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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規劃背景 
二.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規劃歷程及架構 
三. 氣候變遷科研與政策規劃 
四.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內容 
 

簡報大綱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氣候變遷調適國家行動計畫 
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規劃 



政策之形成 

問題流 政策流 

政治流 

問題流 政策流 政治流 

水患治理特別條例 

國土復育條例(草案) 

管制性法案(非結構性)  VS 工程性法案(結構性) 

受害對象明確，受益廣 VS 受益對象明確，受害廣 

Kingdon (1995-2003) 以美國聯邦政府政策制定的經驗歸納:
問題、政策及政治三種過程。 



反饋 

指標 

預算 

伴奏 

焦點事件/危機 

問題的界定及提出 

氣候變遷政策之問題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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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規劃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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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艾利颱風            2004敏督利颱風 

2009莫拉克颱風 
7 



1990楊希  1992寶莉 1994凱特
琳 1996賀伯 1998瑞伯  1998芭
比絲 

1970芙安  1972貝蒂 
1973娜拉  1974貝絲 
1978婀拉 

2000年以前發生極端強降雨颱風的頻率 
約3~4年一次； 
2000年以後發生極端強降雨颱風的頻率
增加為1年至少發生一次 
 
莫拉克颱風為排名第一的極端強降雨颱風 

極端強降雨颱風統計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製作) 

極端事件愈趨頻繁 
造成台灣重大災害的往往是極端事件， 
而極端強降雨颱風事件發生機率愈趨頻繁， 
行政部門面臨災害風險管理之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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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氣候變遷現象 

（一）氣溫 
 100年來全台平均氣溫上升了0.8℃ (全球是0.74 ℃)，都會區
增加1.4℃，山地增加0.6℃，西部增加0.9℃，東部增加
1.3℃。 

鄰近區域的海溫增加0.9~1.1℃。 

過去50年熱浪發生頻率及持續天數明顯增加，且北部溫度
變化比其他地區高。 

 

（二）降雨與海平面 
降雨日數在四季均明顯減少，時雨量2公釐以下的「小雨」
天數大幅減少，單日降雨量增加，豪大雨日也增加，整體
降雨型態在過去100年中有極大改變。 

台灣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為2.51公釐(全球是1.8公釐)，台
灣西南部地層下陷速率每年為7.89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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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因應氣候變遷調適作為 

 建立國家調適政策架構(APF)及調適行動計畫(NAP) 

      先進國家皆建立國家層級的氣候變遷調適政策架構(policy framework) 、策略(strategy)
作為指導方針 

 英國：The UK Impacts Programme； UK Adaptation  Policy Framework 

 丹麥：Danish Strategy for adaptation to a changing Climate 

 德國：German Adaptation Strategy 

 建立協調推動組織(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for Coordination) 

      因應氣候變遷事涉多部門與領域，需建立一平台(機構)統籌國家整體調適政策，妥善協
調、整合各部門工作，才能有效達成目標 

 英國於2006年成立氣候變遷辦公室(Office of Climate Change ,OCC) ，近期積極設置
高位階之跨政府機關 

 澳洲於2007年底新成立之氣候變遷部（Department of Climate Change）擔任氣候
變遷相關工作 

 德國於2008年建立部會間協調工作小組，由聯邦部長負責 

 丹麥成立為協調平台，整合部門間推動的氣候變遷調適政策 

OECD國家均已依循UNFCCC的建議，採取必要之調適行動，主要
的作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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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UNFCCC) 

溫室氣體減量 

(mitigation) 

氣候變遷調適 

(adaptation) 

京都議定書 

衝擊評估 

調適策略 

附件一、非附件一國家： 
   國家通訊 (NC) 

低度開發國家(LDCs)： 
國家調適行動計畫 (NAPA) 

奈諾比行動計畫 
(Nairobi work programme ) 

2007-2012 

國際調適因應做法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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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之因應__減緩與調適 

      

Schematic from Parry, 2009 

減緩 調適 
 reducing the extent of 

climate change 

 Reducing  causes 

 Reducing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Multi scale actions 

 

 

 reducing the impact of 
change 

 Managing the change that 
occurs as mitigation 
strategies are implemented. 

