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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推動組織與調適架構 

一、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聯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第六次評估報告（AR6）112

年3月發布總結報告指出，大氣、海洋、冰凍圈和生物圈已發生廣泛而迅速

的變化，人為造成的氣候變遷已經影響到全球，並釀成許多極端氣候事件，

對自然和人類造成廣泛的不利影響，以及相關的損失與損害。聯合國氣候大

會亦呼籲應採取更為急迫之氣候行動，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量在2030年前

減半，並在2050年達到淨零，方可將全球溫升控制在1.5°C 以內，以因應全

球氣候緊急之高風險衝擊。 

為健全我國因應氣候變遷能力，並建立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機制，99

年國家發展委員會成立「規劃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領及行動計畫」專案

小組，101年通過「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領」，103年核定「國家氣候變

遷調適行動計畫（102-106年）」，規劃8個調適領域，分別由各機關共同推動

因應國家氣候變遷調適行動。 

為與國際接軌因應氣候變遷衝擊，加速並強化我國調適與減緩作為，兼

顧永續發展需求，環境部於去（112）年2月15日公布施行《氣候變遷因應法》

（以下簡稱氣候法），將2050淨零排放目標入法，並增訂氣候變遷調適專章，

採取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行動，以因應氣候變遷所帶來之衝擊。 

氣候法氣候變遷調適專章，著重基礎能力建構、科研推估接軌、確定推

動架構等三大面向，明訂政府應推動調適能力建構事項，並融入國民、事業、

團體應致力參與之責任，各級政府進行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為調適推動依

據。 

根據氣候法第19條，就易受氣候變遷衝擊之權責領域，訂定四年為一期

之該領域調適行動方案，國家氣候變遷調適行動計畫（112-115年）（以下簡

稱國家調適計畫）於112年10月4日經行政院核定。依氣候法施行細則第19條

規定，地方政府應於調適行動方案及國家調適計畫核定後一年內，送地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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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

實施並公開。 

二、苗栗縣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 

為提升苗栗縣氣候政策管理位階，及因應《氣候變遷因應法》，苗栗縣

於112年6月成立「苗栗縣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設置要點如表1.2-1），由縣

長主導淨零推動策略，協調、整合及督導跨局處工作組運作；亦設有由產、

官、學、NGO 等專家學者諮詢小組；以建立權責充足、具跨局處行政整合

量能之專責組織，為苗栗縣低碳永續的發展提出建議方向，透過氣候變遷因

應會報，滾動檢討淨零碳排、氣候調適工作之進度與成果，循序漸進達到淨

零永續目標。主要任務如下： 

(一)訂定本縣淨零碳排之願景及策略。 

(二)訂定及審議本縣氣候變遷減緩執行方案及調適執行方案暨執行成果報告。 

(三)討論與確認本縣氣候變遷相關施政計畫之調整及決策研擬。  

(四)各機關（單位）、各界對於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碳政策之相關意見協調及

整合。 

(五)配合中央部會推動氣候變遷政策及協調相關事務之執行。 

(六)其他與本縣氣候變遷相關之事務。 

本會置委員二十二人至二十六人，召集人由縣長兼任，副召集人二人，

由縣府秘書長兼任，另一副召集人由環保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環保局就

下列有關人員（農業處、工務處、水利處、教育處、行政處、民政處、財政

處、社會處、工商發展處、勞工及青年發展處、苗栗縣政府文化觀光局、苗

栗縣政府原住民族及族群發展處、苗栗縣政府消防局、苗栗縣政府衛生局、

苗栗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專家學者、企業界及社會團體代表六人至十人），

依規定程序報請縣長聘（派）兼之，推動會架構圖如圖1.2-1所示。 

前項本府各機關代表，應薦派科長或專員層級以上人員兼任，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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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界及社會團體人數應佔本會名額四分之一以上，任期二年，如有出缺時，

應予補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但以機關身分出任者，應隨其本職

進退，全體委員任一性別以不低於全體委員全數三分之一為原則。 

本會並設秘書組，環保局局長擔任秘書組主任，其業務由環保局指派該

局相關人員兼辦，並置執行秘書一人，由環保局長指派該局主管兼任之。每

年開會二次，必要時召開臨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事不

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因事不能出席時，由執行

秘書代理主席。未指定者，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本會機關代表委員應親自出席，如無法出席時，得派員代理出席。前項

