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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成立之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於 2020 年完
成了 47 年營運工作。2020 年對於全球而言，是充滿挑戰的一
年，我們面對前所未見的新冠肺炎疫情與人類活動的限制，間
接造成辦理各項活動的困難。過往，台北鳥會每年可以舉辦超
過 1,000 場次的各類活動、參與民眾超過 30,000 人次、經營
管理之場域亦有 30 萬人次以上的群眾參觀拜訪。然而，2020
年受疫情影響，活動參與總人數下滑 30%，場域參觀人次亦下
滑 25%，連帶形成巨大的財務缺口──台北鳥會年度總收入短
收了 20%，即便我們努力降低開銷，仍需面對 439 萬元的經費
缺口。

台北鳥會面臨如此龐大的經營壓力，依然積極扮演好自
己的角色，如：野鳥救傷工作取得了國防部的場域授權，維
持 4,000 隻野鳥救援與 150 隻野鳥的長期收容；研究組於馬祖
推動的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工作，成功吸引了標地鳥類前來築
巢，儘管今年遭遇棄巢影響並未順遂，然成功減少鼠害與吸引
築巢的模式也獲得國內外夥伴的支持；此外，2020 年的國際賞
鳥博覽會我們同步推動大臺北賞鳥活動及安排健走暖身活動，
成功打破同溫層，吸引更多民眾加入賞鳥行列。

受臺北市政府委託，台北鳥會經營關渡自然公園超過 20
年。20 年來我們努力募集了超過 5 億元的善款，接待超過 250
萬人次的遊客，也維持了 53 科 261 種，計 15 萬隻以上的鳥類
停歇。尤其在 2020 年底，關渡自然公園監測到小水鴨數量突
破了 3,000 隻，不僅占全臺數量 35% 以上，也是 10 年來最高
的統計數字；另一方面，華江雁鴨公園的小水鴨數量卻降到 10
年來的新低。此外，本會持續監測的禽流感調查案亦順利進行，
蒐集重要的研究資料協助臺灣維持防疫工作。

2020 年的台北鳥會仍然努力引領民眾看見野鳥，也在資源
條件困難的情況下，持續維護棲地、推動鳥類保育暨救傷工作。
過往我們共同努力創造出許多可能，未來仍要持續努力，面對
更多挑戰！

年度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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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動盪的一年，全球人類的工作與生活幾乎全部徹底
改變。回顧過去一年，從年初開始受疫情影響，上半年台北市野
鳥學會幾乎無法舉辦任何活動，且 NGO 團體沒有紓困方案可供
申請，我們只能咬牙苦撐。

隨著國內疫情逐漸趨緩，我們從下半年開始努力推動各項事
務、增加營收：8 月舉行會員大會，我們順利修改章程，不僅新
增「贊助會員」資格，會員涵蓋範圍也擴展到新竹地區；另於 9
月首次舉辦健走賞鳥活動，近千人響應，為 10 月的臺北國際賞
鳥博覽會暖身；鳥博開幕日，我們更首度安排領隊群帶領民眾
走訪臺北市的十條賞鳥路線，細數鳥隻與鳥種並回報成果；無法
前來的國際夥伴亦透過網路傳遞祝福，與我們共享博覽會種種花
絮。

台北鳥會轄下三處經營現況彙報如下：
一、 鰲鼓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順利拿下複數年的合約，營運順利

成長，研發的教案亦慢慢推廣至社區學校，感謝駐館團隊的
用心。

二、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於 2020 年 12 月再次取得經營合約，然今
年適逢館所整修維護，我們計劃舉辦不同類型的戶外活動，
藉此彌補門票營收，打平開支。

三、 關渡自然公園的營運受疫情影響最深，上半年園區的戶外教
學、團體解說、企業家庭日等教育活動幾乎全部停擺；原本
合作的贊助企業也因疫情拖累，必須減少甚至取消贊助資
金。自下半年開始，我們針對園區的人事管理進行改革與部
門整合，除重要主管外，幾乎都是遇缺不補，期盼大家能共
體時艱、努力開源節流。

