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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南方鳥類論壇成果報告 
 
一、 計畫名稱：2018 南方鳥類論壇 

 
二、 執行情形及成果 

甲、 執行情形 
 

11 月 10 日舉辦的『2018 南方鳥類論壇』在各界鳥友與公私部門、

學界的參與下圓滿閉幕！總共有 110 位來賓參與本次大會。 
 
參與的貴賓與講者、與談人有中央保育主管單位林務局保育組夏

榮生組長、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邱安隆技正、特有生物中心林瑞興

組長、地方保育主管單位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局長鄭清福、李世瑜

技正、屏東林管處蔡孜奕，中央濕地主管單位營建署南區規畫隊

張逸夫隊長、南星自由貿易港管理單位臺灣港務公司勞安處張憲

章處長。參與的學術單位老師們有高師大羅柳墀老師、高醫生物

系謝寶森老師、中山大學張學文老師、樹德科大劉建宗老師、崑

山科大翁義聰老師、屏科大孫元勳老師、嘉義大學蔡若詩老師、

高醫生物系陳炤杰老師，NGO 團體有黑面琵鷺保育學會吳世鴻理

事、台灣野鳥協會吳自強秘書長、桃園鳥會吳豫州理事長、茄萣

生態文化協會鄭和泰總幹事、美濃愛鄉榮譽理事長劉孝伸老師、

中華鳥會李益鑫秘書長、台灣濕地保護聯盟古靜洋理事長、台灣

猛禽研究會蔡若詩老師、高雄鳥會林傳傑理事長、鄭政卿常務理

事等。 
 
本次論壇的主題分為『溼地與候鳥』、『鳥類研究與地方兼容發展』

以及『瀕危草鴞研究保育現況』三個議程進行討論。以下分述各

議程討論的重點： 
 
【溼地與候鳥】 
本議程邀請北中南五個濕地的代表介紹各個濕地的現況與面臨

的問題，包括桃園埤塘、台中高美濕地、台南七股溼地以及高雄

的茄萣濕地、永安溼地。圍繞在濕地的議題有再生能源如太陽光

電板的衝擊，不論是在桃園的埤塘、七股溼地以及永安溼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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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太陽光電板都造成對溼地的生態與候鳥棲息的威脅，由於規劃

單位缺乏事先的生態資源調查資訊，導致將鳥類豐富的濕地與埤

塘劃為光電板設置的範圍，引起生態團體的抗議與反對。不但不

力綠色能源政策的推動，也損害國家保護濕地的政策與形象！ 
 
另外針對經營管理的議題，台灣野鳥協會以高美濕地為案例，提

出非營利組織在保護區的經營管理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透過

民間團體的運作，將學校、國內外社團、企業和社區居民串聯在

一起，形成良好的社會網絡，建構了外來種防治的操作模式，並

透過生態監測調查、環境教育的方式，為保護區的經營管理提出

良好的案例！高雄的永安溼地將近 80 公頃的土地即將開發為燃

氣電廠，對度冬水鳥的棲息地是一大損失。茄萣濕地在今年 823
豪雨時也因為水閘門管理的失當，導致土堤破堤，淹水長達六天。

顯示濕地的經營管理運作，以及如何與電力開發和社區永續發展

之間取得平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綜合討論 
鳥會常務理事黃淑玫老師舉興達電廠改建燃氣電廠環評的案例，

說明民間團體必須要參加環評表達意見，現場才不會被開發單位

誤導。 
黃其君先生提醒國內發展地面型太陽光電，還有 13 多 G 的容量

不知道會裝置在哪裡，恐怕會嚴重影響濕地或農田的生態，請大

家多注意。 
 
與談人營建署張逸夫隊長表示謝謝大家對濕地的關注和意見，會

將大家的意見帶回營建署研議。 
崑山科大翁義聰老師表示民間團體參與環評要夠兇悍，政府才會

「鳥」你！要好好做田調，資料夠紮實，才會有學者支持。調查

資料公開有好有壞，明確寫明那些埤塘或溼地與不可以破壞的，

要避開，才能讓相關單位知道，不會以該地沒有資料(生態)而忽

略其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跟緊參與每一場的環評，不參加就通

過了！並鼓勵鳥人走進濕地，了解鳥類的食物鏈 
 
『鳥類研究與地方兼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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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議程邀請美濃愛鄉協會劉孝伸理事長談美濃水雉棲地的營造

