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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南方鳥類論壇成果報告 

 

一、 計畫名稱：2019 南方鳥類論壇：讓愛傳承~強化保育社群之永續

發展 

 

二、 執行情形及成果 

甲、 執行情形 

 

11 月 10 日舉辦的『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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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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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群

策組長、曾建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植物防疫生態保育科張韻萍科

長、特有生物中心林瑞興組長、金門國家公園保育課黃子娟課長、

屏東林管處郭家旻、中華鳥會方偉宏理事長、李益鑫秘書長、呂翊

維副秘書長、台北鳥會常務理事曾雲龍、關渡自然公園何麗萍處長、

彰化鳥會謝孟霖理事長、雲林鳥會王振芳理事長、台灣野鳥保育協

會李進興理事長、環境資訊協會周昭蕊經理、台灣濕地保護聯盟古

靜洋理事長、美濃愛鄉協進會榮譽理事長劉孝伸老師、八色鳥協會

榮譽理事長黃淑玫老師、台南鳥會潘致遠理事長、林岱瑢總幹事、

桃園鳥會陳靜文、苗栗縣自然生態協會張世鴻、屏東鳥會吳正文、

彭淑貞。 

 

參與的學術單位老師們有高師大羅柳墀老師、高醫生物系陳炤杰老

師、中山大學張學文老師、樹德科大劉建宗老師、東海大學陳炳煌

老師。以及本會林傳傑理事長、鄭政卿常務理事、陳添彥理事、李

委靜理事、李俊輝理事、朱志堅理事、陳欽水理事、柯金儀理事、

張進隆監事等。特別感謝財團法人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陳田圃先

生百忙之中撥空參與。 

 

本次論壇的主題分為『教育推廣與公民科學』、『棲地經營管理』以

及『強化保育社群之永續發展』三個議程進行討論。以下分述各議

程討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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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教育推廣與公民科學】 

 

本議程邀請全國五個極具代表性的案例進行分享，包括雲林鳥會的「土

豆鳥大集合經驗分享~小辮鴴的公民科學活動」、彰化鳥會「鷹揚八卦辦

理 25 年心得分享」、台北鳥會「鳥人年度盛事~關渡賞鳥博覽會」、中華

鳥會「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六年成果回顧」、特生中心「利用 eBird Taiwan

作為彙集臺灣多元鳥類觀測資料的平台」！ 

 

「土豆鳥大集合經驗分享~小辮鴴的公民科學活動」 

2012 開始由雲林縣野鳥學會主辦，後來加入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擴大公民科學的參加，調查員人數從 2012 年的 33 人增加到 2019 年

的 111 人，調查員來自縣市有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南投、彰

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 11 個縣市。並成功與社區、

學校、友善農家結合，成為極具特色的公民科學參與活動。 

 

「鷹揚八卦辦理 25 年心得分享」 

是公私部門合作極佳的案例！然而隨著活動的成功、人潮的引起，

越來越多的團體參與，各有不同的期望：鳥會期望保育、環境教育，

有人希望發展觀光，有人期望面子、有人希望發大財，社區有能量

投入，棲地日漸縮小、地下水位下降、棲地品質改變，如何解決？

有待各界提供建議。 

 

「鳥人年度盛事~關渡賞鳥博覽會」 

1999年起，舉辦「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是全球第二大、亞洲最

大的鳥界博覽會；累積21屆，累計總參觀人數超過80,000人次，總投

入志願者人數超過10,000人次。博覽會的核心價值是「保育倡議」、

「綠色形象」、「公眾參與」、「多方交流」、「體驗啟發」，內

容涵蓋八大活動群：「地方創生」、「野望影展」、「永續講堂」、

「NGO地球村」、「自然藝術」、「主題遊戲」、「現場解說」等。

透過領域合作把自然保育和文化創意結合，吸引不同面向的族群前

來參加。69%和家人一同前來，30歲以下超過50%，89%來自大台北

地區。2005年經歷禽流感的危機，舉辦「關渡國際自然裝置藝術節」

活動，以「環境關懷」、「公眾參與」、「藝術美學」為理念，用

藝術來行銷，「淡化賞鳥印象、重現大眾信心，尋找多元營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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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及新客群」。 