理
事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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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疫情雖有趨緩，台北鳥會仍需克服許多挑戰，目前
營運以維持損益平衡為先，日後再尋求突破。三個經營管
理處中，僅關渡自然公園的情況最令人憂心。台北鳥會有
幸能經營管理關渡自然公園，這 20 年來，我們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及資金，也承諾百分百回饋於這塊土地上，故前
理事長郭達仁談及關渡營運時曾說：「既然是對的事就該
做，錢不是問題，找機會！但不做，就什麼機會都沒有！」
今年我們會試著努力跟大眾募款，盼能解決虧損問題。

展望未來，我們將持續向各社區院校推廣野鳥觀察及救
傷，積極尋求各式活動合作與贊助，主動參與學術研究計
畫，期盼引起社會大眾正視關渡自然公園的地位與重要性，
也期待您能繼續支持參與台北鳥會的各項保育工作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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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與例行賞鳥活動
台北市野鳥學會自成立之初，便極力推廣賞鳥活動，多年來，大型賞鳥活動一直

是本會重要收入來源之一。然而 2020 年因疫情緣故，2 月到 6 月期間暫停舉辦多場
活動，前兩季的活動收入也因此蒙受損失；好在 6 月之後，我們配合政府的防疫新生
活運動，積極落實各項防疫措施，重新開辦賞鳥活動，加上逐漸興起的國內旅遊熱潮，
第 3、4 季的大型賞鳥活動幾乎每一梯次都額滿，例行賞鳥也恢復以往的熱絡。

2020 年例行駐站解說活動計有 232 場次，志工支援共計 742 人次，參與民眾至
少 2,004 人次；大型賞鳥活動出團共計 10 團，支援領隊共計 23 人次，參與民眾 255
人次。志工累計服務時數超過 38,694 小時。

整體而言，2020 年大型與例行賞鳥活
動的參與度同近 3 年紀錄相較，並未有太
大差別，若非疫情影響，總參與人數應有
望提升許多。這段期間感謝所有志工配合
宣導且落實各項防疫政策，保障鳥友不受
疫情影響，盡情徜徉大自然、享受美好的
賞鳥樂趣。

看見飛羽
2020 年大型與例行賞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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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推廣
2008 年，台北市野鳥學會成立了環境教育委員會，在委員們努力

下，又於 2010 年設立環境教育學院。多年來，在志工培訓、成人及孩
童推廣教育方面皆有穩定成長。

2020 年面臨疫情衝擊，環境教育推廣課程也受到些許影響，多虧
環教委員及鳥會志工的堅持，依然交出不錯的成績。無論是本會、老
人社大、北投社大的鳥類生態課程，抑或是第一次舉辦的「夏日群燕
紛飛」的五場賞燕活動，還有每年的「華江雁鴨生態導覽」活動，皆
觸及喜愛鳥類生態的群眾，參與民眾約介於 700 至 1,000 人次間。

孩童環教推廣部分，我們持續深耕大臺北地區各級學校，2020 年
共辦理 15 場次的到校推廣，並首度在深坑國中開設野鳥生態觀察社團，
帶領孩童走出教室，實際觀察與連結鳥類生態。

志工知能培訓方面，除每年辦理志工招募外，亦安排每季一堂志工
成長課程，期許系列成長課程能讓三處志工不斷精進學習。

感謝鳥會所有志工老師的無私奉獻，使各項課程與活動得以順利推
行，為 2020 年畫下圓滿句點。期許 2021 年能有更多志工老師加入環
教組的行列，與我們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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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野鳥救傷中心共計救助 4,312 隻野生傷病雛 / 幼鳥，含：野放傷鳥 1,184
隻、死亡 2,399 隻、長期收容 243 隻、照護中及其他狀況傷鳥 486 隻。彙整活動成
果參考如下：

