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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

我國因應氣候變遷調適

行動的精進策略報告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36次委員會議

氣候變遷署署長蔡玲儀

2024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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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以來 全球持續增溫

臺灣溫度受暖化影響持續增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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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P：共享社會經濟路徑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
數字越大代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越大

資料來源：IPCC AR6

IPCC 第六次評估報告 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共同發布
2024/5/8

第一章 全球與東亞氣候變遷

執行摘要

第二章 臺灣氣候變遷分析

第三章 臺灣未來氣候變遷推估

第四章 臺灣氣候變遷衝擊

第五章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與調適



444資料來源：科學報告 2024 、國科會、環境部

未來變遷 臺灣持續增溫，冬季縮短、夏季延長

SSP：共享社會經濟路徑 (Shared Socioeconomic Pathway)，
數字越大代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越大

年溫度變化 受全球化影響，持續增溫（需全球減碳成功，增溫趨勢方可趨緩）

季節變遷趨勢 未來冬季更縮短，夏季更延長

總

日

數

冬天

臺灣冬季與夏季總日數

夏季

現
今

現
今

最差情境：2065年無冬天、夏季將超過半年
4

+75天日
數

臺灣高溫(36°C)日數未來推估 (相對於199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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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 減緩與調適並重

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
專案小組

督導：行政院副院長

召集：永續會執行長

幕僚：環境部

協調/分工/整合氣候政策、基本方針及跨部會因應事務

直轄市、縣(市)政府 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

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 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
地
方

中
央

部/會/署

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

階段管制目標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能源、製造、住商、運輸、農業、環境)

調適領域行動方案
(能力建構、水資源、維生基礎設施、農業生物多樣性

、能源供給產業、海岸海洋、健康、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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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應法強化調適作為
修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行政院 112 . 11 . 3 核定)

目標：一、提升我國面對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強化氣候變遷韌性及降低脆弱度

二、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 2050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氣候變遷
因應法調
適專章

提升國家調適基礎能力

• 推動調適能力建構

• 國民、事業、團體應致力參與

國家調適計畫落實公眾參與

因地制宜調適策略

氣候變遷科研與風險評估

• 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科技主管機關
定期公開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氣候變遷風險評
估作業準則

• 輔導各級政府使用科學報告，研擬、
推動調適方案及策略，必要時規劃
早期預警機制及系統監測

• 地方政府擬訂地方調適執行方案

•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四年
一期領域調適行動方案及調適目
標，召開公聽會

• 中央主管機關整合擬訂國家調適
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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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年)

能力建構

維生基礎設施 水資源 土地利用 海岸及海洋 能源供給及產業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健康

提升維生基礎
設施韌性

交通部

(工程會、經濟部)

確保水資源供
需平衡與效能

經濟部

(環境部、農業部)

確保國土安全、
強化整合管理

內政部

(經濟部、農業部)

防範海岸災害、
確保永續海洋
資源

內政部

(海委會、交通部、
農業部)

提升能源供給
及產業之調適
能力

經濟部

確保農業生產
及維護生物多
樣性

農業部

(經濟部、交通部、
內政部、海委會)

強化醫療衛生
及防疫系統、
提升健康風險
管理

衛福部

(勞動部、環境部)

國科會
環境部
氣象署

行政院112.10.4核定第三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科學研究與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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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生基礎設施領域
強化維生基礎設施韌性，維持氣候變遷下鐵、公路、海、空運輸系統正常

整合國土防洪治水

韌性調適能力

落實國土防洪治水韌性之
整合作業指引，並檢討更
新指引，追蹤機關落實

強化公共工程

應變能力

督導辦理公共工程防汛訓
整備作業，加強避免災害
損失及防汛缺口

強化運輸系統

調適能力

• 增進運輸系統決策支援力，預先辨識風險避免危害。

• 提升運輸系統耐受力回復力，減少天然災害損害，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 強化運輸系統預警應變力，並制定因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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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領域
2036年前用水可滿足，整體備援由28%提升至50%，強化韌性

強化供水韌性
有效應對

極端枯旱氣候

完善供水環境
致力邁向

資源循環永續

確保供水穩定
促進民生

產業永續發展

擴大推動再生水及海淡水等
科技造水，多元化水源開發
提升供水能力，以支持社會
持續發展各標的用水需求
並穩定供水。

藉由自來水減漏、各項節水
工作、訂定各項誘因制度、
水資源智慧化管理等措施，
提升用水效率。

建構西部廊道供水管網，強化水資源的備援
調度及跨區支援輸水能力。

藉由科技造水、在地滯洪兼具水資源利用、
開發伏流水等措施，以提升備援供水能力，
強化供水韌性與安全。

為改善供水環境，並落實環境
友善，除以保留生態基流量或
保育用水、天然水資源利用量
不超過每年200億噸為前提。

另針對流域上、中、下游進行
整體水資源經營規劃，期兼具
強化水資源利用並降低對生態

與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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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國土計畫氣候變遷風
險評估及農地脆弱度評估，
指認調適熱點。

