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草案)座談會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多媒體簡報室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主持人）：許局長嘉琦                             紀錄：湯翊羚

壹、主席（主持人）宣布開會（致詞）

貳、報告事項：（詳如會議簡報）

本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初稿內容說明

參、與談者分享與意見討論：

一、童教授慶斌

(一)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緩、防災之差異可在未來能力建構工項加強。

(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包括三大重點(1)關鍵議題(2)空間熱點(3)時間點；建

議未來執行方案可強化需要援救行動的時間點。

(三)情境選擇可列在執行方案中的工項。

(四)韌性調適未來可進一步連結對應，關鍵議題風險之危害、暴露與脆弱

度。

(五)可規劃幾個進行在地細部風險評估與韌性調適量化評估計畫。

(六)能力建構可再強化產業掌握機會之能力。

(七)組織架構中執行秘書組，可考慮拉高成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推動辦公

室。

(八)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部分在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較難短期見到成效，所

以可考量工作程序指標，來檢覆執行達成狀況。

(九)土地利用面向與國土規劃息息相關，建議可能有必要進一步評估國土

規劃在氣候變遷下之風險與可能因應政策。

(十)現有農業作物、養殖、林產、畜牧可能面臨之風險，如何調整可進一

步評估。

(十一)都市或農村減洪治水之關鍵是排水系統之處理能力，未來短延時強

降雨強度是否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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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未來檢討若考慮氣候變遷，那些工作就可以不用做，以釐 清是原有

業務或針對氣候變遷新業務。

(十三)公正轉型可以再加入，即是否有弱勢族群，受災風險高，但調適能

力弱，建議加入能力建構。

二、 陳委員育貞

(一)在全球延宕氣候變遷因應數十年之後，如今我國已立法、訂策，此刻

相關行動可謂與時間賽跑，不論是減碳或調適，亟須政府和民間密切

加速合作，而本計畫即是帶動宜蘭官民共成－集體行動的發動機。故

期望計畫內容能逐年演進，以補齊基礎資訊(第一、二章)，以嚴謹議題

評估和目標釐訂(第三章)，使執行方案和推動策略能更符宜蘭之特殊、

必要與合宜性(第四～六章)。

(二)第二章是本計畫之規劃基礎，亦是往後年度滾動擬定執行方案的重要

參考，故內容須具一定程度的完整性。目前本章第二、三兩部份(節)內

容較為粗略，圖資亦不易核對閱讀；建議補強，包含說明或分析圖。

(三)第二章的第二部份(節)宜包含：水資源(例如水系流域、湧泉及伏流水

等)、土地資源（例如地質土壤、礦業資源、溫/冷泉資源等）、生態資

源(例如森林、濕地、重要自然生態資源例如保護區、保留區、保育區、

重要棲息環境等)、山坡地、環境敏感地區(例如災害、生態、文化資產、

資源利用敏感地區等)，以及海岸海域及海洋資源、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宜包含：1.都市計畫實施狀況及土地使用概況。2.非都市計

畫土地（鄉村地區）分區及使用概況。3.全縣土地使用現況（總評析），

包含全縣土地使用的較主要重大的議題。

(四)第二章的第三部份(節)：1.除目前各大項之外，宜增加教育設施、醫療

公衛、社會福利。2.目前的人口分布，建議調整為人口分布與組成，並

將脆弱族群納入。3.維生基礎設施：宜包含(1)補充水資源供應及水利

設施 (2)污水、雨水下水道、污水處理設施(3)能源與電力設施 (4)交通

運輸。

(五)第二章的第四部份(節)過去氣候因子造成的災害及現況描述：1.溫度和

降雨的變化，皆宜補充平地、山區、高山區在不同海拔空間的變化資

訊。2.農作物及第一期稻作的受災狀況，宜附可資解讀的說明圖。

(六)第二章的第五部份(節)受氣候變遷影響之氣候特性及未來趨勢分析：1.