指派之代理人列入出席人數，並參與會議發言及表決，專家學者委員應親自

出席，不得代理，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

過半數之同意，出席委員可否意見同數時，由主席決定，本會基本維運所需

經費由苗栗縣政府環境保護局年度預算相關經費支應；另辦理工作會議決

議事項所需經費，由各權責機關（單位）編列預算支應。 

 

圖1.2-1、苗栗縣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組織架構圖  



6 

表1.2-1、苗栗縣政府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設置要點 

項次  內容說明  

一、  苗栗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達淨零碳排願景，推動本縣氣候變遷相關工作及建構低
碳永續家園，依《氣候變遷因應法》（以下簡稱氣候法）第十四條規定，特設苗栗縣氣
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任務如下：  
（一） 訂定本縣淨零碳排之願景及策略。 
（二） 訂定及審議本縣氣候變遷減緩執行方案及調適執行方案暨執行成果報告。 
（三） 討論與確認本縣氣候變遷相關施政計畫之調整及決策研擬。 
（四） 各機關（單位)、各界對於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碳政策之相關意見協調及整合。 
（五） 配合中央部會推動氣候變遷政策及協調相關事務之執行。 
（六） 其他與本縣氣候變遷相關之事務。 

三、  本會置委員二十二人至二十六人，召集人由縣長兼任，副召集人二人，由縣府秘書長兼
任，另一副召集人由環保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環保局就下列有關人員依規定程序報
請縣長聘（派）兼之： 

（一） 本府農業處。  
（二） 本府工務處。 
（三） 本府水利處。 
（四） 本府教育處。 
（五） 本府行政處。 
（六） 本府民政處。 
（七） 本府計畫處。 
（八） 本府財政處。 
（九） 本府社會處。 
（十） 本府工商發展處。 
（十一） 本府勞工及青年發展處。 
（十二） 苗栗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十三） 苗栗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 
（十四） 苗栗縣政府消防局。 
（十五） 苗栗縣政府衛生局。 
（十六） 苗栗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十七） 專家學者、企業界及社會團體代表六人至十人。 

前項本府各機關代表，應薦派科長或專員層級以上人員兼任。均為無給職，但非政府機
關委員及受邀請列席之社會人士，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交通費。 
專家學者、企業界及社會團體人數應佔本會名額四分之一以上，任期二年，如有出缺
時，應予補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但以機關身分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全體委員任一性別以不低於全體委員全數三分之一為原則。 

四、  本會設秘書組，環保局局長擔任秘書組主任，其業務由環保局指派該局相關人員兼辦，
並置執行秘書一人，由環保局長指派該局主管兼任之，其任務如下： 

（一） 辦理本會行政事務。 
（二） 彙整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相關資訊。 
（三） 彙整決議事項執行進度。 
（四） 臨時交辦之其他幕僚作業。 

五、  本會每年開會二次，必要時召開臨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事不能出
席時，由副召集人代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因事不能出席時，由執行秘書代理主席。
未指定者，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本會機關代表委員應親自出席，如無法出席時，得派員代理出席。 
前項指派之代理人列入出席人數，並參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專家學者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代理。 
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出席委員可否
意見同數時，由主席決定。  

六、  
本會對外行文，以本府名義行之。 
本會工作會議決議事項，應送請相關機關（單位）辦理。 

七、  
本會基本維運所需經費由苗栗縣政府環境保護局年度預算相關經費支應；另辦理工作會議
決議事項所需經費，由各權責機關(單位)編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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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適領域架構及分工 

本縣依據國家調適計畫，以「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利用」、

「海岸及海洋」、「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及「健康」

等7大領域與「能力建構」進行推動（如圖1.3-1）。 

資料來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行動計畫（112-115年）』，環境部。 

圖1.3-1、氣候變遷調適領域 

另參考國家調適計畫各領域主辦機關，界定本縣調適各領域主辦及協

辦機關，維生基礎設施-工務處；水資源-水利處；土地利用-工商發展處；海

岸及海洋-工商發展處；能源供給及產業-工商發展處；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

性-農業處；健康-衛生局；能力建構-環保局，研擬及彙整各領域調適目標、

策略及措施，各領域主辦機關及協辦機關詳如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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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氣候變遷調適領域主辦及協辦機關列表 

