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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座談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年 9月 16日（星期一）下午 2時 

二、 地點：彰化縣農會-60人會議室 

三、 主持人：黃副局長維祥                                                               紀錄：王俊炫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五、 業務單位報告：略 

六、 各單位意見： 

(一) 彰化縣政府青年諮詢委員會-賴祐廷委員 

1. 彰化縣的調適方案中，針對韌性社區的建立方向不夠具體，建議應

加強社區的防災能力，並針對不同區域的災害衝擊制定相應的策

略。 

(二)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劉如意研究員 

1. 針對整份報告： 

可以從這本報告書中，清楚知道在不同鄉鎮尺度、空間，在面對各

氣候風險災害的分佈與差異，以及從產業的角度疊合到不同鄉鎮，

各可能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具有立體感。此外，報告書中將縣府內

部對於氣候變遷調適的能力增能列為重點，讓公務機關、公部門對

於自身過去、現在以及未來要執行的、與氣候變遷相關的計畫，都

能有所釐清與理解跟氣候災害的關係，很值得讚許。也能在這份報

告中感受得到，主責的環保局與委外團隊，很努力將把各局處的現

在與未來的可能規劃，試著都對應到各個調適領域。以第一步的盤

點來說，覺得做得相當不錯且難得。 

2. 以下有幾個問題跟想法，在這裡提出，希望未來可以有機會再討論

跟思考： 

(1) 針對整體： 

a、 第二章第六節 2-98開始，針對整理了「彰化縣重要施政願景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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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發展藍圖」，會認為部分的亮點計畫似乎跟氣候變遷關聯性較

弱，甚至可能需要不同計畫之間的配合與思考，才能呈現其與氣

候變遷的關係，例如 2-99的運輸路網亮點計畫，單一計畫可能難

以看得出減少私人運具、達到減碳效果，但如果與其他計畫一起

綜整性的評估，也許比較可以達到預期效應。 

b、 留意不當調適（maladaptation）的可能：有些計畫跟方案，需要

留意是否有不當調適的可能，例如p2-100 的表格提到：「高速公

路彰化交流道特定區內農業區轉型」，「面積約 1,422 公頃,將區

內農地解編,涉及彰化、花壇、和美及秀水四個鄉鎮市。已完成

計畫圖重製, 將續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跟氣候變遷關聯性是

「調適- 土地利用規劃。通過農地轉型促進都市發展,可能間接影

響碳吸收,但也可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及表格第二也是類

似。如果是農地轉為都市，對於調適可能反而不是益處，落入不

當調適。這部分建議可再梳理。 

c、 在 p2-15 的提到環境敏感區以及相關圖資套疊，其中會看到災害

敏感區會跟部分的資源利用敏感區重疊，資源利用敏感區是包括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森林(保安林) 、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

注)等，資源利用區如果是未來調適重點需要在水資源、自然碳

匯等的注意，那麼這兩者重疊的因應方案跟措施，會是什麼？ 

(2) 針對四大關鍵領域： 

a、 關鍵領域選定部分有四：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農業生產與生

物多樣性、健康。目前的執行方案皆為單一局處的各別計畫，但

有蠻多執行方案，其實是不同關鍵領域都包含在內，例如，農業

生產與生物多樣性其實跟水資源還有維生基礎設施相關，諸如此

類。是不是能夠盤點這些重疊的、相關性高的議題，可以有一些

執行方案，是跨局處跟跨關鍵領域來做。 

b、 氣候變遷災害許多是跨鄉鎮、跨區域的，這些計畫如何跟其他縣

市甚至整個台灣來對應（這我理解有些超出彰化縣政府目前的範

疇，甚至需要中央出面整合），例如，彰化縣是農業大縣，蛋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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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最多、供應全台，如果彰化的蛋雞因氣候風險造成危害，影

