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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歷史沿革與文化模式非常相近，近年來兩岸的

經貿模式也漸漸趨近，對於自然環境與資源的維護管理遭遇非常相似

的壓力與問題。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貣，目前對岸已經是國際間最

大的野生動植物貿易國家，兩岸間之野生動植物貿易往來日益頻繁々

而香港則成為全球貿易轉往中國的最大轉口中心。因此有必要透過交

流管道，瞭解兩岸三地的自然資源特性，提昇對野生動植物保護的技

術與執法能力，建立並發展適當的保育合作策略。為推動海峽兩岸自

然保育合作，處理野生動植物貿易需求，林務局特委請本協會協助，

推動與兩岸三地相關業務部門的交流活動。透過民間、學界與官方三

方面的交流以瞭解彼此貿易市場運行的方式，以建置兩岸間物種貿易

的管理制度與執法標準程序，增進民眾對於管理規範之理解，降低違

法與財產的損失的機會。而由兩岸三地共同打擊非法野生動植物貿

易，更可有效降低國際間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的猖獗。本年度依循往

年慣例，由本會代表出團進行互訪，交流的地區與單位包括東壩地質

公園、漁農自然護理署、米埔拉姆薩爾濕地、香港濕地公園、嘉道理

農場暨植物園、禾〄花〄雀〄塱原生態農社、大埔滘自然護理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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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獲得豐碩的成果。其中，漁農自然護理署是目前香港最高層級的保

育主管機關々本次與對方舉行一整天的正式會議，是林務局與本會近

10年來和對方首次的正式拜會行程，在外交上和實務上均具有重大的

意義。 

 

壹、前言 

  中國大陸幅員廣大，跨越之經緯度和海拔範圍廣泛，使得中國成

為世界生物多樣性資源最高的地區之一。但另一方面，由於長久以來

的文化習俗，加上高密度的人口，也使得中國成為全球對野生動植物

資源消耗最劇烈的國家。隨著這幾十年來的經濟發展，為了帄衡消費

和保育的需求，近年來中國大陸也開始推動野生動植物的保護工作，

包括 1981年貣成為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又稱華盛頓公約，簡稱 CITES）的締約國，制訂各種法規以施

行 CITES的各項規定。1984年頒布的《森林法》、1989年頒布的《野

生動物保護法》、1992年頒布的《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1993

年頒布的《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1996年頒布的《陸生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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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護條例》、2006年頒布的《瀕危野生物進出口管理條例》等國

內法。中國大陸同時也依據許多人民大會之決定、國務院通令、高等

法院命令、行政規定等管理 CITES附錄物種及其他野生動植物的進出

口、保護和利用。其 CITES管理機構（Management Authority）為國

務院下的「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目前共有 22個辦事處，主

要分佈在邊界省分，每辦事處有工作人員 3-7人。瀕危物種進出口管

理辦公室依據《瀕危野生物進出口管理條例》，管理 CITES物種的進

出口，包括許可證核發程序、條件、罰則等。 

  CITES公約為國際間最重要且有制裁力量的保育與野生動植物貿

易國際公約，由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簡稱 IUCN)有鑑於經濟貿易發展導致的野生

動植物貿易對野生生物族群造成威脅，於六零年代貣催生，1973年簽

署，1975年生效，目前共有 181個締約國。此公約之主要精神在於利

用保育生物學之概念管制野生生物貿易量，以達成野生生物資源之永

續利用，其參考國際貿易量與保育學家對於物種族群量之調查，訂立

物種分級制度，共可分為三項附錄─附錄一之物種為瀕臨滅絕物種，

禁止國際性的交易々附錄二為族群數量稀少但尚無絕種危機之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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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需要有效管制々附錄三是族群量較豐富之物種，各國視其國

