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鵟／江志明 攝

2023
ANNUAL 
REPORT



Contents
02	 理事長的話

04	 年度總結

06	 看見飛羽

08	 野鳥救傷

10	 研究保育

12	 人鳥和諧

目 錄
14	 關渡自然公園經營成果

18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經營成果

22	 鰲鼓濕地生態展示館經營成果

26	 2023 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

28	 財務報告

29	 感謝名單



02 • 2023 年度工作報告 2023 ANNUAL REPORT • 03

理事長的話
　　2023 年欣逢台北鳥會 50 週年，一個非營利民間組織
篳路藍縷走過半個世紀著實不易，感謝一路以來，為鳥會
奉獻付出的前輩先進們，包含專職、理監事、志工、會員、
鳥友共同來成就。回顧這 50 年來，有太多的辛苦與成長，
我們也繳出了漂亮的成績單，我們的經營場域從關渡自然
公園到芝山文化生態綠園，擴展到嘉義鰲鼓濕地生態展示
館，台北鳥會的能量不斷在成長擴大，本著鳥會成立宗
旨，欣賞、研究、保育，在這三個面向努力發展，都有不
錯的成果展現，2023 年我們也獲得臺北環境教育獎的肯
定，並繼續邁向國家環境教育獎。我們持續與公部門密切
合作，提供生態環境營造的調查與諮詢建議，對企業則提
出了 ESG 解決方案，期望在企業推展永續經營時，提供
最好的協助，與企業攜手合作，共同實踐 ESG，達成永續發展目標（SDGs）。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理事長

台北鳥會長期經營的三個單位營運說明：
一、 2023 年 5 月 立 法 院 三

讀通過《農業部林業及
自 然 保 育 署 組 織 法 草
案》，8 月林務局改制
更名為「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林務局嘉義林
管處（現為林業保育署
嘉 義 分 署）於 2023 年
底將原來的「東石自然
生 態 展 示 館」更 名 為
「鰲 鼓 濕 地 生 態 展 示
館」，館內二樓「看見
自然的律動」常設展更
獲 得 日 本 2023 優 良 設
計 獎（GOOD DESIGN 

AWARD）與美國 2023

繆 思 創 意 獎（MUSE 

Creative Awards）鉑 金
獎雙獎最高殊榮，未來
持續提供駐館解說服務
外，更將走進社區、機
關學校或企業推展更多
元的環境教育。

二、 芝 山 文 化 生 態 綠 園 在
2023 年 規 劃 的 各 項 活
動都如期推展，7 月份
首 次 在 SOGO 天 母 店
推出「台北常見生物標
本展」，獲得不錯的迴
響。芝山園區也是多文
化層遺址的所在，除了
生態教育之外，我們也
期望可以往自然史博物
館發展，積極進行國際
交 流，11 月 大 阪 自 然
史博物館、兵庫自然史
博物館來臺參與國際交
流論壇，我們也前往參
展大阪自然史嘉年華，
獲得不錯的成效。

三、 關渡自然公園持續進行
整 體 營 造 工 程，2023

年自然中心完成防水與
消防工程，提供更安全
的展場環境。在營運方
面，持續辦理與公部門
及企業的專案計畫，包
含 邁 入 第 18 年 的「關
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以及多家企業對園區的
保育認養專案計畫，讓
企業員工的參與，對於
環境生態的保育有進一
步的體驗與認識，也是
一直以來，身為全國第
一個環境教育認證場域
的使命。

　　展望未來，地球暖化與氣候異常的議題仍受到各國的關注，生態環境在此衝擊下的變化
已經更加劇烈，台北鳥會將協助企業推動永續經營，投資 ESG 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的發
展之相關方案。除此之外，我們也將致力發展公民科學，對臺灣河川及海洋保育推出生態調
查等公民科學活動推廣，期望吸引更多公民投入參與，讓公民從中學習科學精神素養、知識
與經驗，達到科學普及與推廣教育的目的。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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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飛羽
大型活動、例行活動推廣
　　2023 年是疫情解禁的第一年，許多活動漸漸地恢復以往的熱絡。活動組幹部每 2 年一任，2023 年更是活
動組幹部輪替的一年，活動組組長為冠羽班 25 期溫小慧、例行活動副組長為冠羽班 24 期崔懷空、大型活動副
組長為冠羽班 20 期游谷樺、白頭翁召集人仍為冠羽班 25 期鍾文傑，新團隊也將持續服務鳥友們。

環境教育推廣
疫情後的線上與線下雙軌講座推廣新模式
　　疫情促使人們更新學習方式，除了實體課程外，
更習慣了線上視訊軟體。除了減少通勤時間，更增加
邀約各地優秀講師演講的機會。

