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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謝宜臻 

插圖／摘自WWT網站  

借鏡 英國濕地信託 
W i l d f o w l  &  
W e t l a n d s  
T r u s t  

來看台灣的濕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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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英國和荷蘭是兩大主要推動

濕地保護的國家，荷蘭主要是由政府要求

利 害 關 係 的 民 間 企 業 參 與 投 資 水 環 境 復

育，而英國則是由民間環境團體基於保護

自然環境，發起採用信託制度籌資、取得

保 護 用 地 並 經 營 管 理 保 護 措 施 和 推 廣 教

育，其中以「英國野禽與濕地信託基金會

(Wildfowl & Wetlands Trust，以下簡稱WW

T)」為最大濕地保護組織，經營管理九大

濕地中心，總面積達四千公頃。 

一、源起 

英國在經歷十九世紀的快速工業化之

後，農村和自然環境的快速消逝引起環境

人士的憂心，環境信託募資購地予以保護

的風氣漸開。喜好大自然的藝術家彼得•

史考特(Peter Scott)發現塞文河的河口（位

於威爾斯東南部和英格蘭西部）出現兩隻

少見的Lesser  White-fronted  Geese 混在冬季

候鳥群中，他下定決心成立謀思已久的濕

地中心，以實現他科學研究、政策示範和

全球野鳥保護的夢想。 

在WWT的濕地中心群，最早的一個濕

地中心在1946年創立於Slimbridge，在泥地

WWT 經營的九處英國
濕地中心位置 



中挖設池塘和圍籬，蓋了兩個農舍和一些

農場建築，圈養馴化的野鳥，隔年即對大

眾開放，二年內吸引二千五百人造訪，並

有一千一百人加入會員，此中心隨後逐漸

擴展為保育、研究和教育並進的方向。 

然而此類圈養、動物園式的經營方式

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經歷相當大的變化：

一則是進行稀少或瀕臨絕種的物種進行境

外復育(ex-situ)；二則是採取加強棲地保護

的境內復育(in-situ)，近年來更走向推廣社

區型濕地，行動目標從物種保護，走向濕

地及其多樣生態保護的途徑。 

WWT隨後不斷擴大經營管理的濕地中

心數量和面積，現在已經是英國最大的國

際性濕地保護組織，被公認為是政府、企

業、民間組織、個人對於濕地諮商的專業

對象，會員人數從1946年至今擴增到十萬

人，約有二千萬人次造訪WWT所經營管

理的濕地。創辦人彼得•史考特一直擔任

WWT的榮譽負責人到1989年過世為 止，

由於他對於環境保育的卓越貢獻，在1973

年被英國女皇冊封為爵士。 

WWT在1971被指派籌辦國際濕地政策

會議RAMSAR，這是全球第一個有關濕地

保護的跨政府會議，一直到現在仍是最重

要的濕地會議，隨後WWT更結合各國從

事濕地保護工作的團體成立國際濕地網絡

（Wetland Link International），讓保育的工

作能夠跨越國界，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和支

援。 

人工圈養的鳥類，由
工作人員每天早晚餵
食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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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旨與策略 

WWT認為濕地對於生命的品質和延續

非常重要，濕地持續的流失和損壞威脅到

人類與野生動物的存活，為了保護濕地，

絕對需要人們的認同與參與。 

WWT的工作策略包括： 

1. 採行並宣傳直接的物種與棲地保育

工作，包括國際性的物種和族群量復育、

研究、監控等工作、保育政策倡議，和直

接、間接的重要棲地和生態系統重建行動

（主 要 是 透 過 棲 地 重 建 和 經 營 管 理）、研

究、監控和國內外倡議。 

WWT的物種和族群量復育措施，包括

境內與境外復育的模式，早期以瀕危鳥類

生態狀況的改善為主，透過串連國際保育

聯 盟，建 立 瀕 危 鳥 種 的 重 點 棲 地 網 絡 資

料，發展出考察研究策略、監控水鳥族群

和遷移、提供發展中國家保育工作者訓練

和資源等，採行全球化的瀕危鳥種圈養繁

殖計畫；後來逐漸走向為對重點生物以及

夏威夷雁，為WWT重點
境外復育的重點之一。  

WWT 濕地中心藉由圈養
馴化的方式，來保育一些
瀕臨絕種的禽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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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生態多樣化方向推動，不侷限在野禽

