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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西省是候鸟越冬主要栖息地，江西省候鸟保护工作

备受关注。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候鸟保护现状进行分析，了解到当

前江西省候鸟保护工作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基于此，还需要积

极探索出江西省候鸟保护政策发展建议，以期通过这些保护措施

进一步加强对候鸟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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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9 日，江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表决通过《江西省候鸟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

例》通过法律手段明确候鸟保护职责，科学设置观鸟范围与规范

观鸟行为，为江西省候鸟保护提供强有力法治保障与指导方向。

对此，在这一《条例》实施背景下，如何根据江西省当前候鸟保

护现状探索出候鸟保护政策发展建议是急需要解决的课题。

一、江西省候鸟保护现状

江西省是候鸟重要的栖息地与迁徙停歇地，由于鄱阳湖秋冬季

节鄱阳湖水落滩出，草洲湿地为鱼虾螺蚌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促

使鱼虾螺蚌种类多样，可为候鸟供应丰富多样的食物与适宜的越冬

环境。据调查统计，在鄱阳湖地区每年大约有六十多万只候鸟来越

冬栖息，其中有来自全球数十万只珍稀候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越

冬候鸟栖息地 [1]。而吉安遂川千年鸟道、赣州上犹五指峰是夏季候

鸟迁徙通道，每年大约有三四百万只候鸟经过。据不完全统计，在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有420多种候鸟类型，而这些候鸟主要包括白鹤、

东方白鹳、黑鹳等十多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枕鹤、天鹅、鹈鹕

等四十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等。2022年江西省鄱阳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对整个鄱阳湖区进行“鸟口普查”，统计到水鸟67种76万

多只，比去年增加7.7万只，其中白鹤4000多只，东方白鹳5500多

只，是鄱阳湖有监测记录以来越冬候鸟数量最多的一年 [2]。

江西省相关部门十分注重候鸟保护，如制定出《江西省候鸟

保护条例》，其是全国首部专门保护候鸟的省级地方性法规，这一

《条例》对候鸟保护责任落实、机制建立、宣传氛围营造等方面作

出明确规定，专门设置白鹤保护专章，是我国首个针对某一类野

生动物保护立法。通过这一《条例》的施行，对白鹤等珍稀候鸟

的保护力度显著增加，形成候鸟保护长效保障机制，为候鸟生存

环境优化、防控候鸟疫源疫病传播等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另外，

在江西省各地开展候鸟保护专项行动，在林业主管部门、野生动

物保护管理部门等多部门联合协作下，开展多种形式的打击非法

捕捉候鸟、破坏越冬候鸟生态环境等专项行动，全面排查与重点

打击相结合，形成有效保护机制。例如 2020 年永修县立新乡开展

候鸟保护专项行动，每日开展护鸟巡查工作，实现“三无两杜绝”

