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港 觀 鳥 會 
鳥會發展工作坊：2007 年 7 月 21 日 

強項 弱項 機會 威脅 
專業： 
• 成立歷史長, 擁有 50 年雀鳥數據 
• 多鳥類專家 
• 塱原計劃成功 
• 活動多 
 
人員方面： 
• 會員多, 層面廣泛 
• 義工多(尤其是紅耳鵯), 熱心和

高水準 
• 職員強 
• 人力充裕 
• 多知識人才 
• 有創意的主席 
 
性質： 
• 獨立運作 
• 與政府關係良好 
• 得到國際鳥盟的信任和尊重 
• 最有效率的保育團體 
• 進入中國幫助發展, 與內地鳥會

關係良好 
• 觀鳥活動受公眾歡迎 
• 公眾形象好 
 
其他： 
• 健康的財政狀況 
 
 

內部： 
• 會員間缺乏溝通 
• 與會員的溝通稍弱 
• 會員鬆散 
• 各研究小組各自為政, 缺乏協調

及交流 
 
工作表現： 
• 工作進度慢/反應慢 (e.g. bird 

report) 
• 缺乏實際保育經驗 
• 研究缺乏系統性 
• 研究有時欠缺專業, 報告欠詳細

 
人力及資源： 
• 積極義工少 
• 幹事太忙 
• 會員不夠團結 
• 領導能力不足 
• 辦公室人手不足, 太忙, 靠義工

搞活動難做長期項目 
• 辦公室面積小 
• 設施不足 (圖書館及展品) 
 
推廣： 
• 公眾宣傳不足 
• 需平民化些 
 
其他 
• 沒有籌募經費 
• 資金不穏定 
• 中國大陸鳥類資料不足 
• 已定形, 限制其他發展 
• 缺乏未來發展方向/不清晰 

生活潮流： 
• 觀鳥成潮流, 公眾對觀鳥興趣增

加 
 
工作： 
• 多舉辦校園活動, 吸引年青一代

• 加強中國項目, 跟內地鳥會及

NGO 合作 
• 增加中港觀鳥活動 
• 蒲台觀鳥站 
• 基於塱原的成功, 可嘗試其他地

方的管理  
• 通過攝影和網頁來吸引公眾 
• 出版年報及定期刊物 
 
人員方面： 
• 請專業人士進行指導, 例如市場

策劃員和法律顧問 
• 多了年輕退休人士, 可嘗試吸引

他們當義工 
• 會員多, 能協助收集紀錄 
 
公眾形象： 
• 鳥會見報率高, 有宣傳作用 
 
客觀環境： 
• 政府及私人機構對自然保育工作

投入更多資源 
 
 
 
 
 
 

政府： 
• 某些官員對生態保育有誤解 
 
競爭者： 
• 與其他綠色團體競爭 (她們也舉

辦觀鳥活動) 
• 觀野生動物比單單觀鳥有吸引力 
• 政府增加出版動植物書籍 
 
發展與生態環境： 
• 城市發展, 尤其是在新界和大嶼

山地區, 影響雀鳥棲息地, 觀鳥

地方減少 
• 雀鳥生命等於觀鳥會生命 
 
公眾參與： 
• 禽流感令人怕鳥 
• 香港人生活忙碌 
• 攝影活動對雀鳥的影響 
 
內部運作： 
• 香港鳥類報告脫期 
• 職員前景不明, 難挽留人才 
• 會員多, 組織越來越複雜 

 



結論及建議: 
綜合與會會員的意見，大家認為本會的長久歷史、專業態度以及良好的公眾形象為未來打好

了一個穏建的發展根基。為了保持這些優越條件，觀鳥會應盡快增強人手，舉辦適當的活動, 
積極發展。以下是會員在工作坊的討論環節中表達的意見: 
 
鳥類調查: 
 應培訓更多會員以協助進行鳥類調查 
 成立委員會促進及監督研究項目的質素 
 
吸引年青一代: 
 與香港童軍總會合作進行宣傳 
 在中學舉辦聯校學會推廣野生生物保育 
 
香港觀鳥會應該: 
 不斷提升現時的生態管理工作，因為這是擴濶觀鳥會工作範圍的好機會; 
 與內地鳥會鳥友多交流 
 盡快並定期發表香港鳥類名錄及報告 
 
保育鳥類方面: 
 幹事會應成立小組關注近期保育燕鷗事件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