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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各主(協)辦機關提報之行動計畫 

策略一 

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建構降低氣候風險及增強調適能力的經營環境。 

調適措施 

1-1. 健全市場機能，短期導正市場扭曲，提升資源生產、

使用與配置效率，長期促使產業結構朝向適應氣候變遷

方向發展。 

計畫名稱 能源部門氣候變遷調適成本效益分析與經濟影響評估 

編號 1-1-1-1 
工作指標 能源部門氣候變遷調適經濟影響評估報告 1 份 

績效指標 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有助健全市場機能及產業結構發展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102 至 106 年度 

A. 歸納整理國際間能源部門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經濟影響評估方法或工具 

B. 建構並推估氣候變遷對能源部門衝擊之損害

成本模式。 

C. 進行能源部門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投資之成本

效益分析。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

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能源部門調適經濟影響評估，有助能源部門決定調適

策略優先順序、提升調適能力；舉辦或參與「能源部

門氣候變遷調適經濟影響評估」相關國內外研討會，

有助於政策宣導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增

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6 年 

分年經費需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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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求（千元） 1,500 3,000 3,000 3,200 3,500 14,2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綜企組]）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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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建構降低氣候風險及增強調適能力的經營環境。 

調適措施 

1-1. 健全市場機能，短期導正市場扭曲，提升資源生

產、使用與配置效率，長期促使產業結構朝向適應氣

候變遷方向發展。 

計畫名稱 建立商業之能源價格變動通報資訊系統 

編號 1-1-2-1 

工作指標 建立與維運「商業能源價格變動通報及應變資訊系統」 

績效指標 
建立商業能源價格變動通報及應變資訊系統，即時提

供產業經營影響預警通報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針對國內能源價格(如電價、油價)變動、開發即時

通報資訊系統（行動 APP），供商業隨時掌握能源

價格變動最新資訊，達成預警通報之目的。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隨時掌握能源成本最新變動能，提升商業市場營運

之穩定性。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3-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 400 300 300 300 13,0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經濟部（商業司）科專計畫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商業司）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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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建構降低氣候風險及增強調適能力的經營環境。 

調適措施 
1-2. 檢討修正法規體系及組織制度，建置健全的能源

供給及產業適應氣候變遷經營環境。 

計畫名稱 
商業氣候變遷宣導與調適能力輔導之組織及運作機制

規劃 

編號 1-2-2-2 

工作指標 

1. 成立商業氣候變遷調適能力輔導服務團隊 

2. 每年辦理氣候衝擊評估、調適策略與應變計畫之教

育訓練、說明會與座談會等共 3 場 

績效指標 
強化商業面對氣候變遷衝擊準備工作及提升極端氣候

事件之緊急應變能力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逐年舉辦「商業氣候衝擊評估、調適策略與應變計

畫」之教育訓練、說明會與座談會，以強化商業面

對氣候變遷衝擊準備工作及提升極端氣候事件之

緊急應變能力。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經由逐年辦理之教育訓練及說明會、座談會，並經

由輔導團隊，建立商業界面對氣候變遷之基本觀念

與調適力。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5-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 － － 200 200 4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經濟部（商業司）科專計畫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商業司）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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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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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建構降低氣候風險及增強調適能力的經營環境。 

調適措施 
1-2. 檢討修正法規體系及組織制度，建置健全的能源供

給及產業適應氣候變遷經營環境。 

計畫名稱 
交通部（觀光局）國家風景區經營管理與安全維護督導

考核計畫─氣候變遷調適宣導機制 

編號 1-2-2-3 

工作指標 每年度辦理國家風景區經營管理與安全維護督導考核 

績效指標 每年度辦理國家風景區經營管理與安全維護督導考核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交通部（觀光局）依據「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經營管

理與安全維護督導考核作業要點」，於每年度 5-8

月間邀集相關機關及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辦

理。本項考核係針對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就遊客安全

之維護，檢視各管理處執行情形，爰可配合本調適

措施，請各管理處提出宣導推廣組織架構及運作機

制，以確實保障國家風景區遊客安全及因應氣候變

遷之宣導機制。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輔助各觀光景點因應氣候變遷，觀光局各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對於遊客安全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宣導機

制。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長期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0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觀光局公務預算 

主(協)辦 

機關 
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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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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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建構降低氣候風險及增強調適能力的經營環境。 

調適措施 
1-2. 檢討修正法規體系及組織制度，建置健全的能源供

給及產業適應氣候變遷經營環境。 

計畫名稱 觀光產業因應氣候變遷宣導與調適能力輔導計畫 (一) 

編號 1-2-2-4 

工作指標 建立氣候變遷對觀光產業影響宣導與輔導機制 

績效指標 參與教育宣導活動的觀光產業者家數 

計畫概要 

1. 配合於觀光產業相關公（協）會會員大會或教育訓

練等場合宣導，同時針對氣候變遷預警地區輔導觀

光產業提早因應或協助投資評估以減少產業損失。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辦理觀光產業氣候變遷衝擊教育宣導，提升其對氣

候變遷調適工作之重視，建立觀光產業對於氣候變

遷之基本觀念與建立相關調適力，以減低觀光產業

因氣候變遷衝擊帶來的損失。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持續辦理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0 0 0 0 0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由年度訓練預算勻支 

主(協)辦 

機關 
交通部（觀光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本計畫直接和調適相關之經費占比為_____。 

待觀光局補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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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建構降低氣候風險及增強調適能力的經營環境。 

調適措施 

1-3. 研修土地、租稅、金融與保險、勞工、環安、能

資源使用、建築物、兩岸與全球貿易等相關法規，協

助產業調適。 

計畫名稱 氣候調適相關國家標準及驗證計畫建置 

編號 1-3-2-1 

工作指標 
1. 完成制修訂相關國家標準數目 

2. 相關驗證證明數量 

績效指標 
制修訂相關國家標準數目及相關驗證證明數量，可使

環境品質的改善，以提高對氣候變遷的適應能力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制修訂氣候調適相關國家標準 

A. 因應現行企業已是產品風險、市場風險、

氣候環境、安全、衛生及工程之綜合體，

亦即整合性風險；未來也勢必在科技發展

及氣候調適因素等影響下，需針對降低氣

候風險而因應及改變。故本計畫於參考

ISO 31000、ISO 50001 風險管理及能源管

理等系列標準，制定為國家標準，提供相

關法規或企業之引用，及企業建構完整風

險管理系統及工具參考，使其具備面臨極

端氣候事件之調整方向與因應措施評估。 

B. 配合其他法規或政策，制修訂與氣候調適

相關國家標準。 

(2) 相關驗證制度 

A. 依據 ISO 50001 標準，對廠商能源管理系

統進行評鑑，並依據標準要求對廠商評鑑

結果所提出之書面證明文件。 

B. 展開人員訓練及能源管理系統驗證規劃作

業，建立完備之驗證能力及人力資源，開

放受理產業第 3 者驗證，以強化產業面對

氣候變遷衝擊準備工作及提升極端氣候事

件之應變能力。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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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因應氣候變遷，本計畫建置氣候調適相關標準及能

源管理系統驗證工作，可提供相關法規或企業之引

用，幫助企業建構完整風險管理及能源管理系統及

工具參考，另可促成消費者採購優良之產品與服

務，牽動國內業界在面臨氣候改變上，進行能源產

業之調整方向與因應措施，可使環境品質的改善，

以提高對氣候變遷的適應能力。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400 400 400 400 400 2,0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由標準檢驗局年度相關經費支應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行政院「國家節能減碳總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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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建構降低氣候風險及增強調適能力的經營環境。 

調適措施 

1-3. 研修土地、租稅、金融與保險、勞工、環安、能

資源使用、建築物、兩岸與全球貿易等相關法規，協

助產業調適。 

計畫名稱 探討商業相關法規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適切性 

編號 1-3-2-4 

工作指標 探討商業在氣候變遷調適議題下之相關法規適切性 

績效指標 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議題，探討商業相關法規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議題，進行相關法規之探

討。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探討商業既有法規對氣候變遷調適議題之適切

性，降低氣候風險及增強經營環境的調適能力。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300 300 300 300 300 1,5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經濟部（商業司）科專計畫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商業司）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 102 年商業節能減碳計畫計畫中

已列管 

□其他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能源供給及產業領域 

 157 

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建構降低氣候風險及增強調適能力的經營環境。 

調適措施 

1-3. 研修土地、租稅、金融與保險、勞工、環安、能資

源使用、建築物、兩岸與全球貿易等相關法規，協助產

業調適。 

計畫名稱 中小企業相關法規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檢討 

編號 1-3-2-5 

工作指標 

1. 中小企業相關法規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檢討 

2. 檢視現行其他相關法規及政策對中小企業之適用性

評估 

績效指標 產出相關法規檢討及修訂建議報告 1 份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檢討現行中小企業相關法規因應氣候變遷調適

策略 

(2) 檢視現行其他相關法規及政策對中小企業之適

用性評估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其他-能源供應短缺與經

濟損失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完成檢討現行相關法規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作

為未來擬訂政策之參考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3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0 0 － － －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 (相關計畫經費支應)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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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推動產業節

能減碳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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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建構降低氣候風險及增強調適能力的經營環境。 

調適措施 

1-3. 研修土地、租稅、金融與保險、勞工、環安、能

資源使用、建築物、兩岸與全球貿易等相關法規，協

助產業調適。 

計畫名稱 觀光產業氣候變遷宣導與調適能力輔導計畫(二)  

編號 1-3-2-6 

工作指標 建立氣候變遷對觀光產業影響宣導與輔導機制 

績效指標 
輔導觀光產業取得綠建築標章、環保標章等認證之家

數，提升產業因應氣候變遷辦理節能減碳之成效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申請對象：領有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旅館業登

記證、觀光遊樂業執照及旅行業執照之觀光產業

者。 

(2) 計畫內容： 

A. 依現有「獎勵觀光產業升級優惠貸款要點」

規定，觀光產業為因應地球環境及氣候變

遷所辦理之軟硬體設施改善，符合要點精

神予以更新改善及必要之營運週轉金等優

惠融資貸款。同時亦提供利息補貼措施，

以提升其改善意願。利息補貼年利率 1.5

％，補貼 5 年。  

B. 依現有「交通部觀光局獎勵觀光產業取得

專業認證補助要點」規定，觀光產業配合

推動綠建築、環保節能等政策取得旅館業

環保標章、綠建築標章等認證可申請補

助，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500 萬元。 

1.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2.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計畫概要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輔助觀光產業因應地球環境及氣候變遷所進行之