響的是全台灣，單一縣市的調適計畫跟方案，其重要程度是全台

灣，那麼我認為可以先針對這類的產業進行評估跟了解，能夠藉

此給中央建議，在特定議題上給予更重要的協助跟資源。諸如，

彰化的家畜及家禽供應給外縣市的比例，這凸顯彰化糧食供應對

於全台灣的重要程度，這也會決定區域性的調適計畫影響整個台

灣的程度，也能拉出不同尺度的調適策略，像是家禽蛋雞最多，

次之是肉雞。家畜及家禽供應外，稻米也是。 

c、 針對水資源，想多了解對於目前的相關設施設備的時程跟規劃，

例如水回收等，以及污水處理廠興建時程與因應，我們知道有些

地區因為鄰避設施，致使興建過程延宕，這部分的因應跟對策？ 

d、 彰化縣內無水庫，民生跟工業水源仰賴附近縣市像是台中、雲

林，此外，彰化縣亦抽取每日約 28 萬噸的地下水填補自來水缺

口，占自來水供給量近八成。地下水對於彰化的水資源很重要，

但另方面在農業部分以及其他產業長期仰賴地下水資源，致使既

有地層下陷問題嚴重，地下水的應用跟造成的影響是兩面刃，這

部分的因應措施為何？ 

e、 健康與人口結構部分，脆弱族群以老年人口為主，是否有其他脆

弱族群類別的盤點，諸如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照顧、家庭照顧功

能等，建議可拉出其他類別，對脆弱族群有比較多全面的圖像。

延伸的問題是，在社會風險中是用長照跟安養中心的分佈來作為

影響範圍的評估，但長者不一定都集中在這些機構，對於偏鄉的

人口老化問題，長者可能居家、進到社區關懷據點，應該在不同

區域上有不同的長者特性的評估跟樣貌，因而有不同對策。 

(3) 其他重要調適領域： 

a、 能源與產業供給雖然沒有在四大領域之中，但在工業中全彰化縣

在產業跟稅收上的重要性，我們認為應該在能源供給、尤其是再

生能源的創能上，需要有更細緻的考量。以工業來說，像是增加

工業部門在再生能源使用的調適以及責任，建議可以多思考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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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在調適上的作為。例如，自發自用設備等鼓勵。農業部分，

氣溫上升需要更多的冷藏、加工及物流微調是，再生能源可以思

考如何與其結合。 

b、 再生能源也能成為社區加入調適行列的媒介，這本報告書中，跟

社區有關的計畫，我認為都是比較被動、社區在調適策略中感覺

是被動角色。若能增加社區對調適的增能、對於過去災害經驗的

未來思考（CBA）、分散能源系統提供韌性的電力供應等，甚是

創造許多偏遠地區的可靠電力，也能夠維持基本的醫療與衛生健

康需要的電力。這也凸顯跟證明了不同調適領域在實際上確實有

重疊，必須多重視角以及跨局處、領域來思考對應的調適行動方

案是什麼 

c、 彰化縣有很長的海岸線，陸域跟海域風力發電為重要能源設施，

是不是可以利用既有的風力發電設備，結合像是水產養殖和海洋

保護區等，以及發揮海洋既有的調節溫度等特性，這些是報告書

中比較少著墨。 

d、 土地利用部分，除了都市綠化保水、防災、綠建築之外，希望在

都市計畫審議上，可以多有像是都市風郎的整體規劃，從空間規

劃上就能有微氣候的打造。 

e、 p4-7 開始為各個局處的目標、策略、方案，不過，有些是區域議

題，但化為單個計畫跟目標，就看不出該計畫與區域、空間、產

業的關係。 

f、 健康問題的複雜性高，需要和其他單位、部門、局處相配合與關

聯，怎麼樣相互結合的方法很關鍵，因為健康涉及整個社會、環

境以及個人等，要有量化指標很困難。 

(4) 其他： 

a、 會建議以及開始建立與思考不同調適領域的分工、各局處的討論

跟橫向聯繫的方法與合作模式；領域之間的關聯性（垂直的），

會有重疊之處，也需要架構討論機制。 

b、 大家會關注「地方」，這「地方」尺度上也很不同。地方可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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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縣市、是縣市各局處、也是鄉鎮、是社區、是不同組織、不

同群體....等等，全球對應到國家，各國也是地方。縣內的不同社

區、群體對於調適，對於氣候變遷的感知，是非常重要的，他們

怎麼理解環境氣候的變化，甚至從過去經驗延伸到未來，這對於

未來的計畫跟方案的落實，是相當重要的，這部分在整體計畫中

比較弱，建議未來可以盤點不同尺度的「地方」，如果像是以不

同產業來看，農業、工業、養殖等，是不是可以有針對他們怎麼

感知氣候風險的訪談、轉譯很難理解的「氣候變遷」「災害」等

概念語言，這樣才能得到雙相溝通互動，將未來的計畫方案對應

到不同的地方尺度。 

(三) 台灣氣候行動網絡-利祐任先生 

1. 建議加強主動運輸方面的建設，例如人行道和通學步道，以達成永

續運輸和淨零碳排的目標。 

2. 彰化縣的交通安全狀況不理想，建議在調適方案中考慮交通脆弱者

的需求，例如學童和老年人在極端氣候下的交通安全。 

3. 建議在交通建設方面，參考國際永續運輸的趨勢，並加強人行道、

腳踏車道等設施的建置和長期投資規劃。 

(四) 主婦聯盟台中分會-耿明誼會長 

1. 跨部門溝通協調和民眾對政策的認知與配合是推動氣候變遷調適的

挑戰。 

2. 建議參考主婦聯盟推動食農教育和綠色飲食生活圈的經驗，透過連

結不同利害關係人，例如學校、農民、消費者、綠色餐廳和企業，

共同找出符合在地需求的解決方案。 

3. 公民電廠的設置需要連結在地居民，讓居民參與討論，決定適合的

發電模式，並將收益回饋社區，以促進社區發展和氣候變遷調適。 

4. 建議利用大數據和 AI 科技，分析大眾交通運輸的使用率和載客量，

以規劃更符合在地需求的交通路網，例如調整班次、路線和車輛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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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彰化縣養豬協會-涂孟妤總幹事 