　　2023 年順應疫情後新學習型態，推出一系列線上
講座，從 2016 年開始在關渡自然公園辦理的鳥類講
座，原先僅實體講座，但 2023 年因自然中心整修、
暫停開放而開啟了線上方式，整修後更開始線下實體
及線上雙軌方式進行，每場次均有 80 至 100 人次參
加，更能觸及到喜歡鳥類分科介紹的民眾及志工。

　　此外也有一季一次的環境教育講座採跨域推廣
模式，邀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楊子睿博士、臺北市
立動物園鳥園飼養員王志紘先生、國立臺灣博物館林
俊聰老師及國立故宮博物院退休助理研究員譚怡令老
師，用不同角度拉近社會大眾與鳥類生態的距離。每
場講座都吸引到北中南的民眾上線聽講，場場皆達上
百多位參與者。更希望透過講座與實際參與做為鏈結，
７月中旬辦理志工們實地參訪科博館內標本庫、年底
時辦理北投社大至動物園鳥園內實地聽講者導覽。

　　外部合作更與內政部國家公園署雪霸國家公園管
理處共同辦理 6 場次線上講座，每場次吸引了近 300

人上線參與。開啟了雙方志工及更多社會大眾來認識
臺灣這塊土地上美麗的風景及各式各樣的鳥類故事，
更透過講座推廣了公民科學的重要性。唯有瞭解，才
有開始行動的可能！

實際面對面接觸更能拉近彼此距離
　　最直接的教育，其實是帶領民眾走進大自然裡
面，體驗、了解，進而喜愛、保育。

　　2023 年辦理了 65 場次戶外導覽解說，除了與動
保處合作辦理了華江雁鴨生態導覽活動、自行發起的
夏季群燕紛飛外，更有許多單位前來申請導覽解說，
學校單位如：正義幼兒園、和平實驗小學、雲海國小、
文湖國小、龍安國小等學校，更有許多企業共同推廣
環境教育，如：玉山銀行、朝洋營造工程及親親文化
等，感謝大家與北鳥一起讓環境教育的種子種下，期
待不久後可以發芽，影響更多人。

　　2023 年是轉變的一年，除了維持原本的推廣模式
外，也順應時勢推出新的推廣模式，如此多場次的環
教推廣，都要歸功於鳥會志工老師們，更感謝 2022-

2024 年度的環境教育委員會的委員們。期待 2024-

2026 年度的新任委員上任後，讓環教推廣模式有更多
的樣貌。

2023 總執行成果
項　　目 場次 人次

觀鳥觀心觀自然初階班 8 227

觀鳥觀心觀自然進階班 3 93

北投社大 2 51

環境教育線上講座 10 2,165

鳥類講座（實體＋線上） 9 809

華江雁鴨生態導覽 11 362

夏季群燕紛飛 4 112

兒童教育推廣 25 551

社會大眾推廣 25 471

合計 97 4,841
園區賞鳥趣

一、例行駐站辦理成果
　　2023 年例行駐站解說活動計有 321 場次，志工支
援共計 940 人次，統計參與民眾至少 3,700 人次，領
隊解說員志工累積服務時數 6,112 小時。

　　惟關渡自然公園內的自然中心於 3/1 至 7/7 整修，
期間 2 樓駐站變更地點至月池平台以及 2 號賞鳥小屋，
賞鳥趣則暫時取消，7/8 整修完畢後自然中心已經開
放入場，也提供民眾更佳的參觀體驗，歡迎大家入園
區賞鳥。

　　為使賞鳥路線豐富化，例行活動副組長崔懷空於
10 月率領自願參加的活動組志工勘查例行賞鳥新路
線，一條為永春陂生態濕地公園、一條為雙溪濕地公
園，於 2024 年列入例行路線開放民眾參加。

二、大型活動辦理成果
　　2023 年大型活動共計 13 場次成團，取消 2 場次，
支援領隊共計有 31 人次，統計參與民眾 311 人次。
領隊解說員志工累積服務時數 830 小時。

　　2023 年嘗試新增了 2 場新的大型活動地點，5 月

的外傘頂洲 & 西拉雅生態之旅及 6 月的澎湖賞鷗，外
傘頂洲 & 西拉雅可能因為是新地點，最後人數未達出
團標準，故而取消辦理；6 月澎湖賞鷗期間恰逢花火
節，節慶活動以迪士尼百年慶典為主題，其中一天活
動日剛好施放花火節的煙火，該場次於 1 月開放報名
就非常熱絡，專業資深的領隊搭配吃好睡好的行程，
讓此趟活動辦理的十分成功，未來預計每 2 年舉辦 1

