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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3年全球溫度為工業革命以來最高，各地高溫、熱浪與極端災害頻傳，在

我國，受到氣候變遷趨勢及衝擊影響，強降雨增加，且有擴大趨勢；此外，高溫

與乾旱威脅增加，極端高溫天數明顯增加，連續不降雨日數增加。氣候變遷調適

為迫切因應議題，我國已於2023年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當中明訂調適與減

緩推動之分工，且減緩與調適並重，同時新增「氣候變遷調適專章」。 

氣候變遷調適涉及多個部會，國家發展委員會於調適工作，負責督導、審議，

以及整合協調等；綜觀全球主要國家過去就氣候變遷調適的法規制定，以及執行

推動，行之有年，透過他山之石，有助於我國調適之督導整合。 

由於我國與日本水文、地文等環境條件相近，且日本已就氣候變遷調適訂定

專法，連結利害關係人，因此，此次前往日本，汲取政策面及執行面經驗。在政

策面，拜會環境省地球環境局氣候變遷調適室；在執行面，拜訪國家環境研究所

氣候變遷調適中心、地球環境策略研究院等不同推動重點的智庫單位；另一方面，

調適業務亟需龐大資金，於行程中，亦拜訪亞洲開發銀行日本代表處等；透過彼

此簡報與對談，進行調適的深度交流，掌握日本當前做法。 

在案例部分，則安排前往神奈川縣沿海種植林、橫濱國立大學，以及首都圈

外圍排水道等，瞭解執行具有階段性成果的案例，做為後續政策推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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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全球主要國家積極推動氣候變遷調適工作，為深度掌握及探索相關作法，汲取

經驗，擬進行國際交流；由於日本與我國水文、地文較為相近，且日本已設置氣候

變遷調適專法，將調適政策分為三部分：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的基本方向、氣候變遷

調適相關領域別政策，以及氣候變遷調適基本政策，架構完整。 

再者，日本目前將調適工作，區分為七大領域，與我國在調適的領域劃分相當，

惟我國在各領域的整合，刻正面臨整合的挑戰，因此，本計畫前往日本進行參訪拜

會。 

表 1 日本與我國氣候變遷調適領域之劃分 

國家 日本 我國 

領域 

 農業、林業和漁業 

 水環境、水資源 

 自然生態系 

 自然災害、沿海地區 

 健康 

 產業、經濟活動 

 國民生活、都市生活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水資源 

 海岸及海洋 

 維生基礎設施 

 健康 

 能源供給及產業 

 土地利用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此次鎖定拜訪的單位，涵蓋政府部門、政府智庫、民間智庫，以及相關案例的

實地參訪，盼藉由當地產官學研等不同面向的訪問，瞭解其推動的政策面、執行面，

以及最佳範例（Best Practice）等，作為後續國家發展委員會（簡稱國發會）政策

方向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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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說明 

此次出國時間共五日，行程如下。 

表 2 氣候變遷調適之日本東京行程表 

日期 天數 地點 行程 

4/21（日） 第 1天 臺灣桃園→日本東京 搭機出發  

4/22（一） 第 2天 
日本東京→埼玉縣→茨

城縣 

 參訪首都圈外圍排水道（防

災地下神殿） 

 拜會日本國家環境研究所 

4/23（二） 第 3天 日本東京 
 拜會亞洲開發銀行日本代表

處 

4/24（三） 第 4天 日本東京→神奈川縣 

 拜會地球環境戰略研究院 

 參訪神奈川縣沿海種植林及

橫濱國立大學 

4/25（四） 第 5天 日本東京→臺灣桃園 

 拜會環境省地球環境局氣候

變遷調適室 

 搭機回臺 

資料來源：本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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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省地球環境局氣候變遷調適室 

（一）拜會目的：暸解日本的核心氣候變遷調適政策，以及如何推進、評估並協

調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二）日本《氣候變遷調適法》（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ct） 

1. 不同於我國「氣候變遷因應法」內含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兩

個面向，日本於 2018 年 6 月頒布《氣候變遷調適法》（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ct），於同年 12 月 1 日生效實施。 

2. 《氣候變遷調適法》為日本全國範圍內因應和適應氣候變遷的影響提

供了全面性的架構。該法要求制定氣候變遷適應計畫，以減輕氣候變

遷造成的不利影響和增強國家和地方層面抵禦能力的策略。 

3. 該法案的關鍵組成部分包括  

(1)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該計畫由環境部制定並經內閣批准，旨在系

統性地推動調適政策，包括科學研究、資訊傳播以及建立監測和

評估氣候影響的系統。 

(2)公共和私營部門的角色：鼓勵中央和地方政府、企業和社會之間

的合作。鼓勵地方政府制定適合其特定環境、經濟和社會情況的

地方調適計畫。 

(3)科學研究與國際合作：強調科學知識在了解和應對氣候變遷的重

要性。促進與國際機構的合作，以加強調適措施並分享最佳實踐

案例。 

(4)國家環境研究所：該研究所在收集和分析氣候數據、為地方政府

提供技術支援。在制定策略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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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於去（2023）年從第 16 條至第 24 條，明文訂定中暑對策的推動、

