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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及檢討 

全球各地深受氣候變遷影響，尤其極端氣候之發生頻率與強度愈

趨提高，其影響範圍與程度亦更擴大，而氣候變遷衍生之氣候問題已

對全球經濟、糧食供應、生態平衡與區域安全等造成嚴重衝擊。 

目前國際上因應氣候變遷計有減緩（Mitigation）與調適

（Adaptation）兩大策略，過去我國因應氣候變遷乃側重於減緩或溫

室氣體減量，惟就現行 IPCC 之研究已表示無論全球溫室氣體減量成

功與否，氣候變遷趨勢均無法遏抑；就我國而言，由於屬於海洋國家，

在溫室氣體減量之外，針對氣候變遷進行調適亦為重要之務。 

環境部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之氣候變遷調適專章，與各部會共同

研擬「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計畫中增加納入氣

候變遷應用情境、調適框架設定、公眾參與及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NbS）等重要概念，並透過藉由部會協作落

實國家氣候變遷調適工作，輔以滾動修正原則，推動我國社會、經濟

及環境之永續發展。政府各部門推動調適工作之主要依據，包括維生

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使用、海岸及海洋、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

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健康等 7 大調適領域，以及能力建構之行動方案。 

全球氣候變遷對各調適領域可能造成之衝擊，包括：颱風、暴雨

影響顯著之洪災與坡地災害；遭受各種災害破壞之維生基礎設施；水

資源之調度愈趨困難；土地之環境脆弱度與敏感度相對提高；海平面

上升造成國土流失；能源供給與產業管理風險增加；糧食安全遭受威

脅以及生物多樣性流失；傳染性疾病流行風險升高等，其嚴重性均不 

可輕忽。 

新竹市政府為因應總體氣候變遷現象之衝擊挑戰，造成新竹市生

活環境之衝擊，本市以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為基礎，透過新竹

市地方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等基礎背景資料調查、氣候變遷衝擊評估、

界定關鍵調適領域之優先順序等，以作為研擬、推動本市氣候變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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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執行方案及策略之依據，並會同市府各局處及相關單位研商各調適

領域調適目標、策略及措施，以下就每項調適領域說明。 

一、關鍵領域調適目標、策略及措施 

(一)維生基礎設施領域 

未來為因應氣候變遷，產生降雨不均、劇烈降雨增加、颱

風強度及頻率增加，而使災害更加頻繁，須提升關鍵維生基礎

設施對氣候變遷衝擊之因應能力。此外，考量重要通訊基地台

設施之供電設備、民宅配電系統，易受災害導致斷電而斷訊之

議題，可採取之策略除確保其設施所在之道路橋樑免於強降雨、

海平面上升等威脅外，亦應定期維護或提升其維生基礎設施之

效用。另本市目前雨水下水道之實施率雖有 71.18%，但若短延

時強降雨強度與頻率提高，則現有雨水下水道恐難以發揮功能，

發生淹水情形，因此除提升現有排水設施功能外，亦可透過開

發及推廣強降雨時截水技術，以降低因短延時強降雨而引發淹

水之可能性。 

針對新竹市海岸線受侵蝕，以及未來海平面上升，可能對

新竹市台 61 線沿海路段以及客雅溪水資源回收中心造成影響

之相關議題，須檢討沿海公共設施區位設置之合理及安全性，

及透過監測海岸受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蝕、海水倒灌等氣候變

遷之衝擊，評估因應措施。 

為因應前述的衝擊影響，本市在維生基礎設施領域推動了

4 項目標、5 項策略和 11 項行動計畫。(如表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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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維生基礎設施領域目標、策略、調適措施 /行動計畫明細表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調適措施/行動計畫 