軟硬體設施改善工作，給予業者實質協助，以提高

觀光產業改善意願。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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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至 103 年底止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68,000 80,000 － － － 148,0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觀光發展基金 

主(協)辦 

機關 
交通部（觀光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計畫中已列

管 

□其他 

 

 

 

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建構降低氣候風險及增強調適能力的經營環境。 

調適措施 

1-3. 研修土地、租稅、金融與保險、勞工、環安、能

資源使用、建築物、兩岸與全球貿易等相關法規，協

助產業調適。 

計畫名稱 風景區因應氣候變遷之防災應變機制 

編號 1-3-2-8 

工作指標 
研訂「交通部觀光局觀光旅遊災害暨天然災害防救災

標準作業計畫」進行災害防救 

績效指標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觀光旅遊災害暨天然災害防救災

標準作業計畫」進行災害防救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為確保觀光旅遊事故或重大災害發生時，能立即採

取有效之救援措施，並即時通報相關單位協助處

理，俾使人員、機具及設備遭受之災害減少到最低

程度。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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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經由本計畫可將觀光旅遊災害（事故）或其他重大

災害之通報、緊急救援等災害處理提供最迅速的資

訊，防止因災情不明導致更大的傷亡及財產損失。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長期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0 0 0 0 0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 

主(協)辦 

機關 
交通部（觀光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本計畫係經常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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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建構降低氣候風險及增強調適能力的經營環境。 

調適措施 

1-3. 研修土地、租稅、金融與保險、勞工、環安、能資

源使用、建築物、兩岸與全球貿易等相關法規，協助產

業調適。 

計畫名稱 
加工區因應氣候變遷災害緊急應變作業原則及程序檢

討 

編號 1-3-2-9 

工作指標 
完成「經濟部（加工區管理處）緊急應變計畫」及「加

工區各園區供水計畫」之檢討與強化 

績效指標 

1. 100 年 12 月完成 「加工區緊急應變計畫」及「加工

區各園區供水計畫」(已完成) 

2. 102 年後每年檢討及修正加工區緊急應變作業計畫

及各園區供水計畫。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分析各加工區目前運行之天然災害及公共安全災

害（水、電力中斷）緊急應變及通報作業原則。 

(2) 檢討目前運行之加工區天然災害及公共安全災害

（水、電力中斷）緊急應變及通報作業原則，有

否需改善之地方。 

(3) 強化加工區天然災害及公共安全災害（水、電力

中斷）緊急應變作業程序。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1) 強化加工區天然災害及水、電力中斷之緊急應變

措施及通報作業，能正確而有效地控制災害，並

將災害降至最低程度。 

(2) 建構園區安全工作環境，可維護產業穩定生產並

降低廠商營運風險。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0-106 年 

分年經費需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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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求（千元） 0 0 0 0 0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由本處經費項下辦理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加工區管理處）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列入年度工作項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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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建構降低氣候風險及增強調適能力的經營環境。 

調適措施 
1-4. 參與國際調適相關會議與合作計畫，以提昇產業部

門的氣候防禦力及國際競爭力。 

計畫名稱 能源部門氣候變遷調適宣導及其相關研究之國際合作 

編號 1-4-1-1 

工作指標 

1. 每年舉辦「能源產業氣候衝擊與脆弱度評估、調適

能力提升」之教育訓練、說明會或座談會至少 4 (含)

場次 

2. 辦理或參加能源部門氣候變遷國際研討會場次至少

1 場次 

3. 每年發行雙週報至少 20 (含)份 

績效指標 提升能源產業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每年舉辦「能源產業氣候衝擊與脆弱度評估、調

適能力提升」相關之教育訓練、說明會或座談會

至少 4 (含)場次，以強化產業面對氣候變遷衝擊準

備工作及提升極端氣候事件之緊急應變能力。 

(2)建立與國際氣候變遷調適專家學者之溝通管道、

促進能源產業調適技術交流與相關調適策略之推

動。規劃依能源類別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關鍵

性氣候衝擊、脆弱度、供應鏈事件樹評估)架構之

運行方式，並辦理專家座談。 

(3)蒐集國際間能源部門氣候變遷調適相關進展及相

關時事並透過發行雙週報進行宣導。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1)辦理能源產業氣候變遷衝擊教育宣導，提升各界

對氣候變遷調適工作之重視，並對能源部門推動

氣候變遷調適工作的瞭解，以及促使能源產業正

確面對氣候變遷衝擊。 

(2)強化國際氣候調適合作、提升調適能力與技術、

增進氣候調適方法的了解。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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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1-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2,600 2,600 2,600 2,800 2,800 13,4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中長程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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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 
 

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二、提供產業因應能源及產業氣候變遷衝擊之支援。 

調適措施 
2-1. 提供資金與技術，進行調適必要的研究發展以及設

備汰舊換新與投資興建。 

計畫名稱 能源供給領域之調適工具研究與建立 

編號 2-1-1-1 

工作指標 

1. 建立能源供給設施與系統對氣候衝擊與脆弱度評估

之查核清單檢核文件 1 份  

2. 建立能源供給事業單位能源供給設施與系統之脆弱

度評估管理套裝軟體，及其指引手冊  

3. 建立管理單位使用之能源供給設施與系統之脆弱度

評估管理套裝軟體  

4. 能源產業氣候衝擊調適能力評估文件 1 份 

5. 建立能源供給事業單位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管理

套裝軟體，及其指引手冊 

6. 建立管理單位使用之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管理套

裝軟體 

7. 建立供電系統氣候變遷風險分析之評估工具 

8. 建立供油系統氣候變遷風險分析之評估工具 

9. 建立供氣系統氣候變遷風險分析之評估工具 

績效指標 

1. 建立 1 套能源供給設施與系統之脆弱度評估作業程

序及指引  

2. 建立 1 套能源產業調適管理作業程序及指引 

3. 建立供電系統脆弱度與危害度分級程序 

4. 建立供油系統脆弱度與危害度分級程序 

5. 建立供氣系統脆弱度與危害度分級程序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第 1 年度（102 年）： 

A. 建立能源供給設施之脆弱度評估管理套裝

軟體。 

B. 建立能源供給設施之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管

理套裝軟體。 

C. 提出能源系統之脆弱度評估管理套裝軟體

規劃案。 

D. 提出能源系統之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管理套

裝軟體規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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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建立電力系統之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

具。 

(2)第 2 年度（103 年）： 

A. 透過輔導案例實施並修正能源供給設施之

脆弱度評估管理套裝軟體。 

B. 完成能源供給設施之脆弱度評估管理套裝

軟體指引手冊。 

C. 建立能源供給設施之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管

理套裝軟體，及其指引手冊。 

D. 建立電力系統之脆弱度評估管理套裝軟體

（1/2），包括氣候衝擊事件樹資料庫。 

E. 建立供油系統之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

具。 

F. 擴充與檢討電力系統之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工具。 

(3)第 3 年度（104 年）： 

A. 參考莫拉克、凡那比等重大颱風資料，能源

供給設施之複合型氣候衝擊案例資料庫。 

B. 蒐研國內外資訊，建立能源供給設施之各種

可能調適措施資料庫。 

C. 建立電力系統之脆弱度評估管理套裝軟體

（2/2），包括參考最新國際資訊修正、推

廣前述套裝軟體。 

D. 建立油、氣系統之脆弱度評估管理套裝軟體

（1/2），包括氣候衝擊事件樹資料庫。 

E. 建立電力系統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管理套裝

軟體。 

F. 建立供氣系統之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

具。 

G. 持續修正與檢討電力與供油系統之系統氣

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  

(4)第 4 年度（105 年）： 

A. 建立能源供給設施之情境模擬套裝軟體。 

B. 建立油、氣系統之脆弱度評估管理套裝軟體

（2/2），包括參考最新國際資訊，修正、

推廣前述套裝軟體。 

C. 建立油、氣系統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管理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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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 

D. 參考莫拉克、凡那比等重大颱風資料，建立

系統之複合型氣候衝擊案例資料庫。 

E. 配合「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之第二

階段示範計畫：推動其他高風險地區調適計

畫，針對計畫對象(如澎湖)，擴充其供電、

供油、供氣系統之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

具。 

F. 持續修正與檢討電力、供油、供氣系統之系

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 

(5)第 5 年度（106 年）： 

A. 建立能源供給設施情境模擬之調適決策支

援套裝軟體。 

B. 建立系統之風險評估情境模擬套裝軟體。 

C. 提出綠色能源、分散式（含社區型）能源納

入電力系統之脆弱度評估管理套裝軟體規

劃案。 

D. 提出綠色能源、分散式（含社區型）能源納

入電力系統之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管理套裝

軟體規劃案。 

E. 配合「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之第二

階段示範計畫：推動其他高風險地區調適計

畫，針對計畫對象(如宜花東地區)，擴充其

供電系統之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 

F. 持續修正與檢討電力、供油、供氣系統之系

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1)提高能源供給事業單位針對能源供給設施與系統

進行脆弱評估盤查之品質與速度。  

(2)建立能源供給設施與系統脆弱度資料庫，可協助

管理單位有效掌握能源產業脆弱度，有利於提出

因應之政策方向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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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能源供給事業單位建立調適能力之品質與速

度。 

(4)協助管理單位有效掌握能源產業脆弱度與調適能

力。 

(5)建立供電系統之系統風險分析工具，可提供能源

主管機關了解供電電網內之高風險地區，及各設

施對系統之敏感度，以作為供電系統調適之參考。 

(6)建立供油、供氣系統之系統風險分析工具，可提

供能源主管機關了解供油、供氣之高風險地區，

及各設施對系統之敏感度，以作為供油、供氣系

統調適之參考。 

(7)建立能源供給系統與設施間之脆弱度與危害度資

料庫，協助能源主管機關有效掌握能源供應系統

之風險，供能源政策決策之參考。 

(8)協助能源主管機關掌握能源系統脆弱度與系統調

適能力。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0-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5,300 5,700 5,950 6,250 7,000 30,2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綜企組]）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維生基礎設施和災害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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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二、提供產業因應能源及產業氣候變遷衝擊之支援。 

