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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 能力建構

一、能力建構推動情形

我國依據友邦與友好國家之策略與目標，

擬定以適應氣候變遷能力建構為核心之合作

計畫。計畫雖包含部分技術移轉， 但更重視

於當地建立能長久營運之制度，並以建立示範

單位、專家諮詢、技術培訓及經營輔導等方

式，逐步培養當地人才。

二、能力建構合作案例：聖克里斯多福及

尼維斯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位於加勒比海地

區。2015 年發生嚴重乾旱，該年農作物產量

較前一年減少約 31.2%。經我國計畫評估發

現，當地農業脆弱度高，爰將提升當地氣候變

異預警能力以及農業部門應對長期氣候變遷

的能力，列為兩國合作的重點項目之一。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圖 7.2.2-1、國合會在緬甸執行之「緬甸鄉村微集中式供電站先鋒計畫」，村民與工作團隊慶
祝供電站完成設置

自 2018 年起，我國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

維斯農業部開啟 4 年期「農業因應氣候變異

調適能力提升計畫」，包含「建立早期預警

資訊蒐集機制」、「研發或引介作物防減災

技術」、「提升農業資訊普及率」三大面向。

截至 2021 年 3 月，已於當地建立 4作農業氣

象站，設立示範農場 1 處及農民示範田 4 處，

透過模擬防減災之栽培試驗，配合農業氣象數

據蒐集與農業資訊定期推播機制，因地制宜提

供當地農民符合氣候智慧農業 (Climate Smart 

Agriculture, CSA)觀念之栽培技術建議，另本

計畫已建立農業資訊整合平台並於每年度產

製作物減災技術報告，協助克國強化農業生產

韌性。

2020 年受疫情衝擊，本計畫也調整執行

方式，由我國提供甘藷種苗，協助當地增產根

莖作物約 9.5 公噸，協助弱勢家庭度過疫情造

成之糧食不足危機，如圖 7.2.3-1 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