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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研究成果缺乏適當轉譯及行銷推廣，經調查第一線從農者常未獲得相關資訊與工具。
農村社區多認同氣候變遷對農業與社區的衝擊，但農村老化、人力資源匱乏不易組織動員。
政府應多投入相對應的資源，強化共識與調適行動。
各農村環境、社群發展與農業生產差異大，宜推動考量區域差異的各別調適機制，例如：建置地區性作物栽培曆與防災栽培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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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鄉村型社區自主性氣候變遷調適機制
—以宜蘭縣為例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二、研究方法 三、國際社區調適案例

四、研究成果

轉譯符合社區調適資訊

分析宜蘭縣社區動能概況

討論教育訓練暨工作坊
模式、內容與分工

訪談宜蘭縣壯圍鄉新南村、
頭城鎮龜山島社區

辦理教育訓練暨
利害關係人工作坊

瞭解社區背景

蒐集氣候變遷調適科學
及應用工具

確認社區限制
和需求

分析社區認知和調適能力、提出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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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調適歷程

農村社區 漁村社區

氣候認知

調適能力

引用TCCIP資料作為教育訓練內容▲

宜蘭縣調適社區區位圖

 氣候風險持續增加、農村居民的風險認知落差大
 調適科學研究缺乏轉譯為實務調適策略與工具
 傳統農事智慧與在地經驗傳承發生斷層，喪失調適方式的
經驗

 分析國際調適典範(Community Based Adaptation)與指引
 辦理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訓練與工作坊
 整合農委會及相關部會歷年氣候變遷調適科學資訊
 釐清風險認知落差，推動農村調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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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 漁村社區

氣溫
上升

作物「質」與「量」
的下降
雜草、病蟲害增加

漁獲「質」與「量」
的變化；冷水魚種
減產

降雨型
態改變

灌溉用水 無影響

極端天
氣事件

極端高/低溫、旱期&
強降雨造成農損

極端海象增加作業
風險與生產成本

農村社區

 推廣「農作物災害預警平台與推播App」
 推廣「農業氣象資訊查詢平台」
 落實「防災栽培曆」

漁村社區

 增加各種類型之調節性漁產品
 發展生態旅遊分攤部分傳統漁撈風險
 強化永續漁業管理模式，包含落實配額
補撈與建立地區性自主管理組織

 提升海洋食魚文化教育

氣候變遷與調適知識轉譯

社區認知落差及調適能力分析

▲水稻防災栽培曆 (農試所，2017)

調適策略與應用工具：

氣候變遷衝擊：

(農試所，2017)

漁村社區-頭城鎮龜山島社區

利害關係人工作坊分組討論龜山島社區 中華經濟研究院講師
分享漁業變遷情形

壯
圍
鄉

認知降水強度、濕度變化幅度增加、病蟲害日趨惡化

限制經驗缺乏系統傳承、農地價格炒作、農糧政策不利因應

調適重應變輕減災、適地適種&調時種植、溫室、病蟲害防治

需求細緻化在地研究、重視東部發展、設立專區、整合農業氣象平台

認知漁獲量穩定、氣候變遷問題均可透過科技因應

限制漁港腹地狹小、重農輕漁、缺乏漁損補償機制

調適定期社區聚會檢討、箱網養殖、發展生態旅遊

需求講師教學、成立產銷班、訂定公約、加強行銷能力

台北文山社區大學
氣候變遷調適分享

農村社區-壯圍鄉新南社區

分組討論氣候變遷調適相關
議題說明

新南社區 新南社區



因應氣候變遷之水質調適決策支援系統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所出版之氣候變遷第五次評
估報告(AR5)已明確提出人類對氣候系統的影響。本計畫以
臺灣於氣候變遷衝擊中受影響最深之水資源為研究發展主
軸，輔以臺灣氣候變遷調適科技整合研究計畫(TaiCCAT)對
於水資源之調適策略，以目前臺灣氣候變遷調適政策中尚
未探討評估的水質調適策略為研究重點。研究對象為具水
污染指標性河川-二仁溪，在未來全年雨量、豐水期流量及
枯水期流量均面臨大幅減少的危脅下，二仁溪的水質勢必
受到嚴重影響。因此，本計畫開發以水質為實施主軸的空
間資訊決策支援系統，將國家政策與社會民眾需求進行結
合，以達到氣候變遷調適政策面向與社會關係之跨領域統
整目標，藉由整合流域內人口組成、土地利用、災害防救、
社會經濟、民眾健康等面向之衝擊與脆弱度評估建構決策
支援系統。

