方蜂鷹為主題的賞鷹生態旅遊及講座，並引導至養蜂場

進行實際生態體驗，並請遊客填寫問卷回饋意見與心得。 

8. 針對賞鷹生態旅遊進行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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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1. 東方蜂鷹過去研究成果: 

(1)  依據繫放資料得知，東方蜂鷹的成鳥體重為 958-1398克

（劉和黃，2005）。通常一對東方蜂鷹的巢僅下 2個蛋，

目前在臺灣的研究，孵化率達100%。但育雛期間會有損失，

平均離巢幼鳥數為 1.5隻。孵蛋期為 28-35天，雌雄都參

與孵蛋及育雛，幼鳥在第 35-45天離巢。繁殖期間雄鳥的

貢獻較雌鳥高（劉和黃，2006）。 

(2)  東方蜂鷹的巢直徑約 80公分，深 20-28公分，較歐洲蜂

鷹的巢來得大，可能因常受到颱風的威脅，東方蜂鷹巢的

結構也因此需要更為牢靠。巢樹的種類並不專一，而巢材

為就近可取得的材料，包含相思樹枝葉、荔枝枝葉、福州

杉葉等。東方蜂鷹不會兩年重複使用相同的巢位，但因為

同一個巢區中兩年的巢位距離不遠，應是使用相同的繁殖

領域（劉和黃，2006）。 

(3) 東方蜂鷹的食物有季節性變化，其全年食物的來源是蜂場

(贅巢片、花粉團)，但若蜂場隨蜜源植物開花時間不同而

做遷移，此食物來源在固定地點便非穩定提供。而季節性

食物則包括非蜂類食物(蛇、蛙、蜥蜴及雛烏)，胡蜂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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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虎頭蜂類等（劉和黃，2007）。 

(4)  分析東方蜂鷹各月的活動範圍，發現其整年活動範圍是

由巢區位置及覓食之蜂場所在地此二重要因子所決定。在

繁殖季節蜂鷹活動範圍較小（1.7-27.8平方公里），個體

間彼此甚少交集，巢多位於活動範圍內近中間的區域；非

繁殖期蜂鷹的活動範圍間（16.2-110.3平方公里）有若干

的重疊，可能是因為各隻鳥都會到蜂場覓食的結果（劉和

黃，2007）。而全年的活動範圍，則可達 150.6-413.5平

方公里（劉和黃，2006）。 

(5)  東方蜂鷹在繁殖期間，各雄鳥利用的棲地類型均以林地

及農地為主，兩種植被類型利用總合均達 80%以上（劉和

黃，2007）。 

(6)  東方蜂鷹日常的活動約有一半的時間在移動（50.5％），

46％的時間在停棲、觀察，僅有 3.5％的時間在進食。在

孵卵期雄鳥最主要的活動是坐巢（61％），其次是停棲（28

％），飛行（9％），取食所占的時間較少（2％），理巢的

時間更少。在育雛期，雄鳥最主要的活動是飛來飛去（37

％），其次是停棲（30％），在巢中為幼鳥保溫或擋雨的時

間占 18％，進食、餵食或理巢的時間各佔 7％。在幼鳥離

巢初期，雄鳥花在停棲的時間佔 41％，飛來飛去的時間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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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進食佔 14％，餵食和理巢佔 4％。推測東方蜂鷹的

長時間停棲中，有相當高的比例是用來尋找獵物（劉和黃，

2007）。 

(7)  東方蜂鷹移動行為研究發現，繁殖季臺灣各地均有東方

蜂鷹活動，不過北部地區的數量較多，推測東方蜂鷹已經

廣泛在臺灣各地繁殖。根據無線電追蹤、衛星追蹤及定位

之研究所得結果，可將東方蜂鷹在臺灣島內的移動模式初

步區分為 3種型：南北移動型、不規律移動型、及地區型

（劉，2013）。留棲性的東方蜂鷹有 40％會在臺灣島內隨

季節南北移動，展現島內遷移現象，但是也有 30％的留鳥

個體，全年使用相同的活動範圍。而其他 30％的個體之移

動沒有固定的方向性。此外，在各類移動模式中亦存在個

體間的差異（劉，2013）。 

(8)  根據穩定同位素的研究結果（Weng et al.2012；翁 2013），

臺灣的東方蜂鷹族群分屬候鳥與留鳥 2群，顯示應有遷移

族群在島內活動，而留棲的東方蜂鷹可能是近 20年才由

候鳥轉變為留鳥。 

(9)  為瞭解蜂鷹於臺灣各地蜂場利用情形，研究人員在臺灣

省養蜂協會的協助下，曾寄發問卷給全臺養蜂協會會員，

調查各地蜂場中的蜂鷹現況（劉和黃，2007）。已回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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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來自 15個縣市，其中有 31個蜂場（75.6%）曾有蜂