次澎湖賞鷗。

三、 臺北賞鳥國際博覽會活動組攤位 
辦理成果

　　照慣例有 1 攤位為活
動組園區賞鳥趣的導覽，
安 排 1 天 5 場，1 場 2 位
志工，更提供雙筒望遠鏡
給有需要的民眾借用，另
外安排至少 1 位志工需留
守攤位為民眾說明活動組
服務項目及現階段辦理活
動等。總計 2 日攤位累積
報名導覽的民眾有 351 人。

勘查例行新路線— 雙溪濕地公園

大型活動—澎湖花火節賞鷗

玉山銀行導覽解說

正義幼兒園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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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鳥救傷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自 1992 年成立「野鳥救傷中心」，並於 2007 年建立野鳥收容及漸進
式野放工作站─芝山「得得之家」。2015 年救傷中心遷入現址，除照護傷鳥、探討人為傷害的
影響外，也致力於推廣野鳥救傷觀念。救傷中心具體工作內容包含：處理民眾通報與拾獲傷鳥案件、
提供傷鳥照護建議、臉書粉絲專頁宣傳、救傷義工專業訓練及推動進階研習課程等。

傷病與幼雛鳥的照顧
　　2023 年共計接獲並救助 4,021 隻野
生傷、病、幼、雛鳥，其中接獲數量最
多的前三種種類與 2022 年相同，以鳩
鴿科的珠頸斑鳩最多，其次是同科的金
背鳩，第三則是白頭翁；地點以臺北市
占 70% 最多；年齡則以幼鳥占 47% 最
多。後續據統計死亡 2,308 隻、已康復
野放 1,123 隻、長期收容 207 隻、照護
中及其他狀況傷鳥 236 隻。

救傷保育宣導
救傷中心除了照護傷病幼雛鳥，也持續向社會大眾宣導正確的救傷及保育觀念，彙整相關活動
成果如下：

1.  民眾正確觀念宣導（包括民眾來電詢問傷鳥問題、民眾撿拾傷鳥送至救傷中心），約有
1,100 人次。

2.  戶外攤位互動宣導計 2 場次，約宣導 700 人次。

3.  學生參訪鳥會計 2 場次，宣導 47 人次。

4.  FB（台北鳥會野鳥救傷中心）救傷粉絲專頁按讚數： 2022 年 26,916 人次，2023 年 28,015
人次，增加約 1,099 人次。

5. FB（台北鳥會野鳥救傷中心）救傷粉絲專頁共計刊登 30 篇文宣報導。

6. 本會於官網發布新聞稿 1 篇，經媒體露出共 6 則。

7. 宣傳海報製作 1 篇，以「發現有鳥黏到黏鼠板該怎麼辦」為主題。

　　感謝各界人士的協助與支持，讓 2023 年各項救傷事務皆能順利推展，未來我們也會持續守護野
鳥、擴大對環境和野生鳥類的正面影響，還望各位鳥友熱情響應！

小白鷺傷鳥 照護傷鳥 綠繡眼傷鳥

救傷中心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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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保育
研究資料是保育工作的基石，為讓守護鳥類的方針有所依循，及做為政府保育政策的參考資料，本會自 1992
年增設研究組，專職各項鳥類監測調查及相關研究保育專案。近年較重要的研究保育項目有：「臺灣野鳥禽流
感病毒監測計劃」、「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工作」、「新年數鳥嘉年華」、「北市生物多樣性鳥類調查」、「淡
江大橋施工鳥類監測」、「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鳥類監測計畫」、「臺北市野雁保護區暨華江雁鴨自然
公園鳥類調查」等。

　　2023 年研究多為延續性計畫，包含「臺灣野鳥禽
流感病毒監測計劃」、「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工作」、
「新年數鳥嘉年華」、「北市生物多樣性鳥類調查」、
「淡江大橋施工鳥類監測」、「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
保護區鳥類監測計畫」、「臺北市野雁保護區暨華江
雁鴨自然公園鳥類調查」等。

　　馬祖的燕鷗保護區工作，前 2 年面臨夜間人為干
擾，2023 年透過全方位即時影像監控、夜間漁船駐
守以及與海巡署通力合作，於燕鷗繁殖季共驅趕了漁
船約 30 次以上，成功阻止了燕鷗夜間騷動的問題。
然而 2023 年的燕鷗繁殖仍面臨新的課題，原先即將
迎來孵化，卻因為遊隼騷擾，最終導致數千隻燕鷗棄
巢。遊隼帶來的影響除了直接獵捕，更嚴重造成群體
騷擾，遊隼騷擾一天可以多達 10 次，造成燕鷗離巢
長達 3 個小時。雖然遊隼騷擾是大自然法則的一環，
但燕鷗保育工作是保護區的成立宗旨，該如何解決這
個衝突會是日後最重要的課題。