1.防救災整備 

1-1.提升關鍵維生

基礎設施對氣候變

遷衝擊因應能力 

1-1-1-1 數位韌性通訊系統 

1-1-1-2 道路、橋樑衝擊評估工作 

1-1-1-3 降低受災區域災損及致災時間 

2.強化排水設施功

能 

2-1.提升現有排水

設施功能 

1-2-1-1 雨水下水道建置 

1-2-1-2 雨水下水道清淤排障 

1-2-1-3 加強市管排水系統檢查與維護工作 

2-2.敏感區位設施

評估 
1-2-2-1 淹水敏感區位設備檢視 

3.強化運輸系統氣

候衝擊迴避能力 
3-1.衝擊迴避 1-3-1-1 運輸系統氣候衝擊迴避計畫 

4.降低運輸系統脆

弱度 
4-1.降低脆弱度 1-4-1-1 運輸系統氣候風險偵測 

(二)水資源領域 

本市無自有水源，在氣候變遷溫度持續增加與產業發展下，

將提高水資源需求量；此外，境內河川未來若面臨枯水期增長，

將導致水體涵容污染能力降低，將增加政府水污染管理及處理

成本。 

針對未來水資源需求量可能會上升，衍生出水資源回收及

開發，應設法提升水資源回收量，並積極發展水資源開發與回

收技術，以防止未來水資源缺乏之可能性。針對水污染議題之

因應，可採取強化水污染管理策略，其行動計畫方面，除持續

加速公共污水下水道實施率、落實工業廢水檢測與稽查機制、

杜絕河川之非法排放廢水及廢棄物棄置及推動重點截流站外，

也須特別檢討頭前溪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土地規劃。另外，水資

源使用效率之議題，則可透過提高水資源使用效率及降低水資

源需求以提高節水成效，並且推動節水技術開發與推廣。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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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前述的衝擊影響，本市在水資源領域推動了 5 項目標、7 項

策略和 14 項行動計畫。(如表 30 所示)。 

表 30 水資源領域目標、策略、調適措施 /行動計畫明細表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調適措施/行動計畫 

1.提升水資源回收

量 

1-1 強化水資源回收

相關建設、技術與規

範 

2-1-1-1 建築物雨水貯留及再利用推廣計畫 

2-1-1-2 觀光景點、公園貯水及再利用計畫 

2-1-1-3 公共下水道建設強化計畫 

1-2.推廣民生實施

水資源回收再利用 

2-1-2-1 全民友善用水計畫 

2-1-2-2 水資中心再生水使用提升計畫 

2.水資源開發 
2-1.多元開發水資

源 

2-2-1-1 新竹市海水淡化廠計畫 

2-2-1-2 新竹市再生水供水計畫 

3.提高產業水資源

利用效率及降低用

水需求 

3-1.推動低耗水產

業 
2-3-1-1 產業節水輔導計畫 

4.水體環境監測及

水系整體管理 

4-1. 健全水權管理 2-4-1-1 河川及水權管理計畫 

4-2.水系整體規劃 

2-4-2-1 市管區域排水及整體水系規劃 

2-4-2-3 飲用水管理 

2-4-2-2 水系範圍環境影響評估 

5.需水端水資源環

境教育及用水效率 

5-1.推廣節水措施

及節約用水觀念 

2-5-1-1 新竹市所屬機關、學校、公有地節約用

水實施計畫 

2-5-1-2 民眾自主節水推廣計畫 

 

 

 

(三)土地利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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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領域於調適議題討論增加都市透水及保水性，避

免不透水地表增加導致逕流增加而淹水，故主要針對土地開發

及空間利用等規劃面，未來需進行相關「土地開發之保水透水

相關管制規定」、「公共空間設置滯洪設施」、「提高新訂及擴大

都市計畫之綠地面積比例」等。  

針對熱島效應議題(L2)，主要採取考量如何於都市設計中，

降低都市計畫區域等人口密集區溫度，除辦理相關研究計畫案

外，亦包括推動綠建築、提高都市綠覆率面積等方式，避免熱

島效應隨氣候變遷趨勢而擴大發生。 

而災害潛勢區域之土地開發管制議題，亦為市府未來主要

需推動調適之方向，避免於環境敏感地區進行高限度開發之土

地利用規劃，並檢討重大公共設施設置區位，預防未來因相關

氣候變遷衝擊而損壞。此外，亦強調於都市設計規劃中導入低

衝擊開發概念，避免因土地開發加重其氣候災害之發生。 

為因應前述的衝擊影響，本市在土地利用領域推動了 2 項

目標、8 項策略和 10 項行動計畫。(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土地利用領域目標、策略、調適措施 /行動計畫明細表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調適措施/行動計畫 

1.強化新竹市土地

調適能力 

1-1.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 
3-1-1-1 氣候型都市計畫 

1-2.強化城市開發

區域保水及透水相

關管制規定及措施 

3-1-2-1 城市保水及綠覆提升計畫 

1-3.環境敏感區調

適 
3-1-3-1 環境敏感區調適計畫 

1-4.非都市土地管

制 
3-1-4-1 落實非都市土地管制 

1-5.水土保持 3-1-5-1 水土保持計畫 

2.降低城市熱島效

應 

2-1.綠建築/材 3-2-1-1 綠建築/材推廣計畫 

2-2.建築節能 3-2-2-1 建築節能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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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調適措施/行動計畫 

2-3.增加城市藍綠

帶空間 

3-2-3-1 空氣品質淨化區 

3-2-3-2 公園、道路、建築及水域綠化 

3-2-3-3 社區及校園綠美化 

(四)海岸及海洋領域 

海岸領域主要調適議題為提升海岸區域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包含沿海濕地物種保育、海岸整合防護及強化海岸地區土地利

