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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範疇之現況分析

本領域涵蓋農業生產、自然
資源管理及生物多樣性保育，
第二期調適行動方案(107-
111年)的總目標為「降低氣
候風險，建構強韌農業，確
保糧食安全，維護生物多樣

性。」，依此擬定6大策略
與25項行動計畫。

2.發展氣候智
慧農業科技

3.調整農業經
營模式並強化
產銷預警調節

機制4.建構災害預警
及應變體系

5.強化農業災
害救助與保險

體系

6.定期監測與
加強管理保護

區域

1.維護農業生產
資源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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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範疇之現況分析：107-111年執行成果

投保率51.8% 

開辦品項累計27項

投保面積累計36.2萬公頃

投保件數累計36.8萬件

理賠金額累計15.8億元

(截至111年底)

1. 農業保險
推動農業保險，擴大
保險範圍，降低營農
風險。

3. 農業災害預警
建構災害預警應變體
系，降低氣候風險與
損害。

4. 逆境調適科研
開發品項調適措施，
提升產業調適能力。

5. 水資源調適
更新農田水利設施，
降低水資源減少之
衝擊。

累計完成超過

29品項農漁畜作物之

逆境技術及調適措施研發
完成農田水利設施

更新改善累計1,285公里

相關構造累計4,503座

灌溉水監測累計15.5萬點次

推廣管路灌溉設施

面積累計11,040公頃

擴增至176個農業氣象站

提供293個重要經濟作物

生產區精緻化預報

累計製作64項區域作物

防災栽培曆
建構農業氣候資料客製化

圖集查詢工具

2.智能農業設施
發展智能農業設施，
提升產業抗逆境量
能。

累計輔導設置

1,740公頃之

結構加強型溫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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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災害預警
• 災害情報及農業

氣象資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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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範疇之現況分析：107-111年執行成果

• 設施型農業
• 農地空間調適策略
• 作物栽培曆

• 農業保險
• 種原保存及抗逆境

減災技術
• 智能農業設施
• 調蓄及智慧化農業

灌溉水資源
• 農產品產銷預警
• 生態環境調適與建

構生物多樣性指標

危害

風險
脆弱

暴露

危害度

暴露度

脆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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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變遷衝擊情形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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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變遷衝擊情形：對臺灣農業之影響

氣
候
變
遷

降雨型態

改變

影響層面

⼟壤

物種

⽣態系統

病蟲害

⽣
產
設
施

糧
食
供
應
無
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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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

乾旱

雨害

溢淹水

貿易因素

產量

農⼾收入
所得

農產品市場

⼀般家⼾
消費

品質

價
格

影響供應穩定性
造成設施設備、農⺠
資產之損失，影響農

業生產品質

《生態面》

影響農業生產及
環境資源

《經濟面》《生產面》

農
業
⽣
產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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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上升

極端天氣

事件增加

海平面
上升

低溫

風災 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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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氣候變遷情境設定及風險評估

國家調適應用情境設定：依環保署規範統⼀採「固定暖化情境設定」，作為風險評估
辨別調適缺口之參考情境

界定範疇 檢視現況 評估風險 綜整決策 推動執行 檢討修正

本領域情境：
參酌2018年出版《IPCC 全球升温 1.5℃特别報告》
訂出現行較優先需要解決的情境，

設定為氣溫上升 1.5℃

努力減碳

巴
黎
協
定

全球升溫必須
控制在2°C

升
溫

氣
候
風
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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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氣候變遷情境設定及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辦理歷程：依據TCCIP以AR5*暖化情境之RCP8.5 情境(高度排放)產製之統
計降尺度及動力降尺度氣候資料，完成風險分析

*我國農業部門在執行風險評估計畫時， IPCC AR6之最新資料尚未予以公布，故以下說明為使用AR5之評估結果，未來再視
2023年公布更新臺灣本土之AR6資料進行相關規劃

