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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鳥會走過半個世紀，從早期的艱辛努力到如今穩健的發展，成就了多項卓越成果。
感謝一路以來，為鳥會奉獻付出的所有夥伴。台北鳥會本著成立宗旨—「欣賞、研究、保
育」，持續努力發展。環境生態是我們一直以來關注的議題，透過公共參與、與公部門合作、
教育宣導，都有不錯的成績。

　　另外搭上近年最熱門的 ESG 議題，我們持續與企業聯繫及合作，為了環境、社會和公
司治理的永續發展，努力推動相關方案。

台北鳥會及長期經營的三個單位營運成果說明：

   跨足與海保署合作，執行啣魚鳥
生研究計畫，建立臺灣海鳥食性
調查平台，吸引公民科學家共同
參與，探討海鳥的食物種類。
   舉 辦 第 一 屆 賞 鳥 大 賽，並 持
續 推 動 臺 灣 新 年 數 鳥 嘉 年 華
（NYBC）、淡水河鳥類同步調
查、繁殖鳥類調查，促進鳥類調查公民科學的發展。

   首度與募資平台合作推出「翱翔天際振翅高飛計畫」，宣導鳥類救傷
重要性。
   參與第 13 屆亞洲賞鳥博覽會（ABF）及亞洲濕地研討會（AWS）等
國際會議交流，簽署濕地保育合作協議。

   持續推出季節活動及環境教育課
程，執行國小到校陪伴計畫，生
態觀念向下紮根。

   協 助 在 地 解 說 團 隊 進 行 鳥 類 監
測、巡守相關業務。

   參與亞洲濕地研討會（AWS），

分享展示館的環境教育經驗，並
向 國 際 推 廣 鰲 鼓 濕 地 的 生 態 之
美。

理事長的話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 理事長

   維護場域以提供遷徙水鳥和水生
動植物的棲息地，並推動濕地生
態保育與教育工作。
   辦理 2024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與 緯 創 第 二 度 合 作 完 成 藝 術 創
作。
   執行企業保育認養專案，深化企
業員工的生態保育體驗，成為實現 ESG 的成功案例。

  結合生態與文化資源，策劃並執
行各類展覽與教育活動，包括與
松山文創園區、寶藏巖國際藝術
村、市長官邸及孫運璿科技．人
文紀念館的展覽合作。
  與 企 業 及 公 部 門 密 切 合 作，中
鼎、第一銀行、國家環境研究院、
文化部、教育部等，皆有不錯成果展現。

　　展望 2025 年，除了持續推展與公部門、企業合作的各項專案之外，面對氣候變遷和生
態環境快速變化的挑戰，台北鳥會將持續在環境教育、濕地保育和公民科學方面精進，以專
業能量與熱忱，引領公眾與企業攜手，為永續未來努力。

會本部

鰲鼓濕地
生態展示館

關渡自然公園

芝山文化
生態綠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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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總結
　　2024 年是台北市野鳥學會充滿挑戰與成就的一年。本年度，我們在會員發展、環境教
育、鳥類保育、跨界合作以及國際交流等方面皆取得重要進展。此外，我們在募款成效與
多元活動推展上也達到了顯著成果。

一、會員發展與參與

   持續強化會員通訊與互動，每月發送電子報，開設社群討論專區，提供即時資訊交
流，提高會員參與度。

   未來會特別加強贊助會員的宣傳，並積極辦理「會員限定生態導覽」與「會員講
座」，讓會員能夠更深入參與學會的活動，提高會員忠誠度與互動感。

二、募款成果與財務狀況

   2024 年度募款總額達 813 萬新臺幣，
創歷年新高。其中「翱翔天際振翅高
飛計畫」透過募資平台募集超過 330

萬元，並獲得會員的大力宣傳與支持。

   各單位積極透過企業 CSR 合作，成功
爭取相關預算，以維持關渡自然公園
與芝山文化生態綠園的營運，持續支
援環境教育、公眾宣導與野生動物保
育工作。

三、多元活動與跨界合作

   舉辦「臺北賞鳥國際博覽會」，吸引 69 個單位參與，總入園人次達 9,443，成功推
動東亞區域生態教育與交流。

   與 10 家知名光學儀器公司簽署合作協議，推廣生態觀察工具，提升公眾對生物多
樣性的關注與參與。

   簽署生物多樣性跨境合作備忘錄，與馬來西亞塔賓野生動物保護區深化生態旅遊與
教育合作，促進國際保育交流。

四、鳥類保育挑戰與堅持

   推動「啣魚鳥生」公民科學計畫，成功收集超過 800 張海鳥攝食影像，分析海鳥食
性變化，並獲得廣大鳥友的熱烈響應。

   強化黑嘴端鳳頭燕鷗的保育工作，面對繁殖棲地減少、氣候變遷影響、天敵增加等
嚴峻挑戰，投入更多資源。然而，由於保育成本與難度大幅提升，北鳥的工作壓力
也相對增加，未來將積極尋求更多合作夥伴與資源支持，以確保該物種的長期存
續。