 

 Multi scale actions    

Let it happen – ignore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biodiversityproject.org/newsletters/Smokestack Pollution.jpg&imgrefurl=http://www.biodiversityproject.org/newsletters/news0103.htm&h=1968&w=3000&sz=244&tbnid=yT7ZzuTdQCK3DM:&tbnh=98&tbnw=150&prev=/images?q=smokestack&start=1&sa=X&oi=images&ct=image&cd=1
http://townhall.townofchapelhill.org/planning/HWCC/hwt zoning closeup.jpg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wen.ncsu.edu/stories/images/upgrade in storm pipes.JPG&imgrefurl=http://www.wen.ncsu.edu/stories/craven1.htm&h=187&w=250&sz=12&hl=en&start=1&tbnid=e2NXz8IGAMHtaM:&tbnh=83&tbnw=111&prev=/images?q=storm+pipes&ndsp=18&svnum=10&hl=en&rls=GGLJ,GGLJ:2006-47,GGLJ:en&sa=N
http://www.usbr.gov/dataweb/dams/images/cleelum1b.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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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調適因應作法 

 歐盟：2007年綠皮書(Green Paper)。在歐盟層級上，採取一個
綜合的、協調的方式來處理氣候變遷調適問題。 

 加拿大：加拿大環境部於2007年12月10日宣布加拿大的「氣候
變遷調適行動」(2008-2011) 。 

 澳洲：宣布以5年時間(2007-2012年) 投入氣候變遷調適行動，
建構「國家型調適行動架構」，並成立「氣候變遷調適中心 
」。 

 荷蘭：2006年3月首次提出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英國：2006年建立氣候變遷計畫，2007年通過氣候變遷法。 

 日本：1997年成立「地球溫暖化對策推進本部」，由內閣總理
大臣（首相）擔任本部長，其環境省於2008年提出國家層級的
氣候變遷聰明調適策略。  

 中國：中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在2007年6月公布「中國
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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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臺灣氣候變遷趨勢推估與資訊平台建置」計畫  
規劃「氣候變遷調適科技推動計畫」  

 
已研訂國土計畫法及海岸法草案  

 
道路、坡地、橋梁、海岸及港灣災害科技研發  
提升颱風及豪雨預報準確率，強化氣候監測及預報能力  

 
針對農業資源與生態環境、產業、災害防救及節能減碳之調適策略
進行規劃，預定召開全國性會議討論 

 
已提出「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 
推動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與調適研究計畫 

 
研擬「國土保安及復育計畫」草案 
持續推動「以國土保育為先的區域重建綱要計畫」   

2009年各部會推動中之相關計畫及法案  

國科會 

內政部 

交通部 

農委會 

經濟部 

經建會 

惟仍缺乏整合性的調適政策綱領，以整合各部門推動之調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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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推動氣候變遷調適之決策 

2009年8月面對國內氣候異常所引發之災害問題，並配合聯
合國呼籲各國重視氣候變遷調適之建議，行政院劉院長指
示: 

經建會(現之國家發展委員會)規劃完整之氣候變遷調適
政策架構（APF），並整合相關部會推動之計畫為及國家行
動計畫（NAP) 

強化行政院永續會功能，作為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政策
推動之平台。 

「減緩」與「調適」政策兩者並重，環保署負責「減緩」
政策之推動與部會協調；經建會負責「調適」政策之部會
協調。 



Knowledge Management 
(PoMs etc) 

Basic understanding 
 
Fundamental natural 
science  
 
How do rivers/lakes 
work? 
 
What is the influence 
of land use on 
ecosystem 

functioning? 
 

Conceptual 
modelling 
approach 

Managing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a Knowledge-based Approach 

Remove or minimise 
the source 
 
Cut the pathway 
 
Protect or remove 
the receptor 
 
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gaps 
 
Understand the costs 
 
Evaluate the 
uncertainty and the 
timeframe 

Turning information into 
knowledge through a (conceptual) 
modelling and risk-based approach 
 
Formulating the uncertainties in 
decision-making 

Social learning through 
Adap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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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氣候變遷科研支持政策規劃及推動 

氣候變遷預測及科研 
• 國家級整合計畫 / 研究方案  

• 國家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 跨領域 / 跨部門研究 

• 氣象及環境監測與資料庫 

協調與整合平台(機構) 

相關部門調適策略 

•國土規劃 

•永續環境  

•災害消減  

•農糧安全 

•水資源  

•公共衛生  

•公共工程 

•生態/資源 

•永續能源 

•… 

科技整合 
與研發 

任務溝通 
與協調 

特殊需求 

關鍵科技 

國家整體性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策略架構 

決
策
支
援 指

導 

因應氣候變遷之 

三大核心議題 



• 氣候變遷及其衝擊 

• 國科會 

氣候變遷 

研究 

• 調適政策綱領(2010-2012) 

• 國家調適行動計畫(2012-2013) 

• 經建會及相關部會 

國家氣候變遷
調適計畫 

• 推動示範計畫(2012) 

• 推動19地方調適計畫(2013- ) 

