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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采访等方法，收集了有关中国内地观鸟组织、观鸟者和观鸟活动现

状和发展的数据，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１０年间中国内地的观鸟者和观鸟组织发展迅速，观

鸟者达到２万多人，其中５千多人加入了观鸟组织．各地观鸟组织开展了观鸟普及、公众宣传教

育、鸟类调查等大量活动，并普遍与保护区或公园、非政府组织、中小学和政府部门展开合作．目

前观鸟组织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短缺，急需得到帮助．基于调查结果，为中国内地观鸟组织的

发展提出以下建议：① 提升内部组织建设水平；② 提高会员的参与度与能力；③ 加强与政府、

媒体的合作；④ 推广生态观鸟旅游，提高经费来源的多样性．

关键词：观鸟组织；　观鸟活动；　观鸟者；　中国内地

中图分类号：Ｑ９６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６４１．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５

　基金项目：世界自然基金会资助项目（１００００９０９１００３８８１．３．０４．０１）

　第一作者：程翊欣，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保护生物学和恢复生态学．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ｇｙｉｘｉｎ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犘狉犲狊犲狀狋狊狋犪狋狌狊犪狀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犫犻狉犱狑犪狋犮犺犻狀犵犻狀

犿犪犻狀犾犪狀犱犆犺犻狀犪

ＣＨＥＮＧＹｉｘｉｎ１，　ＷＡＮＧＪｕｎｙａｎ
２，　ＨＥＸｉｎ

３，　ＭＡＺｈｉｊｕｎ
２

（１．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犈犪狊狋犆犺犻狀犪犖狅狉犿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犛犺犪狀犵犺犪犻　２０００６２，犆犺犻狀犪；

２．犕犻狀犻狊狋狉狔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犳狅狉犅犻狅犱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犈犮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

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犅犻狅犱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犛犮犻犲狀犮犲，犉狌犱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犛犺犪狀犵犺犪犻　２００４３３，犆犺犻狀犪；

３．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犔犻犳犲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犈犪狊狋犆犺犻狀犪犖狅狉犿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犛犺犪狀犵犺犪犻　２０００６２，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ｄａｔａ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ｅｒｓ，ａｎｄ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ｅｓｉ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ｔｃ．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ｂｉｒｄ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ｅｒ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ｇｒｏｗｉｎｇｒａｐｉｄｌｙ．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ｏｖｅｒ２００００ｂｉｒｄ

ｗａｔｃｈｅｒｓｉ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ｏｖｅｒ５０００ｏｆ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ｊｏｉｎｅｄｌｏｃａｌ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Ｂｉｒｄ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ｈａｖ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ｖａｒｉｏｕ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ｂｉｒｄ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ｂｉｒｄｓｕｒｖｅｙ，ｅｔｃ．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ｈａｖｅａｌｓｏｗｏｒｋｅ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ｐａｒｋｓ，

ＮＧＯｓ，Ｓｃｈｏｏｌｓ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ｆｕｎｄｉｓ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ｙｎｅｅｄｕｒｇｅｎｔｈｅｌｐ．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ｇｉｖｅｓ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

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ｎ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ｄｉａ；ｐｒｏｍｏｔｅ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ｅｎ

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ｅｒ；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０　引　　言

观鸟（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是指对自然状态下的野生鸟类进行观察和识别的活动
［１］；从事该

项活动的人被称为观鸟者．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将观鸟者定义为：以观鸟为目的至户

外１ｋｍ或以外的地方出游的人，或是在户外近距离观察、识别鸟类的人；碰巧看到、去动物

园或观赏笼中之鸟的人不包括在内［２］．观鸟活动起源于欧美，是西方最流行的户外活动之

一，每年吸引数以千万计的观鸟者参与，推动了环保观念的普及，也为鸟类研究提供了大量

资料．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国观鸟者开始进入中国内地（如北戴河）观

鸟，同时也把观鸟活动和观鸟理念引入中国内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内地开始出现一批

