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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目標體系及總經費 

6.1 目標體系 

調適策略 策略目標 調適措施 行動計畫名稱 工作指標 績效指標 

一、依風

險程度建

構糧食安

全體系 

 

 

 

 

 

 

 

 

 

 

 

 

減緩農作

物生產與

供給受氣

候變遷之

影響 

 

 

 

 

 

 

 

 

 

 

 

1.加強生產資源

合理規劃利用，

維護糧食安全及

競爭優勢之農糧

產業 

 

 

 

 

 

 

 

 

 

 

 

1.1.1-1 加強旱災灌溉應變機

制-研訂各農田水利會

乾旱時期分區輪流停

灌計畫 

訂定乾旱時期分區輪流停

灌計畫，建立 17 個農田水

利會因應抗旱時期輪流停

灌機制。  

提升水資源於旱災時期整

體應變調度空間，並維持

糧食生產功能降低農業衝

擊。  

1.1.1-2 節約農業灌溉用水推

廣旱作管路灌溉與現

代化節水設施 

每年增加 0.2 萬公頃推廣

旱作管路灌溉面積  

每年約可節約 1,000 萬噸

水量  

1.1.1-3 因應氣候變遷提強化

農業用水調蓄設施升

農業用水利用效率-以

彰雲地區為例 

完成設置農塘可行性評估  增加農業水資源有效利用

及減少農損  

1.1.1-4 規劃利用電腦遠端監

控及自動控制調配系

統配合調蓄設施加強

灌溉管理計畫-以關山

大圳及卑南上圳為例 

完成關山大圳及卑南上圳

水資源多目標利用規劃  

提升灌溉水資源利用效

率，發展綠能水力發電 480

萬度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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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 強化水稻用水栽培體

系可行性評估及其對

水資源影響 

1.建立面積達 0.25 公頃以上之

試驗田。 

2.於試驗田進行強化水稻用水

栽培體系法之水稻種植。 

3.比較強化水稻用水栽培體系

法與傳統方法之灌溉用水量

及蓄存有效降雨量差異。 

1.完成北中南 3 區試驗田強化

水稻用水體系之灌溉配水計

畫。 

2.完成強化水稻用水體系與慣

行栽培法之水稻產量差異分

析。 

3.提升水田蓄存有效降雨量。 

1.1.1-6 水利會改造與營運效

率提升-以彰雲地區為

例 

1.完成彰化、雲林農田水利會灌

溉管理現況分析。 

2.完成彰化、雲林農田水利會組

織再造，統籌調配灌溉用水之

評估。 

彰化、雲林地區灌溉用水統籌

運用機制，提升灌溉用水效率。 

1.1.2 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

劃並建立農地合理利

用機制 

1.辦理農地資源空間規劃，建立

重要農業發展區及相關資訊。 

2.分析優良農地條件，掌握農地

區位及品質。 

1.完成農地資源空間規劃之農

地分類分級指標建立。 

2.進行氣候變遷影響下之農地

資源利用及管理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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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糧食生產調適計畫 1.考量總體產業結構調整及產

銷秩序，針對現階段無法復耕

之休耕地，輔導種植綠肥、景

觀作物或辦理生產環境維護

措施等面積。 

2.為調整農業生產結構，提高國

產糧食供應，針對優良農地推

動各項契作、輪作措施及鼓勵

農民出租連續休耕農地面積。 

1.規劃糧食生產預備地：輔導種

植綠肥或辦理生產環境維

護、景觀作物或造林等面

積，各年度分別為 20.4、

19.3、19.2、19.1、19 及 19

萬公頃。 

2.推動各項轉作、契作，各年度

面積分別達到 6.8、7.4、7.9、

8.3、8.4 及 8.4 萬公頃。 

1.1.3-2  坡地農業轉型計畫 規劃具地區產業特色，且適於

山坡地發展之農業，進行果樹

及茶產業重點輔導與管理，提

高品質效率。 

加強生產資源合理利用及逆境

管理，(1)輔導果樹產銷班 1400

班通過吉園圃驗證；另(2)輔導

500 個製茶生產單位推動優質

茶專區及設置衛生安全製茶

廠，專區總面積 2100 公頃。 

1.1.3-3 運用具適應氣候變遷

之作物優勢品種、技

術，推動規模化產銷專

區 

推動規模化產銷專區，輔導稻

米、蔬菜產銷模式調整，提高

因應氣候變遷之能力與經營效

率。 

1.輔導建置稻米產銷專業區契

作生產面積 15000 公頃。 

2.輔導設置蔬菜生產專區 38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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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加強糧食作物供應之