經驗，2017 年園區有一母二公，成功繁殖出三個巢位 8 隻幼雛，

2018 年一母三公，總共有 4 個巢位 5 隻幼鳥離巢。劉理事長坦言

以個人之力投入水雉棲地復育的工作相當吃力也非長久之計，美

濃湖若要規劃水雉及水鳥棲息環境，需要農田水利會、市政府水

利局、農業局，跨局處的討論及協調，還有民間社團的參與其中。 
 
高雄市區的黃鸝族群可能是全國最穩定的區域，高雄鳥會黃鸝調

查團隊在 2018 年總共調查 28 個巢位，其中有 13 巢位成功，繁

殖成功率約 46%，主要的威脅是人為干擾、颱風和梅雨。在高雄

各樣區的同步調查顯示族群量最多不超過 30 隻。林務局在今年 9
月 6 日預告修正保育類名單，將黃鸝從原本的一級瀕危絕種保育

鳥類調降到二級真會稀有保育類，黃鸝在國內的保護狀態仍需要

大家的關注。 
 
高雄鳥會常務理事鄭政卿報告從繫放看南星計畫區，南星 10 年

(2008-2018)來累計繫放 133 次，平均 13.3 次/年，共繫放 21 科 49
種 799 隻鳥，共繫放 1000 隻次，繫放的 799 隻鳥，留鳥有 10 種

302 隻，候鳥有 39 種 497 隻佔 62%。繫放的 497 隻候鳥中，黃尾

鴝，遠東樹鶯，白腹鶇，極北柳鶯最多，野鴝及赤腹鶇也各 7%，

即佔總數 85%。鳥類調查記錄則有 58 科 242 種鳥類，佔全台鳥

種數 87 科 628 種（不含金馬）的 39%，記錄的 242 種鳥類中，

留鳥 70 種  29%，候鳥 172 種 71%。南星計畫區是候鳥遷徙過

程中相當重要的休息、補充體力的中繼站，然而相關單位持續規

畫填海造陸開發各項產業物流基地。我們期待南星計畫區應考慮

當地居民和過境候鳥的需求，營造一片媲美加拿大萊福保護區的

海岸森林，南方的鰲鼓海岸森林。臺灣港務公司張憲章處長表示

在自由貿易港區規劃時有保留一塊面積 10 公頃的綠地作為生態

保育用地，一定會堅持保留，善盡社會責任。 
 
本篇報告也引起環境資訊電子報的報導：【南星計畫區十年鳥類監測 
環團盼劃海岸森林保護區https://reurl.cc/l5VGA】。鄭政卿常務理事接

著報告『花翅山椒的繁殖生態初探』，2014 年至 2018 年 4 年間在

高雄及屏東山區進行野外記錄觀察及攝影。花翅山椒為一夫一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pymTq7D1c
https://reurl.cc/l5V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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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無意外每年同一對會繼續繁殖，每窩產卵二顆。繁殖率不高，