本土观鸟者．过去１０年间，观鸟活动在中国内地迅速发展，各个省市相继建立起了观鸟组织

（观鸟会或野鸟会），其创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内地观鸟活动的发展．观鸟组织通过面向公众

举办观鸟和环保宣教活动，普及了鸟类和栖息地保护的相关知识，提升了公众的环境保护意

识．特别是一些观鸟组织与当地学校建立起了长期和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直接参与中小学

实践课程教材的编写，将观鸟活动融入课程，为青少年环保意识的提高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３］．同时，观鸟组织还积极开展鸟类调查，协助科学研究，例如一些已经发表的研究工作，

其主要参考资料和数据均来源于观鸟者的观鸟记录［４７］．近年来，全国各地的鸟类新记录也

大部分由观鸟者所发现，如丹东观鸟会的观鸟者发现了黑嘴鸥（犔犪狉狌狊狊犪狌狀犱犲狉狊犻）的大型繁

殖群、中白鹭（犈犵狉犲狋狋犪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和小青脚鹬（犜狉犻狀犵犪犵狌狋狋犻犳犲狉），上海野鸟会的观鸟者发

现了大长嘴地鸫（犣狅狅狋犺犲狉犪犿狅狀狋犻犮狅犾犪）等，均为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
［８１０］．

然而，目前尚未有对中国内地观鸟组织和观鸟者现状的研究，缺乏有关中国内地观鸟活

动的基本统计数据．因此，本文希望通过调查分析弥补这一空缺，为中国内地观鸟组织、观鸟

者和观鸟活动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可行性建议．

１　材料与方法

通过网络搜集、相关咨询等方法汇总和整理了中国内地观鸟组织和观鸟者的分布、现状

和发展的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截止于２０１１年前．２０１１年初，对统计得到的３６个中国内地

观鸟组织进行电子／纸质问卷调查，并以走访、电话、电子邮件及网上交流等方式进行信息确

认和深入了解．同时根据各观鸟组织的网站等对相关资料进行补充和完善，并对比中国内地

观鸟组织所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进行分析
［１１］．

在得到初步结果的基础上，于２０１１年７月在浙江杭州召开的“中国东部地区观鸟活动

发展及候鸟栖息地保护研讨会”上听取了各观鸟组织代表的意见，探讨了中国内地观鸟组织

的贡献及其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完善了调查结果．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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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总计发放问卷３６份，有效回收３５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７．２％．调查问卷涉及“观鸟

组织基本信息”和“观鸟组织的运行”、“观鸟组织开展的活动”、“观鸟组织的发展”等内容．此

外，本文对所有观鸟组织的相关网站上的信息进行了收集．除“全国观鸟组织的数量”、“观鸟

组织性质”和“观鸟组织会员人数”采用３６作为基数外，其余按照３５个统计．表格中所涉及

到的百分比均指存在某一情况的观鸟组织占３５个观鸟组织的百分比，文中非会员观鸟者人

数为各观鸟组织提供的估计数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观鸟组织的现状

２．１．１　观鸟组织的基本情况

调查表明，３６个中国内地观鸟组织中，在民政或工商部门注册的有１７个（４７．２％），尚

未登记注册的有１９个（５２．８％），其中７个（１９．４％）有挂靠机构．同时，２０个（５７．１％）观鸟

组织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２９个（８２．９％）观鸟组织没有全职工作人员，具有３名以上全职

工作人员的观鸟组织仅２个，１５个（４２．９％）观鸟组织有３名以上兼职人员，２７个（７７．１％）

观鸟组织有３名以上的志愿者来协助处理组织的日常事务，具体如表１．

表１　中国内地３６个观鸟组织基本情况表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６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省份 观鸟组织名称 组织性质 会员人数
是否有

