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縣政府　函

 
地址：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承辦人：劉佩宜
電話：03-5519345分機5908
傳真：03-558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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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管字第113865554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1份 

主旨：檢送113年7月31日（星期三）「新竹縣氣候變遷調適座談
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113年7月26日府授環管字第1138655330號開會通
知單辦理。

 
正本：新竹縣濕地永續發展協會、新竹縣原住民權益發展協會、新竹縣原住民青年協

會、新竹縣橫山休閒農業觀光文化環保生態協會、新竹縣原住民教育協會、新
竹縣竹北市原住民族慈善關懷協會、新竹縣尖石鄉原住民事務發展協會、竹北
市農會、湖口鄉農會、新埔鎮農會、新豐鄉農會、關西鎮農會、寶山鄉農會、
峨眉鄉農會、北埔鄉農會、竹東地區農會、芎林鄉農會、橫山地區農會、新竹
縣觀光休閒農園發展協會、新竹縣友善農耕協會、新竹縣環境保護協會、新竹
縣環境生態科技研究協進會、新竹縣全民環保協會、新竹縣環保節能減碳協
會、新竹縣永續文化環保協會、新竹縣生態休閒發展協會、新竹縣土地利用學
會、新竹縣生態復育協會、新竹縣五指山生態保育協會、台灣省工商安全衛生
協會、新竹縣建築師公會、新竹縣總工會、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副本：晶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永續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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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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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 

新竹縣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 7月 31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貳、 地點：新竹縣政府 3樓簡報室 

參、 主席：呂怡欣 科長                                紀錄： 劉佩宜 

肆、 出席人員：如會議簽到單（附件一） 

伍、 主席報告：（略） 

陸、 背景說明：（略） 

柒、 出席單位討論意見： 

一、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一) 土地利用領域：都市計畫中缺少都市降溫與都市熱調適議題，都市設計

應考量都市升/降溫及熱傷害。未來的熱議題不只會發生在戶外工作及

農村。(例如：市府官員應帶頭改變高溫下的正裝並加強宣導，以減少

上班族穿西裝的熱傷害、盤點市府公共場域可以共享冷氣，並製作高熱

避暑地圖等)。 

(二) 土地利用領域：都市總合治水中不應該只考慮防災與治水，而是結合之

前新竹縣「水藍圖」計畫與以自然為本(NbS)之調適作為，主要僅針對

開放式水環境為主，但針對低窪地區之淹排水狀況如何與民眾橫向溝

通及因應方式也相對重要，另建議可增加開放流動水環境，有助於都市

環境的降溫。 

(三)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領域：台灣的市場有許多舊有的消費習慣，傳統

的抗逆境作物不一定會被市場接受，我們應該要推動「食在地」，推廣

在地生產的農特產品與食農教育，形成新竹在地特色，同時考慮農業生

產規劃。 

(四) 健康領域：熱/寒危害預防中，應該要針對各種不同的職業別與更多面

向的族群，提出相應的規範並給予業者相應責任與義務，強化熱傷害的

宣傳（例如：外送員或學生族群之戶外活動及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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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水資源領域：監督縣管工業區用水回收，建議可輔導產業協助推動民生

用水之水回收及污水處理再利用，以利再生水轉換為工業用水循環使

用。 

(六) 能源供給領域：建議除了工業以外，也可納入商業的再生能源系統及防

災措施或相關訓練，例如：商場及學校人員等。 

(七) 調適措施應優先考量在地居民(如社區發展協會、對應環保團體等)之意

見，以降低擬訂措施與實際執行之狀況落差。 

二、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本期執行方案納入氣候型災害(淹水、坡地、熱島效應等)辦理都市計畫

區定期通盤檢討。 

(二) 農業部有設置相關防災預警系統會請農業處多加利用。另針對農業調

適措施對農業生產的經濟影響，有專家學者分享日漸升溫狀態下，可能

帶來其他的經濟效益，例如北部未來可能也可養殖虱目魚等。而本縣每

年亦有多項推廣食農教育的相關計畫與活動。 

(三) 針對熱傷害調適措施對象納入外送員及學校族群，以及教育機構的熱

傷害預警機制相關建議，均會提供給主管機關參考。 

(四) 新竹縣目前有兩座水資源中心（家戶污水處理場）；竹北再生水資中心

目前也還在動工中，未來的家戶污水經過淨化後，將會送至竹科工業區

進行再利用。 

(五) 目前已優先針對在地發展協會、社區或學校機關單位等基礎民眾，透過

辦理宣導活動或其他縣市之觀摩活動等，逐步建立調適相關知識之能

力建構，未來將進一步以工作坊或其他主題形式來規劃辦理，對象將納

入更多族群的民眾與相關單位，一同來參與及面對氣候變遷相關議題。 

捌、 會議結論 

本次與會來賓所提的相關意見，本局彙整後會函請縣府有關機關單位

參考，評估是否參採納入本期調適執行方案。 

玖、 散會：下午 14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