中暑對策實施計畫變更、中暑警報訊息、中暑特別警報訊息、指定避

熱設施、防暑推動單位等內容。 

5. 總體而言，日本的《氣候變遷調適法》是一個重要工具，促進政府和

民間採用主動和協作的方法來管理與氣候變遷相關的風險，確保其公

民和環境的健康和福祉。 

（三）氣候變遷影響及評估 

1. 在氣候變遷影響的評估上，主要是從重大性、緊急性、可靠性等角度

進行評估。 

2. 例如在農業、林業和漁業領域，全國氣溫上升導致日本非常重要的水

稻品質下降（白未成熟顆粒的發生、一等米比率下降等)等影響已確

認。從重大性：特別承認重大影響；緊急性：高；確信度：高），因

此日本農業部門調整了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並制定了相關 KPI：高溫

耐性品種的開發與普及，貫徹肥培管理和水管理等基本技術，並訂出

KPI：高溫耐性品種(主食用大米)的種植面積比例 2026 年度目標 18%

（2020 年度時:11.2%）。 

（四）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 日本政府根據《氣候變遷調適法》第 7 條第 1 款制定「氣候變遷調適

計畫」（以下簡稱日本調適計畫），經日本內閣決議通過。日本調適

計畫內容分成三大部份，分別為：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基本方向、氣候

變遷調適相關領域別政策，以及氣候變遷調適基本政策等。 

2.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領域別的架構與我國的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領域架構

有些許的差異性，計畫要求各個領域，需基於可信賴的資訊，推動有

效的調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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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日本 我國 

領域 

 農業、林業和漁業 

 水環境、水資源 

 自然生態系 

 自然災害、沿海地區 

 健康 

 產業、經濟活動 

 國民生活、都市生活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水資源 

 海岸及海洋 

 維生基礎設施 

 健康 

 能源供給及產業 

 土地利用 

3. 個別領域農業、林業、水產業、水環境、水資源、自然生態系統、自

然災害、沿海地區、健康、產業、經濟活動、國民生活、城市生活 7

個領域的 KPI，目前 KPI 是 38 項。至於作為推進氣候變化適應基礎政

策的 KPI，目前是 29 項，例如：根據氣候變化適應法第 12 條制定了

地區氣候變遷調適計劃的都道府縣、政令指定城市數、民間企業調適

A-PLAT 的舉措事例（氣候風險管理、適應商業事例等）的刊登件數和

適應良好做法的累計事例數等。 

（五）日本氣候變遷調適推動組織 

1. 氣候變遷調適室於日本環境省，設置於地球環境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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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截圖自環境省官網 

圖 1 環境省組織架構圖 

2. 日本為了準確掌握和評估調適相關策略的效果，由各領域專家學者組

成的氣候變遷調適應的PDCA方法審查委員會，正在研究各領域策略和

基礎策略的中長期評估方法 ，預為了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設立了由相

關府省廳構成的「氣候變化適應推進會議」，以環境大臣為議長，基

本上每年召開一次會議，迄今召開過 8 次會議（內含 2 次書面會議），

對於短期措施的進度管理，由相關府省廳組成的「氣候變遷調適推進

會議」中，確認各領域措施和基礎措施相關的 KPI 數值，亦包含對應

的預算以及對 SDGs 的貢獻。 

3. 預計在2024年底製作期中報告書，並向氣候變遷調適推進會議報告，

預計以2025年度為目標進行「氣候變遷影響評估」總結報告書，並作

為 2026 年修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之參考依據。 

4. PDCA 是一套循環的流程方法，常用於品質管理，係指規劃（Plan）、

執行（Do）、檢查（Check）、改善（Act）。此一流程方法由美國學



7 
 

者愛德華茲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提出；日本參酌 PDCA，

滾動式檢視其機制，並從中思考進行跨部會協調整合工作。 

（六）日本具體調適案例 

1. 農林水產業：針對水稻進行耐高溫品種的開發與推廣，改變種植管理

方式，徹底落實肥料管理、水管理等基本技術。 

2. 自然生態系：針對陸地生態系統，重點進行高山地區監測評估等工作；

針對海岸生態系統，優先監測及評估珊瑚礁等，透過恢復適應性強、

健康的生態系統，保護生物多樣性，促進生態系網絡的形成。 

3. 自然災害/沿海地區：根據氣候變遷的影響審查防洪計劃，透過各方

協作推動流域防洪；針對沿海地區開發耐用的堤防，沿海防災林等。 

4. 健康：針對高溫發布中暑警報，並根據季節要求採取適當的中暑預防

措施，推動避暑場所；針對傳染病，累積氣溫上升與傳染病爆發風險

變化等的科學知識，持續觀察了解傳染病疫情趨勢，針對幼蟲源、成

蟲滅除等研擬對策。 

（七）支援民間企業適應氣候變遷及國際合作的措施 

1. 環境省協同其他部會，訂定民間企業的「氣候變遷調適指南＿為了應

對氣候風險」，指導民間企業的適應措施的推動方法，置於氣候變遷

適 應 資 訊 平 臺 A-PLAT 上 http://www.adaptation-

platform.nies.go.jp/lets/bus Iness_guide.html。2022 年 3 月 25

日進行修訂，以TCFD 物理風險應對和BCM氣象災害應對為著眼點和方

法等。 

2. 2023 年 6 月設立「EWS 官民合作協議會」，邀請了 50 家以上的企業

（包含氣候資訊服務、氣象觀測機器製作、氣象預測系統開發、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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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遙感技術、損害保險、開發諮詢等專業）。在 ASEAN 地區推動