　　感謝所有會員、志工、合作夥伴及贊助單位的支持，讓我們在 2024 年取得豐碩成果。
展望 2025 年，台北市野鳥學會將持續深耕會員服務，推動更具影響力的環境教育計畫，
強化跨界與國際合作，並探索新的財務模式，以確保學會的永續發展。我們期待與所有會
員及夥伴攜手，讓更多人關心並參與野鳥保育工作，共同為臺灣的野鳥與生態環境努力，
實現「人鳥共榮」的願景。

跨界合作—光學儀器公司 跨界合作—馬來西亞塔賓野生動物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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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駐站、大型活動推廣

一、例行駐站辦理成果

　　2024 年例行駐站解說活動計有 269 場次，志工支援共計 804 人次，統計參與民眾至少
3,224 人次，領隊解說員志工累積服務時數 7,241 小時。

　　2024 年針對例行駐站有諸多的調整，說明如下：

1.  例行活動採季節性調整班次：
　　夏天日出較早，鳥類活動時間較早，例行活動時間較不易見到鳥類出現，屬鳥荒期；冬
天將會有來臺渡冬的候鳥，故針對季節變化調整例行班次。秋冬春季 10-4 月每週末 2 班，
即單週日 2 班例行、雙週六日各 1 班週末派及例行。夏季 5-9 月每週末 1 班，即單週日 1 班
例行、雙週六 1 班週末派。

2.  例行集合點改設立在步行賞鳥路線起點：
　　第一季起先調整淡蘭古道、康誥坑溪、三芝車新路、故宮 - 雙溪公園、二叭子植物園、
風露嘴 - 烏塗窟、挖仔尾等路線集合點。

3.  新增 4條例行路線「雙溪濕地公園」、「永春陂生態濕地公園」、「翡翠水庫」、
「青潭溪」：

　　為豐富北部賞
鳥地圖，本會志工
勘查多條路線並新
增 為 例 行 活 動，
「雙溪濕地公園」、
「永春陂生態濕地
公 園」於 2023 年
勘查完成，2024 年
正式列入例行路線
中；「翡翠水庫」
與翡管局合作，屬
管制區需報名，限額 40 名，預計一年約有 2-3 場次；「青潭溪」是夏天專屬路線，夏天鳥
種相對少，為使夏天多一條路線選擇，於 5 月進行勘查，鳥種出現穩定，溪水清澈、魚類昌
盛、植被繁茂、視覺舒暢，適合人數較少時悠閒慢行賞鳥，是夏季看公園鳥之外的新選擇。

教育推廣 4.  取消芝山文化生態綠園駐站，改以芝山岩例行提供鳥友免費入園參觀。

5.  關渡自然公園賞鳥趣原有 2場次，活動時間為 14:00-15:00、15:30-16:30，後變
更為 1場次，活動時間為 14:00-15:30。

二、大型活動辦理成果

　　2024 年大型活動共計
10 場次成團，取消 1 場次，
支援領隊共計有 24 人次，
統計參加民眾 204 人次。
領隊解說員志工累積服務
時數 995 小時。

　　 上 半 年，2024 年 4 月
花 蓮 規 模 7.1 強 震 及 後 續
多次的餘震，加上下半年
多個颱風侵擾及外圍環流
造成的雨勢磅礡，導致民
眾針對山區的活動意願有
較多的安全疑慮。也因此影響到辦理在山區賞鳥的大型活動，4 月的觀霧延期至 5 月辦理，
11 月的杉林溪因颱風取消。

三、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活動組攤位辦理成果

　　照慣例有一攤位為活
動組園區賞鳥趣的導覽，
安排 1 天 5 場，1 場 2 位志
工，另安排 3 場次邀請呂
光洋老師介紹關渡自然公
園，也有提供雙筒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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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 人，
隨 喜 捐 款 共 募 得 15,41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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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推廣

線上講座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讓學習與知識分享無遠弗屆

　　疫情開啟了人們學習的新方式，
更習慣線上視訊軟體。比起實體講座，
線上講座除了減少通勤時間外，更增
加邀約各地優秀講師演講的機會。

　　2024 年為龍年，而部分恐龍隨著
時間演化成為現代的鳥類，於是順勢
推出「龍 TIME 攏 SEE」線上鳥類講
座，從鳥類起源、鳥類保有的恐龍特
性、最古老的鳥類—企鵝、漫談地
球上天堂鳥家族這 4 個主題，讓志工
與民眾能更深入了解鳥類，每場次均
有近百人次參加，更能觸及到喜歡鳥
類分科介紹的民眾及志工。