保育國家公園及濕地生態環
境。

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納入
以自然為本的調適策略。
落實都市計畫土地使用有關
防洪、排水及滯洪等檢討。

引導及鼓勵都市更新案件之
基地保水相關設計。

辦理建築物及社區雨水貯集
滯洪設施智慧監控系統研究。

加強流域承洪韌性，並整合
環境及生態改善。

推動雨水下水道建設結合都
市總合治水策略。

土地利用領域
降低氣候變遷對人居環境之衝擊，引導土地利用合理配置

促進土地利用合理配置
追求國土永續發展

對應高風險地區之
供水系統，規劃建
置水資源回收中心
及再生水廠，提升
水資源儲蓄能力。

鼓勵公園綠化，調適都市微氣候。

推廣綠建築標章及木構造建築。

辦理都市熱島及都市風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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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海岸災害、強化海洋環境監測、預警，並確保
永續海洋資源

海岸及海洋領域

完善海水位監測、預警與分析

全面長期進行系統化海域基礎調查，
海洋大數據建置與應用

因應氣候變遷將風險
分析納入海岸計畫檢討

以自然為本(NbS)作法
維繫海岸動態平衡

因應氣候變遷規劃、
建構與管理保育區

海洋碳匯生態系監測
及復育

強化監測

預警機制

強化海洋環境監
測及生物保育

強化海岸
調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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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給及產業領域
建構能源產業氣候風險治理與調適能力，協助能源產業掌握
氣候風險，強化能源系統韌性並確保能源供應安全

發展能源與產業風險評估指引等工具，辦理能源與
產業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訓練，提升業者調適意識。

蒐集國內外調適資訊及能源產業調適策略，整合於
調適平台，並定期發布電子報，協助能源與產業掌
握國際最新調適議題及發展方向。

提出能源與產業調適策略指引，並擴充調
適措施資料庫，輔導業者針對高風險點位
研擬調適策略及措施。

推動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TCFD示範專案，
促使製造業執行調適行動。

能力建構
提升業者調適認知

風險辨識
協助業者辨
識與評估未
來氣候風險

調適推動
輔導業者規
劃調適策略

協助業者鑑別設施受氣候風險
(如淹水、強風)影響程度，優先
推動國營事業(台電、中油) 83

廠(處)氣候風險調適工作、逐步
擴散至民營能源廠家投入。

高溫 乾旱 淹水 強風 坡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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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領域
建立具氣候韌性之農業生產系統，保障糧食安全
並強化生物多樣性，確保永續農業發展

基於自然解方
增強生態韌性

提升農業風險管理
減少農業損失

拓展多元農產業
創造發展機會

農業永續

建構氣候變遷影響下之衝擊評估，累積
農業調適之科學研究與風險評估資料，
掌握我國農業部門所面臨的挑戰

 穩定極端氣候事件下之農業生產供應

 精進因應氣候變遷之災害預警及應變
體系

 降低氣候財務風險，保障農營收入

加強生態系統維護，農業生產環境與資
源結合，推展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增進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以促進調適能力

 發掘兼具調適與減碳之
新興農產業服務、策略
規劃與機制

 升級韌性農業經營模式

 研發氣候變遷相關策略、
風險評估、品種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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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領域
跨部會合作降低氣候變遷及環境污染對健康之影響，發展衛教素材與相關調適作為，
並建立多元關懷措施與管道

強化緊急醫療、防疫
系統及勞工健康保護

提升民眾調適能力確保氣候變遷
下之環境品質

環境長期監測、風險辨識
及污染控管

研析有害生物衍生環境
影響及調適規劃

強化緊急醫療應變能力

擴大疾病評估資料庫之匯併

加強熱疾病危害預防措施之監督檢查與宣導

建置極端溫度的預警及
調適識能機制

透過多元管道宣導高溫
熱傷害及低溫寒流防治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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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為本解決方案目前執行成果

強化運輸系統調適能力

強化教育認知與人才培育：

• 辦理多場教育訓練，並將NbS納入課
程，提升人員調適能力與認知。

因應極端降雨趨勢：

• 國土管理署112年召開座談會，討論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納入自然解方(NbS)概
念。

自然生態系統調適：
•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完成檢討國家濕地保

育綱領，2件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通
盤檢討，及2件新訂之重要濕地保育利
用計畫。

