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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地址：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
號
承辦人：陳建銘
電話：05-5522744
傳真：05-5340017
電子信箱：ylhg60435@mail.yunlin.gov.
tw

受文者：本府計畫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
發文字號：府計綜二字第113301132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座談會議紀錄、座談會簽到表

主旨：檢送113年年9月3日「雲林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初

稿）座談會」會議紀錄，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13年8月20日府計綜二字第1133010431號開會通

知單續辦。

二、本次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委員)及民眾所提供的相關意

見，本府彙整後，評估參採納入本期調適執行方案內容修

正；而其他有關未來規劃建議，將列入後續政策研擬參

考。

正本：本府農業處、本府教育處、本府社會處、本府勞動暨青年事務發展處、本府文化
觀光處、本府地政處、本府水利處、本府建設處、本府城鄉發展處、本府民政
處、雲林縣衛生局、雲林縣環境保護局、雲林縣消防局、雲林縣交通工務局、雲
林縣動植物防疫所、本縣各鄉鎮市公所、雲林縣農會、雲林區漁會、本縣各鄉鎮
市農會、雲林縣災害防救辦公室、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處、永續發展與社會實踐
研究中心、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陳敏生主任秘書、鄭百佑副教授、李
宜映理事長、本縣溫室氣體排放量管制事業(35處)、經濟部斗六產業園區服務中
心、經濟部雲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經濟部豐田(兼元長)產業園區服務中心、經
濟部雲林離島式基礎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中部科學園區虎尾園區服務中心、雲林
縣工業會、雲林縣總工會、雲林縣職業總工會、雲林縣社區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雲林縣漁撈業職業工會、雲林縣養鴨業職業工會、雲林縣養雞業職業工會

檔　　號:
保存年限:

1

雲林縣政府 113/09/23

113301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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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可遊永續股份有限公司、本府計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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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初稿) 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9月3日(星期二) 上午9時00分 

貳、 地點：土庫驛可可莊園-溫室體驗區(雲林縣土庫鎮大同路1-2號) 

參、 主席：林秘書世媚                                   紀錄：陳建銘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略) 

柒、 與會委員及民眾建議： 

一、 陳委員敏生 

(一) 整體報告完整，用心程度十分投入。 

(二)降雨量之推估，若能以可能之降雨量同時說明，更易理解。 

(三)(p.58)(二)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的人口結構之說明，和(p.27)之重疊性高，

可適當修改。 

(四)表10和表11，二資料表間的資料關係建議可說明。 

(五)未來可在「智慧農業」、「智慧城市」(醫療)更著力，以追求韌性(用科

技得到數據，回饋至生產或成品改良)。 

(六)政府可用獎勵鼓勵中小企業做碳盤查。 

二、鄭委員百佑 

(一)新興項目建議可建立獨立智慧方案，透過感知器搜集數據，如農業栽培

區、生物調適，並建立大型數據庫來長期分析和應用。 

如新北市政府「環保派出所」，透過 iPad、雲端系統接收災害通報和稽

查，低成本但高效的數據搜集和處理系統。 

(二)雲林目前地層下陷問題嚴重，尤在高鐵沿線，建議公部門針對大型災害

應有完善的應變計畫。 

(三)鼓勵地方社區和企業參與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政府可協助納入民間技術

的影響力，如農業技術與智慧城市建設。 

(四)農業廢棄物的處理和管理，建議可再加強相關技術與民眾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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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文化建築的調適保存，可選擇特有對象作為範例。 