的保護，並成立「地方生態多樣性行動計

畫」，針對特色物種和稀少物種加強復育

工作。 

在棲地和生態系統重建方面，WWT強

調重建、復育和管理各式各樣的濕地生態

系統，藉此強化生態多樣性，拉近人和野

生生物的距離，並提出濕地重建和管理的

最佳操作模式；除了保護既存的生物棲息

地之外，WWT從三方面著手加強濕地重

建，包括「社區型濕地」、「集水區及海

岸地區」、「功能型濕地」的計畫。 

「社區型濕地」以改善都會和工業化

地區的生態多樣性，倫敦濕地中心(London 

Wetland Center)  就是最好的例子。此計畫

著眼於在首都地區進行濕地修復，將長期

缺乏管理導致荒廢惡化的湖泊池塘賦予新

生命。 

此 計 畫 旨 於 調 查 品 質 惡 化 的 倫 敦 濕

地，提供改善修復的完整方式。具有吸引

力的濕地是連結城市居民和自然最好的社

區資源，讓民眾在自然、社交、美學和精

神層面都獲得滿足。倫敦濕地中心是未來

社區濕地計畫的先驅，未來可望在其他都

會社區和工業化地區也能跟進。 

「集水區和海岸地區」計畫旨在整合

管理連結到WWT濕地的集水區系統。集

水區系統可否藉由棲地重建和創造而獲致

改善？自然濕地和人工濕地的生態多樣性

差異為何？透過棲地創造，是否也能重建

WWT 強調復育與重建各種濕地生
態，來拉近人與自然的距離。  

天鵝是英國人最喜
愛的野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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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濕地中心喚起
了民眾對於濕地保
育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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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多樣性？濕地創造是否能改善水患、

控制污染和農業環境？WWT藉由研究和

實際保育行動來取得上述答案，提供英國

生 態 多 樣 性 行 動 計 畫 棲 地 政 策 所 需 的 資

訊，也促使WWT能夠提供對外諮商的服

務。 

「功能型濕地」計畫旨在強化濕地污

染防治、水患調節、抒解豪雨以及水資源

提供。這些生態系統的功能使得濕地的保

育、重建和創造更增加了經濟、社會和環

境 的 功 能。因 此 WWT 大 量 投 入「多 功

能」濕地的設計和發展，兼顧生態多樣性

和功能服務，發展創新的廢水處理方式，

包括利用蘆葦床(reedbed)與「多層次栽植 

(mosaic-planted)」。此 計 畫 也 針 對 溫 帶 和

熱帶地區所需，發展利用人工濕地兼顧棲

地和提供水耕廢水處理的行動方案。例如

在WWT所屬的濕地中心，包括Slimbridge, 

Martin  Mere以及Arundel新推出的發展計畫

中就整合了廢水處理系統和人工濕地。在

Slimbridge, Castle Espie和Caerlaverock現存的

系統則持續監控改善其污染防治設計。 

WWT除了濕地重建之外，同時也強調

後續濕地的管理以及調查，特別是將有重

要國際水鳥數量棲息的棲地，維護管理形

成網絡的濕地保護區，結合「復育優先」

的遊客中心一起經營。其所經營管理的濕

地自然保護區中，其中六區保存其國際性

的生態重要性，獲得包括 Ramsar會議、歐

盟特別保護地區在內的認可，Arundel和倫

蘆葦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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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濕地則是獲選為英國法令保護的「重要

科學旨趣地點(SSSIs, sites of special scienti-

fic interest)」。 

2. 針對鳥類及棲地進行可靠的研究，

以支援WWT的保育工作。 

WWT發展長期的水鳥族群監控研究，

和諸多英國境內生態保育團體互通調查結

果，針對個別物種也和其他國家團體發展

調查監控合作計畫，藉以維持最佳的保育

狀態，並設計物種及棲地研究計畫，以為

WWT的保育執行和宣傳工作，包括受威

脅物種、圈養繁殖物種、濕地管理和創造

以 及 生 物 健 康 等 方 面，提 出 最 佳 執 行 建

議，並針對改善廣泛的教育計畫所需而設

計的社會與教育研究。 

令人驚訝的是，英國至今並未有精確

的濕地編錄，記錄濕地生態多樣性的數量

和價值。目前WWT正著手與其他團體發

展英國和愛爾蘭地區完整的濕地編錄和監

控系統，將在2011年底完成，未來可望走

向國際性的濕地編錄計畫。現在WWT已

與九個非洲國家展開生態多樣性監控訓練

計畫。 

3. 提升政策制訂者、民間組織和一般

大眾對於濕地及相關議題的重視，吸引民

眾贊助及投入保育行動，方式包括終身學

習、社區保育計畫、尋求國際支持、教育

和民眾保育意識提升、全球濕地中心網絡

建 立、協 助 全 球 各 地 濕 地 創 設、政 策 倡

議。 

Slimbridge濕地中
心設計的親水踏石  

倫敦濕地中心一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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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T所經營的九處「復育優先」的遊

