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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南方鳥類論壇成果報告

一、 計畫名稱：2020 南方鳥類論壇－光電危機與鳥類保育的挑戰

二、 執行情形：

11月 08 日舉辦的『2020 南方鳥類論壇』，總計有 103 位來

賓參與本次大會，在各界鳥友與公私部門、學界的參與下圓滿閉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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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源局廖士偉簡任技正、趙庭慧、嘉義縣政

府農業處石蕙菱科長、嘉義林區管理處陳榮作技正、墾丁國家公

園管理處許書國副處長、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黃書彥助理研究

員、吳世鴻助理研究員、環境資訊中心李育琴特約記者、韋能能

源有限公司胡根地執行董事、台大城鄉基金會蔡福昌執行長、屏

東鳥會吳常務理事、蔡乙榮監事、高雄鳥會邱彩綢專案計畫經理、

陳懿萱研究保育專員、台灣野生鳥類緊急救助平台張沛淇志工、

台灣猛禽研究會王李廉專職、台南鳥會張月馨專職、林聖桓專職、

台東鳥會蘇俊榮、美濃愛鄉協進會榮譽理事長劉孝伸老師、黃淑

玫老師、台灣濕地保護聯盟古靜洋理事長、大崗山人文協會古景

泱理事、太陽光電系統公會林聖芳秘書。

參與的學術單位老師們有高師大羅柳墀老師、嘉義大學蔡若

詩老師、樹德科大劉建宗老師、東海大學陳炳煌老師、臺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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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俊老師、屏東縣崇華中學楊貴榮校長，以及本會邱滿星理事

長、林傳傑常務理事、鄭政卿常務理事、莊清富常務理事、李俊

輝理事、施俊雄理事、柯金儀常務監事、李怡慧監事。

三、 執行成果：

本次論壇的主題分為『布袋鹽田保育與光電的挑戰』、『物

種保育行動』以及『網路社群的功能』三個議程進行討論，以下

分述各議程討論的重點：

【布袋鹽田保育與光電的挑戰】

本議程邀請台大城鄉基金會介紹『布袋鹽田的歷史與願景』，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介紹『影響布袋鹽田水鳥數量的環境因子』，

以及高雄鳥會介紹『布袋鹽田濕地保育工作平台的角色』，一同

探討在太陽光電成為能源轉型的重要政策下，對於鳥類生態保育

上的衝擊及影響。

a. 布袋鹽田的歷史與願景：

嘉義布袋鹽田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 1784 年，面積達 1800 餘

公頃，造就民國 50至 60 年代「白金歲月」傳奇。於 2001 年正式

結束長達 218 年的布袋曬鹽史，但仍有近 2000 多公頃之鹽田，具

區域排水、水利滯洪、魚類棲息等功能，更是逾百種鳥類的棲地

樂土，其中有瀕臨絕種保育類－黑面琵鷺、鱟來此棲息。嘉義布

袋鹽田周邊還保留當時曬鹽遺跡和眾鳥群飛的景象，在全面廢曬

後，留下的大面積土地將面臨開發的威脅，為保存鹽業文化地景，

以及鹽田濕地生態復育，將推動規劃國家重要濕地、黑面琵鷺預



3

備棲地，並推出鹽村風土料理、舉辦謝鹽季、打造鹽業文化生活

圈，讓嘉義布袋成為各界鹽業文化環境教育基地。藉由濕地糧倉

行動，以生產來捍衛保育，從文化多樣性的思考來實踐生物多樣

性復育的目標。

b. 影響布袋鹽田水鳥數量的環境因子：

沿海潮間帶泥灘地等自然濕地的消失是造成東亞-澳洲遷徙

線水鳥數量大幅下降的主因。在過去 60年間因填海造陸、圍墾魚

塭、沙源流失，造成台灣減少了 59%的泥灘地。為了生存，許多

水鳥轉為利用人為濕地，如農田、魚塭、鹽田等，因此發展適合

水鳥棲息的人為濕地操作管理方式，是未來水鳥保育的重要策略。

嘉義布袋鹽田濕地為臺灣野鳥重要棲地，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自 2016年 1月開始於南布袋鹽田進行鳥類和水環境的調查，結果