• 經建會補助 

地方氣候變遷
調適計畫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規劃歷程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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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邀請相關部會、
專家學者、NGO及產
業界代表成立「規劃
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
策綱領及行動計畫」
專案小組 (99.1.29) 
做為推動平台 

8個領域工作分組 

 

  氣候變遷調適專案小組  

海岸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 

水資源 
(經濟部、環保署)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農委會、內政部) 

健康 
(衛生署、環保署) 

能源供給及產業 
(經濟部、交通部、環保署) 

維生基礎設施 
(交通部、經濟部、 
農委會、內政部) 

土地使用 
(內政部、農委會) 

災害 
(國科會、經濟部、農委會、 
國防部、交通部、內政部 )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行
政
院 

「
規
劃
推
動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政
策 

 
  

綱
領
及
行
動
計
畫
」
專
案
小
組  

顧問 

團隊 

專家學者 
NGO 

產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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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目標 

• 決策準則 

 

3-2.未來氣候風險的評估 

•  建立氣候變遷情境 

•  建立社會經濟發展情境 

•  評估面臨的氣候風險 

  （包括風險種類與衝擊對象） 

•  分析天然資源與環境變化趨勢 

•  釐清將面臨的調適障礙 

3-1.現況脆弱度的評估 

•  評估氣候風險與可能 

    的衝擊 

•  分析社會經濟情形 

•  蒐集過去調適經驗 

•  評估脆弱度 

• 彙整調適相關研究 

• 列出調適政策綱領之策略項目 

• 延宕或者不做的影響 

• 針對調適政策綱領之策
略項目進行排序與評分 

• 建立排序準則與方法 

• 是否有預期效益 

• 是否有新的資訊 

• 將調適策略與方法納入發展規劃 

• 執行調適政策綱領之策略 

• 評估政策執行績效 

•界定範疇 

•回顧與彙整脆弱度與調適的資訊 

1.問題釐清  

2.確立目標  

3.風險評估  
（衝擊影響）  

4.列舉調適政
策綱領之策略

項目 

5.評估調適政
策綱領之策略

項目 

6.決策  

7.執行 

• 是否有偏好的選項 

• 是否正確回應問題 

• 將調適政策與方法納入發展規劃 

調適政策規劃流程 
UNDP - Adaptation Policy Framework 



壹、序言 

  一、氣候變遷 

  二、減緩與調適 

  三、國家調適工作架構 

貳、臺灣氣候變遷的未來 

      情境 

  一、臺灣氣候變遷 

  二、未來臺灣氣候變遷推估 

參、衝擊與挑戰 

  一、總體的衝擊與挑戰 

  二、各調適領域的衝擊與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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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101年6月行政院核定 

肆、願景與目標 

伍、調適策略 

  一、計畫體系 

  二、總體調適策略 

  三、各領域的調適策略 

陸、落實執行 

  一、推動機制與行動架構 

  二、配合措施 

柒、結論與展望 

 



未來台灣氣候變遷推估 
（台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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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年平均溫度之時間序列與變化趨勢 臺灣年總降雨日數 （日雨量≧0.1mm）分析 

 以最可能發展情境( A1B)進行台灣空間降尺度分析 

 21世紀末氣溫上升相對於20世紀末，將介於2.0℃至3.0℃之間
，其中北臺灣較南臺灣的增溫幅度略高，春季較其他季節略低 

 多雨期間(夏季)的雨量增加，而少雨(冬季)季節雨量減少 

 颱風個數減少，但颱風增強的機率與極端降雨的強度可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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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國內可能的衝擊 
 

乾旱頻率與強
度增加引發更
嚴重的水資源
問題 

溫度上升導致物種
面臨滅絕之危機 

劇烈降雨強度與
颱風強度增強將
提高洪水、土石

災害之風險，及
破壞道路、輸配
電及用水等基礎
維生系統 

海水位上升衝擊海
岸環境導致沿海國
土退縮 

極端溫度與
降雨改變使
得部分疫病
發生與傳播
型態改變 

溫度升高與降水減
少將威脅糧食產能
與供應鏈 

氣候變遷 

氣溫上升 

溫
室
氣
體 

濃
度
上
升 

降
水
型 

態
改
變 

海平面上升 

熱浪 
乾旱 

暴雨 

土石流 

暴潮 
國土流失 

地表覆
蓋改變 

生態
變遷 

洪災 

農產受損 

空氣
惡化 

災害 

乾旱 

國土 

變遷 

生態 

變遷 

疾病 

糧食 

經濟 

衝擊 

能源 

利用 

能源需求增加 

產業經濟因災害影響
或減量行動而受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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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政策總願景及基本原則 

