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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總結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總幹事 陳仕泓

　　台北鳥會成立第 49 年迎接 50 週年的 2022，是
個充滿挑戰，但也滿滿收穫的一年。因為疫情的影
響，我們將近 4 個月的時間無法推展例行活動。但會
員人數依然持續增長，更多夥伴因為社區大學、觀
鳥觀心觀自然班、大型活動等等活動認識台北鳥會，
並且成為我們的成員之一。

　　本會公益經營的場所，有位於臺北市的關渡自然
公園、芝山文化生態綠園以及位於嘉義的東石自然
生態展示館等三個場所，皆順利持續經營。惟受到
疫情影響，即便已經節省各種開支，依然難逃虧損的
狀況。所幸本會經營關渡自然公園有成，於 2022 年
11 月在聯合國第 14 屆濕地大會獲頒星級濕地中心獎
項，成為全球公認頂級 23 所濕地教育中心之一。台
北鳥會展現了在這個領域的專業與成就，也讓國際夥
伴看見。

　　2022 年台北鳥會由衷感謝民眾的捐款肯定，隨
著《尋找神話之鳥》電影上映、「與神鳥同行」保
育募資計畫上線，我們讓更多民眾看見我們並支持我
們長久以來在做的保育工作，再結合民眾對鳥類生
命處境的感同身受，有更多的捐款投入到台北鳥會，
也讓我們有更多的資源能夠持續運用在我們所倡議
的研究與保育工作上。

　　然而，台北鳥會依然有許多的課題需要去關注，
我們透過與林務局合作的研究案，看到都會地區鳥類
所面臨的遊蕩犬貓問題、窗殺問題、環境用藥與黏鼠
板問題、都會棲地衰退與破碎化問題，這些問題都會
影響我們所關注與關心的鳥類生存。黑嘴端鳳頭燕鷗
在馬祖繁殖區域所面臨的各種棘手問題，也讓我們反
覆思索要能夠找到適合的棲地，持續我們的保護工

作。大臺北地區如金山東方白鸛、基隆河鸕鷀、淡水
河流域的清淤工作都需要台北鳥會投入相關的人力
給予關注。而我們長久以來關心的地方如華江濕地、
關渡濕地、大漢溪人工濕地群、桃竹苗海岸濕地都依
然需要夥伴關懷。然而，人力不足，新生代夥伴培養
不及以及老夥伴的凋零，也讓我們感到有點力不從
心。

　　縱然如此，台北鳥會的行政工作夥伴，依然會堅
守自己的崗位，做好自己的工作，為臺灣守住更多的
鳥類棲息地，讓民眾看見更多野鳥，讓人與鳥之間的
衝突減緩，讓鳥類多樣性依然是臺灣最亮眼的生態成
果。

RRC-EA拉姆薩爾東亞濕地中心主任徐昇吾頒發
星級濕地獎牌給台北市野鳥學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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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隨著疫情狀況逐漸好轉，鳥會的各項活動運作也
漸漸的步上正常軌道，在各位同仁的努力下，會本部
的營收終於達成由虧轉盈的目標，著實值得鼓勵！

　　回顧去年（2022）的幾個大型專案活動跟大家
分享成果，首先是黑嘴端鳳頭燕鷗棲地營造—「與
神鳥同行」保育募資計畫如期順利達標，雖然無法達
成目標倍增的期望，但是在疫情影響下，大家仍願意
付出一些愛心，真是讓人感動！再來是年底的國際賞
鳥博覽會，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與關渡自然藝術季首
次結合辦理，也頗獲好評，今年（2023）仍要提早評
估規劃，以利活動順利執行。

台北鳥會長期經營的三個單位營運說明：

一、 鰲鼓的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營運獲得嘉義林管處
的認可，順利取得複數年的合約，除了持續與
在地社區學校合作，希望今年能將服務能量再
向外推展，找機會與雲嘉南風景管理處或是地方
政府合作。當然更要關心台糖土地的經營管理，
持續監控鰲鼓濕地的變化。

二、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已於去年 2 月重新開園，規劃
的各項活動也都如期推展，展館的整修也順利完
成，今年也會重新規劃「芝山風華、士林文化
節」的活動，再來就是穩定經營，期待年底的續
約能順利進行。