調適措施 
2-1. 提供資金與技術，進行調適必要的研究發展以及

設備汰舊換新與投資興建。 

計畫名稱 溫室氣體減量基金應用於調適行動之運作與管理制度 

編號 2-1-2-1 

工作指標 完成溫室氣體減量法案（草案）之建置 

績效指標 完成溫室氣體減量法案（草案）之建置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2) 關於涉及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國際

環保工作事項。 

(3) 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

項。 

(4) 研擬基金管理委員會監督運作機制。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配合立法院審議期程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0 0 0 0 0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主(協)辦 

機關 
環保署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節能減碳總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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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策略 二、提供產業因應能源及產業氣候變遷衝擊之支援。 

調適措施 
2-1. 提供資金與技術，進行調適必要的研究發展以及設

備汰舊換新與投資興建。 

計畫名稱 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指引編製及宣導 

編號 2-1-2-3 

工作指標 完成「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指引」 

績效指標 提升製造業業者調適意識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參考國際間有關產業調適之教育宣導資料，編撰製

造業調適行動手冊內容，並透過專家諮詢進行確

認。 

(2) 辦理宣導說明會，提供製造業業者氣候變遷調適最

新資訊。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

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透過指引宣導並提升製造業業者調適意識，以利促其

進行調適行動，有效降低衝擊。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增

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6 年 

分年經費

需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400 800 800 800 800 3,6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於本局「產業溫室氣體管理輔導計畫」項下編列經費辦

理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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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策略 二、提供產業因應能源及產業氣候變遷衝擊之支援。 

調適措施 
2-2. 提升投資於生產設備及基礎設施之防禦氣候變遷能

力建置之需求。 

計畫名稱 
能源供給設施極端氣候事件早期預警暨緊急應變資料庫

與網路平台建置 

編號 2-2-1-1 

工作指標 
建立能源供給地理資訊管理平台之架構，提供能源產業

之調適管理地理資訊系統（GIS） 

績效指標 
能源供給地理資訊管理平台之架構包含能源供應系統與

主要產業區位之調適管理地理資訊系統（GIS）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納入或連結經濟部（水利署）、農委會（水保局）、

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氣象局）、國家災害

防救中心、經濟部（地調所）、台電、中油提供之

氣候風險潛勢相關資料或網路平台，以及國際或科

技部相關研究資料，作為氣候衝擊風險評估之基礎

資訊。 

(2) 能源產業極端氣候事件早期預警管理體系建立：以

極端氣候事件預報與氣候風險潛勢、能源供給設施

與所在區域脆弱度等資訊為基礎，建立能源產業之

調適管理地理資訊系統（GIS），作為早期預警管

理體系之介面，逐步掌握能源產業面臨極端氣候事

件之調整方向與因應措施。 

(3) 能源產業極端氣候事件緊急應變管理體系建立：將

主要能源產業事業單位之極端氣候事件緊急應變

計畫、脆弱度評估、調適計畫必要資訊等，納入

GIS 之中，以便主管機關掌握與管理。 

(4) 102 年度 

A. 能源領域氣候調適 GIS/MIS 平台系統開發，

功能包括：氣候衝擊分析、脆弱度評估及輔

導計畫摘要展示與說明。 

B. 建構全國能源供給系統風險地圖，參考國

內、外相關資訊，規劃建立情境案例分析套

裝軟體，以提供各類型能源供給系統評估氣

候變遷風險之參考。 

C. 能源產業調適自評網站建置與案例測試，功

能包括：廠商（能源產業）基礎與能源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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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相關資訊、面對之氣候衝擊、設施類型、

調適措施類型、風險等級與類型。 

D. 能源供給設施極端氣候事件早期預警暨緊急

應變資料庫與網路平台建置：建立能源供給

設施對應淹水與土石流特徵警戒站之關聯資

料庫與網路平台，其功能可接收經濟部（水

利署）淹水預警（淹水、水位、水庫洩洪等

警示）與農委會（水保局）土石流警戒資訊

後，進行早期預警工作。 

E. 建立事業單位輔導案例摘要，及線上評估工

具。 

F. 開發中小型能源供給設施之極端天氣即時通

報新服務（1/3）。 

(5) 103 年度 

A. 依 2-1-1-1 之前一年成果，建立氣候衝擊與設

施脆弱度關聯模型、設施間觀連模型、實際

案例研析套裝軟體。 

B. 建立事業單位輔導案例摘要，及視覺化展示

功能。 

C. 建立調適早期預警系統：調適輔導計畫示範

單位之特徵警戒（颱風、淹水、水庫溢淹、

土石流等）點研析（1/2）。 

D. 開發中小型能源供給設施之極端天氣即時通

報新服務（2/3）。 

(6) 104 年度 

A.  建立事業單位輔導案例摘要，及修正視覺化

展示功能。 

B. 建立調適早期預警系統：調適輔導計畫示範

單位之特徵警戒（颱風、淹水、水庫溢淹、

土石流等）點研析（2/2）。 

C. 建立能源供給系統脆弱度風險分析與衝擊評

估模組。 

D. 開發中小型能源供給設施之極端天氣即時通

報新服務（3/3）。 

(7) 105 年度 

A. 建立能源供給設施及系統調適規劃功能模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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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立能源供給設施及系統情境案例模擬之功

能模組。 

C. 配合「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之第二

階段示範計畫：推動其他高風險地區調適計

畫，建立澎湖、宜花東之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輔導摘要，及視覺化展示功能。 

 (8)106 年度 

A. 整合前述年度各項功能模組，建立調適管理

平台。 

B. 擴充調適管理平台功能，建立壓力測試、統

計分析、可自動產出氣候風險評估報告、可

自動產出調適方案規劃報告等功能模組。 

C. 配合「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之第二

階段示範計畫：推動其他高風險地區調適計

畫，建立澎湖、宜花東之調適管理平台。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

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以 GIS 架構及現有緊急應變計畫為基礎，將可快速掌

握能源產業面臨氣候變遷之主要風險所在及因應方

向與強度，預計可提高能源產業面對氣候變遷衝擊之

應變能力，降低潛在之民生與經濟損失風險。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增

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0-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2,650 3,400 3,900 4,900 4,900 19,75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綜企組]）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維生基礎設施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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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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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 

 

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三、掌握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新產品及服務。 

調適措施 
3-1. 掌握氣候變遷衝擊為相關產業帶來正面的機會與挑

戰。 

計畫名稱 
能源供給領域之氣候變遷衍生新產品及服務市場發展國

際資訊蒐集與彙編 

編號 3-1-1-1 

工作指標 
能源供給領域之國際氣候變遷衍生新產品及服務市場發

展資訊彙編每年 1 份 

績效指標 促進增加新能源商品、新氣候保險商品產值之機會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蒐研國際間能源供給產業因應氣候變遷衍生之各

類商機及相關產值資訊。 

(2)調查國際能源領域之氣候變遷衍生新產品、新服務

及其市場發展資訊，包括綠能產業、分散型（社區

型等）發電裝置等之發展與應用。 

(3)能源領域因應氣候變遷政策與法規衍生之各類商

機及相關資訊。 

(4)蒐研其它領域因應氣候變遷衍生與能源供給及產

業領域之各類商機及相關資訊。 

(5)蒐研氣候變遷調適技術應用於能源產業之相關資

訊。 

(6)蒐研能源資訊與技術應用於氣候變遷調適之相關

資訊。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

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由於美國、日本、歐盟及其所屬國家，以及 UNDP

協助之發展中國家，除了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風險

外，亦積極開發相關新產品（再生能源等）及服務（巨

災債券等氣候風險衍生性金融商品、針對性氣象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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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等），本計畫透過蒐集相關資訊並整理成彙編，可提

供決策單位與研發單位之施政或研究方向參考。 

為因應氣候變遷，除了相關新產品開發與金融衍生商

品外，調適服務市場（能源管理、氣候風險管理、加

值型氣象資訊服務、因應氣象即時調適決策輔助工具

等）亦為潛在之綠色經濟商機，藉由本計畫建立之調

適技術與服務之決策輔助工具，可提高開發潛在調適

商機之能力。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增

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0-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500 500 500 500 500 2,5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綜企組、能技組]）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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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三、掌握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新產品及服務。 

調適措施 
3-1. 掌握氣候變遷衝擊為相關產業帶來正面的機會與

挑戰。 

計畫名稱 
商業之氣候變遷衍生新產品及服務市場發展國際資訊

蒐集與彙編 

編號 3-1-2-1 

工作指標 
蒐集國際服務市場氣候變遷衍生新產品發展資訊報告

1 份 

績效指標 整理成功案例，以推廣商業各界仿效推動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透過網路資訊、文獻資料、專刊，蒐集國外有關商

業因氣候變遷衍生之新產品、服務、市場等發展資

訊，並整理成功案例，以推廣商業各界仿效推動。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經由成功案例研究並彙編，推廣商業因應氣候變遷

衍生之新商品或服務之發展模式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300 300 300 300 300 1,5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經濟部（商業司）科專計畫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商業司）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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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三、掌握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新產品及服務。 

調適措施 
3-1. 掌握氣候變遷衝擊為相關產業帶來正面的機會與

挑戰。 

計畫名稱 商業開發因應氣候變遷衍生新產品或新服務推廣應用 

編號 3-1-2-2 

工作指標 辦理低碳產業人才培訓、產品推廣應用宣導共 3 場 

績效指標 
協助業者培植氣候變遷調適人才，推廣新產品、新服

務市場商機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在商業司可執掌之低碳產業行業別，進行氣候變遷

調適相關人才培訓及產品推廣宣導說明會之辦

理，以促成商業因應氣候變遷衍生新商品或新服務

推廣應用之基礎與能力建構。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強化商業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觀念，發展新型態之

市場商機。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4-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 － 200 200 200 6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經濟部（商業司）科專計畫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商業司）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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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三、掌握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新產品及服務。 

調適措施 
3-1. 掌握氣候變遷衝擊為相關產業帶來正面的機會與

挑戰。 

計畫名稱 中小企業開發因應氣候變遷衍生新產品或新服務輔導 

編號 3-1-2-3 

工作指標 

完成因氣候變遷衝擊所產生之新興產業(如：監測技

術、防災技術、預警技術、水資源開發、災害保險服務、

綠建築、高效率能源設備等) 9 家廠商之輔導 

績效指標 協助中小企業開發因應氣候變遷衍生新產品或新服務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針對因氣候變遷衝擊所衍生之新興產業，提供調適

