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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展望 

全球氣候變遷已是進行式，各國未來都會面臨到不同程度的氣候變

遷衝擊危害。氣候變遷災害不可能被根治，就如同颱風來時，只能期望

災情能降到最低，而不能控制颱風是否會發生。因此，對於氣候變遷調

適的正確認識應是：加強事前的衝擊調適能力，以及在災害過後，能夠

儘速回復正常。 

臺灣因地理與地質因素，地震及颱風發生頻繁，災害潛勢地區遍及

全島，極端天氣與降雨將加劇災害發生之頻率及規模，推動因應氣候變

遷調適政策尤其重要。因此行政院研擬推動「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

領」是要積極回應挑戰、發展圖存策略，進一步轉化成臺灣的競爭優勢。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是未來政府各部門推動調適工作之

主要依據，綱領內容結合顧問團隊與機關代表研究、規劃成果與構想，

擬訂過程中有各領域的學者、專家以及社會賢達人士的參與，並且經過

各地區座談會議的討論，以及廣泛地向社會各界徵詢意見。本綱領簡要

整理與呈現了當前學界對於臺灣未來氣候變遷趨勢的相關研究成果，並

且闡明減緩與調適工作的相互關聯，進而將我國氣候變遷的調適工作分

成八個領域，詳細陳述各領域所受氣候變遷的衝擊與挑戰，並且提出完

整的調適策略。此外，本綱領也提出協調、整合各領域調適政策工作所

需之配合措施，包括研究、發展、教育與民眾參與等。 

後續將透過各部會及所屬機關進行調適行動方案與計畫的規劃、執

行及控制，以具體落實本綱領，期能達到「建構能適應氣候風險的永續

臺灣」的願景。未來各「調適領域工作分組」及「部會調適小組」應保

留一定能量，以因應未曾發生的災難類型；若仍產生「意外」，則應秉持

「意外轉化」原則，對發生之新型態氣候災難，滾動回饋妥擬有效因應

作為，逐次納入未來之調適策略。 

而由於調適與減緩工作密不可分，除了致力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調



58 

適，身為地球村的一員，臺灣也積極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的工作，包括專

案執行「國家節能減碳總行動方案」，積極推動節約能源及投入綠色能源

相關基礎科技及應用的研發，未來臺灣將逐漸朝綠色經濟及低碳社會之

願景發展。 

最後本綱領體認到，氣候變遷所引發的問題，已成為跨國際、跨區

域、每個人最切身的議題，每個人都應該對這個議題有深刻的了解，而

且貢獻一己之力。惟有全民共同參與及投入因應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

工作，方可能避免氣候變遷衝擊所可能引發的生存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