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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總體調適計畫執行成果 

本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強調：調適能力之提升必

須連結災害防救策略，並扣接永續發展目標，以達到降低脆弱

度並強化韌性的目標。因此，本期總體調適計畫依據方案願景

與目標，提升調適能力建構，連結我國四個關鍵災害風險「極

端降雨」、「高溫」、「乾旱」及「海平面上升」進行議題整合，

並透過制定架構性的氣候變遷法律與組織權責、氣候變遷科學

研究與分析能力、促進財政與金融措施、落實教育、宣導及人

才培育、發展氣候變遷新興產業、提升區域調適量能及強化地

方調適作為等，全面強化我國調適能力。 

為落實調適行動，各部會於計畫執行期間積極推動辦理，

多數計畫均已執行完畢，且已有具體成果。包含環保署完成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之修正工作，草案於 111 年 4 月獲

行政院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並於 112 年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修

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實施，確立我國氣候變遷法律體系與

組織權責。財政部、金管會及農委會共同推動我國永續金融發

展，並藉由公私協力合作擴大相關債券、保險商品範圍。國科

會（原科技部）為強化國家氣候變遷科學研究能量，整合服務

平台建構完整的氣候變遷資料庫與調適知識體系。環保署、教

育部及相關部會，分別就學校教育體制下氣候變遷教育教材編

撰與師資培訓及、全體國民氣候變遷調適認知及專業領域人才

培育，完善國家在氣候變遷教育、宣導及人才培育整體量能架

構。由國科會提供產業氣候資訊服務，經濟部及各機關則研提

氣候服務、共同推動產業創新。國科會與環保署分別以提供區

域氣候資訊及協助區域性風險管理，共同推動高風險地區之區

域調適行動。國科會亦持續提供氣候變遷風險圖資、技術諮詢，

以及地方政府所需之網格化觀測資料與統計降尺度等資料，以

促進縣市尺度及社區尺度之地方調適作為。計畫期間並透過國

家災防中心盤點國科會與相關部會成果與需求，整合國家氣候

情境設定、及各部門風險評估方法以及相關執行成果，研擬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應用情境」與「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與調適

框架」作為第三期調適動方案進行風險評估與辨別調適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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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整體推動藉由法律、組織、研究發展、教育培育與調適推

廣等面向，在前期推動成果基礎下，進一步提升建構我國氣候

變遷調適能力，為未來我國全面落實氣候變遷調適的優質基礎

進行強化奠定。推動重點及執行情形綜整如表3-1，並就推動重

點詳細說明執行成果。 

表 3-1 推動重點及執行情形 

推動重點 執行情形 

一、 強化國家氣候變遷調適基礎  

（一）推動法規與政策轉型 

 111年4月21日110年提出「溫室氣體管理法」修正草

案提送至立法院審議 

 110年11月1日公布施行「水利法」修正部分條文 

 109年05月27日公布施行「農業保險法」 

 107年4月30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階段計畫已完成 

持續推動相關法規政

策轉型 

（二）促進財政及金融 

 推動永續金融發展 

 擴大相關債券、保險商品範圍 

階段計畫已完成 

持續推動永續金融發

展 

（三）完備科學研究、資訊與知識 

 整合服務平台建構完整的氣候變遷資料庫與調適知

識體系 

1. 109年國科會完成臺灣過去40年氣候重建資料 

2. 110年上架臺灣歷史氣候重建資料(TReAD) 

3. 111年產製 AR6統計降尺度資料 

 提出下一期調適行動計畫「國家調適應用情境」 

階段計畫已完成 

持續發展氣候變遷科

學及衝擊調適研究 

（四）落實教育、宣導與人才培育 

 教育部推動校園調適教育 

 環保署提升全民調適共識 

 各機關共同建立專業調適能力 

階段計畫已完成 

持續強化氣候變遷調

適全民教育及人才培

育 

（五）發展氣候變遷新興產業 

 提供產業氣候資訊服務 

 領域研提氣候服務、共同推動產業創新 

階段計畫已完成 

持續研發推動氣候變

遷調適衍生產品及商

機 

（六）提升區域調適量能 

 共同推動高風險地區之區域調適行動 

持續推動高風險地區

之區域調適行動 

（七）強化地方調適作為 

 TCCIP平臺提供縣市尺度及社區尺度所需氣候變遷資

料 

持續推動因地制宜及

以社區為本之地方調

適作為 

二、推動高風險地區之調適計畫  

（一）檢討高風險區擇定之適宜性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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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應氣候變遷關鍵風險 