三、 關渡自然公園的自然中心去年 2 月重新推出結
合創新科技的「關渡自然展」，希望大家能重
新回來觀賞這個與以往更不一樣的展覽。至於
營運方面，於去年中獲得緯創公司支持「『緯』
持關渡守護濕地，『創』見埤塘多元生態」計
畫，今年緯創公司更擴大關渡自然公園的認養，
這對於關渡的營運更是添助了不小的力量。期
望再加上一年增加一企業支持關渡的努力目標，
相信未來關渡的經營將能不再捉襟見肘。

　　今年台北鳥會邁入 50 週年，在去年底舉行的聯
合國拉姆薩爾第 14 屆締約國大會（COP-14）中，關
渡自然公園成為國際首批也是臺灣第一個摘下星級
濕地中心獎項的場域。這個獎不僅回應了市民對關渡
自然公園成為國際級濕地中心的期望，也回應了自
1980 年代，台北市野鳥學會極力催生關渡自然公園
成立，並且爭取經營管理及自籌營運費用長達 22 年
以來最好的成果。能夠在台北鳥會創立 50 週年前夕
獲得此項榮耀，真的是送給台北鳥會最好的禮物。

　　近年來全球受到極端氣候的影響，衝擊許多生態
系統，我們不難發現很多野鳥的棲地也在持續的變化
中。台北鳥會 50 週年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但不
是終點，許多鳥類在臺灣的棲地仍未受到太多關注，
未來我們將持續努力，結合更多的保育力量，以維護
更多鳥類的棲地環境。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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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飛羽
大型活動、例行活動推廣

　　漸漸地轉變為與新冠肺炎共存的 2022 年，於 3

月至 6 月間又遇上疫情升溫的時期，在政府政策未決
議升級下，期間預防性的取消了例行活動、駐站解說
以及大型活動。

　　為使本會成立的宗旨「欣賞、研究、保育」可以
持續的推動，除了線上講座以外，更於 8 月至 10 月
增設了例行活動防疫特別場，人數控管並落實防疫
措施，同時也與環教共同辦理蘆洲賞燕、華江雁鴨
生態導覽、社子島小築導覽等活動；隨著疫情趨緩，
各活動於 4 月暫停後也陸續恢復辦理，例行活動於 8

月恢復、大安及華江駐站於 12 月恢復、芝山綠園於
11 月恢復。

　　2022 年例行駐站解說活動計有 193 場次，義工
支援共計 673 人次，統計參與民眾至少 2,100 人；大
型活動共計 13 場次成團，取消 5 場次，支援領隊共
計有 32 人次，統計參與民眾 315 人次。全體義工累
積服務時數 4,130 小時。

　　2022 年年中雖受疫情影響，導致辦理場次稍減，
仍不減活動組義工們的熱情，在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下，讓鳥友在安全無虞的狀態下觀鳥，聽取解說員專
業的說明。這期間非常感謝活動組的義工支援鳥會各
項活動，度過疫情較艱辛的時期，鳥友們熱絡的參
與，對於鳥會及活動組義工就是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新湖漁港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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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推廣

　　雖然 2022 年中旬疫情突然再次爆發，但有之前
受到影響時的因應策略及應變經驗，環境教育推廣部
分在 2022 年各課程活動持續推動中，僅少部分受到
些許影響。

一、 觀鳥觀心觀自然初階班課程
週四班／ 四季課程，2022 年共有 138 人次參

與。

週五班／ 於秋季 9 月開始開辦，主打以系統
性、由淺入深的教學方式，於 2022
年共開辦兩季課程有 38 人次參與。

二、 觀鳥觀心觀自然進階班課程
有別於大型活動的形式，報名者皆為觀鳥初階
班、鳥會在社區大學中開班的學員為主，針對
某一地點辦理四季觀察，除了培養學員鳥類辨
識的能力外，更重要的是發現生態環境的變
化。辦理 4 場次共有 132 人次參與。

三、社區大學
2022 年開始，台北鳥會僅在北投社大穩定開
課，透過與社區大學的合作，拓展不同面貌的
學習歷程。春、秋兩季課程，均招生滿額。

四、鳥類講座
每個月一次在關渡自然公園辦理的鳥類講座，
因受到疫情影響而致關渡自然公園休園，也順
利改為線上方式繼續提供給鳥友們增廣知能。
辦理 9 場次共有 350 人次參與。