風險管理 

1.訂定不同糧食供應風險等級

之因應對策。 

2.訂定糧食供應短缺之市場管

理措施作業程序。 

3.建立冷凍蔬菜平價供應機制

相關作業規範，輔導農民團體

產製冷凍蔬菜，落實滾動倉儲

作業，提升滾動倉儲品質及減

少品質損失。 

4.訂定稻米、小麥、飼料玉米安

全存量標準。 

5.掌握國際糧食庫存動態、價格

變化趨勢及進口資訊。 

1.因應極端天氣強度增強及頻

率增加導致糧食危機發生之

風險，採取不同糧食供應風險

等級之因應對策，提高國家糧

食安全。 

2.極端天氣引發糧食供應短缺

期間，依據所訂糧食供應短缺

之市場管理措施作業程序啟

動相關措施，維護國內糧食供

需之穩定。 

3.106 年農民團體冷凍蔬菜產

製量達 4,000 公噸，並掌握民

間蔬菜儲量 1,700 公噸。 

4.每週及每旬蒐集分析國際糧

情，以配合糧食供應與風險評

估情形，適時採取相關因應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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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國際合作降低缺糧風

險計畫 

1.蒐集糧食淨進口國(日、韓、

馬、新)民間法人團體開發境

外大宗穀物投資合作等相關

資訊。 

2.蒐集與境大宗穀物投資合作

相關之國際資訊。 

3.進行區域糧食安全機制之相

關研究。 

4.推動參與區域現行糧食安全

機制。 

5.舉辦或參與 APEC 與糧食安

全相關之研討會或工作小組。 

6.參與國內外糧食安全相關議

題之研討會、座談會或論壇等

會議。 

1.掌握國際間對境外大宗穀物

投資合作之發展現況，並規劃

我國之推動策略，以因應氣候

變遷對國內糧食供給可能之

衝擊。 

2.爭取 APEC 各經濟體之支

持，研議建置區域緊急糧食儲

備機制，確保我國若發生氣候

災難影響糧食生產時，仍可維

持穩定糧食供給。 

3.參與亞太區域糧食安全相關

活動，與各經濟體建構糧食安

全政策與資訊分享平台，做為

我國於相關議題之施政參考。 

4.參與糧食安全相關之國際活

動，與各國建立合作聯繫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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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緩漁業

生產與供

給受氣候

變遷之影

響 

2. 調整現有漁業

養護與經營模式

以因應氣候變

遷。 

1.2.1 漁業產作業模式調整

及強化產銷預警與供

應調節機制 

1.依「養殖漁業放養申報作業及

審查要點」辦理放養申報作

業，掌握養殖漁業產業現況。 

2.控管民間漁獲倉貯容量，協調

業者適時釋出漁貨；並強化遠

洋大宗漁獲物回報及核銷機

制。 

3.依據調查報告或管理會議，輔

導漁民調整經營方式，獲取合

理單位努力漁獲量(噸/艘)。 

4.推薦適當專長學者出席相關

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會議，以

了解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對於

氣候變遷影響漁業資源之調

適策略。 

5.召開產銷聯繫會議，橫向聯

繫，避免供需失衡並穩定魚

價。 

1.完成全國 80％以上魚塭申查

報工作，建立養殖漁業現況資

料。 

2.藉由每年 2 次調查統計，掌握

民間倉貯容量；於重大節慶前

後（如端午、中秋、中元及春

節）召開 4 場次產銷聯繫會

議。 

3.維持沿近海年漁獲量約 18 萬

公噸，以達成資源永續利用之

目標。 

4.參與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相

關科學會議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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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調整養殖用水再利用