相關產品或服務加值輔導。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其他-能源供應短缺與經

濟損失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3. 直接與間接效益： 

預期藉由本計畫之執行，輔導促成新興產業之發

展，加速中小企業技術升級轉型 

4.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4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900 900 900 － － 2,7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 (相關計畫經費支應) 

主(協)辦機關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推動產業節

能減碳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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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三、掌握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新產品及新服務。 

調適措施 
3-1. 掌握氣候變遷衝擊為相關產業帶來正面的機會與

挑戰。 

計畫名稱 擴大綠建築評估範疇 

編號 3-1-2-4 

工作指標 辦理綠建築標章暨候選綠建築證書認可作業 

績效指標 每年完成 250 件綠建築標章暨候選綠建築證書認可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依據「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

點」，辦理綠建築標章暨候選綠建築證書認可作

業，引導綠建築產業因應氣候變遷發展新建築產品

與設計服務。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協助建築產業掌握氣候變遷可能的衝擊，並提升綠

建築節能減碳政策之成效。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1-104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800 1,800 1,800 － － 5,4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項下經費支應 

主(協)辦 

機關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智慧綠建築推動行動方案計畫中

已列管 

□其他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能源供給及產業領域 

 182 

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三、掌握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新產品及新服務。 

調適措施 
3-1. 掌握氣候變遷衝擊為相關產業帶來正面的機會與

挑戰。 

計畫名稱 綠建材產品之審核認可與推廣 

編號 3-1-2-5 

工作指標 辦理綠建材產品之審核認可及推廣講習會 

績效指標 
辦理 20 件高性能透水綠建材及再生綠建材審核認可每

年舉辦 2 場綠建材講習會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賡續辦理綠建材標章之審核認可及講習推廣活動，

使營造業界及民眾瞭解綠建材標章制度及產品採購

資訊，引導高性能透水綠建材及再生綠建材之使

用，緩和建築物之環境負荷。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藉由擴大消費端之綠建材使用，可間接提高相關環

境效益，例如使用高性能透水磚可增加基地保水、

使用再生綠建材可促進廢棄物再利用，減少資源的

浪費。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1-104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2,700 2,700 2,700 － － 8,1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智慧綠建築推動方案項下經費支應 

主(協)辦 

機關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智慧綠建築推動行動方案計畫中

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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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三、掌握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新產品及服務。 

調適措施 
3-2. 掌握制度面的新政策與措施以及氣候變遷衝擊所

誘發的商品，為企業帶來新的契機和新的市場。 

計畫名稱 製造業發展氣候變遷調適新產品或新服務之研發補助 

編號 3-2-2-2 

工作指標 
全程(102-103 年)預計帶動廠商發展氣候變遷調適相關

技術或新產品、新服務 9 案以上  

績效指標 

全程(102-103 年)預計促成業者投入研發經費 1,000 萬

元，預計增加受輔導廠商產值 27,000 萬元，增加投資

2,050 萬元，降低生產成本 2,050 萬元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透過研發補助鼓勵廠商發展氣

候變遷調適新產品或新服務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

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透過研發補助鼓勵廠商發展氣候變遷調適新產品或

新服務，協助業者掌握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商機，

除可直接增加業者營收，亦可提高產業面對氣候變遷

衝擊之應變能力，降低潛在之民生與經濟損失風險。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增

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3 年 

分年經費

需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5,000 5,000 － － － 10,0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於既有計畫內支應補助款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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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調適策略 三、掌握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新產品及服務。 

調適措施 
3-2. 掌握制度面的新政策與措施以及氣候變遷衝擊所

誘發的商品，為企業帶來新的契機和新的市場。 

計畫名稱 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計畫 

編號 3-2-2-3 

工作指標 每年辦理 3 場說明會 

績效指標 

促進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產品研發，透過資金的提供，提

升國內能源與產業氣候變遷調適之工業技術水準，並帶

動相關產業發展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辦理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補助計畫、市場應用型發展補

助計畫及促進研究貸款計畫說明會，鼓勵業者應用補

助及貸款資源開發能源與調適氣候變遷需求之相關

產品。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

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促進廠商開發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產品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增

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6 年 

分年經費

需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0 0 0 0 0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現有計畫提供補助款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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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四 

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四、加強能源與產業氣候變遷調適之研究發展。 

調適措施 
4-1. 加強人才培訓及技術研發與推廣，協助國內相關

產業掌握調適的各種關鍵技術。 

計畫名稱 中小企業氣候變遷調適教育宣導計畫 

編號 4-1-2-1 

工作指標 
舉辦中小企業氣候變遷調適教育宣導及推廣活動 4 場

次 

績效指標 提升中小企業氣候變遷調適知能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舉辦教育訓練及座談會。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其他-能源供應短缺與

經濟損失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提升中小企業氣候變遷調適知能。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5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00 100 100 100 － 4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 (相關計畫經費支應) 

主(協)辦機關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推動產業

節能減碳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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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四、加強能源與產業氣候變遷調適之研究發展。 

調適措施 
4-1. 加強人才培訓及技術研發與推廣，協助國內相關

產業掌握調適的各種關鍵技術。 

計畫名稱 營造業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能力輔導計畫 

編號 4-1-2-2 

工作指標 建立氣候變遷對營造業影響宣導與調適能力輔導機制 

績效指標 
協助營造業相關公會及配合各地方政府辦理教育訓練

及說明會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協助及配合辦理教育訓練及

調適計畫說明會合計每年至少 3 場次。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經由經常持續性辦理教育訓練及調適計畫說明

會，建立業界調適氣候變遷之應變能力。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持續辦理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0 0 0 0 0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由本署經費項下辦理 

主(協)辦 

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中長程計畫中已列管 

□ 其他  

列入年度工作項下辦理 

和上述經費中和調適直接相關之比例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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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四、加強能源與產業氣候變遷調適之研究發展。 

調適措施 
4-2. 強化產業的相關調適能力，減低氣候變遷衝擊所造

成之損害成本。 

計畫名稱 強化電業氣候變遷調適能力輔導 

編號 4-2-1-1 

工作指標 

1. 評估電力供給系統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2. 計畫期程內，每年輔導至少 1（含）家（廠/處）電力

事業單位，全程共計至少 15 家（廠/處）： 

(1) 提出極端氣候事件緊急應變計畫書 1 份 

(2) 提出能源產業調適能力程序規劃書 1 份 

3. 由系統面評估電力供給系統之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績效指標 

1. 完成電力供給系統氣候變遷關鍵調適行動建議書 

2. 計畫全程完成 15 家（廠/處）極端氣候事件緊急應變

計畫書規劃作業，以及 15 家（廠/處）調適能力評估

作業 

3. 完成系統面電力供給系統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建議書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電力供給設施相關內容 

(1) 依「5-2-1-1 電力供給設施及其所在區位氣候變遷

之衝擊評估、脆弱度盤查分析與輔導」建立之脆

弱度評估作業程序（SOP），輔導電力事業單位，

進行下述工作： 

A. 依據「能源產業氣候衝擊、脆弱度、調適能

力評估查核清單」，選擇初評屬於較高氣候

風險潛勢之能源供給設施，進行設施及其所

在區位之氣候變遷衝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分

析。 

B. 檢視現有調適能力分析，情境設定與調適行

動計畫。 

C. 進行電力事業單位調適能力輔導： 

a. 第 1 年：檢視現有工安事故緊急應變計

畫，檢討面臨可能之氣候衝擊範圍與強度

不足處，修正為極端氣候事件緊急應變計

畫書。以及依據氣候衝擊、能源設施脆弱

度及事業調適能力評估查核清單檢核輔導

對象，並依結果修正查核清單及提出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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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產業氣候衝擊調適能力程序規劃書與報

告。 

b. 第 2 年：根據最新氣候變遷資訊修正前述

程序規劃書與報告，建立同類型設施之範

本及作業程序，並推廣運用。 

D. 計畫全程輔導家數共計至少 15 家，各年度輔

導家數如下： 

a. 第 1 年度（102 年）輔導至少 2（含）家。 

b. 第 2 年度（103 年）輔導至少 4（含）家。 

c. 第 3 年度（104 年）輔導至少 4（含）家。 

d. 第 4 年度（105 年）輔導至少 3（含）家。 

e. 第 5 年度（106 年）輔導至少 2（含）家。 

(2) 104 年-106 年，配合「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之第二階段示範計畫：推動其他高風險地區調適

計畫，建立澎湖、宜花東之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

略整體規劃。包括： 

A. 蒐研綠色能源、分散式（含社區型）能源納

入電力系統之脆弱度評估資訊。 

B. 蒐研綠色能源、分散式（含社區型）能源納

入電力系統之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管理資訊。 

C. 依據脆弱度評估作業程序（SOP），建立澎

湖、宜花東之「能源產業氣候衝擊、脆弱度、

調適能力評估查核清單」。 

D. 選擇初評屬於較高氣候風險潛勢之能源供給

設施，進行設施及其所在區位之氣候變遷衝

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分析並提出氣候變遷調

適策略。 

(3) 協助能源產業建立內部氣候變遷調適運作體系，

並與政府部門機制進行連結。 

供電系統相關內容 

(1) 102 年：配合供電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進行

分析，了解電力事業單位供電網路內之高風險部

分與相關設施對系統之敏感度，作為整體供電系

統調適輔導計畫與施政決策之參考。 

(2) 103 年：配合供電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範疇

擴充重新檢視並分析，了解電力事業單位供電網

路內之高風險部分與相關設施對系統之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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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作為整體供電系統調適輔導計畫與施政決策之參

考。 

(3) 104 年：持續配合供電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

範疇擴充重新檢視並分析，選擇系統中氣候變遷

風險高之電力供給設施進行輔導檢討建議，以確

認高風險來源之適當性與後續調適方案之可實施

性。 

(4) 105 年-106 年：針對「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之第二階段示範計畫：推動其他高風險地區調適

計畫中之對象如宜花東地區、澎湖低碳島，透過

供電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進行分析，了解

電力事業單位供電網路於計畫範圍內之高風險部

分與相關設施對系統之敏感度，並進行整體供電

系統因應氣候變遷衝擊能力分析檢討。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

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協助電力事業單位建立調適能力，作為後續電力事業

單位自行進行全面性調適能力評估之基礎，可提高調

適能力評估之品質。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增

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1-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2,250 4,250 6,550 10,450 12,800 36,3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綜企組]）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維生基礎設施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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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四、加強能源與產業氣候變遷調適之研究發展。 