五、 校園及社會大眾
每個月一次在關渡自然公園辦理的鳥類講座，
因受到疫情影響而致關渡自然公園休園，也順
利改為線上方式繼續提供給鳥友們增廣知能。
辦理 9 場次共有 350 人次參與。

　　每年辦理的夏季群燕紛飛導覽活動與冬天的華江
雁鴨生態導覽活動均觸及 500 以上人次參與，其中更
有超過六成是第一次接觸，回饋中也表示很喜歡這樣
的鳥類教育推廣導覽。

　　義工知能培訓方面，更是每年都辦理義工招募
外，對於義工繼續精進的課程亦也設立一系列義工成
長課程讓三處義工都能不斷精進學習。

　　2022 年圓滿告個段落，多虧了許多義工老師們無
私奉獻，環教活動才得以順利推動。期許 2023 年，
能有更多義工老師加入環境教育的行列，與我們持續
在大眾推廣教育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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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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傷病與幼雛野鳥的照護
　　今年（2022）共接獲 4,330 隻傷病鳥，其中地點以臺北市
占 67% 最多，年齡則以幼鳥占 45% 最多。本會自 1992 年成立
救傷中心，隨著民眾的保育意識抬頭、都市環境變化等，傷病
鳥數量約從 2006 年起快速增加，於 2019 年接獲 4,356 隻達到
歷年高峰，隨後數量轉為趨緩，尤以 2021 年的 3,190 隻為近年
低點，不過該年應是受到新冠肺炎影響，以致民眾不敢出門或
送傷病鳥至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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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獲傷鳥區域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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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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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33, 1%

基隆市 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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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鳥
1898, 45%

亞成鳥
737, 18%

成 鳥
81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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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籠舍修繕

　　芝山得得之家為野鳥長期收容及漸進式野放的工作站，15 年來已是上萬隻野鳥的中途庇護所，不過
籠舍舍齡 15 年，不但擋雨帆布破損，鐵柱鏽蝕嚴重，地板也因長年雨水沖刷，泥土流失嚴重，造成籠網
下方產生縫隙，各籠四周都被老鼠挖洞，老鼠、松鼠容易鑽進籠內，吃掉工作室內原應給野鳥食用的大麥
蟲，連存放食物的容器都被松鼠咬壞。而闖進籠內的老鼠、松鼠，不只隨處大小便造成環境髒亂，也讓籠
內傷鳥晚上不得安寧，隔天虛弱待在地上。使用各種防堵方式皆無效，忍受了半年，義工身心俱疲，因此
籌措經費修繕。十分感謝捐款人支持，協助我們完成籠舍修繕，讓傷鳥有安全場域可安身立命。

角鋼鏽蝕嚴重

拆掉舊籠舍重建

籠舍內鋪設石版

門框鏽蝕、遮光布破損
嚴重

籠門變形且有壓迫感 籠舍內周圍皆有鼠洞

籠舍修繕前

籠舍修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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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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貂嶺至侯硐基隆河沿岸新年數鳥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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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計畫皆已順利結案，但保育的路上仍滿布荊棘，今年（2022）馬祖燕鷗繁殖狀況仍持續出現問題，夜間
人為干擾的問題依舊，平均每隔兩到三日，即可見到夜間有漁船駛入保護區範圍作業，致使燕鷗已連續三年繁
殖失敗。所幸也有些值得高興的消息，新竹濱海濕地野生動物保護區由於早年經人為種植紅樹，經年累月下灘
地逐漸陸域化，使保育標的鳥種鷸、鴴科鳥類族群數量銳減，近年陸續大面積伐除，希冀能回復棲地原有功能。
本會與新竹鳥會合作的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鳥類調查，2022 年多項保育標的的族群數量破紀錄創歷史新高，
顯示保育策略的成功，值得同樣面臨因紅樹林陸域化的關渡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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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亦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合作，共同發想草擬一個以鳥類為主題的展覽綱要，希望在 2023 年有幸能開花結果順利
展出，讓更多的民眾能因認識鳥類，而一同加入守護野鳥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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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夜間海上除了藍眼淚，還有由眾漁船燈火造成的海上極光，圖中偏下位置可見有艘漁船駛入保護區範圍內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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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區人鳥和諧共存 
　　林務局之都會區人鳥和諧共存專案起源於臺東
小雨燕事件—因體育場施工造成小雨燕失去棲地
流離失所，為促進社會大眾與鳥類之間的和諧，此計
畫主要探討都會區人與鳥因生活圈重疊而產生的各
種衝突議題與解決方式。