IPCC AR5 報告指出極端高溫、極端降雨、海平面上升及乾

旱引發的水資源及糧食問題為亞洲地區的關鍵災害風險；依據國

科會「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推估在未來的極端氣候情境下，

我國四個主要關鍵氣候災害風險議題為「極端降雨」、「高溫」、

「乾旱」及「海平面上升」。本期計畫連結氣候災害防救策略以

提升調適能力之重點成果摘錄如下。 

（一）  極端降雨 

為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降雨，調適策略主要著重於都

市計畫、低衝擊開發、防洪設施強化及防災預警等四個面

向，以打造適災耐洪之海綿城市。內政部完成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案之審議，要求各都市計畫擬訂機關應進行蓄洪及滯洪

設施規劃檢討、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管制，並擬定都市

公共設施、開放空間、水資源再利用之生態發展策略；本期

計畫期間完成都市更新案件42案，促進國公有土地活化及導

入永續建築設計理念。完成「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

冊」編修，除設立特定低衝擊開發示範社區，並進行保水減

洪效益分析。內政部補助縣市政府，針對轄內易淹水都市計

畫區辦理排水改善工程，本期計畫截至111年底共完成雨水下

水道改善共計57.2公里，都市滯洪量增加93.5萬立方公尺，增

加縣市管河川、區域排水等保護面積111.86平方公里，施設堤

防護岸及排水路改善約135.71公里。農委會設置土石災害防治

設施降低環境脆弱度，109年-111年土砂災害防治受益面積約

為23萬9,435公頃，並完成土石流警戒基準值檢討，提出 8縣

（市）22鄉（鎮區）警戒值常態性調升，建構異常雨量資料

自動檢測能力，完善土石流警戒作業機制與提升警戒發布成

效，強化劇烈氣候下之土砂災害威脅的預警能力，精進災害

風險管理機制與災害預警及應變體系。 

（二） 擬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應用情境」與「氣候變遷風

險評估與調適框架」；並推動從國土空間規劃角度進

行風險評估以擇定高風險區 

已完成並持續推動氣

候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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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溫 

臺灣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極端高溫事件頻率不斷在增

加，為因應極端高溫對民眾健康造成的衝擊，調適策略主要

側重於提升國民健康調適能力及職業衛生熱危害預防。統計

109年民眾因熱傷害急診人數為10年前的2倍，國健署為加強

高溫熱傷害防治措施及宣導，建置「健康氣象預警平臺」，區

分熱傷害預警等級、閾值及對應衛教資訊，針對一般民眾、

易感族群如戶外工作者、運動者等進行熱傷害分眾提醒，針

對不同族群需求，提供預防熱傷害相關資訊，強化民眾自我

保護力；並於網站提供熱傷害專文、懶人包、預防手冊、宣

導單頁訊息、雙語化教材等資訊。勞動部職安署推動熱危害

預防監督檢查計畫，109年-111年共計實施監督檢查40,194場

次，督促事業單位善盡自主管理作為，並辦理熱危害預防觀

摩會，提高雇主與勞工對高氣溫戶外作業熱危害之重視。因

應氣候變遷之高溫及強降雨可能導致之登革熱病媒蚊傳播區

北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現環境部）於110年與臺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簽署合作發展「氣候

變遷調適-病媒蚊變遷與推估」三方協議書，以因應氣候變遷

調適健康領域議題；衛福部疾病管制署透過長期且定期之監

測以建立病媒蚊密度與分布資料，掌握病媒蚊生態，提供民

眾查詢近五週內病媒蚊風險警示，並於全國基層醫療院所布

點運用快篩試劑及早發現登革熱病例。 

（三）  乾旱 

近年來，臺灣枯水年的次數有增加的跡象，發生旱災缺水

的機會將更加頻繁，水資源管理是臺灣因應氣候變遷的重要

課題。為因應乾旱危機，主要調適策略側重在開拓水源、穩

定供水、推廣節水及治理水庫四個面向。在開拓水源方面，

經濟部已核定推動再生水工程11座，完成後總計可供應每日

28.9萬噸，增加水資源調度的彈性；推動溪埔、濁水溪及高屏

溪大泉伏流水工程，預計整體計畫完成後可增加公共備援水

量每日48萬噸及常態灌溉水量每日0.3萬噸；為達到地下水減

抽兼顧涵養，減緩地層下陷趨勢，闢建烏溪鳥嘴潭人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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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1年底已可持續穩定供水入彰化管網，最大供水量達每日

