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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台灣猛禽 47 種，多數種類的族群狀態、活動模式等生態資料仍充滿謎

團，但台灣地狹人稠，人與猛禽的衝突不斷，救傷猛禽過程中我們發現有猛

禽中毒、撞窗而死、車禍等案件，本計畫目標為透過研究、監測更了解台灣

猛禽的現況，具體提供保育相關政策執行重要依據，執行教育推廣引導民眾

認識猛禽、永續環境利用，並執行猛禽救傷醫療野放工作保護台灣的猛禽，

創造人與鷹共存的環境。為此籌募猛禽保育所需經費新台幣肆佰萬元，特舉

辦「2022 猛禽研究救傷保育經費勸募活動」計畫。 

 

 

 

 
二、期間：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自 111 年 02 月 10 日起至 112 年 1 月 31 日止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自 111 年 02 月 10 日起至 112 年 04 月 30 日止 

 

 

 

 

三、許可文號： 

  衛部救字第 1111360215 號函同意辦理 

 

 

 

 

 

 

 

 

 

 



 

四、執行成果 

  (一)、猛禽研究 

1. 黑鳶 

 北部黑鳶研究與教育推廣 

  研究人員於 1-4 月觀察黑鳶繁殖情況，包含確認巢區位置、築巢

的進度、親鳥開始孵蛋時間、幼鳥孵化等，確定巢區後則尋找合適路

徑至巢樹邊，並攀爬上樹，於巢邊架設自動相機觀察，而後待幼鳥日

齡足夠後再攀爬上樹進行幼鳥繫放。2022 年持續監測過去的巢區，在

繁殖季初期有營巢行為但後續並無觀察到明顯的育雛行為或找到實際

巢體，另有繫放救傷個體 1 隻(紅 L2)。 

    2020 年繫放的 1 隻（腳環橘 M1，暱稱大眼仔），該個體救傷之前

就僅有單眼視力，經獸醫評估其視力狀況並未太大影響而決定野放，

同時也繫上背包式衛星發報器確認其活動狀況，依照發報器回傳的資

料該個體主要於中和一帶活動，生活正常無因僅有單眼而有短期內因

捕食不佳的問題，在 2021 年有觀察到繁殖 2 隻幼鳥，幼鳥在 5 月開始

追蹤，幼鳥離巢後其中一隻主要在台北南邊活動，其中一隻曾經到達

卓蘭隨後又北上，但其發報器在 7 月初脫落被研究人員發現。2022 年

仍持續追蹤「大眼仔」，預計在春季繫放追蹤個體「大眼仔」的子

代，研究人員於兩隻幼鳥約 7 日齡時，上樹架設自動相機記錄育雛行

為。後續發現「大眼仔」某天開始不回巢後，團隊前往巢區查看發現

巢內已無幼鳥，從自動相機紀錄中看到白鼻心吃掉幼鳥，先前在 2021 

年石門水庫巢區也有幼鳥在消失後拍攝到白鼻心造訪巢區，但當時並

無切確證據。本次為首次正式證實黑鳶幼鳥會遭受白鼻心捕食的紀

錄。 

    研究人員除了關注當年度繫放個體外，也持續追蹤收集前幾年所

繫放的 8 隻個體資訊從幼鳥的觀察與後續追蹤。2022 年的救傷個體紅

L2ｕ野放後持續在東北角一帶活動，常於瑞芳、澳底等地，後續將持

續觀察。北部地區冬季常有連續陰雨天令發報器無法順利充電，因此

我們也利用腳環回報等方式運用公民科學力量獲得黑鳶的位置。 

本會與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鳥類生態研究室合作撰寫專

欄。第一季共有 5 篇文章，內容有「從淚流滿面到冷靜面對，那些黑



鳶教會我的事」、「黑鳶首次從幼鳥追蹤到繁殖，竟然是在別人家院

子？」、「暗夜白吃黑-白鼻心捕食黑鳶幼鳥紀錄」、「設備君的黑鳶

直播架設驚魂記」和「黑鳶小米酒的探索旅程」，邀請黑鳶研究相關

工作人員寫出自身的經歷，記錄台灣黑鳶研究過程並也讓社會大眾有

機會可以知道過程。 

   圖一、黑鳶紅 M9 小米酒 

 