壹、辨識氣候風險與調適缺口 貳、調適規劃與行動

•完成分析過去10
年發生災損事件
規模（產值損失）
與頻率

•針對2030年指認
高溫、低溫、雨
害與風害的風險

•辦理公眾座談會
議，訪談農業所
屬相關單位與座
談會議，完成蒐
研風險議題

•提出氣候變遷風
險清單

•由農業所屬相關單
位，共同研判議題
與風險

•增補行動、並退場
部分計畫

• 綜整前述風險
分析結果及各
界意見

• 完成調修調適
行動方案清單，
回應氣候風險

• 彙整各行動計畫
主管機關研提內
容

• 經專家委員協助
確認調適風險及
優先計畫排序

界定範疇 檢視現況 評估風險 綜整決策 推動執行 檢討修正

農產業風險分析
依科學評估指認

氣候風險

確認指認風險是
否已由既有調適

行動覆蓋

規劃調適工項對
應氣候風險

辦理工作坊/專家
諮詢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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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氣候變遷情境設定及風險評估：重要農產業風險分析(2030年)

高溫：氣溫-溫度大於 36℃之高溫，部分作物已考量乾旱風險，乾旱係指第⼀期作
5-6月梅雨減少；第二期作7-9月無颱風雨水則容易發生之災害。
焚風-溫度增高5℃ 以上及相對溼度低於49%，持續6小時以上。

低溫：溫度低於10℃之低溫

雨害：24小時累積雨量大於 200 mm

風災：強/颱風-風速大於 20 m／s 之強風(7-10月)
鹽風害-風速大於20m／s 之東北季風，夾帶大量鹽份(10-隔年3月)

*資料來源：農委會農試所(2022)

界定範疇 檢視現況 評估風險 綜整決策 推動執行 檢討修正

高溫 低溫 雨害 風災

北部

中部

台
東

南部

宜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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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自然生態系統/農業生態系統的風險

農業生產設施與生產過程的風險

氣候引發之貿易風險

A1 陸域生物多樣性衝擊
A2 水域生物多樣性衝擊
A3 農、林、漁、畜業生產衝擊
A4 自然碳匯量衝擊
A5 病蟲害對陸域生產及物種之衝擊
A6 病蟲害對水域生產及物種之衝擊
A7 氣候變遷下陸域育種之機會
A8 氣候變遷下水域育種之機會
A9 土壤含水層及農田之衝擊
A10 景觀特徵變化之衝擊與機會

B1 水資源短缺
B2 洪水
B3 海平面上升
B4 供應鏈中斷衝擊
B5 調適新興服務與商品需求

C1 全球糧食供應衝擊
C2 我國糧食出口機會

本項氣候風險未來5年將會增加，十分重要且急迫，須加速因應做為以利減少衝擊
本項氣候風險未來5年無法確定增加或減少，因⽬前較缺乏相關研究資訊，宜進⼀
步進行相關科研
本項氣候風險未來5年不會增加，可維持當前關注程度

氣候風險/機會

因氣候變遷改變氣候因子影響生態系統運作，進
而影響生態系統服務

Ex.供給、調節、支持、文化

農業生產之各項軟硬體設施與生產行為受到的影響

Ex.灌溉渠道與漁港等硬體設施、從事農業戶外生
產之中暑風險等

全球生態系統均將受到氣候變遷衝擊，我國農業生產資
材多由國外進口，原物料亦受氣候影響

Ex.糧食價格上升、原物料短缺

界定範疇 檢視現況 評估風險 綜整決策 推動執行 檢討修正

三、未來氣候變遷情境設定及風險評估：本領域未來5年氣候風險/機會

壹、辨識氣候風險與調適缺口

資料來源：CCC(2021).UK Climate Risk 
Independent Assessment (CCRA3),Techinal
Report, the 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European Union (2018). Horizontal assessment of 
the adaptation preparedness country fi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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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氣候變遷之農產損失相關議題以及災害預警、

整備及應變之整體體系持續完善

加強生態系統維護，並進⼀步與農業⽣產環境與

資 源 結 合 ， 推 展 以 自 然 為 本 的 解 決 方 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針對本領域指認之氣候風險，訂定目標、策略及措施