計畫 

1.建立海水統籌供應系統。 

2.完成塭豐、枋寮、林邊、永安

及彌陀等養殖區海水供水設

施、海水引水路整建，改善養

殖環境。 

3.透過循環水技術，提升養殖用

水之再利用。 

1.完成養殖區海水引水系統 3

處、海水統籌供應系統 1 處。 

2.改善養殖區引水路約 21,000

公尺。 

3.養殖循環水技術推廣講習訓

練 30 人次/年。 

1.2.3  不適養殖魚塭變更用

途之可行性評估計畫 

1.不適合養殖魚塭土地調

查及用途變更規劃。  

2.以雲林縣、嘉義縣、屏東

縣為主要對象，分年分區

進行。 

不適養殖漁塭面積調查及漁塭

用途變更評估計畫一式/年。 

減緩畜牧

生產與供

給受氣候

變遷之影

響 

3. 適時適地調整

國內畜牧產業供

應體系以維持優

質及高效率畜牧

業生產模式。 

1.3.1 畜禽產業生產方式調

整及強化產銷預警與

供應調節機制 

1.辦理因應氣候變遷之新式生

產系統講習宣導會，每年 100

場。 

2.輔導養豬場採用異地、分齡及

批次之新式豬隻生產系統，每

年 20 場。 

3.定期查核畜牧場登記及飼養

登記，掌握畜禽飼養資訊。 

4.建立產銷預警機制之基礎資

料及調節供應機制。 

1.輔導畜牧業者採用因應氣候

變遷之新式生產系統。 

2.畜禽產業彈性安全存量標準

及產銷預警機制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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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種原交換計畫及抗逆

境品種研發應用 

1.種原保存或備份保存累積量

及增加量。 

2.種原交換或交流之數量。 

3.種原利用數量。 

1.耐熱、耐旱及耐澇等耐極端環

境種原之引進數量或保存與

備份數量。 

2.耐熱、耐旱及耐澇等耐極端環

境種原之交流與交換數量。 

3.耐熱、耐旱及耐澇等耐極端環

境品種(系)之育成或技術開

發之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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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畜牧

生產抗逆

境研究 

2.強化畜牧產業

抗逆境研發能

力。 

2.2.1 抗逆境畜禽品種及牧

草與飼料作物之選育

計畫 

1.引進並選育抗逆境牧草品

系，狼尾草、青割玉米等 3

項。 

2.選育耐熱種公豬新品種與家

禽品系共 3 項。 

3.持續辦理種豬登錄、檢定、種

豬場評鑑及特定基因篩檢等

業務。 

4.持續輔導國內養牛業者辦理

DHI、種牛登錄與評鑑。 

5.篩選替代傳統飼料之農作

物，飼料用水稻、雜糧作物等

品種共 3 項。 

6.發展農業與加工副產品飼料

化技術 1 項。 

7.研發優質畜禽飼料配方 1 項。 

1.完成耐熱、耐旱等抗逆境畜禽

及牧草與飼料作物品種研

發，因應高溫、水資源缺乏

條件下，畜牧產業對抗逆境

品種之需求。 

2.協助國內種豬業者提升國產

種豬性能，使純種豬檢定飼

料效率由 2.13 提升至 2.11。 

3.提升國內泌乳牛產乳性能，使

每日每頭平均泌乳量由 20公

升提升至 22 公升。 

4.利用國產飼料作物及農副產

物替代部分進口飼料原料，

因應國際原物料供應不穩

定、價格高漲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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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畜禽產業抗逆境生產

調適研究計畫 

1.建立種土雞場健康監測技術

平台，完成 3 場種土雞場生物

安全計畫及標準禽舍設計規

範。 

2.建立種羊場健康監測技術平

台，完成 3 場種羊場生物安全

計畫標準作業流程及標準模

式。 

3.完成 1 場種鴨場水禽場生物

安全計畫及標準禽舍設計規

範。 

4.建立種鵝場生物安全計畫平

台，完成 2 場種鵝場水簾式綠

畜舍之生物安全計畫及標準

禽舍設計規範。 

5.完成 5 場種豬場生物安全計

畫及標準種豬舍設計規範。 

強化畜牧產業抗逆境生產調適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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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漁業

