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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為識別出北部都會區擬發展範圍中具高生態價值的農田，嘉道理

農場暨植物園（KFBG）於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1 月期間於九片選定

農田對田鳥進行了系統性生物多樣性研究。在研究期間，共記錄到 154 

種鳥類，其中 66 種屬於具特別保育價值類別。這些選定農田分佈在棕

地、屋村、基建和其他人工用地之間，容易受人類活動、與生態不兼

容的發展計劃和環境破壞影響。本研究根據選定農田的生境和物種作

分析，以評估其生態價值，當中評分最高的分別是沙嶺濕地、週田—

李屋和大埔田—山雞笏。KFBG 建議未來的發展計劃應該結合全面的農

田保育措施，尤應採用「自然生態公園」、「農業優先區」和「城鄉

綠道」等概念，以保護這些具生態和農業價值的農地。相關持分者應

提高對農田保育的重視，並即時採取保育行動，例如加強與農田相關

的研究和政策、制定「生態系統服務補助」等補償機制，以使農田保

育得到更多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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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耕種模式和土地利用轉變的影響，全球農田的生物多樣性正在

急劇下降（Donald et al. 2001；Uchida & Ushimaru 2014）。以

野生動物中記錄較為完整的鳥類為例，自 1970 年代以來，在歐洲

農田記錄到的雀鳥的數量持續下跌，在 1980 年到 2010 年間種群數

量減少了 52%（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13；Eurostat 2021；

Gregory et al. 2004）。在北美，在 1966 年至 2013 年間 74% 的

農田鳥類物種種群數目下跌（Stanton et al.  2018）。在澳洲，也有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農地中的鳥類種群數量正急劇下降或局部滅絕，

而自 1977 年以來，有 37% 草原鳥種的數量減少（Attwood et al. 

2009）。「高自然價值」（High Nature Value）的農業概念於上

世紀 90 年代初期開始在歐洲發展，因應當地農業增產措施和其對

環境的影響，而提高對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關注。

農地開發和不恰當的農業增產方式也對中國農田的生物多樣

性造成了巨大壓力（Wood et al. 2010）。中國內地擁有世界上最多

的農業用地，佔全球農地面積約 9.9%，大量受威脅鳥類依賴農田

棲地生存，例如瀕危的朱䴉 。然而，中國內地

仍缺乏明確的農田生物多樣性保育目標或政策（Li et al. 2020）。

在香港，本地農業的衰退對田鳥群落產生了重大影響。自 1960 

年代以來，隨著水稻種植業的沒落，許多田鳥數量急劇下降（Allcock 

2009；Carey et al. 2001；Leven 1998）。根據香港觀鳥會最近在全

港進行的系統性鳥類普查報告，分佈面積下跌的鳥類中，約有 77% 

以上是開闊原野鳥類（香港觀鳥會 2020b），當中許多物種依靠農

田生存。

2. 農田生物多樣性危機

Nipponia nip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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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田―山雞笏的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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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園開展的農田生物多樣性調查

2021 年 10 月 6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在施政報告中宣布了「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下稱北都策略）大型發展計劃，其中包括多

個發展方案和一些旨在減輕發展影響的保育措

施，主要側重於魚塘和水鳥保育（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 2021）。該計劃的發展範圍集中於新

界北部大部分地區，當中有著香港大量活躍耕

地和優質的閒置農地。縱使魚塘和森林對生態

的重要性在本地得到廣泛認同，但根據區域性

鳥類學研究顯示，農田的鳥類多樣性比魚塘或

森林更高（Kwok & Dahmer 2001；Li et al. 

2022）。 雖然現時缺乏針對香港農田的生態數

據，但社會已經了解到農田在保育本地生物多

樣性的重要性。目前，多個受政府資助的農田

保育項目正在推行，例如塱原、河上鄉和荔枝

窩（漁農自然護理署 2021b；Chick 2017），

目的是保護香港獨特的農田景觀。

有鑑於迫在眉睫的發展壓力，和我們對擬

議的「北部都會區」（北都）農田生物多樣性

情況並沒有足夠了解，因此 KFBG 在擬議的北

都範圍內，選定多塊農田作系統性的生物多樣

性研究。該研究的數據將會用於：（1）了解北

都範圍內農田的生物多樣性；（2）識別北都具

有高生態價值的農地，並提議優先保育地點。

研究範圍

大量農地被閒置或改變用途，導致香港的農田

覆蓋率大大減少（Jim 1997）。根據一份 2022 年

發表的研究顯示，香港僅剩 4,023 公頃農地，佔香

港土地面積的 3.57%（Kwong et al. 2022）。活躍

耕地面積從 1960 年的 12,589 公頃（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69）急劇縮減至 2022 

