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南方鳥類論壇是由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2010年所發起的鳥類交流活動與

保育平台，2010至2015年間，總共發表了73篇的研究報告或專題討論，涵蓋的領

域包括：鳥類社群、遷移性鳥類、鳥聲研究、個體生物學、鳥類族群調查、外來

鳥類防治管理、瀕危物種的保育、棲地與經營管理等。 
    2018年的主題分為「濕地與候鳥」、「鳥類研究與地方兼容發展」及「瀕危草

鴞研究保育現況」三個議程進行討論。2018年中央取消農地野鼠共同契約，跟2013
年比較，2017年滅鼠藥的用量減少62%，高雄鳥會分享近年草鴞野外調查的甘苦

談。林務局保育組夏組長則表示國土生態綠網希望結合NGO社團力量持續努力！ 
    2019年針對「教育推廣與公民科學」、「棲地經營管理」與「強化保育社群

之永續發展」三個主題進行案例分享與討論！ 
    2020年「光電危機與鳥類保育的挑戰」探討了布袋鹽田設置地面型光電場對

濕地與鳥類生態衝擊的影響，並透過公私部門協力組成工作平台降低衝擊、復育

棲地的具體作法。 
    2022年南方鳥類論壇，將針對下列三個主題進行分享與討論： 
1、建構公私協力的自然保育系統 
   以布袋鹽田濕地經營管理、美濃湖水雉棲地為例，分享與公私部門協力進行棲 
   地營造、環境巡守、教育推廣、產業合作等工作，達到守護國土、保育與永續 
   發展的可行模式！ 
2、物種研究保育行動 
   透過物種研究保育案例：鳳頭蒼鷹菜籃寶寶、小燕鷗與黃鸝等三個物種，了解 
   物種生態習性與執行保育行動的過程，遭遇的各種變因，進一步找出減少衝 
   擊、協力合作的可能性，擴大物種保育的成效與社會的支持。 
3、鳥類與社群網站 
   除了各地鳥會等生態相關實體社團之外，社群網路FB成為現在鳥人分享鳥類 
   辨識心得、交流學習與公民科學的重要媒介。讓我們來看看目前鳥界幾個重要 
   的網路社群，看看它們都在關注哪些鳥事。 

2022 南方鳥類論壇 

～建構公私協力的自然保育系統 

 

活動地點：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 

活動中心二樓演講廳 

 11/12 (六)  09：00-17：00 

 



活動議程： 

時間 議程 講者/主持人 

0900-0930 報到 羅柳墀 高雄師範大學教授 
0930-0950 開幕式 農委會林務局 

屏東林區管理處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高雄市野鳥學會 

0950-1000 大合照  
建構公私協力的自然保育系統 ／ 主持人：屏東林區管理處 楊瑞芬 處長 
1000-1020 布袋鹽田的經營管理與挑戰 邱彩綢 

布袋鹽田專案經理 
1020-1040 韋能能源嘉義義竹電廠的生態保留區

經營管理 
蔡絲婷 
韋能能源 E＆S 資深經理 

1040-1100 茶敘  
1100-1120 美濃湖水雉棲地當農村生態保育槓桿

的脈絡與未來方向 
陳柏豪 
美濃湖水雉復育工作站主任 

1120-1200 綜合討論  石蕙菱  
嘉義縣政府農業處科長 
韋能能源 
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各報告人 

1200-1330 午餐  
物種研究保育行動 ／ 主持人：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林瑞興 組長 

1330-1350 鳳頭蒼鷹菜籃寶寶的搶救歷程 李怡慧 
高雄鳥會常務理事 

1350-1410 桃園濱海小燕鷗繁殖的保育行動 徐景彥 
桃園鳥會保育研究組組長 

1410-1430 大高雄都會區黃鸝調查現況 楊玉祥 
高雄鳥會研究保育部主任 

1430-1500 綜合討論 鄭清福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副局長 
各報告人 

1500-1530 茶敘  
 



 
鳥類與網路社群 ／ 主持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方偉宏 理事長 

1530-1550 正面鳥～ 
突破野鳥同溫層的鳥類萬事屋 

吳馥宇 
正面鳥版主 

1550-1610 運用機會型公民科學 
蒐集鳥類食性之成效與應用 

林大利 
特生中心助理研究員 

1610-1630 從「RRGT 林鵰紀錄徵求站」 
談林鵰族群現況 

林文宏 
台灣猛禽研究會 

1630-1700 綜合討論 中華鳥會 方偉宏 理事長 
屏東鳥會 吳正文 常務理事 
高雄鳥會 莊清富 理事長 
各報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