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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87年蒙特婁議定書針對臭氧層破洞提出警示訊息，

接著全球暖化效應，人們仍無法感受地球溫度可能帶來

的隱形衝擊，直到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於 110年 8月 9日公布《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AR6），指出全球有約 33 至 

36 億人生活於氣候危機高風險的環境，而資料分析顯示

2011至 2020年間的平均溫度已較 1850年至 1900年平均

溫度高出 1.09°C。全球暖化有加劇的趨勢如圖 1、圖 2，

受氣候變遷影響導致全球各地許多極端氣候事件發生，

如近年東非乾旱、北美乾旱和熱浪，歐洲、南亞和南美熱

浪、澳洲水災等，後續評估全球暖化將在近 20年內升溫

至攝氏 1.5°C，多種氣候危害的增加，包含極端氣候災難、

熱浪、生物多樣性喪失等，同時亦可能衝擊能源、水資源

與糧食安全，導致居住地與生物棲地喪失。 

  

 

 

資料來源：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第一組氣候變遷評估報告:「物理科學基礎」 

圖 1、1981-2020 年全球表面溫度資料

分析圖 

圖 2、高度排放情境下（ SSP3-

7.02081-2100 年全球表面

溫度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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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近年受氣候變遷影響造成極端氣溫偏高，全年平均

氣溫於過去百年上升 1.6℃，較全球明顯，且近 30年增溫有

加速趨勢，致使國民健康、公共衛生、學生活動、勞動條件、

能源調度及農糧生產等在未來持續高溫環境風險下更受影

響與衝擊。 

回顧我國 109年因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異常，出現史上最

熱夏季，臺北氣象站出現設站 125 年來的最高溫 39.7 度，

在全臺面臨高溫威脅期間，少雨現象亦同步發生，衍生衝擊

於 110年初經濟部開設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伴隨影響電

力系統備容量率不足，顯見臺灣面對旱象與極端高溫造成衝

擊已相當明顯。 

行政院於本(112)年 5月 22日邀請經濟部、教育部、交

通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機關(單位)召開「極端

高溫災害衝擊對策研討會」，針對氣候變遷分析、高溫潛勢評

估、調適策略及相關應變作為，中央災害防救會報通過新版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優先工作重點，請各部會探析業已

推動之因應措施，並廣邀專家學者採深入且廣泛討論，經綜

整各部會及地方政府之高溫災害跨域衝擊對策初步成效，以

「極端高溫潛勢評估與調適韌性」及「極端高溫衝擊因應對

策」等面向彙整對策，藉此有系統提出應處高溫衝擊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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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極端高溫潛勢評估與調適韌性 

一、近期全球高溫現象明顯 

2021 年 6 月底至 7 月初美國和加拿大西部多個城市氣

溫破歷史紀錄，導致都會區發生鐵路軌道變形，電力系統供

應不足造成基礎設施停擺的問題，並帶來人命傷亡。而整體

環境高溫炎熱乾燥，有加速大面積森林野火蔓延，導致公路

交通中斷並延燒房屋之風險，而農作物因同時受到高溫影響

與野火衝擊，造成生產衝擊。同時熱浪加速加拿大境內洛基

山脈(Rocky Mountains)積雪融化，促使加拿大彭柏頓

(Pemberton)山谷水位快速上升，加拿大森林局（Natural 

Resources Canada）因而發布洪水警告，並對周邊村落發布

撤離疏散令。 

檢視 2022 年夏季期間歐洲地中海氣候區，西歐大部分

地區因極端乾燥且炎熱，出現大範圍的熱浪、乾旱與野火，

這些現象造成農業收成不佳，致生糧食生產下降；水位下降

致水力發電與核能發電暫緩與停機，間接使得部分民眾使用

冷卻系統中斷；道路柏油鋪面因高溫熔化致輪胎於高溫路面

爆胎等。根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報告顯示 2022 年熱浪

期間超額死亡人數約 5.3 萬人。 

2022年全球平均氣溫為 1880 年以來的第 6暖，分析過

去 1911至 2020年來的長期趨勢，全球百年平均氣溫上升趨

勢約為 1.07℃。在全球暖化的背景下，臺灣極端事件發生更

為頻繁又劇烈，近 50年及近 30年增溫呈現加速趨勢，21世

紀初夏季長度已增加至約 120~150 天，冬季長度則縮短約 70

天，且近年來冬季甚至縮短至約 20~40天(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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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圖 3、臺灣冬夏兩季長期變遷趨勢 

