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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未來規劃及需求 

一、 能源部門氣候變遷衝擊風險評估準則制定（6-1-1-1） 

（一） 解決調適問題之困難與執行障礙 

能源供給領域常見氣候衝擊包含淹水、強風吹毀、高溫、

坡災及颱風複合性災害等，其風險評估考量因素不同，故須採

用圖資或資料種類也不同，部分災害潛勢圖資及相關科學推估

數據，尚待各主管機關陸續更新釋出。由於氣候變遷情境具高

度不確性，為提升風險評估結果之準確度與可信度，仍需透過

氣候圖資主管機關取得適合能源設施評估尺度之數據，以利加

值運用至風險評估中。 

（二） 未來規劃與需求 

氣候變遷極端天氣事件將造成能源設施損害、中斷或效率

不如預期，導致能源穩定供應面臨挑戰。為面對氣候變遷之衝

擊，本計畫賡續建置能源供給領域適用之氣候衝擊風險評估準

則（如坡地災害、高溫、複合性災害等），另應配合各主管機關

釋出或更新氣候變遷圖資與科學報告數據之時程，滾動式檢討

氣候風險評估準則。 

 

二、 能源系統風險評估工具建置（6-1-1-2） 

（一） 解決調適問題之困難與執行障礙 

原系統風險評估期透過電力潮流模式評估電力系統之風

險，惟電力系統架構經常改變，不易掌握即時的電力資訊；因

此後續擬以既有設施風險評估資料為基礎，與可掌握即時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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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之單位合作，期發展可在特定氣候衝擊情境下考量電

力系統衝擊之評估方法。 

（二） 未來規劃與需求 

氣候變遷將增加能源需求的不確定性。故本計畫未來亦將

持續透過蒐研國內外能源部門於評估能源系統受氣候衝擊時之

風險案例，運用於我國能源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作，持續

開發能源系統風險評估工具並滾動式檢討更新。 

 

三、 能源產業氣候風險評估自主管理制度（6-2-1-2） 

（一） 解決調適問題之困難與執行障礙 

本計畫透過試行能源廠家風險評估，及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列入國營考成要點，鼓勵能源業者參與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

作，掌握能源設施氣候風險，並期將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融入例

行營運管理工作之中，實現調適主流化。目前國內對於氣候變

遷調適尚未有強制性法規，故本計畫多採鼓勵與輔導性質協助

能源業者進行氣候變遷調適推動工作，期望未來業者能自主調

適。 

（二） 未來規劃與需求 

目前「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尚在修法階段，根據環保

署 110 年 10 月法規預告內容第 18 條第 2 項提及「國民、事業、

團體應致力參與前項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事項」，故本計畫將

配合修法期程並以公私協力建構調適能力為目標，規劃調適自

主管理機制。將調適主流化落實之能源產業，使能源廠家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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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之影響，並積極掌握氣候風險進行採行調適措施，以

落實強化能源設施氣候韌性工作。將氣候變遷調適管理工作，

成為能源廠家治理及營運管理的一環。 

 

四、 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置與輔導（6-3-1-2） 

（一） 解決調適問題之困難與執行障礙 

由於協助產業領域推動氣候變遷調適，必須先建立在設定

未來氣候變遷情境的基礎之下，然而現況國家已公開之氣候服

務資料，主要以溫度與降雨的未來變化率（指相對於基期的增

減比例）為主，此資料形式對於企業所關心的未來極端氣候事

件對營運衝擊情形，仍有其需求資訊上的差距。故基於可執行

面的考量且氣候資料的分析與模擬，非工業局所專長，僅能採

用已公開的氣候資料，來協助進行個別企業的氣候變遷調適工

作的推動。 

（二） 未來規劃與需求 

在需求上，希望在氣候資料的運用上，能夠與國家相關科

學研究機構共同討論相關議題與需求，並期有氣候資料運用的

相關教育訓練，使各單位能夠審慎正確的使用。另一方面，我

國法規已明訂未來企業必須依照「氣候變遷相關風險財務揭露

建議（TCFD）」進行氣候風險揭露，因此工業局未來將持續協

助我國製造業相關企業推動氣候變遷調適及導入 TCFD，以助

符合法規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