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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明訂水資源領域調適總目標

為「在水資源永續經營與利用之前提下，確保水資源量供需平衡」，

並規劃四項水資源調適策略與十四項水資源調適措施，而經濟部

水利署則依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規劃推動「國家氣

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水資源領域」，以下依據規劃流程說明調適

行動方案內容： 

一、我國水資源現況與氣候變遷情形分析 

需求面以農業用水為最大宗，而供給面則因水庫淤積嚴

重，導致供水能力降低(請見圖 1)。歷史資料顯示臺灣豐枯水

年的循環週期縮短，且呈現豐枯加劇的趨勢，另外亦觀察到

可能受氣候變遷影響的四項趨勢：(1)溫度上升、(2)不降雨日

數增加、(3)降雨強度增加以及(4)海平面上升。 

 

◎供給：近年水庫淤積嚴重，供水能力降低。
◎需求：農業用水為最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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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我國水資源供需現況 

二、我國水資源調適範圍與課題確立 

在氣候變遷的衝擊下，未來更難掌握天然水資源情勢，

而供水能力亦面臨挑戰，水資源供給勢必無法完全因應需求

而提升，因此我國必需優先考慮三項水資源調適課題：(一)

水資源開發與保育、(二)水資源供給、(三)水資源需求。此外，

國家亦可透過進口管道購買耗水產品，間接獲得水資源使用

效益，因此將「水資源進出口」納入調適範圍，列為第(四)

項水資源調適課題(請見圖 2)。 

 

圖 2 我國水資源調適領域範圍與課題 

三、氣候變遷下臺灣水文情境分析與設定 

全球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排放具有高度關聯性，綜合考

量臺灣現況與未來溫室氣體排放的不確定性，我國水資源調

適行動將分階段規劃施行，並定期檢討施行情況，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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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式增修。第一階段的調適目標年規劃為民國 109~128 年

(西年 2020~2039 年)，分析基期則訂為民國 69~88 年(西元

1980~1999)年，而溫室氣體排放情境則採用國際普遍認為最

有可能發生的 A1B 情境作為推估台灣水文情境的基礎(請見

圖 3)。 

 

圖 3 氣候變遷情境下全球年均溫趨勢與調適目標年規劃 

根據全球環流模式(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GCM)在

A1B 情境下的推估結果，在國際常用的 24 個 GCM 中，相對

多數模式(9 個 GCM)顯示臺灣地區較可能發生的水文情境為

「豐愈豐，枯愈枯」，與歷史降雨資料的趨勢分析結果相符，

因此設定此情境規劃調適行動方案。而台灣重要流域(包括淡

水河流域、曾文溪以及高屏溪流域)在「豐愈豐，枯愈枯」情

境下的雨量明顯高於基期雨量，以重現期 100 年延時 48 小

時的單站雨量為例，北部地區情境雨量較現行設計雨量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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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率約為 4%~17%，中部地區約為 4%~20%，南部地區約為

12%~82%。 

四、氣候變遷對我國水資源的衝擊評估 

經逐項分析氣候變遷影響因子對水資源的影響(包括 4項

氣候變遷影響因子對 11 項水資源細項課題的影響，共計 44

項。)，依據結果確立在氣候變遷 17 項主要衝擊下可能面臨

風險的 9 項水資源細項課題(請見圖 5) 

 

圖 4 氣候變遷主要衝擊下可能面臨風險的水資源細項課題 

 

五、氣候變遷下水資源風險評估 

綜合考量「發生可能性」與「發生後果」，依據氣候變

遷下水資源風險評估準則(請見圖 6)，逐項分析 9 項水資源細

項課題在氣候變遷 16 項主要衝擊下的危險度、脆弱度以及風

險，評估結果顯示 3 項可能面臨高風險的水資源細項課題(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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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圖 7)：(1)可利用的地表水資源減少、(2)水庫蓄水功能降低

以及(3)農業用水需求增加。 

 

圖 5 氣候變遷下水資源風險評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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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氣候變遷下我國水資源風險評估結果 

六、水資源調適策略與行動方案 

依據「國家調適政策綱領」明訂的四項水資源調適策略

與十四項水資源調適措施，經濟部水利署協調相關單位規劃

六十九項對應的水資源行動計畫，總經費為 1,552.59 億元。

此外，依據氣候變遷下水資源風險評估結果，對 3 項可能面

臨高風險的水資源細項課題，先提列 9 項優先執行的行動計

畫，另外再提列 4 項「重要綜合型的調適行動計畫」，共計

13 項優先執行的行動計畫(請見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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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優先執行的調適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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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主辦機
關

1.1.1 因應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機制與策略探討 水利署

1.2.8 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營管理計畫 環保署

2.1.3 蓄水建造物更新及改善計畫(第二期) 水利署

2.1.4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水利署

2.2.1 水庫集水區土地利用與管理規劃示範計畫 水利署

2.5.2 健全水權管理計畫 水利署

3.1.6 提升農業水資源利用效率政策規劃 農委會

3.3.1 節約農業灌溉用水推廣旱作管路灌溉與現代化節水設施 農委會

3.3.7 研析彰雲地層下陷地區水稻節水灌溉及耕作制度調整計畫 農委會

3.1.1 自來水事業永續經營之水價策略規劃研究與推動 水利署

3.1.4 研訂有關建築基地之基本雨水貯集量及設置雨水貯集滯
洪設施等規定

營建署

3.3.6 新辦農地重劃區配置灌溉調節池 農委會

4.3.2 訂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建構再生水發展環境及獎勵機制 水利署

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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