专职人员

北京市 北京观鸟会 挂靠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１４５ 无

天津市 天津观鸟会 尚未登记注册 ５０ 无

河北省 秦皇岛观（爱）鸟协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２００ 无

河北省 西柏坡爱鸟协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６６ 无

辽宁省 丹东观鸟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１２ 无

上海市 上海观鸟会 挂靠于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１１０ 无

江苏省 江苏野鸟会 尚未登记注册 １２０ 无

江苏省 常州野鸟会 尚未登记注册 ３５ 无

浙江省 浙江观鸟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３００ 有

安徽省 安徽省观鸟会
挂靠于安徽省动物学会和安徽省野生动植物

保护协会　　　　　　　　　　　　　　　
２６５ 无

福建省 厦门观鸟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１００ 无

福建省 福建省观鸟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１３００ 无

福建省 莆田观鸟会（筹） 尚未登记注册 １００ 无

福建省 武夷观鸟会 隶属于南平生物学会 １１０ 无

江西省 江西省爱鸟协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６０ 有

山东省 山东东营观鸟协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２５ 无

河南省 河南观鸟会 尚未登记注册 ２２ 无

湖北省 武汉观鸟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５８ 无

湖北省 湖北野鸟会 挂靠于湖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５０ 无

广东省 广州观鸟会 （筹） 尚未登记注册 ３５０ 无

广东省 深圳市观鸟协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２７６ 有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南宁观鸟会 尚未登记注册 ２００ 无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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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省份 观鸟组织名称 组织性质 会员人数
是否有

专职人员

海南省 海南观鸟会 尚未登记注册 １０ 无

重庆市 重庆观鸟会 （筹） 尚未登记注册 ４７ 无

四川省 泸州观鸟会 （筹） 尚未登记注册 ２０ 无

四川省 绵阳市观鸟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５０ 无

四川省 成都观鸟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３１８ 有

贵州省 贵州野鸟会 （筹） 尚未登记注册 １０ 无

云南省 云南观鸟会 尚未登记注册 ３３０ 无

云南省 昆明市鸟类协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４０ 有

云南省 西双版纳野鸟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６０ 无

云南省 云南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２８６ 无

云南省 昭通候鸟研究会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５１ 无

陕西省 陕西观鸟会 挂靠于陕西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１２０ 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观鸟会 挂靠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学会 ２６ 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深度观鸟俱乐部 工商部门登记注册 ５０ 有

２．１．２　观鸟组织的组织结构与内部管理

大部分中国内地观鸟组织（６５．７％）有管理决策团队，但其建立的方法尚不够民主，主要

从创建组织的主要成员中产生（３１．４％）或由会员投票选举产生（２５．７％）．在处理事务时，大

部分观鸟组织分工不完善，只有３１．４％的观鸟组织设立专门的部门来管理不同事务．研究

发现，只有建立较早的几个中国内地观鸟组织采取了较为高效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即由

会员投票选举产生管理决策团队、多数会员协商制定组织决策及部门化分工．

大部分中国内地观鸟组织在战略规划、章程制定上做得较好，但对活动的记录总结和反

馈较为缺乏，这限制了活动质量的提升．所有组织都探讨过自身的未来发展计划，其中

５４．３％已确定了清晰的发展战略，并正在或已经实施，７４．３％正在或已经制定了组织的章程

规范．但只有２５．７％和９．１％分别对所有活动均有记录总结和反馈，更只有９％对新会员有

具体的培养计划．

２．１．３　观鸟组织的经费来源

中国内地观鸟组织最普遍的经费来源是项目经费，其次是会员会费或个人捐款，再次是

企业捐款（见表２）．有１３个（３７．１％）观鸟组织认为项目经费占其总经费的比例最高．８０％

的观鸟组织曾经或正在承担有经费资助的项目．只有不到４０％的观鸟组织能够筹集到民间

捐款，即来自个人、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而尚未承担有经费资助项目的观鸟组织表示其主