受氣候變遷全球暖化影響，未來極端高溫將成夏季常態，

高溫連續超過 10 天將不再是罕見事件。根據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團隊研究，暖化下的升溫將衝擊

臺灣農林漁業，升溫 2℃情境下，水稻將出現明顯減產情形；

對高溫敏感的漁產養殖生產亦受衝擊；對於夏季升溫敏感的

高山森林植群，以高山灌叢與鐵冷杉森林為例，預測適合生

存的面積將於世紀末減少一半。在公衛與健康方面，埃及斑

蚊分布將因暖化向北部延伸，分布範圍也擴增，導致登革熱

發生風險增加；同時冬季空氣品質不良日數亦因暖化而增加。 

二、臺灣極端高溫潛勢評估 

國科會以 IPCC AR6最新臺灣本土降尺度資料推估氣溫，

最劣情境下，高溫達 36℃以上日數於本世紀末增加約 48天；

理想減緩情境下，增加天數降為 6.6天（如圖 4）。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圖 4、臺灣未來高溫超過 36℃空間分布與年高溫日數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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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極端高溫調適韌性 

(一)氣候變遷調適政策 

1、調適行動計畫推動現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已於 107年

與國家發展委員會等 16 個部會共同研擬「國家氣候

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 年）」，內含能力建構、

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利用、海洋及海

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健康

等九大領域，持續推動我國調適工作(如圖 5)。 

 

      資料來源：環保署 

          圖 5、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107-111年)  

2、增訂氣候調適法令： 

本(112)年 2月 15日經總統公布將「溫室氣體減

量及管理法」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正重

點包含納入 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確立部會權責、增

列公正轉型、增訂氣候變遷調適專章等，並強化資訊

公開及公眾參與機制等(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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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保署 

圖 6、氣候變遷因應法調適專章之精神 

3、建構調適韌性機制： 

(1) 提供科學服務應用：追蹤國際間氣候變遷發展趨勢，

將關鍵資訊進行本土化，提供氣候推估資料、資訊、

知識等服務，並建立回饋機制據以精進。 

(2) 氣候變遷調適技術：接軌國際趨勢，精進與更新相關

情境推估模式、衝擊評估工具、數值模式及風險地圖

等資料與工具，滾動檢討調適策略。 

(3) 持續辦理國家氣候變遷行動方案：融入設定國家調適

應用情境、結合氣候風險因子之調適框架、強化推動

調適能力建構事項、研擬過程廣徵意見及提出報告等。 

(4) 接軌科技研究成果：依國科會「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

告 2023」推估，調適應用情境優先採用固定暖化情

境，即西元 2021-2040年升溫 1.5℃、西元 2041-2060

年升溫 2℃;並依據實務經驗檢討調適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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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極端高溫衝擊因應對策 

一、高溫監控預警面向 

(一) 細緻短期高溫燈號監測與預報：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以下簡稱氣象局)自 107 年 6 月 15 日起啟動高溫資

訊燈號分級，分別以紅、橙、黃燈示警，即時監測極

端高溫事件的，提供各級政府相關單位參考使用。另

自 112 年 6 月 15 日起提供更細緻的高溫預警燈號，

採以鄉鎮為單位(如圖 7)，俾利深化各單位依極端高

溫預報資訊提早進行各項防減災作業。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圖 7、提供鄉鎮市區高溫燈號(以新北市高溫資訊預警為例) 

(二) 策進作為： 

1、 增加氣象監測網的密度：分期規劃增設鄉鎮市區自動

氣象站，將既有自動雨量站升級為具監測多項氣象要

素功能的自動氣象站。 

2、 強化高溫推估能力：開發高溫季內至季節尺度預報產

品，發展多元化預報服務，提供跨領域合作單位運用。 

3、 經營夥伴關係：氣象局與健康、環境、農業、水資源、

能源等各部會持續推動氣象跨領域合作，提供極端預

(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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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與精緻多元氣候服務及應用。 

