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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調適行動計畫與指標 

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加強生產資源合理規劃利用，維護糧食安全及競爭優勢之農糧

產業 

計畫名稱 加強旱災灌溉應變機制-研訂各農田水利會乾旱時期分區輪流

停灌計畫 

編號 1.1.1-1 

工作指標 訂定乾旱時期分區輪流停灌計畫，建立 17 個農田水利

會因應抗旱時期輪流停灌機制。  

績效指標 提升水資源於旱災時期整體應變調度空間，並維持糧

食生產功能降低農業衝擊。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研擬 17 個農田水利會乾旱時期分區輪流停灌計畫，以

因應乾旱時期。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訂定 17 個農田水利會乾旱時期分區輪流停灌計

畫，建立農田水利會輪流停灌機制。提高乾旱時期

水資源整體應變調度空間，以降低農業生產衝擊。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 - - - - -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自辦計畫 

主(協)辦 

機關 

農田水利處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水資源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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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加強生產資源合理規劃利用，維護糧食安全及競爭優勢之農糧

產業 

計畫名稱 節約農業灌溉用水推廣旱作管路灌溉與現代化節水設施 

編號 1.1.1-2 

工作指標 每年增加 0.2 萬公頃推廣旱作管路灌溉面積  

績效指標 每年約可節約 1,000 萬噸水量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推廣旱作灌溉及現代化管理設施，補助農民設施旱作

管路灌溉系統，並輔導各農田水利會設置各項科學化

灌溉管理設施，以達成節約灌溉用水及提高水土資源

有效利用之目的。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民國 101-106 年推動旱作管路灌溉面積增加 1.2 萬

公頃。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90,000 90,000 90,000 90,000 90,000 450,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農發計畫 

主(協)辦 

機關 

農田水利處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水資源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  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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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加強生產資源合理規劃利用，維護糧食安全及競爭優勢之農糧

產業 

計畫名稱 因應氣候變遷提強化農業用水調蓄設施升農業用水利用效率-

以彰雲地區為例 

編號 1.1.1-3 

工作指標 完成設置農塘可行性評估  

績效指標 增加農業水資源有效利用及減少農損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農業用水調蓄設施之改善及增設規劃，增加水資源

利用  

(1)民國 100 年完成雲林農田水利會安慶圳系統地下

水源替代改善工程規劃及可行性評估。  

(2)民國 100 年完成濁幹線調蓄設施規劃及可行性評

估（加強灌溉回歸水及夜間餘水等水資源利用）。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雲彰地區增加農業水資源有效利用減緩地層下陷

及農損。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5,000 - - - - 5,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農發計畫 

主(協)辦 

機關 

農田水利處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水資源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               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42 

 

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加強生產資源合理規劃利用，維護糧食安全及競爭優勢之農糧

產業 

計畫名稱 規劃利用電腦遠端監控及自動控制調配系統配合調蓄設施加

強灌溉管理計畫-以關山大圳及卑南上圳為例 

編號 1.1.1-4 

工作指標 完成關山大圳及卑南上圳水資源多目標利用規劃  

績效指標 提升灌溉水資源利用效率，發展綠能水力發電 480 萬

度 /年。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規劃以現代化自動控制調配及電腦遠端監控系統，

配合調蓄設施聯合運用之管理方式，將夜間剩餘水

調配至日間運用，並利用東部地區良好地形落差條

件，發展綠能水力發電。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完成關山大圳及卑南上圳水資源多目標利用規劃。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 - - - - -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農發計畫 

主(協)辦 

機關 

農田水利處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水資源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               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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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加強生產資源合理規劃利用，維護糧食安全及競爭優勢之農糧

產業 

計畫名稱 強化水稻用水栽培體系可行性評估及其對水資源影響 

編號 1.1.1-5 

工作指標 1.建立面積達 0.25 公頃以上之試驗田。 

2.於試驗田進行強化水稻用水栽培體系法之水稻種植。 

3.比較強化水稻用水栽培體系法與傳統方法之灌溉用水量及蓄

存有效降雨量差異。 

績效指標 1.完成北中南 3 區試驗田強化水稻用水體系之灌溉配水計畫。 

2.完成強化水稻用水體系與慣行栽培法之水稻產量差異分析。 

3.提升水田蓄存有效降雨量。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 分析臺灣北中南區域水文及水資源特性。 

(2) 規劃及建立試驗場地以進行強化水稻用水栽培體系方

法之水稻種植。 

(3) 量測試驗地區蒸發量、設置量水裝置、田間試驗紀錄

及檢討強化水稻用水栽培體系方法應用於水稻各生長

階段。 

(4) 擬定各實驗區土壤及水文氣象條件下，最佳灌溉用水

量及水稻之合理灌溉期距。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

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

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1) 發展出適合於臺灣本土的水田稻作蓄水及耐旱兩者並

重的用水管理模式。 

(2) 利用調整田間灌溉用水方法，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率與

增加經濟效益。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民國 99~101 年為規劃試驗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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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 - - - - -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農發計畫 

主(協)辦 

機關 

農田水利處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水資源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                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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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加強生產資源合理規劃利用，維護糧食安全及競爭優勢之農糧產業 

計畫名稱 水利會改造與營運效率提升-以彰雲地區為例 

編號 1.1.1-6 

工作指標 

 

1. 完成彰化、雲林農田水利會灌溉管理現況分析。 

2. 完成彰化、雲林農田水利會組織再造，統籌調配灌溉用水之評估。 

績效指標 彰化、雲林地區灌溉用水統籌運用機制，提升灌溉用水效率。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通盤檢討彰雲地區之農田水利耕作及灌溉管理制度。 

（2）彰雲地區農業水資源之有效利用規劃。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 

3.計畫類型：  

■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彰雲地區農業水資源之有效利用規劃 

A.完成彰化、雲林農田水利會組織再造，統籌調配灌溉用水

之評估︰目前彰化及雲林水利會事業區域分別以二期作

田、輪作田為主，且兩個農田水利會地域性及氣候接近，

農作立地條件頗為一致，檢討及評估彰化、雲林農田水利

會統籌調配灌溉用水功能之合宜制度。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500 - - - - 1,5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農業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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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農田水利處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 水資源  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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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1.加強生產資源合理規劃利用，維護糧食安全及競爭優勢之農糧產業 

計畫名稱 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並建立農地合理利用機制 

編號 1.1.2 

工作指標 

 

1.辦理農地資源空間規劃，建立重要農業發展區及相關資訊。 

2.分析優良農地條件，並研擬規劃優質農業生產區域之產業利用方向。 

績效指標 
1.建立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檢核及細分級作業機制及流程。 

2.進行氣候變遷影響下之農地資源利用及管理相關研究。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進行全國農地資源調查作業，盤整農地資源，明確掌握可供農業

使用之面積及其分布情形。 

(2)因應氣候變遷及確保糧食安全，檢討縣級農地資源空間規劃，並

建立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檢核及細分級作業機制及流程，及進行不

同政策指標空間分析，以深入瞭解不同劃設準則對於各種農業用

地之影響及有無因地制宜調整必要。 

(3)協助直轄市、縣政府掌握優質農業生產區域，研擬規劃優質農業

生產區域之產業利用方向，並研提農地利用管理與落實農業施政

資源投入之相應政策措施。 

(4)考量氣候變遷下對糧食生產之衝擊，在維持糧食自給率前提下，

探討氣候變遷下農地資源之脆弱度評估、農地調適策略與地方執

行機制，以及其與農地資源規劃相關工作之關聯性。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確保糧食安全）  

3.計畫類型：  

  □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藉由農地資源空間規劃，有效掌握重要農業發展區，引導農業資

源有效集中運用，以因應氣候變遷影響，確保糧食安全。 

(2)協助農業經營專區規模化經營，永續維護優良農地，同時藉由安

全農業輔導，確保農產品品質，並引導建立行銷通路，提高農民

收益。 

(3)提出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下農地政策方向調整建議，確保糧食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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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農地資源。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3,259 9,318 13,000 13,000 13,000 61,577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部會業務費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企劃處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土地使用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2.5.1）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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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1.加強生產資源合理規劃利用，維護糧食安全及競爭優勢之農糧產業 

計畫名稱 糧食生產調適計畫(糧食產業組) 

編號 1.1.3-1 

工作指標 1.考量總體產業結構調整及產銷秩序，針對現階段無法復耕之休耕地，

輔導種植綠肥、景觀作物或辦理生產環境維護措施等面積。 

2.為調整農業生產結構，提高國產糧食供應，針對優良農地推動各項契

作、輪作措施及鼓勵農民出租連續休耕農地面積。 

績效指標 1.規劃糧食生產預備地：推動休耕農地一期復耕，一期種植綠肥、景觀

作物或蓄水等因地制宜之農田維護措施等面積，102 至 106 年分別為

19.4 萬、18.2 萬、17 萬、15.8 萬及 15.8 萬公頃。 

2.鼓勵種植契作進口替代、具外銷潛力作物及轉作地區特產作物，102

至 106 年分別達到 7.8 萬、9 萬、10.2 萬、11.4 萬及 11.4 萬公頃。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規劃同一田區每年休耕限一期作，鼓勵種植一期作，輔導種植具進

口替代、外銷潛力、地區特產及有機等作物，依作物種類給予 1.5

萬~4.5 萬元轉(契)作補貼，以提高糧食自給率及整體農地利用。 

(2)對於不易復耕或不利擴大經營規模之農田，規劃發展多元化之利用

措施，增加休耕田區之附加價值，引導休耕地仍為糧食生產預備

地，輔導辦理休耕，如種植綠肥作物、景觀作物或生產環境維護措

施，並具備潛在提升糧食自給率之功能，配合辦理之農民，可領取

直接給付每期作每公頃 3.4 或 4.5 萬元。 

(3)輔導專業農民或團體承租種植土地利用型之進口替代及具外銷潛

力作物，除依作物別給予轉(契)作補貼，並另給予每公頃 1 萬元租

賃獎勵，以擴大經營規模，增進農地經營效率。鼓勵老年農民退休，

將自有農地出租給專業農民或農民團體，以調整農村勞力結構，實

施發放離農獎勵，兼顧維護農民所得及貫徹休耕農田活化利用。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變化，暖化或極寒等)   

3.計畫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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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活化休耕農地，提高糧食自給率 

同一田區每年休耕限一期作，鼓勵種植一期作，輔導種植具進口

替代、外銷潛力及產銷無虞的地區性特產等作物，以提高糧食自

給率及整體農地利用。 

（2）開發農田多元利用方式，確保農業永續發展 

本計畫除輔導農地契作進口替代及外銷潛力作物，以增加糧食自

給率外，另鼓勵種植有機作物，以強化對環境友善之生產方式，

確保農業永續發展；且農田仍維持可休耕 1 期作，配合種植綠

肥、景觀作物、辦理翻耕或蓄水等生產環境維護措施，藉以涵養

土地維持生產力。計畫執行期間，藉由輔導農地轉（契）作重點

作物、有機作物，並搭配休耕辦理生產環境維護等措施，促進農

地多元化利用。 

（3）輔導農地租賃，促進擴大經營規模及提升競爭力 

推動休耕農地租賃措施，促進農地流通及活化農地利用，輔導專

業農民或農民團體擴大農場經營規模，全面強化農業體系之企業

化經營能力，增加就業機會，以提昇產業競爭力，兼顧休耕農田

活化利用及農業永續發展之政策目標。 

（4）跨域整合產業加值 

強化中央與地方合作，發展地區特產：對於休耕田種植具地方

特色之「地區特產」作物，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以適地適

種評估選定報核後，輔導農民推廣種植，由中央補貼大部分經

費，地方編列部分配合款，有助於地方發展具地區特色且產銷

無虞之農產品，建立中央與地方共同輔導地方產業機制，並可

讓經費資源分配作更合理的應用。 

契作進口替代、外銷潛力作物，確保業界產品原料供應無虞：

重點推廣種植進口替代、具外銷潛力等作物，除提高糧食自給

率外，輔導農民與需求業者以契作方式生產，建立產銷供應

鏈，使農產供應與銷售通路順暢，減少業者（包括飼料、食品

業者等）由國外進口需求量，同時亦可活絡國內運輸、物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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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營運量，帶動農業與其他產業之合作關係。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億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農糧署 102 103 103 108 108 524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農糧署：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農糧署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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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1.加強生產資源合理規劃利用，維護糧食安全及競爭優勢之農糧產業 