   圖二、黑鳶專欄封面圖 

 



    圖三、黑鳶紅 L2 野放後的位置 

 

 全台黑鳶黃昏聚集同步調查 

  2022 年全台黑鳶黃昏聚集同步調查數量為 879 隻。今年度全台黑

鳶同步調查秋季數量為 752 隻、冬季為 879 隻，年度數量以較高的 879

隻為代表。隨著全台黑鳶數量增加，黑鳶的夜棲地也略有變化及增

加，今年度新增屏東調查點賽嘉、且東北角族群恢復零星夜棲。目前

數量最大的夜棲族群在貢寮地區，高達 268 隻。透過持續進行的黑鳶

衛星追蹤紀錄，有助於瞭解隨著族群數量增加後，新增的夜棲地位

置。 

  目前全台黑鳶的同步數量穩定微幅增加，但仍僅在北部及南部地

區有穩定的黑鳶夜棲族群，無論是北部或是南部族群都有增加趨勢，

其中又以近年北部增加的趨勢較為快速，目前北部族群超過 500 隻、

南部族群超過 300 隻，在北海岸或屏東特定範圍的民眾，可以感受到

黑鳶比以前容易目擊且數量增加。本研究先前衛星追蹤黑鳶候鳥小茄

子的案例，已經證實台灣黑鳶有候鳥族群，因此同步調查有可能會記

錄到來台度冬的候鳥，數量目前仍無法得知，不過倘若台灣的環境能

變好，同樣可以增加黑鳶候鳥來台過境及度冬時的存活率。 

 



 

圖四、全台黑鳶黃昏聚集調查分布圖 

 

          圖五、全台黑鳶黃昏聚集調查照片 



2. 鳳頭蒼鷹 

 臺北地區鳳頭蒼鷹擴散研究 

  持續以腳環方式繫放與追蹤鳳頭蒼鷹個體。本年度鳳頭蒼鷹共計

有 10 隻個體被回報，筆數最多的是 2021 年於大安森林公園的「紅

12」，分別於 5 月、6 月及 8 月被回報（共 4 筆），地點均在台灣大學

周邊，筆數次多的個體為「紅 C5」、「黃 N6」及「紅 28」（均為 2

筆），其中「紅 C5」及「黃 N6」2 筆目擊時間及地點均相當接近分別

為 5 月大安國小（紅 C5）及 10 月台北植物園（黃 N6）；「紅 28」為

2022 年出生的幼鳥，曾在當年 6 月初因落巢被送至猛禽會救傷站，並

在隔日於巢位附近綠地野放，8 月底「紅 28」被民眾回報出現在距野

放點 300 公尺的公園旁，但兩周後（9 月 15 日）被民眾目擊出現在直

線距離 3.1 公里外的南港公園，顯示該個體已經離開巢區擴散到鄰近

地區。 

 

圖六、2022 年的鳳頭蒼鷹幼鳥繫上腳環 

 

 鳳頭蒼鷹繫放追蹤 

  今年繫放的鳳頭蒼鷹幼鳥，腳環紅 C6、金屬環號 5A-00148，為母

鳥；另一隻，色環紅 26、金屬環號 4A-00434，為公鳥。紅 C6 在 6 月

17 日被發現倒在垃圾桶旁邊，民眾通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大安

森林公園管理室，由管理室同仁協助轉交猛禽會志工，交由猛禽會救

傷站獸醫師檢驗。解剖結果體態良好、胃腸內有多量消化中食物，前

一天仍有進食，然體腔內有出血，疑似因腔靜脈破裂導致，懷疑是因

胸部撞擊鈍物導致傷害，由於目前沒有人回報撞擊事發現場的狀況，



志工巡視周邊的物體未發現撞擊痕跡，故無法斷定是撞擊甚麼物體。6

月 30 日傍晚，母鳥黃恩萼穿越新生南路時不慎發生車禍過世，路過民

眾將其送到猛禽救傷站。 

  去年的幼鳥紅 12，去年離巢時多飛越新生南路，先是在加油站旁

邊的樹上停棲後再返回巢區進食，而後因撞擊龍安國小玻璃而被輾轉

送進猛禽會救傷站中療養，巢區距離撞擊位置約 250 公尺，後於 10 月

13 日下午在大安森林公園中野放；該個體今年 5 月 24 日疑似在台大撞

擊玻璃被送到救傷站，於 6 月 10 日在台大野放；今年 8 月 25 日因突

然大雨停在人行道上後被通報，又被送到猛禽救傷站，但並無大礙。 

 

