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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當前趨勢與挑戰 

 

二、公共政策案例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氣候變遷調適之風險溝通網絡 

●共築方舟─推廣氣候變遷調適概念帶動全民共同參與 

●智慧國土-國家地理資訊系統發展政策     

      

三、結語 



一、當前趨勢與挑戰 
                     氣候變遷對臺灣的衝擊   【全球氣候變遷情形】 

【臺灣氣候變遷現象】 

 氣溫→全台↑0.8° /百年 

    都會區↑1.4 

           山地↑0.6 ° 

           西部↑0.9 ° 

           東部↑1.3 °   

 降雨→四季降雨日數明顯減少 

 海平面上升2.51mm/年 

 西南部地層下陷速率7.89mm/年 

台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 

IPCC 報告(1990,1995,2001,2007,2014) 

 地表持續增溫 
 1880-2012年陸域與海域↑0.85 ℃ 

 20世紀升溫橫跨全球 
   中世紀系區域性增溫，20世紀末是跨地域全球性的增溫 

 部分區域降雨量已在增加 

 極端氣候亦發頻繁 

 海平面持續上升 
   1901-2010年平均每年上升1.7mm 

   1993-2010年平均每年上升3.2mm 

 海洋吸收30%的CO2，持續酸化 
 

 全球平均地表溫度變化   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 



─未來氣候變遷趨勢 

 IPCC內MMD之推估，A1B 

 21世紀末臺灣平均↑2.3° 

 其他假設情境↑1.5 - 2.5° 

 未來暖化之現象，存在 

 季節與空間上的差異 

 夏季最高溫>32°日數↑ 

    冬季最低溫<10 °日數↓ 

 氣溫 
• 世紀末升溫至少超過1.5℃，最高可能升

溫4.8 ℃ 
• 2035年前最高可能升溫0.7 ℃ 
• 熱浪發生頻率將更加頻繁 

 水循環 
• 潮濕地區降雨量將會增加 
• 極端降雨將更頻繁與劇烈 

 海洋→世紀末表層海水最高將升溫2.0 ℃ 

 海平面上升 
• 世紀末海平面最高將上升0.98公尺 
• 海平面上升主因為熱膨脹 

【不同情境溫度推估 】               全 球(IPCC)                   /                                   臺   灣 

  全球平均地表溫度預測   未來海平面上升推估 

一、當前趨勢與挑戰 
     氣候變遷對臺灣的衝擊   



 
 
 
  2015年各國簽署， 2016年 1月 1日啟動，明確訂定 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SDGs），其中相當重視氣候變遷行動

(減碳與調適)、能源、水環境等關鍵課題，以確保環境永續發展。 

一、當前趨勢與挑戰 
         聯合國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議程  
        （Agend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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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球風險評估表 

衝擊性 發生機率 

排序 內容 排序 內容 

1 氣候變遷失調 1 大規模難民移
民 

2 大規模殺傷性武
器 

2 極端氣候 

3 水資源危機 3 氣候變遷失調 

4 大規模難民移民 4 國家衝突 

5 能源價格衝擊 5 自然災害 

6 生態系統崩潰 6 國家治理失靈 

7 財政危機 7 失業問題 

8 傳染病大規模擴
散 

8 經濟數據造假 

9 資產泡沫破裂 9 水資源危機 

10 社會動盪 10 非法貿易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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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趨勢與挑戰 
          2016年全球風險評估主要內容亦為氣候 
          變遷等相關課題 



一、當前趨勢與挑戰 
                       強化政府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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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電腦及上網普及率逐年提

升，民眾對於網路的依 賴程度

越來越高，當愈來愈多民眾透

過Web 2.0網站討論公眾議題，

網路民意資料大量成長，促使

政府朝向透明、參與、網路政

策行銷方向發展，並開始應用

網路改善與民眾互動及公共政

策的服務。 

國際環境 

依據103年7月28日「經貿國是

會議」全國大會總結報告之共

同/多數意見訴求「針對公共政

策議題，建議政府參考美國白

宮網站“We the People”，成

立國家媒體提案中心，透過網

路平臺披露政策訊息，強化公

民監督。同時，建立網路社群

參與的標準作業模式，或常態

性的公民線上討論平臺。」 

強化公民監督 

本會於104年2月10日推出「公

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http://join.gov.tw)，作為全民

參與公共事務的常設管道之一。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二、公共政策案例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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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政策案例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氣候變遷調適之媒體風險溝通 