　　

2023 年本會協助禽流感的防疫工作持續進行，除了例
行的野鳥排遺採樣，更進一步執行候鳥動態監測，於
全臺 10 多個水鳥重點棲地，於候鳥季進行每週一次
的族群監測，監測結果發現，包含關渡、芳苑及鰲鼓
等地，都有在候鳥季初期集結，隨後又分散至其他地
區的現象，掌握這些資訊，有利於禽流感防疫工作。

　　本組除了執行委託案外，也努力將研究成果轉化
以進行教育推廣，如近年在關渡所舉辦的鳥類講座，
2022 年亦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合作《漂鳥集—臺灣候
鳥展》的策展工作，並於 2023 年 7 月順利開展，預
計展出至 2024 年 6 月中，歡迎有興趣的夥伴，可以
把握機會前往參觀。

遊隼捕食 《漂鳥集—臺灣候鳥展》展場中模擬小燕鷗繁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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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鳥和諧
2023 年執行計畫如下
一、人鳥議題認知問卷大調查
　　聚焦在臺灣民眾對人鳥議題社會認知的網路調查。問題由 2022 年訪談與圓桌會議總結的人鳥議題作為核
心，亦同時有反向回饋民眾的用意。於 2023/6/28-7/10 執行，共收集 1,137 份有效問卷（抽樣誤差：在 95％的
信心水準下，約±2.91 個百分點／加權方式：依國家發展委員會 109 年數位發展調查之網路使用人口資料，
進行性別、年齡、地區加權，以符合母體結構）。

　　結果顯示，對於鳥類的生存困境，例如遭窗殺、黏鼠板誤黏、環境用藥可能造成中毒、遊蕩犬貓騷擾等議
題，有高達 7 成以上的民眾知道或了解這些狀況。而對於鳥類帶來的問題，例如育雛期驅趕行為，有 5 成以上
的民眾知道或了解；鳥類可能攜帶病菌或寄生蟲則有高達 9 成以上的民眾知道或了解。對於野鳥救援則有 5 成
以上的民眾知道要撥打 1959 動物保護專線。

二、議題教材設計
1. 摺疊手扇： 以都會區常見之 10 種指標性野鳥作為主題，呈現可愛正面鳥長相細節；另也為每一鳥種設

計圖文紙卡，增添知識性與收藏性。

2. 2024 年桌曆： 透過漫畫插圖表現 12 個月
份、12 種都會區指標鳥及
12 種人鳥議題。

3. QQ 麻雀鳥偶教具： 針對黏鼠板議題所設
計之教具，結合毽子
羽毛，輔助議題工作
坊活動宣導。

4. 燕你好好板： 設計 2 款家燕板、1 款兒童
著色板以及 1 款解說教學海
報，向社區推廣、校園社團
使用。

三、訪談
1. 相關或跨領域團隊講座或訪談 8 場。

2. 專家與學者訪談 15 場。

3. 社區重要關係之管理、經營或服務者訪談 6 場。

　　感謝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提供機會，無論是經費的支持、專業人員的建議、社區夥伴的推薦或相關組織媒合
等工作，讓團隊在 2023 年推動過程相當順利也收穫滿滿。也加深了台北鳥會對於「人鳥和諧共存」社會議題
更好的基礎與夥伴連結。

燕你好好板QQ麻雀鳥偶教具宣導

相信動物訪談

黃昭勇總編輯與蕭舜庭醫師訪談 信義區區政工作坊 信義區大道里拜訪

台塑企業訪談 洪孝宇研究員訪談

　　在短、中期間的目標，我們會致力於以下工作：

一、人鳥議題的教育與宣導

二、人鳥和諧的夥伴關係鏈結

三、都會原生鳥類資料庫系統建立

四、鳥類受威脅之案例收集

五、溝通重要關係人促進野生鳥類存活的機會

六、與國際夥伴交流相關保育經驗

　　長期目標我們希冀人鳥衝突案例的減緩、指標性鳥類的數量長期維持與相關外來種數量被控制，都會繁殖
之野生鳥類案例能持續維持。

摺疊手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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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果
「關渡自然公園」位處淡水河及基隆河的交會口，