1. 民眾正確觀念宣導講座：約 2,000 人次

2. 戶外攤位互動宣導：共計 3 次，約 800 人次

3. 校園深耕宣導：共計 2 場次 , 約 65 人次

4.  「台北鳥會野鳥救傷中心」臉書粉絲專頁按讚數：
2019 年共計 19,916 人次，2020 年共計 23,156 人次 , 增加約 3600 人次

5. 製作宣導影片一支

6. 媒體專訪：3 篇

感謝各界人士的
協助與支持，野鳥救
傷 中 心 終 於 2020 年
底正式取得國防部的
場域授權，未來仍將
守在原址持續救護野
鳥、守護臺灣環境生
態。

野鳥救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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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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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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傷志工專業訓練及推動進階研習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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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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山機場場內及附近區域鳥相調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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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野鳥禽流感病毒監測計劃
本會協助全臺野鳥禽流感採樣工作已逾 20 年。透過禽流感排遺的採樣，可以了解

來臺度冬候鳥的健康狀況，提供一個預警機制，使政府能夠掌握疫情並超前布局。總計
2020 年共採樣野鳥屍體近 50 隻及排遺 5,483 管，排遺中留鳥佔 1,566 管，候鳥則有 3,917
管；低病原性禽流感病毒檢出 H7N1、H10N1、H4N6、H8N5、H10N4、H10N7 等 6 型，
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株 H5N8 一型，且此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株與歐洲斯洛
伐克蛋雞及日本鹿兒島倫文鴨排遺所檢測到的相似性高達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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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統計，2020 年國內高病原性禽流感案例數及撲殺禽
隻數皆較 2019 年減少三成有餘，希望禽流感的影響能越趨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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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黑嘴端鳳頭燕鷗保育工作
黑嘴端鳳頭燕鷗是全世界最稀有的鷗科鳥類，目前估計僅有

100 隻左右的個體，牠們繁殖範圍僅侷限在韓國、中國浙江、臺
灣馬祖及澎湖，其中，馬祖是民眾最有機會親眼目睹牠們的地方。

2020 年本會在馬祖主要執行的研究項目有三：燕鷗族群監測、
棲地經營管理及國際研討會。族群監測部分，統計鳳頭燕鷗最大
量為 3,700 隻、黑嘴端則為 11 隻。棲地經營管理部分，除例行
除草及移除外來種鼠類外，也完成了即時監視系統的布建，並初
步測試直播的可行性，因燕鷗繁殖於無人島，網速及電力穩定等
問題仍需研議克服。

2020 年雖受疫情影響，我們仍舉辦了一場國際研討會，探討
燕鷗研究保育現況，並邀集許多專家分享如何實現生態保育與觀
光推展的並行之路。本次與會專家共計 23 位，含 6 位外籍人士（日
本 2 位，俄羅斯、美國、英國及坦桑尼亞各 1 位）；單位含行政
院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花蓮縣政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長榮大
學、坦尚尼亞珍古德協會、Taiwan Birding Company、東石自
然生態展示館及中華鳥會等。

2020 年儘管飽受疫情衝擊，但我們在保育路上前行的腳步並
未停歇，期待來年能有更多的收穫。

2021/6/1-6/15 鐵尖島南面燕鷗到來的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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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年度工作報告 15



關渡自然公園經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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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留都市的這片溼地淨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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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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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推廣
2020 年對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而言，是

個充滿變數與辛苦挑戰的一年。

受疫情影響，上半年取消了許多戶外教
學、團體解說、企業公服等活動，但我們工
作團隊仍積極推動各項業務，並努力取得環
境教育活動的濕地標章認證，營運現場完成
穆斯林場域認證，環境保育則完成綠保標章
認證；取得臺北市政府 2020 年 7 月至 2029
年 6 月關渡自然公園的委外經營合約。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持續辦理第十五屆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透過新聞

媒體宣傳強化園區保育有成，開幕當天成功吸引許多民
眾參與自然藝術工作坊。此外，也要感謝臺北市長柯文
哲、副市長黃珊珊等相偕出席與
各民意代表、企業單位、學校團
體、鄰里社區夥伴、志工朋友與
民眾等共同參與關渡自然公園 20
歲的園慶大型活動，見證我們經
營管理的成果。

