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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
計畫(112-115年)

環 境 部
報告人：氣候變遷署署長蔡玲儀

112 年10 月19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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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變遷衝擊

2023年全球溫度為工業革命以來最高
各地高溫、熱浪與極端災害頻傳

資料來源：美國海洋與大氣總署(NOAA)

全球平均溫度變化趨勢(9月份) 全球極端高溫變化(9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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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並重

地
方

中
央

階段管制目標（第10條）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第19條）

部/會/署

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第15條） 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第20條）

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第11條） 調適領域行動方案（第19條）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第9條）

由行政院永續會協調、分工或整合跨部會氣候變遷因應事務 (第8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 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 召集人：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 （第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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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2月15日總統公布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

氣候變遷因應法調適專章

氣候變遷
調適策略

提升國家調適基礎能力

• 政府應推動10項調適能力建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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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項工作項目(78項延續性，48項新增)
預計投入總經費4,116億元

項目
與

經費

目標

 提升維生基礎設施韌性
 確保水資源供需平衡與效能
 確保國土安全、強化整合管理
 防範海岸災害、確保永續海洋資源
 提升能源供給及產業之調適能力
 確保農業生產及維護生物多樣性
 強化醫療衛生及防疫系統、提升健康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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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年)

能力建構

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之調適行動方案

維生基礎設施

（交通部）

工程會

通傳會

經濟部

水資源

（經濟部）

交通部

環境部

農業部

土地利用

（內政部）

經濟部

農業部

海岸及海洋

（內政部）

海委會

交通部

文化部

農業部

能源供給
及產業

（經濟部）

農業生產
及生物多樣性

（農業部）

經濟部

交通部

內政部

海委會

健康

（衛福部）

勞動部

環境部

環境部
國科會
交通部

領域及分工架構

將自然為本(NbS)
納入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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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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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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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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