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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工作小組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3 年 7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桃園市環境保護局 104 會議室（桃園市桃園區法治路 1 號） 

主席：顏副局長己喨 

出席：如附件 2。 紀錄：劉依玟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事項：邀請各局處及委員說明本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法

規依據及目的，確認各調適領域的權責單位，並說明災害衝擊脆

弱度的評估方式及保全對象。 

參、 委員意見：如附件 1。 

肆、 主席指(裁)示事項 

一、 請執行單位及相關局處依權管業務及委員建議，就本市氣

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初稿)內容再進行確認。 

二、 調適相關計畫請各局處針對脆弱度所面臨之課題，就權管

業務增修，如需刪除請於備註填寫刪除原因。 

三、 請相關單位填寫委員意見回復表。 

伍、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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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委員意見： 

一、 李明旭 委員 

1. 建議盤點附表一各調適計畫與7+1大領域災害衝擊脆弱度

之對應關聯，部分計畫並無法扣合對應氣候變遷議題，例

如都發局補助耐震評估，應與氣候變遷無關。 

2. 參考維生基礎設施領域的國家調適行動方案，保全對象包

含 鐵、公路、海、空運輸系統，主要推動 強化公共工程

應變能力、運輸系統調適能力、及更上位的整合國土防洪

治水韌性調適能力。目前桃園市以運輸系統為主，建議可

以增加公共工程議題，並強化從都市計畫來提升防洪治水

韌性。 

3. 簡報內”情境設定”建議改成”氣候因子”或”危害因子”，”標

的”建議改成”保全對象”，”子標的”建議改成”標的”。 

4. 水資源領域為例，可以調整氣候因子：連續不降雨日（旱

災）保全對象：供水能力標的：生活用水、工業用水 

5. 針對海岸及海洋領域，建議主辦機關水務局較合適，協辦

局處為環保局、農業局，如果考慮相關產業，尚可加入經

發局協辦。 

二、 吳瑞賢 委員 

1. 就主協辦局處之分工建議在海岸及海洋領域請水務局協

辦，就海岸災害與區域排水整體考量。 

2. 健康領域涵蓋的範圍宜加上高溫環境之影響及調適，如熱

到效應等的研究及對應之綠地需求等。至於主辦局處則宜

加入都發局、民政局及水務局。 

三、 林于凱 委員 

1. 健康調適領域之調適目標，其中第一項為氣候變遷下的環

境品質。這部分與傳統上的局處職掌不同，是否需調整文

字或再做協辦單位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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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近高溫情況常見，對於不同行政區域的熱危害影響部分

請儘早提供資訊，同時也請衛生局先做好高溫熱傷害的緊

急救護準備。另外對於特殊敏感族群，如老人家(社會局)、

戶外工作者(勞動局)、及慢性病患者(衛生局)等高溫敏感

族群，須考量其危害特性，進行及早預警及傷害預防。同

樣之方法亦可適用於低溫傷害防護措施。 

3. 建議針對高溫、低溫與乾旱、極端降雨等建議環境健康識

能調查，瞭解其健康危害並進行教育與溝通，建立並提升

其知識與行為能力，將成為調適之為重要項目。 

4. 健康領域調適計劃，以目前件數與內容來看，還是偏少並

集中於防疫及減少災後疫情，這部分建議可以增加，尤其

是醫療體系的應變等。另外社會局則未有相關的內容與調

適計畫，長照及社會安全網的建構中，針對高敏感族群等，

像是高齡與低收入族群等則有其需進行優先調適的項目，

可提早因應。(儘管桃園市為六都中人口組成最年輕的城

市，但須防範未然) 