內所需區可做域性管制。附錄物種名錄之訂立將參考科學數據與貿易

量，並由每兩年至兩年半舉行一次的締約國大會投票表決而定。CITES

秘書處可以發函各締約國的方式，通知各締約國，因為某國對 CITES

執行不力，得暫時停止承認與核發出口至該國的許可證，形成貿易制

裁力量。 

  台灣因國際地位處境被孤立，無法成為締約國，惟相關國際貿易

行為，卻仍頇依照其規範方能合法進行。而中國大陸不僅為締約國，

亦是目前國際間最大的野生動植物貿易國家之一，兩岸間之貿易亦日

益頻繁，因此雙方主管事務機關實有必要進行適當的交流。本計畫透

過座談、研討與觀摩貿易市場的方式，建立兩岸自然保育業務、保護

區經營管理及 CITES物種貿易實務性的溝通與聯繫窗口，發展適當策

略與了解彼此貿易市場運行的方式，以建置兩岸間 CITES物種貿易的

管理制度與執法標準程序，增加兩岸 CITES貨品貿易的順利進行，增

進民眾對於管理規範之理解，降低違法與財產的損失的機會。兩岸共

同打擊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可有效降低國際間非法野生動植物貿易

的猖獗。 



5 

 

 

 

貳、目的 

  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擁有野生動植物資源最多的國家之一，脊椎動

物達七千種以上，其中哺乳類六百餘種、鳥類一千三百餘種、爬蟲類

四百餘種、兩棲類三百餘種、魚類三千餘種。目前已劃設之各類型、

不同級別的自然護區共 2,541個，保護區域總面積 14,775萬公頃，陸

域保護區占大陸國土面積 14.72％。台灣與中國大陸間，每年均包括有

蘭花、珊瑚、中藥材、魚翅、寵物鳥、爬蟲及水族等 CITES物種合法

貿易，亦有非法走私如野生動物活體與象牙、皮毛產製品等非法貿易

行為，為求有效建立兩岸 CITES貿易管理機關之聯繫窗口，增加兩岸

CITES貨品貿易的順利，增加民眾對於兩岸 CITES貿易管理規範與保育

概念之理解，以降低民眾違法與財產損失的機會。因此本計畫期望能

透過座談、研討與觀摩貿易市場的方式，建立兩岸自然保育業務、保

護區經營管理及 CITES物種貿易實務性的溝通與聯繫窗口，發展適當

策略與了解彼此貿易市場運行的方式，以建置兩岸間 CITES物種貿易

的管理制度與執法標準程序。此外，由於兩岸的歷史沿革與文化模式

非常相近，近年來隨著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兩岸的經貿模式也漸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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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近，對於自然環境與資源的維護管理也漸漸遭遇非常相似的壓力與

問題，因此本計畫亦期望透過兩岸保育專家之交流與考察，相互學習

對方保育經營管理之策略，以促進國內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 

 

參、效益分析 

一、經濟效益〆 

  增加兩岸CITES貨品貿易的順利進行，減少商業貿易廠商與民眾之

無謂負擔。完成兩岸簽定ECFA協議中有關將文心蘭列為早期收穫清單

成效，促進其他CITES寵物鳥、爬蟲及水族、種苗、花卉與中醫藥材兩

岸貿易之暢通。並透過收容中心動物之外送，增進海峽兩岸野生動物

保育及環境教育合作，強化野生動物保育繁殖技術，減輕我政府對於

保育類野生動物之收容負擔。瞭解兩岸非法野生生物貿易狀況，並討

論可解決之方針，以減少非法貿易，增加合法貿易之利益與產值，並

減少野生生物族群滅絕之風險。 

 

二、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〆 

1. 建立兩岸自然保育業務、保護區經營管理、野生動植物貿易管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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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與人員正面聯繫交流管道。有效建置野生物貿易進出口管理制

度、溝通管道以及兩岸野生物貿易執法制度標準程序建立，增加兩

岸CITES貨品貿易的順利進行。 

2. 大陸地區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硬體建設一日千里，但軟體發展尚

有待改善之處。我國的保育發展歷程，及過去處理保育議題的經驗，

都可以作為大陸有價值的參考。此外，我國的保育科學研究、環境

教育、志工系統的發展與人才培訓，更是大陸學習的指標。若我方

可以有效、積極地利用此優勢，帶領大陸地區改善被國際所詬病的

保育現況，將對國際野生動植物保育業務，更具貢獻。 

 

肆、執行情形與成果 

  本年度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邱立文主任秘書率領保育組許

曉華科長、王中原技士、王守民技士、張雅玲技士和羅東林管處翁億

齡技正、屏東林管處何芫薇森林護管員及台東林管處陳宗駿技士以及

台灣野生物保育及管理協會林思民秘書長與助理專員李粹文於 2018年

12月 17日至 12月 21日至香港進行會議及參訪考察。 

 