年的 733 公頃（漁農自然護理署 2023），佔全港

土地總面積不足 1%。另一方面，香港剩餘的農地

都很細小，而且活躍耕地很分散，穿插在閒置土

地、林地、和建築物之間。

在是次研究中，我們選定了九片農田範圍進行

生物多樣性研究，分別是香園圍—松園下、竹園、

週田—李屋、昇平、坪洋舊村—水流坑、大埔田—

山雞笏、沙嶺濕地、落馬洲村和石湖圍（地圖 1）。

雖然這些農田的大小和生物多樣性差異很大，但它

們在新界北區農田中具代表性和相對完整（且並非

處於特殊管理地點，例如自然生態公園或農業園之

內）。此外，這些地點都是北都策略擬議發展範圍

內或其毗鄰。這些發展區包括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地圖 1 中的紫色區域）和三個新發展區（地圖 

1 中的紅色區域）：新界北新市鎮、文錦渡物流走廊

和新田科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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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1.  調查地點位置（1=香園圍―松園下、2=竹園、3=週田―李屋、4=昇平、5=坪洋舊村―水流坑、6=大埔田
―山雞笏, 7 = 沙嶺濕地, 8 = 落馬洲村, 9 = 石湖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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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田―山雞笏的水田（西洋菜   
）                                         

沙嶺的旱田

Rorippa nasturtium-aquaticum



在九個選定地點中，我們共調查了 167 公頃的農

地。根據這些地點的面積和佈局，我們設計了 12 條

樣線以覆蓋各種活躍和閒置農田。調查亦包括池塘和

灌溉渠道，它們都是農田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有

關香港田鳥的文獻，活躍耕地會分為旱田和水田

（Allcock 2009；Leven 1998）。旱田的特點是種植

蔬菜和花卉作物，而水田則主要種植西洋菜 

和蕹菜  。

一些選址中亦有較深的濕地，如漁塘、荷塘，和由長

期閒置的漁塘和受堵塞的水道形成的沼澤。

生物多樣性調查

本研究選擇了鳥類作為評估不同農田生態價值

的主要指標，原因是鳥類分佈廣泛，而且通常處於

食物鏈的高層或頂層，因此經常被視為能反映野生

動物整體狀況的指示類群，鳥類群落的變化更可揭

示該地在不同時間的環境狀況（Lee et al. 2022；

Morelli & Tryjanowski 2017；Traba & Morales 

2019）。此外，田鳥已被廣泛應用為評估農業生境

生物多樣性的指標，例如歐盟和英國便有田鳥指數

（Gregory et al. 2004；Pan-European Common 

Bird Monitoring Scheme 2021； Scholefield et al. 

2011）。

在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1 月期間，我們

每月於每個選定地點在清晨或黃昏時段進行最少一

次系統性鳥類調查，沿著預設的樣線範圍，識別、

統計和記錄觀察到的鳥類。除日間外，我們亦進行

了特別夜間調查尋找夜行性鳥類，尤其是貓頭鷹和

夜鷹。在進行鳥類調查時，亦會同時記錄所觀察到

的兩棲動物、爬行動物、蝴蝶和蜻蜓。由於調查均

由同一批成員負責，數據可以作為九個選定地點之

間的對照，亦可作為了解當地生物多樣性價值提供

額外的資訊。

Ipomoea aquatica 

Rorippa

nasturtium-aquat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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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田―山雞笏的閒置農地； 
曾錄得極危物種黃胸鵐

Emberiza aure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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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