日本民間企業擅長的早期警戒系統和開展利用早期警戒系統的事業。 

（八）小結 

1. 今年六月以來，日本的高溫熱浪正在影響全國各地，尤其是西部和中

部地區。日本氣象廳已經針對中部地區、關東地區、關西地區、九州

地區和四國多個地區發布中暑警報，攝氏35度以上的「猛暑日」也頻

繁發布，7 月 4 日靜岡縣最高溫 39.3 度，7 月 5 日三重縣最高溫達

39.7 度，均超過氣象紀錄；東京的白天預期會超過 40 度，白天酷熱

持續到晚上，東京出現最低溫超過攝氏25度的「熱帶夜」。政府呼籲

民眾在這段期間不要勉強自己習慣溫度，而是採用「迴避」策略，在

高溫期間盡量待在室內、避免在高溫時段進行戶外活動，就寢時應開

設空調，防止夜間中暑降低死亡率。另外，高溫可能導致交通和電力

中斷，增加野火風險，這也是交通、電力及林業主管機關必須規劃適

當的調適措施。從上述的新聞可證明，日本政府在2023年將高溫對策

特別納入氣候變遷調適法內，實有其在地的必要性，亦證明「減緩」

是全球性工作，而「調適」是因地制宜的在地性工作。 

2. 由於日本之氣候變遷調適主要推動機構係環境部地球環境局之下氣候

變遷調適室，因此在氣候變遷調適預算的掌控度上並無太多的著力點，

一年一次的氣候變化適應推進會議似乎亦無太積極的效能，日方則是

對於我國氣候變遷調適經費如何籌編，以及國發會於氣候變遷調適所

扮演的角色感到興趣。 

3. 日本的企業具有強大的量能，尤其在氣候預警設備方面，因此環境省

借重民間企業的力量，進行跨國合作，將其企業具備的調適相關預警

設備拓展至海外，讓氣候變遷調適也轉化成一種產業發展的機會。目

前是臺灣在氣候變遷調適上較為缺乏，可以借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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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說明氣候變遷調適法的架構 日方說明氣候變遷調適各部會分工 

  

我方進行氣候變遷調適簡報，並介紹

國發會執掌 
雙方共同合影 

照片來源：截圖自環境省簡報、本團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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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國家環境研究所氣候變遷調適中心 

（一）拜會目的：掌握日本政府如何透過智庫單位推動氣候變遷調適的工作，以

及瞭解其所設置的全國性調適平臺。 

（二）氣候變遷調適中心(CCCA) 

1. 國家環境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

簡稱 NIES）轄下設有氣候變遷調適中心（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簡稱 CCCA）。協助地方政府正視氣候變遷調適議題，是

NIES 現階段的重要工作，其職掌包括： 

（1）蒐集、整理、分析及提供有關氣候變遷影響及氣候變遷調適的資訊，

在網路上提供資料庫及活動資訊。 

（2）為都道府縣制定或推動的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提供技術諮詢及其他

技術援助：例如辦理培訓課程，為地方政府提供諮詢服務，發展聯

合研究和支援研究，藉由研討會發布研究成果。 

（3）其提供的支援項目包含： 

A.技術諮詢 

• 訓練課程：對於新進人員提供氣候變遷調適知識的基本訓練。 

• 為各地方政府提供諮詢服務：如何使用規劃手冊去制定地方氣

候變遷調適計畫。 

• 派遣專家講師至相關研討會：就自然災害、健康等不同領域派

遣專家演講，增長相關人員的專業知識。 

• 進行聯合研究與支持研究。 

B.資訊平台 

•透過 WebGIS 傳遞氣候變遷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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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庫。 

• 訪談：不定期的訪談地方調適計畫的公務員、調適行動的執行

企業或地方氣候變遷調適中心人員，並將訪談製作影片放置網

路供民眾參考。 

• 公告活動資訊。 

Ｃ. 建立網路和溝通 

• 定期會議（每年 6次，線上）：分享氣候變遷調適最佳案例。 

• 意見交流會（每年 1 次，現場）：進行執行經驗交流，並嘗試

建立區域氣候變遷調適交流網絡。 

 

圖片來源：截圖自國家環境研究所官網、Googles Translate 翻譯 

圖 2 日本調適利益相關人之角色 

2. 設立調適資訊平臺 A-P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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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調適中心該單位於 2016 年 8 月推出調適資訊平臺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簡稱 A-

PLAT），旨在支持利害關係人採納調適措施。 

（1）平臺提供大量氣候變遷調適資訊，包含基礎知識、法律、計畫、報

告等，科學方面資訊則是提供相關預測、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影響

等，以及企業、地方政府對氣候變遷的做法等。也會針對地方政府、

民間企業、市民這三種類型，提供他們可能需要的資訊。 

（2）平臺提供可視化資料，資料類型包含 GIS 檔案、CSV 數據、圖表等，

讓政府在制定計劃時能夠活用資訊；另外，也會運用圖片方式分享

資訊，例如針對中暑問題以圖表方式提醒民眾，透過插圖讓民眾更

了解相關問題的原因、可能造成的問題，以及採取對策。 

（3）透過線上、實體會議建立聯絡網，在會議上分享調適工作遇到的難

題與相關成果等。 

 

圖片來源：截圖自 A-PLAT 網站 

圖 3 氣候變遷調適資訊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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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地方氣候變遷調適 

在日本氣候變遷因應法中，希望地方政府能扮演的角色包括下列幾

點： 

（1）制定地方調適計畫（Local Adaptation Plan，簡稱 LAP）：氣候變

遷的影響與可能的調適措施會因地理位置、氣候、文化、社會經濟

條件等而異，所以個地方必須建立起自己的調適計畫。截至 2024

年 4 月 17 日，日本已有 47 個都道府縣和 232 個市町村制定地方氣

候變遷調適計畫（Loc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lan，簡稱

LCCAP）。 

（2）建立地方氣候變遷調適中心 Loc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Center（LCCAC）：該中心的功能是提供該地區氣候變遷的資源和