考量氣候變遷下可能機會之產業發展規劃轉型，

並同時考量低碳農業經營模式，維護農業⺠收入

本領域未來5年氣候風險/機會 調適目標

自然生態系統/農業生態系統的風險

農業生產設施與生產過程的風險

氣候引發之貿易風險

三、未來氣候變遷情境設定及風險評估：訂定調適目標

因氣候變遷改變氣候因子影響生態系統運作，進
而影響生態系統服務
Ex.供給、調節、支持、文化等生態功能

農業生產之各項軟硬體設施與生產行為受到的影響
Ex.灌溉渠道與漁港等硬體設施、從事農業戶外生
產之中暑風險等

全球生態系統均將受到氣候變遷衝擊，我國農業
生產資材多由國外進口，原物料亦受氣候影響
Ex.糧食價格上升、原物料短缺

1.增進生態系統因應氣候變遷
之服務量能

2. 提升農業氣候風險管理能力

3. 發掘氣候變遷下多元農產業
機會



界定範疇 檢視現況 評估風險 綜整決策 推動執行 檢討修正 13

四、調適目標/策略/永續發展目標

1.增進生態系統因應氣
候變遷之服務量能

1.1打造堅實農業生產基礎
(112－115年/6,330,812仟元)

1.2強化自然生態系統調適
(112－115年/10,574,957仟元)

2. 提升農業氣候風險
管理能力

2.1 穩定極端氣候事件下之農業生產供應
(112－115年/視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2.2精進因應氣候變遷之災害預警及應變體系
(112－115年/10,800仟元)

2.3降低氣候財務風險，保障農營收入
(112－115年/5,474,438仟元)

3. 發掘氣候變遷下多
元農產業機會

3.1發掘兼具調適與減碳之新興農產業服務、策略規劃與機制
(112－115年/32,000仟元)

3.2升級韌性農業經營模式
(112－115年/視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3.3研發氣候變遷相關策略、風險評估、品種及技術
(112－115年/6,122,844仟元)

策略目標 SDGs



加強⽣態系統維護，並進⼀步與農業⽣產環境與資源結合，推展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目標 策略 措施 行動計畫

1.增進生態系
統因應氣候變
遷之服務量能

1.1打造堅實農業
生產基礎

1.1.1增強農業生態系統資源調適規
劃

1.1.1.1因應氣候變遷之農地資源空間調適策略研析

1.1.1.2森林資源調查監測及分析作業

1.1.2強化管理農業水資源
1.1.2.1農田水利設施調適

1.1.2.2埤塘維護及農塘備援設施改善

1.2強化自然生態
系統調適

1.2.1監測管理保護區域，加速維護
生物多樣性

1.2.1.1建立國家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指標

1.2.1.2國土生態綠色網絡熱點調適

1.2.1.3崩塌地植生復育

1.2.1.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1.2.1.5濕地生態系加強管理

1.2.1.6強化管理濕地型保護留區生態系風險評估

1.2.1.7漁業與養殖資源之氣候變遷調查與管理

1.2.1.8臺灣海域生態守護計畫

1.2.2加強種原保存 1.2.2.1種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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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進生態系統因應氣候變遷之服務量能

五、推動策略及措施

界定範疇 檢視現況 評估風險 綜整決策 推動執行 檢討修正



2. 提升農業氣候風險管理能力
針對氣候變遷之農產損失相關議題以及災害預警、整備及應變之整體體系持續完善

目標 策略 措施 行動計畫

2.提升農業氣
候風險管理能
力

2.1穩定極端氣候事件下之
農業生產供應

2.1.1強化氣候脆弱品項之生產及倉貯
監測管理

2.1.1.1重要糧食穩定供應監測與調
配

2.2精進因應氣候變遷之
災害預警及應變體系

2.2.1推播農業氣象預測及宣導調適
資訊應用

2.2.1.1農業氣象推播應用

2.2.2完善建構因應極端氣候農業災害
預警及應變體系

2.2.2.1農業抗旱因應措施精進

2.2.2.2植物有害生物監測及預警
機制調適

2.3降低氣候財務風險，
保障農營收入

2.3.1強化極端氣候事件災害救助體系 2.3.1.1強化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2.3.2精進農業保險體系 2.3.2.1農業保險精進開發及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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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策略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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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氣候變遷下可能機會之產業發展規劃轉型，並同時考量低碳農業經營模式，維護農業⺠收入