生產抗逆

境研究 

3. 強化漁產業抗

逆境研發能力。 

2.3.1 強化水溫、洋流、棲地

等海洋環境及魚群物

種分佈、洄游路徑變動

等研究及預測，並評估

新漁場的開發利用與

價值 

1.探討氣候(全球)變遷及海洋

環境因子變動對我國沿近海

漁業重要經濟性魚種之影響。 

2.探討氣候(全球)變遷及三大

洋海洋環境因子對我國遠洋

漁業重要魚種之影響。 

3.出海執行台灣北部拖網漁場

漁獲物種組成調查。 

4.收集台灣北部海域重要拖網

魚種之生物學資料。 

1.建立氣候(全球)變遷及海洋

環境因子變動對我國沿近海

漁業 2 種重要經濟性魚種影

響之關係。 

2.建立氣候(全球)變遷及三大

洋海洋環境因子對我國遠洋

漁業重要魚種影響之關係，

以鮪魚為例。 

3.建立台灣北部海域底棲魚類

資料庫。 

4.完成 3 種經濟性魚種之生殖

生物學研究。 

2.3.2 抗逆境養殖魚種研發

計畫及植物性蛋白飼

料選拔計畫 

1.養殖魚種種原保存數。 

2.優質水產種苗開發品項數。 

3.抗逆境養殖品系開發項數。 

4.植物性蛋白高利用率種系選

拔。 

1.養殖種原保存數。 

2.優質水產種苗關鍵技術項數。 

3.抗逆境養殖品系相關研究項

數。 

4.植物性蛋白利用替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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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動植

物疫病蟲

害監測及

因應之研

究 

4.強化動植物疫

病蟲害監測及因

應能力 

2.4.1 動植物疫病蟲害

監測及強化防治

計畫 

1.完成植物有害生物年度偵察項目

之調查工作。 

2.依個別重要有害生物項目，逐年

完成其監測與氣象資料分析、訂

定防制基準、建立動態模式及發

生預測模式，並至少建立 1 種蟲

害之預測模式。 

3.至少建立 1 種植物病害感染率與

其蟲媒傳播能力之關係式及預警

系統。 

4.建立至少 1 項重要有害生物之標

準監測技術。 

5.執行重要有害生物例行性主動監

測加強疫情掌控，定期發布預報

及疫情發生初期警報。 

6.林木疫情監測、通報件及鑑定件

數。 

7.整合已紀錄之重要動物疫病歷史

資料，建立宿主、病媒及氣候因

子之基礎線數位化資料，並評估

氣候變遷造成之潛在衝擊。 

8.評估氣候變遷之影響，完成重要

動物疾病之監測策略改善、預警

機制建立及防治策略強化。 

1.評估氣候變遷之影響，調整有

害生物監測與預警模式。 

2.建立有害生物緊急因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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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每年至少完成 1 件作物疫病蟲害

整合性管理模式與標準作業流

程。 

10.依不同植物有害生物之特性及

發生時機，研發防治技術或改進

防治措施。 

11.依據有害生物預警系統或蟲媒

與病害發生的關係，應用整合性

防治技術，建立區域防治體系。 

12.完成研析國外針對氣候變遷對

重要動物傳染病之相關防疫策

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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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多

目標與永

續優質之

林業經營

調適模式 

減緩林業

生產與公

益功能受

氣候變遷

之影響 

1. 強化林業產業

調適能力。 

3.1.1 林木抗逆境種苗培育

與育林技術研發計畫 

1.建立國內抗逆境之造林樹種

基本資料庫 

2.研發抗逆境樹種或育林技術 

抗逆境樹種或育林技術研發數 

3.1.2 林業經營模式調整與

林分結構強化計畫 

1.每年撫育 8000 公頃。 

2.另可提供原住民就業 350 人。 

撫育工作可有效促進森林 CO2

吸存，每年約可吸收 17,880 公

噸 CO2。 

3.1.3 環境友善之林業生產

體系推動計畫 

輔導於 2 處示範區成立木竹業

產銷合作社，建立創新環保

並具地方特色之林產品供應

鏈  

符合綠建材驗證產品件數 

2. 強化國土保安

及公益功能。 

3.2.1 限制環境敏感地區林

木伐採與建立適當補

償機制計畫 

1.完成應限制伐採之環境敏感

區域範圍界定 

2.完成限制伐採補償計畫之規

劃 

3.展開實質補償作業 

於民國105年底前辦理4.1萬公

頃環境敏感地區限制伐採補

償，並落實土地使用管理，以

維護森林覆蓋，發揮森林防災

與減災效能。 

3.2.2 加強林地管理與維護

森林健康，以提升森林

公益功能計畫 

1.101 年至 106 年逐年收回

1,000 公 頃 (6 年 合 計

6,000 公頃 ) 