調適措施 
4-2. 強化產業的相關調適能力，減低氣候變遷衝擊所

造成之損害成本。 

計畫名稱 強化綜合電業氣候變遷調適能力計畫 

編號 4-2-1-2 

工作指標 

1. 根據專家意見整合方法，結構出生態變遷下電業經

營所可能面臨的社會風險之各相關面向與整體架

構 

2. 定義生態變遷下電業經營之社會風險指標和強度 

3. 根據不同社會風險指標和強度，提出調適方案與因

應對策，支援相關決策之進行 

4. 舉辦生態變遷下電業經營之社會風險調適對策教

育訓練、說明會與座談會共八場 

績效指標 
透過強化綜合電業氣候變遷調適能力計畫來提昇本公

司於氣候變遷作用下之調適能力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評估氣候極端變化下，溫度上昇、水文變化、地

震、土石流、颱風，甚或海平面上昇等，可能對

於電業經營在發電輸電配電以及用戶服務相關

面向等，可能引發之衝擊與預藏之危機。 

(2) 根據研究結果，定義出生態變遷下電業經營所可

能面臨的風險。 

(3) 提契出社會風險之各相關面向與整體性內涵。 

(4) 根據社會風險之各相關面向與整體性內涵，提出

適切之調適方案與因應對策。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1) 因應氣候極端變化之可能衝擊，預先建立電業經

營相關社會風險指標。 

(2) 完成生態變遷下電業經營之社會風險指標強度

分佈圖表。 

(3) 舉辦生態變遷下電業經營之社會風險知覺教育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能源供給及產業領域 

 192 

項目 內容 

訓練、調適策略說明會、行動方案研討會議等，

提昇電業經營之社會風險知覺。 

(4) 提出相關研究報告，提供相關單位具體參考。 

(5) 規劃適切調適策略以及因應對策，提昇相關決策

支援之效能。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3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000 1,000 － － － 2,0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台電公司相關業務費 

主(協)辦 

機關 
台電公司(電經室)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待預算通過後公告辦理(研發計畫名稱：台電因應氣候

變遷風險與不確定性下之調適決策與風險管理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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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四、加強能源與產業氣候變遷調適之研究發展。 

調適措施 
4-2. 強化產業的相關調適能力，減低氣候變遷衝擊所造

成之損害成本。 

計畫名稱 強化油、氣產業氣候變遷調適能力輔導 

編號 4-2-1-3 

工作指標 

1. 計畫期程內，每年輔導至少 2（含）家，共計 12 家，

油氣煉製或天然氣事業所屬能源供給設施單位： 

(1) 現有防災標準檢討分析與緊急應變計畫書撰寫 

(2) 提出極端氣候事件緊急應變計畫 1 份 

(3) 提出能源產業氣候衝擊調適能力程序規劃書 1 份 

2. 由系統面評估油、氣供給系統之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績效指標 

1. 完成 10 家極端氣候事件緊急應變計畫書規劃作業。 

2. 完成 10 家調適能力評估作業。 

3. 完成系統面供油、供氣系統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建議書。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依「5-2-1-3 油、氣供給設施及其所在區位氣候變

遷之衝擊評估、脆弱度盤查分析與輔導」建立之脆

弱度評估作業程序（SOP），輔導油、氣事業單位，

進行下述工作： 

A. 依據「能源產業氣候衝擊、脆弱度、調適能

力評估查核清單」，選擇初評屬於較高氣候

風險潛勢之能源供給設施，進行設施及其所

在區位之氣候變遷衝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分

析。 

B. 檢視現有調適能力分析，情境設定與調適行

動計畫。 

C. 進行事業單位調適能力輔導： 

a. 第 1 年：檢視現有工安事故緊急應變計畫，

檢討面臨可能之氣候衝擊範圍與強度不足

處，修正為極端氣候事件緊急應變計畫

書。以及依據氣候衝擊、能源設施脆弱度

及事業調適能力評估查核清單檢核輔導對

象，並依結果修正查核清單及提出能源產

業氣候衝擊調適能力程序規劃書。 

b. 第 2 年：根據最新氣候變遷資訊，修正工

作項目(A)之內容，並依照設施種類及其特

性，建立油、氣煉製或天然氣事業類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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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用之範本及作業程序，並加以推廣運用。 

D. 計畫全程輔導家數共計至少 12 家，各年度輔

導家數如下： 

a. 第 1 年度（102 年）輔導至少 2（含）家。 

b. 第 2 年度（103 年）輔導至少 4（含）家。 

c. 第 3 年度（104 年）輔導至少 2（含）家。 

d. 第 4 年度（105 年）輔導至少 2（含）家。 

e. 第 5 年度（106 年）輔導至少 2（含）家。 

(2) 協助能源產業建立內部氣候變遷調適運作體系，並

與政府部門機制進行連結。 

(3) 102 年：配合供電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進行

分析，了解現有供氣接收設施與供電系統之關聯與

供氣網路內之高風險部分，並進行供氣系統因應氣

候變遷衝擊能力分析檢討。 

(4) 103 年：配合供油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進行

分析，了解供油事業單位供油網路內之高風險部分

與相關設施對系統之敏感度，作為整體供油系統調

適輔導計畫與施政決策之參考。 

(5) 104 年：配合供氣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進行

分析，了解供氣事業單位供氣網路內之高風險部分

與相關設施對系統之敏感度，作為整體供氣系統調

適輔導計畫與施政決策之參考。 

(6) 105 年-106 年：針對「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之第二階段示範計畫：推動其他高風險地區調適計

畫中之對象如宜花東地區、澎湖低碳島，透過供

油、供氣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進行分析，了

解油、氣事業單位供給網路於計畫範圍內之高風險

部分與相關設施對系統之敏感度，並進行整體供

油、供氣系統因應氣候變遷衝擊能力分析檢討。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

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能源供給及產業領域 

 195 

項目 內容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協助協助油、氣事業進行調適能力評估，作為後續協

助油氣煉製或天然氣事業自行進行全面性調適能力評

估之基礎，可提高調適能力評估之品質。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增

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1-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300 1,550 2,800 3,100 3,200 11,95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綜企組]）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維生基礎設施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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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四、加強能源與產業氣候變遷調適之研究發展。 

調適措施 
4-2. 強化產業的相關調適能力，減低氣候變遷衝擊所造

成之損害成本。 

計畫名稱 油氣探採設施極端氣候事件早期預警管理體系建立 

編號 4-2-1-5 

工作指標 

1. 利用管線遷管及改管開挖期間，重新進行開挖點管

線之座標校正 4 點 

2. 建立設備基礎沉陷資料管理(設備基礎沉陷測量 80

點、邊坡基礎沉陷測量 8 點)，保護重大設備(含兩用

壓縮機、升壓壓縮機) 

3. 建立儲槽基礎沉陷資料管理(常壓油槽 84 座、高壓

儲槽 148 座、儲油窖 4 座) 

績效指標 
完成油氣探採設施及儲油系統沉陷量監測暨早期預警

管理系統建置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能源產業極端氣候事件早期預警管理體系建立： 

(1) 本計畫將以極端氣候事件颱風暴雨氣候變遷，造

成區域土地脆弱度等資訊為基礎，確認輸油氣管

線座標位置，儲槽設備基礎沉陷測量，建立設備

基礎沉陷測量資料管理，逐步掌握能源產業面臨

極端氣候事件之調整方向與因應措施。 

(2) 每年利用管線遷管及改管開挖期間，重新進行開

挖點管線之座標校正、建立設備基礎沉陷資料 

(每年進行設備基礎沉陷測量 80 點、邊坡基礎沉

陷測量 8 點)，並進行常壓、高壓儲槽基礎沉陷測

量(常壓油槽基礎沉陷測量 21 座、高壓儲槽基礎

沉陷測量 37 座及伊作 1 座儲油窖基礎沉陷測量)

以保護如兩用壓縮機、升壓壓縮機及相關之重大

設備。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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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有效掌握輸油氣管線座標位置、設備基礎沉陷值，

及建立儲槽基礎沉陷資料管理，保護重大設備。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1-103 年 

分年經費需

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000 1,000 － － － 2,0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台灣中油公司事業單位預算 

主(協)辦 

機關 
台灣中油公司(探採事業部)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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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四、加強能源與產業氣候變遷調適之研究發展。 

調適措施 
4-2. 強化產業的相關調適能力，減低氣候變遷衝擊所

造成之損害成本。 

計畫名稱 建立商業氣候變遷脆弱度評估資訊系統 

編號 4-2-2-1 

工作指標 建立商業進行氣候變遷脆弱度評估之資訊系統 

績效指標 
將氣候變遷對商業產生之影響類型及各項評估指標之

資訊予以彙整分析，建立評估資訊系統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商業進行氣候變遷脆弱度分析時，需引用各項影響

類型（乾旱、洪災、風災、熱浪等）及評估指標（地

文、水文、供水、溫度等）之資訊，以利判別與評

估。藉由將國內各項資訊予以蒐集彙整並歸納分

析，建立氣候變遷脆弱度評估資訊系統，以利資訊

查詢應用，強化商業調適能力。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強化商業進行氣候變遷脆弱度評估之效益與應用。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3-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 400 300 300 300 1,3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經濟部（商業司）科專計畫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商業司）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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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四、加強能源與產業氣候變遷調適之研究發展。 

調適措施 
4-2. 強化產業的相關調適能力，減低氣候變遷衝擊所造

成之損害成本。 

計畫名稱 觀光產業氣候變遷調適能力輔導分析(三) 

編號 4-2-2-2 

工作指標 完成加強能源與觀光產業氣候變遷調適之研究 

績效指標 降低氣候變遷衝擊帶給觀光產業的負面影響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委託辦理加強能源與觀光產

業氣候變遷調適之研究。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提升我國觀光產業整體之調適能力，且協助被輔導

的業者了解其主要氣候變遷風險及擬定相應措施，

降低氣候變遷衝擊將帶來的負面影響。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3-104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 400 400 － － 8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觀光發展基金 

主(協)辦 

機關 
交通部（觀光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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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五 