我們以《香港鳥類名錄》（香港觀鳥會 2022）作

為鳥類分類系統的依據。如果物種是：（1）在《世

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HBW and 

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22）中被列為「近危」、

「易危」、「瀕危」和「極危」；或（2）在《中國脊

椎動物紅色名錄》（Jiang et al. 2016）中被列為「近

危」、「易危」、「瀕危」和「極危」；或（3）被

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國家林業和

草原局 2021）；或（4）在 Fellowes et al.（2002）

中被列為「全球關注」（Global Concern）、「區域

關注」（Regional Concern）、「本地關注」（Local 

Concern）、「潛在全球關注」（Potential Global 

Concern）和「潛在區域關注」（Potential Regional 

Concern），均被視為具特別保育價值物種。

研究期間，我們在選定農田共記錄到 154 種鳥類

（附錄 1），佔香港已記錄的 572 種鳥類中的 27%

（香港觀鳥會 2022）。其中 66 種屬具特別保育價

值物種，佔本研究所記錄鳥種超過 40%。記錄中的 

101 種鳥類（約佔物種總數的 66%）在香港的分佈範

圍呈萎縮（香港觀鳥會 2020a）。

沙嶺濕地、週田—李屋和大埔田—山雞笏（地

圖 1 中的地點 7，3 和 6）是鳥類物種豐富度排名前

三的地點，表明這些農田為豐富多樣的鳥類群落提

供合適的棲息地。

我們在大埔田—山雞笏、落馬洲村、香園圍—

松園下及竹園觀察到全球「極危」的黃胸鵐；在

落馬洲村的水田發現「瀕危」的黑臉琵鷺，亦記錄到

幾種全球「易危」物種，包括烏鵰 、

白肩鵰 、 藍翡翠 和

白頸鴉    。

調查記錄了大量依賴農田生存的物種。小鵐 

和灰頭鵐 

在大部分調查地點均有記錄，有時數量亦十分可觀

（在大埔田—山雞笏的單次調查中曾記錄到超過 50 

隻小鵐）。在沙嶺濕地和週田—李屋記錄到日本鵪

鶉 。在不同選址中，也經常記錄

到黃鶺鴒 、田鷚 

、紅喉鷚  和黃腹鷚 

。依賴水田的物種包括彩鷸 

，見於大埔田—山雞笏和落馬洲村；

以及大沙錐 / 針尾沙錐   

，見於上述兩個選址和週田—李屋。

我們亦記錄到了一些本地珍稀物種，分別有見

於沙嶺濕地的普通朱雀 、金翅

雀     和栗葦鳽 

見於週田—李屋的黑頭蠟嘴雀

和 在 另 外 四 個 地 點 發 現 黑 尾 蠟 嘴 雀

；另外還有見於大埔田—山雞笏的牛頭

伯勞 ，以及見於落馬洲村的硫

黃鵐   。 

4.  選定農田中的生物多樣性

Clanga clanga

Aquila heliaca Halcyon pileate

Corvus torquatus

Emberiza pusilla Emberiza spodocephala 

Coturnix japonica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Anthusrichardi Anthus cervinus

rubescens

Anthus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Gallinago megala / G. 

Carpodacus erythrinus

Chloris sinica Ixobrychus cinnamomeus

Eophona personata

migratoria

Lanius bucephalus

Emberiza sulphurate

Eophona 

stenu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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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一些北都現存的農田

滋養了豐富的鳥類群落，並為大量全球或本地

受威脅物種提供了重要的棲息地。隨著耕地流

失和耕作方式的集約化，包括香港在內全球鵐

科鳥類數量正急劇下降（香港觀鳥會 2020a），

而北都的旱田似乎是各種鵐（包括黃胸鵐）的

重要遷徙中途站和越冬地。旱田也記錄了其他

稀有物種：包括在坪洋舊村水流坑記錄到的灰

燕鵙 ，是該物種在香港第三個紀

錄，另外還有曾在香港繁殖，現為稀有過境鳥的

鳳頭鵐   。彩鷸的數量自 1960 

年代以來在香港急劇下降（Carey et al. 2001），

北都現存的水田正為這種本地瀕危和標誌性的濕

地物種提供重要的覓食和繁殖地。此外，與旱

田相比，更多樣和豐富的鳥類群落依賴水田生

境（Allcock 2009）。

兩棲及爬行類

我們以《Amphibian Species of the 

World》（Frost 2023）作為兩棲動物分類系

統、《The Reptile Database》（Uetz et al. 