一、 地質公園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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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位於香港東部，是由新界東

北延伸至西貢區的一個完整範圍，並在地區及其他地質公園持份者的

支持下，以整合的概念管理公園內具有國際地質價值的地點和景觀。

園區分為西貢火山岩和新界東北沉積岩兩處，共八個景區。這次我們

前往火山岩區的東壩地質公園，參觀了有名的火山岩六角石柱群，為

了參觀民眾安全（六角石柱有崩落的機率），岩壁邊緣是禁止靠近的。

不過為了讓遊客還是能近距離觀察六角石柱，在步道邊緣有放置施工

期間取下的小段樣本，讓遊客近看六角石柱的樣子。步道盡頭有一個

海蝕洞，以前遊客總是會冒險靠近觀賞，現在則架設木棧道，讓遊客

可以安全的近距離觀賞。或許一昧的禁止遊客無法阻止有人冒險靠近

或碰觸，乾脆設置安全的設施或裝置讓遊客能滿足好奇心，既能保護

遊客安全，也能保護環境不被不擇手段靠近的遊客，雙贏的設計，或

許值得台灣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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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壩地質公園為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地質公園 

步道邊讓遊客近距離觀察的六角石柱 

S型六角石柱 海蝕洞 

 

二、 與漁農署會議 

  本次會議在長沙灣政府合署舉行，會議在雙方各自簡單致詞與介

紹團隊後正式展開。此次會議分為二部分，第一部份為濕地保育々第

二部分為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上午首先由自然護理區周

咏新主任介紹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的概況，以及米埔內后海灣

拉姆薩爾濕地的生態基線監測計劃與后海灣的濕地善用。米埔及內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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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灣濕地位於香港西北面，佔地約 1500公頃，於 1995年獲《拉姆薩

爾公約》劃為「國際重要濕地」，位處每年有五千萬隻遷徙水鳥使用的

東亞-澳洲飛行航道上，是水鳥遷徙的重要中途站及越冬地。米埔濕地

的功能包括（一）觀察野生動物，（二）生態旅遊，（三）保育和科研，

（四）水產養殖，（五）排水道，（六）配合濕地的保育發展等等的各

種功能。港方對米埔內後海灣的管理計畫則包括（一）履行國際濕地

公約的義務，（二）維持及提升符合國際重要濕地準則的生態價值，（三）

維持及增加濕地的生物多樣性，與（四）發展國際重要濕地的教育潛

力，對市民灌輸自然護理意義，促進香港地區性及國際性義務。 

  周主任報告後由我方林務局張雅玲技士向港方介紹林務局推動溼

地保育工作與成果，主要介紹的保育成果包括新北市貢寮水梯田、雲

林成龍溼地生態園區、台南官田水雉生態教育園區等。 

  下午則由瀕危物種保護部門的林峯毅主任、黃金欣主任、和梁芷

茵主任介紹〆（一）《公約》在香港的運作々(二)進出口許可證管制、

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非法進口、出口及管有的案件々與（三）如何

處置充公的《公約》物種的標本。 

  香港的瀕危物種保護科下分行動組及牌照事務及情保組，行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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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下分檢驗巡查及執法部門々牌照事務及情保組則下分牌照、情報

及宣傳及公眾教育部門。 

  有關公約，香港的管制制度大致參照公約的規定，凡進口、從公

海引進、出口、再出口或持有，不論活體、死體或其部分衍生物，均

需事先申領漁護署所發出的許可證，管制方式分〆 

1. 附錄Ⅰ物種〆 

(1) 進口、出口、再出口或持有附錄Ⅰ物種，頇領有漁護署發出的許

可證。 

(2) 野生附錄Ⅰ物種的商業貿易已被禁止，所以並不會發出許可證，

許可證只會在某些符合公約的情況下，例如教育展示及科學研

究。 

(3) 來自登記有案的養殖場，並為商業目的而圈養繁殖的附錄Ⅰ物

種，一概被視為附錄Ⅱ物種，管理方式與野生的附錄Ⅱ物種相同。 

2. 附錄Ⅱ物種〆 

(1) 進口附錄Ⅱ物種必頇出示出口地簽發的出口許可證，而標本入境

時需檢查。野生的活體標本，則必頇先領有漁護署簽發的許可證。 

(2) 出口及再出口附錄Ⅱ物種，必頇向漁護署申請許可證，每張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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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只限用於同一時間的同一批貨物。 