環境保育與研究
2020 年 12 月，我們觀察到園區內的鴨群數量是 2008 年以來的最

大量，小水鴨紀錄數量超過 3,500 隻，實在令人振奮欣喜；另外，我們
與第十河川局合作，開啟蘆洲灘地水筆仔樹林的疏伐工作，十河局也同
時推進淡水河五股蘆洲灘地的整治工程計劃。期盼這樣的互助合作，能
讓淡水河流域生物多樣性最複雜的區域持續好轉，使黑腹濱鷸翩飛覓食
的棲地長治久安。

台北市野鳥學會受臺北市政府委託經營關渡自然公園，並沒有政府
的固定預算或常態性經費補助，每年都得靠我們自行籌措近三千萬的營
運管理經費；2020 年更由於疫情衝擊，導致政府專案經費與企業捐款
都明顯減少，財務也出現經營以來最大的虧損，我們急需要大家的協
助，期盼募集更多企業夥伴與志工加入，投入人力時間與贊助資金。 

走過困境，展望未來，守護關渡濕地的心不變，堅守濕地保育與教
育的使命仍在，我們亦將秉持初衷，持續宣導濕地保育與教育的重要價
值，積極開發公眾參與的動能，透過企業與大眾的參與模式，一同推動
有益於自然與社會環境之環境保育、教育、文化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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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山文化生態綠園經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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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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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推廣
我們長年開發並推廣各項活動與環境教育課程，積極對外傳遞園區的生態與文化價值。

社區環教方面，2020 年與八德埤塘合作，進行交流
參訪；另外在士林舉行「水與綠環境體驗日」活動，共計
300 人次參與。

校園推廣活動及展覽部分，則與士林區的雨農國小、
福林國小、蘭雅國中等學校合作，共計 3,674 人次參與。

常態 / 專案活動
芝山綠園日常營運安排的活動含：園區、考古探坑週末定時導覽及學校團體預約體驗，

2020 年共計舉行 233 場次。

此外，我們亦承接多項專案活動，如：動物大使體驗活動、培訓士林公民小小記者等。
近期則與文化部合作，推動三項重要計劃：博物館提升計劃、博物館事業推展計劃、地方
文化館協作平台。工作項目涵蓋：考古物件資料建模建檔；與其他院校、文化館所合辦展
覽與講座活動等；另與日本兵庫自然史博物館、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及科教館合作，舉辦研
究發表活動、執行標本教學與推廣培訓等。以上活動共計 37 位志工參加、參與民眾超過
300 人次以上。

生態調查
近年來，我們的生態調查志工隊始終持續不輟，

更擴大至各合作館所，展現公民科學家的影響力。
2020 年生態調查共計 72 場次（例行鳥調每月 1 次、
蛙調每月 1 次、蟲調每月 2 次）；另於 8 月份在孫
運璿紀念館、寶藏巖，舉辦成果發表討論會，共計
81 人次參加。

志工管理與服務
針對志工夥伴，

我們持續提供教育及
升等培訓，如舉辦第
三屆芝山盃活動，共
60 人 次 參 與； 並 持
續與科教館合作，借
用空間與志工訓練器材、規劃串聯展覽、活動等。
2020 年本處志工執勤時數共計 10,254.5 小時。

芝山岩展示館已於 2021/1/1 開始進行維修工
程，其它區域仍照常開放。維修完工後，我們將能
更好地接待遊客，持續推廣園區價值及環境保育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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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經營成果
「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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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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動
本會駐館團隊自接手以來，不斷思索如何帶領遊客領略鰲鼓濕地之

美，經過不斷摸索，發展出多元活動類型，如主題四季活動、小型活動
（DIY 課程）及特展活動等。2020 年約有 10 萬名遊客造訪本館，來團
數共計 195 團，服務人次為 7,408 人次。

