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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後續推動方向 

國際趨勢韌性發展重點在於面對各種挑戰時，積極採取措

施以提高其對應的能力，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即是氣候變化和

自然災害的影響，而調適則是應對的重要手段。合宜地實施調

適工作可以帶來多重正面效益，包括有助於減少損失、保護生

命和環境、促進永續發展、提高社區韌性、創造就業機會，甚

至是促進經濟增長，而不僅僅是增加成本。然而，需要謹慎考

慮環境破壞、更高的成本、社會不平等和規劃等方面的問題，

以避免調適不當所帶來的負面結果。因此，根據本方案的檢討

調整，提出六個後續推動方向： 

一、落實法規體系架構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已於 112 年 2 月 15 日總統公告

更名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後實施，修正全文計 7 章，63 條，

藉完備我國氣候法制基礎，以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

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世代正義、環境

正義及公正轉型，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

永續發展。 

氣候變遷因應法內之調適專章，從基礎能力建構、科研推

估接軌、確定推動架構等 3 重點著手。重點一為提升國家整體

因應氣候變遷基礎能力，政府應推動調適能力建構事項，並融

入國民、事業、團體應致力參與之責任；重點二就強化科研接

軌，由中央科技主管機關綜整氣候變遷科學、情境及風險資訊，

定期公開氣候變遷科學報告，各級政府進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作為調適推動依據；重點三係確定氣候變遷調適推動架構，由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權責領域調適行動方案」，中央

主管機關整合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地方政府

訂定「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強化因地制宜之調適策略，透

過每年編寫成果報告，踐行資訊公開及公眾參與程序。 

氣候變遷因應法制訂過程中，已參酌考量現行國家調適行

動推動時之障礙與不足，因此後續國家調適行動計畫，應具體

落實氣候變遷因應法各項條文與精神：於第 17 條能力建構應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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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事項，為各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權責機關及主管機關擬定

調適策略及措施時之主軸發展方向；依第 18 條輔導各級政府提

升科學知能、建構調適能力；依第 14 條及第 20 條推動縣市政

府落實因地制宜及以社區為本之地方調適作為；在提升公民意

識方面，則依第 42 條，強化各級政府應推動對於國民、團體、

學校及事業對因應氣候變遷之教育及宣導工作。 

二、重整調適領域劃分 

本期方案中各領域策略措施常見具目標重疊工作項目，尤

其於「災害」及「維生基礎設施」領域之計畫，為整合強化氣

候變遷調適工作資訊及資源共享效益，下階段國家氣候變遷調

適行動計畫調整領域別，應將原災害領域整併至能力建構及其

他相關領域，爰調整為能力建構及七大領域。 

三、 明定國家氣候情境 

氣候情境為氣候變遷風險評估及調適策略措施研擬之最重

要依據，國家各項調適方案及行動計畫應本於符合科學及國際

普遍認知之共同基礎上展開。下期領域行動方案及國家調適行

動計畫，宜以相同基準且可同時呈現排放情境（社會經濟共享

情境, SSP）與固定增溫情境（Global Warming Level, GWL）之

國家氣候變遷情境為共同依據進行規劃。考量本期方案推動經

驗檢討與操作之可行性，下期調適行動計畫，建議各領域優先

採「固定暖化情境設定」作為「國家調適應用情境」，據以為

各部門進行風險評估、辨別調適缺口及策略措施研擬之共同參

考情境。 

四、 推動二階段調適框架 

為有效推動基於氣候變遷科學基礎之調適策略與措施展開，

並基於本期方案調適工作實務經驗檢討，建議相關部會於下期

國家調適計畫可參考國內外調適推動方法，將所提調適計畫分

為「辨識氣候風險與調適缺口」及「調適規劃與行動」等二階

段。第壹階段「辨識氣候風險與調適缺口」包括調適課題辨識、

現況風險盤點、未來風險及調適缺口辨識等工作，第貳階段

「調適規劃與行動」則針對前述風險評估與調適缺口擬定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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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進行調適選項評估，逐步落實調適行動與監測，定期滾

動檢討並公開成果說明國家調適進展，作為後續強化調適量能

之溝通基礎。 

囿於各調適領域或行動計畫執行進度、科研基礎、評估因

子複雜度有所不同，若尚無法直接進行調適行動規劃或落實調

適行動之機關，需著重於第壹階段壹之盤點現行基礎量能、評

估氣候風險與缺口辨識，作為後續第貳階段擬定調適策略之依

據。若本期已進行現況盤點與氣候變遷風險之機關，可針對風

險與調適缺口於第貳階段進一步研擬調適策略與計畫，並訂定

追蹤指標定期監測，以利於計畫結束後檢討執行效益，並持續

滾動修正。 

五、 成立跨域協調機制 

為推動跨領域氣候變遷因應調適工作及強化跨域治理，應

委請、成立或指派單位負責協調、分工、整合國家因應氣候變

遷基本方針及重大政策之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根據氣候

變遷因應法第 8 條，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為推動氣候變

遷因應及強化跨域治理的主責機關；基於功能性落實考量，則

根據第 8 條第 16 款由國發會氣候變遷調適專案小組，協助強化

關鍵調適議題及跨部會、跨領域調適之協調整合功能。 

六、導入自然解決方案 

近年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 

NbS）」在國際因應氣候危機議題上日益受到重視，根據世界自

然基金會（World Wild Fund, WWF）2021 年分析報告指出，有

高達 92%的巴黎協定締約國於氣候承諾中（國家自主貢獻）納

入了以自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希望運用自然的力量來減緩和

調適氣候影響。 

為了順應國際趨勢及國家永續發展，後續推動將先透過建

立跨域資源整合平台協助部會機關了解 NbS 之理念，並於下期

國家調適行動計畫研擬過程中，酌情將 NbS 納入各部會調適行

動計畫。相關部會於下期國家調適行動計畫研擬過程中，可將

NbS 理念納入調適行動計畫核心價值之一，各領域彙整機關則

https://wwfint.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wwf_ndcs_for_nature_4th_edi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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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可對應至 NbS 之應用範疇，進行個別行動計畫之研提。 

柒、 結論 

本期已完成階段性目標及計畫，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第 13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1條規定，各機關於每年 11月 30日

前，將前一年調適成果提送主管機關彙整。 

由主管機關綜整各領域成果撰擬國家調適年度成果報告，

循程序於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審核後公布。各領域成果報告

詳 https://reurl.cc/nrOkd2。 

 

https://reurl.cc/nrOkd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