 

關渡自然公園在台北鳥會及各界的支持下，成為全台灣最成熟的濕

地公園營運典範和環境教育中心，其營運的模式和用心，值得全國

NGO和公園場域參考。 

 

 

「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六年成果回顧」 

西方的聖誕節鳥類調查自1900年持續到現在。國內在1973-1984年間

亦進行過「新年鳥類調查」，然而從此停頓。台灣位於東亞澳遷徙

路線上，面臨鳥族群量大幅下降的威脅，主因是東亞沿海泥灘地的

流失所致，中國沿海快速人工化導致泥灘地的流失；唯有政府的保

育力度是力挽狂瀾的關鍵！因此在2014年中華鳥會、台北鳥會、高

雄鳥會與特生中心等四個單位聯合發起NYBC新年數鳥嘉年華活動，

目標是「監測」：冬季鳥類狀況，「教育」：推廣生態保育知識，「休

閒」：老少咸宜休閒活動。2019年共有179個樣區，涵蓋全國面積14%，

參與人數高達1300以上，紀錄323種鳥類、30萬隻以上。掌握群群

量逐年減少與增加的鳥種和樣區，資料庫採取開放的方式供各界運

用，作為相關單位經營管理保育參考。歷年的資料將成為2020國家

鳥類報告的內容。 

 

「利用eBird Taiwan作為彙集臺灣多元鳥類觀測資料的平台」 

生物時空分布資訊，是保育生物多樣性的基礎。台灣鳥類監測資料

豐富而多元，然而卻分散各地，有著不同的調查方式與紀錄格式；

因此特生中心研擬「台灣鳥類族群監測架構」，包含繁殖鳥類(BBS)、

冬季鳥類(NYBC)、特定鳥種、其他(eBird)。eBird是記錄您觀察的所

有鳥種、隨時追蹤您的鳥種紀錄、主動探索鳥類分布和統計結果、

分享紀錄，參與eBird社群參與、貢獻鳥類保育和科學研究。是世界

上最大的即時賞鳥資訊平台、紀錄清單格式完整、穩定持續更新全

球鳥類名錄。資料開放是eBird的核心精神，並配合全球活動「世界

觀鳥大日」、「庭院鳥類大調查」等活動，不時推出「挑戰活動」

吸引鳥友參與；並配合國內賞鳥活動(如賞鳥大賽)加強記錄保存。

也與各鳥會合作進行「歷史紀錄」的保存與上傳工作，包含中華鳥

會資料庫。目前有2900個使用者上傳資料，累積37萬多筆紀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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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的使用者中，台灣的鳥人非常活躍，貢獻的紀錄清單高達

第七名！未來將結合鳥類辨識Merlin APP成為賞鳥神器，對於賞鳥

活動的推廣和公民科學參與發揮更大的效益！ 

 

綜合討論 

1. 土豆鳥普查是很棒的公民科學參與活動，更結合社區、學校、友

善小農的參與，未來如能爭取縣政府的支持，有機會成為雲林重

要的大型活動。 

2. 鷹揚八卦活動受到各界歡迎，如何把持創立的宗旨不受外力影響，

並兼顧棲地保育工作，以確保過境猛禽得以安心休息覓食，才是

活動永續的基礎。 

3. 關渡博覽會目前是亞洲最大的賞鳥博覽會，可以在保育行動發揮

更大的力量，並擴展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4. ＮＹＢＣ是近年最大的公民科學參與活動，對於累積冬季鳥類資

料庫和趨勢有非常大的幫助，歡迎更多學校、社區或其他族群參

與。 

5. eBird 是全球最大的鳥類線上即時資料庫，對於個人賞鳥紀錄和

行程規劃、鳥類資料的時空分布、趨勢的了解有極大的幫助。對

於保育團體與政府來說更是很好的保育工具。 

B：【棲地經營管理】 

本議程邀請台北鳥會介紹『關渡自然公園的經營管理』、環境資訊協會介

紹『自然谷環境信託~森林守護的多樣形式』，以及『澎湖縣青螺溼地鳥

類繁殖族群與棲地經營管理』、金門國家公園的『栗喉蜂虎的棲地營造』

等四個題目。從公有的大面積濕地到私有的小面積林地的經營管理，談

到鳥類棲地的營造經驗分享。 

 