用管制等，防止港口淤砂、海岸線侵蝕問題；另外即針對港口

設置規劃造成突堤效應擴大所衍生之問題，後續需考量氣候變

遷下，港口擴大造成海岸線侵蝕及淤砂情形更加嚴重等問題。 

為此調適策略發展主要為海岸土地低限度使用與管理，及

海岸復育等兩種面向，其各項措施在於避免海岸受侵蝕區域，

於已預見未來可能退縮之情形下，進行大規模土地開發規劃，

同時需著手進行海岸復育工作，避免海岸線持續退縮或退縮速

率增加。 

另針對海岸公共設施及自然生態維護，及人工化海岸議題，

亦透過府內外相關權責機關分工，積極納入氣候變遷因子辦理

例行工作業務及相關維護措施，故主要以既有計畫增進方式推

動。 

其中，於行動計畫研擬過程係以檢討紅樹林清除工作最具

討論性，因目前市府正進行香山濕地招潮蟹復育工作，其受人

工栽種之紅樹林而影響生長，且紅樹林於河口生長亦會影響內

水排出，故必須每年進行清除工作。惟因紅樹林具有海潮消能

及固沙養灘等功能，對於防止海岸侵蝕及海水倒灌，具有相當

程度之海岸防護功用。由於維護生物多樣性與海岸防護有所衝

突，故應調查評估紅樹林合理清除區域，因地制宜進行清除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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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前述的衝擊影響，本市在海岸及海洋領域推動了 2

項目標、3 項策略和 3 項行動計畫。(如表 32 所示)。 

表 32 海岸及海洋領域目標、策略、調適措施 /行動計畫明細表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調適措施/行動計畫 

1.提升海岸區域氣

候變遷調適能力 

1-1.強化海岸生物

保護及復育 
4-1-1-1 沿海濕地物種保育計畫 

1-2.海岸防護整合

規劃 
4-1-2-1 海岸防護計畫 

1-3.友善利用海岸

地區土地 
4-1-3-1 強化海岸地區土地利用與管制 

2.提升沿海產業、聚

落調適能力 

2-1.健全沿海產業

及聚落調適能力 
4-2-1-1 沿海聚落調適能力建構計畫 

二、能力建構調適目標、策略及措施 

能力建構為氣候變遷調適工作之基礎，透過落實具整體性及綜效

之作為，除可有效提升整體因應氣候變遷基礎能力，各項調適議題之

推動更能藉此受益，將綜合效益最大化。本方案之能力建構推展，依

循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17 條規定之能力建構事項，因地制宜納入「能

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健康」等非屬關鍵領域

調適之缺口作為未來推動目標。 

能源供給及產業方面，主要調適議題為用電需求增加及產業調適

因應能力，由於前者已有節能減碳相關工作，除台電公司本身有獎勵

措施外，市府產業發展處及科學園區亦有相關節電獎勵措施，未來可

再持續推動。本方案亦納入綠色生產概念，希望產業發展處與新竹科

學園區，可朝此政策方向推動。而產業調適能力方面，主要可透過產

業發展處輔導產業發展具備調適思維。 

另本市舊城區為全臺古蹟及歷史建築密度最高的區域之一，以及

擁有原住民族聚落，三百多年的歷史積累而成深厚的文化底蘊及人文

藝術內涵。傳統與創新兼容並蓄的「當代新竹」，隨著不斷前進的城

市建設，除展現科技的卓越外，亦發展人文藝術景致。不論是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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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群及博物館群，抑或是地方文化場館、聚落文化及產業、歷史

建築及生態地景，藝文內容的蓬勃發展與城市的建築景觀相互輝映，

逐漸形塑出具厚實文化基底的在地特色生活圈，為降低有形文化資產

遭受極端氣候影響，本方案亦將推動極端氣候下有形文化資產保存，

以及原住民族氣候變遷產業發展納入調適工作。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方面，調適議題主要為生產環境維護管理，

以及防救災能力與韌性提升，農(漁)業生產高度依賴水、土、氣溫等

自然條件，在極端氣候下將直接衝擊其產量、品質與環境，甚而影響

原有棲地生態系統。故應建立變遷衝擊之高脆弱度農漁產品種類及區

域，朝向培植高經濟價值及抗逆境產品，並推動永續耕作與漁業生產，

提升韌性。生物多樣性調適議題中，主要結合農業生產營造生物棲息

環境，既保存生物多樣性也能做為調節氣候、防洪及教育等功用，以

及推動海岸溼地經營管理作為海岸陸地緩衝帶設置等。 

健康方面，主要受溫度持續增溫、劇烈降雨增加及降雨不均等衝

擊。針對老年人口及慢性病患者受極端溫度衝擊之議題，不僅須加強

氣候變遷衝擊對市民健康影響之評估與監測及並可嘗試建置資料庫，

亦應將高溫預警機制納入既有之災害應變制度，以提升潛在危險族群

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調適能力。 

本市在能力建構共推動 14 項目標、25 項策略和 34 項行動計畫。

(如表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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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能力建構目標、策略、調適措施 /行動計畫明細表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調適措施/行動計畫 