 鳳頭蒼鷹教育推廣活動 

  於 12 月至 2 月間搜尋公園內鳳頭蒼鷹巢位，並在發現巢位後紀錄

座標，定期調查該巢位繁殖對之行為。今(2022)年發現兩巢，北邊巢

親鳥皆無腳環，3 月 9 日臥巢，於 4 月 8 日棄巢，失敗原因不明，於 5

月 6 日時上巢觀察內部，無蛋殼等幼鳥遺骸，有拾獲部分綠鳩遺骸，

該巢疑被作為餐桌使用。南邊巢親鳥為黃恩萼 3 月 15 日 臥巢、4 月

22 日 親鳥餵食小鳥（疑破殼當日），原定於雛鳥 7 日齡應可裝機，但

遇到天候不佳，連日大雨，順延至 5 月 6 日裝機。裝機當日發現巢中

有一幼鳥口腔有乾酪物，為毛滴蟲感染，將該雛鳥帶回猛禽救傷站醫

療，並於確定另一隻個體狀況後，於 5 月 10 日開播，今年直播時間較

短，5 月 10 日至 6 月 22 日共 42 日。直播期間觀看次數 1,167,094 次

（2020 年 2,474,636 次、2021 年 1,000,129），曝光次數 9,834,027

次 (2020 年 16,521,307 次、2021 年 6,818,439)。觀看地區有 27 區，

觀看前五名地區為台灣、香港、美國、日本和馬來西亞。觀眾年紀範

圍涵蓋 13 歲至 65 歲以上，最大族群為 25-34 歲(37.6%)，女性觀眾觀

看次數和時間較男性高。開播文的猛禽會臉書貼文觸及人數達 2 萬 8

千人，分享 151 次。 

 



 

圖七、架設巢位監視器當日的巢內影像 

 

    大安森林公園之友基金會 2022 年「鳳頭蒼鷹 Live 秀」里民推廣

活動共舉辦 4 場次共有 180 人參加，於 6 月 8 日和 11 日舉行，里民推

廣活動除了公園和鳳頭蒼鷹的元素外，也加入創作分享，串聯更多領

域，吸引其他族群認識大安森林公園。校園推廣教育以鳳頭蒼鷹繁殖

棲地、友善鳥類玻璃為內容前往到國中小學推廣，於社群平台和通訊

軟體通知學校，開放學校申請。西湖國小、長安小學、新生國小、指

南國小、金華國小、公館國小、南門國中等 16 校 852 名學生參與課

程。今年受到台北鳥會邀請前往馬祖參加 2022 燕鷗保育暨永續生態研

討會，分享鳥類直播經驗，現場有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社團法人

台北市野鳥學會、縣長劉增應、福建省觀鳥協會、浙江自然博物院研

究館、青島市觀鳥協會、長榮大學永續發展國際學程、與人環境等 8

個單位與會，大家對於鳳頭蒼鷹直播經營都非常的好奇，也希望作為

鳳頭燕鷗直播的參考。 

圖八、校園推廣活動 



為了建立大家對於生態環境較正確且深入的認識，今年以每月一

則的專欄經營，將觀察到的大安森林公園鳳頭蒼鷹繁殖行為等以漫畫

圖文呈現，漫畫由陳奕蓁繪製、文字由蔡岱樺撰寫，刊登於社群平

台，受到網友的熱烈支持與分享，平均觸及人數 6 萬千人，是去年的

兩倍。 

 

圖八、鳳頭蒼鷹科普漫畫專欄 

 

 

