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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年度整體執行成果重點概述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下稱行動方案）

災害領域（下稱本領域）透過「建構災害風險評估基礎或知識」、

「精進災害風險管理機制」與「建構災害預警及應變體系」等 3 大

策略，達到「落實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評估」、「推動氣候變遷風險

治理」與「強化預警與應變作為」等目標。本期行動方案本領域共

有 12 項行動計畫，包含 3 項新興計畫與 9 項延續計畫，其中 5 項為

優先計畫。

因「1-1-1-1 新版氣候變遷風險地圖製作」、「1-1-1-2 地質調查

業務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研究」於方案執行期間分別至 108 及 109 年

度完成，而 1-2-1-1 韌性防災與氣候變遷水環境風險評估研究於 109

年結案，因而本(111)年度優先計畫成果包含「文化資產微型氣象站

建置及維運計畫」與「建置邊坡安全預警系統」2 項，另含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主辦之「歷史與文化資產維護發展（第四期）計畫」以

及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主辦之「降雨誘發土石流災害警戒機制之

研究暨自主防災訓練管理執行計畫」及「土砂災害防治」計畫之成

果。

　本年度於「完備科學研究、資訊與知識」面向，透過 120 套文

化資產環境監測設備的建立與觀測資料的分析，針對氣候變遷下國

定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建立科學數據基礎，建構災害風險評估基

礎知識與資料。在「提升區域調適量能」面向，針對土石災害防

治，透過 468 處整治工程共使 77,619 公頃的範圍受益，降低環境脆

弱度，並完成土石流警戒基準值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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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地方調適作

為」方面，則針對高鐵邊坡安全管理議題透過建置以降雨強度為導

向之邊坡安全預警系統，研判邊坡發生坍滑之可能性並提升災害預

警能力；在災害應變與調適的部分，建置古蹟災害應變科技模擬訓

練平台，培訓防災人員文資搶救專業職能，並與社區合作推動自主

防災社區兵棋推演及實作演練（111 年完成 195場兵棋推演，57場

實作演練），完成優質自主防災社區認證作業與新建、維運自主防

災亮點社區 12 處，落實「推動氣候變遷風險治理」與「強化預警與

應變作為」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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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目標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階段目標

1-1-1-4 
文化資產微型氣象

站建置及維運計畫

本計畫藉由建置文化資產保存

環境監測設備，掌握文化資產

現地風速、風向、溫濕度、雨

量、氣壓、日照、紫外線等資

料，並建置文化資產氣象資訊

系統整合其他單位監測資料，

即時掌握文化資產現地氣象資

訊及影像資料，以提供後續文

化資產保存相關研究計畫及文

化資產防災體系基礎資料，提

升我國文化資產保存生命週期

及價值。

1-3-1-1
建置邊坡安全預警

系統

邊坡安全管理為持續性投入努

力之工作，本計畫係為實踐證

明高鐵邊坡安全管理執行策略

確實已達到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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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策略與措施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工項

1-1-1-4 

文化資產微型氣

象站建置及維運

計畫

包含文化資產保存環境監測設備

建置及維運、文化資產氣象資訊

系統維運、設備效能掌控分析

等。

1-3-1-1
建置邊坡安全預

警系統

建置以降雨強度為導向之邊坡

安全預警系統，依不同降雨強

度與總雨量，研判邊坡發生坍

滑之可能性並評估對高鐵營運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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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成果亮點

調適面向 亮點說明 計畫編號

推動法規與政

策轉型
- -

促進財政與金

融措施
- -

完備科學研

究、資訊與知

識

1. 針對現有 122 處國定文化資
產，已建置 120 套文化資產環
境監測設備，可較精確監測現
地環境資料者計有 103 處(含本
局 87 處，鄰近中央氣象局氣象
站半徑 1 公里範圍內 16 處)，餘
19 處未來如有需要另案辦理。