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位

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1. 評估能源與經濟產業系統的氣候變遷衝擊、脆弱度

與系統回復力。 

計畫名稱 
電網系統面對氣候變遷之衝擊評估、脆弱度盤查分析與

輔導 

編號 5-1-1-1 

工作指標 

1. 輔導發、輸、配單位，提出發、輸、配系統面對氣候

變遷之衝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分析報告 1 份 

2. 配合供電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之建立，逐年擴

充並完成發、輸(變)電網系統內危害度、脆弱度評估

報告 

績效指標 

1. 完成 1 處脆弱度盤查作業 

2. 配合供電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之建立，逐年完

成供電系統內之危害度、暴露度、敏感度、回復能力

分析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輔導發、輸、配單位，依據「能源產業氣候衝擊、

脆弱度、調適能力評估查核清單」，盤點各年度設

施氣候衝擊、脆弱度、調適能力評估之成果，並建

立各設施關聯性，依主要之複合型氣候衝擊項目，

進行發、輸、配系統面對氣候變遷衝擊評估與脆弱

度盤查，以及事件樹分析。 

(2) 102 年:以系統角度進行電力系統設施中發電站、超

高壓變電站之氣候變遷風險分析。 

(3) 103 年:持續修正與檢討前年度之分析架構，並將系

統範疇納入主要一次變電站進行電力系統設施之

氣候變遷風險分析。 

(4) 104 年:持續修正與檢討前年度之分析架構，並納入

所有一次變電站，並檢討電力系統中災害風險高之

設施，進行因應氣候變遷衝擊能力分析檢討。 

(5) 105-106 年:持續修正與檢討前年度之分析架構，並

針對「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之第二階段示

範計畫：推動其他高風險地區調適計畫中之對象如

宜花東地區、澎湖低碳島，納入電網分析。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能源供給及產業領域 

 201 

項目 內容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

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協助電力事業單位進行脆弱度評估，作為後續電力事

業單位自行進行全面性脆弱度盤查之基礎，可提高脆

弱度盤查分析之品質。 

以發、輸(變)電網為核心，檢討整理發、輸(變)電網

內可能之脆弱點與高風險區域，提高電網系統調適之

參考。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增

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1-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900 1,900 1,600 1,300 1,600 8,3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綜企組、電力組]）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維生基礎設施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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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

位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1. 評估能源與經濟產業系統的氣候變遷衝擊、脆弱

度與系統回復力。 

計畫名稱 
電網系統運作面對氣候變遷之衝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

分析 

編號 5-1-1-2 

工作指標 

1. 電網安全性分析日報表 

2. 「台電超高壓幹線穩定度與最大輸電能力限制檢

討」報告 

績效指標 
透過衝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分析，減低電網系統受損

之衝擊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為獲取氣候之即時資料，台電公司已請中央氣象

局提供防災資訊服務及劇烈天氣偵測系統，隨時

監控氣候變化。 

(2) 配合第三代電能管理系統(EMS)建構完成，即時

對電力系統進行分析（包含 Security Analysis、

Fault current、Dynamic Security Assessment、

Voltage Stability Analysis），以預先了解電力系

統發生事故（輸電線跳脫、鐵塔倒塌，發電機組

跳機）時對電力系統之影響，並預先執行矯正措

施或擬妥因應方案。 

(3) 每年 5 月完成當年度「台電超高壓幹線穩定度與

最大輸電能力限制檢討」，針對當年電網架構提

出考量系統運轉安全、發電成本及氣候因素等條

件之調度運轉限制。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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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確保電力供應之可靠與穩定。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1-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0 0 0 0 0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台電公司相關業務費 

主(協)辦 

機關 
台電公司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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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位

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1. 評估能源與經濟產業系統的氣候變遷衝擊、脆弱度

與系統回復力。 

計畫名稱 
油、氣供輸系統面對氣候變遷之衝擊評估、脆弱度盤查

分析與輔導 

編號 5-1-1-3 

工作指標 

1. 輔導油氣煉製或天然氣事業單位進行能源供輸系

統，提出油、氣供輸系統面對氣候變遷之衝擊評估與

脆弱度盤查分析報告 1 份 

2. 配合供油、供氣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之建立，

逐年擴充並完成供油、供氣系統內危害度、脆弱度評

估報告 

績效指標 

1. 完成 1 項脆弱度盤查作業 

2. 配合供油、供氣系統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之建立，

逐年完成供油、供氣系統內之危害度、暴露度、敏感

度、回復能力分析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輔導油氣煉製或天然氣事業單位依據「能源產業氣

候衝擊、脆弱度、調適能力評估查核清單」，進行

油、氣供輸系統面對氣候變遷衝擊評估與脆弱度盤

查分析之示範計畫，並推廣其餘廠區試行運用。 

(2) 102 年：配合供電系統之一次能源系統，完成與現

有供電系統相關之供氣接收設施之調適能力分析。 

(3) 103 年：完成現有供油系統(含油氣煉製、油庫設

施)之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分析。 

(4) 104 年：完成現有供氣系統(含接收站、輸氣管、

天然氣供給設施)之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分析。 

(5) 105 年：持續修正與檢討前年度之分析架構，配合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之第二階段示範計

畫(如「澎湖低碳島」)，並納入供油、供氣系統分

析。 

(6) 106 年：整合本島與澎湖地區之供油與供氣系統，

並配合「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之第二階段

示範計畫(如「宜花東地區」)之供油、供氣設施之

因應氣候變遷衝擊能力分析檢討。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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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

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協助油氣煉製或天然氣事業單位進行脆弱度評估，作

為後續中油自行進行全面性脆弱度盤查之基礎，可提

高脆弱度盤查分析之品質。 

以供油、供氣系統為基礎進行脆弱度評估，檢討系統

內之脆弱點與高風險區域，提高供油、供氣系統調適

之參考。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增

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400 1,000 1,400 1,000 1,200 5,0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綜企組、油氣組]）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維生基礎設施和災害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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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位

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1. 評估能源與經濟產業系統的氣候變遷衝擊、脆弱度

與系統回復力。 

計畫名稱 因應氣候變遷衝擊整體能源供給策略研究 

編號 5-1-1-4 

工作指標 整體能源供給系統因應氣候變遷衝擊策略報告 1 份 

績效指標 提升能源供給系統於氣候變遷下之防護能力。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102-103 年度 

A. 研擬電力系統事業單位之調適對策規劃指

引。 

B. 建立電力系統因應氣候變遷衝擊調適策略資

料庫。 

C. 蒐研國際能源領域之氣候變遷調適相關資

訊。 

D. 配合行政院核定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相

關推動事項，如推動「能源供給與產業」領

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相關研析及

彙整作業。 

(2) 104-105 年度 

A. 研擬供油系統與供氣系統事業單位之調適對

策規劃指引。 

B. 建立供油系統與供氣系統因應氣候變遷衝擊

調適策略資料庫。 

C. 持續檢討與擴充電力系統因應氣候變遷衝擊

調適策略資料庫 

D. 持續蒐研國際能源領域之氣候變遷調適相關

資訊。 

E. 配合行政院核定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相

關推動事項，如推動「能源供給與產業」領

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相關研析及

彙整作業。 

(3) 106 年度 

A. 針對歷年對能源事業單位系統中氣候變遷風

險之分析與相關建議，進行檢討與修正並回

饋至調適對策規劃指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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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B. 建立整體能源供給系統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

調適策略資料庫。 

C. 配合行政院核定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相

關推動事項，如推動「能源供給與產業」領

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相關研析及

彙整作業。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

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透過了解能源供給系統於氣候變遷下的防護能力及

脆弱度，據以提出因應對策，並進一步提高能源供給

系統於氣候變遷下之穩定度。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增

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1-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600 1,600 2,000 2,000 2,000 9,2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綜企組]）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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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位

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1. 評估能源與經濟產業系統的氣候變遷衝擊、脆弱度

與系統回復力。 

計畫名稱 製造業氣候變遷影響評估與因應  

編號 5-1-2-1 

工作指標 完成「製造業氣候變遷脆弱度與影響評估報告」一份 

績效指標 掌握製造業氣候變遷衝擊問題並協助業者因應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透過資料研析、業者調查、或試行輔導等方式掌

握製造業氣候變遷影響。 

(2) 研議對策並提供資訊，以協助業者掌握氣候變遷

衝擊並進行因應。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

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掌握製造業氣候變遷衝擊之具體問題，以研議因應策

略，協助業者進行解決。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增

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6 年 

分年經費

需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300 2,000 2,000 2,000 2,000 9,3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於委辦計畫項下編列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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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

位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1. 評估能源與經濟產業系統的氣候變遷衝擊、脆弱

度與系統回復力。 

計畫名稱 商業氣候變遷衝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分析 

編號 5-1-2-2 

工作指標 每年完成 2 家指標性商業服務業氣候變遷衝擊之調查 

績效指標 分析企業能源價格對企業經營影響及調適方式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針對商圈、連鎖商店、物流業商家，調查氣候變遷

對企業經營衝擊影響及調適方式，了解企業應變措

施與能力，分析企業最佳應變方式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累積商業服務業部門之氣候變遷衝擊調查資料，提

供分析服務業運作面對氣候變遷脆弱度與衝擊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1-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400 400 400 400 400 2,0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經濟部（商業司）科專計畫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商業司）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 101 年商業節能減碳計畫計畫中

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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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

位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1. 評估能源與經濟產業系統的氣候變遷衝擊、脆弱

度與系統回復力。 

計畫名稱 中小企業因應氣候變遷衝擊與調適策略規劃 

編號 5-1-2-3 

工作指標 完成中小企業因應氣候變遷策略規劃報告一份 

績效指標 完成中小企業因應氣候變遷策略規劃報告一份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依國內製造業及服務業氣候變遷評估分析結

果，進一步分析對中小企業之衝擊 

(2) 蒐集國外因應氣候變遷之策略 

(3) 提出中小企業因應氣候變遷策略規劃及建議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其他-能源供應短缺與

經濟損失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建立中小企業因應氣候變遷相關

資料，作為未來擬訂政策之參考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3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0 0 － － －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 (相關計畫經費支應) 

主(協)辦機關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推動產業

節能減碳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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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位

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1. 評估能源與經濟產業系統的氣候變遷衝擊、脆弱度

與系統回復力。 

計畫名稱 觀光產業氣候變遷宣導與調適能力輔導計畫(四) 