5. 土地利用領域呼籲:不單是坡地災害及淹水潛勢等，觀念上

建議加強都市中心綠色廊道之設置，讓風場進入，或是減

緩地表水泥敷面與冷氣散熱所造成之熱島效應，可同時解

決高溫傷害、空氣汙染與景觀及舒適度問題，同時可以促

進健康，因此於都市設計與規劃中是否可以多以居住舒適

度之考量進行規劃或是於政策中納入該項元素。本項僅供

處參考…(桃園市為全台唯一A級宜居城市)。 

6. 本計畫依據敏感度、暴露度等進行潛在衝擊評估，並依據

其嚴重程度設立低、中、高等風險等級，可達到先期危害

評估上的目標，同時是以既有觀測、實際統計成果等進行

科學性之彙整與分析，有效釐清桃園市於氣候變遷下的衝

擊風險，可以依據本計畫進行降此度的調適作為，相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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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瞻性與完整性，也非常鼓勵局處參考，並納入未來執

行業務與規劃政策之參考。 

四、 杜威達 委員 

1. 報告中有放入桃園特色如在能力領域放入客家事務局，但

後面未見桃園特殊產業或資訊揭露（例如：易停電地區及

不可斷電的產業），希望這些緊扣地方產業特色或使用行

為特色的資訊可以將調查的資訊加以公開。 

2. 經發局有在做節能，但八大調適領域及關鍵字都沒有看到

與節能相關的內容，是否以低碳化代替了。 

3. 各調適領域的分工明確，但實務操作上會發現各局處會缺

乏教育訓練的平台，建議桃園市政府找合適單位執行相關

工作。 

4. 能源供給與產業領域中住宅及商業用電在用電時間及相

關政策皆有不同，建議分開。 

5. 建議將調適政策與淨零轉型四大方向（社會、生活、產業、

能源）進行連結。 

五、 劉靜靜 委員 

1.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及調適架構內容已經相當完整，建議繪

製詳細的流程圖以使其更加清晰。 

2. 地方自然與社會經濟環境特性資料的收集和分析非常詳

盡。如在整體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中增加更多具體的政策目

標連結，不僅能讓民眾更有感，也能使內部溝通更加順暢。 

3. 城市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建議可考慮社區與公民的參

與，將民間的觀點和資源納入其中。 

4. 附表 一彙整了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包括策略、

單位與經費，建議列出預期成果，才可以進行績效整合、

溝通與評量。 

六、 葛望平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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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為本推動會委員，也是桃園市民的一份子，肯定桃

園市政府對於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工作的重視。在

第一章推動組織與調適架構中，舉列出應對中央機

關的相關局處與其目標，並對於八大領域可能造成

之氣候危害類型，做出初步的評估概述。第二章地方

自然與社會經濟環境特性，更是市府未來做出適當

調整策略的重要脈絡。於此八大領域中，就個人產業

經歷與國際趨勢觀察下，給予幾點反饋與建議。 

2. 張市長今年年初，在結合研考會與資科局的專業下，

以整合性思維設置【桃園市智慧城鄉發展委員會】，

推動跨局處合作與強化數位治理。本委員建議，因應

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廣泛影響層面，結合數位化的環

境治理資訊並擬定社會應變對策，在整體能力建構

上是不可獲缺的要素。欲打造智慧化與氣候韌性城

市，自然資源、產業統計…等相關的局處資料交換格

式需一致化與數位化，所累計的資料才得以產生趨

勢，未來更有助於本推動會討論與做出更切合發展

趨勢的調適方案建言，並給予市府各局處在因應調

適規劃案件上更充分的科學數據基礎。 

3. 承上，另以產業與在地企業經營的角度，氣候變遷已

是『自然風險』中的一環，故桃園市政府若能將區域

性的自然條件、產業統計、社會人文…等調查資料去

識別化後，作為數據公開資料庫，相信對於轄內許多

產業在面對國際供應鏈要求，可以提供更完整的『自

然風險鑑別評估報告』與『產業聚落環境敏感性評

估』。…等資訊，強化桃園市產業進入國際供應鏈的

競爭優勢。 

4. P.290-291：教育局於健康領域的調適計畫，攸關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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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與防災教育…等計畫，建議歸建在『能力建構領