要困扰在于：不知通过何种渠道申请项目，不知道有什么项目可以申请，观鸟组织自身能力

不足，难以承担项目，以及未正式成立观鸟组织，故无法申请．

２．２　观鸟者及观鸟组织的发展

２．２．１　观鸟者的发展

考虑到观鸟在中国内地的发展落后于西方国家，本文宽泛了观鸟者的定义，凡是利用业

余时间从事观鸟活动的人都将其定义为“观鸟者”，并把递交申请正式加入观鸟组织的观鸟

者定义为“会员”．１０年间，中国内地的观鸟者增长迅速，从２０００年的７４５人增长到２０１０年

的２０７５２人，年均增长率为４０．７％，但其中一观鸟组织提交的２０１０年非会员观鸟者人数占

总数的４８．２％（１００００人）；会员人数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１１人扩展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３７２人，年均增

长率接近５０％．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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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内地观鸟组织经费来源

Ｔａｂ．２　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经费来源 百分比／％

项目经费 ７３．５

会员会费 ３８．２

个人捐款 ３８．２

企业捐款 ３２．４

组织开展相关活动的收入 ２６．５

其他（自助或无经费来源） ２０．６

义卖或出售纪念品 １７．６

挂靠机构固定拨款 １４．７

公益组织的固定资助 ５．９

企业固定资助 ２．９

　　　　注：表中数据表示拥有某一经费来源的观鸟组织数占中国内地所有组织总数的百分比

　　按年龄结构将会员划分为６类，结果表明２６～４５岁的中青年占比例最大，为４３％，具

体如图１所示．会员性别方面，男女比例较平衡，男性稍占优势，为５６％，女性为４４％．会员

职业方面，绝大多数与鸟类学专业无关，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如自然保护区、林业部门和野生

动物管理部门等）的为１５６人，仅占２０１０年其总人数的３．１％，这表明中国内地观鸟者主要

由非专业人士构成．

图１　中国内地与美国观鸟者年龄结构比较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ｇ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ｒｄｅｒｓｉ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Ａ．
［２］

　　在参与活动方面，会员热情不足．近３年来约有４０％的会员平均每个季度参加的活动

不足一次，只有三分之一的会员平均每两个月参加一次活动．会员们往往偏好进行自主的观

鸟活动，参与本观鸟组织的集体活动反而较少．

２．２．２　观鸟组织的发展

２０００年前，中国内地成立和筹建的民间观鸟组织仅有４家．近１０年来，其数量快速增长，

且主要分布在经济水平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见图２），部分省份甚至建立了数个观鸟组织．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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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乌鲁木齐、武汉、昭通和昆明市均有２个观鸟组织

图２　中国内地观鸟组织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２．３　观鸟组织开展的活动

２．３．１　观鸟组织开展的主要活动

中国内地观鸟组织开展的主要活动包括观鸟活动、公众宣传教育、鸟类调查和鸟类救助

等（见表３）．其中，观鸟活动开展次数最多，各组织年均开展１７．５次，平均每次有１４．３名会

员参与；公众宣传教育会员参与人数最多，各组织会员的年均参与量为４１９．１人次．统计显

示，近３年来，每年接受观鸟组织开展的宣教活动的公众总人数均超过１０万人次，其中在

２００８年为１２６７９０人次，２００９年为１５３４００人次，２０１０年为１７４６１０人次，呈逐年上升趋势．

不同观鸟组织开展鸟类调查的次数差别很大，有２个观鸟组织每年最多开展５０次，而有一

些观鸟组织目前还尚未涉足这一领域．进行鸟类救助的观鸟组织及参与人数均较少，除５个

观鸟组织每年进行１０～２０次外，其他年均进行６次以下．

表３　中国内地观鸟组织开展的活动

Ｔａｂ．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活动类型 活动频次／（次·年－１） 活动频次所占比例／％ 会员参与人数／（人·年－１） 会员人数所占比例／％

观鸟活动 ５９４ ３３．０ ９９５８ ３７．６

公众宣传教育 ４７５ ２６．３ １４２４９ ５３．８

鸟类调查 ５７３ ３１．８ １８３２ ６．９

鸟类救助 １６０ ８．９ ４６２ １．７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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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观鸟组织开展的其他事务