2. 監測資料透過系統運算，每月
統計分析各文化資產氣象風險
及建立長期氣候風險地圖，提
供管理單位日常管理維護與保
存修復計畫推動工作參考。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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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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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集水區整治工程處數

468 處；土砂災害防治受益面積

約為 7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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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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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性調升及調整 55個鄉(鎮區)參

考雨量站，持續辦理土石流警戒

基準值及警戒發布機制滾動檢

討，完善土石流警戒作業機制與

4-1-1-3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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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面向 亮點說明 計畫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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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地方調適

作為

補助各地方政府成立文資分區專業

服務中心，輔導古蹟、歷史建築等

管理人擬定管理維護之防災計畫

(包括災害風險評估、災害預防、

災害搶救、防災教育演練等事

項)，並建置古蹟災害應變科技模

擬訓練平台，培訓防災人員文資搶

救專業職能，強化文資災害應變能

力，減低災害致災風險。

1-1-1-3

1.推動全臺自主防災社區，完成優

質自主防災社區認證作業（46銅

質社區、17銀質社區）、完成新

建與維運自主防災亮點社區 12

處。加強民眾防災意識並重新檢

視自主防災體系之完整性，凝聚

社區向心力與榮譽感，培養防災

軟實力，並強化自主防災社區於

颱風豪雨期間之應變能力與速

度，提升防災能量。

2.推動自主防災社區兵棋推演及實

作演練事務（111 年完成 195場

兵棋推演，57場實作演練），建

立公部門與社區間減災整備與應

變復原之合作夥伴關係，增進土

石流災害防救體制與作業效能。

1-3-1-2

建置以降雨強度為導向之邊坡安全

預警系統，依降雨強度與總雨量，

研判邊坡發生坍滑之可能性，於災

害發生前發出黃紅燈警戒並提醒相

關作業人員，以提供人力、機具及

材料戒備時間。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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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整體進度及重要執行情形

一、111 年度投入經費

（一）各計畫經費編列情形：

執行機關 計畫名稱 經費分類 投入經費（萬元）

文化部 文化資產微型
氣象站建置及
維運計畫

經常門 616

資本門 0

合計 616

（二）本領域總投入經費：616萬元

領域別 經費分類 投入經費（萬元）

災害 經常門 616

資本門 0

合計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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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年度優先計畫辦理情形

（一）執行情形

計畫名稱 執行情形

文化資產微型氣象站建

置及維運計畫

本計畫針對現有 122 處國定文化資產，

已建置 120 套文化資產環境監測設備，

持續進行設備及文化資產氣象資訊系統

的維護，並依據多年累積之監測數據，

掌握各站各因子之數據資料型態，開發

各站各因子之系統自動化檢核模組，全

面監測設備異常情形，即時發現可能異

常數據，提早進行設備感測器的更換，

以提升監測數據的信賴度。

建置邊坡安全預警系統

1.本計畫含有關暴雨預警系統開發、彙

整分析高鐵過往沿線邊坡坍滑事件之

降雨強度及訂定降雨強度之警戒值與

行動值相關方案之執行，109 年度執

行經費為 650,000元(未稅)。

2.110 年底已針對部分災損案件進行雨

場分割及篩選，並利用降雨警戒因子

進行初步分析，109 年 10 月底已完成

相關暴雨分析及預警系統建置。

3.目前進行驗證中，經 110 年降雨事件

驗證，本系統於災害事件發生前 2~5

小時前會達到黃燈警戒並提醒相關作

業人員，惟仍需更多資料持續驗證及

修訂黃紅燈警戒管理值。

4.預計 112 年度會辦理資料傳輸方式更

新，讓系統可更直接快速獲得雨量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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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與氣候變遷或氣候變遷調適之關連性

計畫名稱 氣候變遷調適之關連性

文化資產微型氣象站

建置及維運計畫

藉由基礎資料的建置逐步累積更貼近在
地、古蹟防災與減災需求之保存環境監測
數據，提供文化資產管理單位掌握氣候變
遷可能對古蹟造成的劣損因子，進而調整
日常管理維護計畫。