計畫名稱 坡地農業轉型計畫（作物生產組） 

編號 1.1.3-2 

工作指標 規劃具地區產業特色，且適於山坡地發展之農業，進行果樹及茶產業重點

輔導與管理，提高品質效率。 

績效指標 加強生產資源合理利用及逆境管理，(1)輔導果樹產銷班 1400班通過吉園

圃驗證；另(2)輔導 500個製茶生產單位推動優質茶專區及設置衛生安全

製茶廠，專區總面積 2100公頃。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輔導農民依水果良好農業規範改善田間管理、合理化施肥、安全

用藥、採後處理及落實生產紀錄，保護水土資源。 

（2）辦理果樹管理合理化講習會。 

（3）加強農藥殘留檢驗，辦理田間農藥殘留檢檢驗及蒸熱處理場。 

（4）輔導果園取得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 

（5）輔導山坡地製茶廠及產銷班施行茶園共同防治、安全用藥及合理

化施肥等健康管理，加強茶葉安全用藥監測，確保山坡地生態環

境，並輔導茶品完整標示，維護茶葉產業永續發展。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變化，暖化或極寒等)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至 106年取得果樹吉園圃之班數達 1400班及累計輔導 500個製茶生產

單位設置衛生安全製茶廠，面積 2,100 公頃，發展與環境共存，兼顧

生產與生態之優勢農業。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如何減災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

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8,000 17,500 17,100 16,600 16,600 8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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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尚未核定） 

主(協)辦機關 農糧署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水果及茶產業結構調整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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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1.加強生產資源合理規劃運用，維護糧食安全及競爭優勢之農糧產業 

計畫名稱 運用具適應氣候變遷之作物優勢品種、技術，推動規模化產銷專區 

（作物生產組、糧食產業組） 

編號 1.1.3-3 

工作指標 推動規模化產銷專區，輔導稻米、蔬菜產銷模式調整，提高因應氣候

變遷之能力與經營效率。 

績效指標 1.輔導建置稻米產銷專業區契作生產面積 15,000 公頃。 

2.輔導設置蔬菜生產專區 385 公頃。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運用具適應氣候變遷之作物優勢品種，善用技術及地理優勢，推動

規模化產銷專區。 

(1)稻米產銷專業區 

a. 輔導農民與糧食業者，以適合當地環境的優勢品種契作栽

培，以建置稻米產銷專業區 35 契作生產面積 1 萬 5 千公頃

經營規模、提高經營效率及降低生產成本並生產優質國產

米之目的。 

b. 由各區農業改良場推薦適栽品種並加強辦理栽培技術輔

導。 

c. 探討各試驗改良場所育成良質米稻種在暖化情境下之優勢

稻種及栽植適期。 

(2)外銷蔬菜專區 

a. 輔導彰化、雲林等縣市設置外銷蔬菜生產專區計 350 公

頃，輔導生產業者 8 處、出口業者 19 家，生產高品質及安

全之蔬菜供應外銷市場。 

b. 輔導專區辦理生產履歷資訊化及條碼追溯系統、病蟲害防

治與安全用藥教育、農藥抽檢等工作。 

c. 輔導蔬菜生產專區充實相關附屬設備，以建構蔬菜安全生

產體系。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55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變化，暖化或極寒等） 

3.計畫類型： 

■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 稻米專業區 

a. 輔導建置稻米產銷專業區 5 年內(102-106 年)推動契作生產面

積達到 1 萬 6,000 公頃，稻榖產值約 20 億元，估算專業區農

民每期作、每公頃收益約可增加 1.3 萬元。 

b. 釐清農委會所屬試驗改良場所育成良質米稻種在暖化情境下

產量與米質上差異及變異，比較氣候變遷之適應優勢，並建議

合適栽植期供參。 

(2) 外銷蔬菜專區 

a. 利用生產專區安全管理體系、統一作業管理，合理化施肥及安

全用藥，適應氣候變遷，提高蔬菜生產品質及安全。預估生產

外銷蔬菜 14,000 公噸，產值約 1 億 6 千萬，造福農戶 300 戶，

每公頃收益增加 8 萬元。 

b. 建立生產履歷體制及資訊化。 

c. 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並拓展外銷市場。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 年－106 年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10,274 115,350 115,350 115,350 115,350 571,674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農損基金（稻米產銷專業區） 

公務預算（蔬菜）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農糧署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稻米產業結構調整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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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1.加強生產資源合理規劃利用，維護糧食安全及競爭優勢之農糧產業 

計畫名稱 加強糧食作物供應之風險管理（糧食產業組、糧食儲運組、運銷加工組） 

編號 1.1.4 

工作指標 1.訂定不同糧食供應風險等級之因應對策。 

2.訂定糧食供應短缺之市場管理措施作業程序。 

3.建立冷凍蔬菜平價供應機制相關作業規範，輔導農民團體產製冷凍蔬

菜，落實滾動倉儲作業，提升滾動倉儲品質及減少品質損失。 

4.訂定稻米、小麥、飼料玉米安全存量標準。 

5.掌握國際糧食庫存動態、價格變化趨勢及進口資訊。 

績效指標 1.因應極端天氣強度增強及頻率增加導致糧食危機發生之風險，採取不

同糧食供應風險等級之因應對策，提高國家糧食安全。 

2.極端天氣引發糧食供應短缺期間，依據所訂糧食供應短缺之市場管理

措施作業程序啟動相關措施，維護國內糧食供需之穩定。 

3. 106 年農民團體冷凍蔬菜產製量達 4,000 公噸，並掌握民間蔬菜儲量

1,700 公噸。 

4.每週及每旬蒐集分析國際糧情，以配合糧食供應與風險評估情形，適

時採取相關因應措施。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檢視糧食管理相關法規，落實緊急糧食供應短缺之市場管理措

施以維護市場交易秩序，並研議強化相關規定。 

（2）針對糧食供應情形，研訂不同風險等級並規劃因應對策。 

（3）掌握民間業者蔬菜冷藏、冷凍庫資訊及倉儲容量，規劃建立冷

凍蔬菜平價供應機制，並強化夏季蔬菜滾動式倉貯作業。 

（4）檢討稻米安全存量標準，研議小麥及飼料玉米安全存量標準。 

（5）定期蒐集分析國際糧情，掌握國際糧食庫存動態、價格變化趨

勢及進口來源資訊。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   

3.計畫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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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可以執行（3）（5）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2）（4）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1）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將緊急糧食供應面之相關規定納入，強化糧食管理相關法規，

於 100 年度完成訂定糧食供應短缺之市場管理措施作業程序，

於糧食供應短缺期間，維護國內糧食供需之穩定。 

（2）103 年度訂定不同糧食供應風險等級之因應對策，降低糧食危機

發生風險，提高國家糧食安全。 

（3）輔導農民團體產製冷凍蔬菜，作為生鮮蔬菜替代產品以紓緩價

格波動。100 年完成建立冷凍蔬菜平價供應機制相關作業規範，

101 年至 106 年冷凍蔬菜產量達 2,000 公噸、2,500 公噸、3,000

公噸、3,500 公噸及 4,000 公噸。 

（4）穩定市場貨源，紓緩價格波動，增加滾動倉儲作業確實率：四

年內逹百分之百；提昇滾動倉儲品質：20％；減少滖動倉儲品

質損失:20%。100 及 101 年掌握民間蔬菜儲量分別為 1,500 公噸

及 1,600 公噸，102 至 106 年每年掌握 1,700 公噸。 

（5）分別訂定稻米、小麥、飼料玉米安全存糧標準。 

（6）透過每週及每旬蒐集分析國際糧情，掌握國際糧食庫存動態、

價格變化趨勢及進口資訊。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 至 106 年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80,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農糧署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5）（6）在既有核定年度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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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1.加強生產資源合理規劃利用，維護糧食安全及競爭優勢之農糧產業 

計畫名稱 國際合作降低缺糧風險計畫 

編號 1.1.5 

工作指標 

1.蒐集與境外大宗穀物投資合作相關之國際資訊。 

2.進行區域糧食安全機制之相關研究。 

3.推動參與區域現行糧食安全機制。 

4.舉辦或參與 APEC 與糧食安全相關之研討會或工作小組。 

5.參與國內外糧食安全相關議題之研討會、座談會或論壇等會議。 

績效指標 

1.掌握國際間對境外大宗穀物投資合作之發展現況，並規劃我國之推

動策略，以因應氣候變遷對國內糧食供給可能之衝擊。 

2.爭取 APEC 各經濟體之支持，研議建置區域緊急糧食儲備機制，確

保我國若發生氣候災難影響糧食生產時，仍可維持穩定糧食供給。 

3.參與亞太區域糧食安全相關活動，與各經濟體建構糧食安全政策與

資訊分享平台，做為我國於相關議題之施政參考。 

4.參與糧食安全相關之國際活動，與各國建立合作聯繫管道。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研究及爭取加入現有區域結盟之糧食安全機制，並推動雙邊

或多邊協商，建立緊急糧食或替代糧食來源管道。 

（2）透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組織(APEC)組織，強化我國在亞太地

區長期糧食安全角色，並舉辦糧食安全國際論壇分享政策與

經驗。 

（3）加強官方或民間參與國際政府與非政府間組織關於糧食安全 

議題之合作連繫。 

 ( 4 ) 加強與國際研究組織(如：國際稻米研究所(IRRI)合作，強化

糧食作物(稻米)抗、耐逆境品種之選育研究，提升我糧食產

業之競爭力。)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若氣候變遷引發區域糧食危機，本計畫之執行可確保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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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穩定糧源，降低缺糧風險 

3.計畫類型： 

□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1）（2）（3）（4）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透過研究，確立推動區域糧食安全機制之可行策略，提升我

糧食作物之抗、耐逆境能力及產業競爭力。 

（2）與 APEC 各會員體就糧食安全議題充分溝通，俾達成合作共

識。 

（3）瞭解各國官方與民間對糧食安全之因應作為，作為我國相關

政策擬定之參考。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4,000 4,000 4,000 4,000 - 16,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國際處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60 

 