2.101 年至 106 年非法占用

收回逐年收回 500 公頃

(6 年合計 3,000 公頃 ) 

收 回 國 有 林 地 內 現 有 濫

墾、濫建之清理面積 3000

公頃予以復育造林，約相

當於水源涵養 1080 萬立方

公尺，有效防止土壤沖蝕

90 萬立方公尺  

3.2.3 森林脆弱度預警及監

測計畫 

建立預警指標數  森林易致災之認定及環境敏感

區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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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我

國農業氣

候與環境

及國內外

市場變動

之監測評

估系統 

提升因應

氣候變遷

所需之資

訊與分析

能力 

強化我國農業氣

候與環境及國內

外市場變動之監

測評估系統 

4.1.1      建置農、漁、畜產品即

時貯量或預警監控資

訊系統計畫。 

1.建立農漁畜產品儲量系統可

行性研究並產出工作報告 

2.彙接漁產品養殖面積放養量

與存活率 

3.彙整農產品收穫、調製、倉儲

業者資訊筆數及掌握民間業

者蔬菜儲量。 

4.彙接國內畜產品半年價格監

控指標。 

5.重要畜產品之安全供應、預警

與監控之健全度。 

1.建立掌握民間業者蔬菜冷

藏、冷凍庫資訊、倉儲容量系

統資訊。 

2.建立民間漁獲倉貯容量，協調

業者適時釋出漁貨；並強化遠

洋大宗漁獲物系統資訊 

3.毛豬供應預警及監控健全度。 

 

4.1.2        民間稻米庫存動態調

查計畫 

調查民間稻米存量。 掌握民間稻米存量，供作緊急

狀況糧食供應市場管理之參

考，以有效調節國內糧食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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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強化農業氣象觀測網

及預警 

1.定期收集氣象資料提供中央

氣象局彙整，作為氣象預報之

用。並分析相關氣象訊息，提

供農民耕作及災害防範之用。 

2.建立完整氣候資料庫及提供

各地農作物氣象災害發生機

率訊息。以作為氣候變遷調適

之基礎資料用 

3.由未來氣候情境角度規劃農

作物適栽區，以達到『適地適

作』之目標，減少氣象災害所

造成之損失。 

1.農業氣象觀測網每站每年提

供氣象資料約 100 人次 

2.台灣農作物氣象諮詢服務系

統目前系統瀏覽人數 6452 人

次。預期利用率每年達 500

人次。 

3.提供未來氣候情境資訊及農

作物適栽潛勢分析結果。 

1.1.4 

 

 

 

 

 

 

 

 

 

加強糧食作物供應之

風險管理- 

定期蒐集分析國際糧

情，掌握國際糧食庫存

動態、價格變化趨勢及

進口來源資訊。 

同農策略 1 措施 1： 

掌握國際糧食庫存動態、價格

變化趨勢及進口資訊。 

同農策略 1 措施 1： 

每週及每旬蒐集分析國際糧

情，以配合糧食供應與風險評

估情形，適時採取相關因應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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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漁業產銷及作業模式

調整計畫- 

強化養殖放養量資訊

收集、掌握海上漁船及

冷凍魚貨庫存量、調查

產銷團體冷凍倉儲分

布及容量等資訊，落實

產銷預警工作。 

掌握氣候變遷對漁業

生產量價變化及趨

勢，強化產銷合作、契

約產銷、產銷整合以穩

定內需市場，降低量價

變化波動。 

1.辦理放養申報作業，掌握養殖

漁業產業現況。 

2.調查掌握民間漁獲倉貯容量。 

3.強化遠洋大宗漁獲物回報及

核銷機制。 

 

強化漁業產銷資訊，以穩定內

需市場，降低量價變化波動。 

1.3.1 

 

畜禽產業生產方式調

整及強化產銷預警與

供應調節機制 

同調適策略 1 調適措施 3 同調適策略 1 調適措施 3 

2.3.1 強化水溫、洋流、棲地

等海洋環境及魚群物

種分佈、洄游路徑變動

之研究與預測，及評估

新漁場的開發利用與

價值 

同調適策略 2 調適措施 3 同調適策略 2 調適措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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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森林脆弱度預警及監