建置邊坡安全預警系

統

提升危害發生時之抵抗力並降低危害發生
機率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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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略或措施如何融入氣候風險評估或風險管理之概念

計畫名稱 風險評估與管理融入

文化資產微型氣象站建

置及維運計畫
無。

建置邊坡安全預警系統

本計畫將重新訂定風險管理計畫，或
將氣候風險整合到既有的計畫中，可
採用策略評估的方式來融入氣候風險
評估於計畫內，如透過「脆弱性評
估」來瞭解氣候變遷對邊坡設施影響
最鉅之處，或者是透過「情境分析」
設想不同情境對邊坡設施的潛在威
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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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無考慮氣候變遷調適情況下對本領域內相關計畫之差異
性

計畫名稱
考慮氣候變遷調適情況下對本領域

內相關計畫之差異性

文化資產微型氣象站建

置及維運計畫
無。

建置邊坡安全預警系統

在考慮氣候變遷調適情況下，本調適計
畫將面臨的是強降雨，以及不確定的極
端天氣或豪雨頻率增加、破紀錄氣象事
件發生的時間、地點與規模等。但相關
的定性的現象與定量的資訊，都應該被
清楚的設定，才可提出相對應之因應氣
候變遷調適策略計畫。不然在未有明確
氣候情境下考慮氣候變遷，本計畫執行
只能著重於依彙整分析高鐵過往沿線邊
坡坍滑事件之降雨強度及訂定降雨強度
之警戒值與行動值，進行邊坡安全預警
系統建置。

10



第三章　未來規劃及需求

計畫名稱 未來規劃及需求

文化資產微型氣象站

建置及維運計畫

已完成階段性任務，未來持續蒐集監測

資料，提供管理單位常管理維護與保存

修復計畫推動工作參考。

建置邊坡安全預警系

統

高鐵沿線邊坡之破壞型態可分為二類，

即深層滑動與淺層坍滑，惟針對邊坡深

層滑動之問題，邊坡穩定工程均已於高

鐵興建階段以工程方法處理完成，監測

數據亦證實邊坡並無深層滑動之虞，而

高鐵沿線邊坡目前主要的問題為暴雨造

成的淺層滑動，高鐵興建期至今共發生

250 件，經由監測、專業邊坡巡檢、以及

改善工程，近年邊坡坍滑災害事件逐年

降低，惟 110 年 8 月 7日連續大雨造成高

鐵里程 TK126 通霄路段坍滑，顯示在極

端氣候下(連續乾旱後強降雨)，仍對高鐵

沿線邊坡造成嚴重影響，為持續強化高

鐵邊坡於極端氣候下之穩定，高鐵公司

於 110 年 10 月至 111 年 6 月辦理邊坡總

體檢，目前總體檢評估結果已完成，後

續將依據總體檢評估結果，除辦理沿線

邊坡預防性維護工程外，另將依據其所

提出之精進方案，持續辦理邊坡監測及

邊坡專業巡檢，評估高陡邊坡在極端氣

候下之安全性，後續邊坡監測及專業檢

查精進工作已於 112 年初開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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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1年度計畫清單

計畫

編號
計畫名稱

是否為

優先

計畫

起迄

（年

）

111 年

辦理狀

態

計畫

類型

111 年

執行經費

（萬元）

1-1-1-3

歷史與文化

資產維護發

展 （ 第 四

期）計畫 -輔
助縣市政府

辦理建築文

資防災計畫

否
109-

112
已完成

公共

建設

計畫

7,028

1-1-1-4

文化資產微

型氣象站建

置及維運計

畫

是
107-

111
已完成

公共

建設

計畫

616

1-3-1-1
建置邊坡安
全領域系統

是
107-

111
辦理中 延續 0

1-3-1-2

土石流警戒

值檢討分析

及自主防災

訓練管理計

畫

否
106-

111
辦理中 延續 1,076

4-1-1-3
土砂災害防

治
否

107-

111
辦理中 延續 226,3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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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計畫概要表