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2.調整現有漁業養護與經營模式以因應氣候變遷 

計畫名稱 漁業作業模式調整及強化產銷預警與供應調節機制 

編號 1.2.1 

工作指標 

1.依「養殖漁業放養申報作業及審查要點」辦理放養申報作業，掌握

養殖漁業產業現況。 

2.控管民間漁獲倉貯容量，協調業者適時釋出漁貨；並強化遠洋大宗

漁獲物回報及核銷機制。 

3.依據調查報告或管理會議，輔導漁民調整經營方式，獲取合理單位

努力漁獲量(噸/艘)。 

4.推薦適當專長學者出席相關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會議，以了解區域

漁業管理組織對於氣候變遷影響漁業資源之調適策略。 

5.召開產銷聯繫會議，橫向聯繫，避免供需失衡並穩定魚價。 

績效指標 

1.完成全國 80％以上魚塭申查報工作，建立養殖漁業現況資料。 

2.藉由每年漁業調查統計，暸解各縣市倉貯容量；於重大節慶前後（如

端午、中秋、中元及春節）召開 2 場次產銷聯繫會議。 

3.維持沿近海年漁獲量約 18 萬公噸，以達成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 

4.參與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相關科學會議場次。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落實養殖漁業田間調查機制；瞭解各縣市倉儲容量。 

（2）協調各產地養殖團體縮短養殖時程，調整上市規格；輔導民

間遠洋漁獲(如秋刀魚)適時釋出國內冷凍庫存。 

（3）建立海洋物種因水溫改變而遷入或遷出之新海域作業秩序，

輔導漁民調整漁具漁法、漁期漁區等漁業經營方式，引導海

洋資源合理利用。 

（4）透過區域性漁業組織平台，進行跨國漁業科學研究合作與成

果分享，以掌握全球漁場、海況受環境因子影響之變動趨勢。

（100 年度已開始，持續性計畫） 

（5）強化養殖放養量資訊收集、掌握海上漁船及冷凍魚貨庫存量、

調查產銷團體冷凍倉儲分布及容量等資訊，落實產銷預警工

作。 

（6）掌握氣候變遷對漁業生產量價變化及趨勢，強化產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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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產銷、產銷整合以穩定內需市場，降低量價變化波動。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變化，暖化或極寒等) 

3.計畫類型： 

  ■立刻可以執行（1）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2）（3）（4）（5）（6）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更新建構全國養殖魚塭調查資料，並提高陸上魚塭申報及查

報率達 80％以上；六年內(100-105 年) 暸解倉儲容量，視市

場情況調節，穩定市場價格。 

（2）六年內(100-105 年)適時調節市場供需，穩定魚價，維持產銷

平衡。 

（3）適度調整漁業經營規模，維持沿近海年漁獲量約 18 萬公噸，

以達成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 

（4）六年內(101-106 年)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參加 30 場國際漁業管

理組織科學性會議，並摘錄相關成果報告供漁政管理單位參

考。（101-106 年每分年計畫經費均列：1,000 千元） 

（5）六年內(100-105 年)逐步落實產銷資料之正確性及即時性，透

過調查，暸解各漁業(民)團體之凍儲容量與分佈資料，達產

銷預警之效。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 年至 106 年（註：106 年經費僅匡列第 4 項指標部分(遠洋組)）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38,000 38,000 38,000 37,000 1,000 152,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漁發、科技計畫）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漁業署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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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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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2.調整現有漁業養護與經營模式以因應氣候變遷 

計畫名稱 調整養殖用水利用計畫 

編號 1.2.2 

工作指標 

1.建立海水統籌供應系統。 

2.完成塭豐、枋寮、林邊、永安及彌陀等養殖區海水供水設施、海水

引水路整建，改善養殖環境。 

3.透過循環水技術，提升養殖用淡水之再利用。 

績效指標 

1.完成養殖區海水引水系統 3 處、海水統籌供應系統 1 處。 

2.改善養殖區引水路約 21,000 公尺。 

3.養殖循環水技術推廣講習訓練 30 人次/年。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建置海水統籌供應系統，發展海水養殖，以因應氣候變遷導

致農業水資源劣化後糧食生產。 

（2）推廣養殖用水循環再利用。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 

3.計畫類型： 

  ■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海水統籌供應系統： 

a. 減少淡水養殖，輔導養殖業者轉作海水養殖。 

b. 6 年內預計完成宜蘭縣大塭養殖區海水引水系統擴大供

應範圍 1 處，新竹縣竹北養殖區海水引水系統 1 處，高雄

縣永安鄉養殖區 LNG 引水系統 1 處，屏東縣塭豐海水統

籌供應系統 1 處。 

（2）供水設施、海水引水路整建： 

a. 完成塭豐、枋寮、林邊、永安及彌陀等養殖區海水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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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海水引水路整建，改善養殖環境。 

b. 預計於 6 年內改善塭豐、枋寮、高雄縣永安及彌陀等養

殖區引水路約 21,000 公尺。 

（3）6 年內養殖循環水技術推廣講習訓練 180 人。提升養殖用水

之再利用，節約水資源之消耗。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01,000 101,000 101,000 101,000 - 404,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 (漁發、漁管)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漁業署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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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2.調整現有漁業養護與經營模式以因應氣候變遷 

計畫名稱 不適養殖魚塭變更用途之可行性評估計畫 

編號 1.2.3 

工作指標 1.不適合養殖魚塭土地調查及用途變更規劃。  

2.以雲林縣及嘉義縣為主要對象，分年分區進行。 

績效指標 不適養殖漁塭面積及位置，及漁塭用途變更評估計畫一式/年。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評估不適養殖魚塭作為溼地、生態教育公園、生態池或滯洪

池等其他用途之可行性。 

（2）復育不適養殖魚塭劣化生態系。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100 年：解現有及規劃中滯洪池水質，得以進一步規劃供給養

殖或是供蓄洪生態使用。 

(2)101-105 年：雲林縣及嘉義縣不適合魚塭面積及區位，

評估養殖漁塭轉作利用之方向，調查、評估及民眾配合意願可

利後續調整工作之推動，減少魚塭土地劣化。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

行為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700 700 700 700 - 2,8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漁管)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漁業署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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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一、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調適措施 
3.適時適地調整國內畜牧產業供應體系以維持優質及高效率畜牧業

生產模式 

計畫名稱 畜禽產業生產方式調整及強化產銷預警與供應調節機制 

編號 1.3.1 

工作指標 

1.辦理因應氣候變遷之新式生產系統講習宣導會，每年 100 場。 

2.輔導養豬場採用異地、分齡及批次之新式豬隻生產系統，每年 20

場。 

3.定期查核畜牧場登記及飼養登記，掌握畜禽飼養資訊。 

4..建立產銷預警機制之基礎資料及調節供應機制。 

績效指標 
1.輔導畜牧業者採用因應氣候變遷之新式生產系統。 

2.畜禽產業彈性安全存量標準及產銷預警機制之建立。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加強與氣象部門之聯繫，瞭解我國氣候變遷之趨勢，適時調

整國內畜牧業之生產方式，降低氣候變遷對產業之衝擊。 

（2）強化產銷預警與供應調節機制 

a.落實執行畜禽生產目標與收集各種畜禽飼養資訊，以掌握

國內畜產品之供應量。 

b. 因應氣候變遷緊急狀況，適時調整國內畜禽生產目標。 

c.定期邀集各畜禽產銷權責單位，研商供銷數量，並不定期

針對調配數量進行檢討，必要時進行調整。 

d.建立中央畜產會及各產業團體緊急調節供應機制；輔導各

協會或產業團體應用產業自主管理基金及相關運用機制調

節產銷。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 

3.計畫類型： 

  ■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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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輔導畜牧業者採用因應氣候變遷之新式生產系統。 

（2）輔導地方縣府定期查核畜牧場登記及飼養登記內容，落實畜

牧法之規定。 

（3）101 至 106 年每年各縣府依據畜牧場登記與飼養登記情形，

確認毛豬、肉牛等 12 項畜禽生產目標數量，建構彈性畜禽生

產安全數量標準。 

（4）每月每季定期蒐集國內外畜禽產銷等重要資訊，建立產銷預

警機制之基礎資料。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22,5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農業管理—畜牧管理）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畜牧處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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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二、整合科技提升產業抗逆境能力 

調適措施 1.強化農糧產業研發抗逆境能力 

計畫名稱 種原交換計畫及抗逆境品種研發應用 

編號 2.1.1 

工作指標 1.種原保存或備份保存累積量及增加量。 

2.種原交換或交流之數量。 

3.種原利用數量。 

績效指標 1. 耐熱、耐旱及耐澇等耐極端環境種原之引進數量或保存與備份數

量。 

2. 耐熱、耐旱及耐澇等耐極端環境種原之交流與交換數量。 

3. 耐熱、耐旱及耐澇等耐極端環境品種(系)之育成或技術開發之數

量。 

計畫概要 2.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加強與各國進行耐熱種原交換，培育新品種，以因應氣候變

遷。 

(2)進行東南亞國家熱帶、亞熱帶園藝作物種原收集、引進與保

存技術交流。 

(3)透過參加暨有之區域性國際組織或經由雙邊農業合作談判，

與亞太地區擁有耐熱、抗逆境作物品種資源國家(地區) 進行

合作，包括引種及試驗等，提高育種效率，分享選種成果。 

(4)與國外研究單位建合作關係，專家進行合作交流，穿梭育種，

利用國外環境與種原資材，選育適合當地的品種，利於因應

氣候變遷。 

(5)選育出適合臺灣且耐逆境之各類農林漁牧品種，維持農產品

之供給，並降低生產成本。 

(6)研究小麥改良品種，推廣冬季種植。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變化，暖化或極寒等） 

3.計畫類型： 

  ■立刻可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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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引進及選育出適合臺灣且耐逆境之各類作物品種，維持糧食、蔬

果、花卉等之供給，並降低生產成本。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25,580 25,490 7,430 6,230 - 64,73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科技預算 

協辦機關 農委會農業試驗所（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台中區

農業改良場、台南區農業改良場、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花蓮區農業改

良場、台東區農業改良場、茶葉改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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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整合科技提升產業抗逆境能力 

調適措施 強化畜牧產業抗逆境能力 

計畫名稱 抗逆境畜禽品種及牧草與飼料作物之選育計畫 

編號 2.2.1 

工作指標 1. 引進並選育抗逆境牧草品系，狼尾草、青割玉米等 3 項。 

2. 選育耐熱種公豬新品種與家禽品系共 3 項。 

3. 持續辦理種豬登錄、檢定、種豬場評鑑及特定基因篩檢等業務。 

4. 持續輔導國內養牛業者辦理 DHI、種牛登錄與評鑑。 

5. 篩選替代傳統飼料之農作物，飼料用水稻、雜糧作物等品種共 3

項。 

6. 發展農業與加工副產品飼料化技術 1 項。 

7.  研發優質畜禽飼料配方 1 項。 

績效指標 1. 完成耐淹水牧草與飼料作物品種研發，因應氣候變遷極端氣候發

生頻率增加，畜牧產業對抗逆境品種之需求。 

2. 協助國內種豬業者提升國產種豬性能，使純種豬檢定飼料效率由

2.13 提升至 2.11。 

3. 提升國內泌乳牛產乳性能，使每日每頭平均泌乳量由 20 公升提升

至 22 公升。 

4.  利用國產飼料作物及農副產物替代部分進口飼料原料，因應國際

原物料供應不穩定、價格高漲之狀況。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引進並選育耐熱與抗病畜禽品系及抗逆境牧草品系，以提高對環

