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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的課題

台灣環境變遷與國土永續發展   

台灣國土應有以資源保育為基礎之永續發展規劃與策略，方能確

保在地居民的生計。

台灣空間發展的歷史脈絡、現狀與未來治理：        
《國土計畫法》的落實需要什麼? 

許多不會立即反饋的環境成本與損害常被外部化，而成為他日區

域環境或縣市環境問題的燙手山芋，唯有具遠見的環境治理者、經營者

與生活者，才能體會當前問題的棘手與嚴重度。

錯位的國土如何面對氣候變遷？   

在奠定國土規劃的科學基礎以及決策依據時，先累積足夠數量，

並確保資料品質，提供政府單位在必要時做資料探勘，才有辦法建置決

策支援系統，接下來依據各種假設，進行情境分析後找出最佳政策。

氣候治理的新挑戰-氣候公民典範轉移  

長期政府治理所嚴重欠缺的資訊透明、雙向風險溝通及公民參

與，企業未善盡社會責任的社會觀感等，造成政府、企業與公眾在氣候

治理上產生系統性的鴻溝，不利於全盤的社會轉型，亟待克服。

一葉知秋：連結常民知識與全球變遷  

應該提倡的是「專家知識」與「常民知識」之間的互通有無，科

學家們與一般大眾之間的相互合作與溝通，讓鉅觀的科學知識與微觀的

常民知識，成為相輔相成的關係。

台灣的新興環境問題及挑戰    

面對新興環境問題，我們需要利用更整合的方法，綜合評估與模

擬環境問題，加強評估不確定性的問題、應用生態系服務評估方法、生

態系經營管理方法、預防原則，以協助決策者選擇適當環境策略採取有

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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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之天然災害潛勢與國土規劃  
未來國土空間規劃必須從瞭解環境著手，尊重自然環境之自然營

力作用及環境容受力，掌握臺灣國土環境因全球環境變遷與資源使用改

變所受之衝擊，限制及管理不適當之空間發展結構，以因應全球環境變

遷之衝擊，提供安全的生活環境。

氣候改變中的山地集水區降雨-逕流-輸砂之動態關係

目前及未來可能引起的一系列問題，包含颱風的強度及頻率的增

加或行進速度的減緩，都很可能造成更強的降雨，致使降雨逕流過程的

改變與隨之而來的土砂災害。這個議題對於位於颱風廊道中的臺灣是無

法逃避的。面對這些災害，我們必須充實基礎觀測技術與加強防災能

力，因應無法預測的未來。

氣候變遷對臺灣海岸土地的衝擊   

必須了解海岸的資源面，以及可能必須保護的面向，例如具有生

態功能、歷史聚落保存價值的地方。國家建設海岸地帶或是近岸養殖漁

業的開發時，必須考量極端氣候所可能帶來的環境衝擊。

氣候變遷對臺灣海洋環境的衝擊與因應策略 

儘速設立權責相符的海洋事務委員會，建立臺灣周圍海域海洋環

境資料蒐集與監測網路，以及海洋環境變動的預警與應變機制，加強海

洋環境治理與資源保育。設立海洋保護區，以促進海洋資源保育及生態

系統維護。

氣候變遷下的登革熱擴散風險與調適策略 

評估病媒蚊孳生源棲息的關鍵，需要進一步釐清登革熱孳生源的

本土環境特徵。從永續發展的視野，將都市設施規劃與土地使用的概

念，納入作為登革熱防疫的長期調適策略，以期減緩氣候變遷對於蟲媒

傳染病的致病風險。

全球氣候變遷下公共衛生體系的因應及調適 

政府部門應建置特定的公共衛生核心權責單位，並加強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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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同時應加強環境、衛生與氣候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的聯繫與合作，整

合氣候變遷相關資訊，以供決策者在面對氣候變遷的威脅時，能具備溝

通與執行的能力。

氣候協議新里程 永續環境溫管法   

我國在推動氣候變遷相關政策與做法，主要是考量國際減量承諾（包

容）、減量策略與契機（綠色低碳成長）、生態管理（碳循環）及環境科技

（智財權）等四面向，並以「地球系統思維、低碳科技法律與經濟、在地行

動與責任」等具體行動持續進行。

全球變遷下的低碳電力發展方向 

如何穩定能源及基載電力之供應，已成為我國當前最棘手的問

題。雖然，預估燃料價格之走勢，將隨美國頁岩氣之大量開發而走低，

本文依節能及溫室氣體(CO
2
)減量原則，提出未來低碳電力發展方向。

臺灣地熱能源發展的現況、展望與困境  

建議發展原住民部落的地熱產業、短期5年內加速開發及建造淺層

地熱電廠、政府應投入資源精確調查台灣深層地熱的儲藏量和建造小型

示範電廠、推動地基型熱泵制冷，以減低台北都會區的熱島效應、以及

開發深層和水平高溫鑽井和液裂技術等。

永續水源保育與調適規劃—以臺北水源特定區為例  

受到全球氣候變遷及暖化影響，臺灣降雨日數呈現減少，但極端

強降雨日數激增，加上國土利用欠缺整體規劃，使水源保育與利用的困

難度增高。本文進行關鍵問題分析，並提出永續水源保育與調適之規

劃。

臺灣產業與城市發展的挑戰、威脅及因應之道 

建議設立區域政府取代現有縣市的格局之外，建議區域智慧專殊化的

可能因應策略，以區域為發展主體、以在地特質為核心的政策，按區域發展

路徑，引導研究、創新、與概念性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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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脆弱性與回復力分析臺灣觀光社區的危機因應和歷程發展 

理解社區脆弱性與回復力之實踐，瞭解其因應氣候變遷衝擊的適

應能力與管理策略，是社區觀光永續發展重要的議題。

增進全球變遷下農村調適能力以強化農業生產地景回復力
秉持「全球思考、國家適用、在地行動」理念，依序探討全球氣

候變遷對鄉村社區農業生態系統的衝擊、農業生態系統回復力和社區調

適能力的內涵，透過參與式規劃法，協助農村居民評估在地農業生態系

統回復力和社區調適能力的現況和問題，進而訂定相關增進對策的可行

作法。

動態地形中的地景保育     

為了與國際地景保育發展趨勢接軌，台灣未來應該積極推動設置

地質公園。目前地質公園的名稱已正式放入文化資產保存法的修正案

中，立法院已經三讀通過，總統也已於105年7月27日公告實施，將來可

做為政府各部門在地景保育工作的整合平台。

智慧城市與智慧地球     

智慧地球與智慧城市將是人類未來共同努力的方向，但是需要結

合世界各國的政府、學術界、與企業界的力量共同合作。

國土資訊與環境永續     

國土資訊是環境永續的基礎，其成果直接助益於國土環境的規劃

與保育，也直接強化e化政府的效能。藉由回顧NGIS的推動歷程，檢視

存在的問題及障礙，思考精進的策略，以滿足智慧國土及智慧環境的資

訊需求。

雷射掃描的原理和發展以及應用於地形研究、國土監測與未
來氣候變遷衝擊研究   

建立地形大數據庫，可用於配合不同情境之模擬，分析各種狀況

下可能產生的影響，提供未來政府機構、專家、民眾與權益相關者，進

行研擬因應未來氣候變遷，可能產生衝擊之策略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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