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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執行成果及效益 

一、 成果與氣候變遷或氣候變遷調適之關連性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成果 

4-1-2-1 
國家公園中程

計畫 

國家（自然）公園為我國重要保護區，具有調節氣

候並具有維持氣候的穩定之重大機能，對減緩暖

化、緩衝天然災害、涵養水源、穩固大氣環境等國

土保安功能極具貢獻。 

4-1-2-2 
國家濕地保育

實施計畫 

本計畫之領域目標為「落實國土保育，促進國土利

用合理配置」，對應之調適策略為「建構國家生態

網絡」，採取之調適措施為「提升自然生態系統氣

候變遷調適能力」。濕地具吸納暴雨、降低洪峰，

具有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防洪、滯洪等重要價

值，並屬氣候變遷調適之一環，因此藉由落實「濕

地保育法」維持重要濕地零淨損失，確保濕地天然

滯洪等功能，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濕地生態保育

及明智利用，強化自然生態系統氣候變遷調適能

力。 

4-2-1-2 

落實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有關

防洪、排水及

滯洪等檢討 

本計畫係為「推動流域治理，降低災害風險，確保

國土安全」調適目標項下，「推動都市總和治水」

之調適策略中，「檢討與修正相關規定」之行動計

畫，透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之規劃作業程序，依據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6 條及第 7 條

規定，內政部對於報部核定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

件，均要求各都市計畫擬訂機關依上開規定，對於

都市災害發生歷史、特性及災害潛勢情形，就都市

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帶等事項進行規劃及檢討，

並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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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成果 

4-2-1-3 
都市更新發展

計畫 

都市更新工作透過再造都市機能及適性運用市區

土地，積極改善市區生活環境品質，提升城市耐災

調適能力。 

4-2-1-4 

雨水下水道建

設計畫及都市

總合治水 

本計畫可增加都市排洪量及容洪量，降低極端降雨

致災衝擊。 

4-2-1-5 

水環境低衝擊

開發設施操作

手冊編修與下

水道整合研究

計畫 

水環境低衝擊開發是以透過貯存、滲透、蒸發及延

遲逕流等生態系統為根基的暴雨管理方法，減少地

表逕流及提升基地滲水、保水等生態循環，以小規

模分散式之規劃設計，減少土地開發對環境的衝

擊，並調適氣候變遷。 

4-2-1-7 

縣市管河川及

區域排水整體

改善計畫 

增進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強化韌性並降低脆弱度。 

4-2-1-8 

中央管流域整

體改善與調適

計畫 

本計畫之領域目標為「推動流域治理，降低災害風

險，確保國土安全」，對應之調適策略為「推動都

市總和治水」，採取之調適措施為「提升防洪與排

水能力」，為因應極端氣候造成流域環境變化並持

續維護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及一般性海堤安全，

減輕洪災損失，須因應氣候及環境變化進行治理策

略轉型之調整，並遵循「逕流分擔計畫(水利法)」、

「全國國土計畫(國土計畫法)」、「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海岸管理法)」、「108 年全國治水會議結論」

與「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等政策與法令修正來

推動未來治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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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策略或措施如何融入氣候風險評估或風險管理之概念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成果 

4-1-2-1 
國家公園中程

計畫 

國家公園為我國生物多樣性之精華地帶，孕育多樣

化的生物資源，提供完整的域內保護機制，過去不

論在物種之保育與復育、環境生態之監測與生態模

式之建立、基礎資料庫之建立及環境教育之推廣上，

已有相當豐碩之成果，維護自然地景、生態多樣性，

以及瀕危物種及特有動植物復原的機會，也為國家

（自然）公園在因應全球暖化之衝擊上，建立良好

基礎，未來除持續過去保育自然環境生態之工作外，

將協同國家公園鄰近社區共同為全球環境品質的改

善及生態棲地的保存盡一己之力。 

4-1-2-2 
國家濕地保育

實施計畫 

本計畫之領域目標為「落實國土保育，促進國土利

用合理配置」，對應之調適策略為「建構國家生態

網絡」，採取之調適措施為「提升自然生態系統氣

候變遷調適能力」。爰計畫為因應氣候變遷，藉由

與相關部會合作，建構長期且系統性濕地生態與社

會人文等環境監測網絡，了解氣候變遷對濕地生態

系統之影響，落實以科學數據進行風險管理，以利

濕地自然資源與生態功能妥善管理、明智利用，維

持生態系統健全與穩定。 

4-2-1-2 

落實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有關

防洪、排水及

滯洪等檢討 

本計畫無氣候風險評估或風險管理。 

4-2-1-3 
都市更新發展

計畫 

為因應氣候變遷威脅，都市更新案鼓勵綠建築、耐

震建築及退縮建築規劃設計，並給予不同獎勵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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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成果 