3. 林鵰 

林鵰為台灣翼展最長的大型猛禽，卻是最晚被發現的大型猛禽，原

棲息於原始林地，近年來有淺山化的趨勢。在本計畫中，我們分為兩種

方式蒐集林鵰現有分布的狀況，一是長期監看特地區域，了解該地的林

鵰活動的方式，二是經營臉書社團，以公民科學的方式蒐集台灣林鵰出

現的位置。臉書社團「RRGT 林鵰紀錄徵求站」成立至今共有 2364 名成

員，目前已徵得 5050 筆林鵰紀錄。 

2022 年繫放 1 隻林鵰，該個體於巢區附近待了 4 個月後，逐漸擴大

活動範圍，目前播遷後往低海拔移動，冬季時接近平地，與過去數年來

在淺山地區觀察多為未成鳥個體的觀察相符，目前發報器的訊號穩定，

將持續追蹤。 



 

圖九、2022 年繫放的林鵰。 

 

4. 預後追蹤的猛禽-大冠鷲 

  大冠鷲為台灣最常見的大型猛禽，廣泛分布在海拔 2000 公尺以

下的地區，其中低海拔被人開墾過的墾殖地或是破碎化的森林是其典

型的棲地類型。作為一種最常見的猛禽，大冠鷲族群目前在台灣看似

相當穩定，但我們對大冠鷲的族群密度、活動範圍等等所知甚少，因

此依然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本會救傷站於 2018 年春天收到一隻誤入農舍的大冠鷲，因復原

狀況良好在綁上 GPS 追蹤器後於觀音山野放，但在 5 月之後發報器因

電力不足而進入休眠，2019 年 3 月大冠鷲繁殖季開始才又重新發訊

直到 2019 年 9 月停止，2020 年則是由 5 月開始收到訊號至 6 月中停

止，3 年累積 137 個點位。 

  2020 年繫放一隻於桃園所救傷的大冠鷲個體（藍 B24），2020

年 5 月疑似因中毒被送至猛禽會救傷站，當年為一隻第三曆年未成

鳥，同年 6 月 30 康復後於桃園龜山野放。此個體野放後至同年 9 月

初均在龜山活動，9 月中開始往南飛到台南後壁，且在隔年 2 月初從

台南後壁飛回龜山，而這一移動現象在 2021 及 2022 年均有發生，綜

合這三年本個體「遷徙」的時程，我們可以發現該個體南下時間均位

於 8 至 9 月間，且連續三年度冬地相當固定都在台南後壁、白河一

帶，到了隔年 1 月至 2 月在北返至桃園龜山。 



圖十、2020-2022 年救傷大冠鷲追蹤位置 



5. 魚鷹追蹤 

2021 年底桃園市通報的救傷個體，傷癒後於 2022 年 1 月 12 日

在桃園大溪野放，該個體在野放後曾花約兩周的時間短暫停留大溪、

鶯歌及龜山，最後於 1 月 25 日移動至林口的美麗華高爾夫球場，並

持續在附近活動，到了 5 月該個開始擴大活動範圍，最北到台北港附

近，此後至 12 月底活動範圍一直在林口海濱、台北港及林口丘陵數

個高爾夫球場之間，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8 月中該個體曾經移動至

觀音山及淡水河出海口附近，但後來又回到原活動點附近。本個體至

2022 年底已共計蒐集了 2637 個有效點位，魚鷹在台灣鳥類名錄中並

非留鳥，也尚未有被發現有繁殖紀錄，本個體已經在台灣停留超過一

年但尚未有繁殖跡象，未來值得繼續觀察。 

 

 

圖十一、魚鷹繫放照。 

 

6. 東方蜂鷹預後追蹤 

為 2022 年 5 月在台北市中山區拾獲的受傷個體，6 月中復原後



選擇於人車較少，且較接近天然棲地的士林山區野放。野放後我們發

現此個體活動範圍相當侷限，且疑似因沿溪谷活動，所以定位困難，

為了確定個體安全我們於六月底下至該個體活動的溪谷尋找，但是並

無發現。直至同年 10 月 17 日共有 41 筆點位回傳（如下圖），11 月

17 日民眾通報該個體被防鳥網纏住因此送至猛禽會救傷站。獸醫師

評估個體復原狀況預計將於 2023 年初野放，同時將持續配戴發報器

追蹤個體活動。 

 