2022）作為爬行動物分類系統的依據。如果

物種是：（1）在《中國脊椎動物紅色名錄》

（Jiang et al. 2016）中被列為「近危」、「易

危」、「瀕危」和「極危」；或（2）被列入

《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國家林業和草

原局 2021）；或（3）在 Fellowes et al.（2002）

中被列為「全球關注」（Global Concern）、

「區域關注」（Regional Concern）、「本地

關注」（Local Concern）、「潛在全球關注」

（Potential Global Concern）和「潛在區域

關注」（Potential Regional Concern），均

被視為具特別保育價值物種。

調查地點共記錄了 11 種兩棲動物（附錄 

2）和 11 種爬行動物（附錄 3）。值得關注的

保護物種包括被中國脊椎動物紅色名錄列為

「瀕危」、同時為中國國家二級重點保護動物

的虎紋蛙（田雞）

這種低地物種在其中四個調查點相當普遍，顯

示香港的農田仍然是這種受威脅物種的重要

棲地。坪洋舊村—水流坑紀錄的「本地關注」

物種草游蛇 和週田—李

屋記錄到的中國石龍子  

13 

黃胸鵐

© Eric Au/KFBG

灰燕鵙

© Eric Au/KFBG

鳳頭鵐

© Eric Au/KFBG
Emberiza lathami Artamus fuscusEmberiza aureola

Artamus fuscu

 Emberiza lathami

Hoplobatrachus chinensis

Amphiesma stolatum

Plestiodon chinen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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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具特別保育價值。這兩種生活在開闊田野

的物種都因農地和其他合適的低地環境退化

而導致數量下降（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2014）。大埔田

—山雞笏記錄到的花細狹口蛙

也具有保育價值，因為該物種在

香港只出現在新界中部和北部（陳堅峰等 

2005）。

沙嶺濕地、週田—李屋及大埔田—山雞

笏的兩棲爬行動物種類在調查地點中排行前

三位，顯示這些農田仍有較高生態完整性，

具有較高的保育價值。

蝴蝶及蜻蜓

我們以《中國蝴蝶名錄》（徐堉峰等

2017）作為蝴蝶分類依據，《Annotated 

check list of dragonfly species recorded 

from Hong Kong》（Reels 2019）作為蜻蜓

分類依據。

調查期間共記錄到 82 種蝴蝶（附錄 4）

僅在周田週田—李屋就記錄到 59 種蝴蝶，

佔全港 245 種蝴蝶的 24%（漁農自然護理署 

2021a）。大埔田—山雞笏和沙嶺濕地的蝴蝶

物種豐富度則分別位列第二和第三。

調查期間共錄得 37 種蜻蜓（附錄 5），

佔全港 122 種蜻蜓的 30%（Reels，2019）。

香園圍—松園下、大埔田—山雞笏和石湖圍

是物種豐富度排行前三的調查地點。

金斑蛺蝶

© Ellis Li/KFBG

赤斑曲鈎脈蜻

© Ellis Li/KFBG

虎紋蛙

© Eric Au/KFBG
Hoplobatrachus chinensisUrothemis signata Hypolimnas misippus 

Kalophrynus 

interlineatus 

。



5. 具高生態價值的農田

是次研究在為期一年的實地調查中，記錄

了為數眾多的鳥類、兩棲動物、爬行動物、蝴

蝶和蜻蜓。根據調查所見的豐富生物多樣性顯

示，北都尚存的農田雖然十分分散，且乍看並

不顯眼，但卻為不同的野生動物提供重要的棲

息地。由於調查地點的生境面積和多樣性各不

相同，因此單以比較物種豐富度無法得知何處

的保育重要性相對較高。為了全面地評估這些

農地的相對保育重要性，我們訂立了一個評分

準則，以確保充分考慮到不同的生物和非生物

因素（Morelli & Tryjanowski 2017）。

我們首先根據這四個準則為每片選定農

田評分，然後通過加權分數的總和計算最終

的生態價值。相關結果載於表二，可見沙嶺

濕地、週田—李屋及大埔田—山雞笏（地圖

一的位置 7、3、6）的生態價值在北都的所有

選定農田中名列前茅。這種方法為北都不同

分散農地的整體保育需求提供了有用的參

考。本地負責自然保育的政府部門也訂立了

類似的評分系統，以評估不同地點的相對生態

重要性，並評估應優先加強保育的地點（漁農

自然護理署 2004）。

小鵐

© Eric Au/KFBG
Emberiza pus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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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擬議的北部都會區範圍內農田生態價值評分準則