顯示平均水深顯著影響不同水鳥的利用，而鹽度顯著影響鷗鳥、

大型涉禽及浮鴨，潮汐、溶氧及濁度則分別影響小型鷸鴴、大型

涉禽及潛水鳥，了解影響不同類群水鳥的關鍵環境因子，有助於

探討鹽田的棲地改善方向。

c. 布袋鹽田濕地保育工作平台的角色：

經濟部能源局為推動「太陽光電 2年推動計畫」，於嘉義縣

鹽業用地之國有土地設立太陽光電示範專區，因此本計畫以設置

光電設施後兼顧濕地生態環境品質為目標，建議同時進行生態環

境棲地改善，使開發過程亦能兼顧濕地生態與環境教育。主要執

行對策有經營管理野鳥重要棲息地，生態監測調查並建立生態資

源資料庫，定期做環境巡守與維護，推動環境教育，舉辦平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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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工作坊、志工培訓等活動。結合公私部門的相關單位，建立

夥伴關係，落實公民參與，讓關心布袋鹽田的各個政府部門、光

電業者、民間組織，以及社區民眾等，共同經營管理布袋鹽田，

以期降低光電開發對濕地生態的衝擊，達到濕地保育的目標，同

時提供在地居民滯洪防洪的功能，以及養殖漁民水資源交換的使

用，達到可持續發展的濕地經營管理模式。

【物種保育行動】

本議程邀請嘉義大學介紹『台灣山麻雀的保育現況與行動』，

嘉義林區管理處介紹『山麻雀社區保育行動』，以及高雄鳥會介

紹『高雄黃鸝的現況與問題』，從保育鳥面臨的威脅以及採取的

保育行動中，看到政府、民間團體跟社區部落合作的重要性，在

本次議程中做一個經驗與成果分享。

a. 台灣山麻雀的保育現況與行動：

山麻雀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主要棲息於里山環境，

因此人為活動與棲地變化會影響山麻雀生存空間，其所面臨的生

存危機包括棲地改變及破壞、食物及巢位資源不足與物種競爭等。

近年來，執行的保育行動有設置人工巢箱提供充足繁殖巢洞並掌

握繁殖狀態，定期進行全台監測以估計全台族群數量，以及進行

繫放再觀察了解個體移動模式。於 107至 108年共架設 607個人

工巢箱，其中山麻雀的使用率為 10%；於 2017及 2020年估計族

群量從 1433隻些微上升至 1756隻；於 2014至 2020年共繫放 63

隻山麻雀個體。山麻雀的食物資源及活動棲地與耕地息息相關，

須提升在地民眾意識及保育知識，結合在地農業特色推廣友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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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產品，建立生產、生態、消費者三者平衡之永續關係，以維