 

圖十二、東方蜂鷹預後追蹤繫放照。 



 

(二)、教育推廣以及募款活動 

草山猛禽中心於今年 3 月 17 日揭牌開幕正式對外營運，教育展

示區域每周二至周六開放，設有免費團體預約導覽，臉書和網頁上均

有公告開放時間，至 11 月底中心總參觀人數 1,073 人次。今年上半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常有預約取消及延期等狀況，截至 11 月

底中心累積有 23 場團體預約導覽累積有 698 人次參訪，團體預約者

包含社區里民、親子教育、學校老師、政府機關等，參觀者年齡從 5

歲到 75 歲都有，因此解說者需要具備非常好的解說能力，幫助各種

年齡層者能夠了解猛禽保育教育議題，另外預約的團體有以社區為單

位、學校老師、親子教育、政府機關等，幫助議題在各種管道中發

酵，串聯各界力量。 

圖十三、草山猛禽中心開幕 

 

 

 圖十四、團體導覽 



  5 月份辦理進階猛禽調查訓練營，培育 23 位新進調查人員，課

程內容有室內課程與室外實習，課程內容包含猛禽介紹、中小型猛禽

辨識、大型猛禽辨識、遷徙性猛禽調查，室外課程前往苗栗通霄、福

山植物園等地。 

 

 

圖十五、猛禽調查訓練營開課致詞 

辦理開放大眾報名參加的賞鷹趣活動 10 場，累積參加 337 人

次。帶民眾戶外賞鷹，解說猛禽辨識、生態、推廣保育觀念。辦理校

園的猛禽知識及野生動物保育相關的課程超過 30 場，內容包含都市

猛禽介紹、猛禽喜好的棲地與生態系、窗殺防治、猛禽救傷等，至戶

外擺設互動攤位推廣猛禽研究與救傷事務共 17 場，所參與的市集活

動除有台北市內，亦有雲林、彰化、屏東等地所辦理，串連各多地區

的人能認識猛禽。線上講座辦理 10 場累積有 1767 人次參加，包含鳳

頭蒼鷹直播、生態攝影記錄、望遠鏡使用、老鷹想飛、環境宿命與污

染物流布等。 

 

圖十六、宜蘭賞鷹趣活動 



 

偏遠山區學生參訪共辦理有 6 所學校參訪，辦理規則上設定偏遠

山區學校優先參與課程，為避免沒有足夠數量的學校報名，不具偏遠

山區資格的則按報名順序排序，讓 6 所學校參與本次計畫。課程內容

有：戶外賞鷹與望遠鏡使用教學、陽明山野生動物標本參觀、友善鳥

類玻璃設計、猛禽救傷流程、貓頭鷹食繭觀察和過境猛禽調查，共有

6 堂課程，上課方式有戶外、室內、手作、靜態、分組競賽等，用各

種多元的方式讓師生認識猛禽生物學、並了解現在台灣猛禽的生存危

機與改善策略。老師、學生來到陽明山和草山猛禽中心都非常開心，

尤其是用望遠鏡觀察看到清楚的猛禽更是被自然啟發的觸動。友善鳥

類玻璃的部分有學校分享校內傷鳥的經驗，後續也希望能進行實地改

善。 

 

圖十七、國小學生專屬猛禽教育課程 

 

透過社群平台撰寫文章、媒體報導、公開活動等方式募款，另於

有意從事野生動物保育活動相關店家放置捐款箱，募捐小額零錢及發

票。 

   圖十八、捐款箱樣式 



 