• 推動國家公園自然資源與環境監測計畫
及保育成果推廣。

維生基礎設施領域 土地利用領域

提升自然生態系統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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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外傘頂洲沙灘流失整體防護

計畫因應策略

採用NbS工法，於外傘頂洲南段

設置長突堤、短突堤、排樁等設

施，期望達到攔阻沿岸漂砂功能，

進而減缓灘線後退之目的。

海洋及海岸領域

嘉義縣東石地區(含外傘頂洲)海岸防護試
辦工程—短期應急防護策略

以自然為本解決方案目前執行成果

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領域

推展NbS，提升生態韌性調適力並

維護生態系服務功能與生物多樣性

精進臺灣生物多樣性觀測網，發展國家海域
陸域

生物多樣性指標79項

累計資料2100萬筆

檢討國家濕地保育綱領

增加濕地復育面積14,031公頃

濕地生態系加強管理（重要濕地）

種原保存
種子種原103,020份

無性繁殖種原76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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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8.9永續會第60次工作會議
113年8月9日劉執行長鏡清主持，

報告案二：環境部-「我國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行動之精進策略」

會議結論

一、為全面檢討以自然為本之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納入「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
動計畫(112-115年)」的領域，並確認NbS納入各領域之能力建構及橫向連結

請相關部會補充推動NbS能力建構進展的相關資料，及補充NbS對調適及自然淨增益的具體成效

二、請環境部及農業部全面檢視生物多樣性議題，並研議生物多樣性納入永續會氣候變遷與淨零轉
型專案小組架構事宜，並評估組織調整及定位，提報下次工作會議討論

三、請環境部以國家級角度規劃整合各領域推動重點：

1.評估將生物多樣性成為個別領域

2.依最新發布之「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研議修正下一期調適行動計畫

3.加強以社區為本的調適能力建構

4.於明(114)年編列115年度相關預算及調整各領域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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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成立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執行秘書
副執行秘書

顧問
(2名)

學者專家
4名

公民團體
6名

產業代表
6名

政府機關
8名

賴總統

委員24名

副召集人 副召集人

社會參與平台
以事實為基礎，聚焦
議題、凝聚社會共識

社會溝通的橋樑
若形成高度共識即可形
成決策，如有歧異，決
議請行政部門再研議

政策效能的引擎
府院意⾒

持續雙向流動

113年8月8日總統主持第一次委員會議，

討論案一：環境部彭部長報告
「氣候變遷對全球及臺灣的影響衝擊評估」

主席裁示

一、持續加強台灣因應極端氣候風險的調適機制

將調適工作國際化、主流化、在地化，結合各界力量，
投入經費與資源，挹注科技創新發展與應用，政策整合
規劃，提升國家整體發展的韌性

二、審慎思考評估台灣可以追求跳躍發展的機會

公部門預算一定比例鏈結氣候行動指標，藉由投入穩定
的綠色財政預算，來促成各部門的低碳轉型政策，並帶動
私部門兆元級的綠色投資及碳金融發展

三、從各面向採取積極作為，預作準備

政府必須採取積極的作為，從預警、健康醫療、資源調度
管理及對脆弱群體和易受衝擊產業的照顧，提前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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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會議
113年8月16日副院長主持，

討論案二：環境部-「我國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行動之精進策略」

主席裁示

一、參考國際經驗及導入專家協作模式，建構我國調適韌性的上位指引架構

針對不同面向（國土、社會、產業、社區、健康、國安、交通與能源等），進行複合式的風險評估，分析
較符合我國的衝擊樣態，作為政策評估依據

二、整合各單位針對氣候變遷調適的科研資料

三、各部會依據上開我國調適韌性的上位指引架構，修正現行的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重新盤點法規、投資方向等，並化為未來的調適預算

四、就調適焦點議題進行盤點，先行展示我國調適治理模式

除高溫危害之衝擊外，亦可關注系統性治水之課題

五、請國發會與本院主計總處未來除編撰及盤點淨零預算外，亦應盤點我國調適領域的預算編列

六、請國發會及本院工程會未來相關公建計畫、公共工程等預算，應與調適、韌性相結合，相關國
土治理的資訊，可回饋預算審查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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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工作重點

一.依據113年8月16日「氣候變遷與淨零轉型」專案小組會議結論，
環境部於1個月內邀集各部會召開研商會議，盤點工作分工及推
動策略，再提專案小組討論。

二.檢視以自然為本解決方案納入之領域，並強化橫向連結。

三.本期調適行動計畫執行至115年，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規定，環
境部、國科會及氣象署將進行新一期氣候情境設定，並與相關部
會共同進行調適領域之檢討修正，俾及早啟動易受氣候變遷衝擊
領域調適行動方案及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之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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