領域 
中央機關 苗栗縣對應局處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主辦 協辦 

能力建構 環境部 

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教育部、金融監
督管理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
會、衛生福利部、經濟部、文
化部、交通部、各機關 

環保局 各局處、各機關 

維生基礎 
設施 

交通部 
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經
濟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農業部 

工務處 
消防局、警察局、水
利處、農業處 

水資源 經濟部 

內政部、環境部、農業部林業
及自然保育署、水土保持及農
村發展署、經濟部水利署、臺
北市政府臺北自來水事業處、
金門縣政府、連江縣政府、澎
湖縣政府、臺灣自來水公司 

水利處 
工商發展處、環保
局、農業處、工務處 

土地利用 內政部 經濟部、農業部 
工商 
發展處 

農業處、水利處、原
住民族及族群發展
處 

海岸及海洋 
內政部 
海洋 
委員會 

農業部、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工商 
發展處 

水利處、農業處 

能源供給及
產業 

經濟部 - 
工商 
發展處 

各局處 

農業生產及
生物多樣性 

農業部 
海洋委員會、經濟部、交通部、
環境部 

農業處 
工務處、水利處、環
保局 

健康 
衛生 
福利部 

勞動部、環境部 衛生局 
社會處、勞工及青年
發展處、環保局、工
務處、教育處 

參考來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行動計畫（112-115年）』，環境部，本縣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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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適推動架構 

為有效整合各領域調適策略與行動計畫，促進跨領域與跨層級溝通交

流，本縣依據國家調適計畫，並參考國科會所彙整之國內外調適推動方法與

建議，將調適工作分為「辨識氣候風險與調適缺口」及「調適規劃與行動」

等二階段，第壹階段「辨識氣候風險與調適缺口」包括調適課題辨識、現況

風險盤點、未來風險及調適缺口辨識等工作，第貳階段「調適規劃與行動」

則針對前述風險評估與調適缺口擬定具體目標，進行調適選項評估，逐步落

實調適行動與追蹤，定期滾動檢討並公開成果說明調適進展，作為後續強化

調適量能之溝通基礎（圖1.4-1）。 

(一)第壹階段 

1.界定範疇 

蒐集及掌握苗栗縣環境背景資料，包含地理、自然環境、人口概

況、產業分布及歷史災害等，並界定調適範疇。 

2.檢視現況 

依苗栗縣政府各局處業務職掌內容，進行現況及資源盤點，檢視

現況是否足以因應現階段的氣候風險。 

3.氣候風險評估 

參考國內氣候變遷科學報告、國內氣候統計分析、科研成果及推

估圖資相關資料，如《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24：現象、衝擊與調

適》、「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台」、「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

知識平台」等，檢視升溫情境下苗栗縣所面臨的風險。 

本期調適行動方案依據國家調適計畫，採 IPCC AR6「全球暖化

程度」（Global Warming Level, GWL）作為「調適應用情境」，優先採

「西元2021-2040年升溫1.5℃、西元2041-2060年升溫2℃」，以兼顧施

政期程規劃與目標設定，作為各領域進行風險評估與辨別調適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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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共同參考情境。調適應用情境，相關情境說明如圖1.4-2所示： 

 

資料來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行動計畫（112-115年）』，環境部。 

圖1.4-1、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架構 

 

 

資料來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行動計畫（112-115年）』，環境部。 

圖1.4-2、全球暖化程度之參考基準、基期與增溫情境與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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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貳階段 

1.綜整決策 

依據第壹階段之盤點現行基礎量能、評估氣候風險與缺口辨識

結果，考量急迫性以及效益，調整調適政策，提前應對氣候風險。 

2.推動執行 

各局處依分工職掌各自執行政策，並持續透過跨局處協商會議

及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整合資源以發揮效益。 

3.檢討修正 

訂定追蹤指標定期追蹤，以利於計畫結束後檢討執行效益，並持

續滾動修正，執行成果定期提報「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並依據「氣

候變遷因應法」規範，每年編寫「 調適行動方案成果報告」，配合政

策，持續調整推動策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