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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 

一、預期效益 

本縣依據本縣自然、社會與經濟特性，依據 112-115 年國家氣候變

遷調適行動計畫的目標、策略與調適措施，篩選 4 個主要關鍵領域、3

個其他重要領域與能力建構領域，共計 92 項執行方案與計畫，來推動

本縣氣候變遷調適工作，期望透過本計畫的推動達到以下短期與長期

效益： 

(一) 短期效益 

1. 提升與維持設備韌性減少災害損失：透過輔導農漁牧與工廠提

升設施設備韌性，提升災害抵抗能力，同時完善災害防救措施

與各類基礎建設於的穩定性，降低因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損失

，保障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2. 提升對氣候變遷應對能力：透過基礎設施改善、推廣節能、節

水技術、導入智慧農畜養殖和提升總體醫療服務量能，提升對

彰化縣對氣候變遷的應對能力。 

3. 促進彰化縣產業創新發展：推動具有韌性的產業全面升級，並

提升水資源與能源供應的穩定性，於災害期間保障生產活動與

居民生活的正常進行，減少因氣候災害導致的停工風險。 

4. 保護生態與環境品質：提升水、土地與空氣品質、推動綠建築

、建築能效、建築基地保水並加強環境、濕地與海洋保護，改

善生態環境，減少污染。 

(二) 長期效益 

1. 基礎設施與環境韌性強化：透過基礎設施的抗災能力提升和城

市綠化，長期提升彰化縣各鄉鎮的氣候韌性，減少因氣候變遷

導致的長期損害。 

2. 保障資源可持續利用：推動多元水源開發、合理土地利用和能

源多元化，能確保長期資源供應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減少未

來的資源緊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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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進經濟與產業轉型：通過引導產業向綠色轉型，能在長期內

提升地方經濟競爭力，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的可持續

發展。 

4. 提高社會與社區的氣候應對能力：全面性強化政府、產業與社

區民眾對氣候變遷認知與應對能力，長期提升政策執行的有效

性和社區的自我調適能力，從而減少氣候災害帶來的風險。 

二、管考機制 

為落實本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彰化縣研議相關管考機制如下： 

(一) 調適執行方案經環境部核定後，各調適執行方案與相關計畫，由

各計畫執行權責機關負責計畫目標達成狀況之管考作業。 

(二) 各項調適執行方案與相關計畫的之權責機關，每年定期提交各項

計畫之執行進度報告或成果報告予以本縣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

秘書組統一彙整為本縣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並於規定期限提

案至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委員大會進行審議，並於每年 8月 31日

前公開前一年度成果。 

(三) 各權責機關應對各調適執行方案進行追蹤，同時依據執行成果，

對調適策略與執行方案之可執行性與可延續性進行評估，每年執

行完成之計畫應提報辦理退場，並視各領域調適目標與策略之推

動進度，增減或修正執行方案與相關計畫，並報氣候變遷因應推

動會委員大會同意執行，以符滾動式修正原則。 

(四) 本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每四年辦理一次通盤檢討，依據氣

候變化與彰化縣自然、社會、經濟發展與本縣政策推動方向進行

調整，並報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委員大會審議後，提請環境部核

定及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