境變動之適應能力。 

a.  引進並選育抗逆境牧草品系。 

b.  選留級進三代台灣杜洛克豬進行自交後產下體色紅色，帶有多

產基因 MM 型與夏季精液性狀優良種公豬。 

c. 選育耐熱家禽品系。 

d. 持續辦理種豬登錄、檢定、種豬場評鑑及特定基因篩檢等業務，

協助國內種豬業者提升國產種豬性能。 

e. 持續輔導國內養牛業者辦理 DHI、種牛登錄與評鑑，提升泌乳

牛產乳性能。 

(2)篩選適應不同環境且可替代傳統飼料之農作物，並加強辦理優質

畜禽飼料配方之研發。 

a. 自狼尾草雜交後裔中，篩選可耐淹水，並具備高產量及高品質之

狼尾草新品系。 

b. 進行育種族群不同生育階段抗逆境性的篩選，選拔抗逆境青割玉

米品系。 

c. 自台灣之本地水稻品種中，篩選具備高生物量、良好品質及對動

物適口性良好之芻料用水稻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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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重新篩選適應本地生長環境的澱粉類雜糧作物，自易於栽培、高

產量、可機械收穫與加工等方面進行研究，以畜禽飼養為目的。 

e. 研發農業與食品加工副產物飼料化技術。 

f. 篩選適應不同環境可替代傳統飼料之農作物。 

g.  加強辦理優質畜禽飼料配方之研發。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

率增加、■其他（氣溫上升）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1) 選育耐熱台灣杜洛克種公豬新品種 1 項、家禽品系 2 項。耐熱、

耐淹水等抗逆境畜禽及牧草與飼料作物品種研發，因應高溫、淹

水條件條件下，畜牧產業對抗逆境品種之需求。 

(2) 全國純種豬檢定飼料效率：99 年 2.13、100 年 2.13、101 年 2.12、

102 年 2.12、103 年 2.11。 

(3) 國內泌乳牛每日每頭平均泌乳量：99 年 20 公升、100 年 20.5 公

升、101 年 21 公升、102 年 21.5 公升、103 年 22 公升。 

(4)  篩選適應不同環境且可替代傳統飼料之農作物，利用國產飼料作

物及農副產物替代部分進口飼料原料，因應國際原物料價格高漲

之狀況。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23,000 23,000 22,000 22,000 22,000 112,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

畫） 

科技計畫、農管計畫 

主(協)辦 

機關 

農委會畜產試驗所(畜牧處)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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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二、整合科技提升產業抗逆境能力 

調適措施 2.強化畜牧產業抗逆境研發能力 

計畫名稱 畜禽產業抗逆境生產調適研究計畫 

編號 2.2.2   

工作指標 1. 建立種土雞場健康監測技術平台，完成 3 場種土雞場生物安全計畫

及標準禽舍設計規範。 

2. 建立種羊場健康監測技術平台，完成 3 場種羊場生物安全計畫標準

作業流程及標準模式。 

3. 完成 1 場種鴨場水禽場生物安全計畫及標準禽舍設計規範。 

4. 建立種鵝場生物安全計畫平台，完成 2 場種鵝場水簾式綠畜舍之生

物安全計畫及標準禽舍設計規範。 

5. 完成 5 場種豬場生物安全計畫及標準種豬舍設計規範。 

績效指標 強化畜牧產業抗逆境生產調適能力。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利用健康監測技術平台，輔導畜禽產業設立畜禽生產生物安全計

畫，建構阻絕疾病傳播及抗逆境畜標準禽舍規範。 

a. 建立種土雞場生物安全計畫及完成標準禽舍設計規範。 

b. 建立種水禽場生物安全計畫及完成標準禽舍設計規範。 

c. 建立種羊場生物安全計畫及採樣評估標準。 

d. 建立種豬場生物安全計畫及完成標準種豬舍設計規範。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請說明） 

3.計畫類型： 

  ■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 防堵重要動物傳染病入侵，降低疾病影響經濟損失。 

(2) 101 至 106 年持續強化獸醫服務體系為畜產品衛生安全背書。 

(3) 每年辦理因應氣候變遷之新式生產系統講習宣導會 100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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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豬隻育成率，強化畜牧產業抗逆境生產能力。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0,05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52,05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家畜衛生試驗所、畜牧處) 

主(協)辦 

機關 
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畜牧處)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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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二、整合科技提升產業抗逆境能力 

調適措施 3.強化漁產業抗逆境研發能力 

計畫名稱 強化水溫、洋流、棲地等海洋環境及魚群物種分佈、洄游路徑變動之

研究與預測 

編號 2.3.1 

工作指標 1. 探討氣候(全球)變遷及海洋環境因子變動對我國沿近海漁業重要

經濟性魚種之影響。 

2. 探討氣候(全球)變遷及三大洋海洋環境因子對我國遠洋漁業重要

魚種之影響。 

3. 出海執行台灣北部拖網漁場漁獲物種組成調查。 

4. 收集台灣北部海域重要拖網魚種之生物學資料。 

績效指標 1. 建立氣候(全球)變遷及海洋環境因子變動對我國沿近海漁業 2 種重

要經濟性魚種影響之關係。 

2. 建立氣候(全球)變遷及三大洋海洋環境因子對我國遠洋漁業重要

魚種影響之關係，以鮪魚為例。 

3. 建立台灣北部海域底棲魚類資料庫。 

4. 完成 3 種經濟性魚種之生殖生物學研究。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100 年度已開始執行計畫） 

強化水溫、洋流、棲地等海洋環境及魚群物種分佈、洄游路徑變動

等研究及預測。 

(1) 篩選我國遠洋及沿近海漁業重要且亦受環境變動影響之主要

魚種。 

(2) 探討環境因子間之交互相關，並選取獨立因子。 

(3) 探討氣候(全球)變遷與海洋環境因子間之變動關係。 

(4) 探討氣候(全球)變遷或環境因子對於我國遠洋及沿近海漁業

主要魚種之影響。 

(5) 利用試驗船執行拖網試驗調查，分析魚種組成。 

(6) 按月份收集日本金梭魚、花斑蛇鯔、刺鯧等三種魚類，進行生

殖生物學研究。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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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變化，如暖化或極寒等) 

3.計畫類型： 

□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 6 年內(100-106 年)瞭解三大洋主要鮪類資源與環境因子間之互

動關係。 

(2)  6 年內(100-106 年)瞭解台灣沿近海重要漁業魚種資源與海洋環

境因子互動之關係。 

(3) 掌握底棲魚類資源現況，提供資源永續利用之依據。日本金梭魚

等 3 種經濟性魚種之分佈、洄游路徑變動等研究及預測。探討

沿近海域水文環境變化對仔稚魚群聚組成之可能影響。利用中

層浮魚礁之聚魚功能，為漁民帶來良好漁獲及省能源效率。建

立遠洋經濟性魚類之可能棲息海域指標，提供判識作業漁場，

降低漁船燃油成本，增進遠洋漁業產業競爭力。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5,900 16,900 16,000 17,000 8,000 73,8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科技計畫)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漁業署(水產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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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二、整合科技提升產業抗逆境能力 

調適措施 (三)強化漁產業抗逆境研發能力 

計畫名稱 抗逆境養殖魚種研發及植物性蛋白飼料選拔計畫 

編號 2.3.2 

工作指標 1.養殖魚種種原保存數。 

2.優質水產種苗開發品項數。 

3.抗逆境養殖品系開發項數。 

4.植物性蛋白高利用率種系選拔。 

績效指標 1.養殖種原保存數。 

2.優質水產種苗關鍵技術項數。 

3.抗逆境養殖品系相關研究項數。 

4.植物性蛋白利用替代率。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2.3.2.1 評估具適應氣候變遷之優勢魚種，規劃相關養殖魚種種原保

存機制。 

2.3.2.2 檢視及調查現有養殖魚種之抗病及抗熱能力，輔導漁民善用

臺灣優良養殖技術及地理優勢，穩定糧食生產。 

2.3.2.3 強化遺傳育種及疫病預防之水產生物技術研究，引進並開發

不衝擊本土物種之抗逆境及適應力強的養殖魚種。 

2.3.2.4 研發植物性蛋白飼料，降低海洋魚粉需求，以達海洋永續經

營目標。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請說明) 

3.計畫類型： 

  ■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養殖種原保存數 

a. 提高育種效率，育出優良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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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至 103 年提高種魚抗逆境能力及存活率，建立石斑魚種魚選

種平台。 

c. 每年保存野生象牙鳳螺種螺雌雄種螺各 100 粒；經人工培育

選種育種之優質種螺每年 3000 粒，每 3 年培育一代新優質種

螺(Fn)，目前己培育至 F2 種螺。 

d. 三年內進行本土河川水域重要魚種保種、育種與合理利用。 

e. 三年內進行廣溫或耐熱性強的經濟魚種之原保存 ，並加強繁

養殖研究。 

f. 利用分子標識技術選殖抗病、高成長及抗逆境優良基因之龍

膽石斑、草蝦（或斑節蝦）及觀賞魚等優質種魚，提

高產業收益。 

（2）優質水產種苗開發品項數 

a. 至 103 年技轉累計 5 家高密度養殖系統及技轉仔螺量產技術

累計 2 家。 

b. 至 103 年輔導業者放養適當海水草食性魚類，穩定文蛤生

產，增加固碳能力。預期 5 年內推動至文蛤養殖面積的 60 %，

並增加每公頃生產量 30 %。 

c. 至 103 年建立各養殖區的牡蠣溫度耐性資料，篩選耐溫牡蠣

品系，輔導漁民魚塭養殖，增加成長率 10–20%，減低死亡率

10%。 

d. 二年內建立成長快速且單雄性之雜交吳郭魚種苗生產技術，

並逐年推廣魚苗，可節省漁民養殖時間、增加產量，以增加

養殖收益。 

e. 二年內建立優良健康海鱺魚苗及受精卵量產技術。可提高海

鱺的活存率，增加漁民收益。 

（3）抗逆境養殖品系開發項數 

a. 開發培育出適應力強新品種，穩定國內石斑魚生產。 

b. 二年內建立重要養殖魚種分子技術輔助育種平台，培育吳郭

魚品系 1-2 種。 

c. 使我國觀賞魚在國際市場更具有競爭力及市佔率。 

d. 二年內各種吳郭魚純種或雜交種之鑑定，避免雜交污染，保

育優良品系，並作為強化抗逆境新品系的基礎。 

e. 二年內建立海鱺保種及育種機制，培養 3 批次種魚共 60 尾，

生產抗病性強之海鱺種苗。建立海鱺發光桿菌疫苗製劑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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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製備模式並完成其安全性及效力評估，預期可提高相對活

存率達 25%以上。 

f. 可保護石斑幼魚免除虹彩病毒之病害，增加石斑之預成率。 

g. 開發注射型與浸泡型虹彩病毒不活化疫苗，強化各縣市水產

動物防疫基礎應變能力及提供魚病防治服務。成立魚類健康

管理規劃專家平台，蒐集國際主要養殖魚種生產規範及主要

輸入國檢疫規範等知識，整編建立核心知識。配合水試所完

成主要魚種無特定病原生產及推動石斑魚健康管理制度，預

期可提升魚隻養成率至 10％。 

（4）植物性蛋白高利用率種系選拔 

a. 增加石斑魚類飼料植物性原料替代動物性原料之替代率

10-20%。 

b. 三年內減少肉食性魚類飼料 50%、雜食性魚類飼料 80%的魚

粉使用量。可節省飼料成本 7-15%。 

c. 三年內提高植物性替代蛋白源可消化性約 3-5%，有效降低養

殖池有機物蓄積。 

d. 建立海鱺、石斑對植物性大豆蛋白質之消化率可達 80-90％。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61,410 62,110 62,910 62,910 62,910 312,25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農業科技、農業發展 

