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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 

本市積極應對氣候變遷挑戰，考量地方特性從永續發展角度針對

本市易受衝擊領域制定全面的調適策略，提升整體韌性營造「宜居永

續」城市。以下就本方案本期調適策略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說明如後。 

 

一、預期效益 

(一)建立因應氣候變遷調適之工作小組架構 

建立七大調適領域及能力建構之跨機關工作小組，確立各

機關之小組成員及工作分工，協調及界定府內局處之主協辦角

色。此外，透過每年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充分討論，可提供該領

域相關之資訊，據以修正調整規劃策略研析及確認調適措施之

適宜性。 

(二)建立考量氣候變遷因素的地區發展計畫與決策機制 

建立健全的氣候風險評估與管理系統，提高對氣候相關災

害的預警和應變能力。 

(三)減少經濟損失 

通過改進基礎設施、提升建設抗災設施和保護重要資源，

進而降低因氣候變遷引發的自然災害或極端天氣事件帶來的經

濟損失。 

(四)增強城市韌性 

在城市規劃中納入氣候變遷考量，比如改進排水系統、增

加綠化空間、降低熱島效應等，可以減少城市對極端天氣事件

的脆弱性，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 

 

 



 

 159 

(五)保障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 

通過保護和恢復生態系統，以調適策略支援生物多樣性，

減少氣候變遷對自然環境的威脅，幫助維持生態平衡 

 

(六)保障糧食安全 

改進農漁業實踐、推廣課逆境產品和改善水資源管理等策

略可以幫助農漁業提升韌性應對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從而保

障糧食安全。 

(七)保護公共健康 

減少氣候變遷對公共健康的負面影響，比如加強疾病監測

系統、高溫預警與勞動安全、改善空氣和水質等，減少與氣候

變遷相關的健康風險。 

(八)促進社會公平： 

針對弱勢群體的特定調適措施可以減少氣候變遷對脆弱族

群的影響，促進社會公平和包容性發展。 

(九)紮根市民共同面對與共同承擔的氣候變遷調適教育 

強化各項氣候變遷培力活動與宣導，促進機關與市民進一

步了解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及思維，據以提升市府成員與民眾之

氣候變遷危機意識、應變能力與調適知識，俾利後續地方調適

策略及行動方案相關推動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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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考機制 

(一)本方案依年度目標作為管考依據。  

(二)本方案內容依氣候變遷因應法每四年訂修檢討一次。  

(三)本方案成果每年由各領域主責機關依執行進度彙整各領域行動

計畫成果，交付總主責機關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因應推動辦公

室統整成果報告，並召開跨領域及局處會議進行相關工作溝通、

協調，並滾動式檢討與管考。 

(四)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因應推動辦公室將於本方案完整執行年度

後，每年 8 月 31 日前送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