研究，並協助地方政府如何運用當地資源在執行氣候變遷調適相關

工作。截至 2024 年 4 月 1 日，日本已有 44 個都道府縣和 20 個市

町村設立 LCCAC。根據近年推動的階段成果觀察，由學研單位協助

推動氣候變遷的工作，執行成果較佳（相較於由地方政府推動，或

由非政府組織推動）；此外，如果以地區劃分，長野縣、茨城縣，

以及歧阜縣推動的成效顯著，為值得學習仿效的地區代表。 

（3）促進當地利害關係者政府、大學、研究機構、當地企業間的討論及

共同推動氣候變遷調適。 

（4）啟發公民和地方團體的氣候變遷調適意識，向社區內的關鍵人物傳

達必要的資訊。 

（四）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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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這次訪問，我們了解到雖然日本已經訂定氣候變遷調適專法，成

立氣候變遷調適中心，並成立整體而言，日本推動氣候變遷調適，面

臨若干挑戰，包括： 

（1）對於氣候變遷調適和衝擊的科學知識，尚未被完全應用於政策制定

之中。 

（2）地方政府間的跨部門合作未盡理想；尤其是日本政府有輪調制度，

故基層公務人員不會長時間停留在同一個單位，因此氣候變遷調適

中心(CCCA)必須要不斷地對新到任同仁進行教育訓練，地方政府在

處理氣候變遷調適工作的經驗也很難以累積。 

（3）氣候變遷調適意識低落，可能僅止於氣溫變化或降雨密集，但未認

知是氣候變遷調適。根據 NIES 所做的調查，氣候變遷調適對於民

眾仍是陌生的名詞，處於啟蒙時期，大約僅 6%民眾瞭解氣候變遷

調適。 

（4）因應上述情況，日本目前的努力方向為：以更易於理解的方式提供

訊息；加強網路通訊管道；以及增加分享最佳範例等。 

  

雙方進行交流 
日方說明其調適平臺網頁之瀏覽人次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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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聆聽我方簡報 我方致贈紀念品給日方 

 

拜會開始前，雙方共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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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球環境戰略研究院 

（一）拜會目的：汲取日本相關調適與國際合作案例 

（二）日本地球環境策略研究院 

1. 日本地球環境策略研究院（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簡稱 IGES）於 1998 年在日本政府倡議下成立，以回應

在京都舉行的第三次締約方會議（COP3），為一國際智庫單位，其自

我定位為改革推動者。 

2. 該院涵蓋14個研究領域，主要目標為加速實現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永續

行動，除了在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生產與消費、生物多樣性與森林、

調適與水環境四個領域進行實務研究外，IGES 還成立專注於商業、城

市和金融的工作小組。 

3. 總部位於神奈川縣的葉山，並於日本境內、外設置據點，如關西研究

中心（兵庫縣）、北九州城市中心和東京永續發展論壇，以及曼谷區

域中心和北京辦事處。 

4. 積極透過支持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政府間生物多樣

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科學政策平臺（IPBES）等國際項目，以及與主要

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

社會委員會（UNESCAP）、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部（UNDESA）、亞洲

開發銀行（ADB）、糧食及農業部聯合國組織（FAO）及聯合國大學

（UNU）。整體而言，是日本當地極為國際化的智庫。 

（三）亞太氣候變遷調適資訊平臺(AP-PLAT) 

1. 亞太氣候變遷調適資訊平臺（ Asia-Pacific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 , AP-PLAT）成立於 2019 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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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亞太地區的夥伴關係，為氣候風險資訊決策與調適行動提供一個平

臺。提供科學資訊/知識、調適工具、能力建構。 

 

圖片來源：截圖自 AP-PLAT 官網 

圖 4 AP-PLAT 三大主要活動 

2. IGES 與日本環境省和國家環境研究所合作，持續在促進夥伴關係並制

定《2023-2025年行動框架》。IGES開發多種E-learning內容及能力

發展培訓，例如減少災害風險的概念等相關線上課程，並正在制定

2023-2025 年 AP-PLAT 能力發展計畫策略。 

 

圖片來源：截圖自 AP-PLAT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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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AP-PLAT 電子學習課程 

3. IGES 分享其執行調適的案例，主要議題包含： 

（1） 促進原住民、傳統與地方知識（Indigenous, Traditional, 

and Local Knowledge，簡稱 ILK）系統：由於 ILK 系統容易

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若未保存 ILK，且缺乏傳承給年輕一代

的激勵措施，恐失去ILK。因應這項潛在的風險，IGES協助識

別、記錄 ILK 系統，發展由下而上的調適創新方法與工具。 

（2） 跨境氣候風險：例如氣候變遷對某一國家農業造成影響，會

影響其他國家的食物供給，此為潛在問題，且有擴大的跡象，

惟目前鮮少有跨國解決方案，因此，透過跨境氣候風險研究，

經由改善跨國氣候風險評估，以加強調適規劃，以及加強區

域調適規劃與合作，解決跨境氣候風險問題；再者，搭配公

共科學政策對話與資訊共享活動，促進各利害關係人的能力

建構。 

（3） 氣候變遷引發的安全環境轉變與日本外交安全方針分析：由

日本外務省所支持，為期三年，且從多個面向切入，包括：

能源安全、糧食安全、人員流動性，氣候變遷調適與安全的

連結，以及地緣策略結構變化與海洋安全等五個面向著手。

以人員流動性而言，因氣候變遷造成的遷徙，可能對社會帶

來不穩定的衝擊。由此顯示，氣候變遷調適已從國家安全的

角度，檢視調適可能對國家安全帶來的影響。 

（四）小結： 

日本是在國際組織上非常活躍的國家，在氣候變遷領域亦需要有國際

性的專業智庫支援相關國際倡議的制定及國際交流活動，日本地球環境策

略研究院的成員網羅世界各地優秀研究人員。總體而言，日本地球環境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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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研究院算是負責國際交流的工作，而日本國家環境研究所則是負責國內