『關渡自然公園的經營管理』 

關渡自然公園歷經２０年的催生，是台灣首座由政府委託民間團體

自負盈虧經營的濕地公園。在各界的支持下台北鳥會運用所有的努

力和支援，將關渡自然公園營造成一個有３０位專職人員、３００

長期志工、２０００位短期志工的環境教育場域，同時兼顧東亞澳

候鳥遷徙縣的重要棲地環境、濕地明智利用的場域、引導民眾親近

自然之服務場域、倡導生態保育之自然藝術中心。在棲地經營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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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模式』進行濕地的經營管理，引入水牛、開啟閘門引入半淡

鹹水，降低水草生長的速度。並將相關經驗轉移到其他亞洲濕地。

為了永續發展，關渡自然公園的經費５５％來自政府和企業專案，

４５％來自活動、服務、門票和捐款，顯示濕地的營運還是需要公

私部門與各界的支持。因此關渡自然公園也從各方向建立極佳的合

作夥伴關係，從政府部門、企業、社區、學校、其他濕地中心，並

參與國際濕地網絡，成為台灣唯一加入的代表。關渡自然公園的存

在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讓愛傳承。 

 

『自然谷環境信託~森林守護的多樣形式』 

自然谷是台灣首座以公益信託方式交給民間社團管理的基地。環境

信託的發源地是英國的國民信託組織，在１８９５年成立，信託取

得財產的方式包括：捐贈、遺贈、契約信託、購置等方式。台灣在

１９９６年公布實施信託法，２００３年環保署公告『環境保護公

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台灣目前公益信託金額高達８８４億，只

有一例環境信託，且賦稅優惠規範不平。當受託人為非信託業者時，

將面臨繳納所得稅，且個人或企業捐款給公益信託不可抵所得稅，

且年度捐贈金額超過２２０萬須納入遺贈稅額中。相反的當受託人

是銀行信託業者時，以上都是免稅的。為了支持環境信託，讓保護

環境的愛傳承，需要更多人加入聯署讓環境信託更完善。 

 

『澎湖縣青螺溼地鳥類繁殖族群與棲地經營管理』 

青螺沙嘴面積只有２．７公頃，２０１９年有小燕鷗、東方環頸鴴、

蒼燕鷗、燕鷗在此繁殖，巢位多集中在西南側。小燕鷗的繁殖成功

率為６７．３％（n=104），比台灣的彰濱工業區、蘭陽溪口的成功

率高；小燕鷗在台灣本島繁殖失敗的原因皆歸因於降雨量！青螺濕

地的植被越來越茂密將影響鳥類繁殖，需在每年繁殖季前加以整理。

因應地方的要求，青螺濕地內興建青螺與紅羅兩漁港，為使航道暢

通必須進行清淤，比較衛星影像圖，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８年，沙

嘴的面積由３．８１公頃減少到２．７１公頃，面積消失了２８．

９％。經營管理建議如下：因此避免不當的建設，並加強保護青螺

沙嘴北側，防止進一步的侵蝕與棲地縮小、並於繁殖季前進行棲地

整理、管制路燈、加強居民巡邏與解說認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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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喉蜂虎的棲地營造』 

栗喉蜂虎為金門的夏候鳥，４月抵達，５月築洞，６－８月繁殖，

９－１０月離開。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自民國９１年開始進行生殖

生態、棲地選擇、族群分布的調查研究，１０４年起委託台灣大學

以地理紀錄器解開栗喉蜂虎的遷徙之謎。然而卻發現營巢區日漸減

少，遂開啟了人工棲地營造的工作。慈湖三角堡從１００年開始棲

地復育，開始僅有１７巢，１０７年已達４０１巢；青年農莊９８

年有４３巢，１０８年達６２２巢。９１年度自然型營巢地有３４

９巢佔８４％，人工型營巢地有６７巢佔１６％；１０８年度國家

公園營巢棲地有１０５１巢佔５６％，其他繁殖棲地有８１６巢佔

４４％。管理處透過棲地營造、賞鳥圍籬、解說通道設置與告示牌，

宣導正確賞鳥觀念，並加強與遷徙路線上相關單位合作，更全面的

進行研究與保育措施。 

 