　　此外每季也推出環境教育線上大
講堂，「去你的島∼賞鳥樂園」系列
以賞鳥旅遊的概念，邀請經常待在東引賞鳥的花蓮鳥會何瑞暘總幹事介紹馬祖東引、澎湖鳥
會負責研究的鄭謙遜校長介紹澎湖、常駐金門的 NYBC 鳥老大洪廷維醫師介紹金門，以及
WWF 香港分會米埔經營團隊介紹香港米埔。場場皆達上百多位參與者。

　　外部公家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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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城
市．探索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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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了解，才有開始行動的可能！

2024 總執行成果
項目 場次 人次

觀鳥觀心觀自然初階班 7 203

觀鳥觀心觀自然進階班（國外） 1 16

北投社大 2 51

「龍 TIME攏 SEE」線上鳥類講座 4 403

環境教育線上大講堂
　「去你的島∼賞鳥樂園」
　「飛越城市．探索自然」

10 2,599

企業 ESG合作推廣 5 240

夏季群燕紛飛 5 146

兒童教育推廣 30 773

社會大眾推廣 21 594

總計 提供85場，參與人數達5,025人

　　另外也與新北市水利局合作辦理 3 梯次，涵蓋板橋湳仔溝、中和藤寮坑溝、中永和瓦磘
溝、泰山大窠坑溪及蘆洲鴨母港溝周邊學校的教師培訓，讓教學現場的老師更認識生活周遭
的環境狀況與政府整治後生態復育狀況，將環境教育帶回教室，向下紮根。

積極推動環境教育，啟發大眾關心並保護我們的自然生態

　　推動環境教育，對未來的環境保護具有關鍵意義。學生是未來社會的主力，透過從小培
養他們對自然的關愛與了解，可以激發他們的環保意識，形成尊重生態的價值觀。透過觀察
鳥類與自然的互動，孩子們能夠體會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並學會如何參與保護行動。今年
與深坑國中、瀚思美語補習班合作辦理一系列課程，讓學生更了解鳥類生態的重要性，更有
正義幼兒園、直潭國小、白雲國小、師大附中國中部、武林國小、長安國小、文湖國小及亞
東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等，共同努力環境教育的推動。

　　北鳥也積極推動 ESG，致力於提升社會大眾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特別是鳥類及其棲息地
的保護。我們透過生態教育，推動永續發展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提升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
與行動。2024 年更感謝三顧股份有限公司、益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叡暘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朝洋營造工程等公司與北鳥一起努力認識鳥類生態，改善生態環境。

　　2024 是轉變的一年，除了維持原本推廣模式外，更積極與各單位合作，讓生態保育觀
念觸及更多民眾，讓更多人與我們同行。感謝鳥會志工老師們，更感謝環境教育委員會的委
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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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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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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病與幼雛鳥照顧

　　2024 年總計接獲並救助 3,682 隻野生傷、病、幼、雛鳥，其中接獲地點以臺北市 2,479 隻，
占整體的 68%，數量最多，其他地區占比可參考下圖；接獲數量最多的前三種種類與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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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則以幼鳥
占 47% 最多。後續據統計死亡 2,011 隻、已康復野放 1,211 隻、長期收容 188 隻、照護中及
其他狀況傷鳥 272 隻。

野鳥救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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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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人次。

2  戶外攤位互動宣導總計 1 場次，約宣導 400 人次。

3  學生參訪鳥會總計 1 場次，宣導 25 人次。

4   FB（台北鳥會野鳥救傷中心）粉絲專頁按讚數：2023 年 28,015 人次，2024 年 29,164 人次，
增加 1,149 人次。

5  FB（台北鳥會野鳥救傷中心）粉絲專頁總計刊登 18 篇文宣報導。

6  到校宣導鳥類知識和救傷基礎概念總計 10 所學校。

7  救傷摺頁製作 1 份，以「野鳥寶寶需要協助！我該怎麼做」為主題，印製 6,000 張。

　　感謝各界人士的協助與支持，讓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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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傷案例—東方蜂鷹

　　2024 年初小蜂從第一線救傷大使榮退啦！回顧小蜂的過去，牠在
2015 年 8 月蘇迪勒颱風過境後被民眾撿到，經過獸醫檢查發現牠有一
邊翅膀骨折，雖然動完手術加上密集的復健，但關節仍無法完全伸展
且有纖維化的情形，只好長期收容，將牠取名為「小蜂」，成為芝山
文化生態綠園的野鳥救傷大使。