測計畫 

同調適策略 3 調適措施 2 同調適策略 3 調適措施 2 

五、強化

保護區、

藍待、綠

帶網絡的

聯結與管

理 

生態/災害

敏感地區

綠帶、藍

帶、保護區

域串連的

長度與面

積 

1.合理的國土規

劃以建構與有效

管理保護區網

路，並連結與維

護綠帶與藍帶，

減緩氣候變遷的

衝擊   

5.1.1 強化我國海洋保護區

管理與執法 

1.各海洋保護區主管機關制訂

轄屬海洋保護區年度執法計

畫，以落實管理與執法工作。 

2.逐步推動我國海洋保護區網

絡，提升海洋保護區在減緩氣

候變遷衝擊上之效果。 

每年定期召開我國海洋保護區

管理與執法檢討會議。 

2.提昇保護區管

理成效 

5.2.1 強化自然保護區域經

營管理及網絡連結計

畫 

自然保護區域範圍與面積完成

修正公告或修訂管理維護計畫

之數量。 

1.生態/災害/地質敏感地區綠

帶、藍帶、自然保護區域串連

的長度與面積。 

2.既有自然保護區域經營管理

效能評估之完成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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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減緩

人為擾動

造成生物

多樣性流

失的速度 

訂定或修

正相關法

規 之 數

目，生物多

樣性流失

與劣化程

度 

1.避免、減輕人

為擾動所造成生

物多樣性的流

失，以提升生物

多樣性因應氣候

變遷之調適能力      

6.1.1 外來入侵種之評估、偵

測、監測及防治與防除

計畫 

1.建立外來入侵種資料件數 

2.防杜擴散，推動新竹以南成為

紅火蟻非疫區 

3.每年採集野鳥排遺，監測

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

冒檢體 3,000 件。  

4.每年監測牛海綿狀腦病

檢體 400 件。  

5.強化外來入侵種概念之

推廣教育 10 場。  

1.訂定或修正相關法規之數目。 

2.研擬外來入侵種對生物多樣

性的調適策略數。 

3.建立診斷技術數、入侵分佈預

測種數 

4.確認我國無高病原性家禽流

行性感冒及狂犬病入侵。 

5.降低錯誤觀念之放生案件數。 

6.有效控制、縮減範圍、移除之

外來入侵種種數及佔總外來

入侵種種數。 

2.加強復育劣化

生態系 

6.2.1 劣化生態系復育計畫 每年崩塌裸露地植生復育面積

公頃數 

每年辦理劣化地復育面積。 

6.2.2  劣化棲地復育計畫 調查西部地區地層下陷之農地

區位，進行通盤檢討與規劃，

並針對其中具備生態發展潛力

之區域，以生態休耕補助之方

式，輔導轉型為溼地生態園

區，逐步建立西海岸溼地生態

保育軸。 

1.租用地層下陷農地 70 公頃、

營造 2 處溼地生態園區。 

2.溼地生態園區野生物棲息面

積及物種增加量。 



 142 

七、強化

基因多樣

性的保存

與合理利

用 

因應氣候

變遷的農

林漁牧與

野生物種

原保存與

利用數目 

1.確保遺傳資源

之保存與合理利

用，以因應氣候

變遷下的農林漁

牧發展與野生物

保育 

7.1.1 種原保存計畫 1.種原保存或備份保存累積量

及增加量。 

2.種原交換或交流之數量。 

3.種原庫中種原被利用於因應

氣候變遷之成效。 

種原利用數量。 

八、強化

生物多樣

性監測、

資 料 收

集、分析

與應用，

評估生物

多樣性脆

弱度與風

險 

生物多樣

性脆弱度

與風險評

估及生態

系服務與

功能研究

產生之因

應政策與

行動項目

數，以及生

物多樣性

資料庫與

監測系統

完善度 

 