9萬噸。在穩定供水方面，完成桃園、新竹、臺中及屏東地區

備援水井設置，累計每日21.11萬立方公尺急備援供水量；完

成桃園新竹備援管線工程計畫，可支援新竹輸水能力達每日

20萬噸；完成湖山水庫第二原水管工程，增加備援供水最大

每日86萬立方公尺。在推廣節水方面，建構地下水用水即時

自動監控管理系統，運用智慧型監測系統，降低漏水量超過

300萬噸；建置267處雨水貯留系統，推估雨水收集效益超過

35.6萬噸/年；農委會推廣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及省水管路

灌溉，至111年完成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累計1,285公里、相

關構造累計4,503座，預估可減少2,184萬立方公尺輸漏水損

失，提升我國農業生產所需之區域用水量能。在治理水庫方

面，經濟部及農委會透過保育手段整治崩塌地，由源頭控制

土砂流失與移動，減少沖刷與溪流兩岸崩塌，有效減少土砂

入庫，改善水源水質，於108年-111年完成控制水庫集水區土

砂量1681萬立方公尺、崩塌地整治面積565公頃。 

（四）  海平面上升 

海平上升將造成海水倒灌、海岸侵蝕及國土流失，若加上

颱風暴潮影響，則可能淹沒港區損毀相關設備、造成碼頭受損、

船舶無法靠泊作業等重大影響。臺灣平均海平面在過去數十年

皆有上升的趨勢，近 20年期間上升速度為每年 0.34公分。為降

低可能發生海岸災害之風險與影響，行政院於 109 年起核定一

級與二級海岸防護計畫，將海堤設施及海堤後方的聚落或重大

設施等納入防護區範圍，相關單位將據以推動各項海岸防護措

施，降低災害風險，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海委會推動「海

域分區劃設及分級使用管理計畫」，建構海域使用之管理分工；

持續進行海域(105 處以上)、臨海掩埋場及海灘等加強監測 20

處海域水體水質監測，分析比較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提供

海域利用參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現中央氣象署）建置「海

象災防環境資訊平臺」，供防災應變及基礎氣候科研應用。 

除此之外，針對可能受到氣候災害衝擊的糧食問題，農委

會發展耐逆境調適技術，增進農業生產之韌性與逆境調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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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計畫累計完成超過 29 品項農漁畜作物之逆境技術及調適措

施研發；持續選育耐高溫、耐旱澇、耐鹽等抗逆境農林漁牧品

系與品種；長期規劃耐逆境品系與品種之合理利用，以持續因

應氣候變遷衝擊。為降低氣候災害衝擊農業，提供作物受災之

臨界指標及災害防範措施，至 111 年累計完成 176 個農業專屬

氣象站設置、與氣象局合作發佈共計 353 個農漁畜生產區之精

緻化預報；透過「農作物災害早期預警平臺」、「氣象&農業防

災 APP」、「農作物天然災害即時回報 APP」等多種通訊平臺，

提高農業災害應變能力減少災損。 

二、 強化國家氣候變遷調適基礎 

本方案在強化國家氣候變遷調適基礎方面，透過法制、財

務、科學、教育、新興產業、區域量能及地方作為 7 大面向推

動策略，落實具整體及綜效之作為。以下分別以 7 項推動策略

摘要重點執行成果。 

（一）  推動法規與政策轉型 

以「檢視既有法規及政策，納入因應氣候變遷因子，以利

推動國家氣候變遷調適工作」為目的，由環保署及我國各部會、

機關共同推動法規與政策轉型，藉由法規修正與新增之方式，

達到落實具整體性及綜效之作為，提升國家整體因應氣候變遷

基礎。重點執行成果如下： 

1. 我國於104年訂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簡稱溫管

法）將國家長期減量目標入法。環保署於110年提出溫管

法修正草案，修正重點為：2050淨零排放目標入法、提

升層級強化氣候治理、增訂氣候變遷調適專章、強化排

放管制及誘因機制促進減量、徵收碳費專款專用；並將

法案名稱修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圖3-1）。其中增列

的調適專章，強化了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強調科研

接軌及明訂各級政府推動架構。修正草案於111年4月21日

提送至立法院審議，促成該法案於112年2月15日總統公

布實施。 

2. 107年「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作為我國空間規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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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位法定計畫，並納入氣候變遷調適及國土防災策略。 