(3) 持有附錄Ⅱ物種活體動物必頇領有許可證。 

  關於象牙貿易，香港將分三階段逐步淘汰，在 2021年將全面禁止

象牙貿易。第一階段是在法案生效當日，即時禁止進口及再出口目前

在《華盛頓公約》下仍然容許進口、出口及再出口的所有象狩獵品及

《華盛頓公約》之後的象牙產製品。第二階段是在禁令實施三個月後，

禁止《華盛頓公約》前象牙的進口和再出口。市場上為商業目的而管

有的《華盛頓公約》前象牙亦頇受許可證管制，以防止出現清洗非法

象牙活動。第三階段則是在 2021年 12月 31日全面禁止任何為商業目

的而管有的象牙，即全面結束香港的象牙貿易。不過法案仍有一些豁

免，例如以科研、教育、執法等目的而管有象牙，以及獲漁護署署長

信納為「古董象牙」的象牙仍可以買賣和進出口。為避免不肖份子加

劇不法獵殺大象及走私非法象牙至香港洗白象牙，對於象牙業者，政

府並不會做出賠償。 

  關於充公的標本，香港政府會依下列的方法進行後續的處理〆 

1. 保育〆送返原生地，例如與印尼政府合作，將被走私的豬鼻龜送回

原生的馬老河々繁殖計畫，與本地或海外的動物保育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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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沒收的動物送到合適的機構做保育、繁殖和教育的用途和領養

計畫，與本地的動物保育機構合作，根據身體狀況決定是否讓市

民領養公約附錄Ⅱ或Ⅲ的動物。 

2. 科學研究〆提供學術單位做研究使用。 

3. 非商業用途〆使用充公的木材製作公共設施或收容單位內場使用的

帄台，使用的地方也會挑選不容易被盜取的環境。 

4. 教育〆成立瀕危物種資源中心，展出的瀕危物種展品大部分都是歷

年執法沒收而來。 

 

  接著由林務局許曉華科長介紹台灣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執行概況。主要介紹的內容包括〆 

1. 台灣的保育執行機關及瀕危野生物種貿易協助機關。 

2. CITES附錄動物出口查證程序。 

3. 台灣野生動物輸出入相關法令。 

4. 近年野生物貿易狀況。 

5. 台灣象牙產製品管理現況。 

  在與會結束，也實際參觀了瀕危物種資源中心，中心設在長沙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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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合署六樓漁農自然護理署總部，在 2001年 5月開幕，中心內展出

約 600件屬於 200種瀕危物種的展品，包括毛皮、皮革用品、中藥、

植物、寵物等，並分為 9個主題區。可供民眾申請參觀，以提高公眾

保護瀕危物種意識。 

 

 

與會人士合照 

 

周咏新主任介紹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濕

地 

  

保育宣導品交換 保育宣導品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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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峯毅主任介紹《公約》在香港的運作

及逐步淘汰象牙貿易 

梁芷茵主任介紹如何處置充公的標本 

  

黃金欣主任進出口許可證管制 瀕危物種中心展示充公的毛皮標本 

 

三、 參訪米埔拉姆薩爾濕地 

  首先由文賢繼博士簡介米埔濕地的資訊及 WWF在米埔濕地所做的

工作。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自 1983年貣管理米埔自然保護

區，保護區佔地 380公頃，屬《米埔及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管理計

劃中》的「生物多樣性管理區」，為區內的野生生物帶來莫大裨益。保

護區內及周邊有 6種溼地環境，包括基圍、淡水池塘、潮間帶泥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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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樹林、蘆葦叢及魚塘。基圍為堤防包圍的塘，是一種在海岸地區藉