表 2. 擬議的北部都會區範圍內選定農田的棲地特徵、鳥類物種豐富度和生態價值

標準

面積

生境多樣性

鳥類物種
豐富度

具特別保育
價值物種

調查地點

沙嶺濕地

週田—李屋

大埔田—山雞笏

落馬洲村

石湖圍

香園圍—松園下

坪洋舊村—水流坑

竹園

昇平

加權

25%

25%

25%

25%

生境大小
（公頃）

37

36

48

4

17

8

21

6

10

鳥類物種
豐富度

98 

97

90

83

67

74

65

48

55

具特別保育
價值物種

39 

39

31

33

19

25

18

14

12

生態價值
得分

8 

7.625

7

5.75

4.875

4.75

4

2.75

2.5

評分

1 至 9

3/6/9

1 至 9

1 至 9

評分概述

選址按面積大小排名。最小的選址
得分為1，最大的選址得分為9。

3：具有兩種生境類型的選址。
6：具有三種生境類型的選址。
9：具有四種生境類型的選址。

鳥類物種數最少的選址得分為1，
鳥類物種數最多的選址得分為9。

具特別保育價值鳥類物種數最少的
選址得分為1，具特別保育價值鳥
類物種數最多的選址得分為 9。

準則概述

較大的選址具有更高生境完整性，比較小選
址更有生態價值。

生境異質性較大的選址可以提供更多的生態
功能。主要生境類型包括：旱田、水田、閒
置農地和池塘。

鳥類被用作生物多樣性狀況的主要指標。鳥
類種數較多的選址表明該地點支持更大的生
物多樣性。

如果選址擁有更多具特別保育價值的鳥類物
種，表示該選址具更高生態價值。

生境多樣性

旱田、水田、閒置農地、池塘

旱田、水田、閒置農地

旱田、水田、閒置農地

旱田、水田、閒置農地、池塘

旱田、閒置農地，池塘

旱田、閒置農地，池塘

旱田、閒置農地

旱田、水田、閒置農地

旱田、閒置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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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的微生境孕育出沙嶺濕地豐富的生樣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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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6

©
 Eric Au/KF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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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平原河上游的週田―李屋一帶擁有大面積的活

躍耕地和閒置農地。

19



©
 Eric Au/KF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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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田―山雞笏擁有北部都會區內面積最大和最完整的

農田區域。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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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的微生境孕育出沙嶺濕地豐富的生樣多樣性。

沙嶺濕地的綜合生態價值排名第一。雖然

該地點的面積相對較小，僅為 17 公頃，卻是鳥

類和具特別保育價值物種數量最多的地方。值

得注意的是，在 2009 年，沙嶺曾記錄到歐亞水

獺 （Planning Department 2010）

牠是在香港和中國內地非常受關注的保護物

種，也是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中的二級

保護動物。訪問調查的初步結果顯示，水獺很

可能仍在此地活動（KFBG 未發表數據）。以往

研究亦表明，彩鷸很可能曾在沙嶺的農地繁殖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2016；Planning Department 

2010）。 

擬議新界北新市鎮內的部分農田被認為具

有重點保育價值。週田—李屋和大埔田—山雞

笏這兩個位處平原河流域的相鄰選址，其生態

價值分別位列第二和第三。綜合農業地貌包括

水田、旱田和具高農業價值的閒置農地，並包

括一些香港現存最大的農田區域。棲地的完整

性和多樣性，加上豐富的鳥類群落，令這兩片

選定農田別具保育意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面積最小的落馬洲村，擁有著驚人的鳥類物種

豐富度，生態價值亦排名第四，顯示該耕地在

周邊魚塘地貌中的獨特性。

打鼓嶺的棕地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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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生境喪失

