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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全球升溫1.5°C
未來冬季更短，夏季更長
2065年，台灣無冬天，夏季將超過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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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象 署 氣 象 站 相 當 於 樹 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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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夏天會越來越熱，還會更熱？

逐步墊高
基底溫度

盆地地形
建設水泥化

高壓壟罩
結合地形

全球暖化 區域環境 氣候條件

突發的
極端天氣

極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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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高溫對策推動關鍵

辨識風險，提升韌性
整合各界力量，循序從科學、制度與行動面逐步強化氣候韌性

科學面 制度面 行動面

建立標準體系
凝聚共識

基於監測、科研資料，
釐清在臺灣氣候條件下，
何種高溫情境需要啟動
應變行動

分類領域需求
制定指標

針對健康、勞動、交通、
教育、運動、農漁、林牧
等領域，訂定適切且可執
行的行動標準

整合行動資源
強化協作

建構跨部門協力體系，
提升高溫調適行動的一
致性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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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組織架構及運作方式
抗高溫調適對策聯盟

政府機關
(中央、地方)

民間團體
(社區志工、環保團體)

響應企業
(公協會、企業)

諮詢小組
(專家學者、智庫學研)

運作
方式

各項行動將以工作分組方式，將相關中央、地方政府、專家學
者、公協會、企業、民間團體納入進行分組討論、廣徵意見，
落實抗高溫調適對策行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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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 抗高溫

制 度2 方 法2 拓 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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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健康氣象預警資訊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氣象署｜高溫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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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度

2 0 2 6 未 來2 0 2 5

共通性指標
（預警啟動應變機制）

逐步建立保護脆弱群體
因應高溫調適機制

分年針對各領域及脆弱群體
建立高溫預警指標

氣溫 濕度 太陽輻射 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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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6 未 來2 0 2 5

逐步落實
並規劃更全面的高溫調適對策

規劃建立標準作業程序
試行應變啟動機制

２ 制度

試辦演練及啟動條件
雙北合作先⾏

・健康通報・路面灑水・調配農牧用水・勞工防護措施・
・高風險族群照護・大型戶外活動調整・交通設施防熱安全檢測・

預警
條件

依氣象署資訊，
以橙燈及紅燈作為高溫預警標準

啟動
演練



臺北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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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6 未 來2 0 2 5

逐步落實，全國推動研議設置規範，協助六都建置

Cool Map

臺北市、臺南市
都市熱島地區優先示範

1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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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6 未 來2 0 2 5

逐步擴大訂定
協助企業永續經營

研擬企業抗高溫行動指引規範並試行
（依企業需求）

辦理工作坊
邀請各界參與廣徵意見

2 方法

提供企業管理場域對策＋跨企業合作＋公部門與企業合作

・實體通路・線上通路・冷氣空調・運輸服務・保險業・營造業・防護產品・寵物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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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6 未 來2 0 2 5

逐步落實，全國推動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逐步擴大照護結合跨部會數據資料，臺南市合作示範
辨識能源貧窮弱勢並協助

1 拓展

首波試辦，獨居老人優先

 用電輔導
減輕能源支出負擔

 辨視高風險地區
連結cool map避暑點

助

 內政部老年人口清冊
 衛福部獨居老人清冊
 台電公司用電數據
 環境部+氣象署

溫度監測資料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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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5 ◣ 7 / 2 5 — 7 / 2 7 8 — 9 月

中 南 部臺北市
大安森林公園站陽光大廳

2 拓展

都市熱島 議題+熱產業+環境教育



全球氣候調適差距

🧩 執行差距
有計畫，難落地

📊 資訊能力差距
缺乏數據與技術

🏛 制度差距
治理架構與協調薄弱

💰 融資差距
調適資金嚴重不足

⚠損失與損害
災害損失持續上升

⚠ 公私協力不足
政府主導，民間參與不足



!讓我們一起 抗高溫
2 個 制 度 2 個 方 法 2 個 拓 展

為現在 也為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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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高溫對策展 建置高溫調適單⼀入⼝網站