 氣候變遷調適願景  

  「建構低氣候風險的永續台灣」 

 氣候變遷調適基本原則 

 前瞻思考、政策整合  

 同時考量減緩與調適  

 預防勝於重建、節約重於開源  

 全民參與、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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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國土規劃與管理 策略1  

加強防災避災的自然、社會、經濟體系之能力 策略2 
 

推動流域治理 策略3 

 
優先處理氣候變遷的高風險地區 策略4 

 
提升都會地區的調適防護能力 策略5 

 

調適策略之擬訂，基本有二大思維 

避開 
風險 

降低 
風險 

優先避開高風險區位
或行為，免於遭受氣
候變遷的衝擊影響 

主要透過提升能力來降低風險，
且可分為強化及預防兩種角度
思考，以降低氣候變遷的衝擊 

總體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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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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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調適策略 

跨領域的共同策略，作為各調適領域共同遵循的優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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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國土規劃與管理 策略一 

•同時將減緩與調適氣候變遷的概念融入空間規劃體系，進一步納入各層級的國土計畫、區域計

畫、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管制中，評估氣候變遷的可能衝擊，以調整發展方向，採取因應措

施，並延續落實於後續的國土管理。 

加強防災避災的自然、社會、經濟體系之能力 策略二 

•自然、社會與經濟體系之間的調適能力相互影響，為降低臺灣在氣候變遷上的脆弱度，應同時

強化防災避災的自然、社會、經濟體系之能力，以面對環境變遷與災害風險提高的嚴峻挑戰。 

推動流域綜合治理 策略三 

•以流域為單元，協調整合國家重要河川流域內之水土林資源、集水區保育、防汛、環境營造、

海岸防護及土地使用等事項，優先推動流域整體規劃及治理。 

優先處理氣候變遷的高風險地區 策略四 

•高風險地區面臨水土複合性災害風險增加，考量其脆弱度與復原難度，應優先處理高風險地區，

以減少氣候變遷衝擊與生命財產損失。 

提升都會地區的調適防護能力 策略五 

•臺灣將近80％的人口聚集在都市地區，而相關都市土地的規劃與管理制度缺乏對氣候變遷的回

應，都市地區的氣候脆弱度高，應積極推動氣候變遷調適，以提升都會地區整體調適防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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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畫制定流程 

循序陳報行政院 

研擬政策綱領草案 
(顧問團隊) 

政策綱領討論、協商 
(專案小組) 

修正、調整 

召開各區域研討
會及全國大會廣
泛徵求各界意見 

相關部會 

成立工作小組 
研擬各調適部門行動計畫 

(專案小組各調適部門成員) 

整合提出我國氣候變遷調適
行動計畫，並循序報核 

審議各部會行動計畫草案 
(專案小組)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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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5年為一期，持續進行「滾動式規劃」。 

 第一期計畫年期為102~106年 

 總體調適計畫 

 建構氣候變遷調適的優質基礎。 

 評估氣候變遷風險與調適規劃。 

 推動高風險地區之調適計畫。 

 各調適領域行動計畫 

 8個調適領域共提出399項行動計畫 

 進一步篩選64項優先行動計畫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103年5月行政院核定 



 制訂氣候變遷法律體系 

 規劃確立氣候變遷組織權責 

 建立因應氣候變遷下之經濟與財政 

 提升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強化氣候變遷調適公眾參與與溝通能力 

 

(一)建構氣候變遷調適的優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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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總體調適計畫 

(二) 評估氣候變遷風險與調適規劃 

 推動落實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滾動檢討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與行動計畫 



(三)推動高風險地區之調適計畫-1 

 優先推動北部都會區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研究建立調適規劃的操作分析流程、原則與規範，作為後續其他高

風險調適計畫推動的主要依據。調適主軸包括： 

 暴雨強度增加造成都市人口密集地區的衝擊 

 水資源的整體調度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的坡地災害與資源保育 

 推動機關：國發會、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農委會、衛福部 

 2年內(103-104年)完成北部都會區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1年內(105年)完成調適整體規劃 

30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總體調適計畫 



 推動其他高風險地區調適計畫。 

 主辦機關於北部都會區示範計畫完成1年內完成氣候
變遷風險評估，並依據風險評估結果，於1年內完成
調適整體規劃。 

 氣候變遷調適示範計畫 
 大甲溪、濁水溪上游地區調適計畫 

 西南沿海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調適計畫 

 農業發展地區調適計畫 

 氣候變遷相關急性傳染病監控管理計畫 

 宜花東沿海地區調適計畫 

 離島地區調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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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高風險地區之調適計畫-2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總體調適計畫 