除以上４大类活动外，中国内地观鸟组织开展最广泛的事务依次是：举办不定期的讲座

或观鸟组织内部交流会、建立和维护观鸟组织网站或论坛、网上发布观鸟数据（包括个人发

布）（见表４）．这说明通过不同形式的活动促进观鸟者之间的交流是观鸟组织目前的重要事

务，而网站与论坛则是其开展工作的主要平台．目前能够出版当地观鸟年度报告的观鸟组织

还很少，只有上海和深圳两家．

表４　观鸟组织开展的各类事务

Ｔａｂ．４　Ｖａｒｉｏｕｓｗｏｒｋ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观鸟组织开展的其他事务 百分比／％

不定期的讲座或观鸟组织内部交流会 ８５．７

建立／维护观鸟组织网站或论坛 ７４．３

网上发布观鸟数据（包括个人发布） ６５．７

培训观鸟组织会员 ５７．１

筹办或协助筹办鸟类摄影 ４８．６

筹办或协助筹办观鸟比赛 ４５．７

不定期出版宣传册 ４０．０

观鸟相关的数据库建立／维护 ２２．９

定期发布会刊或观鸟组织通讯 ２０．０

定期的讲座或观鸟组织内部交流会 １４．３

印刷出版观鸟年报 ５．７

其他 ５．７

　　据统计，近３年来，参加过以观鸟为主题的全国或区域性研讨会和培训班的人数达到

２９３人次，有半数以上的观鸟组织曾选派１０～５０人次参与此类会议，另有近半数曾选派少

于１０人次参与，还有极个别未曾参与过此类会议，如２００５年５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观鸟组

织发展建设研讨会．此外，一些观鸟组织长年举办定期的讲座或讲堂，例如北京观鸟会主办

的“周三课堂”，除３年间累计达４０００人次来到课堂现场听讲外，还面向全国进行网络直播．

２．３．３　观鸟组织开展的合作活动

中国内地所有的观鸟组织都开展过合作，主要合作方依次为保护区或公园、非政府组

织、中小学和政府部门，但合作频次差别不大，没有明显的选择性（见表５），说明观鸟组织对

这些合作方的重视程度较一致．合作的主要形式依次为：观鸟活动、宣传培训、鸟类调查和环

保公益活动（见表６）．综合结果表明观鸟活动主要在保护区或公园开展．

表５　观鸟组织的合作单位

Ｔａｂ．５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合作单位 百分比／％

保护区或公园 ７４．３

非政府组织 ７１．４

中小学 ６８．６

政府部门 ６８．６

科研单位或高等院校 ５４．３

企业单位 ４０．０

其他 １４．３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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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观鸟组织的合作形式

Ｔａｂ．６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ｓｏｆ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合作形式 百分比／％

观鸟活动 ９４．３

宣传培训 ８２．９

鸟类调查 ７７．１

环保公益活动 ５４．３

其他 １１．４

　　２０１０年，第三方媒体（如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站，但不包括观鸟组织网站）对中

国内地观鸟组织所开展的活动的报道次数（包括转载）总计超过２３００多次．但不同观鸟组

织受关注程度不一：有２个观鸟组织（占所有观鸟组织的５．７％）的活动被媒体广泛报道多

达１０００次，２８个（８０．０％）观鸟组织的活动被报道５０次以下，５个（１４．３％）观鸟组织的活

动未见报道．

目前，中国内地７０％以上的观鸟组织曾向当地政府部门提交过与鸟类保护相关的建

议，建议的类型和被采纳的频次如下表所示（见表７）．

表７　观鸟组织向政府提交的建议类型及采纳频次

Ｔａｂ．７　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ｂｙ

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ｔｏ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建议类型 总数 完全采纳 部分采纳 未采纳