　　初來乍到的小蜂很瘦、非常挑食，只吃生牛肉而且要淋蜂蜜，大家為了養胖牠絞盡腦汁，
有次志工備餐，小蜂迫不及待的在一旁踱步，沒想到牠看上的不是肉絲，而是為其他鳥種準
備的木瓜。看到牠把肉絲晾在一旁大口吃著木瓜，大家都有點懷疑自己到底看了什麼。其實
東方蜂鷹是猛禽，主食是蜂類的蛹、幼蟲與成蟲，也吃蜥蜴、蛙類，但身為高級掠食者的小
蜂，卻出乎意料的愛吃木瓜呢！

　　2024 年底另一隻母的蜂鷹在救傷中心養傷復健一段時間，可惜仍
未達野放標準，最終計畫在得得之家長期收容，原本見牠長得霸氣取
名為「女王蜂」，但是人家其實不滿一歲，還是個小女孩，還是叫「蜂
妹」比較可愛啦！

　　蜂妹不但不挑食，食量還幾乎是小蜂的兩倍！據志工觀察，蜂妹最愛
吃的是蜂蛹，再來就是木瓜了！目前牠住在小蜂隔壁，未來能不能當室友就順其自然啦！

　　東方蜂鷹在野外是不易見到的鳥種，如果有空到得得之家歡迎去看看小蜂和蜂妹喔！

小
蜂
︵
公
︶

蜂
妹
︵
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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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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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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野鳥禽流感病毒監測部分，如同
過往會於各重要濕地採檢候鳥排遺，並
驗出數起高、低病原性禽流感檢體，以
供做為啟動防疫預警機制，還增加了曾
爆發高病原性案例場，周邊野鳥捕捉工
作，透過 10 多次在禽場內、外的繫放
工作，採集上百例喉肛拭子，進一步了
解禽流感於禽場及野鳥間的傳播情況。

研究保育

■ 雲林縣　■ 嘉義縣　■ 彰化縣　■ 臺南市

案例場周邊野鳥捕捉情況

　　於馬祖燕鷗保護區的工作，在經歷連年不順，今年總算有了好消息，鳳頭燕鷗及黑嘴端
鳳頭燕鷗的繁殖群在蛇山順利繁殖成功，一掃陰霾，盤點近年的繁殖狀況，2020 年及 2021

年因為夜間漁船干擾在孵卵期棄巢，2022 年適逢演習導致在育雛期棄巢，2023 年因為遊隼
襲擊致在孵卵階段棄巢，2024 年總算在大家的努力下有一個好的成果。一些人為干擾的狀
況目前已透過加強取締及溝通而有良好成效，但在遊隼騷擾部分，未來仍存在很大威脅，尤
其今年遊隼確定在北竿海域的白廟營巢繁殖，並有兩隻幼鳥順利孵出成長，導致北竿海域半
徑 8 公里範圍內，除了蒼燕鷗外，所有繁殖燕鷗皆棄巢離去，至少對 2,000-3,000 隻的繁殖
燕鷗造成很大影響。值得一提的是，一個有近 30 巢蒼燕鷗的繁殖島，距離遊隼巢位僅約 1

公里的距離，且明顯沒有受到遊隼影響，可謂鳥不在大，夠兇則靈吧！

案例場周邊野鳥捕捉

案
例
場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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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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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這裡有吃到飽鷗！

沒在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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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都會區人鳥和諧共存推動計畫

　　感謝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的大力支持，以及
台北鳥會的志工老師協助，113 年度人鳥和諧計畫順
利執行，今年加強「教育推廣」、「公民科學實踐」
與「創新合作」方式持續推廣。

專案工作事項：

1. 教育推廣
　　開發教具與文宣展品，以落實本土基礎自然教
育，將人鳥和諧議題帶進校園與大眾視野。

案 例：在雙北地區舉辦 10 場「你好！鳥鄰居！」基礎講座，推廣民眾與國小學生認識住家
附近的 10 大「鳥鄰居」，進而理解鳥鄰居的生活會遇到什麼樣的煩惱，以及如何從簡單
的小行動守護鳥鄰居。到第一線推廣能直接影響更多人，尤其校園推廣除了將保育觀念傳
遞給學生之外，教師對於自然環境教育概念的精進也是重要的一環，不少校方回饋希望有
再合作的機會。

2. 公民科學實踐
　　統整家燕板的使用方法，並製作架設家燕板的說明影片，再
邀請參與民眾回報家燕繁殖地點，繪製出 2024 年家燕繁殖地圖，
成果公開閱覽，加強民眾回報意願。

案 例：運用 Google 表單問卷設計結合 Google 地球功能，將民眾
提供的家燕繁殖地點與紀錄轉至地圖上，截至 2024/12/31 共
累積了 456 筆家燕繁殖地點資料，回報地點遍及全臺。而透
過街訪得知，68.1% 的民眾對於家燕在建物築巢持正向態度；
29% 無意見；僅 2.9% 的民眾表示不歡迎，但人鳥衝突通常發
生在這些零星案例上，人鳥和諧議題的推廣仍是任重而道遠。