主(協)辦機關 水試所（漁業署、防檢局、畜衛所）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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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二、整合科技提升產業抗逆境能力 

調適措施 4.強化動植物疫病蟲害監測及因應能力 

計畫名稱 動植物疫病蟲害監測及強化防治計畫 

編號 2.4.1 

工作指標 1. 完成重大檢疫有害生物偵察調查。 

2. 建立至少 1 項重大有害生物之監測技術。 

3. 執行重大有害生物主動監測，加強疫情掌控，適時發布預警。 

4. 林木疫情監測、通報件及鑑定件數。 

5. 整合已紀錄之重要動物疫病歷史資料，建立宿主、病媒及氣候因子之

基礎線數位化資料，並評估氣候變遷造成之潛在衝擊。 

6. 評估氣候變遷之影響，完成重要動物疾病之監測策略改善、預警機制

建立及防治策略強化。 

7. 每年至少完成 1 件作物疫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模式與標準作業流程。 

8. 依不同植物有害生物之特性及發生時機，研發防治技術或改進防治措

施。 

9. 依據有害生物預警系統或蟲媒與病害發生的關係，應用整合性防治技

術，建立區域防治體系。 

10. 完成研析國外針對氣候變遷對重要動物傳染病之相關防疫策略。 

績效指標 1. 評估氣候變遷之影響，調整有害生物監測與預警模式。 

2. 建立有害生物緊急因應系統。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強化重大動植物有害生物偵察與監測，建立預警模式與緊急因應

系統。 

a. 掌握水稻稻熱病及東方果實蠅等重大植物有害生物之疫情現

況，建立其監測技術及預警模式。 

b. 掌握作物疫情現況及發生動態，強化病蟲害診斷服務站之服

務品質。 

c. 完成分年度國內林木疫情偵察與監測，據為適時調適依據。 

d. 整合重要動物疫病之宿主、病媒及氣候因子之基礎線數位化

資料，完成評估氣候變遷對重要動物疫病發生之影響，逐步

建立相關預警模式及通報系統，以有效控制重要動物疫病之

發生頻率，並降低產業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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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應用分子生物學以及流行病學之新技術，建立即時預測及反

應疫情與有效追蹤之平台，有效降低診斷成本與人力花費。 

（2）開發有害生物整合性防治技術，依據監測預警及流行病學資料，

擬定減輕衝擊之對策，並適時調整。 

a. 建立作物疫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模式與標準作業流程，同時設

立試驗示範觀摩田，實際進行管理作業，以利隨時調整作業

程序，建立可提供農民實際應用之管理流程。 

b. 建立重要疫病蟲害之區域防治體系，以適時壓制有害生物發

生，降低農產品生產的損失。 

c. 林木類有害生物整合性防治技術開發，減輕林木受危害。 

d. 依不同有害生物之特性及發生時機，完成防治技術之開發或

改進的防治措施。 

e. 評估氣候變遷之影響，調整重要動物疫病之發生預警機制，

並據以施行相關防疫策略。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請說明) 

3.計畫類型： 

  ■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1) 執行重大有害生物主動監測，加強疫情掌控，適時發布預警。 

(2) 維護我國為重大檢疫有害生物之非疫區，維護我國農業生產環境

安全與國人健康。 

(3) 評估氣候變遷之影響，建立重要動物疾病之監測策略改善、預警

機制建立及防治策略強化。 

(4) 依不同植物有害生物之特性及發生時機，完成防治技術之研發或

改進防治措施。 

(5) 依據有害生物預警系統或蟲媒與病害發生的關係，應用整合性防

治技術，建立區域防治體系。 

3.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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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50,528 47,519 46,620 45,950 46,638 237,255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家畜衛生試驗所、各區農業改良場、茶葉改良

場、種苗改良繁殖場、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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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三、建立多目標與永續優質林業經營調適模式，並推動綠色造林 

調適措施 1.強化林業產業調適能力 

計畫名稱 林木抗逆境種苗培育與育林技術研發計畫 

編號 3.1.1 

工作 

指標 
1. 建立國內抗逆境之造林樹種基本資料庫 

2. 研發抗逆境樹種或育林技術 

績效指標 抗逆境樹種或育林技術研發數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氣候改變將衝擊現有植群之分佈與產業投資造林碳匯及林產品產出

之風險，影響因造林產生之減緩氣候變遷的目標。因此本計畫將建立

國內抗逆境樹種之資料，並建構有利調適環境之育苗作業，以提供健

康種苗，主要工作如下： 

（1）建立國內抗逆境之造林樹種基本資料庫，提供抗逆境品種，促

進造林成功率，增加造林碳匯，發揮調節氣候變遷的效益，及

林產業與耗能產業投資造林的誘因。 

（2）建構有利調適環境之苗圃管理作業模式，發展快速檢測林木病

原菌之技術及建立種苗分級制度，確保以健康種苗造林，減少

疫病傳播，增加造林成功率。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暖化或極寒等 )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選育具有逆境且具經濟價值之高碳匯樹種造林，增加林產業與耗

能產業投資造林面積。 

(2)建立經濟樹種健康種苗作業流程，減少疫病傳播，增加造林成活

率及苗木生長表現，提昇單位面的造林碳匯量。 

(3)對於不同海拔均有分佈之廣佈樹種進行野外基因庫保存區設置、

種質保存、與開發高適應性樹種之選育與造林，減少極端氣候危

害。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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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4,500 4,500 3,400 2,000 2,000 16,4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林業試驗所公務預算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            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農委會農業科技_計畫中已列管（森林及生物多

樣性領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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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三、建立多目標與永續優質之林業經營調適模式，並推動綠色造林 

調適措施 1.強化林業產業調適能力 

計畫名稱 林業經營模式調整與林分結構強化計畫 

編號 3.1.2 

工作指標 1.每年撫育 8000 公頃。 

2.另可提供原住民就業 350 人。 

績效指標 撫育工作可有效促進森林 CO2 吸存，每年約可吸收 17,880 公噸 CO2。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氣候暖化造成棲地環境改變，影響現有植群的分布，也衝擊林木生

長與健康，其中尤以高海拔地區為劇；快速的氣候改變亦影響林木

物候，使種苗供應不穩定，影響造林作業；此外，由氣候變遷所引

發的 REDD 議題，將使未來國際間對木材出口限制日趨嚴格，對

我國大量倚賴進口木材的現況，也將造成嚴重影響。本計畫期望針

對樹種組成與林分結構的改善，強化現有人工林對氣候變化的適應

力，同時進行合理的經營規劃，以因應未來產業需求，其主要工作

內容如下： 

(1) 調整撫育作業，改善人工林空間結構以營造成複層林，促進林

木生長，增加國內木材自給率。 

(2) 監測不同施業措施對林地與林木影響，據以規劃易受氣候暖化

影響人工造林地之適應性經營策略。 

(3) 建置因應氣候變遷所需針闊葉造林樹種之母樹林及林木種原

庫並調整因應豐欠年結實機制，穩定供應種苗生產量。 

(4) 整體規劃林木經營區，建立經濟林體系，逐步增加國內之木材

自給率。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請說明）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 加強人工林撫育可建構健康及穩定生態環境，並提升生物多樣

性，增進對逆境之抵抗能力，促進地表植群生長及土壤孔隙增

加。相對減緩地表逕流與沖蝕，減少病蟲之發生。  

(2) 確保苗木之種原，提供品質優良之種子，並依據貯存條件調節

供應量，以充分滿足各式造林綠化所需。 

(3) 穩定供應國產材，提供國內產業所需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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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600,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林務局公務預算（102-106 各年度執行目標將視法定預算核定數作滾

動式調整）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林務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厚植森林資源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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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三、建立多目標與永續優質之林業經營調適模式，並推動綠色造林 

調適措施 1.強化林業產業調適能力 

計畫名稱 環境友善之林業生產體系推動計畫 

編號 3.1.3 

工作指標 輔導於 2 處示範區成立木竹業產銷合作社，建立創新環保並具地

方特色之林產品供應鏈  

績效指標 符合綠建材驗證產品件數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台灣在木材及木質材料消費大量依賴東南亞、非洲、中南美

洲等熱帶地區進口，惟這些地區之木材生產，隨氣候變遷及減少

毀林等議題的發展，未來恐會受到限制。由於木材是可再生資源，

經由合理經營規劃，同時強化木竹產業的產銷輔導，使朝向生態

綠建材、健康綠建材、及再生綠建材發展，可作為因應氣候變遷

之策略方向。同時經由本計畫與「林木抗逆境種苗培育與育林技

術研發」及「林業經營模式調整與林分結構強化計畫」等相關工

作整合，將可成為完整與永續的林業經營體系，其主要工作內容

包括如下： 

(1) 輔導成立木竹業產銷合作社整合林產原料供給鏈 

(2) 研發生產具地方特色之國產環保林產品及建構完整區域林業

生產體系。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因應國外因氣候變遷造成森林面積減少致木材進
口困難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1)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2)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輔導示範地區林農(公、私有林、租地造林等 )組成木竹業

產銷合作社，採用友善環境、高效率之育林與收穫技

術，生產木、竹材，整合上、中、下游之林產原料供給鏈，

建構區域生產體系。 

(2)有效幫助示範林產加工業者產業升級，提升生產技術及設備節能

效率，開發創新林產品，生產具地方特色、符合環保及生態之

林產加工品，推動優質綠色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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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示範區域林農合作社與林產加工廠開發產品之展示，逐步全

面推廣。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衝擊如何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3,000 14,000 15,000 16,000 16,000 74,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林務局公務預算（102-106 各年度執行目標將視法定預算核定數作滾

動式調整）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林務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厚植森林資源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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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三、建立多目標與永續優質之林業經營調適模式，並推動綠色造林 

調適措施 2.強化國土保安及公益功能 

計畫名稱 環境敏感區具公益效能之森林限制採伐補償計畫 

編號 3.2.1 

工作指標 1.完成應限制伐採之環境敏感區域範圍界定 

2.完成限制伐採補償計畫之規劃 

3.展開實質補償作業 

績效指標 於民國 105 年底前辦理 4.1 萬公頃環境敏感地區限制伐採補償，並落

實土地使用管理，以維護森林覆蓋，發揮森林防災與減災效能。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台灣山區地形陡峻，處於上游山區的森林，對於中下游民眾

生命財產的保障，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在氣候變遷導致極端降

雨的威脅下，對於敏感區位的森林，理應適當限制其伐採，然而

其中如屬私有之林地，其為公共利益所為之特別犧牲，則應予以

適當補償，以符社會公平正義。因此本計畫規劃推動如下工作： 

(1)界定應限制伐採之環境敏感區域範圍。 

(2)規劃限制伐採之補償原則與方式。 

(3)輔導與鼓勵私有林主參與本計畫，以維護環境敏感地區森林覆

蓋完整。 

預計至 105 年底前可完成 4.1 萬公頃限制伐採補償，以維護森林

覆蓋，發揮森林防災與減災效能。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事件發生頻

率增加、□其他（請說明）。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1)保護河川溪流水源地帶及沖蝕地帶、高土石流潛勢溪保護林

帶、陡峻林地、土層淺薄及復舊造林困難林地之森林，發揮森

林國土保安及水源涵養等目標。 

(2)降低因伐採所造成原森林所貯存之二氧化碳的釋放，減緩溫室

效應。 

(4)透過補償金的合理發放，兼顧社會公益價值與私有林主權益的

維護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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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