護山麻雀良好棲地品質、在地民眾社區特色與農民經濟價值。

b. 山麻雀社區保育行動：

嘉義林區管理處於嘉義縣梅山鄉執行山麻雀山村保育計畫，

主要工作內容包括執行社區友善山麻雀行動、友善農業及保育觀

念宣導、友善行動成效調查和阿里山區保育行動策略研擬。於 109

年度在友善行動方面於瑞峰村、碧湖村及龍眼村共設置 149個巢

箱，總計有 89隻幼鳥成功離巢。借助山村農民慣行利用攪拌粗糠

改良土壤的方法並稍加改變操作方式，發現可以有效吸引山麻雀，

成為良好的山麻雀族群監測方法，在計畫區內調查到山麻雀最大

族群量為 67隻成熟個體。本計畫在山麻雀繁殖區域內試驗種植小

米及紅藜，多次嘗試種植後生長良好，可供冬末春初返回繁殖地

的族群利用，以彌補食物較缺乏期間的需求。在友善農業及保育

觀念宣導方面，本計畫注重面對面溝通，對不友善環境的農業操

作加以勸說，以減少對生物、環境和人體健康的影響。

c. 高雄黃鸝的現況與問題：

曾被列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的黃鸝，早期在台灣平地

相當普遍，於 2018年被列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根據高雄

黃鸝族群調查結果顯示，於 2017及 2019年平均族群數量為 27±5.8

隻及 53±2.0隻，族群數量有些微提高。在棲地選擇上，較偏愛活

動於人為管制區且有大面積高大樹種的區域，如軍事營地、校園、

人為私有地、農場等。育雛期間以昆蟲、鳥蛋和其他鳥類之幼鳥

等高蛋白的食物為主，成鳥則以昆蟲、果實和花蜜等多元性食物

進行攝取。黃鸝主要棲息於低海拔高大樹林中，除了氣候因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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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外，人為開發、樹木修剪導致合適棲地大幅消失，加上其羽色

鮮麗，鳴聲嘹亮悅耳，常成為盜獵者的目標。為此，除了需積極

強化在地社區、校園對黃鸝的認識以及生態保育觀念外，黃鸝對

於築巢環境的要求高，為了提高族群繁殖數量，未來除了物種保

育外，將針對棲地環境、樹木修剪以及人為盜獵問題進行改善。

【網路社群的功能】

本議程邀請屏東鳥會介紹『嘯鷹報報』，台灣野生鳥類緊急

救助平台介紹『台灣野生鳥類緊急救助平台』，以及特有生物研

究保育中心介紹『台灣猛禽回報系統』，看看公民科學與保育工

作如何透過社群網站發揮功能，串聯各地的鳥人們提供最即時、

最深入的觀察紀錄，提升我們對鳥類的認識。

a. 嘯鷹報報：

位於臺灣南端的恆春半島是每年秋季亞洲東部猛禽遷徙南遷

的重要過境及夜棲地，於 1984年設立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自此

管理處積極推動「保護候鳥」工作計畫，展開一系列的保護工作，

而遷徙性猛禽調查也成為工作計畫的項目。於 2014 年，原先服務

於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的退休員工，在 Facebook社群平台成立「嘯

鷹報報」社團，分享自恆春半島春秋兩季的過境猛禽資訊，另有

提供來自臺灣本鳥、離島與外島或日本琉球群島的各地遷徙性猛

禽資訊，自 2019 年起於社團推動「臺灣鷹季」，鼓勵觀察記錄者

進行系統性的長期觀察記錄，透過分享即時資訊與累積資料，促

成各地居民經由觀賞遷徙猛禽而關注在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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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台灣野生鳥類緊急救助平台：

鳥類是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觀察，也是大多數的民眾很常拾獲

到的生物，然而當民眾遇到傷鳥時往往不知該如何處理，不論是

以訛傳訛的經驗或是網路搜尋的資料，不一定能夠讓民眾獲得正

確的資訊，錯誤的訊息反而延遲救援也背離了幫助動物的初衷。

為了傳遞正確的救傷資訊以及提供即時的救助諮詢，於 2015 年成

立台灣野生鳥類緊急救助平台，平台肩負的任務需要有救傷的背

景與知識，為了讓平台發展穩健且扎實，參與的成員多為野生動

物救援單位的一線獸醫、各鳥會救傷志工、救傷單位專職、獸醫

系學生志工等，主要目的是統整全台各地的救傷資源，提供救援

單位資訊。近年來的目標是希望能夠擴大同溫層，增加民眾對於

野生鳥類的知識，宣導拾獲傷病鳥的初步判斷及處置方式，讓民

眾在拾獲傷鳥時能在第一時間得到最即時、最適當的處置。

c. 台灣猛禽回報系統：

近幾十年來，台灣有很多個人及團體於各地進行猛禽調查，

這些調查資料提供了像是族群量與分佈情形等基礎資訊，以用來

評估猛禽現況與受脅程度。然而，缺乏標準化的資料蒐集方法以

及統一的資料共享平台，使得難以有效運用這些資料評估不同年

間或不同地點的族群狀況。台灣猛禽回報系統建構在台灣生物多

樣性網絡之下，為方便觀察者回報猛禽觀察紀錄所建置的網路應

用程式，系統提供逐時、逐日及逐月等 3 種不同時間尺度的數量

統計功能，讓使用者可以依需求快速地查看各物種的數量面積圖

和觀察位置圖，並採用一致的資料標準及開放的資料政策，將有

助於填補台灣猛禽資訊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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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合討論：