專案計畫

總計 提供10場，參與人數達868人

23.8%

17.8%

19.3%

39.1%

■ 清明前　　　■ 清明至穀雨　
■ 穀雨至立夏　■ 不清楚或沒注意

2024年家燕回巢繁殖時間區段

3. 創新合作
　　與標本師合作開發人鳥議題標本教具、與咖啡廳和餐廳合作快閃靜態展、民眾安裝家燕
板質性訪談與價值分析、15 位跨領域專家學者團隊訪談，突破同溫層訊息圈。

案 例：感謝志工牽線，今年有 4 家關心環境、動物友善的餐廳提供 1.5 至 5 個月不等的時間，
將經營空間之部分場域開放給人鳥和諧團隊佈置教育展示文宣，並嘗試舉辦不定期的小型
導覽，吸引現場用餐的顧客或有興趣的民眾前往觀展。店家對於推廣環境議題的展覽具有
很高的熱誠，認為是非常具有意義的合作。

啣魚鳥生公民科學計畫
　　感謝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支持，台北鳥會以
「海鳥究竟吃什麼？」為概念，希望透過資料庫整
理、民眾投稿以及網路分享等 3 大來源，收集海鳥
啣食物的照片，並以照片影像分析海鳥食性。

專案工作事項：

1  啣魚鳥生平台、資料庫創立
2  舉辦 5 場海洋主題相關公民講座
3  舉辦 1 場戶外海上海鳥觀察活動

　　2023/11/20 至 2024/9/3 共累積 868 張照片，收集到
45 種海鳥（14 科），來源地以宜蘭、馬祖、嘉義三縣市為首。鷗科佔了全部照片 79.4%，

顯示鷗科啣食物的畫面相對其他鳥科在臺灣是相對容易觀察到的，牠們的食物清單總共有
42 種！此外，鸊鷉科則擁有 8 種食物清單成為亞軍。根據資料，臺灣最容易觀察到的鷗科
鳥種前三名為鳳頭燕鷗 28.7%、小燕鷗 16.6% 以及紅嘴鷗 10.1%。海鳥的食物則
委託友善釣魚小組（林文彬老師、江欣潔老師）與廖運志老師分析出 46 個科目，包含 43 個
魚科、 蟹、蝦以及章魚。這是一次很有趣的年度跨領域合作，收集到臺灣附近海域的鳥類
與魚類資料。

項目 日期 人次

六月三十義式手工冰淇淋 -臺北店 113.06.01∼ 10.31 5,000

思享森林咖啡共享空間 113.08.15∼ 08.30 300

茶茶小王子 X小農飯盒 -臺大店 113.09.18∼ 11.01 900

關渡自然公園好窩室咖啡 113.11.14∼ 12.27 760

總計 提供4場，參與人數達6,9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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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是蛻變的一年，維持臺灣重要濕地生物多樣性之生態環境，提供優質的環境教
育課程，優化民眾親近自然的服務場域，倡導生態保育之自然藝術，串接東亞夥伴的交流為
核心任務，透過公私協力，共同守護關渡濕地生態的重要價值。

環境保育與教育

　　環境依季節循環進行分區管理，如水田的翻耕、插秧、收割、休耕，持續進行監測調查
與半鹹淡水引水計畫。配合動保處棲地復育工程進行土堤土方降挖，高莖草移除，渠道清疏。
自然中心內月池缸體更新展示。透過分齡分眾的教育活動，培訓課程、志工參與方案的執行
維持服務動能，研發完成學齡前兒童與樂
齡長者為對象的新方案。今年再度榮獲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評鑑優異單位的殊榮。

遊客服務

　　運用動保處環境設施改善經費，開
通了悠遊付功能，新設置電動車的充電
格，更新園區的木棧道，保持哺集乳室
特優級，公廁評鑑特優級，穆斯林友善
環境認證，AED 安心場所認證，完成市
府觀光督導考核評鑑，提供遊客一個安
全友善的優質場域。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藝術季策展主題為「生態，作為一個
思考」，強調人與環境關係的重建，邀約
藝術家與群眾一起思考現實環境處境，以
一種生態關懷為出發點的返家之路。串起緯創資通的員工參與藝術創作，邀請關渡國中、關
渡宮、臺北市立圖書館稻香分館等單位，共創關渡地區的自然生態文化藝術的交流連結。

關渡自然公園經營成果

多元活動

　　首次辦理關渡名人講堂，首場串連關渡文化藝術基金會的食譜家譜紀錄片、結合在地台
北寶萊納啤酒餐廳的餐點合作，後續邀請牧蜂農場簡誌良、梁皆得導演、廖敬堯導演、關渡
耆老許財、繪本作者黃玉玲、水下鯨豚攝影師金磊，接力分享生命中美好的自然體驗。