的教育訓練工作，可達相輔相成互相支援的效果。對於缺乏國際舞台的臺

灣而言，似可透過參與日本地球環境戰略研究院的研究或交流活動，學習

氣候變遷調適及永續發展的相關知識與最佳案例，並且提高我國在氣候變

遷國際活動的參與度與能見度。 

 

拜會結束前，雙方共同合影 

 

日本地球環境策略研究院為綠建築 
資料來源：本團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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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亞洲開發銀行日本代表處 

（一）拜會目的：瞭解亞洲開發銀行業務，以及後續與亞洲開發銀行調適金融窗

口進行線上會議的可能性。 

（二）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簡稱 ADB） 

1. 設置：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簡稱 ADB）成立於

1966 年，致力於消除極端貧困，創造繁榮、包容、能抵禦氣候變遷和

災害等衝擊的永續亞太地區組織。 

2. 成員：ADB 總部位於菲律賓，由 68 個會員國組成，其中包括 49 個亞

洲地區的會員國，以及19個非亞洲地區的會員，如英國、美國。全球

有 31 個據點。 

3. 臺灣參與：臺灣原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名義加入，

是亞銀創始會員國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ADB後，於 1986年名稱

被改為「Taipei, China」。1997 年香港回歸後，為表與香港地位不

同，首創「逗點後不空一格」的「Taipei,China」寫法。 

4. 日本角色：日本為最大出資國，歷任行長（10 位）皆由日本代表出任，

日本代表處（Jap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簡稱 JRO）在其中

扮演舉足重的角色。 

5. 業務：主要透過貸款、捐款和技術援助，以及擔保、股權投資和民營

企業計畫，支持其開發中會員國。 

6. 氣候變遷：ADB 曾承諾於 2030 年，75%業務將用於支持氣候變遷（包

含減緩及調適）；於 2021 年宣布，至 2030 年其氣候融資目標提高到

1,000億美元，其中340億美元用於調適及韌性。如以各年度區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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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2019 年用於氣候變遷調適的資金比例不高，主要仍以氣候變

遷減緩為主，惟近年調適比例逐年增加。 

 

資料來源：翻攝自亞洲開發銀行簡報 

圖 6 亞洲開發銀行氣候融資概況 

（三）ADB（2030 Strategy） 

1. ADB 介紹其 2030 策略（2030 Strategy），在七個營運的優先領域方

面，涵蓋食品安全、減少不平等、加速區域合作、促進性別平等、打

造更宜居城市、強化治理及機構量能，以及因應氣候變遷、建構氣候、

災害韌性和加強環境永續性。換言之，氣候議題是其視為關鍵的議題。 

2. IF-CAP 

（1）為了達到 1,000 億美元用於氣候議題的資金，ADB 透過增加資源，

以及更為創新的方式，以擴大資金融資貸款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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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DB 理監事會於去（2023）年 4 月建立 Innovative Finance 

Facility for Climat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簡稱 IF-CAP）；

根據 IF-CAP 的架構，該計畫由 ADB 和合作夥伴進行財務擔保，即

為主權貸款組合提供擔保，如果組合中的借款人違約，合作夥伴將

協助承擔部分損失。 

（3）好處是 IF-CAP 可減少 ADB 因信用風險而需持有的資本，從而釋放

資本，以大幅增加對氣候項目的貸款。IF-CAP 的每一美元擔保都

將帶來新貸款的能力。可達到 1 美元擔保，產生高達 5 美元的新氣

候貸款。由於其乘數效應，該機制帶來根本性的轉變。 

（4）在合作夥伴方面，初期是丹麥、日本、韓國、瑞典、英國，以及美

國。ADB 正與義大利和其他潛在合作夥伴（例如雙邊和多邊來源、

基金會、民營單位、慈善機構等）討論，以促進氣候投資。 

（5）對於發展中成員體，IF-CAP 將加強發展中會員國訂定低碳和調適

策略的能力，以建立更廣泛的潛在投資管道。 

3. DMF 架構 

（1） ADB 針對所有的專案，都會評估其報酬及成效，其採取設計及

監督架構（Design and Monitoring Framework，簡稱 D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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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亞洲開發銀行之設計及監督架構指南 

圖 7 亞洲開發銀行之設計及監督架構 

（2）DMF 主要分為產出（output）及結果（outcome），且針對產出及

結果，皆有相關績效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透過該架

構，以降低相關風險。在 DMF 架構下的四個關鍵項目資訊如下： 

 投入或主要資源、活動或任務組、專案交付的產出， 以及將實

現的結果； 

 用於衡量成果實現情況、要實現的目標以及當前績效的績效指

標； 

 每項指標的資料來源和報告機制； 

 不利於成果實現的風險，以及成果背後的關鍵假設。 

4. ADB 理解本團隊對於調適資金的配置，以及技術支援的細節，因此，

ADB 代表後續亦引薦馬尼拉辦公室同仁與本團隊進行線上會議。 

（四）小結 

在拜訪的過程中，雖然亞洲開發銀行成立的宗旨是在投資開發中國家，但對

於每一項計畫都有客觀嚴謹的審查標準，在財務績效上不會設立太高的目標，

但是在經濟效益上則設有高標準，十分適合公共投資的評估上予以參考。 

 