氣候變遷調適之研究 

 為因應氣候變遷衝擊，國科會自99年起推動「氣候變遷
調適科技整合研究計畫」(Taiwan integrated research 
program 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echnology；簡
稱：TaiCCAT)。 

 總體目標在藉由調適科技之推動，形成因應氣候變遷之
永續環境與科技發展之科學基礎； 

 在運作上，係透過總計畫整合環境系統分析、脆弱度評
估、調適治理三組研究能量，因地制宜地建立調適科技
發展與評估方法，從而對於決策所需資訊與流程提出調
適科技推動建議。 



 

LCCR 

資料 

• 氣候變遷實驗室 （LCCR） 

• 氣候模擬能力建構 

 

TCCIP 

資訊 

• 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 （TCCIP） 

• 長期氣候分析 

• 氣候變遷推估情境 

 

TaiCCAT

知識      

智慧 

• 氣候變遷調適科技整合研究計畫 （TaiCCAT） 

• 氣候變遷關鍵議題 

• 監測資料加值分析與氣候情境應用評估 

• 調適治理方法與調適科技知識 

主要服務對象 

民眾 學術 政府 

  

   

   

區域氣候模式建構 

區域氣候關鍵因子 
土地利用 
大氣污染 

… 

初
始
場
、
結
果
驗
證 

先
驅
指
標 

區域氣候情境推估 

外部連結 

氣
候
模
式 

情
境
推
估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能源供給及產業  

維生基礎建設  

土地使用 

水資源 

健康 

海岸 

災害   

TaiCCAT定位 

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 

科技與評估組 (科技部) 

氣候變遷實驗室 
(LCCR) 

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 
(TCCIP) 

氣候變遷調適科技整合研
究計畫 (TaiCCAT) 

環境監測分析 (環境組) 

脆弱度評估 (評估組) 

調適治理 (治理組) 

整合推動 (總計畫) 

國發會 (2012.6)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氣候變遷影響的層面廣泛，除研究發展、落實各領域的調
適策略外，教育宣導與全民參與等皆為不可或缺的重要工
作 

研究發展及資訊整合 
成立我國氣候變遷調適研究的整合平台 

教育及宣傳 
推動「我國氣候變遷調適全民教育計畫」 

全民參與 
整合倡議公私部門與全民參與的調適決策與行動 

地方氣候變遷調適之推動 
35 

強化調適能力之配合措施 
Importance of the  ‘mind ware’ 



學
術 

政
府 

社
會 

知識平台 



推動建置台灣氣候變遷調適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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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適資料庫之檢索及資訊分享。 

2)提供調適工具。 

3)統合調適政策及行動計畫。 

4)國家、區域及地方調適分析與服務。 

5)提供綠色經濟及綠色投資之評估及決策參據。  

平台具備之功能 

參考歐盟推動氣候變遷調適平台(CLIMATE-ADAPT)之推動經驗與功
能，並彙整分析各部會應進一步整合之氣候變遷相關資訊、政策、執
行及評估，完成我國氣候調適整合平台之推動構想與架構。 



推動建置台灣氣候變遷調適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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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平台建置目標 

推動一個整合資料、政策、執行及評估等資訊的整合平台，有效支援調
適行動，以具體落實氣候變遷調適政策，並可作為推動綠色經濟與投資
之評估及決策參據。 

民間 

地方

政府 

中央

政府 

整合各界資源 

提供調適所需環

境資料的掌握 

研析及政策工具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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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參與 

 

全民參與 

分工合作 

專家、學者 

企業 
1.參與政策綱領及行

動計畫規劃 
2.參與政府執行 
3.適時提供專業意見 

民眾及NGO 
1.參與政策綱領及行動

計畫討論 

2.監督政府執行 
3.共同參與，一起調

適 

各級政府 
1.制定國家調適政策

綱領及行動計畫 
2.落實執行調適行動 
3.廣徵意見，適時滾

動檢 



推動地方調適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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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 

地方調 
適計畫推 
動平台 

專家 
輔導團 

地方規 
劃團隊 

縣(市) 
政府 

主導者；決策者；管考者 
合作者；召開平台者 
提供資源、訊息者 



 已完成 
 臺北市氣候變遷調適示範計畫 

 屏東縣氣候變遷調適示範計畫 

 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規劃作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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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1年度核定補助14
個縣市政府 
 基隆市、宜蘭縣、桃園

縣、新竹市、新竹縣、
苗栗縣、彰化縣、嘉義
市、南投縣、雲林縣
、嘉義縣 

 102年度繼續協助其
他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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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