四季活動
鰲鼓濕地四季分明，我們每年均配合季

節特色，設計屬於鰲鼓濕地的獨特四季活
動：春季活動「鰲鼓春之染」，共 448 人
次參與；夏季活動「蝠爾摩斯的挑戰」，共
313 人次參與；秋季活動「菜菜子的漁村生

活」，共 242 人次參與；冬季活動「鳥兒的新衣」，共 1,197 人次參與。

小型活動（DIY 課程）
小型活動的發想概念主要源於節日，設

計具有節慶氣氛的簡單手作課程，並以當地
天然素材作為材料。如「蛤蛤鳥香包」與
「2020 年繽紛綠聖誕──蚵蚵老公公」活動，
使用東石常見的蚵殼作為聖誕老公公的造型基礎，共計 68 人次參與。

王楨文生態紙藝特展活動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底舉行的特展活動，共展出 50 幅「野鳥藝

術家」王楨文老師的鳥類紙藝作品，共計 33,388 人次參與。

環境教育推廣
我們針對鰲鼓濕地生態，有系統地設

計教案。並於 2020 年期間邀請東石、朴
子及太保地區的各級學校師生與機關單位
一同參加環教課程，共計舉辦 14 場活動、
212 人次參與。

此外，我們舉行到校推廣課程，利用
午休時間或暑假，帶領孩童認識家鄉的
自然環境，希望將保育理念紮根在地。
2020 年共計舉辦 12 場到校推廣課程，共
231 人次參與。

未來，我們仍將秉持環境保育理念，
持續推廣環境教育課程，並設計各色各樣的精彩活動，期使在地民眾與
參訪遊客都能以最輕鬆的方式體驗到鰲鼓濕地的美麗與壯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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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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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個年頭。

本屆賞鳥博覽會的主題為「關渡 20• 島羽新樂園 A Wonderland for Birds」
──延續傳統，發展創意，守護臺北鳥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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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活動 1 首次結合健走活動，千人響應
「飛揚北投 • 走入關渡── 919 健

走賞鳥活動」為賞鳥博覽會暖身，目標
是結合健走族群，帶民眾一起行腳走入
北投，探索關渡。此活動登上 Accupass
暢銷榜第三名，讓更多不同族群接觸賞
鳥，並看見台北鳥會。

創新活動 2 「關渡×鳥×藝術」聯合宣傳增亮點
2020 年「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與「關渡自然藝術季」、「鬧熱

關渡節」結盟宣傳，除了有共同的主視覺和捷運月台播放宣傳影片外，
更於 2020/10/08 聯合召開記者會，共同創作「關渡鳥藝術特展」──
以關渡地景為底，由台北鳥會志工鄭少庾繪製多種鳥類，製作成手作模
型，期望呈現出今年博覽會「棲地串連」、「只要用心觀察，臺北即是
個豐富鳥樂園」之概念。

創新活動 3  博覽會首日十條路線，與特生中心合辦
秋季觀鳥大賽

此次賞鳥博覽會的場地不只限於關渡自然公園，10/17 首日上午更
拉出十條路線探索多種生態棲地。當日行程結束，結算觀察到的特殊鳥
種與鳥數，並舉辦猜鳥贈獎活動。

此 外， 博 覽 會 前 台 北 鳥 會 和 
「eBird Taiwan」、特有生物研究
保育中心聯手舉辦「臺北秋季觀鳥
大賽」將範圍擴大至臺北市及新北
市，要讓專業的 eBirder 盡情上傳
鳥種數、鳥隻數、清單數，大展賞
鳥身手！

延續傳統，發展創意，守護臺北鳥樂園
縱然這一年充滿許多挑戰，我們仍妥善維持歷屆傳統，甚至增添許

多創新活動，走出同溫層，持續為野鳥發聲。兩日博覽會共設計了六大
活動與各種表演節目，參觀人次共計 6,735 人。感謝相關單位、公民保
育團體、本會專職、志工與合作廠商長年的支援與協助，因為有你們，
第 22 屆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才能抵抗風風雨雨、順利落幕！