(六)建議可建立健康數據分析系統，追蹤疾病高發區域，提供縣民健康預警

與防治措施。 

三、李委員宜映 

(一) 報告書非常周密的邏輯架構，也有很好的質性分析方法，對研究人員給

予最高的肯定；有幾個地方可以在稍微思考，將其更加完善。 

1. 雲林縣國土計畫之調適策略及行動計畫研擬成果(p.100)，表格部分

第一欄位建議以議題為第一架構，接續影響區位，呈現上會更為清楚

與對應前述的氣候異常的相關主題。 

2. 行動計畫部分若可以進一步在分為短中長，或短期與中長期兩種，也

比較能後續具體提出優先順序(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 

3. 行動計畫是否未來有跨部會的調作機制或配套措施，以能成功，未來

進一步探討。 

4. 災害影響區位，若能辨識出來可以考慮將鄉鎮的多區位點出來，這樣

對於後續行動計畫的應對鄉鎮會將對清楚與聚焦。 

5. 目前在未來的效益呈現或成功指標建立較為缺乏，或可未來可再進一

步探討有哪些成功指標來評估行動計畫的完成度，以便進行後續辦公

室追蹤用。 

6. 目前行動方案尚未顯示出現在式的狀況，可以考慮用五顆星的方式表

示，目前2024年的情形，未來辦公室追蹤上也可以透過星級的累計增

加掌握完成度(p.106)。 

(二) 報告中強調社區為本的調適措施「雲林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初

稿)」，但對如何促進和確保社區的積極參與較缺乏具體描述。考慮可描

述更具體的社區參與計畫，例如如何動員社區資源、增強社區意識和能

力。考慮增加社區成功案例和經驗分享，鼓勵更多地方參與。 

(三) 雖然提及跨局處合作和與國家政策的協調提供更具體的政策整合機制，

但缺少具體的合作機制和政策整合細節，特別是在氣候調適與其他中央

政策(如土地使用、水利等)的協調方面(例如最近國土計畫有提到雲林

爭取農業權等)，就突顯地方和中央對於行動方案的一致性可能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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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有國發會的氣候變遷相關的政策說明，或是相關部會在氣候變遷

的因應對策的政策，可再進一步了解縣府內希望如何在地方和中央政府

之間建立有效的溝通和合作，確保調適政策與其他地方政策的一致性。 

(四) (p.133)在局處室的氣候變遷盤點與未來績效呈現上，有些有議題但沒

有相對應的經費，甚至也會出現有預期指標，這部分是否要補充預估值？

可再與局處室在確認(如7-4-5)。 

(五)在增強管考機制的效果和透明度：(p.142)有些資訊可以適度挑選補齊，

堪稱完善如下建議，旨在提高管考機制的效率和效果，確保雲林縣氣候

變遷調適措施的成功實施和長期可持續性。 

1. 強化數據型的績效評估 

建議：目前的機制主要依賴各機關提供的執行成果追蹤彙整表，但缺

乏具體的數據分析方法和工具。建議引入更為量化的指標和數據分析

工具，以便對調適措施的效果進行更精確的評估。可以考慮設立一套

標準的績效評估指標(KPIs)，如溫室氣體減排量、災害減少率、水資

源利用效率等。 

2. 增強透明度和公眾參與 

建議：除了每年8月31日前將成果報告公開外，可以在整個年度中設

立更多的中期公開評估會議或成果展示平台，讓公眾和社區參與者有

機會了解進度，並提出建議和反饋。這將有助於提高方案的透明度和

公信力。 

3. 設立更頻繁的監測和反饋機制 

建議：目前每年只進行一次調適工作小組會議和成果審議，建議增加

監測和反饋的頻率，例如每季度進行進度檢討和跨局處協調，這樣可

以更早識別問題和調整策略，確保目標的及時達成。 

4. 制定清晰的責任分配和後續行動計畫 

建議：強化各機關在管考機制中的責任分配，確保每個調適措施的執

行有明確的責任人和時間表。可以在彙整表中增加「責任人」和「後

續行動」欄位，確保每個目標都有清晰的負責人和具體的後續行動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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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入外部審查和評估機制 

建議：考慮引入第三方機構進行定期的外部審查和評估，以提供獨立

的意見和建議，這將有助於增強方案的客觀性和公正性，並確保措施

的有效性。 

6. 建立跨部門數據共享平台 

建議：建立一個跨部門的數據共享平台，使各機關能夠及時更新和共

享數據，這有助於更好地進行跨局處協調和策略調整。這樣的平台也

可以促進數據的實時監控，減少行政程序和時間延遲。 

7. 加強風險管理和應急預案 

建議：在管考機制中加入風險管理的考量，制定應對突發事件的應急

預案，例如當某項調適措施無法按計劃實施時，應該有相應的應急計

畫和替代方案，以確保整體計劃的靈活性和韌性。 

四、與會民眾：大學 

(一) 2003-2023年，高鐵土庫台78線交界處地層下陷達114.2公分，年均下陷

5.4公分，為全國最嚴重，需重視。 

(二) 建議輔導該路段之畜牧業與水產養殖業轉型，減少地下水超抽，透過政

府補貼支持轉型。 

(三) 地層下陷嚴重區域建議將水稻改種低耗水作物，如高粱、玉米、花生等，

減少用水，透過政府補貼支持轉型。 

五、與會民眾：企業 

(一) 建議可針對企業高碳排放項目(電力、天然氣、柴油)制定調適對策或相

關補助。 

(二) 建議加強農業廢棄物的再生循環利用。 

六、與會民眾：非營利單位 

(一) 建議政府可輔導畜牧業者轉型為有機農業，減少碳排放。 

(二) 建議舉辦大型活動的餐點，可以低碳、在地植物性飲食為主。 

(三) 建議政府可成立專責單位，輔導畜牧業轉型為糧食種植，並降低畜牧業

比例以減少暖化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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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決議：本次與會委員及民眾所提之相關意見，本府彙整後會參考並評估，

是否參採納入本期調適執行方案內容修正；而其他有關未來規劃建議，將

列入後續政策研擬參考。 

玖、 散會(上午11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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