　　保護位於金字塔高端的鳥類族群，等同開啟保護
傘效益，鳥類生存條件的改善將能達到整個生態圈
系統的保護工作，若能以大臺北都會區做為示範點，
順利推動人鳥和諧共存的行動，全臺灣的生態維護將
會更進一步。

　　希望透過此計畫可以協助民眾認識鳥類、減少人
鳥之間的衝突，並提升整體的環境意識、生態保護觀
以及環境素養等價值。讓人們一同來保護環境的生物
多樣性，設法維持人與鳥類的和諧共存，達到增加生
物多樣性發展以及野生動物保育工作。

　　2022 年秋冬專案小組一共拜訪大臺北都會區 10

組專業團隊與 10 位相關專家學者，集結眾夥伴對於
人鳥衝突的議題研究與觀察，歸納了以下：

【八項鳥類在都會區易出現的困境】

一、遊蕩犬貓攻擊 

二、窗殺

三、環境用藥與黏鼠板 

四、林木修剪與環境整理

五、針對鳥類的餵養行為 

六、外來強勢鳥種入侵

七、寵物與放生 

八、路殺

另補充：教育、宣導能量不足；棲地開發、破壞；法
規執行不彰

【四項人受到鳥類影響】

一、家庭設備損害與財損 

二、鳥類帶來之疾病衛生問題

三、繁殖季鳥類攻擊行為 

四、鳥類之聲音干擾

另補充：公共安全

　　由於上述議題繁多，為聚焦與整合資源，我們辦
理三場次圓桌會議，邀請 48 位關係夥伴（廠商、媒
體、教育單位、義工、獸醫、研究學者、熱心參與社
區民眾等）為以上議題進行投票，選出與會者認為最
急迫需盡快解決的議題。

　　針對「鳥類遇到之困境」議題，根據以下投票數
據結果顯示，整合三個場次圓桌會議共 48 位與會人
員一人三票的意見，對於遊蕩犬貓攻擊（17.4%）、

窗殺（14.6%）、環境用藥與黏鼠板（13.2%）相對
有感；另增加之選項：教育宣導能量不足（11.1%）

與棲地開發破壞（10.4%）也拿到了 10% 以上的票數。

　　針對「人受到鳥類影響」議題，根據以下投票
數據結果顯示，整合三個場次圓桌會議共 48 位與會
人員一人一票的意見，對於家庭設備損害及財損之
議題拿下一半以上的票數（52.1%）；另外鳥類帶來
之疾病衛生問題則是位居第二，占了 37.5% 的比例，
也是不容小覷。

　　2023 年度我們將會以統計後得出的議題結果，
擬定研究方法，優先將資源投入，並與各界夥伴討論
出不同之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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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訪談 楊平世教授訪談

王穎教授訪談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訪談

劉偉蘋專家訪談 圓桌會議場次一

圓桌會議場次二 圓桌會議場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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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自然公園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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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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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自然公園經營
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處長 何麗萍

　　2022 年是疫情後的療癒年，也是我們運
營管理關渡自然公園邁入第 22 年，台北鳥
會自身投入專職人力財力物力，加上熱心的
義工群以及政府單位企業團體各界的協力，
讓我們能夠在這波疫情中穩住撐住。

　　謝謝企業夥伴滙豐銀行 HSBC、格蘭父
子洋酒、英業達集團、太古可口可樂、台灣
戴爾電腦等持續投入專案計畫與企業公服，
今年新增加了阿拉善 SEE 台灣項目中心與緯
創人文基金會的專案計劃與新思科技的義工
家庭日。