(三)、猛禽救傷 

1. 2022 年救援猛禽有 19 種 206 件。救傷種類領角鴞最多（42%），

其次是鳳頭蒼鷹(22.8%)、大冠鷲(5.3%)。今年別於往年的特殊案

件：收到中獸夾的熊鷹、有救傷後野放個體因中農用圍網又進到救傷

站。鑑於過去常收到許多資訊不夠清楚的救傷個體，需要耗費需多精

力詢問傷鳥資料，持續製作發送拾獲動物資料卡，助於野生動物救援

流程上的順暢，也讓暫留單位能更方便且清晰的協助傷鳥後送。獸醫

師所剪輯撰寫的救傷猛禽野放短片及小故事，平均觸及達萬人以上，

越來越多人接觸到猛禽救傷與醫療，關心自己生活週遭的環境。 

2. 辦理志工讀書會、猛禽救傷預防等教育推廣活動、指導獸醫實習

生培育未來野生動物保育新血，教育推廣活動執行 15 場以上，相關

講座活動改為線上，所觸及的民眾含括全台各地，比往年更具推廣

力。也與學校合作辦理野放活動，今年也有部分學校轉以線上方式辦

理，野放團隊直播野放過程給在教室中的學生，也因為改以線上方

式，有讓更多的學生觀看，也讓學校老師較容易與課程搭接。 

3. 農藥與鼠藥送檢共 67 件(重金屬佔 41 件、農藥與鼠藥佔 26 件)；

病理報告送交 23 件，取得報告結果 13 件。農藥或鼠藥檢驗報告中有

22 件為陽性(88%)，其中超標 12 件(48%)、急性中毒 4 件(16%)。體內

驗出兩種以上農藥或殺鼠藥比例高達 64%，其中有一隻台北市的鳳頭

蒼鷹被驗出 5 種殺鼠藥與 3 種農藥。重金屬分為抽血檢驗與死後組織

樣本檢驗，血液樣本 21 件(鉛或汞)、組織樣本送交 20 件(砷、鎘、

汞、鉛)。血液樣本驗出鉛或汞一種以上佔 100%，汞過量約佔 62%、

鉛過量則佔 19%，都發生在大冠鷲血樣中。組織樣本 20 件中(肝腎或

羽毛)， 驗出砷、鎘、汞、鉛一種以上同為 100%。以濃度超過

0.1ppm 為超標，汞與鎘過量各佔 75%、鉛過量佔 10%，砷則未驗出超

過 0.1ppm 樣本。並彙整相關成果辦理特展展出，讓更多人能正視猛

禽食安與環境汙染問題。 

4.持續經營臉書野鳥撞玻璃社團，收集全台灣野鳥撞擊玻璃的案件。

創立線上野鳥窗殺博物館，分享國內外野鳥撞擊統計報告、玻璃改善

案例，前往高風險地點進行場勘輔導或是協助改善，指導學生進行研

究，研究成果於 2023 年動物行為研討會上發表。窗殺預防推廣工

作，連結了國中小、大學等學校，並與學校合作開發窗殺材料包，完

成與麟光捷運站走廊、台北市立動物園爬蟲館等數處的窗殺改善。製



作友善鳥類玻璃改善的繪本一本。 

5.2020 年底所申請使用北投區建業路 7 號的台北市有公用房地作為猛

禽中心，於 2021 年展開中心規劃與修繕，該建物 6 年無人使用，水

電、泥作、油漆全部重新配置。在空間設有猛禽教育展示區、多功能

教室、辦公室、儲物間、傷鳥診療區。已於 2022 年春天對大眾開

放，該場域為公益性質，無收門票，設有團體預約導覽服務。由於屋

況老舊，於今年持續進行相關工程：天花板防漏、臨時欄舍搭建、樹

木植栽修剪等工項。另為了增加中心公益價值，持續提供民眾猛禽新

知，本年度辦理三場特展「猛禽會研究回顧畫展-尋找空中那一抹身

影」、「猛禽中毒－猛禽的食安問題」和「風中有鷹-何華仁逝世周

年紀念展」。 

 
圖十九、製作不要使用黏鼠板的文宣，以預防更多無辜動物受到黏 

鼠板傷害。 

 



 
 

圖二十、將鼠藥相關結果製作成文章於社群平台上張貼。 

 

 
圖二十一、辦理企業員工活動協助公部門進行友善鳥類玻璃改善。 

 



圖二十二、遊隼野放影片於社群平台上公開。 

 

 
 