 1天式的培育課程。 

 2梯次的6週式培育課程。 

 動態與互動性的風險溝通平臺 

 實體活動：調適相關演講、沙龍、論壇

及電影賞析。 

 網路活動：needsRADIO廣播節目、

Newsletter電子報、社群推廣。 

二、公共政策案例 
                  氣候變遷調適之風險溝通網絡 



副處長致詞與授課教師 

課程情形 

分組討論
情形 

二、公共政策案例 
                  氣候變遷調適之風險溝通網絡 



建立氣候變遷調適資訊平臺 

推廣調適概念與進行氣候風險溝通，帶動全民參與調適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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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政策案例 
                  共築方舟─推廣氣候變遷調適  
                  概念帶動全民共同參與 



二、公共政策案例 
                  共築方舟─推廣氣候變遷調適  
                  概念帶動全民共同參與 



構  成  要  素 

智慧國土是智慧城市的延伸， 

導入ＩＣＴ協助都市與鄉鎮發展、
環境敏感地山林海岸等監測，以
先進科技全方面提升政府治理效
能及資源有效利用。 

本政策落實智慧國土 
係指完善國土資訊系統發展，
對智慧國土發展構成要素中的
資料-地理空間資料作成貢獻。 

構成要素：包括硬體、軟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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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政策案例 
                  智慧國土-國家地理資訊系統 
                  發展政策  



在2020年時， 

政府能提供具可用性、高
精度、高更新頻率的地理
空間資料，並在健全的法
制取用及協作環境下，廣
泛被各界運用於政府施政、
生活服務及產業發展等領
域，體現智慧善治。 

政府施政 

生活服務 
產業發展 

運用 

Location-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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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政策案例 
                  智慧國土-國家地理資訊系統 
                  發展政策  



政府應致力提升地理空間資料的內容及品質，並強化國家
地理資訊系統感知、分析及回應處理問題之智慧化能力，
落實智慧國土應用。 

 目標: 達成5個Better 

• 對政府有用的決策資訊(decision) 

• 對民眾有感的應用服務(life) 

• 讓資料間能輕易串聯(connection) 

• 提升資料維護的效率
(performance) 

• 拓展資料更多的價值(value) 

 基本原則: 符合聯合國良善治理原則 

資料開放 標準制度 

地理資料空
間即資產 

流通法治 

政府當責 資源效率 

需求回應 網路協作 

1 

2 

3 

4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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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政策案例 
                  智慧國土-國家地理資訊系統 
                  發展政策  



• 本政策為國家地理資訊系統推動
之上位總體政策， 

• 以國土空間為場域， 

• 國土空間發展之各部門為智慧應
用發展領域，包括智慧家園、智
慧環境、智慧農業、智慧衛生福
利、智慧經濟能源、智慧交通觀
光等。 

• 依本政策綱領之願景及目標強化
國家地理資訊系統感知、分析及
回應處理之智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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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政策案例 
                  智慧國土-國家地理資訊系統 
                  發展政策  



天空佈滿雲： 
十朵政府雲計畫 
與民眾息息相關 地面佈滿計畫： 

建置許多資料庫 
提升傳輸速度 
各部會推動 
地方政府推動 

哪一朵雲是
我要的？ 

好多資訊，五花八門 
好像每個我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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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政策案例 
                  智慧國土-國家地理資訊系統 
                  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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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政策案例 
                  智慧國土-國家地理資訊系統 
                  發展政策-花東試點計畫  



• 國發會建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擴大參與規劃，落實政策溝通 

• 提供完善資訊，建構風險溝通網絡 

• 提供更生活化的資訊與溝通方案，讓民
眾更容易瞭解政府政策 

• 強化即時APP資訊服務網  

• 強化由下而上的溝通模式，並注重新興
媒體的影響力  

• 強化公私協力，鼓勵民眾或團體創意提
案  

二、公共政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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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資料更多價值，提升資料維護的

效率，提供民眾有感的施政資訊 

資料間能夠輕易串聯，以提供有用之

環境資訊，提升政府行政及決策效能 

強化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服務， 
建構政府與公民間良善的溝通管道 

三、結                語 
         



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