最近的一項研究預測全球農田將會繼續縮

減，而由城市擴張導致的農田縮減中，約有八成

會發生在亞洲和非洲，其中以亞洲縮減的規模最

大（D’Amour et al. 2017）。自 1960 年代起，

香港迅速的城市化大大提升了土地需求，而土地

嚴重短缺被認為限制了本地農業發展（ Wong 

1964），從而影響各種依賴農田的物種。事實上，

因發展而造成的農田縮減已被視為香港田鳥面對

的主要威脅（Allcock 2009）。農田經常被視為

待發展的土地儲備，從研究範圍內散佈的大量棕

地反映到這問題的嚴重性和廣泛性。根據最新的

政府報告，新界有 7,373 片活躍棕地，面積約為 

1,414 公頃，其中 98% 位於新界北部（Planning 

Department 2019）。一項近期研究亦發現，608 

公頃原規劃為農業用途的土地已變成了棕地（本

土研究社 2022）。

6. 農田面臨的威脅



污染

新界大部分鄉郊的河道已因防洪緣故被渠

道化，同時不少河道被牲畜和家居廢物嚴重污

染，散發出刺鼻的氣味。北都鄉郊地區仍然散

佈著不少禽畜養殖場、棕地和村落，其產生的

牲畜、工業和家居廢物持續污染北都低地的沖

積河流，而這種淡水棲地類型在香港非常罕見。

本地研究顯示，農業用地被改變為棕地尤其是

電子廢料場或廢車回收場後，可能會導致土壤

中對野生生物和人類，尤其是兒童有害的有毒

化學物質激增（Lopez et al. 2011；Man et al. 

2010）。有關政府部門應優先考慮更嚴格的廢

物／污水管理法規和進行適當的土地使用規劃。

霧網

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條例》規定，嚴禁在

香港設置霧網。然而，我們在竹園和坪洋舊村

—水流坑都發現了霧網，推測是為了保護農作

物免受鳥類或蝙蝠侵害。雖然霧網在香港並不

常見，但對野生動物來說卻是致命的。這些霧

網架設的位置也是其他非以農作物為食的鳥類

和蝙蝠的飛行路徑，令所有飛過的物種被無差

別地捕殺。

25 

左: 竹園的受污染河流

右上: 充斥著家居廢物的平原河

右下: 在竹園發現的霧網

©
 E

lli
s L

i/K
FB

G



25  26

©
 E

ric
 A

u/
KF

BG
©

 C
ol

in
 Y

eu
ng

/K
FB

G



27 

©
 E

ric
 A

u/
KF

BG
©

 E
ric

 A
u/

KF
BG

7. 保育建議
香港的農田棲地，尤其是散佈在棕地和

村落之間的農地，常因為人類干擾程度高而

被認為生態價值較低。然而，根據我們的調

查結果清楚地表明，實際情況與這種普遍看

法相反。北都許多農田地區仍保存了豐富的

野生動物群落，其中許多更是非常依賴農田

生存。 這些支離破碎的農田若繼續退化或縮

減，將可能加劇這些物種的消亡。為防止這

種生境進一步消失，我們敦促相關持分者應

優先考慮保護農田，並立即採取保育行動，

使香港成為一個真正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制定全面的農田生物多樣性保護策略

本研究強調了制定全面的農田生物多樣

性保護策略的迫切性和機遇。過往研究亦強

調了在更廣闊的農業地貌中推行多項保育措

施的重要性，以最大幅度提高更多物種的保

育成效（Evans et al. 2014）。為保護沙嶺

濕地獨特的地貌，我們建議將該地點納入擬

議的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範圍。香港政

府的「農業優先區」也應辨識具有高生態價

值的農田；屬於此類的農田區域，例如週田

—李屋和大埔田—山雞笏，值得保留作農業

用途和作相應優化。透過劃定這些地點為

「農業優先區」，我們相信相關的生物多樣

性和棲息地（或未來潛在郊遊休憩用途）也

可以保留。 此外，通過採用北都策略提到的

擬議新界北「城鄉綠道」的概念，可設計一

個「綠道脈絡」（地圖2），以幫助保護和

改善擬議北都的生態敏感地區（嘉道理農場

暨植物園 2023）。綠道脈絡可以是一個由步

行徑、單車徑、遠足徑、野生動物廊道、綠

化帶和保護區組成的系統，將重要的自然、

農業和文化特色聯繫起來，用於保育、教育

和休閒目的。一項對珠江三角洲另一大都會

——廣州的市區農田進行的研究表明，以景

觀尺度來看，農田破碎化可能會影響鳥類多

樣性（Lee et al. 2022）。綠道脈絡可以成為

生態廊道，將這些具高生態價值的農田與其

他重要的棲息地（例如后海灣濕地、建議

中的紅花嶺郊野公園）連結起來。這可以有

效填補現有保護區體系中被忽略但重要的部

分，大大提升整個區域的生物多樣性價值。

加強對農田生物多樣性的研究

為更好地構思和推行農田保育策略，我

們需要更多的科學研究來增進當前對本地農

田生物多樣性和野生動物友好耕作技術方面

的知識。政府應建立農田生物多樣性分佈基

線，確定香港具高生態價值的農田地點，並

制定農田鳥類指數（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13； Morelli & Tryjanowski 2017）等

機制來監測這些具有高生態價值的農田。我

們亦建議啟動跨學科研究，探討如何將傳統

農業智慧與現代科學知識結合，讓可持續農

業與保護野生動物的政策相輔相成（Li et al. 