綜合討論 

1. 關渡自然公園的營運方式提供各濕地公園管理很好的參考。希

望各縣市政府可以多加觀摩，將公園管理的方式加以活化，充

分授權與專業的生態團體合作，同時引入企業合作的模式，彼

此分工，將濕地公園的功能發揮到最大！ 

2. 自然谷是國內首座私人用公益信託的方式委託民間管理的基地，

然而對於受托單位來說仍要負擔相關的人事及營運費用。因此

有必要進行公益信託修法和推廣，才能擴展民間保護區的能

量。 

3. 青螺沙嘴小燕鷗棲地的保育牽涉到其他單位的協調與管理目標

的差異，需要觀念的溝通與認同，以及固定的協商與管理機制；

沙嘴的地貌是變動的，因此需要持續的人為介入才能維持棲地

的品質。 

4. 栗喉蜂虎是金門極為特殊的夏候鳥，具有極佳的觀賞、觀光和

生態保育價值。透過全面的調查、棲地的營造和導入解說教育，

可以創造栗喉蜂虎更好的繁殖巢區，同時促進金門的觀光發展，

保育的努力值得借鏡。 

C：【強化保育社群之永續發展】 

本議程邀請臺灣野鳥保育協會分享『臺灣野鳥一甲子回顧與前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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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鳥會常務理事曾雲龍分享台北鳥會的『財務永續』，中華鳥會秘書長

分享『面對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對應策略』，高雄鳥會林昆海總幹事分

享『生態據點紮根分享～讓愛傳承』三個報告。並邀請中華鳥會方偉宏

理事長主持，林務局保育組黃群策組長、特生中心林瑞興組長擔任與談

人。 

 

『臺灣野鳥一甲子回顧與前瞻計畫』 

野鳥社團是國內最早的生態保育團體，也開創了國人保育觀念的先

機，帶動各保育社團的陸續成立和發展，幾十年來如野生動物保育

法催生、關渡自然公園的設立、棲蘭山原始檜木林的保護、水雉復

育園區及黑面琵鷺保護區設立等等重要保育運動幾乎都是由野鳥保

育協會所帶頭發起。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1). 以口述歷史方式蒐集臺

灣鳥界耆老如吳森雄、陳炳煌、顏重威、張萬福、陳田圃、歐瑞耀、

魏銀南、呂光洋、蔡航椰、陳寶忠、曾國藩、李進興、劉小如、林

金雄、劉川、葉佳豐、高興國、呂佩義、曾美麗、劉克襄、李平篤、

何華仁、等等老鳥有關臺灣野鳥保育發展的敘述並以數位整裡典藏

保存。 2). 搜尋並蒐集全台早期各地方鳥會成立的滄桑歷史 3). 搜

尋並蒐集早期與野鳥相關之特殊重要出版印刷品、野鳥圖鑑、雕塑

飾物、T 恤推等之蒐集，並建立數位化檔案紀錄保存。 4). 整理光

復以來臺灣野鳥保育成果：依年代列述野鳥保育重要成果及活動，

例如，催生野生動物保育法、推動關渡自然公園設立、黑面琵鷺調

查與保育、 水雉生態教育園區、國際賞鳥博覽會、野鳥重要棲息地

IBA 劃設、墾丁賞鷹、鷹揚八卦、觀音觀鷹活動等等…重要之影音紀

錄、重要文件及相關物品並予數位整理. 5). 最後總結出版「臺灣野

鳥一甲子回顧與前瞻」專書、拍攝台灣野鳥一甲子紀錄片並舉辦發

表會、首映會及臺灣野鳥保育成果回顧展覽。 

 

『面對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對應策略』 

李益鑫秘書長從ＮＧＯ的定義談起，指出若僅以營利為『手段』，來

達成其公益目的，而非以營利為『終局目的』者，及非有營利『行

為』，故仍無違其作為公益法人之本質。鳥會的宗旨是欣賞研究保育，

從中華鳥會的工作中了解到鳥會的工作包含『影響政策』、『研究與

公民科學』、『教育及公眾參與』、『國際合作』等面相，目前生態保

育工作主流是呼應聯合國的永續發展指標ＳＤＧs，首要目標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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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樣性主流化』。國際上包括台灣前三大的會計事務所都重視永續