24 
 

 

我方致贈紀念品給日方 

 

拜會結束前，雙方共同合影 

照片來源：本團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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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首都圈外圍排水道 

（一）參訪目的：瞭解如何透過地下防洪設施，降低對東京的災害。 

（二）首都圈外圍排水道計畫 

1. 東京因地勢較低，在雨季和颱風來襲時易受洪水破壞，因此，日本政

府打造全球最大地下防洪設施，以因應任何潛在的災害。此加壓蓄水

池位於埼玉縣的春日部市，距離東京市中心約32公里；春日部市從路

面上看來是一般的市鎮，然而，地底下卻有巨大的結構作為防洪排水

設施。 

2. 由剖面圖來看，琦玉縣的中川與綾瀨川流域，被利根川、江戶川、荒

川等大河包圍，呈現如碗盤般地形，由於河川坡度平緩、水流速度較

慢等因素，容易導致積水現象，故該地區長期受水災所苦。 

 

照片來源：截圖自首都圈外圍排水道摺頁簡介 

圖 8 琦玉縣中川與綾瀨川流域地形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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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都圈外圍排水道主要機制 

1. 加壓蓄水池和排水道系統，以「防災地下神殿」聞名，官方名稱為

「首都圈外圍排水道」。混凝土排水道系統，深 50 公尺、隧道全長

6.3公里，也被稱為「地下隧道」。其建造期間為1993年至2006年。 

2. 此複雜的防洪設施，主要由「豎井」、「隧道」、「調壓水槽」、

「排水泵」4種裝置構成。 

3. 除了第 1 豎井之外，其餘 4 座豎井各自將倉松川、大落古利根川等流

域的洪水，透過隧道送到第 1 豎井，再送進條壓水槽。在暴雨期間，

水會進入豎井、沿著地下隧道流動，之後進入加壓蓄水池，並注入江

戶川。 

 

照片來源：截圖自首都圈外圍排水道之導覽 APP 

圖 9 首都圈外圍排水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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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截圖自首都圈外圍排水道之導覽 APP 

圖 10 首都圈外圍排水道之排水模擬 

（四）首都圈外圍排水道設施 

1. 入內後，可以看到有著巨大的立柱，以及有如神社般的巨大地下空間。 

2. 豎井：共由五個大型豎井組成，第1豎井深度為70m、直徑約30m，此

規模足以容納一架「太空船」或每一座「自由女神像」。 

3. 調壓水槽：調壓水槽是一座長約 177m、寬 78m、高 18m 的巨大蓄水池，

當排水泵緊急停止運轉時，負責調整水壓之用。 

4. 排水泵：又稱為首都圈外圍排水道的「心臟」，為順利將調壓水槽內

的洪水排入江戶川，總共有 4台排水泵。 

  

調壓水槽支柱 調壓水槽支柱 



28 
 

  

監控排水系統的中央控制室， 1F 接待處 

  

1F 集合廳面板前，進行設施摘要，以

圖片說明排水結構等 
調壓水箱入口 

 
 

調壓水箱樓梯 調壓水箱 

 
 

地下隧道 水泵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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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槽地面層多功能草地 豎井內部 

 

本團隊於地下排水道合影 

照片來源：首都圈外圍排水道官網、摺頁簡介、本團隊攝影 

（五）減災成效 

1. 日本透過首都圈外圍排水道將春日部市內的倉松川、大落古利根川等

5 個中小型規模河川水量導入江戶川使周邊地區發生浸水的土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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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房屋戶數大幅減少，擺脫長期以來的洪水威脅，受災情況明顯改

善。 

2. 防洪設施每年約排洪七次，可以為暴雨導致的巨大降水分洪，防止雨

水淹沒流域和市區（東京以北地區）街道，為東京地下的現代工程奇

蹟。排水量最多紀錄是在 2015 年 9 月第 17 號、18 號颱風時，高達

1,900 萬 m
3
。 

 

 

照片來源：首都圈外圍排水道摺頁簡介 

圖 11 外圍排水道完成前與部分開通後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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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來源：首都圈外圍排水道摺頁簡介 

圖 12 排水道系統與江戶川俯瞰圖 

（六）小結 

1. 日本首都圈外圍排水道為迄今全球最大、最先進的地下排水系統之

一，為一項長期規劃與持續投資之成果。日本政府在制定防洪政策時

之長期規劃，與確保充足的資金投入，為值得學習之處。 

2. 日本在首都圈外圍排水道中採用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如高效排水泵與

中央排水系統。顯示出先進技術、設備的引進與採用之重要性，可有

效提高防洪系統的效率與可靠性。 

3. 日本首都圈外圍排水道防洪設施，在沒有洪水流入之際，開放一般民

眾參觀，除了可強化公眾對防洪設施的認識與理解之外，且也提供不

同的體驗課程，引導參與者了解相關排水設施的功能與作用，透過多

種途徑進行公眾教育與宣導。我國未來可參考透過多元化的方式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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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公眾教育及參與，提高居民對氣候變遷調適與防災之意識與應對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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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奈川縣沿海種植林及橫濱國立大學 

（一）參訪目的：前往海岸造林種植園以及校園，瞭解造林結構，以及如何發揮

防災功能。 

（二）宮脇生態造林工法 

1. 極端氣候造成土地表層鬆動不穩定，土石流時有所聞，植林可吸收二

氧化碳，並穩定土表狀況，甚至吸附泥土污染物、改良土質，營造對

生物有利的棲地環境，一舉數得。 

2. 二十世紀初在美國於20世紀初建立的造林，偏重以工業生產手段，大

量植林及伐林，取得最大經濟效益；如今植林觀念更重視健康生態系

的營造，「宮脇生態造林工法」（Miyawaki Method，簡稱宮脇法）

由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宮脇昭（Miyawaki Akira）教授所倡議，可快速