編號 5-1-2-5 

工作指標 
1. 完成評估報告一份 

2. 完成觀光產業氣候變遷脆弱度盤查指引一份 

績效指標 完成我國觀光產業氣候變遷衝擊與脆弱度評估 

計畫概要 

1. 建議工作項目與內容： 

(1) 蒐集國際間有關觀光產業氣候變遷調適之衝擊評

估與脆弱度盤查分析研究。 

(2) 透過專家諮詢會議確認我國觀光產業氣候變遷衝

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分析方向及方式。 

(3) 執行我國觀光產業氣候變遷脆弱度盤查與衝擊評

估，並辨識觀光產業中高脆弱度之業者類別。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掌握我國觀光產業受氣候變遷之衝擊下的脆弱度，

以利後續行動計畫進行調適能力評估及研擬相應措

施，進而提昇我國觀光產業調適能力，同時也協助

挑選出適當的業者進行個別輔導。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3-104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 0 0 － －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觀光發展基金 

主(協)辦 

機關 
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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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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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位

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2. 通盤檢討能源與產業設施區位與場址面對氣候變

遷衝擊的適宜性，提升相關服務功能的可靠度，降低災

損風險。 

計畫名稱 
電力供給設施及其所在區位氣候變遷之衝擊評估、脆弱

度盤查分析與輔導 

編號 5-2-1-1 

工作指標 

計畫期程內，每年輔導至少 1（含）家電力事業單位，

共計 5 家，提出能源供給設施及其所在區位氣候變遷之

衝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分析報告 1 份 

績效指標 計畫期程內，每年完成至少 1（含）家脆弱度盤查作業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輔導電力事業單位依據「能源產業氣候衝擊、脆弱

度、調適能力評估查核清單」，選擇初評屬於較高

氣候風險潛勢之能源供給設施，進行設施及其所在

區位之氣候變遷衝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分析。全程

輔導家數共計至少 5 家。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協助電力事業單位進行脆弱度評估示範計畫，作為

後續台電自行進行全面性脆弱度盤查之基礎，可提

高脆弱度盤查分析之品質。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0-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500 1,500 1,200 1,000 500 5,7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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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綜企組]）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維生基礎設施及災害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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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

位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2. 通盤檢討能源與產業設施區位與場址面對氣候變

遷衝擊的適宜性，提升相關服務功能的可靠度，降低

災損風險。 

計畫名稱 
台電所屬能源供給設施及其區位氣候變遷之衝擊評估

與脆弱度盤查分析 

編號 5-2-1-2 

工作指標 

1. 構建氣候變遷下五大區位自然生態系統與經濟社

會系統對電力設施衝擊之相對脆弱度指標 

2. 根據不同之相對脆弱度指標，提出調適方案與因應

對策，支援相關決策之進行 

3. 舉辦氣候變遷下相關自然生態系統與經濟社會系

統對電力設施之衝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分析座談

會共三場 

績效指標 
透過脆弱度盤查分析，提高台電所屬能源供給設施及

其區位對氣候變遷之調適程度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分北、中、南、東、離島五大區位進行氣候變遷

下對自然生態系統之衝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分

析。 

(2) 依上述分析結果進行對當地區位之經濟社會系

統之衝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分析。 

(3) 依前述分析結果進行對電力設施之衝擊評估與

脆弱度盤查分析（與各單位之聯結） 

(4) 電力設施包括： 

A. 發電系統：包括火力（煤、油、氣）、水

力（川流、水庫抽蓄）、核能（核一、二、

三、四）、再生（風力、太陽光電）等。 

B. 輸電系統：包括 345、161、69kV 之輸電

線和變電所。 

C. 配電系統：包括 22.4 以下之輸電線和變電

所。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  風強

度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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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1) 因應氣候變遷對自然生態系統與經濟社會系統

之可能衝擊，預先建立電業經營之脆弱度指標。 

(2) 舉辦氣候變遷下相關自然生態系統與經濟社會

系統對電力設施之衝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分析

座談會，提昇電業經營之風險知覺。 

(3) 提出相關研究報告，提供相關單位具體參考。 

(4) 規劃適切調適策略以及因應對策，提昇相關決策

支援之效能。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3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000 1,000 － － － 2,0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台電公司相關業務費 

主(協)辦 

機關 
台電公司(電經室)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待預算通過後公告辦理(研發計畫名稱：台電所屬能源

供給設施及其所在區位氣候變遷之衝擊評估與脆弱度

盤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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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位

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2. 通盤檢討能源與產業設施區位與場址面對氣候變

遷衝擊的適宜性，提升相關服務功能的可靠度，降低災

損風險。 

計畫名稱 
油、氣供給設施及其所在區位氣候變遷之衝擊評估、脆

弱度盤查分析與輔導 

編號 5-2-1-3 

工作指標 

計畫期程內，每年輔導油、氣事業單位進行至少 1（含）

家（廠/處）能源供給設施，提出能源供給設施及其所

在區位氣候變遷之衝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分析報告1份 

績效指標 
計畫期程內，每年完成至少 1（含）家（廠/處）脆弱度

盤查作業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輔導油、氣事業單位，進行下述工作： 

A. 第 1 年：依據「能源產業氣候衝擊、脆弱度、

調適能力評估查核清單」，選擇初評屬於較

高氣候風險潛勢之能源供給設施，進行設施

及其所在區位之氣候變遷衝擊評估與脆弱

度盤查分析。 

B. 第 2 年：依據最新氣候變遷資訊修正前述示

範計畫之輔導成果，建立依照設施種類特性

修訂之範本及作業程序，並推廣其餘廠區試

行運用。 

(2) 全程輔導家數共計至 5 家。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協助油、氣事業單位進行脆弱度評估示範計畫，作

為後續油、氣事業單位自行進行全面性脆弱度盤查

之基礎，可提高脆弱度盤查分析之品質。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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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計畫期程 102-105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000 1,000 500 500 ─ 3,00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綜企組]）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維生基礎設施及災害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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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位

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2. 通盤檢討能源與產業設施區位與場址面對氣候變

遷衝擊的適宜性，提升相關服務功能的可靠度，降低

災損風險。 

計畫名稱 供油中心油槽區地質災害潛勢調查分析暨改善計畫 

編號 5-2-1-4 

工作指標 

1. 完成各供油中心油槽區地質災害潛勢調查分析，並

針對油槽區地層每年進行沉陷量長期監測，以建立

相關資料庫 

2. 依據地質災害潛勢調查分析有危害之虞之處，研提

計畫辦理改善 

3. 針對定期全面性檢查維修、颱風前後及地震後進行

庫區檢查，建立相關預警及應變管理機制 

績效指標 

1. 建立全國 13 座供油中心油槽沉陷量資料庫，並完

成有危害之虞油槽之改善 

2. 建立所有供油中心油槽預警及應變管理機制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臺灣位處於歐亞板塊與菲律賓海板塊交接處，群山

環繞與地震頻繁是這地區的特色，臺灣地區坡地發

生環境災害的頻率也特別高，山區落石、順向坡之

岩體滑動等地質災害特別嚴重，2010 年 4 月 27 日

國道 3 號南下 3.25 公里處發生走山事故，即為順向

坡之岩體滑動。鑑於各供油中心油槽區均位於山

區，面對氣候變遷，暴雨量屢爆新高，更增加輸儲

設施安全之顧慮。遂由本公司探採研究所負責山區

油槽附近之地質災害潛在性之全面性調查： 

(1) 依據「台灣中油油槽區地質災害潛勢初步調查分

析」報告中探採研究所針對各供油中心之「結論

與建議」事項提及有立即危害之虞者即刻辦理改

善；若無立即危害者則辦理監測改善，並視人

力、物力及預算情形分階段進行。 

(2) 各庫區內順向坡之地點列表紀錄，並在異常狀況

發生時(如颱風、豪雨及地震等情形)依據表列順

向坡之狀態，將檢查結果紀錄於「颱風、地震後

之現場檢查表」中。 

(3) 排水孔功能為各庫區普遍之問題，進行全面性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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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與整修。 

(4) 各庫區順向坡潛移與邊坡穩定度之偵測建議併

入庫區定期進行之油槽區地層沉陷量監測作業

辦理，進行定期監測與紀錄。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確保各供油中心輸儲作業安全，維持油料供應不中

斷，充分供應市場之需求。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0-103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0 0 － － －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台灣中油公司事業單位預算 

主(協)辦 

機關 
台灣中油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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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位

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2. 通盤檢討能源與產業設施區位與場址面對氣候變

遷衝擊的適宜性，提升相關服務功能的可靠度，降低災

損風險。 

計畫名稱 天然氣接收站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提升計畫 

編號 5-2-1-6 

工作指標 

1. 永安天然氣接收站部分：  

(1) 完成港區及航道水域疏浚挖維護作業，估計疏浚

土方量為 450 萬立方公尺，屏障波浪以提供 LNG

船舶靜穩操作水域 

(2) 完成永安港南堤修復工程，防止颱風暴潮等造成

淹水情況 

(3) 新設 3000KW(1500KW×二部)引擎發電機組，強

化備載電力系統，以減低天然氣供氣中斷之風

險。 

2. 台中天然氣接收站部分：建立廠區沉陷整體監測網 

績效指標 

1. 永安港濬深後可供卸收容量達 210,000 M3 之 LNG

船停靠。緊急供氣量由每小時 90 公噸提高至 180

公噸 

2. 完成台中港廠區整體沉陷監測網建置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永安天然氣接收站部分：  

A. 永安港浚渫維護作業：因應氣候變遷海流型

態變更、暴雨沖刷等因素產生之漂砂或沉積

物淤積港區，為能提供永安港港域 LNG 船

舶航行及靠泊之安全，規劃進行航道及港區

水域之疏浚挖深維護作業，工作內容包含海

洋棄置許可申請、發包作業、浚渫維護作業。 

B. 辦理永安港南堤修復工程：因應暴潮因素，

以補強南堤外側消波塊強度方式修復受損

南海堤堤段 30.5 公尺、海水渠道與護岸堤

段 20.5 公尺。 

C. 緊急備用柴油引擎發電機系統規劃與建

立：因應氣候變遷造成之供電中斷時，能持

續天然氣之生產，規劃建立緊急備用發電機

系統，工作內容包含發電設備登記及申請、

計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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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柴油引擎發電機組 3000KW(1500KW×