　　謝謝合作的企業夥伴，滙豐銀行 HSBC、緯創人文基金會、格蘭父子洋酒、英業達集團、
太古可口可樂、台灣戴爾電腦，新思科技、Give2Asia、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花仙子等贊助
專案計畫，緯創贊助山椒魚來了的計畫，更將愛與資源送到離島的金門。

　　展望 2025 年，持續一步一腳印，展現熱情與專業，想邀請大家一起加入，共同累積關
渡自然公園永續發展的精彩篇章。

新設置電動車充電格

2024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開幕式

英業達集團員工活動園區木棧道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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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自 2005 年底開園至今，在全體職員的努力以及志工夥伴的共同付出
下，即將迎來第 20 個年頭。園區的營運範疇除了鳥類、昆蟲及植物的生物多樣性研究、教育、
展示，還包含考古遺址出土文物的典藏。歡迎喜愛芝山的夥伴繼續給予支持與鼓勵。

志工管理計畫（導覽訓練、資料建置）

　　由專職帶領志工至各館所進行生態調查與影音紀錄，除了資料建置，也強化與社區其他
場館的關係連結。

　　2024 年招募志工總數 52 人，參與通識及基礎課程人
數 79 人次，完成培訓且通過考核者 18 人。

　　針對志工夥伴提供各項增能課程與分享會，並移地訓
練至臺南左鎮化石園區與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
古館、台江國家公園，多元的講座課程與參訪交流讓志工
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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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樹木植被等，提供遊客安全舒適的參觀體驗；環
境保育工作如整理生態池植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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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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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辦理環境教育活動計畫，透過此計畫達成以下四項成
果，並獲選環境部—社會服務型年度績優獎。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經營成果 1   培訓調查志工並建立芝山周邊水域生物資料庫，持續蒐集生物資源數據，進行調查同時給
予參與培訓之在地夥伴檢測器材，建立民眾汙染通報和河川巡守之自發性活動。並發掘出
位置安全、較易檢測且生物豐富的區域，變成後續課程規劃亮點與讓民眾、學員接觸區域。

2   開發新的環境教育體驗活動—芝山水之道，除完成計畫內
20 場次外，於計畫完成後持續放置於官網及粉專，成為常駐
推廣教案，也依照團體特性調整水域環境課程內容，使學校、
親子、銀髮等不同族群皆能參與，促進人們與土地的連接。

3   改變芝山在地土地利用行為，透過認養方式阻止水田等生態
熱點變成停車場，並運用本計畫之永續人才培育及工作坊，
建立具有永續、綠生活素養的種子講師群和協助照顧水田區
域的環境營造組夥伴，使原有荒廢土地演變成友善農作區域。

4   以福德洋圳為出發的人文生態走讀活動，規劃出三條路線，
並搭配耳麥導覽設備，使整體活動不會對孩童或長者有太多
負擔，也使民眾可以透過每一次的參與，更加提升綠生活之
素養，也發覺東吳大學至洲尾頭之環境、生物、水質之差異，
引發民眾反思與關注。

跨域策展

　　本館發起「都市生態調查」已多年，成功倡議「公民科學家」
的理念，成就居民參與科學研究之模式。更將此模式複製到臺
北市其他文化館所，啟動「文化」中的「生態」視野，同時開
啟嶄新的觀看角度、創新的行銷面向，影響更多市民關注並參
與文化沿續、環境永續等議題，目標為透過公民參與建構永續
的臺北城市。

　　藉由這些累積數年的成果，讓體驗者依循時節以當期特殊
主題與探索路徑，實際感覺到城市的生命脈動。

　　分析累積的環境影音資料，以各合作的館所為地域核心，
以季節時序紀錄環境物種的變化，並於數位文化平台資料庫中
共享。

　　彙整多年來合作館所藉由公民科學調
查、活動串聯、主題活動與市民參與歷程
特展。

　　於藝文館所周邊輕食店家展開合作，
展出各館生態紀錄影像，與館所人文底蘊。
在咖啡館內彰顯社區文化與生態：一杯咖
啡的時間也能萃取社區生態人文特色。

颱風過後倒木清理與環境復原

芝山水之道活動，帶領民眾認
識周邊水域水下物種

福德洋圳走讀活動

「城市尋蹤者」巡迴展於孫運
璿科技—人文紀念館

文化生態店到店靜態展於寶藏
巖寶村咖啡

台江國家公園參訪

項目 場次 人次
錢穆故居 12 820
華岡博物館 12 810
松山文創園區 12 964
大稻埕 12 964
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 12 871
台北之家 12 855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12 855
市長官邸 12 871
數位藝術中心 12 952