環境保育

　　環境保育依季節循環與分區管理進行日
常養護工作，如水田的翻耕、插秧、收割、
休耕，持續監測與調查與半鹹淡水計畫，年
度棲地復育工程進行土堤土方降挖，土堤高
莖草移除，渠道清疏，新建置完成圈牧圍籬，
提供水牛更大面積的飼草地。

遊客服務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關渡服務升級計畫優
化場館設施，今年初正式啟動票亭與停車場
自動化售票驗票系統，完成手語導覽服務及
語音導覽機租借服務之建置，自然中心展場
設備科技化、軟體資訊影像化，打造民眾互
動體驗式生態學習場域，開幕記者會當天臺
北市市長柯文哲、副市長黃珊珊、產業發展
局長林崇傑、動保處處長宋念潔與臺北市楊
靜宇與陳建銘議員都一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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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的服務量雖不若往年，仍透過規劃與辦
理分齡分眾活動、培訓課程、義工參與方案，維持一
定的執行量能。今年新增樂齡專案體驗活動、運用
WLI 經費開發學齡前兒童團體二項方案、編印學齡
前兒童團體方案手冊，提供予幼兒園教師參考運用，
我們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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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今年的策展主題為「療癒，
作為一個方法」，藉著藝術家與在地居民、義工於大
自然的環境中一起創作出療癒人心的作品，重新思考

後疫情時代下人類與自然生態的各種關係，今年參展
藝術家共 5 組，有黃淳浩、朱思齊、李若玫，山田設
計（歐舟、簡吟如）、馬浪．烏瓦日、張國耀。

　　歲末，我們迎來一個好消息，關渡自然公園獲評
為 WLI 星級濕地中心，全球共 23 個濕地中心獲獎，
關渡自然公園是國際化的自然保護、交流和教育中
心，更是實踐社會參與自然保護，以非政府機構管理
並運營自然保護區的成功典範。

　　回首過去，我們滿懷感激；展望未來，我們充滿
期許，將秉持一貫的熱情與專業，透過多元的策略、
守護自然環境，延續對市府及民眾的承諾—保育關
渡濕地生態，提供教育、研究、休閒的優質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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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營隊農遊活動

樂齡活動 親子活動

黃淳浩、朱思齊〈森林
如何做夢？〉

歐舟、簡吟如〈半個地球一座橋〉 馬浪．烏瓦日〈探更寮〉

WLI星級濕地中心獎牌張國耀〈甘霖〉 李若玫〈植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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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山文化生態綠園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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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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山文化生態綠園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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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422松菸生態調查

志工季會 公民科學家影像紀
錄分享

新進志工培訓

志工季會討論 志工增能訓練，提升文史相關能力

志工管理計畫（導覽訓練、資料建置）

外來種植物控制 展示櫥窗例行清
理

棧道木板更換典藏文物整飾 動物大使狀況檢
查

解說牌清理

日常環境維護與標準作業流程規劃

小小斯文豪 
生態觀察

芝山生態之旅 
園區探索

都市鳥類初體驗 
大使面對面

都市鳥類初體驗
鳥類搜查員

蟲蟲隱身術 
蟲蟲隱身大挑戰

環境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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鰲鼓東石展示館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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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鰲鼓東石展示館經營
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專案經理 青佳苓

　　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為鰲鼓濕地的遊客中心，本
會駐館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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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入館人數約為 81,000 人次，預約團
體 170 團共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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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鰲鼓的四季各有特色，我們依季節設計多種活

動，展現鰲鼓不同時節的面貌：冬季活動「鳥兒建築
師」以鳥巢為主題，邀請民眾觀展、參加講座及編織
手作 DIY 等活動，體驗鳥類為孕育下一代而演化出
來的精湛編織技巧，此活動共 4,734 人次參與；春季
期間，我們帶領民眾參加「染染—曬出晴空的雲
朵」藍染活動，讓民眾體驗友善環境的染布方式，本
活動共 82 人次參加；夏季的「葉的變身術」活動則
是以有趣的遊戲關卡、深入淺出的生態講座、親子同
樂的 DIY 活動，讓入館民眾認識不一樣的植物世界，
此活動共 374 人次參加；秋季「2022 年菜菜子的漁
村生活」活動與在地休閒魚塭合作，讓親子遊客認識
嘉義東石的漁村風情，此活動共 1,053 人次參加。

