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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專家學者諮詢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3年 8月 9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4樓大禮堂               

參、主席：張局長輝川                                                            紀錄:許亦萱 

肆、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會議說明：詳會議簡報 

柒、討論事項： 

一、 洪耀明委員意見： 

(一) 各項災害危害度分析，有參考中央單位分析成果，值得嘉許。 

(二) 建議可摘錄 IPCC AR6之總結報告，提出未來趨勢，例如氣溫、

雨量、極端氣候、海平面上升內容。簡報第八頁，左下角是

「評估風險」，但簡報是「未來風險」，以未來風險較佳。 

(三) 建議簡報 p.15淹水熱區，放到修正報告。 

(四) 簡報 p.17年最大一日降雨，是指迴歸周期為一年？ 

(五) 本報告內容或可歸納為「上位計畫」，是否各局處可以進一步

提出執行方案措施及預算。 

(六) 對於水資源、土地利用、健康脆弱度部份，若能收集近年實際

發生之問題，及因應方案，或能更容易理解。目前放在附件，

非常可惜，如果可以彙整放在報告中，會更好。另外可補充健

康之問題及災情。 

二、 吳治達委員意見： 

(一) 嘉縣府因應氣候變遷進行之調適與規劃周詳縝密，用心良苦。 

(二) 水資源供應為本縣未來重要挑戰之一，包含工業用水及民生用

水，均預估會有上升情況，目前規劃之各項調適活動，預計可

提升多少%之可利用水資源供給？ 

(三) 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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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污防制計畫中，為減少臭氧提出之方案中包含以 SRF 代

替傳統燃料，此部分的臭氧之關聯或需進一步說明。 

2. 空氣品質淨化區之樹種選擇，或可選取低 isoprene排放樹種。 

3. 鹿草焚化爐是否可能翻轉其傳統印象，轉為環教場域。 

(四) 氣候暖化下垃圾掩埋場對空污影響或可能再增強，可注意之。 

(五) AI技術於環教上之應用。 

(六) 重要據點之遮蔭規劃，建議考量之（遊客、社區聚會所）。 

三、 賴信志委員意見： 

(一) 資訊整理相當完整，值得肯定。 

(二) 暴露度的資訊揭露，建議可進一步針對本縣特性，如老齡人口

增加對應到人口密度的分布與趨勢改變，(空間與時間)更能貼

近後續調適策略的評估。 

(三) 能力建構的部份，因防災能力需融入到各調適領域中，故於組

織架構上應納入防災單位。 

(四) 縣政未來發展方向亦建議與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中一併規劃

設計，例如未來的農工大縣目標，針對工業區光電區的調適亦

可在土地利用、能源供給與產業等領域中加強行動方案。 

(五) 關鍵領域中的高溫策略可依風險來設計高齡人口面對高溫應變

能力與照護（衛福部），避免熱傷害的自治條例等等，建議都

可以納入規劃。 

(六) 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是達成行動方案的重要關鍵，建議可加強支

持力道，以增加縣民共識。 

四、 郭昭吟委員意見： 

(一) 本委員會為因應氣候變遷委員會，除本調適方案討論外，下回

可增進討論其他方案。 

(二) 8/8 召開之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達成 2 項共識，一是積極

發展再生能源是最大公約數，二是政府應充分揭露各種能源資

訊，弭平資訊落差。下一次討論綠色金融綠領人才，故建議貴

縣應積極應對。 

(三) 對於各領域調適方案，建議如下： 

1. 維生基礎設施：請查核重要及老舊路橋。 

2. 水資源：再生水使用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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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利用：合理農業或溫室和防洪規劃。 

4. 海洋資源：統計嘉義漁業變化。 

5. 農業生產：耐旱物種選擇，作業時程改變等。 

6. 調適方案（其他）：植樹綠美化及降溫。 

五、 嘉義縣工業會意見： 

(一) 簡報第 46 頁在未來潛在衝擊評估之產業用水效能提升部分，

嘉義縣工業用水水量最少，農業用水最多，因此較不擔心工業

用水會缺乏，工業用水缺乏時可從農業或民生用水來遞補。 

(二) 針對中小企業氣候變遷調適教育宣導，常見於農業碳盤查部分，

農民關心氣候變遷對自身影響，但不知如何著手參與。 

(三) 本公司本身即為綠建築及綠色工廠，過去曾受邀至學校或各工

業區進行相關分享時，了解各工廠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之背景調

查，依觀察得知中小企業關心氣候變遷，但缺乏綠領人才，想

執行卻無重著手，因此對於調適氣候變遷調適教育宣導部份，

就工業會立場，想了解嘉義縣政府能提供給予相關資源或支持，

以面對本縣一千多家之中小企業，藉以協助相關策略進行。 

六、 嘉義縣鄉村永續發展協會意見： 

協會位於嘉義縣東石鄉，平時即致力於在地推動水資源環境教

育，包含採用生態養殖魚塭，不使用地下水，使用地面水來維

持魚塭環境，而在近期帶領營隊認識家鄉產業時遇本次颱風，

並利用此機會至現場了解淹水與蚵蜆受破壞情況，藉以了解生

態養殖池與一般工業養殖池受水災影響狀況不相同，亦是本協

會於水資源與環境教育一直以來努力推動的目標。 

七、 環境保護局意見： 

(一) 針對焚化爐改善作業，目前本縣已逐步開放民眾自行預約參觀，

使民眾對焚化爐改觀。 

(二) 針對工業會說明碳盤查部分，本縣至去年成立淨零學院，並針

對溫室氣體碳盤查已開辦 21 場次相關課程，後續課程將再廣

邀各製造業及小型企業共同參與。 

(三) 請各局處針對委員意見補充資訊，包含建設處之維生基礎設施

（路橋）防洪資訊，水利處之水資源再生水廠資訊，農業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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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農業部分及海洋資源於高溫對漁業影響，以利調適執

行方案能更加完整。 

(四) 面對氣候變遷，許多產業都將面臨轉型，對於受衝擊業者需以

公正轉型，不遺落任何人之角度預先規劃，如推廣電車後，原

油車產業如小型機車修車廠將如何轉型等。 

(五) 為輔導業者了解減碳必要性，請環境保護局環境永續科針對轄

內企業量身訂做相關課程，並與經濟發展處持續溝通了解不同

企業針對減碳及調適領域必要執行內容，並規劃實地參觀，以

有效提供業者相關資訊。 

捌、結論 

感謝大家參與會議並提供寶貴意見，有關本次會議所提之相關建

議，後續請環境保護局納入調適執行方案內容修正。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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