鼓勵都市更新基地導入永續建築規劃設計理念，與

環境共生，並協助提升整體都市耐災能力。 

4-2-1-4 

雨水下水道建

設計畫及都市

總合治水 

本計畫以地方政府提報之高淹水潛勢地區，優先補

助改善執行。 

4-2-1-5 

水環境低衝擊

開發設施操作

手冊編修與下

水道整合研究

計畫 

本計畫無氣候風險評估或風險管理。 

4-2-1-7 

縣市管河川及

區域排水整體

改善計畫 

本計畫自評免進行風險評估 

4-2-1-8 

中央管流域整

體改善與調適

計畫 

在氣候變遷 IPCC(AR5)RCP8.5 情境評估下，未來海

平面預估至 2050 年平均可能上升 0.3 公尺；近年來

全球超過保護標準降雨事件頻傳，造成重大生命財

產損失；台灣地狹人稠，流域水流湍急，天然條件

限制；北中南地區皆具不同特性及人口結構都市化、

少子化及高齡化情形嚴重造成維護管理人力短缺；

部分河段未治理及老舊構造物待維護改善；區域防

洪及跨機關整合協調；本計畫為因應前述問題及配

合相關政策如國土計畫、海岸管理法、水利法逕流

分擔等之執行，計畫執行策略應從傳統單一水系（河

川或區排）治理方式，轉型為韌性承洪，並整合河

川、區域排水及一般性海堤，以區域防洪思維進行

治理，並採風險管理之概念，評估水道上中下游高

風險區域，優先進行處置，並以中央及地方流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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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成果 

體改善的思維，推動流域逕流分擔及在地滯洪觀念，

且不以工程為單一治理手段，應增加非工程措施及

管理面上的調適作為，以因應氣候變遷的威脅。 

以往僅考量單一水系治理工程，依治理規劃擬定治

理計畫，各工程再依治理計畫所布設堤防護岸擬定

年度執行興辦工程，治理完成後則透過水利建造物

之全面及整體性盤點，以降低老舊設施及水利建造

物在面對洪水衝擊時發生潰堤或破堤之機率；本計

畫轉型策略將導入風險管理機制，藉由前期計畫已

完成或即將完成之中央管各水系風險評估作業，建

立相關風險因子，並以脆弱度及危險度之風險矩陣

進行風險分析，完成後並繪製風險地圖，以表示流

域內各區域存在的風險位置及風險程度；中央管區

域排水則以完成之淹水潛勢區域；以及海岸部分則

以完成海岸防護先期規劃，就全台海岸進行風險評

估，後續並依行政院、內政部核定之一級海岸防護

計畫，辦理海岸防護措施以及制訂土地使用管理策

略。本計畫主要就後續中央管河川各水系風險評估

成果之風險處置、淹水潛勢、區域排水路整治及海

岸防護計畫指定中央水利單位辦理之內容，優先就

高風險段進行工程與非工程相關措施；治理原則採

工程兼顧生態環境棲地維護措施。 

三、 有無考慮氣候變遷調適情況下對本領域內相關計畫之

差異性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成果 

4-1-2-2 
國家濕地保育

實施計畫 

本計畫之領域目標為「落實國土保育，促進國

土利用合理配置」，對應之調適策略為「建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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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成果 

生態網絡」，且濕地具吸納暴雨、降低洪峰，具有

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防洪、滯洪等重要價值，

並屬氣候變遷調適之一環，爰本計畫執行原係因應

氣候變遷調適，屬經常性業務。 

4-2-1-1 
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 

本計畫係於安全無虞或已完成防災改善，或已

核列後續治理工程擬併辦環境營造之區段所為之水

岸環境改善工作，尚無考慮氣候變遷調適情況下對

本計畫執行之差異性。 

4-2-1-2 

落實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有關

防洪、排水及

滯洪等檢討 

都市計畫辦理通盤檢討規劃作業，對於都市災

害發生歷史、特性及災害潛勢情形，就都市流域型

蓄洪及滯洪設施帶等事項進行規劃及檢討，並調整

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管制，故氣候變遷調適情況對

本計畫執行未具差異性。 

4-2-1-3 
都市更新發展

計畫 

都市土地完成都市更新開發作業後，除有效提

升土地運用效益外，導入之基地保水、雨水貯留設

施等綠建築永續規劃設計理念，可望由點到面，協

助城市面對氣候變遷威脅。故氣候變遷調適情況對

本計畫執行未具差異性。 

4-2-1-4 

雨水下水道建

設計畫及都市

總合治水 

本計畫因應極端降雨，宣導地方政府多採用「都

市總合治水」策略，減少以往不斷加大雨水下水道

尺寸方式，以有效分擔雨水下水道排洪負荷。 

4-2-1-5 

水環境低衝擊

開發設施操作

手冊編修與下

水道整合研究

計畫 

本計畫目的為使低衝擊開發技術能普遍推廣及

更新相關技術，並於開發階段初期及都市設計規範

擬定之時導入相關氣候災害調適之研討及實作，因

此本計畫雖為因應氣候變遷調適之相關作為，氣候

變遷調適情況對本計畫執行未具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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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成果 