1. 有關畜牧業的糞尿水資源化的政策，還肥於田對土壤是有效益的(有

固碳效益)。惟目前在畜牧場與農友合作的媒合與使用方式內容，仍

需協助推動，讓廣大的農友認識沼液、了解沼液的效益，然後能善

用它。 

(六) 彰化縣養雞協會-施能銘理事長 

1. 養雞業正逐步改變飼養方式，以減少污染，但仍面臨堆肥廠處理量

不足和雞糞處理成本高的問題。 

2. 建議政府協助將雞糞送往台肥公司處理，以促進有機肥的利用，並

改善土壤品質。 

3. 雞舍改建成本高，許多老舊雞舍難以符合環保標準，建議政府提供

補助，鼓勵業者改善設備，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七)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張珈瑋佐理研究員 

1. AR6 淹水風險圖本身就已有納入人口密度等指標，若與其他的社會

指標加權會有 double counting的問題(第三章) 

2. 綜整性的社會指標會較難看出脆弱度的來源，若後續做調適也較難

看出因應/減少了哪個脆弱度。(第三章) 

3. AR6淹水風險圖套疊農業、漁業的資料較不適當，建議採用 Dr. A網

站上的危害-脆弱度圖(第三章) 

4. 目前提出的部分計畫仍屬防災型計畫，建議可重新檢視各計劃與氣

候變遷的直接關聯性(第五章) 

(八) 農業部農業試驗所-張翊庭副研究員 

1. 建議擇定優先項目，進行跨領域整合(除跨局處、也應含中央及地方

之合作)。 

2. 面對資源逐漸減少，如何有效利用，應全面思考(特別對於不可恢復

之資源)ex:土壤、水資源、能源資源，並了解其更多向之價值(ex:農

業生態系服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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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立利益關係者，如何協助衝擊對象因應氣候變遷調適。 

(九)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吳章甫教授 

1. 建議確認風險計算過程所使用之指標（危害、暴露、脆弱度）合適

性。 

2. 執行方案第三章與第四章建議可有更清楚之聯結與論述。 

3. 各領域分工建議宜有整合呈現之方式及橫向聯繫之機制。 

4. 健康調適方案建議可嘗試進一步區分是個人或是社區層級。 

5. 各調適策略宜逐步規劃評估指標。 

(十)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林昭遠教授 

1. 氣候變遷有關韌性調適是目標: 在時間上，宜區分短期(減少衝擊，考

量環境脆弱度)、中期(預防衝擊，風險分析)長期(容許衝擊，達到韌

性調適)。在空間上宜找出優先處理熱區。 

2. 在跨域整合上，宜採利害關係人參與，以盤點、建模、及驗證，找

出量化評估的可行方法。拉出不同操作構面及細項評估，由上而下

或由下而上進行整合。 

3. 本方案在因應對策上，宜有各項推動誘因（獎懲）之說明。 

4. 宜以大數據萃取環境指標，結合風險分析，繪製各類風險圖資，各

圖資宜以縣級尺度加以繪製。 

5. 各議題與相應對策，宜有佐證資料加以分析說明。 

(十一)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書面意見) 

1. 有關 p.5-1執行方案推動期程，請配合 p.3-30之 113年施政計畫，以

及表 5-1(p.5-2)相關計畫期程，進行調整。 

2. 本案座談會相關資料公布於氣候資訊公開平臺，符合氣候變遷因應

法施行細則第 22條，座談會應於舉辦 7日前公開周知規定。 

3. P.3-5 高溫及 p.3-8 乾旱分析未來氣候風險時，分別使用 AR6(SSP2-

4.5)及 AR5(RCP8.5)，建議使用國家調適應用情境 1.5 及 2℃進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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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圖資可參考 TCCIP網站「縣市氣候變遷概述 2024基礎版」（網

址：https://tccip.ncdr.nat.gov.tw/km_publish.aspx）。 

4. 請依據本部 113 年 7 月 4 日環部授氣字第 1139107722 號函（諒達）

檢核表，補充或修正下列內容： 

(1) 第一章 推動組織與調適架構 

a、 p.1-1請於圖 1-1推動會架構圖中標示出氣候變遷調適業務運作機

制（如：氣候科為調適業務的主要執行單位等）。 

b、 請補充國家調適應用情境（全球暖化程度）內容。 

(2) 第二章 地方自然與社會經濟環境特性、氣候變遷衝擊與影響、及關

鍵領域界定 

c、 p.2-24脆弱族群用字請依據檢核表修正為脆弱群體 

d、 p.2-77 起之未來趨勢分析，內容應包含社會經濟發展趨勢說明，

以能取得之政府資料為主，如(1)人口結構；(2)產業結構；(3)水

資源需求；(4)文化與歷史發展…等，請補充。此外，未來氣候變

遷趨勢氣象因子請補充海平面變化說明。 

(3) 第五章 推動期程及經費編列：表 5-1部分計畫資料有缺漏，再請補

充。 

5. 其他：調適執行方案中所有圖和表，請標註資料來源，並建議應明

確指出引用來源與引用內容（例如某圖援引自 TCCIP 氣候變遷概述

2024–彰化縣，而非僅羅列資料來源為 TCCIP），以利閱眾理解。 

七、 結論： 

本座談會意見納入「彰化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相關局處後續討論，

繼續修正改進執行方案內容。 

 

八、 散會（下午 4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