求（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27,000 9,635,000 861,000 861,000 - 11,384,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林務局公務預算 

主(協)辦 

機關 

農委會林務局 

備註 ■本計畫另於土地使用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4.3.1）提列。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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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三、建立多目標與永續優質之林業經營調適模式，並推動綠色造林 

調適措施 2.強化森林國土保安及水源涵養之公益功能 

計畫名稱 加強林地管理與維護森林健康，以提升森林公益功能計畫 

編號 3.2.2 

工作指標 

1.102 年至 106 年補償收回林地 1,800 公頃  

2.102 年至 105 年非法占用案件逐年收回 400 公頃 (合計

1,600 公頃 ) 

績效指標 

收回國有林地內現有濫墾、濫建之清理面積 1600 公頃予以

復育造林，約相當於水源涵養 576 萬立方公尺，有效防止

土壤沖蝕 48 萬立方公尺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氣候變遷加速，短時間暴雨發生頻率增加，使得地
滑、山崩、淹水、土石流等重大災害發生次數及影響程
度上升，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嚴重威脅，並已改變
原有地景生態，對整體森林生態系產生重大衝擊。  

   為厚植森林資源，以減少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衝擊，

爰規劃以下工作：  

(1)  加強國有林地內現有濫墾、濫建之清理及擴大辦理出
租造林地補償收回，有關本局經管國有林地內租地造
林地補償收回 102 年至 106 年逐年收回 1,800 公頃，
非法占用案件逐年收回 400 公頃 (合計 1,600 公頃 )為
原則，各年度執行目標視法定預算核定數作滾動式調
整。收回非法佔用林地予以復育造林，以及透過補償
收回之合法林地妥善管理，維持良好森林生態環境，
可有助於水源涵養功能。  

(2)  建立林地變更使用之審核機制，避免不當開發造成林

地損失。  

(3)  檢討保安林解除審核標準，並評估增編之機制，擴大
保安林經營。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暖化或極寒等 )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1)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2)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3)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 有效遏止並排除本局經管國有林地內非法占墾、占建案件，儘

速復育深根性造林樹種，以提昇林地覆蓋率，使森林公益功能

得以發揮。另為加速收回國有林出租造林地，將收回之林地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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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整體國家森林經營計畫中妥善管理，以恢復森林生態之完整

性，進而達到發揮穩定地質、維護國土保安及環境生態等正面

效益。 

(2)透過建立林地變更使用之審核機制，並檢討現有保安林解除審

核標準，擬定更明確而周延之規範予以依循，將可有效限制並

降低林地之開發利用，維護完整森林覆蓋，以發揮調節氣溫、

涵養水源及國土保安等效益，降低氣候變遷對於生活環境之衝

擊。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241,800 262,000 277,000 297,000 272,000 1,349,8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林務局公務預算(各年度執行目標視法定預算核定數作滾動式

調整 )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林務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                 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加強森林永續經營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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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三、建立多目標與永續優質林業經營調適模式，並推動綠色造林 

調適措施 2.強化森林國土保安及水資源涵養之公益功能 

計畫名稱 森林脆弱度預警及監測計畫 

編號 3.2.3 

工作指標 建立預警指標數  

績效指標 森林易致災之認定及環境敏感區的面積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氣候改變將衝擊現有植群之分佈，例如海岸林消失、中高海

拔適生環境減少，因此本計畫將建立國內人工林及天然林脆弱度

評估及預警指標，並評估森林生態公益功能之影響，主要工作如

下： 

（1）加強氣候變遷對於海岸林、人工林及天然植群之監測及研

究，建立脆弱度評估及預警指標。 

（2）評估氣候變遷對於各種森林生態及公益功能的影響。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暖化或極寒等 )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 6 年內完成重要人工林樹種(如台灣杉、紅檜、相思樹)之生態

環境脆弱度指標，強化人工林生長較脆弱區域的經營對策。 

(2) 以生態環境脆弱度指標，溫度，降雨與濕度等氣候因子建立

氣候變遷之預警指標，針對脆弱區域，提出強化保育的對策。 

(3) 尋找出因應氣候改變之人工林永續經營策略。 

(4) 建立氣候變遷對於森林生態系之影響評估與適應模式，研擬

促進森林碳儲存量之永續森林經營準則與指標，達成森林對

氣候變化衝擊之調適。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
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3,200 3,200 3,200 4,000 4,000 1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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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林業試驗所公務預算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                 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               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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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四、建立農業氣象及國內外市場變動之監測評估系統 

調適措施 1.強化我國農業氣候與環境及國內外市場變動之監測評估系統 

計畫名稱 建置農、漁、畜產品即時貯量或預警監控資訊系統計畫。 

編號 4.1.1 

工作指標 1.建立農漁畜產品儲量系統可行性研究並產出工作報告 

2.彙接漁產品養殖面積放養量與存活率 

3.彙整農產品收穫、調製、倉儲業者資訊筆數及掌握民間業者蔬菜儲

量。 

4.彙接國內畜產品半年價格監控指標。 

5.重要畜產品之安全供應、預警與監控之健全度。 

績效指標 1. 建立掌握民間業者蔬菜冷藏、冷凍庫資訊、倉儲容量系統資訊 

2. 建立民間漁獲倉貯容量，協調業者適時釋出漁貨；並強化遠洋大

宗漁獲物系統資訊 

3. 毛豬供應預警及監控健全度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整合資通技術(ICT)與雲端技術，發展並建置農(漁、畜)產品

即時貯量資訊系統。 

（2）建立國內畜產品安全供應量之預警及監控系統。 

a.調查方面：每年進行養豬頭數調查及農情調查，建立國內

毛豬基礎資料。 

b.預警方面：每月進行毛豬供銷調配及每季資訊研判機制。 

c.監控方面：每半年訂定毛豬監控價格及處理措施。 

d.每年建立國內毛豬價格風險計畫。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變化，暖化或極寒等) 

3.計畫類型： 

  □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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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農產品貯量即時資訊，建構區域糧食安全儲備體系，確

保民眾糧食供應。 

（2）整合產量及貯量整體資訊，透過預警燈號掌握糧食供應現況，

以利決策單位預先進行糧食調度規劃。 

（3）當災害發生時，可即時透過「農產品即時貯量資訊系統」輔

助決策單位進行貯量釋出調度作業，強化糧食供應調配，穩

定供應與價格。 

（4）調查方面：每年進行養豬頭數調查及農情調查，建立國內基

礎資料。預警方面：建立每月供銷調配及每季資訊研判機制。

監控方面：每半年訂定畜產品監控價格及處理措施。建立國

內畜產品價格風險計畫。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如何減災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200 - - - - 1,2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農業科技計畫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資訊中心（農糧署、畜牧處、漁業署）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               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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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四、建立農業氣象及國內外市場變動之監測評估系統 

調適措施 1.強化我國農業氣候與環境及國內外市場變動之監測評估系統 

計畫名稱 民間稻米庫存動態調查計畫 

編號 4.1.2 

工作指標 調查民間稻米存量 

績效指標 掌握民間稻米存量，供作緊急狀況糧食供應市場管理之參考，以有效

調節國內糧食供需。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調查蒐集民間稻米存量，建立民間庫存動態調查機制。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 

3.計畫類型： 

  ■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掌握民間稻米存量，供作緊急狀況糧食供應市場管理之參考。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691 1,691 1,691 1,691 1,691 8,455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農糧管理計畫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農糧署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補助糧商公會團體協助蒐集稻米市場動態資料

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委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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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四、建立農業氣象及國內外市場變動之監測評估系統 

調適措施 1.強化我國農業氣候與環境及國內外市場變動之監測評估系統 

計畫名稱 強化農業氣象觀測網及預警 

編號 4.1.3 

工作指標 1. 定期收集氣象資料提供中央氣象局彙整，作為氣象預報之用。並

分析相關氣象訊息，提供農民耕作及災害防範之用。 

2. 建立完整氣候資料庫及提供各地農作物氣象災害發生機率訊息。

以作為氣候變遷調適之基礎資料用。 

3. 由未來氣候情境角度規劃農作物適栽區，以達到『適地適作』之

目標，減少氣象災害所造成之損失。 

績效指標 1.農業氣象觀測網每站每年提供氣象資料約 100 人次 

2.台灣農作物氣象諮詢服務系統目前系統瀏覽人數 6452 人次。預期

利用率每年達 500 人次。 

3.提供未來氣候情境資訊及農作物適栽潛勢分析結果。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農業氣象觀測網共有 25 個測站，分布於主要農業栽培區，提供即

時氣象訊息已近二十年，未來將持續維持此系統，並提供氣象資

料加値性服務，以因應極端氣象發生之防範措施。 

(2)建立台灣農作物氣象諮詢服務系統，掌握未來氣候預測值、分析

氣象災害發生潛勢及繪製區域性面化氣象資料，以提供農民氣象

完整氣象訊息，及作為氣候變遷調適因應之依據。 

(3)建立不同氣候情境下之農業生產氣候區域劃分，由不同氣候變遷

方案研究結果，重新定義農業氣候區域及繪製適栽潛勢圖。 

(4)由於農業水資源日趨緊縮，由蒸發散量估算水資源利用，在未來

氣候情境下將農業區劃分為潮溼、半乾旱及乾旱區域，以作為適

地適作規劃之基礎。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變化，暖化或極寒等)   

3.計畫類型： 

  ■立刻可以執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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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3)、（4）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提供準確氣象及時資訊及統計分析結果，提供農民耕作及災害防

範之用。 

(2)提供未來台灣氣候預測值以作為氣候變遷調適之用，並進行不同

氣候情境之農作物適栽區及水資源規劃。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8,000 8,000 8,000 8,000  32,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農業氣象觀測各改良場所：公務預算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各改良場所）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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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強化保護區、藍帶、綠帶網絡的聯結與管理 

調適措施 1. 合理的國土規劃以建構與有效管理保護區網路，並連結與維護綠

帶與藍帶，減緩氣候變遷的衝擊 

計畫名稱 強化我國海洋保護區管理與執法 

編號 5.1.1 

工作指標 1.  各海洋保護區主管機關制訂轄屬海洋保護區年度執法計

畫，以落實管理與執法工作。  

2.  逐步推動我國海洋保護區網絡，提升海洋保護區在減緩

氣候變遷衝擊上之效果。  

績效指標 每年定期召開我國海洋保護區管理與執法檢討會議。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強化我國海洋保護區管理與執法工作，以減緩氣候變遷之衝擊： 

每年定期召開海洋保護區跨部會管理與執法工作檢討會

議，強化我國海洋保護區之管理與執法工作。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暖化或極寒等 )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強化我國海洋保護區管理與執法工作，提高海洋保護區劃設之效

益。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

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9(2020)年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科技)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漁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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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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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五、強化保護區、藍帶、綠帶網絡的聯結與管理 

調適措施 2.提昇保護區管理成效 

計畫名稱 強化自然保護區域經營管理及網絡連結計畫 

編號 5.2.1 

工作指標 自然保護區域範圍與面積完成修正公告或修訂管理維護計畫之數

量。 

績效指標 1.生態/災害/地質敏感地區綠帶、藍帶、自然保護區域串連的長度與

面積。 

2.既有自然保護區域經營管理效能評估之完成數量。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重新檢討現有保護區現況，規劃建立保護區網絡以緩衝氣候變遷衝