目标。2021 年庐山市开展“候鸟保护 2021”专项行动宣传活动，

市人民检察院、林业局、公安森林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形成联

合行动组开展候鸟等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宣传。2021 年江西省开展

护鸟专项行动，超 63 万越冬候鸟飞抵鄱阳湖。据鄱阳湖区野外监

测数据统计到候鸟 63 种，隶属 7 目 12 科，共计 63.7 万余只越冬候

鸟。五星白鹤保护小区越冬候鸟共计 26 种，共 1.1 万余只，主要

有白鹤、小天鹅、鸿雁、白琵鹭等鸟类。此外，2023 年江西省发

改委批复了总投资 5627.99 万元的江西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监测预

警平台建设项目（二期）初步设计，将卫星遥感、低空探鸟雷达、

鸟类 AI 识别算法、听音识鸟、微波测鸟等技术应用在鄱阳湖湿地

候鸟保护中。

例如，2021 年在昌北村开展越冬候鸟和湿地保护为主题的专

场演出活动，包括护鸟采茶戏、护鸟主题小品等，将候鸟保护政

策唱出来、演出来，既喜闻乐见，又宣传护鸟政策，这一活动辐

射 10 多个乡镇、40 多个行政村，近万人次观看演出，宣传教育意

义重大。2023 年在永修县吴城镇“中国候鸟小镇”举行江西鄱阳

湖候鸟北迁直播活动，邀请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对候鸟迁徙原因、

路径、时间、如何判断方向等问题进行解答，邀请鸟类学专家介

绍各种鸟况与候鸟迁徙情况等内容。此次直播活动由百度、新浪

微博、财经电台视频号等多家媒体直播，观看量高达 244.15 万，

纷纷留言表示增长候鸟认知，了解候鸟迁徙原因等知识，有效加

大候鸟保护宣传教育广度与深度，让大众更加深度且全面了解鄱

阳湖候鸟迁徙情况，更加自觉保护候鸟。

二、江西省候鸟保护存在的问题

1. 候鸟保护宣传教育力度不足

虽然江西省候鸟保护工作一直在持续开展，但是在候鸟保护

宣传教育方面的力度还有待提升。一方面，宣传教育广度不够。

目前虽然在各媒体平台报道江西省候鸟保护情况或打击非法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事件，但是其宣传教育范围不够广泛与具有针对性，

未能与学校、家庭、社区、企业、事业单位等加强宣传教育合作，

导致只有部分爱鸟人士、关心野生动物保护等热心人士关注候鸟

保护，只在小众范围内得到宣传与关注，导致其宣传效果不佳。

另一方面，候鸟保护宣传教育深度欠缺。当前关于候鸟保护的宣

传教育主要以喊口号、宣传语、新闻事件等内容为主，导致大众

对候鸟保护的重要性、目的、措施等缺乏充足且深入的认识，民

众未能形成候鸟保护意识与自觉性。

2. 候鸟自然保护区布局不合理

当前江西省候鸟自然保护区存在布局结构不合理情况，没有

充分考虑到候鸟在江西省最大栖息地鄱阳湖地区的群落遍布情况

而划分建立好自然保护区，导致候鸟这一自然保护区的结构遍布

情况比较零散，布局结构有失合理与完善，尤其是重点保护区域

不够突出明显。另外，未能从候鸟种类分布结构角度合理划分建

立自然保护区，尤其是针对关键物种或濒危物种的保护区划分不

明确，导致候鸟保护管理工作混乱，未能对其进行细化处理。

3. 候鸟栖息地生态失衡

江西省候鸟栖息地主要以鄱阳湖自然保护区为主，由于湖区

具有丰富的水产资源，部分人为了谋求利益，存在毁坏湖区各种

候鸟资源行为，并且湖区人为活动比较频繁，存在不合法挖沙、

取土、侵占或开垦湿地现象，以及非法捕捞鱼虾，导致候鸟栖息

地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另外，根据近年来候鸟监测数据显示，

鄱阳湖湿地面积在不断缩小与退化，地下水位在不断下降，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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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冬时的滩地、湿地较少。遇到干旱的情况下该湖区的蓄水功能