健走Ｄ站關渡水岸公園
／ 志工提供

陰雨不減賞鳥興致！數鳥串聯 1+1 路
線：大安森林公園／志工提供

關渡×鳥×藝術記者會／ 王世邦 攝

2020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年度工作報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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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收入
2020 年度本會財務狀況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總收入較去

年減少 1,339 萬臺幣。專案補助收入為本會最主要收入來源，佔總
收入 61%。營運服務收入佔總收入 19%，收入來源主要是商品、
門票、場地費等基本營運收入。捐款收入佔總收入 12%，主要是保
育及勸募捐款。教育活動收入佔總收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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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收入 2%，主要為常年會費、
銀行存款利息、入會費等收入。

影響及成果
2020 年 度 本

會 財 務 總 支 出 為
6,640 萬元，較去
年減少 439 萬元。
專 案 補 助 支 出 為
主 要 支 出 項 目，
佔 總 支 出 46%。
營 運 管 理 費 用 佔
總 支 出 38%， 含
銷 售 成 本 等 基 本
營運開銷及人事管銷費用。此外，本會長年致力於救傷推廣、生態
保育、研究發展等工作，保育與其他支出佔總支出 14%。教育活動
支出佔總支出 2%，含課程、導覽解說、營隊活動、企業活動等教
育服務開銷。

未來本會仍將持續朝「野鳥欣賞、研究與保育」三大核心目標
努力，我們將竭盡所能向社會大眾推廣生態保育理念，進而建立人
與環境和諧共存的「臺北生態城」，維護臺灣生態永續。

財務摘要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2020 年度財務摘要與分析

46%

38%

14%

2%

專案補助
支出

$3,064 萬
臺幣

營運管理
支出

$2,534 萬
臺幣

2020 年度
總支出

約 $6,640 萬
臺幣

保育、其他支出
$927 萬臺幣

教育活動支出
$115 萬臺幣

2%

2020 年度
總收入
約 $5,965
萬臺幣

會費、利息與其他收入
$134 萬臺幣

專案補助收入
$3,644 萬臺幣營運服務收入

$1,101 萬臺幣

捐款收入
$702 萬臺幣

教育活動收入
$384 萬臺幣

61%
19%

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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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
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臺北市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臺北國際航空站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政府產業發展處
立法委員吳思瑤服務處
臺北市議員陳慈慧服務處

企業機構
士林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商美邦人壽
大越文創行銷有限公司
日商點子膠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北郵局
禾本科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維京群島商太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財團法人中美和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英業達集團公益慈善基金會
荷蘭商台灣戴爾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貿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聚紡股份有限公司
德國 AURO 天然塗料喬和工程有限公司
臻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MINOX 艾克鍶貿易有限公司
MERRELL
NIKON 國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SONY

協助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新竹市野鳥學會
基隆市夢想家愛樂樂團
關渡國民小學兒童合唱團
臺北市北投社區大學口琴班

感謝名單 本會誠摯感謝所有政府單位、企業機構、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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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等相關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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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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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鳥救傷 
逾 4,000 隻

場域經營 
關渡、芝山、鰲鼓 

參觀遊客 
超過 20 萬人次

賞鳥活動 
賞鳥活動超過 

250 場次 
參與民眾超過 

9,000 人次

保育工作 
小水鴨數量 
達 3,500 隻

環教推廣 
課程活動超過 

1,000 場次
參與民眾超過
30,000 人次

台北鳥會 2020 年度保育成果

捐款方式
 郵政劃撥：帳號「07857882」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請註明「保育捐款」
 轉帳匯款：銀行代號「012」帳號「480-210-586-026」臺北富邦銀行 - 和平分行 ( 戶名同上 )
 信用卡定捐：請於本會網站下載信用卡授權書，填寫相關資料回傳至台北市野鳥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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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9:00 
E-mail：wbst@wbst.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