總計 提供108場，參與人數達7,962人

項目 場次 人次
環境營造分享 20 243
志工季會暨增能課程 3 172
志工移地訓練 2 91
第 27期志工培訓與增能課程 3 79
生態同步大調查與分享會 2 162
三處志工培訓 2 38
永續人才培育課程 10 178
福德洋圳文史踏查 5 47
士林與福德洋圳走讀活動 10 184

總計 提供57場，參與人數達1,194人

項目 場次 人次
「城市尋蹤者」巡迴展
芝山 113.1.1～ 12.31
松山文創園區 113.5.3～ 6.16
市長官邸 113.7.16～ 7.30
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 113.11.13～ 12.3

4 7,157

「文化生態店到店」靜態展 113.10.1∼ 12.31
寶藏巖 -寶村咖啡
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 -藝文小客廳

2 2,856

總計 提供6場，參與人數達10,0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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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鳥會進駐鰲鼓濕地生態展示館已 10 年，從最初的駐館委託計畫，發展至今已建立
10 套完整的環境教育教案，並與在地學校穩定合作，吸引更多學校主動參與。

　　儘管團隊僅有 6 人，每位成員皆肩負多元業務，從環境教育、展覽與大型活動策劃，到
遊客服務與場館經營，全方位推動展示館的發展。在變動性極高的遊客服務中，團隊依然致
力於完善展場經營，並推動販賣部穩定成長，販售嘉義分署與台北鳥會的商品，為展示館帶
來更可持續的運作模式。

　　未來，面對人力與資源的挑戰，雖然發展方向難以預測，但只要台北鳥會仍駐守於此，
團隊便會全力以赴，持續為這片土地貢獻心力。

遊客服務

　　鰲鼓濕地生態展示館為遊客進入園區的必經之站，駐館
團隊提供各項服務內容，包含園區解說、鳥況資訊、濕地生
態介紹，並依照預約團客、散客及對生態有興趣之民眾的不
同需求，提供影片介紹之服務。

多元活動服務

　　鰲鼓濕地的四
季各有特色，依照
季節特色設計大型
活動，讓民眾深度
認識鰲鼓濕地。另
也針對特殊節日設

鰲鼓濕地生態展示館經營成果

項目 場次 人次
團客預約服務 124 4,105
定時解說服務 192 764
野望影展 98 274

總計  提供414場 
參與人數達 5,143人

2024年遊客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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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館人數　■ 園區人數

總計  入館人數73,232人．入園人數335,279人

影片解說服務成果

計小型 DIY 活動，讓親子民眾親手製作富含在地元素的紀念品。

多元課程辦理

　　以鰲鼓濕地各面向的資
源為主題，設計數套環境教
育課程方案，邀請學校或各
級單位參加；亦或依照學校
的校本課程，設計專屬的自
辦活動及到校推廣課程；此
外也與周邊學校合作進行長期陪伴課程，讓濕地生態進入校園。

濕地監測

　　為了深入了解鰲鼓濕地的環境變化，駐館團隊於冬候鳥季定期對外堤及觀海樓周邊進行
了 11 次鳥類調查。目標鳥種集中於雁鴨、鷗科等候鳥物種，以便有效掌握這些指標性鳥類
的變動情形，並將監測結果轉化為生態解說的寶貴素材，豐富館內的教育內容。

自我提升

　　為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內
容，駐館團隊辦理不同形式
之進修課程，以不斷自我充
實、提升專業素養，讓駐館
團隊及解說服務團隊有更多
能量，為民眾帶來更精彩的
濕地體驗。

項目 場次 人次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13 253
自辦活動及到校推廣 8 641
長期到校陪伴課程 12 243

總計  提供33場 
參與人數達1,137人

多元課程辦理成果

項目 場次 人次
解說團隊在職進修課程 4 11
講座活動 3 7
外出進修課程 6 16

總計  提供13場 
時數達34小時

自我提升成果

項目 時間 人數
冬季活動 -解鴨說 1∼ 3月 6,580
春季活動 -春の映畫 – 
尋找自然的足跡 5月 52

夏季活動 -藍晒鰲鼓 7∼ 8月 52
秋季活動 -種子旅行家 9月 589

參與人數達7,273人

項目 節日 人數
琵來運轉 -鰲鼓鳥窗花 春節 94
跳舞吧！高蹺鴴！ 兒童節 22
鴨鴨端香 -擴香石彩繪 端午節 58
繽紛綠聖誕 - 
聖誕樹相框 聖誕節 42

參與人數達216人

四季活動成果 小型 DIY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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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自 1999 年開辦至今，已邁入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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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鳥鄰居」，希望邀請大眾一同認識
日常生活中的野鳥，營造人鳥和諧的友善鄰居關係。