鷹造訪，以中南部縣市較多。蜂鷹在蜂場出現的月份以 10

月至隔年 4月為主，出現隻數以 1隻及 2隻最多，在 4隻

以下的佔九成。蜂鷹在蜂場的活動以撿食地面贅巢及吃花

粉為主。有蜂鷹造訪之蜂場中，高達 93.5%之蜂場主人認

為蜂鷹出現在蜂場是近 20年以內才開始的現象，而非一

直都有。蜂農不認為在蜂場出現的蜂鷹數量有增加或減少。

雖然少數蜂農認為蜂鷹對蜂場有負面影響，大部分蜂場主

人認為蜂鷹在蜂場活動對蜂場沒有影響，或僅有一些不好

的影響。 

2.  2017年在北海岸地區對東方蜂鷹的觀察紀錄，時間由 9/2至 12/24，

共記錄到東方蜂鷹 50隻次。本季的調查時間已是秋冬之際，發現

東方蜂鷹的活動常與虎頭蜂相關，在 14天的有目擊到東方蜂鷹的

資料中，有 5天是在虎頭蜂巢旁或附近。而越接近 12月底，東方

蜂鷹造訪蜂場的次數也逐漸增加，甚至有疑似破壞蜂箱的情況發

生。 

3. 2017年在北臺灣的二處養蜂場（三芝牧蜂及淡水興旺）進行訪視，

並調查賞鷹生態的各種旅遊資源。在蜂場除東方蜂鷹資源外，還有

其他與蜂場相關的生物如虎頭蜂、與其他在蜂場內活動可能會吃贅

巢的松鼠及其他鳥類等。而蜂場若有餐飲服務，常會有以蜂蜜製作



 

10 
 

的各種食品，堪稱蜂場的一大特色。若能將蜂場的各種特色與交通、

解說、住宿、休閒等其他旅遊資源並規劃結合當地資源的賞鷹行程，

相信應可成為有特色的生態旅遊。資源介紹: 

(1) 「三芝旅遊服務中心暨名人文物館」是由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

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設置及管理的遊客中心，位於新北

市三芝區埔坪里埔頭坑 164-2 號，生態豐富，環境優美，

內有三芝全區導覽介紹，並有視聽室可以租用放映九九

蜂鷹影片作為蜂場小旅行前置介紹，是值得多加利用的

景點。惟 11 月後自淡水捷運站出發的臺灣好行公車早上

9 點才會發車，衡酌民眾支出費用與交通轉乘便利性，須

調整小旅行時程。 

(2) 「三芝八連溪有機生態村農夫市集」是結合「有機生態村」及

「地產地銷」概念的農夫市集，藉由市集展售三芝共榮社區栽

培之無毒有機蔬果。參加小旅行的民眾對這個市集展售的無毒

蔬果都非常有興趣，吸引民眾購買美味安全的食物，是值得造

訪的景點。 

(3) 「福德水車生態園區」是三芝水車文化景觀中最大的水車園區，

漫步紅色景觀橋上，可以欣賞到水車景觀及附近八連溪兩岸田

野風光。 

(4) 「源興居」是三芝著名景點，為前總統李登輝的故居，主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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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為傳統式閩南三合院建築，剛好位於賞鷹行程必經之地，因