2020）。根據多項研究所見，採取特定的農

田管理措施，例如優化種植周期、非耕作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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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落馬洲村的農田

下:  坪洋舊村周邊的歷史建築

地多樣化、維護休耕地和減少使用農藥，都

可以在不顯著影響產量的情況下有利棲息農

田物種的生存（Feber & Macdonald 2013； 

Maeda 2001；Stanton et al. 2018；Traba 

& Morales 2019）。同時，針對具特別保育

價值的農田物種，應研究優化生境的措施

（Hong et al. 2022； Pursner & Li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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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資助機制

政府應制定政策和市場激勵措施，獎

勵對野生動物友好的農業模式或補償農民

的生產損失。借鏡歐洲的經驗，當地所推

動的一系列農田保育活動，是通過農業環

境計劃，包括激勵措施來開展的，計劃著

重於合理地管理農業環境（Hardman et al. 

2016；Sharps et al. 2023）。這些農業環境

計劃通常包括強制轉變農田的管理，所以

政府會為土地所有者提供經濟誘因，令他

們願意為生物多樣性或其他環境目標而改

變運作模式。歐洲和北美國家也投入大量

資源在創新農田保育措施，例如購地和公

私營合作（Aebischer et al. 2016；Evans 

et al. 2014；Heckert 2020）。雖然香港和

歐洲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態環境、土地利用

歷史以及有關農業的政治經濟方針，導致

兩地私人土地保育方法有所差異，但這兩

個地區導致鳥類數量下降的成因有許多相

似之處。有見及此，香港在制定類似的資

助計劃時，可以參考歐洲農業環境計劃的

一些成功案例。研究表示，如果高生態價

值的農地得到合適的管理，農田生態多樣

性的持續下降也有逆轉的可能（Doxa et al. 

2010）。具針對性地計劃部署有效的干預

措施，也被證實可以增加目標種群的數量

（Sharps et al. 2023）。香港未來的資助計

劃應著重保留低強度農業和地貌複雜性，以

保護和擴大具高生態價值的農田。資助計劃的

本意應是與農民合作，啟發他們成為農田生物

多樣性的維護者，並透過農田提供一系列針對

環境的生態系統服務。事實上，塱原管理協議

可視為一個理想的本地例子（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2011）。

推動農田保育主流化

除了本地研究和我們的最新發現之外，

生態保育專家也越來越強調區域性農田生物

多樣性和保育的價值（Li et al. 2020；Li et al. 

2022；Zhang et al. 2022）。本地農民、公

眾和政策制定者等持份者應轉變舊有觀念，

將保護農田訂為重要的保育項目。制定農田

鳥類指數也可能是提高公眾意識的好機會，

例如英國的野生鳥類指數（俗稱「雲雀指

數」）能夠引起公眾和媒體的共鳴，媒體也

有興趣進行恆常報導，因此被視為是一項成

功的保育活動（Gregory et al. 2004）。農田

鳥類指數可以將大量的科學數據轉化為簡單、

易懂且有意義的表述，而這可以提高公眾關注

並促進研究和政策行動。為保護農田，香港政

府正探討劃出不同的「農業優先區」，我們建

議政府可同時考慮納入上文強調的資助機制，

以促進「農業優先區」的可持續農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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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2 綠道脈絡的概念圖 (修改自嘉道理農場

暨植物園 2023)



污染

新界大部分鄉郊的河道已因防洪緣故被渠

道化，同時不少河道被牲畜和家居廢物嚴重污

染，散發出刺鼻的氣味。北都鄉郊地區仍然散

佈著不少禽畜養殖場、棕地和村落，其產生的

牲畜、工業和家居廢物持續污染北都低地的沖

積河流，而這種淡水棲地類型在香港非常罕見。

本地研究顯示，農業用地被改變為棕地尤其是

電子廢料場或廢車回收場後，可能會導致土壤

中對野生生物和人類，尤其是兒童有害的有毒

化學物質激增（Lopez et al. 2011；Man et al. 