一、歷史與文化資產維護發展（第四期）計畫-輔助縣市政
府辦理建築文資防災計畫（1-1-1-3）

計畫概要表

1 計畫編號 1-1-1-3

2 計畫名稱

歷史與文化資產維護發展（第四
期）計畫-輔助縣市政府辦理建築文
資防災計畫

3
計畫內涵
（可複選）

□問題界定或風險評估　□政策、措施或

方案執行　□監督或評量　□與能力建構

相關（不侷限於能力建構領域）

4
計畫預期面臨之
氣候變遷異常狀
態（可複選）

□溫度異常　□乾旱　▓強降雨　□海平
面上升　□洋流改變　□大氣循環系統
異常　▓極端天氣尺度或頻率增加　□無
實體風險　□不清楚　□其他：

5
本計畫是否曾執
行風險評估

□有，本計畫已含風險評估
□有，本計畫辦理前曾執行風險評估計畫:
▓無，不曾辦理風險評估
□無，本計畫自評免進行風險評估

□不清楚

6

前項勾選「有」
辦 理 風 險 評 估
者，請勾選氣候
情境所依據之科
學報告

□AR4  □AR5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自辦研究   □不清楚  □其他

7

本 期 （ 107-111
年）計畫預期將
解決之氣候變遷
問題

從管理維護與災防科技應用加強有形文化

資產災害風險管理及預防整備工作，以強

化災害應變能力。

8

計 畫 於 本 期
（107-111 年）結
束 後 ， 於 下 期
（112 年後）是否
有延續辦理之必
要

▓是，計畫目標為中長期，會持續辦理
□否，計畫已完成階段目標
□無法判斷，需再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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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資產微型氣象站建置及維運計畫（1-1-1-4）
計畫概要表

1 計畫編號 1-1-1-4

2 計畫名稱 文化資產微型氣象站建置及維運計畫

3
計畫內涵
（可複選）

□問題界定或風險評估　■政策、措施或

方案執行　□監督或評量　□與能力建構

相關（不侷限於能力建構領域）

4
計畫預期面臨之
氣候變遷異常狀
態（可複選）

□溫度異常　□乾旱　□強降雨　□海
平面上升　□洋流改變　□大氣循環系
統異常　■極端天氣尺度或頻率增加
□無實體風險　□不清楚　□其他：

5
本計畫是否曾執
行風險評估

□有，本計畫已含風險評估
□有，本計畫辦理前曾執行風險評估計畫:
■無，不曾辦理風險評估
□無，本計畫自評免進行風險評估

□不清楚

6

前項勾選「有」
辦 理 風 險 評 估
者，請勾選氣候
情境所依據之科
學報告

□AR4  □AR5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自辦研究   □不清楚  □其他

7

本 期 （ 107-111
年）計畫預期將
解決之氣候變遷
問題

監測成果資料透過系統展示發布環境監測

資料與災害警示，並每月統計分析各文化

資產氣象風險及建立長期氣候風險地圖，

輔助管理單位日常管理維護與保存修復計

畫推動工作。

8

計 畫 於 本 期
（107-111 年）結
束 後 ， 於 下 期
（112 年後）是否
有延續辦理之必
要

□是，計畫目標為中長期，會持續辦理
■否，計畫已完成階段目標
□無法判斷，需再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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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部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研究建置邊坡安全預警系統
（計畫編號：1-3-1-1）