    圖二十三、草山猛禽中心屋頂防水鐵皮鋪設。 
 



 

圖二十四、草山猛禽中心臨時救傷練飛棚。 

 

 
   圖二十五、草山猛禽中心教育展示區域特展區。 

 



 

五、 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收入期間 111 年 02 月 10 日~112 年 01 月 31 日 

募款收入共$2,461,161 元 

 

收入 

111/02/10~112/01/31 募款活動期間 $2,460,401 
111 年度專戶利息收入 $760 
合計 $2,461,161 

 

依公益勸募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勸募所得在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者，必要支出為百分之十五。

必要支出限額=募款活動期間募款收入共$2,461,161 X 15%= $369,174 元。本次募款活動期

間募款活動相關支出金額$325,737 元，其中$297,918 由募得款項支應，另餘$27,819 元由

本會自籌。 

支出 

項目 
募得款項支

應金額 
本會自籌 合計 說明 

必要支出-薪資費用 $257,280 $0 $257,280 

募款專員薪資:負責

本勸募活動之工資、

臨時薪資。 

必要支出-資訊服務費 $0 $12,600 $12,600 
勸募活動所需會計資

訊系統維護費。 

必要支出-交通費 $15,464 $0 $15,464 
募款相關活動車輛耗

用油資。 

必要支出-郵電費 $4,495 $0 $4,495 
電話費、捐款收據郵

寄送。 

必要支出-雜支 $20,679 $560 $21,239 

勸募活動文具用品、

郵資、捐款事務之金

融手續費等。 

必要支出-保險 $0 $14,659 $14,659 

勸募人員之保費；草

山猛禽中心之場地相

關保險。 

合計 $297,918 $27,819 $325,737   

 



六、 募款活動期間財物使用支出： 
支出期間 111 年 02 月 10 日~112 年 01 月 31 日 

本次募款活動期間募款財務使用相關支出金額$1,568,220 元，其中$1,548,719 元由募得款

項支應，另餘$19,501 元由本會自籌。 

 

支出 

項目 募得款項支應金額 本會自籌 合計 說明 

薪資費用 $586,640 $0 $586,640 
研究專員、資料處理、調

查及救傷人員臨時工資。 

保險費 $72,112 $0 $72,112 
研究及救傷專員勞、健保

費、健保補充保費。 

物品  $167,090 $0 $167,090 
救傷醫療器材、發報器設

備等。 

租金 $33,760 $0 $33,760 
辦公廳舍、車輛、機器設

備等租金。 

資訊服務費 $14,788 $1,633 $16,421 追蹤器收訊費。 

醫療費 $166,860 $1,200 $168,060 傷鳥就醫檢驗暨藥品費。 

差旅費 $39,438 $11,320 $50,758 
研究調查、推廣活動出差

差旅費。 

修繕維護費 $174,830 $108 $174,938 

房屋修繕工程；執行救傷

等勸募事務相關設備之維

修。 

交通費 $12,720 $0 $12,720 
野外調查、推廣、猛禽救

傷接送交通、油料費等。 

食物照養 $3,652 $0 $3,652 救傷站猛禽食料費用。 

雜支 $29,723 $1,420 $31,143 
電話、郵資、電池、文具

用品等計畫相關雜支出。 

勞務委託費 $163,500 $0 $163,500 
委託公司、團體等機關執

行翻譯等專業勞務等。 

雜項購置 $83,606 $0 $83,606 
為執行計畫購置之相關耗

材支出。 

稅捐 $0 $3,820 $3,820 
草山猛禽中心房屋稅、地

價稅。 

合計 $1,548,719 $19,501 $1,568,220 
 

 



募得款收入支出總計： 

收入支出總計表 

募款收入(募款期間所得) $2,460,401 

利息收入(募款期間利息收入) $760 

支出(勸募金額支出合計) $1,846,637 

剩餘金額 $614,524 

本案已自籌支應金額 $47,320 

 

剩餘金額$614,524 元使用期間奉准至 112 年 04 月 30 日止。 

 

理事長：林思民    秘書長：蔡岱樺     會計：顏漢中    製表：顏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