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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近年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所公布之各項氣候變遷相關報告指

出，人類對地球暖化的影響無庸置疑，地球大氣、海洋、冰雪圈與

生物圈已在發生廣泛且快速的變遷，其程度與各地區的極端天災

是過去數千年來前所未見，如欲控制升溫，全球需於 2050年前後

達到淨零排放，爰此近年國際上有關氣候變遷與淨零排放等議題

之討論程度熱烈，全球目前已有超過 130 個國家宣示或規劃淨零

排放目標，我國也於去(2022)年 3月 30日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

會正式對外宣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與 12 項關鍵戰略，包含

風電/光電、氫能、前瞻能源、電力系統與儲能、節能、碳捕捉、

利用及封存、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資源循環零廢棄、自然碳匯、

淨零綠生活、綠色金融、公正轉型。面對國家整體淨零排放目標，

各部門無不積極響應，其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更提早

於去(2022)年 2月初對外宣布農業部門推動淨零排放之具體作為，

包含四大主軸、19項策略與 59項措施，並提出將提前於 2040年

達到農業淨零排放之積極目標，顯示我國農業部門對於氣候變遷

與淨零排放議題之高度重視。 

亞洲太平洋地區糧食與肥料技術中心 (Food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for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FFTC，下稱FFTC)

及日本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機構(National Agriculture and 

Food Research Organization, NARO，下稱 NARO)於去(2022)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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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7日至 10月 19日合辦三日之「氣候變遷與糧食系統國際研討

會-永續及具氣候韌性農業技術之調適、減緩與氣候資訊之間的協

作」，辦理地點為日本茨城縣筑波市國際會議中心，採用虛實整合

模式，包含現場與線上參加之方式。農委會莊老達處長兼執行長受

FFTC邀請，於研討會中針對我國農業部門淨零排放策略規劃進行

專題演講，推動國際政策交流，FFTC並邀請農委會氣候變遷調適

及淨零排放專案辦公室派員參加，以汲取國際間有關氣候變遷調

適與淨零排放之最新發展趨勢與新知，同時於研討會結束後一天

安排與 NARO負責氣候變遷議題之日本學者專家進行交流。 

二、研討會內容 

研討會目標包含與參加者分享及交換最新關於氣候變遷調適、

減緩及其對全球農業管理和糧食系統影響之資訊、知識與想法，討

論如何利用氣候資訊、整合調適與減緩技術，以確保亞太地區的農

業生產具備永續性與氣候韌性，並藉由分享各國農業部門策略規

劃，以達全球 2050淨零排放目標。期藉由精準的氣候資訊來評估

氣候變遷對糧食系統造成的影響，並在進一步將調適因應措施納

入農業生產過程之時，引進氣候變遷兩大議題「調適」與「減緩」

兩者間如何達到共效之思維。 

本研討會為期 3天，包含兩階段議程，第一階段議程為「糧食

系統對氣候變遷的調適措施；強化協同機制並打破調適、減緩和生

態系統三方之間的權衡效應」，由 NARO 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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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之永續農業和糧食系統研究計畫合作，邀請了來自 8 個國

家(加拿大、中國、印度、日本、墨西哥、千里達、英國、美國)共

16 位講者，針對全球農、林、漁、畜產業及生態環境，提出其觀

察到氣候變遷造成的衝擊及風險預測，並有講者指出全球暖化效

應持續加劇將使糧食作物生產面臨調適上限，生產者將難以承擔

維持相同產量所需支付的成本；而在調適方案部分，則有提出作物

系統和遠洋漁業的轉型調適作為，包含技術創新需求(如引入智慧

技術或物聯網等)，以及農林漁牧之混合生產系統等調適策略，並

針對相關調適與減緩對策進行整體性評估。 

第二階段議程為「氣候變遷對亞洲小規模農業的影響和利用

氣候資訊服務提供的有效調適和減緩措施」，由 NARO與 FFTC合

作，邀請了來自 7個國家(中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

臺灣、泰國)共 13位講者，介紹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協助小農因應氣

候變遷的農業抗災技術與能力，包含亞洲國家應用資訊科技對氣

候變遷衝擊影響進行預測及研發相應之調適技術；並有各國講者

從整體國家視角，分享該國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緩之政策規劃，包含

與利害關係人之溝通、氣候智慧型農業之推動及對調適措施執行

之成效量測等，期強化農業韌性體系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三、出國交流內容 

研討會上由農委會氣候變遷調適及淨零排放專案辦公室莊老

達執行長分享我國農業部門淨零排放策略規劃，農委會於 2021年

9月 1日成立「氣候變遷調適與淨零排放專案辦公室」，作為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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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農業部門因應氣候變遷政策及整合跨機關協調相關事務的專