擊。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

頻率增加、■其他（請說明）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維持自然保護區域應有的棲地保育、國土保安及氣候調節功

能，強化各保護區間空缺區域的連結，構成台灣棲地保護網

絡，有助野生物的遷徙與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2)2012 年已完成評估 43 座自然保護區域的經營管理效能評估，

藉以瞭解各保護區經營管理問題與後續應改善方向。 

(3)利用管理效能評估結果檢討與修正各自然保護區域範圍與面

積後公告，並完成管理維護計畫修訂，以更符合不同階段之保

護區管理模式。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103 104 105 106 合計 

16,000 15,000 - - - 31,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支應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林務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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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六、減緩人為擾動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的速度 

調適措施 1. 避免、減輕人為擾動所造成生物多樣性的流失，以提升生物多樣

性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 

計畫名稱 外來入侵種之評估、偵測、監測及防治與防除計畫 

編號 6.1.1 

工作指標 1.建立外來入侵種資料件數 

2.防杜擴散，推動新竹以南成為紅火蟻非疫區 

3.每年監測牛瘟檢體件數。 

4.每年採集野鳥排遺，監測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檢體 3,000 件。 

5.每年監測牛海綿狀腦病檢體 400 件。 

6.強化外來入侵種概念之推廣教育 10 場。 

績效指標 1.訂定或修正相關法規之數目。 

2.研擬外來入侵種對生物多樣性的調適策略數。 

3.建立診斷技術數、入侵分佈預測種數 

4.確認我國無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及狂犬病入侵。 

5.降低錯誤觀念之放生案件數。 

6.有效控制、縮減範圍、移除之外來入侵種種數及佔總外來入侵種種

數。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生物多樣性公約認為外來入侵種是導致生物多樣性消失的重

要機制，根據全球入侵種方案的估算，入侵種造成的環境和社會經

濟損失，每年高達全球經濟的 5%，亦即 1.4 兆美金。爰規劃以： 

(1)整體規劃與落實外來入侵種之防除。 

(2)針對外來入侵種的名錄更新、風險評估及防治研究三大重要議題

進行研究。 

(3)整體規劃與落實入侵紅火蟻之防除：持續統籌各部會及地方政府

推動入侵紅火蟻共同防治工作，以「圍堵式漸進撲滅」為策略，

優先撲滅嘉義、新竹與苗栗縣疫情，並抑制台北、桃園地區紅

火蟻族群密度，防杜其擴散。另進行紅火蟻分布與密度動態變

化調查、大眾教育宣導工作，以及辦理植栽、花卉、土石方等

高風險物質之檢查監控與移動管制，以有效掌控疫情。(防檢局) 

(4)針對輸入動物檢測 H5 及 H7 家禽流行性感冒、鴨病毒性腸炎等，

並針對輸入犬貓檢疫狂犬病防杜該等重大動物傳染病之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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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立外來重要動物疫病之監測、鑑定及早期預警機制。 

(6)運用各種推廣教育機會，加強民眾瞭解外來入侵種對自然生態之

影響。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變
化、暖化或極寒等 )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1)確認並研擬外來入侵種對生物多樣性的調適策略，以增加生物
多樣性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 

(2)控制入侵種動物族群，以維護生物多樣性、減緩經濟為害。 

(3)促進外來及入侵物種之認知、研究與管理，強化能力，同時可
將台灣管理外來入侵種的成果快速傳播於國際，在區域及國際
的生物多樣性保育上做出貢獻。 

(4)完成 20 種外來林木病蟲之風險評估表。 

(5)建立 10 種外來林木病蟲診斷技術。 

(6)完成 10 種外來入侵種的分布擴散模式及 10 種入侵物種分布預
測圖。 

(7)將大幅提升對台灣外來入侵物種的瞭解、預測與管理能力 

(8)在區域及國際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上做出貢獻。 

(9)將紅火蟻圍堵於台北與桃園地區，並降低族群密度，成為紅火
蟻之低流行區；同時推動新竹以南成為紅火蟻之非疫區，確保
台灣農業與生態環境之永續發展，維護生物多樣性。(防檢局) 

(10)防杜與控制重大動物傳染病入侵與定著，確保動物產業的生產
安全。 

(11)確認我國為重要動物疫病之非疫國。 

(12)完成 10 場外來入侵種為主題之演講及教育活動。 

2.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   ■不再增加災害
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98,663 99,176 69,176 69,176 69,176 405,367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林務局、林業試驗所、防檢局) 

科技計畫經費(防檢局)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林務局(林業試驗所、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

所、特有生物中心) 

聯絡人、電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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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 99 年度新興中程綱要計畫中已列管(林試所)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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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六、減緩人為擾動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的速度 

調適措施 2.加強復育劣化生態系 

計畫名稱 劣化生態系復育計畫 

編號 6.2.1 

工作指標 1.每年崩塌裸露地植生復育面積公頃數。  

2.提出山坡地保育治理工程施做中之環境友善措施。  

3.山坡地保育治理工程範圍外來種入侵種移除有效方法試

驗。  

績效指標 1.每年辦理劣化地復育面積。 

2.大、中、小尺度生態敏感區圖繪製處數。  

3.爪哇大豆等外來植物移除之有效方法確認。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崩塌裸露地植生復育：採用打樁編柵、掛網植生方式加速崩塌

裸露地植生復育。 

（2）以山坡地為範圍，更新大尺度生態敏感區圖，針對完工之工程，

進行後續干擾回復分析以及完工後環境友善檢討並對施作中之

保育治理工程，提出施工中環境友善措施，實地應用部分則以

砂崙仔崩塌地為範圍，調查該區植生現況，並規劃爪哇大豆移

除試驗方法，提高劣化生態系復育之成效。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強、豐枯期降

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其他（強

化生態系對氣候變遷之抗災能力）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5 年內（102-106 年）辦理崩塌地復育面積為 50 公頃，增加坡

面穩定，以減少土砂下移，並加速植生二次演替，復育劣化生

態系。 

(2)提供保育治理工程環境友善措施，減輕工程施作對坡地生態系

的衝擊。 

(3)大幅提升對外來入侵種植物其植物生理及生長特性之瞭解，以

增加未來移除及管理之成效。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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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80,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 

主(協)辦 

機關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生物多樣性組_領域行動方案（D4201）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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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六、減緩人為擾動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的速度 

調適措施 2.加強復育劣化生態系 

計畫名稱 劣化棲地復育計畫 

編號 6.2.2 

工作指標 調查西部地區地層下陷之農地區位，進行通盤檢討與規劃，並針對其

中具備生態發展潛力之區域，以生態休耕補助之方式，輔導轉型為溼

地生態園區，逐步建立西海岸溼地生態保育軸。 

績效指標 1.租用地層下陷農地 70 公頃、營造 3 溼地生態園區。 

2.溼地生態園區野生物棲息面積及物種增加量。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執行溼地生態園區經營管理計畫，規劃沿海易淹水地區之土地利

用型態，調整作為濕地或提供洪氾發生之緩衝帶 

(1)持續補助地方政府辦理「雲林縣口湖鄉成龍溼地生態園區經營

管理示範計畫」及「台南縣學甲鎮溼地生態園區經營管理示範

計畫」，租用因地層下陷導致長期積水之農地截至 101 年度已

達 61.5 公頃，輔導其轉型為具生態保育與遊憩價值之溼地生態

園區。 

(2)委託專業民間團體參與社區營造工作，協助社區居民自主管理

溼地生態園區，並與農友契作，生產綠色保育農產品。 

(3)調查西部地區地層下陷之農地區位，進行通盤檢討與規劃，建

構西海岸溼地生態保育軸。 

2. 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強、□豐枯期降

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其他（請說

明） 

3. 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透過本項計畫推動，預期將使該地區逐漸轉化成為具有生態價值之

區域，並且為賞鳥與生態旅遊之景點，將同時帶動地方遊憩產業之

發展。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不再增

加災害（衝擊）的行為□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2,500 16,000 20,000 20,000 20,000 8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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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林務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海岸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1.5.4）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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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七、強化基因多樣性之保存與合理利用 

調適措施 1.確保遺傳資源之保存與合理利用，以因應氣候變遷下的基因多樣性

保存與農林漁牧發展 

計畫名稱 種原保存計畫 

編號 7.1.1 

工作績效 

指標 
1.種原保存或備份保存累積量及增加量。 

2.種原交換或交流之數量。 

3.種原庫中種原被利用於因應氣候變遷之成效。 

績效指標 1.種原利用數量。 

計畫概要 3.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整體而長期的進行農林漁牧與野生物種原保存的工作。 

 （1）整體而長期的進行農作物種原保存與利用。 

   a. 長期保育農作物及其野生近緣種種原約 7 萬 2 仟份，提供

因應氣候變遷下之育種及相關研究用。 

 （2）海洋酸化、暖化及優養化對於種原庫棲地保種生物之影響。 

   a. 種原生物對於海洋酸化、暖化及優養化環境之耐受性試驗。 

   b. 成體幼體對於海洋酸化、暖化及優養化環境之耐受性差異。 

   c. 模擬各項因子交互作用於種原生物之生態情境預測。 

      d. 嘗試篩選環境耐受性或回復性佳之生物品系。 

 （3）畜產種原保存 

   a. 畜產生物種原的保存與鑑定。 

   b. 牧草種原收集、保存及應用。 

 c. 獸醫病原微生物種原之收存、鑑定與利用。 

 （4）台灣方舟—野生物保種計畫 

  a. 透過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執行資源調查採集及民間拾獲

提供之標本、組織、血液等相關樣本，依各類標本及遺傳物

質性質進行乾式標本保存、濕式標本、組織保存、冷藏保存、

超低溫保存、 DNA 種原保存。 

  b. 規劃建構「台灣方舟—野生物保種計畫」分（1）野生動物

種原保存、（2）野生植物種原保存、（3）野生植物活體域外

保存等三部分推動台灣野生物種原保存的工作。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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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暖化或極寒等）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4.  直接與間接效益  

   （1）長期保育農林漁牧與野生物種原，提供因應氣候變遷下之育

種及相關技術研究用。 

   （2）選育出適合臺灣且耐逆境之各類農林漁牧品種，維持農產品

之供給，並降低生產成本。 

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
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77,100 77,600 75,600 76,100 - 306,4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科技預算 

協辦機關 農委會農業試驗所（畜產試驗所、水產試驗所、特有生物中心、家畜

衛生試驗所、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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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八、強化生物多樣性監測、資料收集、分析與應用，評估生物多樣性

脆弱度與風險 

調適措施 1.建構生物多樣性監測與資料庫系統，定期監測、評估成效 

計畫名稱 生物多樣性資訊中心設立計畫 

編號 8.1.1 

工作指標 1.推動及整合國內生態資源資料庫 

2.建立生物多樣性主題性資料服務 

績效指標 物種分布資料整合筆數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推動及整合現有生態資源資料庫，以利保存、分析與運用物

種監測資料，提供後續調整管理策略與行動所需之基礎資訊，建立

流通供應政策與機制。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海平面上升、□極端事件發生頻率

增加、■其他（提供相關調整管理策略與行動所需之基礎資訊）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5 年內整合於 TaiBIF 網站之物種分布資料累計達 1,000,000 筆。 

(2)5 年內建立生物多樣性主題性資料服務達 10 項。 

(3)完成全國生物多樣性資料流通供應政策與機制。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  

■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103 104 105 106 合計 

- - - - - -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林務局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畫計畫中