自古以來，

即是重要的候鳥棲地。

為保留都市的這片濕地淨土，

臺北市政府於 1996年成立關渡自然公園，

並於 2001年 12月 1日起委由台北市野鳥學會經營管理，

成為全臺首座完全委託民間經營管理之生態保育區。

關
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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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疫情終於趨緩，自然中心 3-6 月進行消防工程而閉館，整體服務量能與營收都造成影響，但我們仍
秉持專業與熱情，守護關渡自然環境，實踐對市府及大眾的承諾—保育關渡濕地生態，提供教育、研究、休
閒的場所。

環境保育
　　環境保育工作依季節循環進行分區管理，持續鳥
類的監測與調查，2023 年穿越線共記錄到 120 種（水
鳥涉禽 53 種、空禽 5 種、陸鳥 62 種）相較平均值
114 種，算是不錯的紀錄。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寒林豆雁與大鵟的停留，相信讓更多人了解到關渡棲
地經營管理的成效，維持低密度的干擾，可以讓更多
生物擁有安心度冬以及繁殖的自然環境。

遊客服務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的關渡服務升級計畫優化了場
館設施，打造了民眾互動體驗式生態學習場域，戶外
增加心濕地解說步道，營造友善的參觀環境，因此入
園人數也比 2022 年增加了 19%，持續強化社區關係
連結，參與關渡鳥藝術活動之一鬧熱關渡節的擺攤活
動。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方面，透過規劃與持續辦理分齡分眾活
動、培訓課程、志工參與方案，以學齡前兒童與樂齡
長者為對象的方案亦有新規劃，將正式推出，提供該
族群入園適合參與的活動。持續以全齡化的環境教育
方案引領大眾與濕地有更多的生活連結及認知，推動
建構永續經營與濕地共存的新生活模式。

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處長 何麗萍

豐銀行員工植樹活動

新思科技 Global Volunteer Day

底棲生物採樣

兒童營隊

增設涼亭提供入園遊客休憩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主題為「自然，作為一個禮
物」，透過「餽贈 - 禮物」的概念，送給關渡平原一
個禮物，將藝術創作的位置擺放在餽贈禮物的行為層
次去思考，正如我們對禮物的理解，是建立友善並朝
向深刻的連結。藝術季參展藝術家共 6 組，受邀藝術
家： Kohei Takekoshi（日 本）、張 晏 慈（臺 灣）；
徵 件 藝 術 家：Shilpa Joglekar（ 印 度 ）、 Onongua 

Enkhtur（蒙古）、陳科廷（臺灣）；企業組參與：緯
創資通。

　　最後，謝謝企業夥伴滙豐銀行 HSBC、英業達集團、緯創人文基金會、格蘭父子洋酒、新思科技、台新慈
善基金會、太古可口可樂、台灣戴爾電腦等。企業的資源實質挹注，支持我們環境守護、環境教育、自然藝術
等專案，除了實踐企業責任外，亦讓自然保育的行動落實於企業文化中。

　　回首過去，我們滿懷感激；展望未來，我們持續維持臺灣重要濕地生物多樣性之生態環境，推動明智利用
之示範場域，推廣濕地價值之環境教育中心，引領民眾親近自然之服務場域，倡導生態保育之自然藝術中心，
串接東亞夥伴交流之濕地中心。

Onongua Enkhtur《編織世界的鬃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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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果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是我國第一座文化生態公園，

也是全國唯一發掘到七個文化層同時存在的史前文化遺跡。

自 2005年始，

委由台北市野鳥學會管理經營，

並設立芝山岩管理處，

又於 2012年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現為提供民眾寓教於樂的休閒教育園區。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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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山文化生態綠園管理處處長 李明晃

　　芝山近年經歷疫情休園、展示館整修以及合約到期重新簽約等等工作，因此內部人力減少，感佩這段期間
義工夥伴們仍全力支援，如今逐步邁入正常化。

　　迎接新的一年，園區整體的方向也往未來藍圖前進，基於社區型自然史博物館的願景下，對於展示、推
廣、教育與研究等面向仍持續需要努力，專職人員的努力不可少，也懇請愛護芝山的夥伴們給予鼓勵。

志工管理計畫（導覽訓練、資料建置）
　　由專職帶領志工至各場所進行生態調查與影音記
錄，除了資料建置，也強化與社區其他場館的關係連
結。

　　2023 年招募志工總數 21 人，參與通識及基礎課
程人數 30 人次，完成培訓且通過考核者 12 位。

　　針對志工夥伴提供各項增能課程與分享會，並移
地訓練至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與野灣野生動物保
育協會，多元的講座課程與參訪交流讓志工收穫滿
滿。

日常環境維護與標準作業流程規劃
　　例行性的環境維護工作如清潔展示館、更換棧道
木板、修剪樹木等，提供遊客安全舒適的參觀體驗；
環境保育工作如整理水生池植栽、移除外來種等，守
護園區的生態環境。