二部)規劃與建立、系統保護機制及系統併

聯申請、規劃及建立。 

D. 持續辦理儲槽區地層沉陷監測。 

(2) 台中天然氣接收站部分： 

因應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及台中接收站坐落之

台中港區地質特性，建置廠區沉陷監測網，提供

沉陷原因分析與預測，以供設施維護修繕之參

考，工作內容包括利用 BM09 永久水準點複測其

高程以確認沉陷量測值正確性、監測鋼板樁護岸

後側土層水平位移以研判變形驅動機制及制定對

策、天然氣儲槽槽體與其他重要設施之營運安全

性監測、監測數據分析與研判。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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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1) 永安天然氣接收站部分： 

A. 浚渫維護作業完成後，可減輕港內淤砂並屏

障波浪以提供 LNG 船舶靜穩航行及靠泊之

安全水域，確保營運正常且持續供氣。 

B. 南堤修復工程完成後，可防止廠區遭受颱風

暴潮、巨浪、海水倒灌造成之淹水。 

C. 完成柴油引擎發電機系統規劃與建立，以因

應台電停電時，可緊急啟動基本生產機組運

轉，供應客戶用氣需求。 

(2) 台中天然氣接收站部分： 

A. 長期追蹤地層沉陷趨勢，繪製等高線圖，掌

握局部沉陷速率較高之區域，以擬定防治措

施。 

B. 長期監測廠區大區域海埔新生地之變化，滿

足營運階段環評承諾事項。 

C. 儀器設置階段之土層鑽孔作業，兼作地層研

判及進行適當土壤試驗，可獲得土層參數並

合理預估沉陷趨勢。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1-105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34,855 34,855 34,855 34,855 － 139,42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事業單位預算 

主(協)辦機

關 
台灣中油公司(天然氣事業部)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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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位

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2. 通盤檢討能源與產業設施區位與場址面對氣候變

遷衝擊的適宜性，提升相關服務功能的可靠度，降低災

損風險。 

計畫名稱 天然氣輸氣管線加強檢測維護及供氣穩定改善 

編號 5-2-1-7 

工作指標 

1. 天然氣海底管線，每年至少執行外部檢測一次，包

含淺層底質剖面儀，側掃聲納、多波束聲納及水下

遙控載具攝影等檢測；颱風、暴雨或地震過後，於

特殊管段重新檢測，俾了解管線狀況；每 4-6 年實

施智慧型 PIG 檢測一次 

2. 天然氣陸上管線每日巡查、每三個月檢測防蝕電位

一次、每半年召開管線風險評估會議 

3. 逐年汰換或新設中、低壓輸氣管線為高密度聚乙烯

管材，99-101 年計畫汰換或新設 38070 公尺 

績效指標 

1. 建立定期檢測及風險管理之機制，每年進行海底管

線外部檢測ㄧ次、4-6 年進行智慧型 PIG 檢測一次，

陸管則每三個月進行防使電位檢測 

2. 101 年完成 38,070 公尺中低壓供氣管線汰換或新設

成 HDPE 管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高壓天然氣管線部分：  

A. 加強海底管線之檢測： 

a. 以智慧型檢測儀（IP）檢測海底管線內部

管璧腐蝕、變形、缺陷等異常狀況並採

取維修措施。 

b. 以淺層底質剖面儀檢測、側掃聲納檢測、

多波束聲納檢測、水下遙控載具攝影檢

測、管線陰極防蝕電位檢測等技術實施海

底管線外部檢測，早期發現異常狀況並採

取維修措施。 

c. 定期海面巡察 

B. 加強陸上管線之檢測： 

a. 以智慧型檢測儀（IP）檢測陸上管線內部

管璧腐蝕、變形、缺陷等異常狀況並採取

維修措施。b.加強管線 GPS 定位、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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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防蝕電位檢測、例行巡查工作，發現異常

立即採取維護措施。 

b. 持續實施管線風險評估，針對高風險管段

進行汰換遷移或加強保護措施。 

(2) 中、低壓天然氣管線部分： 

輸氣管材汰換為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因應氣

候變遷帶來氣溫、暴雨、乾旱、地震等反常現象，

將原使用之中壓阻焊鋼管及低壓鍍鋅鋼管分別更

換為 PE 100、 PE 80 之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

以該材料耐衝擊力強、柔韌性強、耐候性佳及使

用壽命長之特點，達到安全穩定供應民生用氣目

標。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維持天然氣管線輸送安全，確保民生、工業、發電

用天然氣正常供應。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0-103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0 0 － － －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台灣中油公司事業單位預算 

主(協)辦 

機關 
台灣中油公司(天然氣事業部)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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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

位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2. 通盤檢討能源與產業設施區位與場址面對氣候變

遷衝擊的適宜性，提升相關服務功能的可靠度，降低

災損風險。 

計畫名稱 加工區氣候變遷衝擊與區位脆弱度盤查分析 

編號 5-2-2-1 

工作指標 

1. 完成加工區之重大建設之衝擊評估調查 

2. 完成加工區之區位淹水風險盤查分析 

3. 完成加工區之各重大公共工程緊急應變小組盤查 

績效指標 
1. 100 年 12 月完成盤查工作(已完成) 

2. 102 年後每年 12 月檢視更新並提出該年盤點表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調查加工區之重大建設之衝擊評估。 

(2) 調查加工區之區位淹水風險盤查與分析。 

(3) 調查加工區之重大公共工程緊急應變小組組

織。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完成重大建設衝擊評估與區位脆弱度盤查分析，可

獲得各加工區之危險區位及重大建設預警資料，作

為重大建設因應氣候變遷調適措施、建立早期預警

系統及緊急應變體系之基本資料。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0-106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0 0 0 0 0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暫以本處現有人力執行 

主辦機關 經濟部（加工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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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     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      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列入年度工作項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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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位

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2. 通盤檢討能源與產業設施區位與場址面對氣候變

遷衝擊的適宜性，提升相關服務功能的可靠度，降低災

損風險。 

計畫名稱 工業區防汛能力提昇及旱災緊急通報體系計畫 

編號 5-2-2-3 

工作指標 

1. 於所轄工業區內協助完成 46場防汛(沙盤)演練(教育

訓練) 

2. 即時掌握各工業區內及區外廠商工業用水供需狀況

並給予適時之協助 

績效指標 

1. 完成防汛(沙盤)演練，提升所轄工業區防汛整備能力 

2. 即時掌握廠商用水供需狀況，協調相關單位正常供

水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工業區防汛能力提昇 

A. 教育工業區管理機構及工業區廠商正確及有

效之防汛方式及整備作為。 

B. 協助辦理及參與防汛(沙盤)演練，增加實際

應變能力。 

(2) 旱災緊急通報體系 

主動瞭解廠商用水情形，如有缺水情事，則由工

業區管理機構協調轄區自來水各區處立即協助。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1) 強化工業區管理機構及工業區廠商及員工防汛之

知能及應變能力。 

(2) 枯旱期間為能即時掌握廠商工業用水供需狀況並

給予適時之協助。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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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分年經費

需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0 － － － －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1. 防汛(沙盤)演練(教育訓練)部分場次為地方政府單位

支應，或消防勞安相關單位補助，或廠聯會支應、

或區域聯防組織支出，部分場次由產業園區開發管

理基金支應。 

2. 旱災緊急通報體系經費係由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支應。 

主(協)辦 

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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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位

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2. 通盤檢討能源與產業設施區位與場址面對氣候變遷

衝擊的適宜性，提升相關服務功能的可靠度，降低災損

風險。 

計畫名稱 
針對位於環境敏感地區之風景區或景點，檢討遊憩管理

及警示設施 

編號 5-2-2-4 

工作指標 
海濱環境敏感地區之風景區或觀光景點之環境維護及設

施維持，以減緩及降低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環境衝擊 

績效指標 

透過環境維護、設施減量等方式，減低對國家風景區內

景點環境的侵擾及承載壓力，以兼顧生態保育及觀光旅

遊之永續經營理念，並達觀光資源永續利用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朝向減量原則、環境優先及資源永續等原則進行景

點規劃及維護管理，並應用生態工法、自然邊坡穩

定工法及節能減碳工法進行相關設施開發及維護。

針對有潛在危險地區設立警示設施，管制遊客進

入，以維護旅遊安全。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配合生態工法或綠建築等方式，降低對環境之侵

擾。並配合強化旅遊環境及遊客安全，使觀光遊憩

與資源環境能共存發展，降低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環

境衝擊。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長期 

分年經費需

求表（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0 0 0 0 0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重要經建計畫公務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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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主（協）辦 

機關 
交通部（觀光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中長程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本計畫係經常性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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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位

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調適措施 

5-2. 通盤檢討能源與產業設施區位與場址面對氣候變

遷衝擊的適宜性，提升相關服務功能的可靠度，降低災

損風險。 

計畫名稱 科學園區水、電、氣穩定供應分析及風險因應檢討 

編號 5-2-2-5 

工作指標 完成科學園區水、電、氣穩定供需評估報告 

績效指標 提出科學園區水、電、氣供需面優先因應方案之建議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水資源供需面 

工作重點包含水源分析及推估：  

A. 園區用水需求分析與脆弱性評估。 

B. 短、中、長期供水量是否充足，及可能面臨

之風險。 

C. 研析因應措施及建議優先方案。 

(2) 電力供需面 

A. 供電品質分析。 

B. 供電可靠度評估。 

(3) 氣體供需面 

A. 氣體供給需求分析。 

B. 供應系統穩定政策風險評估。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

增強、■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需透過先期研究方

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1) 完成三個科學園區主要基地(新竹、竹南，台中，

台南)之用水、用電、用氣等使用現況分析及未來

需求推估，並提出未來用水穩定供應分析報告。 

(2) 完成三個科學園區主要基地(新竹、竹南，台中，

台南)之穩定水資源管理策略。 

(3) 蒐集分析各科學園區水電氣供應過去使用資訊

與未來使用趨勢，提出長期因應方案，以促進園

區產業發展。 

(4) 使各科學園區管理局瞭解所屬園區短中長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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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用電、用氣之供需狀況，研析因應措施及建

議優先方案。 

(5) 檢討前述所分析之相關因應對策及方案，以強化

園區水電氣之供應。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

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1-105 年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0 0 0 0 － 0 

經費來源 

(財務計畫) 
各科學園區管理局 

主(協)辦 

機關 
竹科、中科和南科工業園區管理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列於______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列管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