夏季活動

秋季活動 冬季活動

春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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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活動（DIY活動）

　　節日連續假期是遊客參訪鰲鼓的高峰，因此我們
在各重要節日辦理 DIY 活動，將濕地元素融入節慶
小物，讓民眾回家後仍能感受到鰲鼓濕地的美麗印
象。今年舉辦的活動包含：將猛禽、水鳥圖案印在
紅包袋上的「2022 超鵟紅包袋」春節活動；認識園
區植物的「壓壓—留下葉片的指紋」兒童節活動；
製作蛤仔好蝠氣香包的「蛤蛤蝠香包」端午節活動；
認識東石在地產業的「聖誕老蚵蚵」活動，以上活動
共計 555 人次參加。

環境教育推廣

　　除了一般的遊客服務與入館即可參加的四季主
題活動外，為讓民眾對此地能有深度、系統性的接
觸，也邀請各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與學校單位參加本
會設計的 11 套在地資源主題環境教育課程方案，期
望藉由課程讓參與者了解鰲鼓濕地的多樣特色。2022

年我們共舉辦了 14 場環境教育課程，年齡層包含幼
兒園、國小、國中及社會人士，共 266 人次參加。

　　因應申請單位的特殊需求，我們也設計不同於原
有教案之專屬課程，介紹濕地生態並提高鰲鼓濕地
森林園區曝光度。今年以「鳥類的食衣住行」、「世

界候鳥日」、「濕地微賞鳥」、「認識校園動植物」
及「木鳥彩繪 DIY」等主題，共辦理 11 場、278 人
參與的到校推廣和自辦活動，將有趣的鳥類知識帶入
校園和民間企業。期望透過我們的努力能搭建起人與
自然之間的橋樑，讓更多人能感受生態帶來的美好。

蛤蛤蝠香包 聖誕老蚵蚵

超鵟紅包袋 壓壓——留下葉片的指紋

教案—丫丫拇指印

教案—淨灘大作戰

教案—好忙的鳥兒

教案—雁鴨觀察日記

教案—自然探險家

教案—葉的變身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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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鳥彩繪 DIY

「看見自然的律動」常設展開展

　　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二樓「看見自然的律動」常
設展於 2022 年 12 月 10 日開展，由嘉義林區管理處
委託宜東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設計，本會駐館團隊擔任
顧問角色，提供濕地與鳥類的資訊及協助校稿。

　　展場共區分成六大主題，分別為：流動之地、候
鳥的旅行、鰲鼓的新生、夏夜旋律、當我們傍水而
生。希望參觀者透過展覽，重新認識鰲鼓這塊土地，
讓我們尊重、依循著自然節律一同永續共存。

　　展場開放時間為週二至週日的 9:00-16:30（除夕
休館），歡迎喜歡鰲鼓的朋友來參觀。

世界候鳥日 認識校園動植物 濕地微賞鳥



2022 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
台北市野鳥學會自 1973 年創會以來深耕臺灣野鳥保育行動，足跡不只遍及全臺、外島，也屢獲國際
邀約前往分享保育成果，更自 1999 年開始舉辦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至今是臺灣最長久的大型生態
博覽會活動，吸引超過 30 多萬人次的民眾、2 萬人次的志工、2 千個團體參與。

本屆主題為「賞鳥生活節」，期望向大眾推廣賞鳥與休閒生活結合，進而在生活中落實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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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臺北國際
賞鳥博覽會

　　今年度（2022）的賞鳥博覽會以「賞鳥生活節」為主題，向民眾推廣賞鳥與休閒生活結合，在生活的步調
當中，學習欣賞鳥、愛護鳥，了解鳥類保育的重要性，期許在民眾的日常生活推廣賞鳥活動與精神，進而讓民
眾透過更多瞭解，體悟自然生命的一體性，更重視環境自然生態的保育理念。

跨場館合作

　　年初收到郵政博物館邀請，
協助策劃鳥類郵票展，並規劃 5

場活動，結合賞鳥戶外活動、鳥
類知識導覽、鳥類 DIY 手作課程
及鳥類郵票特展「翩翩飛羽—
映像．郵票特展」，提供民眾深
刻的五感體驗，透過與休閒活動
的結合，突破鳥類欣賞、保育領
域的同溫層，吸引許多非賞鳥愛
好者的關注，並強化民眾對於鳥
類保育生態的印象與情懷。