目標 策略 措施 行動計畫

3.發掘氣候變遷下
多元農產業樣態

3.1發掘兼具調適與減碳之
新興農產業服務、策略
規劃與機制

3.1.1發掘氣候相關之新興農產業
服務機會

3.1.1.1氣候相關之新興農產業服
務需求與現況調查

3.2升級韌性農業經營模式
3.2.1調整農業經營模式，穩定

氣候變遷下品質與供應

3.2.1.1建構完整農糧產銷體系

3.2.1.2改善養殖區生產環境

3.3研發氣候變遷相關策略、
品種、技術

3.3.1厚植氣候智能農業調適科技

3.3.1.1氣候智能化農業計畫

3.3.1.2農業產銷調節服務能力之提
升

3.3.2強化農林漁畜之調適技術及
策略開發，選育抗逆境品種

3.3.2.1抗逆境品種選育能量擴展

3.3.2.2韌性農業調適技術開發及
策略規劃

16

五、推動策略及措施
3.發掘氣候變遷下多元農產業機會

界定範疇 檢視現況 評估風險 綜整決策 推動執行 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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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氣候變遷情境設定及風險評估：本領域調適行動對應之風險

編號 調適行動計畫 風險

1.1.1.1 因應氣候變遷之農地資源空間
調適策略研析

A1,A3

1.1.1.2 森林資源調查監測及分析作業 A1,A3

1.1.2.1 農田水利調適措施 A3,B1

1.1.2.2 埤塘維護及農塘備源設施改善 A3,B1,B2

1.2.1.1 建立國家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
指標

A1

1.2.1.2 國土生態綠色網絡熱點調查 A1

1.2.1.3 崩塌地植生復育 A1

1.2.1.4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A10,B1

1.2.1.5 溼地生態系加強管理 A1

1.2.1.6 強化管理溼地型保留區生態系
風險評估

A1,A4

1.2.1.7 漁業與養殖資源之調查與管理 A2,A8

1.2.1.8 台灣海域生態守護計畫 A2,A4,A8

1.2.2.1 種原保存 A7

A.
自然生態系統/農業

生態系統的風險

B.
農業生產設施與
生產過程的風險

C.
氣候引發之

貿易風險

風險 調適行動計畫 編號

A3,C1,C2 重要糧食穩定供應監測與調配 2.1.1.1

A3 農業氣象推播應用 2.2.1.1

A3,B1,B2 農業抗旱因應措施精進 2.2.2.1

A5 植物有害生物監測及預警機制調
適

2.2.2.2

A3 強化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2.3.1.1

A3 農業保險精進開發與推展 2.3.2.1

A3,B6 氣候相關之新興農產業服務需求
現況調查

3.1.1.1

A3,B1 建構完整農糧產銷體系 3.2.1.1

A2 改善養殖區生產環境 3.2.1.2

A3 氣候智能化農業計畫 3.3.1.1

A3 農業產銷調節服務能力之提升 3.3.1.2

A7,A8 抗逆境品種選育能量擴展 3.3.2.1

A3 韌性農業調適技術開發、風險評
估既策略規劃

3.3.2.2

貳、調適規劃與行動

界定範疇 檢視現況 評估風險 綜整決策 推動執行 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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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期效益

界定範疇 檢視現況 評估風險 綜整決策 推動執行 檢討修正

增強生態韌性

減少農業損失
創造發展機會

農業永續

打造低碳韌性之農業生態系統，保障糧食安全與永續發展

• 增強生態系統的氣候變遷韌性

• 持續加強農業生態系統，增加觀測資料及時空分布資料廣度

• 穩定農業經營的氣候變遷風險

• 擴大增加農業保險覆蓋率，加強農業基盤建設，精進農業防災資訊推播

• 深化農業調適的多元加值應用

• 發展農業調適設備，提升種原的利用，引進多種耐候品項並推廣在地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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