環境教育
　　身為全國第一座文化生態公園，2023 年本園持續
提供多元活動與環境教育課程，積極推廣園區的文化
與生態價值。

生物多樣性展覽
　　「松山文創園區展覽」與「台北常見生物標本展」
皆與其他場館合作，展出大臺北地區常見的生物標
本，透過水晶標本、立姿標本、乾燥標本等還原物種
的姿態樣貌，呈現生物多樣性，共吸引約 14,500 人次
參與。

原生植物區域維護 棧道木板更換

外來種與優勢種植物控制

志工季會新志工授證

水生池植栽整理

外館所協作生態調查成果：

項目 場次 人次

錢穆故居 4 800

林語堂故居 12 1,240

華岡博物館 12 1,240

松山文創園區 12 2,260

大稻埕 12 2,260

孫運璿紀念館 12 2,520

台北之家 12 2,640

寶藏巖 12 2,640

市長官邸 12 2,520

數位藝術中心 12 1,990

合計 112 20,110外館所協作生態調查

志工季會增能培訓成果：

項目 場次 人次

環境營造分享 16 234

志工季會暨增能課程 4 203

志工移地訓練 2 190

第 26 期志工培訓與增能課程 3 70

生態同步大調查與分享會 1 40

三處志工培訓 2 40

山岳之美分享講座 1 33

生態調查方法分享會 1 16

合計 30 826

環境教育成果：

項目 場次 人次

芝山生態之旅 23 1,550

都市鳥類初體驗 22 858

芝山考古趣 20 740

探索台北古文明 17 690

小小斯文豪 (陸域生態 ) 11 586

跟著鼻子去旅行 8 505

史前總舖師 16 500

蟲蟲隱身術 11 414

小小斯文豪 (水之道 ) 8 235

固碳調查兵團 4 231

飛吧種子 3 62

合計 143 6,371

得得之家傷鳥救傷介紹小小斯文豪濕地版生態觀察

台北常見生物標本展 (SOGO)松山文創園區展覽

生物多樣性展覽成果：

項目 場次 人次

松山文創園區展覽 1 14,000

台北常見生物標本展 (SOGO) 1 500

合計 2 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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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果
「鰲鼓濕地生態展示館」位於嘉義鰲鼓濕地森林園區入口，

是一個兼具諮詢功能的展示空間，

以東石鄉自然生態文化為主題，

為一處充滿潛力的地方文化場館。

館所於 2011年年底啟用，

並於 2014年 10月 01日起委由台北市野鳥學會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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鰲鼓濕地生態展示館專案經理 青佳苓
正式更名為「鰲鼓濕地生態展示館」
　　「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於 2023 年 11 月 25 日正式更名為「鰲鼓濕地生態展示館」，為濕地保育揭開新
的篇章。展示館起源自東石鄉公所為宣傳在地旅遊，將下楫國小鰲鼓分校老舊的校舍改建為「東石自然生態展
示館」。2012 年，隨著鰲鼓濕地森林園區的開園，展示館轉交至林務局嘉義林管處（今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嘉
義分署），開啟了新的發展階段。為提升濕地的保育性，展示館於 2023 年正式更名為「鰲鼓濕地生態展示館」，
期望吸引更廣泛的關注，引領濕地區域邁向專業且生態友善的未來，成為自然、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

環境教育推廣
　　本駐館已滿 9 年，共研發設計出 11 套在地資源主題的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供各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與學校單位申請參加，期望藉由深度、系統性的接觸，
讓參與者更認識鰲鼓濕地多樣的風貌。2023 年有幼兒園、國小、國中、學校教師
及社會人士等各年齡層人士參加了我們的環境教育課程，共計 12 場、215 人次。

　　除了原有的教案專屬課程，我們也因應各單位的
特殊需求，設計專屬的到校推廣課程及自辦活動。
2023 年 以「葉 的 變 身 術」、「鴨 力 解 放」、「濕
地微賞鳥」、「鰲鼓立蛋王」及「鴨鴨水鳥紙戒指
DIY」等主題，共辦理 11 場、656 人次的活動，將保
護濕地、水鳥生態的概念廣推至更多人心中。

多元活動
　　本會駐館團隊於鰲鼓濕地生態展示館提供多樣的活動及服務，入園民眾可在此初步了解遊園路線，也可透
過各項活動深入認識濕地生態。2023 年入館人數約為 8 萬人，預約團體 140 團共 5,100 人次。除了實體服務外，
我們也透過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的「鰲鼓濕地粉絲團」，將鰲鼓美景和鳥況分享到世界各地。