 

二、健康面向-國民健康、傳染病防治、弱勢族群關懷、校

園、勞工勞動場所等調適措施 

(一) 國民健康維護 

1、 擴大宣導預防熱傷害：透過多元媒體加強宣導預防熱

傷害衛教，包含廣播、專文、懶人包、預防手冊、宣導

單張等方式；另函發各中央部會、地方縣市政府及衛生

局、醫院等，提升民眾自我警覺及保護力。 

2、 強化跨域整合與公私協力：因應高溫熱傷害預防機制

及易受傷害族群依「高溫熱傷害防治調適因應指引」啟

動關懷介入措施，啟動戶外活動（路跑等）預防熱傷害

應變措施，並依相關指引停辦活動，達到預防保護效果。 

3、 提升醫療應變措施：高溫預警期間，強化急救責任醫院

落實職場環境監控、人員訓練、病患照護、大量中暑傷

患處理機制，並參考氣象局發布之高溫資訊燈號，優先

啟動醫療應變措施如下表。 

高溫燈號 應變措施 

  黃燈 請衛生局督導轄區醫院，檢視院內應變措施及危機管理作業程序。 

  橙燈 督導醫院環境監控機制與中暑傷患處理準備。 

  紅燈 
即時監控高溫區域醫療機構每日門、急診服務量，強化各區緊急

醫療應變中心與 202 家急救責任醫院之處理機制，維持緊急醫療

服務量能。 

(二) 傳染病防治應變 

1、 強化傳染病監測：透過多項傳染病監測系統蒐集資訊，

將監測資料進行即時分析及共享，並運用新聞稿、致醫

界通函、1922 防疫達人、疾管家等新媒體，對當前高

風險傳染病提出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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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 
圖 8、教育部與氣象局合作建置氣象 APP 

 

2、 實驗室快速診斷：透過檢測和識別病原體，追蹤和監測

傳染病之流行現況，掌握疫情的範圍和傳播途徑，訂定

預防措施、隔離措施和疫苗接種策略，遏止病原體傳播。 

3、 優先藥物整備：針對可能爆發之傳染病預先整備疫苗

及藥物，並於全臺各地方衛生局(所)儲備消毒劑。 

4、 擴大衛教宣導：將受眾分為社會大眾、特定族群和專業

人士等，透過傳統方式(海報、傳單)及多媒體(LINE 官

方帳號、FB、廣告)宣導，運用跨機關、跨領域、公司

協力之夥伴模式，提供民眾正確的保健常識，預防疾病

傳播。 

(三) 弱勢族群關懷 

加強預防高溫保護措施：參考氣象局高溫燈號，適時督請各

地方政府連結民間資源提供風扇、飲水等物資，必要時提供

臨時庇護處所供遊民等弱勢民眾避暑。 

(四) 校園調適 

1、 跨部會熱傷害預防教育宣導：教育部與氣象局合作建

置氣象 APP，提供學校客製化氣溫、降雨、紫外線警

示燈號等 (如圖 8)，並委託國立教育廣播電臺辦理「校

園健康筆記」廣播節目，宣導容易發生熱傷害、中暑之

種類及症狀，並提供正確緩解方法及預防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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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 