2010）。有關政府部門應優先考慮更嚴格的廢

物／污水管理法規和進行適當的土地使用規劃。

霧網

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條例》規定，嚴禁在

香港設置霧網。然而，我們在竹園和坪洋舊村

—水流坑都發現了霧網，推測是為了保護農作

物免受鳥類或蝙蝠侵害。雖然霧網在香港並不

常見，但對野生動物來說卻是致命的。這些霧

網架設的位置也是其他非以農作物為食的鳥類

和蝙蝠的飛行路徑，令所有飛過的物種被無差

別地捕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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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鷸 的數量自 1960 年代

以來在香港急劇下降 ，北部都會區現存的水田正為這種

本地瀕危物種提供重要的覓食和繁殖地。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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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資助機制

政府應制定政策和市場激勵措施，獎

勵對野生動物友好的農業模式或補償農民

的生產損失。借鏡歐洲的經驗，當地所推

動的一系列農田保育活動，是通過農業環

境計劃，包括激勵措施來開展的，計劃著

重於合理地管理農業環境（Hardman et al. 

2016；Sharps et al. 2023）。這些農業環境

計劃通常包括強制轉變農田的管理，所以

政府會為土地所有者提供經濟誘因，令他

們願意為生物多樣性或其他環境目標而改

變運作模式。歐洲和北美國家也投入大量

資源在創新農田保育措施，例如購地和公

私營合作（Aebischer et al. 2016；Evans 

et al. 2014；Heckert 2020）。雖然香港和

歐洲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態環境、土地利用

歷史以及有關農業的政治經濟方針，導致

兩地私人土地保育方法有所差異，但這兩

個地區導致鳥類數量下降的成因有許多相

似之處。有見及此，香港在制定類似的資

助計劃時，可以參考歐洲農業環境計劃的

一些成功案例。研究表示，如果高生態價

值的農地得到合適的管理，農田生態多樣

性的持續下降也有逆轉的可能（Doxa et al. 

2010）。具針對性地計劃部署有效的干預

措施，也被證實可以增加目標種群的數量

（Sharps et al. 2023）。香港未來的資助計

劃應著重保留低強度農業和地貌複雜性，以

保護和擴大具高生態價值的農田。資助計劃的

本意應是與農民合作，啟發他們成為農田生物

多樣性的維護者，並透過農田提供一系列針對

環境的生態系統服務。事實上，塱原管理協議

可視為一個理想的本地例子（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2011）。

推動農田保育主流化

除了本地研究和我們的最新發現之外，

生態保育專家也越來越強調區域性農田生物

多樣性和保育的價值（Li et al. 2020；Li et al. 

2022；Zhang et al. 2022）。本地農民、公

眾和政策制定者等持份者應轉變舊有觀念，

將保護農田訂為重要的保育項目。制定農田

鳥類指數也可能是提高公眾意識的好機會，

例如英國的野生鳥類指數（俗稱「雲雀指

數」）能夠引起公眾和媒體的共鳴，媒體也

有興趣進行恆常報導，因此被視為是一項成

功的保育活動（Gregory et al. 2004）。農田

鳥類指數可以將大量的科學數據轉化為簡單、

易懂且有意義的表述，而這可以提高公眾關注

並促進研究和政策行動。為保護農田，香港政

府正探討劃出不同的「農業優先區」，我們建

議政府可同時考慮納入上文強調的資助機制，

以促進「農業優先區」的可持續農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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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佔地 148 公頃，

坐落本港最高山脈——大帽山的北坡，於

大埔市附近。本園處於由兩條山脊所形成

的深谷之中，谷中一條清溪沿斜坡匯流於

樹林內。山坡上有各式主題植物園，還有

菜園和梯田農圃，以及各種保育及教育

設施。

本園於 1956 年成立，當年的目標是向

貧苦農民提供農業輔助，幫助他們自力更

生。從 1960 年起，透過植林、樹林的自然

生長和防治山火的工作，本園已轉變成主

11. 關於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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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植物園。從前一片貧瘠的灌木林，現在

已變成茂盛的樹林，供遊人參觀及欣賞。

我們致力提升大眾對生態及永續生活

的關注，於香港及鄰近地區進行物種保育

和生態系統復修的工作，將人與大自然重

新聯繫，並提倡永續的生活方式。

2019 年 1 月 1 日，依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

法》，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香港）北京

代表處在中國內地正式註冊，其業務主管

單位為國家林業和草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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