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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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八、強化生物多樣性監測、資料收集、分析與應用，評估生物多樣性

脆弱度與風險 

調適措施 1.建構生物多樣性監測與資料庫系統，定期監測、評估成效 

計畫名稱 建構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監測及報告系統 

編號 8.1.2  

工作指標 1.  針對特定物種族群、受威脅物種及生態系規劃及建置大

尺度長期監測系統，並定期發佈現況與趨勢報告  

2.  針對資訊較為缺乏的類群，強化分類研究及物種分布資

訊登錄。  

3.  建構生物多樣性分布資料庫。  

4.  建立一套針對生物資源之災損評估及預警之方法。 

5.  篩選台灣周邊海域需持續或新增辦理生物多樣性長期監

測之區域。  

績效指標 1.  逐步建置及穩定推動範圍涵蓋全台之鳥類、爬行類及其

他生物類群與特定生態系監測系統，每年發佈監測報告。 

2.  持續增加本土物種多樣性名錄。  

3.  完成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之建立，並持續蒐集累積生物多

樣性物種登錄及監測資料。  

4.  生物多樣性監測資料應用於改善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續

利用之措施數。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生物多樣性指標反映生物多樣性的現況與變動趨勢，並

為政策研擬與成效評估所必需，本計畫配合生物多樣性公

約擬定之指標，系統性蒐集台灣資訊。  

(1)配合生物多樣性公約之生物多樣性指標，規劃及建構指標監測

系統並逐步推動。 

(2)針對已推動監測系統，逐年或逐次分析各次監測結果並發佈公

開的現況及變化趨勢報告。 

(3)針對受威脅建置必需資料蒐集機制或監測系統，以約每 10 年監

測 3 次的頻度，瞭解其族群變化趨勢。 

(4)針對本土生物多樣性資訊較為缺乏類群，強化分類人才培養，

並進行廣泛性分布調查，以加強本土物種多樣性物種登錄。 

(5)建立生物多樣性資料庫，強化資料庫間互通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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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台灣地區時有天災，颱風、豪雨、地震等每每造成土石崩塌及

棲地破壞，對生物資源產生影響及損害，惟至今國內尚無一套有

系統的針對生物資源之災損評估及預警。 

(7)台灣週邊海域生物多樣性之長期監測資料庫之建立。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暖化或極寒等 )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藉由定期發布之監測報告，可清晰地反映國家生物多

樣性的狀態、面臨的壓力及各式環境政策的效果。  

(2)長期變化趨勢可反映特定代表物種或生態系在氣候變

遷下的變動趨勢。  

(3)增進生物多樣性溝通、教育與公共認知，強化政策制

訂者對生物多樣性的認知，以利環境友善政策的研擬

與推動。  

(4)監測指標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組織指標同步，藉由資訊

的交流，促進台灣與區域及全球生物多樣性網絡的接

軌與合作，強化台灣於國際社會的重要性。  

(5)穩定的監測系統，可長期大量地提供高品質的生物多

樣性資訊。  

(6)根據現有之物種調查資料，結合各項環境因子資料，運用統計

分析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建立一套針對生物資源之災損評估及

預警之方法。 

(7)六年內(101-106 年)持續累積台灣週邊及離島海域、人工魚礁

區、漁業資源保護區等之生物多樣性調查研究之基礎資料。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22,146 28,124 30,000 32,000 32,000 144,27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102 後計畫尚未核定，經費仍須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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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特生中心(主)、漁業署(協)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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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八、強化生物多樣性監測、資料收集、分析與應用，評估生物多樣性

脆弱度與風險 

調適措施 2.強化生物多樣性資料的有效分析與利用，並據以調整生物多樣性策

略與行動 

計畫名稱 氣候變遷對生態系(含海洋)之評估及預測計畫 

編號 8.2.1 

工作指標 1.收集並建立長期性生態基本資料，整合全國生物多樣性資訊。 

2.進行氣候變遷對生態系之評估及預測分析。 

績效指標 整合全國生物多樣性資訊，提高資訊利用效率 

計畫概要 1.  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由於氣候的改變，各類生態系於環境適應上將遭受衝擊，族群的消

長亦將有所影響，極可能導致生態系失衡並且危及人生存。本計畫

將建立氣候變遷對生態系之評估、預測方法與模式，主要工作項目

如下： 

（1）配合生物多樣推動方案，研發野外長期生態監測系統，運用雲

端技術與生態資訊管理建立長期生態監測資料之倉儲管理系

統及生物多樣性資訊整合、分析系統 

（2）公開、分享長期生態及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之資料，與國內和

國際長期生態研究網 (ILTER)及全球生物觀測網 (GEOSS)合

作與分享預測與評估資訊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暖化或極寒等 )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  直接與間接效益  

(1) 整合全國生物多樣性資訊，提高資訊利用效率 

(2) 收集並建立長期性生態基本資料，提供修正預測模式使用並公開

共享，促進跨領域國際合作。 

(3) 透過生態能量模型之分析模擬，評估氣候條件對生物量、土砂釋

出等相關因子之敏感度及森林集水區長期之系統變化趨勢，作為

集水區整治評估之參考依據。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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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 40,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林務局（林業試驗所）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行動方案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新興中程綱要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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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八、強化生物多樣性監測、資料收集、分析與應用，評估生物多樣性

脆弱度與風險 

調適措施 3.加強研究以提升評估生物多樣性脆弱度與風險，及生態系服務與功

能貢獻的能力 

計畫名稱 氣候變遷及人為活動對海洋及陸地生物多樣性影響研究計畫 

編號 8.3.1 

工作指標 1.研究氣候變遷及人為影響之計畫數。  

2.蒐集及建立海洋及陸地生物多樣性之基礎資料及氣候變遷

與人為影響因子之變動資訊。  

績效指標 1.依研究而調整之政策或擬訂之行動計畫數。  

2.研究氣候變遷及人為影響對海洋生物多樣性影響之個案

數。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研究氣候變遷及人為活動對陸域及海洋生物多樣性之影響及其減

輕對策 

(1)確認高海拔草原生態系受氣候變遷的影響，以便研究其減輕對

策。 

(2)調查並監測台灣水青岡林，並評估氣候變遷對該生態的影響程

度。 

(3)蒐集及建立海洋生物多樣性之基礎資料及氣候變遷與

人為影響因子之變動資訊。（預定 102 年度開始執行計

畫）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暖化或極寒等 )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評估高海拔草原生態系及水青岡林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程度，

以研擬減輕對策。 

(2)找出氣候變遷與海洋生物多樣性之交互關係，並提供可能減緩

對生物多樣性衝擊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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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6 年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林務局 3,268 3,268 - - -  6,536 

漁業署 6,200 6,100 3,000 3,000 3,000 21,300 

合計 9,468 9,368 3,000 3,000 3,000 27,836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林務局(漁業署)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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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八、強化生物多樣性監測、資料收集、分析與應用，評估生物多樣

性脆弱度與風險 

調適措施 3.加強研究以提升評估生物多樣性脆弱度與風險，及生態系服務與功

能貢獻的能力 

計畫名稱 生物多樣性脆弱度與風險評估 

編號 8.3.2 

工作指標 1.氣候變遷下脆弱生態系生物多樣性現況與評析，包括高山生態系、

內陸湖沼及溪流生態系等。 

2.釐清海岸變遷對紅樹林之衝擊及其生態功能的影響。 

3.現有及未來可能受氣候變遷威脅物種及生態系評析。 

4.因應氣候變遷，重要及潛在待保護區域所在範圍評析。 

績效指標 1.確認各類生態系脆弱度的個案數 

2.研擬適當措施數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1)運用物種登錄、物種至生態系層級的長期監測資料及研提之研

究調查資料，透過保護區規劃、脆弱度評估及氣候變遷模擬等

工具，評估現有及未來可能受氣候變遷威脅物種及生態系，以

及重要及潛在待保護區域所在範圍等，以提供規劃所需之調適

政策與優先行動。 

(2)先進行海陸域整體脆弱度評估，在根據脆弱度高低，決定優先

進行調適策略研究的生態系統與研究內容。 

(3)加強生物多樣性基礎研究，整體評析易受氣候變遷影響之生物

多樣性，並確認其脆弱度。 

(4)研究、開發生物多樣性因應氣候變遷所需的工具(例如評估方

法、經濟效益評估及決策模式)。 

(5)海岸變遷對紅樹林生態功能影響評估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強降雨增加、■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極端事件發生頻

率增加、□其他（請說明）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1)提供易受氣候變遷影響之物種清單現況。 

(2)提供保護區規劃等調適措施所必需的資訊及建議。 

(3)建立高海拔及內陸湖沼溼地等脆弱生態系之兩棲類、蝶類及植

群資訊。 

(4)可了解海岸變遷對紅樹林之衝擊及其生態功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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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臺灣沿海及重要溼地與冬候鳥群聚之生態功能影響

評估。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衝擊）如何減災（降低）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24,499 25,354 25,000 25,000 25,000 124,853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102 年之後經費未核定，仍待爭取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林業試驗所)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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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策略 八、強化生物多樣性監測、資料收集、分析與應用，評估生物多樣性

脆弱度與風險 

調適措施 3.加強研究以提升評估生物多樣性脆弱度與風險，及生態系服務與功

能貢獻的能力 

計畫名稱 建立海洋環境監控及建立評估放流作業流程計畫 

編號 8.3.3 

工作指標 1.魚礁投放，增加人工棲地；種苗放流，提高漁獲產量。  

績效指標 1. 每年建構 12 萬立方公尺人工棲地環境及放流魚貝介種

苗 800 萬尾 (粒 )，維持適當漁業資源數量，以達成資源永

續利用。  

計畫概要 1.主要工作項目與內容：  

因應海洋環境及棲地生態改變，在合適海域投放人工魚礁，及重新

評估放流適當魚苗，並進行監控及建立標準作業流程。 

2.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強降雨增加           □颱風強度增強  

    □豐枯期降雨愈趨不均    □海平面上升  

    ■極端事件發生頻率增加  ■其他(溫度暖化或極寒等 ) 

3.計畫類型：■立刻可以執行  

          □需透過先期研究方可執行  

             □需透過修改法令規章始可執行  

預期效益 1.直接與間接效益  

依據農委會水試所之研究指出，魚苗放流經中間育成後存活率可

達 50％，一年後可達一尾 0.5 公斤之成熟體型。另依據中央研

究院研究報告指出，1 立方公尺人工魚礁漁場可增加漁產

量 10 公斤，每年所投設魚礁約可建構 15 萬立方公尺魚

礁漁場，約可增加 1,500 公噸漁產量，效益可持續 10 至

20 年。且依據海洋大學調查評估每處礁區每年產值約

2,000 萬元，查每處礁區每年投資成本約 500 萬元，產出

效益顯著。  

每年建構 12 萬立方公尺人工棲地環境及每年放流魚貝介種苗 800

萬尾(粒)，維持適當漁業資源數量，以達成資源永續利用。 

2.執行後之效益類型：□既有災害如何減災   ■不再增加災害衝擊

的行為  □有效解決災害衝擊 

計畫期程 102-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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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年經費需求

（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合計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 600,000 

經費來源 

（財務計畫） 
公務預算(漁發) 

主(協)辦機關 農委會漁業署 

備註 □本計畫已提列於_______領域行動方案（計畫編號） 

□本計畫在既有核定_____________計畫中已列管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