溫度及降雨之未來推估，皆宜補充平地、山區、高山區自基期至 4℃在

不同海拔空間的變化資訊。2.宜對應第二章第四部份，補充呈現農作物

及第一期稻作產量影響(附圖)。3.宜補充～颱風事件淹水發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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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二章的第五部份(節)，宜補充以下兩項：1.海岸變化趨勢預測

分析(海平面上升、颱風風浪高衝擊評估、颱風暴潮高度衝擊評估) 2.全

縣災害潛勢分析(附圖)。

(七)第二章的第六部份(節)檢視重要施政願景或政策發展藍圖：目前所提的

兩個計畫軸線 1.積極投入水域的永續治理 2.精進全縣防災教育及落實

演練，皆很務實重要，唯較屬於措施性質，作為全縣重要施政願景則

過於具體，亦或有偏廢。可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對接本縣國土

計畫目標及近卅年宜蘭環境價值論述以調整之。

至於目前所示的 6+5 個子項目，因與後續章節內容(含 P54～85各表)並

無對接關係，故可考慮自本節移除，或適度移至後續章節內容之中。

(八)第三章第一部份(節)評估氣候變遷危害脆弱度、比對基期與未來推估情

境之脆弱度等級變化。此分析固然具參考性，然其成果要如何對接到

第二部份(節)檢視既有施政計畫能否因應關鍵領域未來風險？目前仍無

法具體解讀或勾稽。

(九)第三章第二部份(節)既有施政計畫能否因應關鍵領域未來風險：本計畫

自七位一體的調適領域中，界定其中三個、指認為本縣的關鍵領域。

這意味著，其餘四個非關鍵領域，將是此三關鍵領域的關聯支持或配

套。建議突顯並說明此一概念。

(十)第四章的執行方案推動策略(表 4-1)，係基於計畫撰寫規格所為。其內

容，多取自各局處主責業務之相關內容。唯若要積極於氣候變遷調適

之因應，則有兩個建議，提供後續參考：1.宜能評估關鍵議題的關鍵/

優先區位(含脆弱社群)，釐訂短中長程調適目標，提出整合跨調適領域

的執行方案，和各方案恰當銜接的期程規劃。2.前述關鍵議題與區位的

產出，除有科學性分析為據，更需以跨單位共議共決的過程。

(十一)承上之 2.，凸顯由首長領頭的專案辦公室的重要性。其不止於計畫

統整的功能，更是協助首長召開跨單位議決的幕僚。透過此一過程，

將有機會超越既有的、單位彼此區隔的業務內容，而有機會創新行動。

三、斜槓生活文化有限公司

(一)碳匯部分宜蘭除了黃碳外，蘆葦、狼尾草等青碳也能納入考慮，因宜

蘭有防洪治水需求，而這兩種植物的相關方法學在近幾年也有成果，

且狼尾草還能做生質能源材料。

(二)蘆葦可種植於鹹淡水交界處和荒廢魚池，而其增匯方式進行採收利用，

由農民種植管理，達成農地農用。

四、宜蘭惜溪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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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宜蘭自然條件特性，水資源是不可忽視的，在濕地或魚塭種植蘆葦

這類植物，縣府可往這方面推進。

(二)林業保育署欲推動國土生態綠網，將強勢外來種去化做生質能源應用，

種植原生植物，有助於河川復育、防洪。

(三)宜蘭的微水力發電有相當大的潛力，可跨部門合作開發。

五、宜蘭縣野鳥學會

(一)因宜蘭土地破碎化，造成對鳥類棲息地的影響，許多微小工程使用

「三面光」建造手法，也影響生物生存。

(二)保育知識推廣應從教育下手，使民眾更容易接受。

六、宜蘭縣環境保護聯盟

做碳匯同時，也將土地保護下來，農民也不需要興建農舍，讓宜蘭有更

好的生活空間。

七、臺灣氣候行動網路

(一)劇烈氣候通報的範疇為何，除了內容有寫到的低溫通報，是否有納入

高溫通報機制? 脆弱族群部分，非獨居長者、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者是

否有相應調適措施?

(二)漁業在氣候變遷下是否會遭受影響，在風險評估中未看見相關分析。

(三)重要基礎設施如：醫療院所、變電箱和抽水站等位在淹水潛勢區，是

否針對易淹水地區做相對應調適措施?

八、中華民國有機廢棄物再利用發展協會

熟廚餘處理方式，從堆肥、養豬，改為水產養殖跨物種的處理，隔絕非

洲豬瘟發生機率，達到節能減碳改善沿海光電下的水產養殖業，降低飼

養成本，提高農糧自給率。

肆、綜合結論：

本座談會與會者之相關意見，將由本縣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執行秘書

組統一彙整請各局處確認與回復，滾動式檢視調整「宜蘭縣氣候變遷調適

執行方案」(草案)內容，並依氣候法規定期程提報環境部。

伍、散會：上午 12 時 00 分整

第 4頁,共 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