栖息地或物种保护建议 ３５ ９ ２１ ５

建观鸟栈道等建设建议 ７ ４ ３ ０

调查建议 ６ ２ ３ １

观鸟节建议 １ １ ０ ０

２．４　观鸟组织发展面临的挑战

将“观鸟组织面临的困难与所需帮助”（见表８）进行排序，“资金”同时排在首位，这说明

资金明显成为阻碍中国内地观鸟组织发展的最大挑战．其他困难与所需帮助不一一对应．普

遍存在的“工作人员不足”、“登记注册困难”、“制度不完善”三个困难，共同说明大部分观

鸟组织处于组织建设初期，内部构架与组织管理尚不完善．然而，大部分中国内地观鸟组织

首先希望增加的却是“合作机会”，以丰富自身的活动，并希望得到“会员能力培训”，而未优

先选择与内部建设有关的需求，这成为内地观鸟组织今后发展所将面临的挑战．

３　讨　　论

３．１　关于观鸟组织及观鸟者

３．１．１　观鸟组织的现状

中国内地的观鸟组织与大部分其他民间组织（ＮＧＯ）一样，在世纪之交的经济发展高潮

中迅速壮大［１２］．有研究表明，观鸟者的数量和经济发展程度有明显的正相关，经济发展对观

鸟活动具有推动作用［１１］．另有数据证明，一个人的收入越高，越有可能成为观鸟者
［１，２，１３１４］．

本研究也发现经济较发达地区有更多的观鸟者和观鸟组织，其可能原因是观鸟需要投入一

定的人力和财力，经济发达地区的民众生活水平普遍较高，更有余力开展观鸟等休闲活动．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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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观鸟组织面临的困难与所需帮助

Ｔａｂ．８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ａｎｄｈｅｌｐｂｉｒｄ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ｎｅｅｄ

观鸟组织面临的困难 百分比／％ 所需要的帮助 百分比／％

资金缺乏 ７７．１ 资金 ９１．４

工作人员不足 ５４．３ 合作机会 ５１．４

登记注册困难 ４０．０ 会员能力培训 ４８．６

制度不完善 ３４．３ 人力资源 ４２．９

社会影响力不够 ２８．６ 政府重视 ４２．９

缺乏高水平观鸟者 ２５．７ 设备或办公地点 ３７．１

会员整体水平难以提高 ２５．７ 宣传 ２２．９

缺乏长期规划 ２２．９ 内部管理支持 ２０．０

难吸引新会员 ２２．９ 交流平台 ２０．０

缺乏法律及制度保障 ２０．０ 法律保护 １４．３

活动内容单调 ２０．０ 其他 １１．４

参与活动热情不高 １７．１

其他 １１．４

会员流失较严重 ５．７

３．１．２　观鸟组织的结构与管理

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内地观鸟组织采取了较高效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这一模

式考虑到了会员个体的权利，所具有的公平、民主、透明等特点反映了目前发展较成熟的观

鸟组织规范化、专业化的倾向．但是，多数观鸟组织还未实现这种模式，在决策制定时欠缺民

主，活动时缺乏明确分工导致效率较低．所以，中国内地多数观鸟组织还处于发展初始阶段，

其管理模式有待改善．此外，许多中国内地观鸟组织尽管制定了详细的战略规划和规章制

度，但却并未意识到完整的工作记录和总结对于组织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

３．１．３　观鸟组织的经费

有研究表明，民间捐赠是非营利组织独特的收入来源，也是其与公共部门及私人营利机

构相区别的标志之一，然而目前中国内地观鸟组织的这一标志尚不够明显［１５，１６］．美国鱼类

及野生动物管理局指出，野生动物观赏的主要形式之一是观鸟，观鸟在美国已发展为生态旅

游产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美国人２００６年花费在野生动物观赏上的费用达到４５７亿