4-2-1-8 

中央管流域整

體改善與調適

計畫 

依經濟部水利署 106 年「氣候變遷降雨量情境

差異對洪旱衝擊評估」計畫及 IPCC(AR5)RCP8.5 情

境評估下，未來氣候變遷將使得海平面上升及極端

暴雨事件增加，海平面上升的部分，2030 年預估上

升 0.15 公尺，至 2050 年時預估上升 0.3 公尺，而極

端暴雨事件增加，以 200年的暴雨頻率來說，在 2040

年時，一日及二日暴雨量會增加 14%及 15%，如此，

將使得低窪地區或易淹水地區將受大更大的淹水威

脅，故為了保全該地區居民生命及財產的安全，保

護、適應及撤退的管理手法也是必要的。 

四、 整體氣候變遷調適面向之成果效益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成果 

4-1-2-1 
國家公園中程

計畫 

環境永續保護  

保護珍貴文化史蹟及自然生態資源，避免過

度開發與不當利用造成資源衰退與環境破

壞；藉由長期生態監測研究，確保海、陸域資

源永續發展，並持續復育瀕危物種及改善其

棲地，維持高度生物多樣性。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  

國家（自然）公園廣大之自然植被區域，作為

碳吸存重要場域，有助於減緩氣候變遷。因應

全球環境變遷，建立有效的環境監測系統，推

動節能減碳建築及生態旅遊活動，降低遊憩

行為對環境衝擊，對抗全球暖化。  

提供環境教育場域  

1. 提供優良環教場所及環教課程。 

2. 持續舉辦與環境資源保護及生態美學有關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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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成果 

家公園有約活動。 

培育保育研究人才及跨領域經營管理從業人

員  

國家公園網羅了生態、動植物、森林、濕地與

海洋等保育研究人才，提供長期調查及監測

之研究場域，促進我國整體保育研究水準；而

國家公園業務涉及規劃、人文、地質、景觀、

遊憩、環境教育、自然保育、工程等各領域，

多年來培育眾多跨領域經營管理之專業從業

人員。  

4-1-2-2 
國家濕地保育

實施計畫 

1. 保育濕地完整生態系統，維護濕地生態珍貴資

源，確保濕地天然滯洪、氣候變遷調適等功能。 

2. 補助地方政府、社區、團體及大專院校推動濕地

生態調查研究、巡守及其他保育工作，促進住民

參與管理，強化夥伴關係。 

3. 「濕地保育科學講座」，落實濕地保育教育、宣導

及人才培育。 

4. 濕地環境資料庫持續累積系統性濕地環境監測

資料，落實濕地科學管理，強化提升自然生態系

統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5. 輔導濕地標章申請，扶植在地產業及推動與社區

產業結合，兼顧產業發展及濕地滯洪、氣候變遷

調適等功能維護。 

4-2-1-2 

落實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有關

防洪、排水及

滯洪等檢討 

110 年度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 107 案件，落實都市計畫土地使用有關防

洪、排水及滯洪等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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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成果 

4-2-1-3 
都市更新發展

計畫 

啟動全臺約 184.07 公頃都市地區內低度利用之國、

公有土地再發展，協助改善地區環境品質，提升都

市耐災韌性。 

4-2-1-4 

雨水下水道建

設計畫及都市

總合治水 

本計畫預計因應極端氣候，逐步打造適災耐洪之韌

性城市。 

4-2-1-5 

水環境低衝擊

開發設施操作

手冊編修與下

水道整合研究

計畫 

1. 針對高雄新市鎮範圍「14 條低衝擊開發人行步道

示範工程」其所採得監測資料顯示，可見透水鋪

面對短延時強降雨之驟雨反應明顯，降雨期間及

排放期長與設計預期目標差異在合理範圍中。 

2. 本部 110年 11月 9日台內營字第 110081 6985號

令修正「淡海新市鎮第一期細部計畫地區都市設

計審議規範」，將 LID 概念導入道路、公園等公

共設施、及建築基地指定留設開放空間。 

3. 本部 111 年 3 月 28 日台內營字第 1110805816 號

函訂定「高雄新市鎮特定區第二期細部計畫（科

學園區部分）都市設計規範」。 

4-2-1-7 

縣市管河川及

區域排水整體

改善計畫 

本計畫為因應氣候變遷調適作為，整體目標預計完

成流域治理增加保護面積 250 平方公里，施設堤防

護岸及排水路改善約 190 公里。 

4-2-1-8 

中央管流域整

體改善與調適

計畫 

本計畫為因應氣候變遷調適作為，整體目標預計達

成流域整體改善增加保護面積 9,800 公頃；增加保

護人口 1,153（千）人、生態友善及地景營造面積 240

公頃；揚塵抑制面積 9,900 公頃及中央管河川、區域

排水路整體改善 170 公里，海岸侵蝕補償調適措施

改善 30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