營造生態系，且建立健康、具有韌性的生態系。 

3. 作法為慎選樹種，將種子於培養罐中發芽並生長 2-3 年，以培養出較

強壯根系。準備工作完成後，下一步驟是進行潛在植被的樹種幼苗種

植，同時混合著其他樹種，每平方公尺 2-3 個樹苗較為宜。再以有機

物覆蓋，如稻梗，以防土壤沖蝕。往後兩三年，必須去除雜草，所除

去雜草可直接利用為覆蓋物。長久下來，在不須澆水、施肥及農藥下

形成密集而混合的本土植物聚落，即「宮脇法」。 

4. 「宮脇法」與一般造林地不同之處在於，一般造林反覆砍伐，容易造

成水土流失，且因物種單一，威脅生物多樣性，防護需花費大量經費；

然而，「宮脇法」接近天然，大幅減少一般造林的缺陷。現已廣泛應

用到學校、發電廠、鋼鐵廠、鐵路、公路、荒廢土地、礦山、住宅區

等地。惟宮脇教授年事已高，近年來多為其門生目黑伸一博士執行植

林任務者，此行亦由目黑伸一博士向本團隊詳細介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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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95 年神戶大地震時，無數建築物與高架道路損毀，但以「宮脇法」

栽種的樹木因多為長青闊葉樹種，沒有因此倒垮，雖樹種用途為防火，

但地震來時成功阻擋屋頂及樑柱掉落，留出空隙讓生還者逃出瓦礫堆，

發揮救災功能。 

（三）小結 

「宮脇生態造林工法」的核心在於創造出一個沒有人為干擾之下應該有

的生態環境，帶領我們參訪的目黑博士強調造林不僅是種樹，更重要的

是恢復和保護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和功能，選擇適合當地生態環境的本地

樹種，並且考慮到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 

他同時也強調，造林應該考同時考慮多種功能，除了生態保護，還包括

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例如結合經濟樹種和生態樹種，既保護環境又提

供經濟收入。當地社區的參與和支持是造林計劃成功的關鍵。這包括教

育和培訓當地居民，讓他們了解造林的益處和技術，並積極參與其中。

這應該是以自然解方處理氣候變遷調適議題的一種很好的案例。 

 

  

神奈川縣沿海種植林 神奈川縣沿海種植林 



35 
 

  

橫濱國立大學種植林 行程結束前，與目黑深一博士合影 

照片來源：本團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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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一、觀察與心得 

（一）日本與我國執行氣候變遷調適之路徑相似 

根據此次拜會日本執行氣候變遷調適相關單位，觀察到日本與我

國在氣候變遷調適的推動路徑與我國有若干相似之處。 

1. 政策制度面：政策先行推動多年，後始有法源依據 

以日本為例，過去即著手氣候變遷調適的工作，且自 2010 年起，

即開始推動，然而，直到 2018 年始有《氣候變遷調適法》，且於去

（2023）年修改，把對民眾最為迫切、感受最強烈的的中暑相關因

應納入。 

我國則是自 2013 年起，分階段推動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或計畫，目前已邁入第三階段（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2023-

2026）；不過，我國直至去（2023）年將《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修法，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後，甫明文將調適納入。 

2. 推廣宣傳面：民眾對調適的意識明顯不足 

在推廣宣傳方面，日本透過其平臺，提供詳細資訊，鼓勵各界

瀏覽，但仍有感於民眾對於調適知識的不足，根據其統計，日本僅

6%民眾認知到氣候變遷調適。 

除了對於民眾的推廣以外，日本亦花費相當大的心力在政府部

門的教育訓練上；由於日本政府部門有輪調的機制，且輪調到環境

相關單位的人可能不具有相關背景，換言之，可能是對氣候變遷調

適毫無概念的人員，因此，日本每隔兩個月會舉辦氣候變遷調適相

關的論壇或互動工作坊，進行交流，以促進政府部門相關利害關係

人對於調適的能力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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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為強化氣候變遷調適教育宣導，目前《氣候變遷因應法》

第 17 條已載明，政府應推動調適能力建構之事項，包含強化氣候變

遷調適之教育、人才培育及公民意識提升，並推展相關活動。目前

我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112-115 年）擬定之調適能力建

構策略，亦包含「強化氣候變遷全民教育、人才培育及公民意識提

升」，期持續推動調適知識普及與生活化。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財

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辦理 112 年度「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與行動之

整合協調」計畫，針對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之關鍵議題舉辦系列

座談會， 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已舉辦 6 場次，實體與線上參與人數

達 1,124 人次。 

（二）學研單位推動氣候變遷調適之成效較佳 

由於日本於《氣候變遷調適法》明定，「地方政府應當努力推廣

適合本地區自然、經濟、社會條件的氣候變遷調適相關措施」，以及

「地方政府應努力提供有關前款規定措施的資訊，並採取其他措施，

以促進其地區內的企業等氣候變遷調適以及有助於氣候變遷調適的企

業活動」，此外，日本鼓勵地方政府各自設置氣候變遷調適中心，以

加速調適業務的推動。截至今（2024）年 4 月 1 日止，全國已有 44 個

都道府縣和 20 個市町村設置氣候變遷調適中心（Loc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Center，簡稱 LCCAC）。 