計畫概要表

1 計畫編號 1-3-1-1

2 計畫名稱 建置邊坡安全預警系統

3
計畫內涵
（可複選）

■問題界定或風險評估　■政策、措施或

方案執行　□監督或評量　■與能力建構

相關（不侷限於能力建構領域）

4

計畫預期面臨之
氣候變遷異常狀
態（可複選）

□溫度異常　□乾旱　■強降雨　□海
平面上升　□洋流改變　□大氣循環系
統異常　■極端天氣尺度或頻率增加
□無實體風險　□不清楚　□其他：

5
本計畫是否曾執
行風險評估

□有，本計畫已含風險評估

□有，本計畫辦理前曾執行風險評估計畫

■無，不曾辦理風險評估

□無，本計畫自評免進行風險評估

□不清楚

6

前項勾選「有」
辦 理 風 險 評 估
者，請勾選氣候
情境所依據之科
學報告

□AR4  □AR5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自辦研究   □不清楚  □其他

7

本 期 （ 107-111
年）計畫預期將
解決之氣候變遷
問題

建置以降雨強度為導向之邊坡安全預警系

統。

8

計 畫 於 本 期
（107-111 年）結
束 後 ， 於 下 期
（112 年後）是否
有延續辦理之必
要

■是，計畫目標為中長期，會持續辦理
□否，計畫已完成階段目標
□無法判斷，需再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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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石流警戒值檢討分析及自主防災訓練管理計畫（計
畫編號：1-3-1-2）

計畫概要表

1 計畫編號 1-3-1-2

2 計畫名稱
土石流警戒值檢討分析及自主防災訓練
管理計畫

3
計畫內涵
（可複選）

□問題界定或風險評估　□政策、措施或

方案執行　□監督或評量　■與能力建構

相關（不侷限於能力建構領域）

4
計畫預期面臨之
氣候變遷異常狀
態（可複選）

□溫度異常　□乾旱　■強降雨　□海
平面上升　□洋流改變　□大氣循環系
統異常　■極端天氣尺度或頻率增加
□無實體風險　□不清楚　□其他：

5
本計畫是否曾執
行風險評估

□有，本計畫已含風險評估

□有，本計畫辦理前曾執行風險評估計畫:

■無，不曾辦理風險評估

□無，本計畫自評免進行風險評估

□不清楚

6

前項勾選「有」
辦理風險評估
者，請勾選氣候
情境所依據之科
學報告

□AR4  □AR5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自辦研究   □不清楚  □其他

7

本期（107-111
年）計畫預期將
解決之氣候變遷
問題

面對未來氣候變遷愈來愈顯著情況下，

透過相關工作推動執行，期建構足以因

應未來在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坡地環境。

8

計畫於本期
（107-111 年）結
束後，於下期
（112 年後）是否
有延續辦理之必
要

■是，計畫目標為中長期，會持續辦理
□否，計畫已完成階段目標
□無法判斷，需再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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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砂災害防治（計畫編號：4-1-1-3）

計畫概要表

1 計畫編號 4-1-1-3

2 計畫名稱 土砂災害防治

3
計畫內涵
（可複選）

□問題界定或風險評估　■政策、措施或

方案執行　□監督或評量　□與能力建構

相關（不侷限於能力建構領域）

4
計畫預期面臨之
氣候變遷異常狀
態（可複選）

□溫度異常　□乾旱　■強降雨　□海
平面上升　□洋流改變　□大氣循環系
統異常　■極端天氣尺度或頻率增加
□無實體風險　□不清楚　□其他：

5
本計畫是否曾執
行風險評估

□有，本計畫已含風險評估

□有，本計畫辦理前曾執行風險評估計畫:

■無，不曾辦理風險評估

□無，本計畫自評免進行風險評估

□不清楚

6

前項勾選「有」
辦 理 風 險 評 估
者，請勾選氣候
情境所依據之科
學報告

□AR4  □AR5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自辦研究   □不清楚  □其他

7

本 期 （ 107-111
年）計畫預期將
解決之氣候變遷
問題

面對未來氣候變遷愈來愈顯著情況下，透

過相關工作推動執行，期建構足以因應未

來在氣候變遷影響下之坡地環境。

8

計 畫 於 本 期
（107-111 年）結
束 後 ， 於 下 期
（112 年後）是否
有延續辦理之必
要

■是，計畫目標為中長期，會持續辦理
□否，計畫已完成階段目標
□無法判斷，需再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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