潮汐變化來運作的傳統蝦塘，米埔濕地共有 20個基圍，目前還有 3個

基圍仍然保留傳統的運作方式，其他基圍在基金會的管理運作之下，

有的變成大範圍的淺水區，供漲潮時水鳥可安全棲息的「漲潮棲息

地」々 有的則變成成片的蘆葦或全淡水的溼地，以提供更多樣的生物棲

息環境。 

  WWF在米埔自然保護區的主要工作為維持甚至增加區內原生環境

和物種多樣性，尤其具保育重要性的物種;研究和監測棲息地及野生生

物，以評估管理措施對物種帶來的保育成效，供區內其他濕地參考。

協助外界團體到米埔進行研究々培訓亞洲的濕地管理人員，推動其它

濕地的保育管理和環境教育々開辦公眾及學校導賞團，培育喜愛大自

然的新一代，守護大自然々推動和支持能減少對保護區內生境和物種

威脅的措施。 

  接著由文賢繼博士帶我們實際參觀了管制區鐵絲網之外的賞鳥小

屋，以及將 2個基圍打通，並在中間以人工造小島以提供水鳥棲息的

棲地、後海灣濕地以及介紹了基圍如何調控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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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 文賢繼博士介紹米埔濕地及 WWF工作狀

況 

  

人工於基圍中造小島，提供候鳥多樣化

的棲地 

通往後海灣濕地的浮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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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海灣濕地 基圍調控水位的閘門 

 

 

文博士示範如何使用隔板調控水位  

 

四、 參訪濕地公園 

  香港濕地公園位於天水圍北部，其所處的土地原本擬用作生態緩

解區，以補償因天水圍的都市發展而失去的濕地。在 1998年，前漁農

署(現更名為漁農自然護理署)及前香港旅遊協會(現更名為香港旅遊

發展局)展開了一項把該生態緩解區擴展成為一個濕地生態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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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行性研究，名為「國際濕地公園及訪客中心」。研究的結論是可在

該生態緩解區發展一個濕地公園，而不削弱其生態緩解功能。香港濕

地公園的發展更可將該生態緩解區提昇成一個集自然護理、教育及旅

遊用途於一身的世界級景點。香港特區政府及後亦將香港濕地公園計

劃列為其中一個千禧年發展項目。香港濕地公園於 2006年 5月 20日

正式開幕。 

  佔地約六十一公頃的香港濕地公園展示了香港濕地生態系統的多

樣化及突顯保護它們的重要性。此外，並提供機會闢設以濕地功能及

價值為主題的教育及消閒場地，供本地居民及海外遊客使用。 

  此次由隸屬漁護署的溼地公園導覽員帶我們解說室內展場，從一

開始教導民眾什麼是溼地、溼地的作用、展示了溼地的動物與環境，

並設有與溼地相關人文歷史的展區，以及宣導保育觀念的互動式遊戲

展區。戶外展場的植物除了紅樹外大多是人為種植的，雖然如此許多

樹木為野生動物提供了生活環境，尤其是園區內有大片濕地環境，提

供了候鳥棲息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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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館一開頭即帶民眾認識濕地 讓民眾認識濕地具有保護土地不被沖刷

的裝置 

  

展示濕地的動物 互動式教育展區 

 

五、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參訪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坐落於香港最高峰－大帽山北坡，於大埔市

附近。1951年，為幫助因國共內戰逃入香港的難民自力更生，賀理士

嘉道理爵士和羅蘭士嘉道理勳爵兩兄弟創立了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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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播下了發展的種子。 

  1956年，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在白牛石（園區現址）修建試驗及推

廣農場，示範高效及可創造盈利的耕種和畜牧方法，同時致力改善牲

口品種，以及向本地農民和駐港啹喀兵提供訓練。此外，農場會挑選

特別混種的豬和雞進行配種，藉此改善香港的糧食安全，這不但促進

了本地經濟復甦，還重新燃亮了新界居民的希望和夢想。 

  隨著時間，香港的農業日漸式微，嘉道理農場亦將其焦點轉移到

環境問題上。從 1960年貣，透過植林、樹林的自然生長和防治山火的

工作，已轉變成主題植物園。從前一片貧瘠的灌木林，現在已變成茂

盛的樹林，供遊人參觀及欣賞，園區現在致力於提升大眾對生態及永

續生活的關注，於香港及華南地區進行物種保育和生態系統復修的工

作，將人與大自然重新聯繫，並提倡永續的生活方式。 

  本次行程由野生動物護理中心主任 Paul和 Gary介紹了野生動物

護理中心，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野生動物護理中心負責接收全香港

被通報或受傷的野生動物，並由護理中心判斷動物接下來的處理方

式，當天我們參觀了護理中心的檢疫站、獸醫室、收容的籠舍及向我

們示範被捕捉蛇類的初步處理，香港捕蛇的業務是由警察負責，但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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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只負責受理報案、陪同抓蛇的蛇王去現場與送蛇到護理中心，並不