四季活動 

　　我們每年皆以鰲鼓四季的特色，
設計多種活動，呈現出在地多樣的面
貌：冬季活動「鰲鼓濕地過去、現在
與未來」以歷史為主題，帶領民眾透
過老照片展、現場與線上的留言活
動、專題演講及賞鳥活動，一同見證
鰲鼓濕地今昔的轉變，此活動共 7,053

人次參與；在春季，我們邀請了 91

位民眾參加「2023 鰲鼓春之染」植
物染活動，體驗先民們曾在這塊島嶼
上的生活方式，並以自然素材製作友
善環境的衣物；夏季的「阿蝠夜未眠」
活動以戶外解說和親子半日營的方
式，認識住在展示館周邊的蝙蝠們，
此活動共 247 人次參加；秋季「2023 鰲鼓鐵馬輕旅行」活動則是以騎單車搭配解說員的方式，認識鰲鼓濕地
周邊社區的人文歷史、在地信仰、糖鐵文化及古早農漁具的應用，進行了一場豐富的文化之旅，本活動共 49

人次參加。

小型活動（DIY 活動） 

　　親子遊客是鰲鼓濕地的重要客
群，因此我們在連續假日時舉辦 DIY

活動，讓大、小朋友可從各種富有濕
地元素的素材中，更親近自然。2023

年舉辦的活動包含：將可愛水鳥圖案
蓋在春聯紙上的「2023 鰲鼓鳥春聯」
春節活動；認識雁鴨的「飛吧！琵嘴
鴨！」兒童節活動；融合在地漁業、
植物和鳥類的「蛤？蚵蚵貓頭鷹？！」中秋節活動；以蛋殼和園區植物製作的「蛋蛋蠟燭禮物盒」聖誕節活動，
以上活動共計 582 人次參加。

夏 秋

冬 春

在鰲鼓濕地生態展示館的揭牌儀式上，出席人員包括主管機關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鄭鈞謄秘書、展示館執行單位代表台北鳥會監
事曾雲龍、理事陳王時，以及其他業務單位的代表，一同見證展示館新的里程碑。

葉的變身術 濕地微賞鳥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蛋蛋蠟燭禮物盒飛吧琵嘴鴨



2023 ANNUAL REPORT • 27

2023 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
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自 1999 年開辦至今，已邁入第 25 個年頭，累積超過三十多萬
人次參與，為臺灣最長久的生態博覽會活動。

本屆主題為「寶島特有種」，期望透過推廣臺灣特有種鳥類，讓大眾了解原來多樣化

的鳥種與我們所在的環境生態密不可分，進而在生活中落實保育、守護家園。

　　2023 年為第 25 屆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規劃主題為「寶島特有種」，臺灣的多樣化鳥種與我們所在的環
境密不可分，豐富的自然生態為鳥提供了豐厚的食物、棲息地和繁殖條件，透過推廣臺灣特有的鳥類讓民眾從
中發掘，在這塊寶島之中有如此珍貴的生態環境才能擁有多樣化的鳥種，進而一同守護我們的家園，提高自然

生態的保育理念。

豐富多元活動×亮點主題特展
　　本活動規劃 7 大主題—「闖關大進擊」、「異國鳥聯盟」、
「賞鳥補給站」、「寶島鳥之聲」、「寶島小隊大集合」、「樂
活鳥市集」、「寶島大探秘」；2 大特展—「寶島特有種展」、
「北鳥 50◆半世紀時光展」以及 1 場工作坊—「濕地國際交流
工作坊」，邀請國內外保育團體透過攤位展示、闖關集章遊戲、
DIY 活動、講座及導覽等介紹生態知識及賞鳥體驗，藉由交流自
然棲地及環境守護、自然觀察體驗等，讓大人孩童皆能由淺入深
看見野鳥與人類間相互影響之關聯。

萬人響應 突破 10 年來人數新高
　　疫情後的鳥博，首
度邀約國際夥伴參與，
收到各國團隊、組織的
熱烈報名，總計 7 國 1

地區共計 15 個單位前
來臺灣參展，博覽會現
場 活 動 攤 位 包 括 國 內
外生態團體成果展示、
主題展區、地方創生市
集、廠商企業、室內外
服務攤位等，超過 90 個攤位，這次 2 日的活動參與人次突破 10 年來的新高，共計有 16,554 人參與。

　　在我們共同努力下，2023 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再次創造了令人矚目的紀錄。我們感謝所有參與者和支持
者，因為你們的熱情參與，使這次活動成為了一個難忘的鳥盛會。讓我們攜手守護臺灣寶島特有的生態寶藏，
為自然生態的保育理念而努力，期待未來的活動能夠再次見證我們的共同成長和努力！