責單位，並立即召開全國巡迴系列座談進行公眾溝通，於 2022年

2月 9日辦理「邁向農業淨零排放策略大會」，集合產、官、學專

家凝聚共識，擬定「減量」、「增匯」、「循環」、「綠趨勢」4大主軸、

19項策略、59項措施做為農業部門達成淨零排放之具體路徑，並

宣示農業部門將於 2040 年達到淨零排放目標。各主軸說明如下： 

主軸一「減量」：規劃透過精進農、林、漁、畜各產業之碳排

數據，掌握碳排熱點，並藉由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水田溫室

氣體排放，建構精準施肥、用藥、營養及飼餵模式，推廣採用節能

節水之生產設施、機具及設施(備)，建立智能漁業及調整漁撈規模

等作為來強化溫室氣體減量效果，並設定 2040年達到農業部門溫

室氣體排放減量 50%之目標。 

主軸二「增匯」：「光合作用」為大自然精心設計的碳捕捉機制，

農業主管自然產物，農業碳匯將是達成我國 2050淨零排放目標之

重要貢獻項目，依據森林、土壤及海洋三大碳匯來源進行推動，森

林部分將透過辦理國、公、私有土地新植造林，增加森林面積，推

動外來種入侵改正造林、復育劣化林地、更新老化竹林等方式強化

森林經營管理，提高森林碳匯能力，並強化國產木竹材供應鏈及推

動林產品全材利用；土壤碳匯則透過推廣具負碳功能之作物品種，

藉由免耕或低耕犁栽培模式、草生栽培、施用土壤微生物等方式增

加土壤有機質，並建立土壤碳匯量測方法學，建置土壤碳儲潛力分

區圖，強化土壤管理模式；海洋碳匯部分，將透過投入科技研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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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辦理相關基礎研究，完善海洋碳匯基礎資料，包含調查水產動植

物繁殖保育區及養殖漁業之碳匯能力、貝藻類複合式碳中和養殖

模式，並同步強化具碳匯效益海域及濕地之保育及管理模式；碳匯

目標定於 2040年增加農業碳匯 1,000萬公噸。 

主軸三「循環」：本主軸著重於推動農業副產物及剩餘資源再

利用，包含畜禽糞尿產生之沼氣、沼渣、沼液再利用、農林剩餘資

源之資源化及材料化，推動生物炭產製及利用等，並將藉由跨國、

跨企業或跨部會等合作方式，建構可實際商業運轉之營運模式及

跨域循環低碳場域，加強活化農業剩餘資源並提高產業規模，預期

2040 年建立 1,000 場農林漁畜低碳永續循環場域，並妥善加值利

用每年五百多萬公噸之農業剩餘資源。 

主軸四「綠趨勢」：本主軸包含清潔能源與其他助攻型策略，

在清潔能源部分，農委會以「農業為本、綠能加值」為主軸，在不

影響農漁民權益、農漁業發展及生態棲地環境前提下，優先推動農

業設施結合屋頂型太陽光電，再發展地面型漁電共生，同時積極推

動小水力發電及農業剩餘資源轉製生質能發展，期於 2040年達成

農業綠能發電 100%滿足農業用電，並提供全國 40%綠電；此外，

為有效推動整體產業之淨零轉型，需透過政策及誘因機制之設計，

建構具鼓勵性質之淨零友善環境，包含農業綠色金融及碳定價機

制之規劃及推動，另將透過完善主要農產品碳足跡資訊以推動綠

色消費，並開設相關之農業淨零排放教育課程，推廣低碳食農教

育，並培育農業淨零人才，鼓勵農民朝淨零農業生產轉型，帶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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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農業發展，增加農民收入。 

四、結論與建議 

本次研討會採虛實整合方式辦理，為期 3 天共計有 655 位參

加者，分別來自日本、臺灣、菲律賓、泰國、中國、韓國、馬來西

亞、美國、埃及、柬埔寨、約旦、加拿大、印度、越南、墨西哥與

法國，涵蓋學術研究單位、政府部門、教育機構、國際機構、非營

利組織與農民，具有相當之國際交流成效。目前有兩個國際農業組

織將總部設置於我國，分別為 FFTC 與亞蔬─世界蔬菜中心 

(WorldVeg)，建議未來可參考本次研討會辦理型式，於我國辦理以

農業淨零排放為主題之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專家學者來臺交流

分享並提高我國能見度。 

淨零排放屬新興議題，我國農業部門之淨零排放策略規劃快

速且完善，透過於本次國際研討會與各國專家分享達到提高國際

能見度之效，未來除應加大資源投入農業淨零排放科技研發與政

策誘因機制設計外，也應持續積極參與國際鏈結相關事務，包含能

力建構與人才培育、參與或辦理國際研討會、雙邊/多邊交流或啟

動國際合作專案等項目，以期未來我國農業部門可成為永續技術

服務的提供者，並作為其他國家農業淨零排放政策規劃之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