而吸引很多民眾駐足參觀。 

(5) 「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是為了紀念布袋戲一代宗師李天祿大

師並保存、傳承布袋戲文化而設立。李天祿大師(1910-1998)，

自 8歲即開始學習布袋戲才藝，畢生對傳承文化貢獻良多，館

中陳列布袋戲宗師李天祿生前表演掌中戲的木偶臉譜、服裝、演

出樂器與珍貴的古腳本等。位於三芝區芝柏路 26號，在牧蜂農

莊附近的芝柏山莊內，參加完蜂場活動後可以帶領民眾到此參

觀，增加活動豐富度與停留時間。 

(6) 「格子窗咖啡館」位於三芝區芝柏二街 1號，紫色牆面大配豐

富植栽，提供舒適的下午茶及餐點咖啡是當地特色景點，適合

參觀完「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後下午的休閒活動。 

4. 關於林下養蜂，臺灣早期林地政策嚴禁於林地從事開墾行為，養蜂

亦在禁止之列。但臺灣蜂農確實面臨經營危機，前林試所研究員趙

榮臺博士實際於 2015年在臺灣兩處林地進行 1年的試驗，發現林

地養蜂只要給予適當的規範，推測可以促進林下經濟。訪查蜂農得

知 4-6月是森氏紅淡比、樹杞開花採蜜期，在大屯山麓北面的林地

有分布，若能提供放置蜂箱採蜜，應可提高蜂農蜂蜜產品的多樣性，

秋冬季的蜂箱放置場地：大屯山系南面外雙溪地區林班地是冬季較

不會下雨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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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牧蜂農莊亦會在淡水地區收取花蜜，冬季花源是江某，鴨腳

木，端午節前後是烏桕花期，也是採蜜重點。中部地區的林班地調

查計畫，規劃於下一年度工作計畫中實施。 

5. 賞鷹生態旅遊的規劃，除能讓更多人能關心臺灣的養蜂產業現況外，

亦可增加蜂農在生產蜂蜜之餘的額外收入。賞東方蜂鷹的行程，除

認識東方蜂鷹之外，也須對蜂類有所認識。針對這 2種主題，目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都已補助台灣猛禽研究會出版「九九蜂鷹」

與「蜂臺灣」2部影片。若能在行程中加入這 2部片的觀賞，應能

讓參與者對各種蜂類與東方蜂鷹有更深刻的認識與了解。而被參訪

的蜂場，可在蜂場邊緣提供賞鷹的遮蔽空間，讓參與者能在不干擾

東方蜂鷹的情況下進行實地觀察，直接感受東方蜂鷹在蜂場內的行

為活動。另外，蜂農也可提供少量獨立的蜂箱，讓有意參與操作的

參加者在有防護網具的情況下進行養蜂實作，增加對養蜂產業的體

驗。 

6.  2017年共執行三場賞鷹生態旅遊(友善蜂鷹-蜂場小旅行)，計有

93位民眾參加。活動開始先在三芝旅遊服務中心暨名人文物館欣

賞「九九蜂鷹」的影片，讓參與的學員都能對東方蜂鷹有初步的認

識。接著沿途導覽三芝八連溪有機生態村農夫市集、賞鷹解說，介

紹該區出現的猛禽、與猛禽在生態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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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參與民眾對猛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然後步行至牧蜂農莊，進行

蜂場作業介紹，並針對蜂鷹到蜂場的造訪、蜜蜂的生活史、蜂蜜的

製作產季與過程、蜂農在蜂場對蜂箱的經營管理工作、及虎頭蜂跟

蜂場的蜜蜂其生態關係進行各項解說。中午享用農莊以自產食材做

成的蜂蜜風味餐，午後則進行蜂蠟 DIY，製作蜂蠟蠟燭及蜂蠟布，

體驗蜂場除生產蜂蜜與蜂王乳之外，其他養蜂的副產品如蜂蠟也可

有許多其他面向的應用。參加完蜂場活動後，視活動辦理情形，彈

性增加參觀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觀賞布袋戲宗師李天祿生前表演

掌中戲的木偶臉譜、服裝、演出樂器與珍貴的古腳本等，之後再到格

子窗咖啡館享用下午茶，結束一天的遊程。 

7.  在執行三場賞鷹生態旅遊之後，對參與的民眾以問卷調查活動成

效。首先，全部的民眾都認為參加「友善蜂鷹-蜂場小旅行」後，

對東方蜂鷹、蜜蜂、及虎頭蜂的生態有更深入的認識；而 98%的人

也對養蜂業有更一步的瞭解。而在參加本活動後，也有近 90%的人

更認識附近的景點，而不只是走馬看花式的閒逛。此外，有 96%的

人願意推薦其他朋友再來參加類似小旅行活動，且若是活動地點改

到中南部養蜂場，也有 62%的人願意繼續參加。顯見生態小旅行有

其獨特的吸引力，若能有更長遠完善的規劃，不僅能對蜂農有經濟

上的助益，也能在一般民眾間推廣生態保育的重要性，進而朝向友

善環境的大目標更加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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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針對蜂農對「友善蜂鷹-蜂場小旅行」的訪談意見，他們認為的確

可以從不同的面向得到收益: 