圖 9、高氣溫戶外作業熱危害預警行動資訊網及網站宣導資料 
 

2、 戶外課程調整措施：依氣象局發布高溫燈號，針對校園

內體育活動，建議各級學校預防作法如下： 
高溫燈號 建議作法 

  黃燈 學生應避免長時間劇烈運動，進行其他戶外
活動時應增加休息時間、減少日光直接曝曬。 

  橙燈 應減少戶外活動、避免日光直接曝曬。 

  紅燈 應停止戶外活動，並將課程調整於室內進行。 

3、 師生緊急傷病處理：學校訂定校內緊急傷病處理規定，

若師生發現人員中暑等情形，應透過跨單位合作進行

通報、急救送醫等措施。 

4、 學校建築導入綠建築設計：依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

備基準、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採用綠建

築，逐步減低環境負荷與降低室內溫度。 

(五) 勞工勞動場所因應措施 

1、 建立網站專區：設置高溫作業危害預防網站專區，提供

相關指引、宣導影片、海報及單張，並透過多元管道，

如社群網路、廣播等加強宣傳。另建置「高氣溫戶外作

業熱危害預警行動資訊網」，提供查詢所在區域之熱指

數情形，並提供相對的管理措施、熱疾病處置方式等資

訊，以強化勞工熱危害防護知能(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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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大執行高溫勞檢：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戶外溫

度較高之季節實施全國同步勞檢，啟動全面性的監督

檢查，以督促雇主落實戶外作業熱危害預防措施。 

3、 深化法令功能：除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 條

之 6 規定，雇主應視天候狀況提供飲水、調整作業時

間、提供陰涼休息場所等保護勞工之措施，另公告「高

氣溫戶外作業勞工熱危害預防指引」作為行政指導，協

助雇主辨識戶外作業熱危害風險等級及採取危害預防

措施之參考。 

(六) 策進作為： 

面向 重點作為 

國民健康與

傳染病防治 

1、深化地方共同參與推動：依歷年各縣市高溫日數及熱傷

害人次分布之變化，與地方共享數據，強化地方推動預

防熱傷害。 

2、提升緊急調度機制：整合區域緊急應變中心，辦理各項

災害演練，提升緊急醫療應變量能儲備，強化醫療體系

限電的整備，並精進因應熱傷害醫療體系應變機制。 

3、持續推動跨部會合作：由衛生及環保單位共同執行登革

熱孳生源清除作業，透過疫情監控發現確診個案，由地

方政府衛生局進行疫情調查並結合環境保護局進行環境

清消；另「行政院重要蚊媒傳染病防治聯繫會議」由衛

生福利部及環保署共同主持，討論蚊媒傳染病防治對策，

提升跨部會合作防災量能。 

校園 1、推動永續校園環境：國中小學辦理校舍拆建工程，工程

經費新臺幣 5,000 萬元以上之學校，應依綠建築推動方

案規定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以降底熱傷害風險。 

2、校園綠籬：結合本院農業委員會「全國植樹諮詢中心」

資源，提供到校輔導及諮詢服務，以達減碳、降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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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功能恢復之目的。 

3、增設室內運動空間：教育部體育署擬定「學校體育教學

運動場地優活計畫-新建太陽能光電運動場」，並爭取

113-116 年公共建設經費，輔導縣市所屬學校改善，俾

增加室內運動空間。 

勞工 1、擴大熱危害預防專案檢查：規劃「戶外作業熱危害高風

險事業單位專案檢查」，選列高風險之營造工地或從事戶

外維修作業之事業單位，各檢查機構將逐一查核其執行

情形，以督促雇主落實勞工健康安全的保護。 

2、修正「高氣溫戶外作業勞工熱危害預防指引」：本年 6月

勞動部修正指引，重點包括雇主應就危害預防及管理措

施，訂定熱危害預防管理計畫、視作業現場條件加強作

業時間調整、強化體溫、心跳監測及對中高齡及高齡工

作者之健康管理等，協助雇主妥善規劃及採取熱傷害之

預防措施。 

3、提升雇主改善環境之誘因：針對勞工人數在 299 人以下，

且 1 年內曾接受設置之勞工健康服務中心或其他相關計

畫現場訪視輔導者，可補助高氣溫戶外作業危害預防之

裝置、器具或防護具。 

4、跨域整合大數據運用：規劃與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合

作，透過勞保資料與全民健保資料，分析主要氣象因子

變化對相關疾病之健康風險及連帶影響，以利研擬適合

本土之健康調適對策，達到降低氣候變遷衝擊與保障健

康之目的，減少氣候變遷對於勞工之不利影響。 

 

三、糧食面向-農糧作物因應高溫乾旱之調適措施 

(一) 減災措施： 

1、 提供預警資訊：建置農作物災害預警平台及 APP，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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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發生可能性指標、預警資訊及資源。 