3. 108年行政院核定「提升國土防洪治水韌性之整合作業指

引」，並修正「水利法」，新增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加

強國土耐澇能力。 

4. 109年，農委會公告「農業保險法」，並成立「財團法人

農業保險基金」，運用保險機制減輕政府及農業業者承擔

風險之負擔。 

5. 109年修正「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

業準則」，以強化國土防洪治水韌性。 

6. 109年行政院核定6個一級海岸防護計畫，內政部110年及

111年核定8個二級海岸防護計畫，以保障沿海聚落安全，

引導土地使用，降低災害風險。 

7. 110年，18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針對地

方氣候變遷衝擊議題及風險區位研擬調適計畫。 

 

 

圖 3-1 溫管法更名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及修正重點 

 
（二）  促進財政及金融 

以「因應氣候變遷，利用金融工具籌措多元財源，使財政

負擔公平及有效利用公共資源」為目的，由財政部、金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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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共同推動公私協力合作，以利我國達成減碳、調適及永

續發展目標。重點執行成果如下： 

1. 提供金融機構與研究單位氣候變遷資料應用於「氣候相

關財務揭露建議(TCFD)」，共計提供22件 (110.08-111.07) 

TCFD 相關應用資料服務，超過350筆資料。（臺灣氣候變

遷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9-3-1-1） 

2. 持續透過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等辦理相關課程，培

育金融業從業人員綠色及永續金融之專業能力，俾利協

助其取得資訊、瞭解氣候變遷對產業之影響，據以評估

風險、發展控管及審核機制，並透過投融資、綠色及永

續金融商品，協助產業因應氣候變遷。本方案共辦理258

班次之綠色金融課程，受訓金融從業人員1萬5,686人次。

（加強綠能融資金融人才培育，9-2-1-3） 

3. 為促進我國永續金融發展及擴大相關債券商品範圍，金

管會分階段推動我國永續發展債券市場，櫃買中心於110

年5月18日推出社會責任債券櫃買制度，並與既有之綠色

及可持續發展債券櫃買制度，整合為永續版。永續債券

發行金額於109年度約為新臺幣624億元，110年度發行金

額約新臺幣1,058.3億元，111年度發行金額約新臺幣1,122

億元，呈逐年成長趨勢。（發展綠色債券，9-2-1-4） 

4. 鼓勵開發氣候保險，包括鼓勵保險業者開發商業型農業

保險至少27品項，產險公司參與承作國內離岸風電案場

保險業務之公司家數至少13家。並簡化相關長年期專屬

客製化信用保險商品送審方式，以鼓勵業者開發綠色保

險。（配合研議發展適切保險商品滿足多元需求，9-2-1-5） 

（三）  完備科學研究、資訊與知識 

以「持續更新未來氣候變遷推估資訊本土化，並強化科研

與政策聯結、促進知識加值應用，並推動風險溝通」為目的，

由國科會整合服務平台建構完整的氣候變遷資料庫與調適知識

體系，提供產、官、學、民調適應用所需之資料、知識與工具，

其它各機關則強化科研與政策之連結。重點執行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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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科會完成過去40年「臺灣歷史氣候重建資料 (TReAD)」，