異國鳥聯盟

國外保育團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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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名單
　　本會誠摯感謝所有政府單位、企業機構、義工與善心人士的協助與支持，若無各位援助，我們難以推動野
鳥救傷、研究保育及環境教育等各項工作。

　　 謹此向所有支持者鞠躬致敬，感謝有您，我們才能在保育之路上持續邁進，堅定守護臺灣野鳥與生態環
境。（以下名單按全銜首字筆畫排序）

政府單位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博物館
教育部
連江縣政府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里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
源學系（含環境教育與資源碩士
班）
臺北市立桃源國民小學
臺北市立桃源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關渡國民小學
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臺北市信義區大道里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臺北市信義區安康里
臺北市信義區廣居里
臺北市信義區黎安里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臺北市政府動物保護處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
臺北市議員林延鳳服務處
臺北市議員顏若芳服務處

機構（企業、組織）

KiTA 台灣友善動物協會
台塑企業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台灣猛禽研究會
台灣新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優比快 Ubiquiti (Taiwan)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懷生相信動物協會
社團法人馬祖野鳥學會
阿拉善 SEE 台灣項目中心
春雷創意顧問有限公司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維京群島商太古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格蘭父子洋酒股份有限公司
茶茶小王子×小農飯盒 - 台大店
財團法人中美和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
財團法人台北市關渡宮
財團法人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
會
財團法人英業達集團公益慈善基
金會
財團法人臺北市關渡文化藝術基
金會
財團法人緯創人文基金會
捷之旅 - 捷運北投會館
荷蘭商台灣戴爾股份有限公司
滙豐 (臺灣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臺大窗殺防治小組
鏡傳媒人物組調查團隊

個人

天下頻道黃昭勇總編輯

台灣山海天使環境保育協會陳映
伶祕書長

甘佳昀研究員

何一先先生

奇禾互動行銷有限公司郭睿杰執
行創意總監

林俊聰副研究員

社團法人台灣兩棲類動物保育協
會李承恩常務理事

社團法人美力台灣 3D 協會趙文
豪理事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鳥類生態研究
室洪孝宇研究員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
產研究所許勝發專任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向麗
容助理研究員

張弘榤導演

張東君女士

莊孟憲先生

廖年毅先生與方齡玉女士

劉育真女士

蕭舜庭醫生

主要收入
　　本會 2023 年財務狀況因新冠肺炎疫情解封，民
眾參與活動的選擇更加多元，因此各項收入些微受到
影響，總收入較去年減少 70 萬元。專案補助收入為
本會最主要收入來源，占總收入 56％。營運服務收入
占總收入 19％，收入來源主要是商品、門票、場地費
等基本營運收入。捐款收入占總收入 13％，主要是保
育及勸募捐款。教育活動收入占總收入 9％，收入來
源主要是大型活動、主題課程、導覽解說、營隊活動、
企業活動等教育服務收入。會費收入、利息收入及其
他收入合計占總收入 3％，主要是常年會費、銀行存
款利息、入會費、環境教育獎勵金等收入。

影響及成果
　　本會 2023 年度總支出為 5,961 萬元，較去年減少
66 萬元。專案補助支出為主要支出項目之一，占總支
出 38％。營運管理費用占總支出 44％，含銷售成本
等基本營運開銷及人事管銷費用。本會一直致力於救
傷推廣、生態保育、研究發展等工作，保育與其他支
出占總支出 16％。教育活動支出占總支出 2％，含課
程、導覽解說、營隊活動、企業活動等教育服務開銷。

　　2023 年是本會成立 50 週年，50 年來我們站在第
一線為鳥類及其棲地發聲，未來也會秉持「欣賞、研
究、保育」的初衷，持續朝向「生物多樣性維護」、
「野鳥救傷與收容」、「環境教育推廣」的方向前行，
並攜手企業共同實踐 ESG，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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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式
  郵政劃撥／ 帳號：07857882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備註： 請於通訊欄註明「一般保育捐款／捐款日期／

姓名／通訊地址」以便核對
  轉帳匯款／ 銀行代號：012 臺北富邦銀行 - 和平分行 

帳號：480-210-586-026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信  用  卡／請掃描 QRcode
  現　　金／親至台北市野鳥學會會館捐款

聯絡我們
北鳥地址： 10664 臺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160 巷 3 號 1 樓 
連絡電話：(02)2325-9190 
傳　　真：(02)2755-4209 
服務時間：週一到週五 9:00~17:30
E - m a i l：wbst@wbst.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