客中心，是一般民眾接觸豐富濕地生態的

管道，中心設計強調吸引民眾親近濕地生

態，幫助遊客體驗水鳥、棲地和廣泛的濕

地生物的奇特和美麗。各濕地中心收集繁

殖瀕危的野禽，以自然呈現的方式融合入

遊客中心，提高民眾對於濕地及其物種的

價值與益處的興趣，並瞭解保育的迫切需

求。並設計有效的教育節目以吸引民眾加

入各濕地中心，支持保育目標。 

WWT針對不同族群設計學習計畫，包

括 國 內 外 的 濕 地 重 建、管 理、監 控、評

估、教育、解說與生態旅遊等專業訓練，

另外有針對一般民眾的終身學習，除了鼓

勵民眾投入濕地中心的活動和贊助計畫，

並希望民眾能對居家和工作場所附近自然

環境進行調查保護工作。  

WWT和其他（有意）經營濕地或水資

源的組織發展伙伴關係，以激發更好的濕

地保育及直接的保育行動，並且代表保育

團 體 參 與 有 關 濕 地 生 態 多 樣 化 的 政 策 制

訂，與日走向國際化的保護復育行動，和

全球保育團體合作進行瀕臨威脅的野鳥復

育，並在1991成立全球性的「國際濕地聯

盟」，找出策略性的國際重要濕地中心，

建立濕地中心網絡，包括新加坡、香港、

義 大 利 和 加 拿 大 等 地 的 濕 地 中 心 都 是 一

員，是Ramsar會議在教育和大眾覺醒計畫

中的重要部門。 

WWT也提供實務建議給其他進行棲地

重建、管理和濕地永續利用的團體，特別

國際濕地聯盟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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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諮 詢 公 司 (WAS,  Wetland  Advisory 

Service)專職此項工作。 

4. 財務計畫包括行銷、勸募、企業遊

說、人力資源管理、建設、企業管理和商

品等。  

WWT財務來源來自宣傳鼓勵民眾加入

會員及贊助保育計畫；透過各濕地中心的

門 票 收 入 和 鼓 勵 訪 客 消 費 商 品 來 擴 大 財

源；勸說民眾、企業、慈善團體、組織和

政府贊助保育計畫；有償提供最佳保育執

行建議；以專業、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來

管理資源，最大化財源以執行保育工作。 

 

三、對台灣濕地保護和濕盟的啟發 

濕地信託制度是藉由民間自發性募集

捐款買濕地或接受捐贈、長期借用而擁有

濕地中心的設計，可幫助
遊客體驗濕地生態之美。  

倫敦濕地中心的設置，改
善了長期遭受都市及工業
化破壞的湖泊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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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能夠發揮較大主導性，然而成功經

營信託基金會的要件首重資金募集、公信

力和經營能力的建立，民間社會風氣是否

支 持 建 立 獨 立 經 營 的 自 然 保 護 區 相 當 重

要，英國社會能夠建立數以百計的信託，

實依賴長期所建立的民間參與風氣，其中

英 國「國 民 信 託 基 金 會（National  Trus

t）」擁有逾百萬會員，保護土地及建築遍

及自然公園、史蹟建築，已經成為英國最

大地主。 

過去台灣環境組織多認為環境保護工

作，應該是政府的工作，透過政策、公權

力或者國家公園、保護區的經營來改善自

倫敦濕地中心一偶  

完整的濕地信託制度，可
發揮濕地經營管理的最大
主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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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環境，民眾的參與侷限在抗議、倡議、

諮詢，在介入自然環境的經營管理仍屬少

數，處於摸索實驗的階段，對於未來應該

走向以政府為主、或者民間獨立經營仍莫

衷 一 是。台 灣 目 前 尚 未 有 環 境 信 託 基 金

會，此制度對於普遍規模偏小、且依賴政

府補助的台灣環境團體來說無疑是一大挑

戰，民間捐贈的文化也需要鼓勵走向更長

期制度化。  

倫敦濕地中心平面配置圖  

台灣的環境信託基金制度
發展，還待長期的經營與
民間捐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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