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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監控與檢討調整 

一、八大領域部分性質或範疇重複可再重新檢討 

本方案延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02-106 年）」

領域規劃，將調適工作區分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

地利用、海洋及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生物多樣性、

健康等八大領域及能力建構領域進行推動。惟氣候變遷災害範

疇大於災防法所涵蓋之範圍，例如高溫影響為氣候變遷中屬明

確應進行調適之災害，然高溫將對健康、能源、水資源、農作

物等領域同時發生影響，屬各領域皆需面對之共通性問題。各

領域相關行動計畫中原已涵蓋調適氣候變遷災害之各項防、減

災工作，若是獨立切割以單一領域視之，計畫屬性將過度重疊

且不易指派權責單位。可考量將災害領域計畫整併至其他領域，

以各機關既有的防災業務額外增加氣候變遷調適，或者以氣候

變遷調適為出發點作為整體防災思維考量。 

維生基礎設施等領域亦有計畫範疇界定不明確之情況。本

方案中維生基礎設施領域內行動計畫與水資源及能源領域有高

度重疊性，而相關計畫之主協辦單位已於水資源或能源領域有

完整調適規劃；宜將領域內行動計畫回歸主協辦機關權責領域

負責，可更有助於調適工作之全盤性思考進行。 

二、對於氣候變遷跨領域議題，應有明確處理機制 

眾多氣候變遷調適工作之議題屬跨領域、跨區域及跨主管

機關問題，現行制度為各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主管機關各自依

轄管業務範疇，各自提出解決策略或措施，本方案中無明確整

合或協商處理機制，因此在面對複雜跨領域問題時，各領域僅

就領域範疇提出獨立行動計畫處理部分面向，難以進行全局性

思考，對於各主管機關間業務協調、權責分工與資源分配無法

進行最佳化利用，不利於整體氣候變遷調適工作推動。宜成立

以議題為導向之協商溝通平臺，專責處理跨領域、跨區域及跨

主管機關之氣候變遷調適問題。 

三、 缺乏共通性國家氣候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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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調適行動方案為國家因應氣候變遷之整體考量，調適

行動計畫之推展、風險管理與能力建構之規劃，應基於共同性

氣候情境科學認知基礎下進行，然現階段各機關所使用之氣候

情境來源不一，包括有 AR4、AR5、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等

來源，或使用不同的氣候情境基礎進行之風險評估與政策思考，

將難以彼此間衡量或整合。宜由中央主管機關協同中央科技主

管機關、氣象主管機關，共同針對國家共通性長期氣候變遷科

學議題及情境，進行研析及發布，供所有調適工作相關機關作

為引據或參考，將有利於方案整合與國家調適計畫整體推展。 

四、 需強化方案行動計畫中的氣候變遷調適論述 

本方案中有部分調適策略與措施，為各主管機關基於原機

關權責例行業務進行調適工作展開，惟策略與措施與氣候變遷

調適工作間必要性與連接性論述不夠明確，或中間基於風險評

估基礎之論證不夠完善，需強化各項策略及措施與氣候變遷或

氣候變遷調適的關聯性，並比較有無考慮氣候變遷調適的情況

下，各部會需執行業務或執行中業務的差異性，以完備相關邏

輯建構。 

氣候變遷調適不僅止於實體工程或策略展開，針對議題進

行風險評估工作，本即屬於氣候變遷調適工作中相當重要之一

部分，因此可考量於各領域調適行動方案中，策略與措施先期

即導入風險評估或風險管理的概念，特別針對風險進行因應及

管理，比較各風險帶來的差異性。 

五、 調適策略需扣合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所有氣候變遷工作（包含減緩及調適）首先是為永續發展

而服務，因為氣候變遷之各項衝擊可能對國家永續發展形成衝

擊，因此才展開各項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工作，換言之，國家

永續發展才是氣候變遷因應終極目的，因此氣候變遷調適過程

之策略與措施，應檢視與我國永續發展目標之關連性，策略與

措施成形機制必須納入國家永續發展之思維，兼顧「經濟成

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之永續發展三大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