上架服務提供了本島2公里網格歷史資料；以及產製 AR6

統計降尺度資料，優先供水利署、農委會進行資料測試。

並持續精進知識服務，利用網頁建構調適知識體系，透

過多元活動推廣氣候變遷資訊。（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

與調適知識平臺計畫，9-3-1-1） 

2. 國科會提出下一期調適行動計畫「國家調適應用情境」

優先採「固定暖化情境設定：西元2021-2040年升溫1.5℃、

西元2041-2060年升溫2℃」的建議，以作為各部門進行風

險評估與辨別調適缺口之共同參考情境。（臺灣氣候變遷

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臺計畫，9-3-1-1） 

3. 經濟部工業局整合「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TCFD)」至

「氣候變遷調適管理程序」，使氣候風險完整涵蓋實體風

險與轉型風險，並新增氣候風險潛在財務損失分析，以

瞭解企業在未來氣候情境下，當氣候災害發生時，可能

對企業造成的潛在財務損失程度，以確保企業能夠穩定

營運。（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置與輔導，6-3-1-2） 

4. 各領域科研成果包括：經濟部能源部門對氣候衝擊評估、

衛生福利部研究極端氣溫健康影響、交通部評估鐵公路

系統氣候災害衝擊因應、水利署研發 AI+IOT 智慧防汛網、

疾管署更新傳染病通報系統 NIDRS、農委會研究氣候變

遷對生態多樣性的影響、文化部建置重要文化資產微型

氣象站、海委會亦建置全國海象水文生態與海岸國土變

遷監測網等。（詳見領域成果） 

（四）  落實教育、宣導與人才培育 

以「整合社區宣導與全民教育資源，將氣候變遷調適融入

日常生活，凝聚全民推動氣候變遷調適共識」為目的，由教育

部推動校園調適教育，由各領域機關共同建立政府官員及事業

單位的專業調適能力、並由環保署推廣大眾環境教育，全面提

升全民調適素養（圖 3-2）。重點執行成果如下： 

1. 教育部將「環境教育」列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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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19項重要議題之一，並在此項議題下推動「氣候變遷」

學習主題。並持續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氣候變遷教學活動，

辦理跨領域、跨學制與產官學交流活動，辦理推動生活

實驗室課程和高中生氣候變遷學習營隊，將氣候變遷調

適教育向下扎根、向外擴展。（氣候變遷教育推動計畫，

9-4-1-1） 

2. 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教師教學聯盟，至111年，大專聯盟

教師共448人；另累積招募中小學聯盟教師110人。（氣候

變遷教育推動計畫，9-4-1-1） 

3. 環保署推動全民氣候行動，辦理「氣候變遷．零碳賽局」

專家對話論壇、「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論壇」；分眾調查國

人對於氣候變遷素養之認知，規劃長期氣候變遷素養資

料庫，聚焦於資料庫架構與查詢系統的長期需求與分眾

需求，並推動知識交換與圖文轉譯。（推動氣候變遷調適

全民教育，9-4-1-3） 

4. 經濟部工業局辦理「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宣導說明會」。

（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認知推廣與環境建構，9-4-1-4） 

5. 衛福部研發衛教工具提供下載、辦理環境友善醫院教育

訓練。以熱傷害為例，發展氣候傷害資訊傳播管道及監

測就醫情況。（提升民眾氣候變遷健康識能宣導計畫，8-

1-1-4） 

 

 

圖 3-2 氣候變調適全民教育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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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發展氣候變遷新興產業 

以「推動氣候服務等新興產業，創造投資誘因，以建構氣

候變遷調適公私合作夥伴關係」為目的，由國科會提供產業氣

候資訊服務，經濟部及各機關研提氣候服務、共同推動產業創

新。重點執行成果如下： 

1. 由國家災防中心所統籌之國科會「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

訊與調適知識平台 TCCIP」產製學、研、產業所需氣候

資料、提供加值與服務，用於企業氣候風險評估、環境

永續報告撰寫、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研究等處，亦有學校

及法人單位利用本計畫之氣候資料進行綠能、綠色金融、

氣候服務等新興產業研究，本方案共計提供47件氣候變

遷新興產業資料服務。（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

識平臺計畫，9-3-1-1） 

2. 108年起，經濟部工業局每年辦理系列講座與調適示範專

案，以因應全球對「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TCFD」之重視，

並提高製造業投入氣候變遷調適管理意願。（製造業氣候

變遷調適認知推廣與環境建構，9-4-1-4） 

3. 各部會完成之氣候服務包括：經濟部研提智慧水管理產

業創新；氣象局建構海域環境災防服務系統；農委會推

動設施型農業計畫；國民健康署、中央氣象局、中央研

究院共同研發健康氣象服務 APP；高公局與氣象局跨部

門整合工作完成高速公路局天候偵測器建置；內政部示

範公共污水廠回收再利用。（詳見領域成果） 

（六）  提升區域調適量能 

以「將國家災害防救策略規劃及國土安全聯結，推動高風

險地區調適計畫，並落實跨部門整合工作」為目的，由環保署

及各機關共同推動高風險地區之區域調適行動計畫。重點執行

成果如下： 

1. 108年國科會 TCCIP 平臺推出第三代氣候調適服務平台，

提供各類區域尺度氣候變遷相關研究的資訊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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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集水區綜合規劃與管理及治山防災，設置土石災害