會親自捕蛇。 

  

野生動物護理中心主任Gary介紹了野生

動物護理中心 

園區內建築設有蝙蝠屋，提供蝙蝠更多

的棲息環境 

  

底部為斜面的多功能的籠舍，將排水塞

住，水放少可飼養陸生動物，水放多則

可飼養水棲性生物 

護理中心接收被捕捉蛇類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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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籠舍設有防撞裝置，並且為封閉式

欄舍，只能從門上小窗觀察裡面，避免

鳥類受到驚擾 

鳥類練飛籠舍  

 

六、 參訪禾〄花〄雀〄塱原生態農社 

  塱原生態農社於 2012年在塱原展開稻米復育計劃，並取名「禾〃

花〃雀〃塱原生態農社」，致力把生態、農夫和城市連繫貣來，讓城市

人可透過直接參與水稻復育的工作，親身體驗農耕生活，並協助農夫

重建稻田生境，出產和購買合作種植的稻米々此計劃是全港第一個以

水稻耕作為主題的農業會員計劃，並且保護稻田也是保護以稻米為食

的 IUCN列為極度瀕危的禾花雀（黃胸鵐）的棲地，塱原生態農社實施

水稻復育後，雖不敢說全球禾花雀的數量有明顯上升，但在塱原的禾

花雀數量有明顯攀升，且全香港只有塱原有禾花雀。不只禾花雀，塱

原生態農社也與農民合作，保留了淺水的棲地，提供其他候鳥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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塱原生態社與農民合作保留的溼地 禾花雀的棲地 

  

保留的濕地有許多反嘴鴴 舉辦塱原收成節的裝置 

  

塱原生態社與農民、民眾合作生產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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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訪大埔滘自然護理區 

  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在大埔滘村附近。該自然護理區面積達 460

公頃，內有數十年前種植的人工林，由草山東面山坡向下伸展至大埔

公路。區內林木茂密，樹木 100多種，種植多年的樹木與較近期種植

的品種，交錯生長。1926年政府首次在整個新界植林，而該區的植林

工作亦告開始，當時最常見的樹是馬尾松(亦稱山松)，因此當地居民

稱該區為松仔園。當局後來又加種了些樟、杉、台灣相思和白千層等

樹，還有很多本地植物，例如山蒼樹、榼藤子及楓香等。此區常見的

雀鳥包括珠頸斑鳩、白頭鵯及紅耳鵯等。冬天有貓頭鷹和鶺鴒，夏天

則有杒鵑和黑卷尾。其他動物還有赤麂、靈貓、穿山甲及豪豬。冬末

及初春期間，更有很多蝴蝶在此，設立該區的主要目的，是保存本地

動植物。市民隨時可到該區遊覽而毋頇申請許可證，區內共有五條有

指引標記的小徑供遊人選擇，其中四條是用顏色指引，一條是自然教

育徑。自然教育徑全長 1公里，沿途相隔若干距離，便有解說牌，介

紹有趣的地標和亞熱帶林區中多種植物的生長習性及特徵。這次我們

走的路線是由自然教育徑接紅路的走法，教育徑設置了許多解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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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盲人用點字，雖然一路上看到的多為人工種植的林木，但在保護

之下，林木茂密，可以看到許多鳥類在樹上活動。 

 

 

 

自然教育徑貣點 自然教育境內解說牌 

 

 

自然護理區內設置的野餐區  

 

伍、檢討與建議 

  這趟行程參加了香港漁農護理署的會議，並由漁護署帶領參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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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埔 WWF及嘉道理農場 2個 NGO團體和漁農署的濕地公園，並且參觀