1.建構生物多樣

性監測與資料庫

系統，定期監

測、評估成效    

8.1.1 生物多樣性資訊中心

設立計畫 

建立生物多樣性主題性資料服

務項目 

1.設立全國生物多樣性資訊中

心 

2.完成全國生物多樣性資料流

通供應政策與機制 

 8.1.2 建構國家生物多樣性

指標監測及報告系統 

1.針對特定物種族群、受威脅物

種及生態系規劃及建置大尺

度長期監測系統，並定期發佈

現況與趨勢報告 

2.針對資訊較為缺乏的類群，強

化分類研究及物種分布資訊

登錄。 

3.建構生物多樣性分布資料庫。 

4.建立一套針對生物資源之災

損評估及預警之方法。 

5.篩選台灣周邊海域需持續或

新增辦理生物多樣性長期監

測之區域。 

1.逐步建置及穩定推動範圍涵

蓋全台之鳥類、爬行類及其他

生物類群與特定生態系監測

系統，每年發佈監測報告。 

2.持續增加本土物種多樣性名

錄。 

3.完成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之建

立，並持續蒐集累積生物多樣

性物種登錄及監測資料。 

4.生物多樣性監測資料應用於

改善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續

利用之措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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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強化生物多樣

性資料的有效分

析與利用，並據

以調整生物多樣

性策略與行動 

8.2.1 氣候變遷對生態系(含

海洋)之評估及預測計

畫 

1.收集並建立長期性生態基本

資料，整合全國生物多樣性資

訊。 

2.進行氣候變遷對生態系之評

估及預測分析。 

整合全國生物多樣性資訊，提

高資訊利用效率。 

  3. 加強研究以

提升評估生物多

樣性脆弱度與風

險，及生態系服

務與功能貢獻的

能力 

8.3.1 氣候變遷及人為活動

對海洋及陸地生物多

樣性影響研究計畫 

1.研究氣候變遷及人為影響之

計畫數。 

2.蒐集及建立海洋及陸地生物

多樣性之基礎資料及氣候變

遷與人為影響因子之變動資

訊。 

1.依研究而調整之政策或擬訂

之行動計畫數。 

2.研究氣候變遷及人為影響對

海洋生物多樣性影響之個案

數。 

   8.3.2 生物多樣性脆弱度與

風險評估 

1.氣候變遷下脆弱生態系生物

多樣性現況與評析，包括高山

生態系、內陸湖沼及溪流生態

系等。 

2.釐清海岸變遷對紅樹林之衝

擊及其生態功能的影響。 

3.現有及未來可能受氣候變遷

威脅物種及生態系評析。 

4.因應氣候變遷，重要及潛在待

保護區域所在範圍評析。 

1.確認各類生態系脆弱度的個

案數 

2.研擬適當措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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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 建立海洋環境監控及

建立評估放流作業流

程計畫 

魚礁投放，增加人工棲地；種

苗放流，提高漁獲產量。 

每年建構 12 萬立方公尺人

工棲地環境及放流魚貝介

種苗 800 萬尾 (粒 )，維持適

當漁業資源數量，以達成

資源永續利用。  

  4.依據風險評估

結果，規劃妥適

之調適政策與優

先行動 

8.4.1    

   3.2.3 森林脆弱度預警及監

測計畫 

同調適策略 3 調適措施 2 同調適策略 3 調適措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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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總經費 

 

計畫名稱 
經費（千元） 優先推動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1.1-1 加強旱災灌溉應變機制-研

訂各農田水利會乾旱時期
分區輪流停灌計畫 

- - - - - -  

1.1.1-2 節約農業灌溉用水推廣旱
作管路灌溉與現代化節水
設施 

90,000 90,000 90,000 90,000 90,000 450,000  

1.1.1-3 因應氣候變遷提強化農業
用水調蓄設施升農業用水
利用效率-以彰雲地區為例 

5,000 - - - - 5,000  

1.1.1-4 規劃利用電腦遠端監控及

自動控制調配系統配合調
蓄設施加強灌溉管理計畫-

以關山大圳及卑南上圳為
例 

- - - - - -  

1.1.1-5 強化水稻用水栽培體系可
行性評估及其對水資源影
響 

- - - - - -  

1.1.1-6 水利會改造與營運效率提

升-以彰雲地區為例 
1,500 - - - - 1,500  

1.1.2 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並
建立農地合理利用機制 

13,259 9,318 13,000 13,000 13,000 61,577 V 

1.1.3-1 糧食生產調適計畫 10,200,000 10,300,000 10,300,000 10,800,000 10,800,000 52,400,0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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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坡地農業轉型計畫 18,000 17,500 17,100 16,600 16,600 85,800 V 