(1) 增加蜂蜜及其產製品銷量。每場小旅行中均有民眾採購蜂

蜜、花粉及蜂王乳等產品，訂購蜂蜜風味餐及參加蜂蠟 DIY

課程，都實質增加蜂農的收入。 

(2) 增加就業人口。一場小旅行蜂場除了導覽解說人員之外，

也必須有蜂蠟 DIY的教學人員，此外提供蜂蜜風味餐也需

要額外人手準備。 

(3) 增加潛在客戶。由於這三場參觀民眾都是由臺灣猛禽研究

會招攬的遊客，相較於過去到蜂場參觀的散客，有新的客

戶來源，對蜂場解說亦持正向態度，而且有部分參加者參

加過活動之後，亦會自行前往蜂場旅遊購物。 

(4) 運用友善蜂鷹海報進行解說，提升遊客對蜂場的好感度。

蜂場利用本計畫製作的海報對民眾進行解說，獲得民眾的

好感，回饋問卷亦顯示民眾對東方蜂鷹、蜜蜂及虎頭蜂的

生態有更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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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海報一:製作東方蜂鷹解說海報 

 
解說時增加東方蜂鷹生態研究結果，喚起民眾環境保育認同感，並

增加社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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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海報二: 蜂農與蜂鷹互利共存關係 

 

 
海報 : 蜂農與蜂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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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印製三千份解說摺頁 

 
摺頁正面 

 
摺頁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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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消費者對於蜂場小旅行問卷調查表 

親愛的朋友，您好： 

這是一份針對參加者對於蜂場小旅行之消費行為研究的問卷，我

們想了解您對於這次活動看法，希望您能夠為我們填寫這份問卷。問

卷內容將作為後續舉辦活動之參考用途，請安心作答。謝謝您的合作！ 

一、使用行為 

1.請問您今年參加過猛禽會活動(擺攤、賞鷹趣、鷹仔會演講)的次數? 

□ 經常(11次以上) □ 偶爾(6-10次) □ 很少(1-5次) □ 未曾(0

次) 

2. 請問您在那裡得知這次活動訊息?(可複選) 

  □ 追蹤猛禽會粉絲團 □ 朋友通知 □ 網路轉貼  □其他

_________ 

3. 請問您參加這次活動後，是否增進您了解下列生態的程度? 

  非常了解  一點了解 沒感覺 

□東方蜂鷹    

□虎頭蜂    

□養蜂場    

□蜜蜂    

□蜂蜜    

□三芝遊客中心    

□八連溪農夫市集    

□其他猛禽    

□附近景點    

□臺灣猛禽研究會    

 4. 請問您會推薦其他朋友再來參加類似付費小旅行活動嗎?  

  □會     原因是                                               

   □不會   原因是                                                     

5. 請問您希望這樣的活動的收費 ？ 

  □ 500以下 □ 500-800 □ 800-1000 □ 1000-1500□ 1500-2000 

□ 20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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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請問您對於本次報名及收費方式 

  □ 非常好 

  □ 可以改進，例如                                                

 

7. 請問您建議這樣的活動舉辦的時間？ (可複選) 

  □ 周一到周五 □ 週六 □ 週日 

 

8.請問如果下次活動地點改到中南部養蜂場，您願意參加嗎?(金額會

依交通費增加) 

  □ 會     □ 不會 

  □看價格  □1000-1500   □1500-2000  □2000-2500 

  

9.請問您對本次活動其他寶貴建議 

 

                                                                                               

三、 基本資料 

1. 請問您的性別： 

□ 男 □ 女 

2.請問您的年齡： 

□ 15歲以下  □ 15歲~20歲 □ 21歲~30歲 □ 31歲~40歲□ 41歲

~50歲  

□ 51歲~60歲 □61歲以上 

3.職業： 

□學生 □軍警公教 □服務業 □自由業 □農林漁牧 □退休 □其他  

4.教育程度： 

□國小(含以下及自修)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含

以上)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熱情支持！敬祝 快樂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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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工作照片 

 

三芝遊客中心出發 

 

八連溪生態市集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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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場主人精采解說導覽 

 

蜂場解說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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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聆聽導覽的遊客 

 

利用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商借蜂鷹標本增進解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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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烤雞風味餐  

 

蜂蠟產品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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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蠟 DIY成品 

 

自動相機拍攝東方蜂鷹進入養蜂場撿拾贅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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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芝旅遊服務中心暨名人文物館 

 

格子窗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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