擴大辦理，多元活動，熱鬧舉行

　　2021 年疫情加劇，經過多方
評估過後將國際賞鳥博覽會轉為
線上活動的方式，經過一年疫情
逐漸趨緩，今年度鳥博與關渡自
然公園的自然藝術季聯合擴大辦
理，將藝文與生態保育活動結合，
藝術家手作工作坊、園區賞鳥導
覽、在地小農市集、飛羽講座等
等，大幅提升活動內容豐富度，
為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注入新能
量，這兩日的活動共計吸引 9,236 

人次參與，已超越近幾年實體活
動的參與人數。

開幕 (廖榮鑫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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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著疫情的影響，
台北鳥會經歷過線上及
疫 情 後 的 實 體 活 動 辦
理，在這過程之中累積
不少經驗及成長，期許
未來將這些經驗整合並
為下一次的博覽會提供
更多新的突破，讓更多
民眾參與其中，擴大關
注鳥類生態的群體，提
高民眾對於賞鳥、愛鳥
等保育議題的關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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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主要收入

　　本會 2022 年財務狀況因新冠肺炎疫情逐漸趨緩，防疫政策鬆綁，各項課程活動慢慢恢復辦理，加上馬祖
燕鷗專案及搶救神話之鳥、芝山籠舍募款，總收入較去年增加 1,275 萬元。專案補助收入為本會最主要收入來
源，占總收入 55％。營運服務收入占總收入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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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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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要是常年會費、銀行存款利息、入會費等收入。

影響及成果

　　本會 2022 年度總支出為 6,027 萬元，較去年增加 1,006 萬元。專案補助支出為主要支出項目之一，占總支
出 37％。營運管理費用占總支出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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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教育活動支出占總支出 3％，含課程、導覽
解說、營隊活動、企業活動等教育服務開銷。

　　疫情漸漸趨緩，臺灣邁入與疫情共存的時代，各項活動也慢慢復甦，本會未來仍持續朝向野鳥「欣賞、研
究、保育」的方向前進，並致力於降低人與鳥之間的衝突，創造共容共榮的環境。 

■ 營運服務收入
■ 教育活動收入
■ 專案補助收入
■ 會費、利息與其他收入
■ 捐款收入

■ 營運管理費用
■ 教育活動支出
■ 專案補助支出
■ 保育與其他支出

營運服務收入
$1,031.3 萬臺幣
18%

營運管理費用
$2,435 萬臺幣
40%

保育與其他支出
$1,170 萬臺幣
20%

教育活動收入
$524.3 萬臺幣
9%

教育活動支出
$201 萬臺幣
3%

專案補助支出
$2,221 萬臺幣
37%

專案補助收入
$3,267 萬臺幣
55%

捐款收入
$968 萬臺幣
16%

2022 年度總收入約
$5,926 萬臺幣

會費、利息與其他收入
$135.4 萬臺幣
2%

2022 年度總支出約
$6,027 萬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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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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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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國立臺灣博物館

連江縣政府

新北市立深坑國民中學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臺北市立圖書館行動書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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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機構

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
太古可口可樂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台灣猛禽研究會
台灣優比快 Ubiquiti (Taiwan)

台灣戴爾電腦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然步道
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
協會臺北分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桃園市野鳥學會
阿拉善 SEE 台灣項目中心
英業達集團
格蘭父子洋酒
財團法人中美和文教基金會
馬祖野鳥學會
博威鳥控
新思科技
滙豐銀行 HSBC

窩窩 WUOWUO

緯創人文基金會

個人

方偉達教授

王力平專家

王順美副教授

王穎教授

吳珈瑩醫師

李培芬教授

李照陽院長

林利中先生

林俊聰副研究員

林惠珊專家

林維捷先生

洪崇航博士

洪淳修導演

范忠勇副研究館員

袁孝維教授

張弘榤導演

梁皆得導演

陳劼理事

黃肇新助理教授

楊平世教授

廖年毅先生與方齡玉女士

劉偉蘋專家

蔡岱樺祕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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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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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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7:30
E-mail：wbst@wbst.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