2、 加強宣導農民：宣導減災與防災觀念，強化農民自主性

防災及減災能力。 

3、 提高農業用水效率：了解作物最適需水量、精準用水避

免浪費，以及強化區域用水調度。 

4、 發展節能、節水新形態農業：推動農業用水質量合理規

劃，並輔導農民施設節水設施及智慧化栽培設施。 

5、 研發抗逆境品種措施及食農教育：選擇耐高溫、耐旱等

能因應氣候變遷的品種(如圖 10)，並推動在地化食品

和植物性蛋白的消費，以減輕調適負擔。 

 

資料來源：本院農業委員會 

圖 10、耐逆境調適技術研發 

 

(二) 整備措施： 

1、 充裕糧食儲備：儲備供應無虞之稻米儲備量及現代化

倉儲設備，建立災時儲備糧供應機制。 

2、 推動綠色環境獎勵計畫：穩定糧食生產環境，種植進口

替代、提升糧食自給率等重點作物。 

3、 掌握蔬果供應：建置農糧產銷資訊整合平臺，推動冷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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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體系，並建立平價蔬果供應據點。 

4、 強化應變能力及國際資訊蒐集：強化各級政府及農民

團體的災害應變能力，包括加強訊息推播量能、建立聯

繫管道，並協助災後復耕、提供救助措施，並關注進口

大宗穀物的出口來源國，以因應國際糧價波動。 

5、 擴大農業保險覆蓋率：協助農民分散營農風險，並加速

理賠作業，以協助農民儘速恢復生產(如圖 11)。 

資料來源：本院農業委員會 

圖 11、農業保險辦理成果 

 

(三) 策進作為： 

1、 推動永續農業生產模式：鼓勵農民採用有機農業、生態

農業等可持續的農業生產模式，減少對化學肥料和農

藥的依賴，保護土壤資源和生態環境。同時，倡導循環

農業和綠色農業，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和能源的節約，

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2、 提升農業用水效率和節水措施：強化農民對精準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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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行，推動節水灌溉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例如滴灌、

微灌等。同時，輔導農民在灌溉系統上進行改良，提高

灌溉效率，減少水分損失。另外，推廣智慧農業技術，

如遠程監測和自動化控制系統，可以更好地管理用水，

提高用水效率。 

3、 強化抗逆境品種選育：經過品種改良和選育，開發出更

具抗逆性的農作物品種，能夠適應高溫、旱災等極端氣

候條件，提高農作物的生產力和耐受力。同時，推動農

業科技創新，如遺傳改造和基因編輯技術，以提高農作

物的適應性。 

 

四、生態面向-林火風險評估措施 

(一) 精準宣導措施：針對歷史火災高風險周邊地區之租地民

眾造冊列管，並請森林護管員採個別拜訪方式加強宣導，

實地發放防火圖卡等實體書面資料，倘有用火不慎造成

森林火災事宜，依規終止租地造林契約，加強嚇阻力道。 

(二) 強化燃料管理：乾燥季節來臨前，本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將林道、山區營地及重要道路兩旁枯枝落葉與草類等

燃料進行移除工作，並預先噴灑阻燃劑，防範森林內遊

憩活動或人為用火不慎時，釀成森林火災。 

(三) 整備防火線與防火林帶：針對森林火災高風險地區設置

防火線並於乾燥季節來臨前視地被生長情形進行地被

燃料清除，使地表連續性燃料中斷，以達減災之效果。 

(四) 公私協力，防救森林火災：推動公眾參與機制，輔導國

有林周邊社區自主成立森林義勇消防隊，培訓林火知識

與救災技巧，於林火發生初期立即動員趕赴現場搶救。 

(五) 策進作為： 



16 

 