研究背景目的

計畫主持人：李泳龍
共同主持人：賴信志、紀雲曜、林傳堯、洪慶宜、范致豪、吳佩芝、王献章、蕭鉢
計畫參與人員：范振原、賴力瑋、吳振佑、闕亦吟
計畫編號：MOST 105-2627-M-309-004-

研究方法

1.將TCCIP提供之5km5km氣候變遷情境資料，降尺度
200m200m解析度；
2. 提供TCCIP RCP4.5和RCP8.5情境下之2020-2040年及
2080-2100年資料鏈結水質模式；
3.二仁溪流域河川水質受氣候變遷影響，研發一個可行的
流域民眾對河川水質調適能力評估之模式;
4.建置二仁溪氣候變遷流域資料庫，以提供子計畫相關資
料。

圖一.TCCIP資料運用
研究成果

1) TCCIP氣候變遷5km解析度統計內插至200x200m

a.日降雨量

空間分佈上，取2003/7/23及2003/7/31降雨情形較為明顯

日期作分析；5km解析度動力降尺度至1km解析度，偏山區

雨量區塊明顯增加，顯示1km解析度較能反映臺灣區域降雨

情形；而1km內插至200m解析度，降雨區塊範圍變化不大

(圖二)。

圖二. 5km、1km與200m解析度日降雨量空間分布對照

圖三. 5km、1km與200m解析日均溫空間分布對照

二仁溪主流成果的水質有溶氧(DO)、生化需氧量(BOD)、懸
浮固體(SS)、氨氮(NH3-N)四種汙染指標，圖中的黑線為模式
模擬之值，其他盒狀圖為環保署水質測站在2014年量測到污染
數值情形，其中有些極端數據以先行去除來維持圖表的完整性，
在二仁溪主流總共有七站，來校正、檢驗模擬成果，如圖四。
評估後，流量減少對於BOD水質有關鍵的影響，且在RCP8.5

2080~2100情境下水質將會惡化20%~30%。

2) TCCIP氣候變遷AR5進行二仁溪水質情境模擬評估

成果整合了水污染的排放資料，將水質調適系統以動態方式
即時呈現於地圖系統中。重點工作項目包括異質資料整合、定
義共通資料格式、脆弱度情境模擬、資訊視覺化呈現等。資料
來源整合了ICCP氣候變遷情境之溫度及雨量動力降尺度模擬、
水資源污染、人口、雨量、健康等脆弱度資料等各子計畫之影
響變數，經轉換後以知識圖層的方式呈現，並整合地理資訊系
統，提出並開發二仁溪流欲氣候變遷調適政策支援之展示平台，
如圖五。

4) 二仁溪流域之水質調適平台

圖五. 情境模擬－目前（水質污染），調適參數：50, 50, 50

圖四. 2020-2040年及2080-2100年水質模擬

b.日均溫

5km降尺度至1km解析度，空間分布有明顯改變，主要為
5km解析度在山區原為高溫區塊，經降尺度後日溫降低，而
接近臺南市區一帶，降尺度後日溫提升，為符合實際溫度
分布狀況；而1km內插至200m解析度，溫度分布範圍差異
不大，僅有幾處降尺度後高溫區塊減少。

3) 二仁溪民眾對河川水質調適能力評估
利用問卷調查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包括敘述性統計、相關分

析及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探討二仁溪水質脆弱度之影相因子，
及討論影響因子之權重。在106年3-4月間進行問卷調查工作，
總計獲得243份有效問卷。由問卷資訊研究中，分別獲得飲用
水結構方程模式及灌溉水結構方程模式，所獲得兩個模式均通
過統計檢定，代表模式與資料間具一定水準之契合，且經由模
式中之因素負荷量及總效果值，計算得水質脆弱度影響因子之
標準化權重之總和。作為本子計畫之重要依據，用以探討氣候
變遷之水質調適策略，已可供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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