然而，各地方政府負責調適的單位不盡相同，有些是由地方政府

推動，有些是委由環保團體協助，有些則是交由學研單位輔導；根據

日本評估地方政府執行成效，當中以學研單位負責的地方政府，成效

較佳。透過日本的推動經驗，或許可作為我國後續地方政府調適工作

推動的參考之一。 

（三）借重民間企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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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項所列示的日本《氣候變遷調適法》第四條第二款，明定

「地方政府應努力提供有關前款規定措施的資訊，並採取其他措施，

以促進其地區內的企業等氣候變遷調適以及有助於氣候變遷調適的企

業活動」，當中有企業參與的軌跡，此外，第五條亦指出「為順利推

動其經營，企業經營者應根據營運活動的內容投入氣候變遷調適，並

努力配合國家和地方政府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的措施」，換言之，企業

經營者的營運，必須符合中央政府或地方的氣候變遷調適措施；此法

條形同賦予企業經營者執行氣候變遷調適的責任與義務。 

另一方面，日本的民間企業積極開發早期預警系統，例如：觀測

設備維護、觀測資料分析預測、提供氣候資訊服務等，並為商業部門

提供早期支援。日本政府亦善用民間企業的優勢，為利用警報系統促

進業務發展，日本環境省與相關行政機關及民間企業合作，組成公私

合作委員會，並開發預警系統。相關機關如日本氣象廳、內閣防災辦

公室、外務省、經濟產業省等，民間企業則包含氣候諮詢服務、氣象

觀測設備生產、通訊服務、天氣預報系統開發等約 50 家，透過會議就

商業模式提案等交換意見。由於日本的民間企業擅長預警機制，因

此，其防災相關設施除了運用於國內防災，也將其量能推廣至國際社

會；此外，日本智庫單位透過專案計畫，與其他國家交流，將日本企

業的技術與經驗，提供給相關發展中國家。 

（四）導入企業管理考核等機制 

由於氣候變遷調適因外在環境而需不斷調整、精進，且因為涉及

領域廣泛，因此，日本環境省在氣候變遷調適的定期檢討機制上，採

行 PDCA（規劃 Plan、執行 Do、檢查 Check、改善 Act）的作法，包括

期初訂定計畫、執行、執行後的評估，進而提出修正方案等。即參考

PDCA 的步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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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亞洲開發銀行日本代表處其在評估專案執行成效時，則有

其評估機制，例如：號召合作夥伴共同參與擔保，以降低風險的

Innovative Finance Facility for Climat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IF-CAP），以及針對所有專案評估其報酬及成效的設計及監督架構

（Design and Monitoring Framework，簡稱 DMF）等。 

氣候變遷分為氣候變遷減緩，以及氣候變遷調適兩部分，其中，

減緩為一般認知的減碳，在評估成效較易有量化指標可參考；然而，

談及調適時，對於成效評估較不易，因此，或可參酌日本政府或亞洲

開發銀行等架構，作為相關的指標。 

二、建議 

此次拜訪的單位，為日本當地來自產官學研、執行綠色經濟或氣候變遷調適

的重要單位，建議維持聯絡互動管道，以利後續深入探討相關議題。 

（一）設置區域調適中心就近協助地方政府規劃與諮詢調適事項 

日本於氣候變遷調適專法中，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眾，以

及企業等利害關係人，全數納入應致力參與調適的對象；且在專法中，

進一步明訂地方政府應設置氣候變遷調適中心，負責蒐集、彙整、分

析，以及提供氣候變遷影響和氣候變遷調適資訊，或者提供技術諮詢；

此外，地方的氣候變遷調適中心必須將蒐集到的資訊，彙整並分享給

國家環境研究所。 

專法的規範雖然是鼓勵性質，但卻也實質帶動地方政府設置調適

中心，藉由相關課程，促進能力建構，同時也可進一步追蹤各地方政

府執行成效，發揮效果。 

我國目前已在《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20 條，明訂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日後或可參酌日本做法，

透過區域調適中心的設置，實質增加調適知識量能的推廣和宣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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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與民眾連結，或可加速對調適工作普及化的推動。經由日本經驗，

或許第一階段得嘗試委託現有學研機構成立。 

（二）與日本氣候變遷調適智庫維持互動聯絡與交流 

此次赴日拜訪的單位，無論是環境省地球環境局氣候變遷調適室，

國家環境研究所，抑或是地球環境戰略研究院，皆為日本當地投入氣

候變遷調適相當重要的單位。 

例如，環境省地球環境局氣候變遷調適室是制定調適政策最為核

心的政府部門，部會整合皆由環境大臣召集；國家環境研究所雖然非

為政府部門，屬於智庫的性質，但卻是在日本調適專法明定相關權利

義務的單位，重要性不可言喻；地球環境戰略研究院則是將日本調適

執行經驗和行動，協助推廣到國際社會的單位。 

因此，後續如擬持續汲取相關作法，建議我國相關部會與其維持

聯絡及互動，掌握其最新發展，有助於我國調適的滾動檢視工作。另

外，建議我國可參考日本國家環境研究所的作法，針對重要議題召開

定期或不定期的研商會議，持續舉辦學習課程或工作坊，增加基層人

員調適相關知識與工作職能。對於缺乏國際舞台的臺灣而言，似可透

過參與日本地球環境戰略研究院的研究或交流活動，提高我國在氣候

變遷國際活動的參與度與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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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環境省地球環境局氣候變遷調適室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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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日本國家環境研究所簡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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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日本國家環境研究所簡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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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地球環境戰略研究所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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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亞洲開發銀行日本代表處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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