域』。原因說明如下：(1) 健康領域的調適與因應，

偏向體適能的培育（體適能是指身體適應生活、運動

與環境），未來校園因應極端氣候，可能產生的熱傷

害、病媒防治與環境衛生管理。(2) 而校園防災以及

環境(氣候)教育則建議整合『能力建構領域』至全市

的綜合防災規劃的一環，屬於強化災防系統與應變

能力構建的一部分。(3) 此外，鼓勵教育局多加運用

本市豐富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以及氣候變遷教育相

關的素材。日前本委員受邀前往新竹市區國小，觀摩

『解凍格陵蘭』環境教育紀錄片在校應用的課程教

案，明顯感受到學生透過影片的畫面，帶入課堂中討

論進而產生自發性的學生提案與行動成果。 

5. P.198：對於現行調適策略、計畫及措施說明，反饋建

議如下：(1) 維生基礎建設的維修與養護，是防止災

害的第一線工程，尤其是高溫與強降雨的威脅，在計

畫上建議盤查出高風險與高衝擊的區域進行養護計

畫的擬定，可更彰顯出桃市府智慧治理上以科學數

據為基礎的原則指引，有目標地朝向桃園市共同管

道、滯洪設施建置…等中長期的因應策略。(2) 極端

氣候下因應水資源可能的匱乏與災害，抗旱與防汛

應變建議需有更完整的流程化說明，不僅是工業用

戶可依此作為配合市府調度的依循準則，更使一般

民眾在面對未來旱/汛期間，能理解市府已做好相關

準備與氣象資訊的蒐整，安心配合政令。(3) 能源供

給及產業領域，確保能源電網的穩定性是一個相當

重要的目標，雖此部分大多權責在於台電公司，但涉

及維生基礎設施的供給與受影響之民眾、對各類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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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損害，建議桃園市府需做提前做好預防準備，在

遭受到損害的時候，協同受損害的民眾或產業代表

向權責公司提出損害賠償與要求後續改善的具體計

畫。(4) 強化資源循環，減少資源使用：市政府可以

自身採購的示範效應，多關注與支持對於資源循環

再利用或具備減量使用成效的產品項目。(5) 桃園市

為工業重鎮，若也是全台綠色工廠申請與通過核定

數量最多的一個縣市，將是意義非凡的一項氣候變

遷調適因應的推動成果。建議相關局處可結合既有

的計劃案，將輔導、督導綠色工廠設立的執行規劃，

置入其中（導入節能、減廢、持續改善的精神）。 

6. 附表一、桃園市調適領域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列

表總覽，該附表因無『項次』編目，故在對照查找其

中的備註說明欄位時，無法順利索引與查找。建議未

來可將總覽類型的表格，進行項目編列，將更有助於

推動會上的討論。 

7. 氣候變遷調適與因應相關任務，由於涵蓋大量的跨

局處資料蒐集整理，作為秘書組的環保局與智慧城

鄉發展委員會，建議在分工執行上保持密切的合作，

方能發揮雙方專業與高效能運作。 

七、 張寒瑋 委員 

1. 第41頁第四行「…脆弱度等貧資訊…」的「貧」請刪

除。 

2. 第41頁的綜整決策中是否可能敘明如何評估調適選

項和優先度，由誰來評估? 

3. 第47頁圖6是否有解析度更好，時間點更接近113年

的圖? 

4. 第50頁表7是否有時間點更接近113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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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51頁倒數第九行「…觀察到在近五年…」的「在」

