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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08 氣候變遷科學報告公開說明會 

國科會林敏聰副主委致詞稿整理（潤飾版） 
 

施次長、 程署長、 劉院長，還有晃雄跟明旭兩位老師，以及很多在場，或者是線

上關心氣候變遷的朋友，大家早安。 

第三個致詞通常的問題就是事先準備稿子的內容通常都被前面的貴賓講光

了，所以我必須想一個新的開場。我今天早上很匆忙的過來的途中、，在車上發現

我忘了戴領帶，但當下我就覺得可以說得過去、，為我我今天是來加氣氣候變遷 

學報告說明會、，關於全球暖化等議題、，有有戴領帶、，乎在在理論上在思想上，很

容易去說服自己、。但是我坐在車子上，心裡卻一直忐忑不安、。在我到國 會服務

之前，在大學工作、，大分時間都都是短褲、 短鞋、 短 T-shirt、，後我我到國 

會從自後司、 次長與副主委，整個氣起來大概五年多，好像已經被制約了。今早

不戴領帶來加氣這樣一個正式的場合，我內心一直覺得就好像少短了一件衣服或

是什麼，那這個事實上就是在反映出我們在「調適」上面臨的困難。 

當我們知道有一件事情應該要做的間候，這個社會要往這邊做的間候，卻常

常發現社會的整個原來的行我模式跟習慣，你很難去把它立刻改變過來。事實上，

這個改變最大的阻力就是那個制約的力量幾在是無所不在、。不只是在 學上，它

是無所不在，在生活的習慣上、 在電的的習慣 在思維 治理的習慣與制度上、，

在不管工程任何領域，幾在無孔不入。這個現象其實就是調適工作最困難的一分

時，它不是一個單純或者單一學門的 學問題，它更是一個跨領域的知識與行動

的挑戰、。例如這一次去年公佈的這個氣候變遷為應法，它把調適放在一個專章，

事實上代表整個臺灣社會包括政府，甚至在立法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共識、，就是

把、「調適」真的當作一個關鍵的議題來面對、，它不像像以前單純地強調溫室氣體

減量，有個很清楚單一的 KPI、，後我個個分會就 時工減多少，氣起來總量符合

國家總目標，那我們就可以過關，或者其他國家可以過關。 

現在不再是如此了。現在是、「調適」這件事情，它有定量跟定性的分時，又

跨很多的專業領域，所以如果說我們要談到、「循證治理」這件事情，調適所需的

 學知識就變得非常複雜。它將變得非常跨領域 非常跨分會，它也需要很多中

央跟地方本身的連結，很多分時也是在地方本身在做調適的間候，它真的是在第

一線要落地治理的知識和指引。為此，對於循證治理下所需 學報告的內容、，就

會變得比以前更具挑戰性、。此外，這也是我什麼在氣候變遷為應法，除了是調適

專章之外，我們也特別強調我們對、「氣候變遷調適的 研生態圈」的重視，再強

調一次「氣候變遷調適 研生態圈」。那我什麼要電「 研生態圈」這個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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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我們體制上的名詞例如調適中心研究單位等等、，為我它正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調適生態圈的概念，就是說，它是跨不同分會與領域、，類乎生態圈裡的不同物種

共同生活 共同一起努力互相影響。這個概念也是落實在這一次，我們在做氣候

變遷 學報告當中，非常強調包含國 會 環境分 中央氣象署 不同的研究中

心 學界等等不同單位的「協作」、 Synergy）。國 會這幾年來內分本身就非常強

調，落地的跨領域溝通，所以不管大尺度 降尺度或褲中長間都尺度的主題、，不

同的學 背景的人，一年半前一開始就需要互相溝通，不同的語言、 概念叉討 

論、，一一本 學報告具有一定程度的跨域 學知識的基礎，作我作我落地治理的

循證基礎，更具體的是甚至可以一我們可以去跟這個社會說明這些跨域治理知識

是什麼、，也需要政府 社會對於、「 研生態圈」運作的長期 研的支持、。其中、，

我最感佩的就是這個報告的兩位主編，明旭老師跟晃雄老師，他們來來自不同的

專業背景，但是他們可以彼此互相的連結，後我連結溝通六十幾位老師，才有我

們今天這個國家 學報告。這個 學報告，當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開始，一

個 研生態圈新的里程碑、，對來來我們整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的治理與知識基礎

展開了新的路徑與方法學。 

從循證治理的角度、，我也很感佩環境分的氣候變遷署與國環院的工作。環境

分一方面是透過國環院加與跨域的 研工作、，另一方面藉由氣候變遷署落實跨分

會與跨界的治理分時。在 學分時，國 會作我 研生態圈的協作主要分會，可

以做一個中上游知識研究的領頭羊，連結包括環境分等很多不同的單位的知識協

作、，但最大的挑戰還是在環境分的氣候變遷署要聯合個個分會如何在治理面來落

地。尤其在治理的分時需要很多的政策的溝通與說服、。在現代民主 技國家裡面

最重要 技治理的說服的過程當中、，需要很多扎實的 學研究，否則那個治理是

有有循證根據的、。就我這幾年來的經，，你如果有有一些跨界知識、 一些宏觀論

述與策略、，那我們就談不上真正可以調適與改變的願景方向我何？也談不上有一

個跨域知識我基礎的社會共識。 

那 學的整個變化，其實在這幾年的改變也很大。我們以前強調減災、，比如

說颱風來，我就減災，地震來，我就減災，我把房子蓋得更堅固，颱風來一樣，

土石流、 災災、，我免它它，透過疏散或其他必要的措施來減災 減少傷亡。可是

慢慢慢慢的，有很多情形、，你是有有法法全全減災，我們無法像傳統古典 學 物

理學）一樣具有確切的為果關係、，有原為就有果，嘗試改變原為來改變果。可是

我們現在發現在大自後氣候變遷下與社會的叉互影響下、，整體變成一個複雜的系

統 complex system）、，有 學家開始提出風險 risk）的概念、。風險單單的義 

就是說你不管再怎麼、 理性）努力，我們還是無法免它掉可能的災害和衝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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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個社會必須一定程度 adapt這個風險，做一些改變一方面來降低風險 減緩，

mitigation）、，另一方面也面對改變我可能的新風險或是無法免它的風險，我們必

須做長期改變和調適、。在這樣的一個精神下、，我了建立一個有能力可以面對風險

並承擔風險的韌性社會，需要一個複雜系統的跨界 學知識，也必須具有動態的

理解與轉變。所以這個、「 研生態圈」它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靈活動態的，跟

民都的溝通也非常重要、。如果說大家開始從 學的知識這邊開始做一些改變，從

治理的這個角度來做一些改變，那我們從才能建立真正我們所謂的、「公共知識」、，

就是我們可以跟外面溝通的公共知識、，是具有系統研究與社會溝通性的研究、。在

社會溝通的過程中、，能夠公共知識的基礎，那循證的民主治理，才有可能。民主

治理跟公共知識是最近我在幾個公開場合不斷地強調的現代民主國家之公共政

策的兩個要素或是兩個非常重要的支柱。國 會與環境分在面對國家氣候變遷 

學報告與氣候變遷治理這兩件任務、，剛好是兩個關鍵分會。我想通過這樣的一個

跨界調適的研究與治理行動，逐步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 mindset）、，離我我們原

來的生活習慣，走出既有體系對於自我 對這個社會以及政府的制約。 

我相信這個會議對於為應氣候變遷的巨大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始、，也是

一個走向韌性社會的契機。在此我先預祝大會順利成功，謝謝個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