企業：響應成立「抗高溫商品專區」
響應提供家電涼夏優惠

大數據分析-應對能源貧窮行動規劃

研商修正納入新⼀期國家調適⾏動計畫

建置高溫防護地圖(Cool Map)示範 協助六都建置高溫防護地圖

企業抗高溫整備與⾏動

部會研擬跨領域高溫調適策略

行
動
面

科
學
面

盤點辨識高溫風險的氣候
推估、科研資料、以及氣

象監測體系

制
度
面

利用既有平台提供⺠眾高溫預警資訊

建立高溫應變啟動機制

試辦高溫調適對策演練

建立各領域及脆弱群體
高溫預警指標及應變SOP

抗高溫應變
整備

依據SOP執行
抗高溫行動

整合部會、地方資源擴大照護

研擬企業抗高溫行動指引

抗高溫行動路徑與規劃



建立高溫應變啟動機制規劃
指標 熱指數 (Heat Index) 綜合溫度熱指數 (WBGT) 氣溫

常用
對象

評估戶外作業場所 所有民眾 所有民眾

考慮
因子

氣溫、相對濕度
氣溫、相對濕度、太陽輻射及

風速
氣溫

應用 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衛福部 健康氣象預警資訊 氣象署 高溫預報

等級
劃分

熱指數值 熱危害風險等級

≧26.7，＜32.2 第⼀級

≧32.2，＜40.6 第二級

≧40.6，＜54.4 第三級

≧54.4 第四級

WBGT(°C) 警戒等級

32 注意

34 警戒

36 危險

38 高危險

燈號 等級閾值

黃色 36度以上

橙色
36度連續3日
或38度以上

紅色 38度連續3日

2 0 2 6 未 來2 0 2 5

共通性指標
（預警啟動應變機制）

逐步建立保護脆弱群體
因應高溫調適機制

分年建立各領域及脆弱群體
高溫預警指標



試辦抗高溫調適對策演練

規劃與台北市、新北市合作試辦

預警

對策
行動

檢討

依據氣象署高溫資訊
以橙燈及紅燈作為高溫預警

試辦抗高溫調適對策演練

1.回報執行情形予環境部彙整
2.將視執行情形檢討修正

因應措施(規劃)

• 氣象單位：氣象監測
• 環保單位：路面灑水
• 消防單位：民眾救援
• 衛生單位：衛教宣導
• 社會單位：弱勢關懷

• 勞動單位：勞動檢查
• 教育單位：調整教學
• 電力單位：穩定供電
• 交通單位：運輸防熱
• 農業單位：農畜防暑

2 0 2 6 未 來2 0 2 5

逐步落實
並規劃更全面的高溫調適對策

規劃建立標準作業程序
試⾏應變啟動機制

試辦演練及啟動條件
雙北合作先行



建置高溫防護地圖(Cool Map)規劃

規劃建立全國資料蒐集平台
Open Data

圖書館

開放時間：8:30AM-
9PM

地址： ○○區東園街…
座標：25.02837, 121.49540

設施：飲水、空調
類型：公有設施

規劃設置規範

 場域類型：

1. 戶外涼適地方

2. 具有空調之公共
或私有場域

3. 半開放式場域(如
遮陰設施、廊道)

l 可具備設施：

1. 可⾏範圍內提供免
費飲水、座椅、休
息區等設施

2. 可具備無障礙空間
與便⺠設施

2 0 2 6 未 來2 0 2 5

逐步落實，全國推動研議Cool Map設置規範
協助六都建置

臺北市、臺南市
都市熱島地區優先示範



企業管理場域對策

防護產品

營造業

研擬企業抗高溫行動指引規劃

改善工作環境

改善通風與降溫設施

優化熱源管理

調整設備與動線設計

智慧監測技術應用

調整作業流程

彈性作業時間規劃

風險教育與應變機制

建立夥伴互助機制

資源與支援

強化健康管理

提供合適防護裝備

個人健康管理推廣

宣導健康行為

線上通路

實體通路通
路

冷氣空調

運輸服務

保險業

多
元
化
產
業

寵物友善

跨企業合作
•鼓勵企業參與防暑商品開發與行動，透過通路建立抗高溫商品特區，提供⺠眾服務。

•員工使用個人防護具更多元：尋求市場更多廠商提供各式新型防護具使用

公部⾨與⺠間企業合作
•與各部會合作，針對已訂定的指引適宜性，企業提供實務經驗，滾動修正

•鼓勵企業指定其設有空調並對公眾開放的設施或場所作為指定避暑設施，並提供相關資訊。

企業類型 指引重點

2 0 2 6 未 來2 0 2 5

逐步擴大訂定
協助企業永續經營

研擬企業抗高溫行動指引規範並試行
（依企業需求）

辦理工作坊
邀請各界參與廣徵意見



規劃跨部會及臺南市合作示範，以獨居
老人為試辦對象，透過大數據分析，找
出最需要幫助的人

l 減輕能源支出負擔：與能源署合
作規劃導入用電健診服務改善用電安
全、設備汰換資源協助並降低能源費
用負擔。

l 避暑地點優先設置：脆弱群體(獨
居老人)居住區域，優先盤點避暑地
點，需具備無障礙空間，提供使用。

大數據分析-應對能源貧窮行動規劃

跨部會資料串連 規劃協助⽅式

臺南市都市熱島地區示意圖

2 0 2 6 未 來2 0 2 5

逐步落實，全國推動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逐步擴大照護跨部會及臺南市合作示範
辨識能源貧窮弱勢並協助



抗高溫對策展

捷運站出入口
→大安森林公園站 陽光大廳

策展地點

展示背板、宣傳影片、展攤(週末)辦理形式

⼀般⺠眾目標對象

都市熱島議題、熱相關產業連結展⽰議題

預計7/25(五)-7/27(日)辦理北部場

主展場：陽光大廳

中、南部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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