1.產業氣候變遷調

適能力建構 

1-1.產業氣候變遷

教育訓練及發展 
5-1-1-1 產業氣候變遷教育訓練及輔導發展計畫 

2.強化產業、民生設

施及能源韌性 

2-1.強化產業、民生

設施及能源韌性 
5-2-1-1 能源及產業氣候韌性提升計畫 

3.友善農業經營與

管理 

3-1.輔導農業經營

模式調整 
5-3-1-1 永續耕作推廣計畫 

4.維護農業生產資

源與環境 

4-1.調適管理與維

護 

5-4-1-1 農地及生產環境維護與管理 

5-4-1-2 漁業資源及生產環境維護與管理 

5.提升農漁業防救

災能力 

5-1.提升農漁業防

救災能力 
5-5-1-1 農漁業防災韌性提升計畫 

6.維持生物多樣性 

6-1.生物多樣性調

查、復育及環境教育 
5-6-1-1 生物多樣性調查與復育計畫 

6-2.強化海岸生物

保護及復育 
5-6-2-1 沿海濕地物種保育計畫 

7.確保氣候變遷下

環境品質 

7-1.推動因應氣候

變 遷之環境長 期

監測、風 險辨識及

污染控管 

5-7-1-1 化學物質環境流布調查及災害應變 

5-7-1-2 空氣品質分析及規劃調適作為 

7-2.辨識氣候變遷

情境下之環保設施

風險與調適規劃 

5-7-2-1 掩埋場功能性及安全防護提升工作 

5-7-2-2 焚化廠調適行動 

8.增進弱勢族群調

適能力 

8-1.增進老年人口、

慢性病患者對極端

溫度適應力 

5-8-1-1 弱勢族群調適能力提升計畫 

9.提升市民健康對

氣候衝擊應對能力 

9-1.防災 /疫演練及

整備 

5-9-1-1 因應氣候變遷防災/疫整備計畫 

5-9-1-2 醫療及長照機構整備與管理 

5-9-1-3 強化災後疫情控制 

10.健康宣導與關懷 

10-1.熱/寒危害預防 

5-10-1-1 預防熱/寒危害衛教宣導 

5-10-1-2 雇主及勞工預防職場熱危害 

10-2.年長者關懷 5-10-2-1 年長者參與健康調適活動 

10-3.環境衛教 5-10-3-1 落實環境衛教及管理機制 

11.降低都市熱島效 11-1.推廣綠色運輸 5-11-1-1 新竹市智慧及人本交通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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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調適措施/行動計畫 

應及環境污染 
5-11-1-2 綠運輸教育推廣工作 

12.推動災害風險管

理機制 

12-1.災害防救之計

畫納入未來氣候風

險評估及導入 AI 防

災科技 

5-12-1-1 研擬氣候變遷災害影響分析，並納入地

區災害防救計畫 

5-12-1-2 智慧防汛推廣計畫及導入 AI應用科技 

13.城市規劃納入氣

候變遷衝擊考量 

13-1.依新竹市脆弱

度評估調整施政方

向納入城市規劃及

區域開發考量 

5-13-1-1 城鄉發展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工作 

13-2.藝文場域規劃

納入氣候變遷情境

以應對衝擊 

5-13-2-1 老屋保存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工作 

5-13-2-2 藝文場館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工作 

13-3.提升文化資產

面對氣候風險因應

能力 

5-13-3-1 歷史與文化資產維護發展計畫 

13-4 公有市場規劃

納入氣候變遷情境

應對氣候衝擊及降

低建築能耗 

5-13-4-1 公有市場改善計畫 

13-5 強化城市基礎

建設調適能力 

5-13-5-1 維生管線衝擊評估 

5-13-5-2 檢視易淹水區位建築規範 

14.強化氣候變遷環

境教育推廣、教育、

研究及宣導等工作 

14-1.氣候變遷教育

推廣 
5-14-1-1 推動學校氣候變遷教育 

14-2.培育綠領人才 5-14-2-1 綠領人才培育推動計畫 

14-3.提升及推廣社

區氣候變遷調適認

知及能力 

5-14-3-1 推動因地制宜及以社區為本之調適作

為 

14-4.文化資產因應

氣候變遷能力建構 
5-14-4-1 文化資產環境監測及維護行動 

14-5.推動市府所屬

單位政府進行氣候

變遷相關研究及發

展工作 

5-14-5-1 新竹市政府氣候變遷自行研究發展推

動計畫 

14-6. 強 化 政 府 民

間、企業、團體等因

應氣候變遷參與及

合作 

5-14-6-1 新竹市智慧城市場域驗證服務合作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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