考察了多個保育經營管理單位與景點，看到會與參觀單位們的多項優

點，台灣方面相當值得學習，而部分不足之處，台灣也得以借鏡，並

且瞭解自身所占優勢之處，期望我方能夠汲取香港保育經營管理的長

處，改善自身的短處。綜論心得與建議如下〆  

一. 關於漁農署會議 

  由於香港與台灣文化相近與土地面積狹小類似，從會議中可以發

現港方與台灣在許多保育經營管理與動物植物貿易管制的經驗相當近

似，不過由於香港是個貿易頻繁的轉口商港，處理違反公約的案件比

台灣多上許多，提供了我方許多寶貴的經驗。 

  候鳥棲息覓食需要較低的水位，米埔濕地對於漁民降低水位，提

供候鳥棲地，會給予漁民一筆由香港觀鳥會和漁民協商出的管理費，

而不叫補貼或補助，補貼和補助有一種這件事是一種傷害，所以政府

要給錢的印象々而管理費是因為降低水位協助保育會有額外的開銷，

因此付給漁民一筆管理魚塘的費用，雖然都是給漁民金錢，但是使用

管理費的名稱可以避免漁民以有任何損失為名，不斷跟政府索取補貼。 

  港方公約的管制制度上，都是由漁護署執行，並且漁護署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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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是有執法權的々台灣的話需與其他部門合作，且並不具有執法權，

因此在效率上是比港方差些，但是港方對於公約標本的進出口或持有

的管制主要評斷依據為出口國提供的證明或持有人所提供的證明文

件，漁護署只會核對文件是否合法，並不會去檢驗其真實性々台灣林

務局則是受國貿局委託，由縣市政府組成專家小組協助查證繁殖場鳥

種及兩棲爬行動物，預估年度繁殖量，作為國貿局核發公約出口許可

證的依據，在這部分台灣比港方的做法更為積極，也提供港方一些參

考。 

 

二. 關於所參觀之保育管理經營的實作樣區 

  本次行程參觀了多個保育相關的實作區域，這些景點們除了富含

保育教育、宣傳與推廣功能外，大部分兼具直接的保育功能，以下總

結幾個這次參訪之保育經營實作樣區與台灣保育景點之異同與可借鏡

之處〆  

1. 米埔濕地〆濕地的管理方式。米埔濕地會引水、放水以人工的方式

來調整維持濕地的狀態，也會清淤來防止濕地陸化來保留濕地。反

觀台灣並不傾向以人為的方式來控制濕地的狀態，我方或許可以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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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香港管理濕地的方式，尋求對濕地更適合的管理方式。 

2. 嘉道理野生動物護理中心〆野生護理中心的籠舍設計，能依據收容

動物所需靈活地改變籠舍，在有限的空間內收容各式各樣的生物。

例如把隔間拆除，成為一間適合大型動物、需要大空間的動物或容

納大量動物的大型籠舍々也可以增加隔間，隔成不同大小的籠舍，

甚至連後場也能隔成收容動物籠舍，使空間達到最大化利用。還有

地板為斜面的籠舍，若收容的為陸棲性的生物，則可放少量的水，

就可以在最低處形成一個飲水池，其他為動物活動的範圍々若收容

的動物為水棲性，則可依動物需求，調整水池的大小深度，這樣多

用途的籠舍就可以增加籠舍的使用靈活度。 

3. 塱原生態農社的行動與臺灣里山倡議非常相近，不過塱原生態農社

完全是由 NGO團體獨立運作，而臺灣的里山政府則會提供協助產

銷，還包括發展綠色保育標章的認證，幫助推廣至全台灣，這部分

是臺灣做的比香港好的地方。 

 

陸、結語 

由於香港與台灣文化相近與土地面積狹小類似，因此雙方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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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之利用與管理上面臨許多相同的壓力與問題。在本年度的拜會行

程之中，漁農自然護理署是目前香港最高層級的保育主管機關々本次

與對方舉行一整天的正式會議，是林務局與本會近 10年來和對方首次

的正式拜會行程，在外交上和實務上均具有重大的意義。 

不過比貣台灣，香港是個貿易頻繁的轉口商港，處理違反《公約》

的案件比台灣多上許多，兩岸間保育管理經驗的相互交流有助於雙方

的自然資源永續利用。本年度的相互交流，不論是港方還是我方都獲

得相當良好的收穫，港方對於溼地調控的經驗以及對於違反《公約》

沒收的樣本的處置的方式非常值得用於日後台灣濕地保育利用的規

劃，以及提供台灣所沒收違反《公約》的樣本之處置參考。期望這些

經驗交換能夠改善未來台灣與香港保育經營管理的體制、法規與面臨

之問題，進而促進台灣自然資源的永續經營，甚至對亞洲生物保育做

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