美元，占野生动物相关娱乐活动的３７％
［１７，１８］．随着中国内地观鸟组织的逐渐成熟和观鸟活

动的不断发展，中国内地观鸟旅游模式也已初步显现［１９］．例如湖南岳阳观鸟节、河南信阳董

寨鸟类摄影年会等均为当地带来了不菲的旅游收入［２０，２１］．因此，观鸟组织可以进一步推广

观鸟旅游来获取自身发展的资金．登记注册或有挂靠单位的观鸟组织一般容易获得项目经

费，而没有政府背景的观鸟组织筹款压力较大，目前只有不到３０％的中国内地观鸟组织能

够通过举办活动获取经费收入．而服务收费，包括会费、收费活动、商业经营，是国外非政府

组织最重要和最大的经费来源，几乎能够占到总经费的一半［１６，２２］．

据不完全统计，仅少数观鸟组织在其网站公布收支明细，更多则选择在管理决策团队内

部公开．不透明的财政状况对观鸟组织未来的发展存在潜在影响．民政局未来可能会为公益

慈善机构打造信息沟通和公示的便捷通道，并出台相应措施，这将推动各观鸟组织管理水平

的提升以及财政透明化、规范化发展．

３．１．４　观鸟者的现状

近１０年来，中国内地观鸟队伍的快速壮大与各观鸟组织开展的公众宣教普及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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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些地区的中小学生通过参加观鸟活动逐渐成为观鸟者，这体现了观鸟组织对潜在观鸟

者的培养已初具成效，培养年轻观鸟爱好者将有利于中国观鸟活动的发展［３］．数据显示，中

国内地观鸟者以中青年为主，而美国和日本的观鸟者则以４６岁以上的中老年为主
［２］．这说

明观鸟这项活动在中国内地尚较为新鲜，具备吸引更多年龄层次人群参与的潜力．中国内地

与美国观鸟者的性别比例均较平衡［２］，这说明参与观鸟活动没有明显性别偏向．在各观鸟组

织第一线，推广观鸟的大多为通过自学或组织培养而掌握鸟类和环保相关知识的非专业人

士．这说明观鸟的门槛并不高，观鸟组织具有较高的亲和力，能够聚拢热爱自然、倡导环保的

普通民众．

尽管大部分中国内地观鸟组织目前的会员超过百人乃至数百，但由于大部分会员是工

作人群，难以抽出时间参与集体活动，因此会员对活动的参与程度并不理想．另外，作为资深

观鸟者，会员普遍倾向参与大型的观鸟活动．虽然有近一半观鸟组织会开展观鸟比赛或鸟类

摄影展等大型活动，但普遍次数较少，年均仅１至２次．而其他次数较多的普通观鸟活动由

于内容重复单调，对大多数会员缺乏吸引力，因此导致会员参与热情较低．

３．２　关于观鸟组织的活动

３．２．１　观鸟组织的活动

普通的观鸟、宣教活动相对操作简单、易于举办，所以开展的次数最多，对公众的吸引力

也最大．而鸟类调查一般需要项目经费支持，一些观鸟组织因未能成功申请项目而无法开

展，这是造成不同观鸟组织开展鸟类调查次数差别巨大的原因．同时，参与鸟类调查需要具

备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许多会员因此无法参与．而鸟类救助开展次数最少的原因可能是由

于观鸟组织并不具备野鸟救助的资质．

“在网上发布观鸟数据”以及“观鸟相关数据库的建立和维护”是一个从数据展示到整合

的过程．调查表明，发布数据的频度（６５．７％）远高于数据库的建立（２２．９％）．而美国奥都邦

观鸟协会（Ａｕｄｕｂｏｎ）和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ＲＳＰＢ）等成熟的观鸟组织均建有自身的观

鸟数据库．可见中国内地观鸟组织在开发数据库、有效整合和利用自身数据方面尚有欠缺，

但这同时也是其潜在的发展方向之一．

讲座和内部交流会能有效增进会员间的联系，但调查显示仅１４．３％的观鸟组织定期开

展该类活动．大部分观鸟组织对观鸟者间的直接交流缺乏足够重视，往往以随机形式开展的

讲座和交流会缺乏规划，反映出多数观鸟组织日常工作欠缺规范性．各观鸟组织对全国或区

域性研讨会或培训班的参与程度差别较大，说明中国内地各观鸟组织尚缺乏整体的协调与

统筹，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仍有待加强．

３．２．２　观鸟组织的合作活动

中国内地观鸟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当地相关部门的支持，其中不仅包括相关政策、场地、