發展的目標，跟我們的關係是甚麼？保育團體能否從過去的『抗爭』

轉型到『經營』？以綠能開發與生態衝擊為例，兩者是平行選項還

是可以互為合作的資源？關於環境的永續發展，我們可以做甚麼？

生態資源是一切的開始，如何在社區發展與生態保育之間取得平衡，

或許可以從彰化濕地到布袋鹽田的模式找到答案。 

 

『財務永續』 

台北鳥會常務理事曾雲龍從台北鳥會的宗旨，志工組織與投入、場

域的經營管理及收入支出的比例，討論財務永續的機制。目前台北

鳥會受委託經營的場域有關渡自然公園（１００％自負盈虧）、芝山

綠園（３５％補助，６５％自籌），鰲鼓東石展示館（８０％補助，

２０％自籌）。野鳥救傷中心（１００％自負盈虧）。台北鳥會專職

超過５０位，志工人數高達８００人以上，志工總投入人次１２,

９６６人次，５５,６９９小時。自有營運的收入佔５０％以上，因

此對政府和捐款的依賴比例較低，財務較能自足永續。 

 

『讓愛傳承～為鳥為環境』 

高雄鳥會在２０００年起推動『生態據點紮根行動』，希望達到會員

聯誼、教育推廣、累積資料、發展組織、促進保育行動等五項目標。

每一個生態據點各有其特色和人員的發展：中寮山生態據點發展出

草鴞保育行動；鳥松濕地則成為鳥會認養經營管理的場域，壽山推

動成立『國家自然公園』功成身退，成為諮詢會委員。黃蝶翠谷持

續和八色鳥協會、美濃愛鄉協會合作，進一步發展美濃水雉棲地營

造。２０１９年認養國產財產署布袋十區鹽田。人的觀念影響每一

個棲地的命運和成敗，生態據點紮根行動接下來是『人』的紮根經

營！在我們有生之年為鳥和環境做一點事，在行有餘力之際，將土

地、遺產、或保險捐贈給所認同的生態團體，『讓愛傳承～為鳥為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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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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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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主題：『強化保育社群的永續發展』，我們從教育推廣、公眾

參與、公民科學切入，到物種的保育、不同尺度的棲地經營管理，到

鳥會歷史回顧、保育團體的定位、財務永續發展的探討，在在說明民

間團體是保育力量最重要的推力，也是政府政策推動的好夥伴。然而

這樣的局面是歷經多年、無數志工、專職夥伴投入得來的成果。為了

擴大並強化保育社群的力量，不僅有民間的努力，還需要政府部門的

支持，透過這樣的交流、案例的分享，希望帶動後續的參訪、討論、

修正，讓保育工作在各縣市欣欣向榮！ 

 

乙、 參與人數： 

含與會者、工作人員、講者、來賓，共計 93 人。如五、簽

到表 

丙、 論壇手冊： 

印製 100 份 

丁、 海報 10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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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照片及說明 

 

教育推廣與公民科學 

  

雲林鳥會－王振芳理事長 彰化鳥會－謝孟霖理事長 

  

台北鳥會－曾雲龍常務理事 中華鳥會－呂翊維 

  

特生中心－林瑞興 教育推廣綜合討論 

棲地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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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自然公園－何麗萍處長 自然谷－周昭蕊專案經理 

  

高師大地理系－羅柳墀老師 金門國家公園－黃子娟課長 

 

棲地經營管理綜合討論 

強化保育社群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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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野鳥保育協會－李進興理事長 中華鳥會－李益鑫秘書長 

  

台北鳥會－財務永續－曾雲龍 高雄鳥會－讓愛傳承－林昆海總幹

事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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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瑞耀先生 中華鳥會－方偉宏理事長 

  

高雄鳥會理事長致詞 農業局保育科張韻萍科長 

  

高雄鳥會鄭政卿常務理事 美濃愛鄉協進會榮譽理事長劉孝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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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大合照 

 

會場布條 

 

論壇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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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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