使用的巢樹包括：山黃麻、黑板樹、吉貝木棉、麻六甲合歡、樟

樹及台灣栲等常綠喬木。繁殖失敗主要原因為猛禽及台灣獼猴等

動物的騷擾及攻擊。 
 
綜合討論 
臺灣港務公司郎安處張憲章處長說當時向高雄市政府購買南星

計畫區 62.7 公頃的土地，其中就保留了 10 公頃的綠地作以善盡

社會企業責任，訂讓環評順利通過。目前洲際二期向外填海四百

多公頃，2040 年還會持續向外填地，這 10 公頃還是會保留下來。 
 
 
『瀕危草鴞研究保育現況』 
本議程邀請嘉義大學蔡若詩老師介紹 2015-2017 年間在南部四縣

市進行回播調查與衛星繫放的成果。在 47 個樣區中，僅有 19 個

樣區有發現草鴞，其中台南的大內、新化、曾文溪、高屏溪流域

為草鴞主要分布區。利用的棲地包括河灘地、機場、惡地形，甚

至多次出現於農耕地、瓜田、鳳梨田。根據占據模型分析，草鴞

似乎較為偏好複雜度較高的棲地，占據率隨草原面積增加而增加。

預測結果顯示除了南部之外，雲林以北至新竹、蘭陽平原和花東

縱谷平原皆有分布的可能。另外也利用衛星追蹤的技術，從個體

層面了解草鴞的棲地利用情形，以提供經營管理所需資訊。 

 
高雄鳥會林傳傑理事長分享草鴞野外繁殖調查的經驗心得，並分

享紀錄草鴞繁殖的甘苦談和精采影片。高雄鳥會自 2011 年推動

草鴞保育論壇以來，除了野外的調查工作之外，也舉辦『專家保

育行動平台』，邀請公私部門、學者各界定期聚會推動草鴞保育

工作；並到社區與學校進行教育推廣。草鴞目前面臨最大的威脅

有滅鼠藥、鳥網和棲地減少等三大因素。動植物防檢局邱安隆技

正表示，防檢局體認到滅鼠藥對草鴞等猛禽的影響，2015 年停

止辦理滅鼠週，2016 年不再補助地方政府採購滅鼠藥，2018 年

中央取消農地野鼠共同契約。跟 2013 年比較，2017 年滅鼠藥的

用量減少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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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林務局保育組夏榮生組長表示高雄鳥會自 2010 年舉辦南方鳥類

論壇至今，涵蓋許多的議題，在此非常肯定。再來是目前林務局

在推動國土綠網計畫，這次國土生態綠網建制計畫有爭取比較多

經費，希望把全國 24 種瀕危物種棲地區位找出來，建制生態廊

道，或利用友善耕作或永續林業把生態棲地串連起來。野保法中

第一級瀕絕的鳥類如草鴞、熊鷹、山麻雀、黑面琵鷺列為優先，

第一階段四年，有績效後還有下一個四年計畫的推動，希望結合

民間 NGO 的力量，持續往前走，一起努力。 
 
結語 
南方鳥類論壇的舉辦希望成為南部乃至全臺灣各界進行鳥類教

育、研究及保育交流、分享的平台，除了邀請鳥會、民間團體之

外，我們也邀請相關的政府部門、學者專家，甚至社區、企業界

一同參與，透過更多的交流與經驗分享，共同為鳥類與環境棲地

的保育創造更好的未來！ 
  
 本次論壇的主要議題為「濕地與候鳥」，我們也將參與、串聯北 

中南東各地的社團，持續關注濕地與綠電的永續發展。 
 

乙、 參與人數： 
含與會者、工作人員、講者、來賓，共計 110 人。如五、

簽到表 
丙、 論壇手冊： 

印製 100 份 
丁、 海報 5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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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經費支出表 
本計畫預算經費 191,600 元，核准補助經費 168,500 元整。實

際支出經費 173,960 元，按分攤比例申請 150,860 元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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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照片及說明 

 

 

上午開幕來賓與講者合影 

  
講題一:吳世鴻-七股溼地 講題二：吳自強-高美濕地 

  
講題三：吳豫州-桃園埤塘 溼地一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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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四：鄭和泰-茄萣濕地 講題五：張學文-永安溼地 

 
濕地與候鳥座談會二 

  
第一場主持人：羅柳墀老師 與談人：翁義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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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張逸夫隊長 黃淑玫老師提問 

  

歐瑞耀先生提問 南華大學李政達提問 

  
講題六：劉孝伸-美濃水雉 講題七：劉建宗-黃鸝 

  
講題八九：鄭政卿-南星繫放、花翅山

椒 
第二場主持人：謝寶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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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輝提問 黃鸝共同作者張進隆答覆 

  
與談人：張憲章 水雉復育區邱滿星先生答覆 

 

鳥類研究與地方兼容發展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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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十：蔡若詩-草鴞回播調查 講題十一：林傳傑-草鴞 

  
第三場主持人：林瑞興組長 與談人：邱安隆博士 

  
與談人：孫元勳老師 與談人：夏榮生組長 

  
陳炳煌老師 農業局鄭清福局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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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鴞研究綜合討論 

 
會後大合照 

 

會場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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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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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手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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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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