受众、影响力的支持，还包括经费援助．政府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对观鸟组织持欢迎态度，观鸟

组织通过长期第一线调查，积累了大量高可信度和说服力的数据，经整合形成保护建议提交

后，被政府部门完全或部分采纳，直接促成野生鸟类及栖息保护的示例．例如福建闽江河口

湿地保护区、厦门五缘湾湿地公园、新疆白头硬尾鸭湿地保护站等都是经当地观鸟组织的努

力得以保留的重要鸟类栖息地．江苏野鸟会提交的“玄武湖建立人工鸟岛保护鸳鸯”和西柏

坡爱鸟协会提交的“鸳鸯繁殖地保护小区”建议都通过了政协提交．媒体对观鸟活动关注程

度的差异可能与活动的数量、种类、影响力以及观鸟组织是否主动与媒体联系有关．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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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媒体的合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观鸟组织的影响力，更好地保护鸟类及其栖息地．未

来以观鸟组织为主体的全国范围的鸟类调查更需要各地观鸟组织与政府紧密合作［２３］．所

以，获得政府和媒体的更多关注将有利于提高观鸟组织的公众认知、社会影响和长远发展．

３．３　观鸟组织的挑战

中国内地观鸟组织和内地其他民间组织一样，普遍存在资金、人力、登记注册等组织内

部建设问题［２４２６］．对于发展初期的观鸟组织来说，经费短缺不可避免，主要原因可能是草根

组织融资能力有限，或由于其尚未登记注册而无法获得国内外基金资助所致．目前社会团体

的登记注册依旧依据国务院民政部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其中

指出“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不可直接登记，需要业务主管单位挂靠”．然而一些观鸟组织正因

附属于挂靠机构而导致欠缺独立性和自治性［２５］．随着内地现阶段不同类型社会团体的不断

出现，为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各地民政局未来有可能会降低慈善类非政府组织登记注册门

槛．如若如此，长期困扰内地观鸟组织的注册问题将得以部分解决．但在此之后，观鸟组织势

必将面临例如完善组织内部建设、拓宽资金来源、获得政府支持等更严峻的挑战．

目前大部分中国内地观鸟组织还不具备聘用全职工作人员的经济条件，其工作的主要

执行者是兼职或志愿者，存在未能制定具体的新人培养计划而导致的发展瓶颈．所以，对新

会员的培养是观鸟组织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３．４　对观鸟组织发展的建议

针对以上调查结果，本研究给出以下建议．

（１）提升内部组织建设水平．进一步透明化管理与运作，鼓励普通会员参与制定组织决

策，提升会员话语权．及时对前一阶段（年度）的活动和工作进行书面总结，主动接受活动参

与者提出的反馈，提升组织规范度．正确处理和协调同政府相关部门的关系，增强组织独立

性．各地观鸟组织分享经验，取长补短，共同提升组织建设水平．

（２）提高会员的参与度与能力．增加活动的多样性，设计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活动，定

期开展讲座和内部交流活动，增加组织凝聚力，提高普通会员对活动的热情和参与度．制定

具体的新会员培训计划，加强开展校园观鸟活动，挖掘和发展年轻观鸟者，为鸟类调查和公

众宣传教育活动培养和储备人才，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３）加强与政府、媒体的合作．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领域，

观鸟组织与政府部门、媒体机构等将找到越来越多的契合点．因此，应建立相关渠道，加强与

政府的沟通与合作，努力获得政府的认同与支持；通过专业化运作，加强与媒体的合作，扩大

宣传力度，提升公众认知度和社会影响力．

（４）推广生态观鸟旅游产业，提高经费来源的多样性．中国内地观鸟组织在观鸟导赏、

环境教育方面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为开展产业化的观鸟旅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开展

和推广生态观鸟旅游，不仅能提高业务和经营性收入比例，促进自身组织建设，而且能推动

地区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对鸟类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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