1、 精進林火風險評估能力：運用衛星與氣象資訊進行森

林火災災害潛勢及危險度分析(如圖 12)，並強化災害

事故調查及森林火災風險評估策略，針對森林火災高

風險區域運用災防告警系統或社群媒體發布預警。 

資料來源：本院農業委員會 

圖 12、林火風險評估系統精進 

2、 運用科技提升救災效能：整合局部氣象及預報資料、林

火預警資料、救災資源(含人員、物資、避難收容所等)，

發展數位化森林火災防救指揮系統，以強化救災指揮

與協調效能。 

3、 提升產官學合作：推動森林火災防救基礎研究、燃料管

理及相關防救災技術開發。落實林業工作人員防災訓

練，廣邀其他國家災防相關人員進行知識、技術之交流

與學習。 

五、能源面向-穩定電力供應措施 

(一) 科技化對設備進行巡檢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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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爐管損傷監視系統及內檢：運用鍋爐爐管損傷監視系

統，透過監測及大數據統計資料研判設備狀態，避免事

故擴大並縮短檢修期程；另運用蜘蛛機器人協助機組

歲檢修工作，對於機組細部檢測更為徹底(如圖 13)。 

資料來源：經濟部 

圖 13、鍋爐爐管損傷監視系統及蜘蛛機器人協助機組歲檢修 

2、 紅外線溫度監測系統及線路巡檢：運用紅外線、無人機

等智能工具進行輸、變電設備維護點檢，能更精確瞭解

設備狀態，除減少人力負擔外並可防範事故於未然。 

(二) 事故即時因應措施：當系統遭遇事故，利用已發展的輸、

配電端智慧偵測系統，能偵測故障點外，亦可縮小故

障範圍，大幅縮短搶修時間，措施如下。 

1、 輸電線故障測距系統：運用輸電線故障測距系統，可快

速得知輸電系統發生故障時，故障點位置，能立即派員

前往故障點，進行搶修工作，縮短復電時間。 

2、 饋線自動化系統：運用饋線自動化系統，偵測電系統發

生故障時故障點，並予以隔離，有效縮小故障範圍，能

立即派員前往故障點搶修，縮短復電時間。 

(三) 策進作為： 

1、 強化電網韌性：推動強化電網韌性建設計畫，強化全國

電網韌性，將以分散、強固、防衛等三大主軸，展開各

項強化電網韌性具體作為(如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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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 

圖 14、強化電網韌性之三大主軸 

2、 電能轉移：面對不同的負載型態，調整電力調度思維及

做法，檢視白天供電在太陽光電貢獻下維持充裕，提供

價格優惠為誘因，促使用戶改變原本用電習慣，將夜尖

峰用電移轉至日尖峰用電。 

3、 水力資源運用：因日間有光電挹注，將水力機組集中於

夜間使用，以大甲溪電廠為例，由德基電廠放水發電，

尾水提供給青山、谷關、天輪、馬鞍等電廠發電後，再

依下游需求調控放水，兼顧民生用水與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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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全球氣候變遷下極端高溫事件發生頻率日益增加，聯合

國世界氣象組織特別呼籲，本年全球將面臨聖嬰現象導致全

球海溫異常，預估聖嬰現場將加劇全球氣溫升高，甚至創下

新的高溫記錄。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5 月

份全球氣候報告顯示，2023 年 5月是近 174年每年 5月之全

球溫度記錄第三熱，全球地表溫度比 20 世紀平均溫度攝氏

（以下同）14.8°C 高 0.54°C（圖 15）。在面臨極端氣候情況

下，臺灣高溫環境亦將趨於常態現象，為我國永續發展面臨

重大挑戰之一。 

 

資料來源：NOAA 

圖 15、近 174 年每年 5月的全球氣溫與 20世紀平均值（圖中的零線）相比 

本綜整報告在「極端高溫潛勢與調適韌性」提出 4項強

化機制，「極端高溫衝擊因應對策」提出高溫監控預警、健康、

糧食、生態及能源面向共提出 22項策進作為，以因應氣候變

遷所帶來之衝擊，除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外，更需要持續推

動與精進各項調適策略。為因應氣候變遷引致極端高溫帶來

的衝擊及影響，相關因應措施應持續提前整備，適時啟動，

並落實滾動檢討原則，積極因應極端氣候可能帶來的災害及

突發事件，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並建立韌性的安全國

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