防治設施，進行集水區整治工程，109年-111年土砂災害

防治受益面積約為239,435公頃，可降低災害規模、控制

土砂，以確保聚落安全，增進生態環境保育，降低環境

脆弱度。（土砂災害防治，4-1-1-3） 

3.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在各區域建立登革熱病媒蚊監測

機制，以掌握病媒蚊於不同氣候條件之分布模式，提前

對民眾預警並進行疾病管制。（急性傳染病流行風險監控

與管理計畫，8-1-1-2） 

4. 為提前因應未來可能之氣候衝擊，交通部改善多條主要

幹道，環保署也針對垃圾焚化廠和掩埋場進行改良；農

委會則陸續於6大高風險地區推動農業減災措施，並加強

沿海水產養殖區防洪排汙水能力。 

（七）  強化地方調適作為 

以「加強地方政府與中央各部會溝通及合作機制，整合調

適政策並促進在地化」為目的，由環保署、各機關共同推動中

央政策在地化，由地方政府執行符合在地需求之策略與計畫，

建構低碳永續家園。重點執行成果如下： 

1. 在縣市尺度方面，國科會 TCCIP 平臺提供多項地方型計

畫所需氣候變遷資料，包含：網格化觀測資料，以及統

計降尺度與動力降尺度氣候變遷推估資料。 

2. 在社區尺度方面，環保署持續推動多項具有在地特色之

策略與計畫，如：執行「低碳家園永續推動方案」，鼓勵

地方社區落實生態綠化、綠色運輸、資源循環、低碳及

綠能節電工作，本方案截止前累計已發放1,169個低碳永

續家園認證；另執行「多功能智慧型雨水花園」，利用軟

景觀(Softscape)營造保水降溫社區，截至111年底已完成

北中南共6處智慧型雨水花園示範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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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高風險地區之調適計畫 

（一）  檢討高風險區擇定之適宜性 

針對第一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2-106 年）」

高風險地區調適計畫賡續辦理之需要，環保署與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以下簡稱國家災防中心）於 110-112 年簽訂「氣候

變遷高風險地區評估專案合作協議書」，針對該期方案之高風

險地區進行盤點與評估。依據該合作協議書之研析結果顯示，

考量第一期行動計畫研擬時期之氣候資訊、風險評估方法工具

為起步階段，當時所擇定之高風險區，依據時空環境、氣候與

風險評估之更新，建議再行確認該高風險區擇定之適宜性。 

依國家災防中心評估，前期所建議之高風險區之劃設以及

相關議題，雖有其代表性與議題重要性，但檢視與盤點國科會

與國家災防中心之氣候風險評估資訊以及相關部會近年之風險

評估結果與施政重點，研析結果顯示若要以第一期調適行動計

畫所設定之高風險區，仍有資訊整合和實務推動上的適宜性考

量，且近年各部會已持續強化各領域之治理使得原先致災條件

改變，顯示前期劃定之高風險區建議有修正之必要。 

該中心評估，後續若要推動高風險區與議題選定，建議應

考量各相關部門所引用之氣候情境、科學數據與方法能具一致

性，並納入部門風險評估結果，以更能直接鏈結政府之施政重

點，另搭配執行過程中整體的跨部門討論協商機制，將有利高

風險區區位與議題的確認，及其後續部門分工。 

（二）  研擬「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應用情境」與「氣候變遷風

險評估與調適框架」，從國土空間規劃角度進行風險評估以擇定

高風險區 

 第二期行動方案之推動，透過國家災防中心盤點國科會與

相關部會成果與需求，已整合國家氣候情境設定、各部門風險

評估方法以及相關執行成果，研擬「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應用情

境」與「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與調適框架」作為第三期調適動方

案的基礎。依據第三期調適行動計畫（112-115 年，草案）土地

領域在上述共有參考資訊下，預計針對各部門之相關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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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進行整合，從國土空間規劃角度進行高風險地區分析與評

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