1.1.3-3 運用具適應氣候變遷之作
物優勢品種、技術，推動
規模化產銷專區 

110,274 115,350 115,350 115,350 115,350 571,674  

1.1.4 加強糧食作物供應之風險
管理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80,000  

1.1.5 國際合作降低缺糧風險計
畫 

4,000 4,000 4,000 4,000 - 16,000  

1.2.1 漁業作業模式調整及強化
產銷預警與供應調節機制 

38,000 38,000 38,000 37,000 1,000 152,000 V 

1.2.2 養殖用水再利用計畫 101,000 101,000 101,000 101,000 - 404,000 V 

1.2.3  不適養殖魚塭變更用途之
可行性評估計畫 

700 700 700 700 - 2,800  

1.3.1 畜禽產業生產方式調整及

強化產銷預警與供應調節
機制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22,500  

2.1.1 種原交換計畫及抗逆境品
種研發應用 

25,580 25,490 7,430 6,230 - 64,730 V 

2.2.1 抗逆境畜禽品種及牧草與
飼料作物之選育計畫 

23,000 23,000 22,000 22,000 22,000 112,000 V 

2.2.2 畜禽產業抗逆境生產調適
研究計畫 

10,05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5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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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強化水溫、洋流、棲地等
海洋環境及魚群物種分
佈、洄游路徑變動等研究
及預測，及評估新漁場的
開發利用與價值 

15,900 16,900 16,000 17,000 8,000 73,800  

2.3.2 抗逆境養殖魚種研發及植

物性蛋白飼料選拔計畫 
61,410 62,110 62,910 62,910 62,910 312,250 V 

2.4.1 動植物疫病蟲害監測及強
化防治計畫 

50,528 47,519 46,620 45,950 46,638 237,255 V 

3.1.1 林木抗逆境種苗培育與育
林技術研發計畫 

4,500 4,500 3,400 2,000 2,000 16,400  

3.1.2 林業經營模式調整與林分
結構強化計畫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600,000 V 

3.1.3 環境友善之林業生產體系

推動計畫 
13,000 14,000 15,000 16,000 16,000 74,000  

3.2.1 限制環境敏感地區林木伐
採與建立適當補償機制計
畫 

27,000 9,635,000 861,000 861,000 - 11,384,000  

3.2.2 加強林地管理與維護森林
健康，以提升森林公益功
能計畫 

241,800 262,000 277,000 297,000 272,000 1,349,800  

3.2.3 森林脆弱度預警及監測計
畫 

3,200 3,200 3,200 4,000 4,000 17,600  

4.1.1      建置農、漁、畜產品即時
貯量或預警監控資訊系統
計畫 

1,200 - - -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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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民間稻米庫存動態調查計
畫 

1,691 1,691 1,691 1,691 1,691 8,455  

4.1.3 強化農業氣象觀測網及預
警 

8,000 8,000 8,000 8,000 - 32,000 V 

5.1.1 強化我國海洋保護區管理
與執法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000  

5.2.1 強化自然保護區域經營管
理及網絡連結計畫 

16,000 15,000 - - - 31,000  

6.1.1 外來入侵種之評估、偵
測、監測及防治與防除計
畫 

98,663 99,176 69,176 69,176 69,176 405,367 V 

6.2.1 劣化生態系復育計畫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100,000 V 

6.2.2  劣化棲地復育計畫 12,500 16,000 20,000 20,000 20,000 88,500 V 

7.1.1 種原保存計畫 77,100 77,600 75,600 76,100 - 306,400 V 

8.1.1 生物多樣性資訊中心設立
計畫 

- - - - - - V 

8.1.2 建構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
監測及報告系統 

22,146 28,124 30,000 32,000 32,000 144,270 V 

8.2.1 氣候變遷對生態系之評估
及預測計畫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 40,000  

8.3.1 氣候變遷及人為活動對海
洋及陸地生物多樣性影響

研究計畫 

9,468 9,368 3,000 3,000 3,000 27,836  

8.3.2 生物多樣性脆弱度與風險
評估 

24,499 25,354 25,000 25,000 25,000 124,853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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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建立海洋環境監控及建立
評估放流作業流程計畫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 600,000 V 

  合計 11,650,468 21,381,900 12,558,177 13,078,707 11,792,365 70,461,617  

經費來源：農委會公務預算及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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