减弱，湖区泥滩缺水现象明显，给候鸟栖息地生态造成较大影响。

同时，候鸟栖息地受到农业面源污染与城外生活污水污染，导致

候鸟栖息地水质变差，生物多样性受到影响，对候鸟栖息地生态

环境造成较大影响，最终影响到候鸟越冬环境 [3]。

4. 巡护监督管理有待加强

由于江西省候鸟自然保护区地点多、范围广且面积大，需要

大量的巡护监督管理。然而在实际巡护监督管理工作中，由于巡

护监督管理人员紧缺，导致巡护监督管理工作开展力度欠缺，仍

然存在非法捕猎、毁坏候鸟资源的违法行为。另外，部分候鸟栖

息地无人看守、无人巡护，没有形成监测管理机制，其主要由于

经费不足、人员偏少、素质较低、管理制度不全等因素导致，无

法有效保护候鸟种群安全。

三、江西省候鸟保护政策发展建议

1. 加大候鸟保护宣传教育力度

一方面，拓展候鸟保护宣传教育广度。利用线上线下各种途

径对候鸟保护相关内容加强宣传教育，在原有广播、电视、宣传

单的传统宣传方式基础上，在各种节庆日与活动中加大宣传力度，

如爱鸟日、庆典活动等加强候鸟保护宣传。可以将候鸟保护宣传

教育与旅游观光相结合，让更多游客在候鸟观光过程中了解到更

多更加全面的候鸟保护知识，增强游客的候鸟保护意识与责任感。

同时，需要将候鸟保护宣传教育工作扩展到学校、家庭、企业、

事业单位等社会各界力量中，引导社会大众自觉履行候鸟保护责

任。在线上宣传渠道中，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增加宣传教育广度。

如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短视频等平台让更多人了解

到候鸟保护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增强候鸟保护宣传教育深度。

建设江西省鄱阳湖湿地和候鸟博物馆，在博物馆内放置各种候鸟

越冬迁徙资料、候鸟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等，并将博物馆作为宣

传教育基地，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候鸟保护的重要性。同时，在

学校可以开设候鸟保护与湿地保护等相关课程，让学生更加全面

系统学习这一方面的知识，促使学生参与到候鸟保护工作中来 [4]。

2. 优化整合候鸟自然保护区资源

针对候鸟自然保护区布局不合理的情况，需要对其保护区的

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处理，合理布局保护区。在保护区建设过程中，

应综合考虑周围各种资源与地理位置，对现有资源进行优化整合，

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规划未建设的保护区，确保候鸟自然保护区内

生物多样性。同时，针对候鸟在江西省栖息地的群落分布特征来

布置保护区与整合资源。由于鄱阳湖候鸟主要分布在北部、西部

与南部三大区域，需要加强这三大区域自然保护区资源整合力度。

一是以现有鄱阳湖候鸟自然保护区为中心，将周围相对较近的候

鸟集聚地纳入这一保护区范围内，如南湖、梅溪湖等区域候鸟聚

集相对较多，可以统一纳入这一保护区内进行统一管理与保护。

二是在鄱阳湖南部围绕候鸟相对集中的南矶山与林充湖建立保护

区，并将周围几个候鸟相对较多的湖区如汉池湖、大莲子湖等划

入这一范围内，形成一体化保护机制。三是在鄱阳湖北部围绕候

鸟聚集较多的周溪湖建立保护区，将周边几个候鸟相对分布较多

的湖区如兆港湖、泊洋湖、谷山湖等纳入保护范围，将这些区域

整合起来形成县级保护区资源。

3. 加快候鸟栖息地生态恢复

一方面，候鸟栖息地的生态环境与候鸟保护工作密切相关，只

有加快栖息地生态平衡的恢复，才能够为候鸟提供更加适宜的栖息

地环境，让候鸟安全、平稳越冬。对此，需要践行绿色生态理念，

加强对候鸟栖息地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恢复，减少候鸟栖息地人为活

动，尤其是严厉打击围网捕捞、非法挖沙取土等行为，为候鸟供应

更加安全、和谐的越冬迁徙环境。另一方面，加强对候鸟栖息地周

围林草与过渡带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相关部门引导下，需要对候鸟

栖息地周围开展生态恢复工作，采取禁渔工程，启动湿地生态补偿

机制。针对湿地生态脆弱区需要加强生态补偿，促使候鸟栖息地生

态尽快恢复。例如，2022年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鄱

湖利剑”专项清网行动，为候鸟越冬提供更加绿色健康的生态“食

堂”。打击非法捕捞、非法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等各种违法行为，在

维护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区候鸟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4. 加强候鸟巡护监督管理

一是建立候鸟迁徙路线保护监测体系。林业部门与野生动物

保护管理部门等加强合作，在江西省内各个候鸟聚集地、迁徙路

径与栖息地等设置监测站，通过先进的监测设备与专业人员对候

鸟迁徙、保护等情况进行巡护监督管理。并确保各监测站信息资

源互通共享，全面覆盖候鸟迁徙路线，对候鸟在江西省内迁徙越

冬等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监督管理，将候鸟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二

是以充足的资金支持候鸟保护工作顺利开展。政府部门可以投入

专项资金用来候鸟保护工作的开展，如监测设备购买、人员配备

资金、宣传教育资金等，确保候鸟保护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同时，

在政府引导下，促使社会各界力量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为候鸟保

护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三是加强巡护监督管理队伍建设。候鸟

保护的巡护管理工作离不开充足的人员支持，由于当前人员急缺

导致巡护监督管理力度不足。对此，还需要加强巡护监督管理队

伍建设。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扶持政策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巡护监督

管理工作中，及时补充巡护监督管理人员数量。

四、结语

总之，江西省是候鸟重要的栖息地与迁徙停歇地，加强候鸟

保护可以为其提供一个适宜的栖息环境，确保候鸟前期与气息安

全。然而在当前江西省候鸟保护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针对

这些问题探索出以下政策发展建议：加大候鸟保护宣传教育力度；

优化整合候鸟自然保护区资源；加快候鸟栖息地生态恢复；加强

候鸟巡护监督管理。通过一系列候鸟保护措施，有利于强化江西

省候鸟保护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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