　　感謝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北市政府、臺北
市動物保護處的指導補助，財團法人中美和文教基金會
的支持贊助。10/19-10/20 於關渡自然公園辦理的「2024

第二十六屆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圓滿順利落幕。

　　延續去年的主題「寶島特有種」而聚焦在臺灣
寶 島，今 年 主 題 為「寶 島 鳥 鄰 居」，巧 妙 結 合 英 文
「neighborhood」、「bird」兩個字，並取其諧音訂為
Neighbirdhood。在籌辦本屆賞鳥博覽會初期，便將活動
主軸定調為「一場近鄰減嘆的環保博覽會」，以期積極實踐「永續發展目標 (SDGs)」其中
的六項主要目標，並據此展開相關的系列活動規劃、參與對象邀約及多元廣宣操作。

　　賞鳥博覽會系列活動舉辦期間為 8-11 月，主題活動日期為 10/19-10/20 於關渡自然公園
現場辦理。已辦理長達 25 年的國際賞鳥博覽會，作為一個平臺，是新舊組織的推廣舞台，
亦是新舊世代的交流聚會。不僅發揮傳統精神得以傳承，更注入創新思維得以翻轉。

2024 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
主題活動成果

★  10/19-20 入園民眾總計 9,443 人參與。

★  國內外單位組織 41 個（含學校）、光學設備廠商 18 個、文創小農團隊 10 個，總計 69 個
單位、廠商、團隊參與。

★  博覽會現場活動攤位包括國內生態團體成果展示及推廣、樂活賞鳥市集、室內外民眾服務
攤位等，總計 87 個攤位。

★  媒體露出包含：電子網路平臺 - 網站 9 則、社群媒體公開貼文 80 則、網路新聞 10 則，總
計 99 則訊息媒體露出。

　　此屆賞鳥博覽會系列活動吸引超過上萬人參與，天助人助自助，謝天謝地謝鳥，成就一
場圓滿順利的生態環保盛會，是北鳥家
族全體職工們、活力滿點的志工們，以
及所有國內外綠色夥伴一起完成的年度
成果。

　　我們共同讓活動延續熱鬧的氛圍，
撞擊創新的火花，持續推動臺北國際賞
鳥博覽會為東亞地區生態保育重要交流
平臺，並行銷大臺北城市樣貌及自然生
態。期待明年秋天與人鳥的一期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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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收入

　　本會 2024 年積極辦理教育活動、專案申請補助及透過募資平台募集傷鳥救助資金，所
以總收入較去年增加 1,078 萬元。專案補助收入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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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收入來源主要是商品、門票、餐飲、停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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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收入來源主要是大型活動、主題課程、導覽解說、營隊活動、課程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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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等收入。

影響及成果

　　本會 2024 年度總支出為 6,984 萬元，較去年增加 1,023 萬元。因收入增加相對支出也
跟著增加。專案補助支出為主要支出項目之一，占總支出 41％。營運管理費用占總支出
41％，含銷售成本等基本營運開銷及人事管銷費用。本會一直致力於教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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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所有會員、志工、合作夥伴、民眾及政府部門的支持，我們相信在保育這條路上結
合一群人之力能走得更遠，2024 年共同創造了豐厚的成果，希望未來也能攜手持續為生態
環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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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環境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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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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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七星管理處
臺北市立桃源國民小學
臺北市立桃源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圖書館稻香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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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水利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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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

機構（企業、組織）

Wetland Link International

凡賽爾賽鴿寵物鳥醫院
大溥影音製作有限公司
心恩動物醫院
北投說書人
台北寶萊納啤酒餐廳
台灣新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陽動物醫院
妘妘草莓園
牧蜂農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馬祖野鳥學會
秉翔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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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花仙子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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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商戴爾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滙豐（臺灣）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臺大窗殺防治小組
澄毅動物醫院
諾亞方舟生態工程 
顧問有限公司
贈與亞洲 Give2Asia

個人

江欣潔老師
林文彬老師
廖年毅先生與方齡玉女士
廖運志老師

財務報告 感謝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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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營運管理費用　■ 教育活動支出
■ 專案補助支出　■ 會費、保育與其他支出

17%

10%

16%

55%

2%

2%

2024年度總收入 2024年度總支出

約
$6,984萬
臺幣

約
$6,934萬
臺幣

41%

41%

16%

會費、利息與其他收入
$127.1 萬臺幣 會費、保育與其他支出

$1,101.3 萬臺幣
捐款收入 

$1,138.5 萬臺幣

專案補助收入 
$3,774.5 萬臺幣

營運服務收入 
$1,173.6 萬臺幣

營運管理費用 
$2,828 萬臺幣

教育活動支出 
$160.7 萬臺幣

教育活動收入 
$720.3 萬臺幣

專案補助支出 
$2,894 萬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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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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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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