請刪除。 

6. 第51頁倒數第二段的內容光是圖7-圖9無法辨識出這

三個區跟觀音區和新屋區的溫度上升趨勢差別，請

確認是否補充資料或是調整圖片呈現方式。 

7. 第51頁倒數第一段提到山區和近山區的降雨變化，

然而圖10中只有提到行政區，沒有特別寫出是否為

山區還是近山區，為了方便閱讀，建議在文字的山區

和近山區後面可以括號標註山區如那些行政區，近

山區如那些行政區。 

8. 第56頁圖11中土壤液化潛勢的中潛勢和高潛勢的表

示顏色和淹水深度的表示顏色非常類似，依目前的

圖片解析度無法分辨差別，是否可以請桃園市地區

災害防救計畫人員協助調整？ 

9. 第60頁圖14於105年製作，是否有更接近113年的數

據製圖呢？此外，圖14-圖17的左下角的四個小圖內

容文字非常不清楚，如果跟內文沒有關係，建議刪去。 

10. 第64頁的颱風和豪雨影響情形是否可能補充估算的

損失金額？另外，是否有特定行政區特別容易受到

影響？ 

11. 社會結構中並未提到原住民、新住民和外籍移工相

關人口統計和分布數據，然而這些群體在面對氣候

變遷也是是屬於較脆弱的族群(資訊取得障礙較多，

社會安全網的支持較少)，請補充相關數據，並協助

說明如何在各局處推動調適工作計畫前中後都訂定

機制確保會考慮到脆弱族群的權益。 

12. 第239頁以後的附表之備註多次出現：「整體資料有

跟局長討論過，刪除部分為不合適納入故不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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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寫明是哪個局處的局長，並補充說明不合適的理

由。 

八、 農業局 

1. 維生基礎設施的調適目標與農業局可能較無關

聯性，請再確認本局應配合事項。 

2. P49兩棲類的台北樹蛙的敘述，說明該類蛙種並

未受到影響，但實際上有受到破壞所以才有保育

區，請再修改其內容。 

九、 工務局 

1. 簡報P7建議「建構韌性城市」較適合為上位計畫，

「強化維生設施」為項目之一。 

2. 簡報P12維生基礎設施的空港，桃機屬中央權責，

該項是否應出現於地方政府報告與計畫中?若納

入本府報告，其負責單位? 

十、 警察局 

1. P19依113年7月2日會議議程所附桃園市氣候變遷各

調適領域主(協)辦局處及調適目標，在維生基礎設

施領域調適目標為「強化維生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及

提升維生基礎設施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本局

權責業務因應修正為「因應氣候變遷維生基礎設施

受到影響，本局相關應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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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113年度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工作小組會議 

出席名單 
一、 時間：113年7月2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  

二、 地點：桃園市環境保護局104會議室 

三、 主席：顏副局長己喨 

四、 出席人員 

 出席人員 

主席 顏己喨 

委員 林于凱 

委員 吳瑞賢 

委員 杜威達 

委員 李明旭 

委員 張寒瑋(請假) 

委員 葛望平(請假) 

委員 劉靜靜(請假) 

委員 林志勳(請假) 

委員 趙家緯(請假) 

委員 柳婉郁(請假) 

委員 李曉君(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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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員 

經濟發展局 
科員 魏惠君 

科員 江涵盈 

工務局 
總工程司 曾清祥 

秘書 陳梅芬 

農業局 

主任秘書 黃玉詩 

技佐 黃建勝 

聘用研究助理 溫崇緯 

約僱助理 吳炳賢 

文化局 專門委員 王啟仲 

客家事務局 
主任秘書 林作嘉 

股長 彭孟彬 

主計處 專門委員 張玉蓮 

民政局 助理員 黃家慶 

交通局 
主任秘書 宋嘉修 

股長 許瑞蘭 

地政局 
主任秘書 王亞芸 

科長 邵俊宏 

社會局 專門委員 李祐銘 

原住民族行政局 科員 徐美英 

消防局 
專門委員 陳增祥 

科長 曾淑苹 

財政局 專門委員 簡雅惠 

勞動局 
專門委員 張哲航 

約僱助理 曹婕安 

衛生局 
專門委員 陳效君 

股長 楊肅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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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員 

養護工程處 股長 劉家伸 

警察局 大隊長 鄭文銘 

捷運工程局 正工 李朝翔 

教育局 科員 顏曉瑛 

環保局 

科長 張儷馨 

股長 王雅慧 

技佐 劉依玟 

中原大學 

教授 王玉純 

專案經理 黃佑安 

專案工程師 陳奕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