1. 嘉義布袋鹽田有著歷史悠久的曬鹽文化和地景風貌，以及豐富

多樣的水鳥來此覓食、棲息，面對環境開發，保存鹽業文化和

生態保育的行動刻不容緩，如何活用當地特色產物，帶動周邊

經濟效益，才能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2. 泥灘地的消失是造成遷徙線水鳥數量大幅下降的主因，了解影

響水鳥的關鍵環境因子，有助於對日後濕地的經營管理提供參

考，提高生態復育的效益。

3. 嘉義布袋濕地以設置光電同時兼顧生態環境品質為目標，進行

生態棲地改善與環境教育推廣，期望將濕地的功能性發揮到最

大，降低光電開發對濕地生態的衝擊。

4. 農委會對光電政策的原則：生態保育與農業生產零損失，在雙

贏的原則下，利用本平台進行溝通是很好的場合。

5. 山麻雀的生存環境與農耕地息息相關，如何讓物種保育與農業

生產相結合，建立生產、生態、消費者三者之永續關係，才能

達到生態保育、發展社區特色與農民經濟價值的目標。

6. 嘉義林區管理處透過溝通與宣導，讓社區學習與野生動物和平

共處，推行友善農業，減少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的影響，提

供山麻雀冬末春初的食物來源，以彌補食物缺乏期間的需求。

7. 黃鸝因氣候、樹木修剪、盜獵等問題，導致族群數量減少。因

此，物種的保育以及其週邊環境的維護，需要社區民眾和政府

共同努力合作與改善。

8. 嘯鷹報報透過分享各地遷徙性猛禽資訊，提供系統性的觀察記

錄，利用網路平台的功能讓在地居民關注在地環境與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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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台灣野生鳥類緊急救助平台肩負傳遞正確的救傷資訊，以及提

供即時的救員單位諮詢的任務。透過網路資訊系統提升民眾對

於野鳥的知識，宣導野鳥救傷的理念與觀念，讓民眾在拾獲傷

鳥時能在第一時間得到最即時、最適當的處置。

10.台灣猛禽回報系統為解決分散且缺乏標準化的猛禽資料問題，

透過網路平台讓使用者可以依需求快速地查找，並採用資料統

一標準及開放政策，將有助於填補台灣猛禽資訊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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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學界、公部門、生態團體、利

益關係人、社區結合在一起，經由客觀、長期與科學的數據分析，透

過不同角度的意見交換與經驗分享，獲取最大的共識，並在與會者與

媒體的見證及壓力下，進而形成政策與保育行動，成為推動鳥類保育

工作多贏的局面，共同為鳥類與環境棲地的保育創造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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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經費支出表：

本計畫預算經費 165,620 元，核准補助經費 155,620 元整。

實際支出經費 148,100 元，按分攤比例申請 136,100 元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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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照片及說明：

論壇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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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廖士偉簡任技正 嘉義縣政府農業處－石蕙菱科長

高雄市政府農業處－張韻萍科長 墾丁管理處－許書國副處長

高雄鳥會－邱滿星理事長 韋能能源公司－胡根地執行董事

＜布袋鹽田保育與光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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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師範大學－羅柳墀教授 台大城鄉基金會－蔡福昌執行長

特生中心－黃書彥助理研究員 高雄鳥會－邱彩綢專案計畫經理

＜物種保育行動＞

林務局保育組－黃群策組長 嘉義大學－蔡若詩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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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林區管理處－陳榮作技正 高雄鳥會－陳懿萱研究保育專員

＜網路社群的功能＞

屏東鳥會－吳正文常務理事 屏東鳥會－蔡乙榮監事

台灣野生鳥類緊急救助平台－

張沛淇志工

特生中心－吳世鴻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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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綜合討論 下午綜合討論

民眾提問 民眾提問

論壇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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