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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座談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二、 地點：金門縣環境保護局大會議室 

三、 主持人：李局長廣榮                      紀錄：楊詠言 

四、 出席（列）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金門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說明（略）。 

七、 綜合討論與意見交流： 

（一） 金門縣環境教育學會—林英生理事長 

1. 關於水資源領域，因目前有大陸原水作為供水源之一，相較

過去本縣缺水危機已較為舒緩，然大陸福建省同樣面臨氣候

變遷問題，未來金門若與福建省同時發生乾旱，將造成大陸

原水可供水量異常。因此，如報告中提到的金門應保有 75%
自有水源。而在目前大陸供水充足甚至過剩的情況下，應考

量如何保留天然水源下滲補充地下水，提升因過去長期超抽

而大幅下降的地下水位。此外，亦可將地下水庫概念納入考

慮，增加儲蓄水量以供應來年發生乾旱時使用。 

2. 關於金門氣象資料，在金門氣象站成立前，金門相關資料由

農試所以人工方式記錄，建議可將農試所紀錄納入使用，以

比較更長期的氣象變化。 

（二） 金門縣農會—文水成總幹事 

1. 水資源再利用目前編在土地利用領域，但金門一天有將近 8、
9 千噸的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於農田，建議是否可把它改編在



水資源領域較為合適。 

2.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領域目前歸在非關鍵領域，然金門可

耕地面積約 5 千多公頃，每年高粱、小麥 2 季約種植 3 千多

公頃，因此農業對於金門來說很重要，是否有機會可以將其

納到關鍵領域。另外，農友小麥契作的政策是否調整，依據

政策在種植小麥前一定要先種植高粱，然而部分農田的面積

較小，可能只有 200 至 300 平方公尺，相較於整地休耕，配

合政策種植高粱時，為防範蟲害會灑農藥，可能反而對環境

負荷較大，且農民難以取得收穫。 

八、 會議結論 

（一） 感謝各單位於上半年度提供的相關資料及今天提供的意見，

以上提供的意見皆會納入作為調整本期調適執行方案初稿的

參考。 

（二） 本期調適執行方案初稿已公開在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的氣候資

訊 公 開 平 臺 (https://www.cca.gov.tw/information-
service/info/12173.html)，如於會後仍其他意見，可於 9 月底

前提供給本案承辦人，或是將意見提供給各單位長官於推動

會中提出。 

九、 散會：下午 3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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