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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理想調適政策規劃流程

An Assessment Framework of Action Plan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計畫目的：
建構調適策略整合性評估框架與工具設計，以完善我
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研擬。

計畫研究重點：
1. 探討我國氣候變遷的調適政策現況與問題
2. 研擬適合我國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整合性評估框架

計畫成果

• 在調適規劃過程中，考量了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特性，建
構縱向整體性評估架構，涵蓋八大面向思考，包括What、
Where、When、Whom、Who、How、Effect，以及
Monitor，簡稱 5W1H1E1M架構。

• 5W1H1E1M架構提供一簡單易懂的操作工具，可用於(1)導
引各部會對個別行動計畫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與完善規劃；
(2)同一架構亦能提供系統性之評估檢核架構並製成檢核表
單，協助部會內部進行行動計畫之自我評估，亦有助於外
部專家進行系統性檢核。

1. 縱向:調適策略整體性評估架構(5W1H1E1M)
• 為完善調適規劃，除了解個別行動計畫所要因應之氣候變遷
衝擊影響外，更需以行政院層級統籌規劃的角度，檢核各部
會由下而上提出之行動計畫是否已能完整回應關鍵風險，同
時確認行動方案之跨領域共效益並避免負向調適，以助於跨
部會系統性規劃解決方案，並確保行動方案發揮綜效。

• 本研究設計具有交叉評估功能之威脅與衝擊交叉分析表，透
過橫向跨領域協調概念，系統性連結方案選項(options)與效
益(benefit)至氣候變遷威脅/衝擊等科學風險評估，並透過盤
點與缺口分析，藉此完善跨領域行動方案之協調整合。

2. 橫向:威脅與衝擊(Threat - Impact)交叉分析表

• 本研究以公共政策過程的「問題
認識解決方案的產生解決方
案選擇使方案產生作用與監控
效果」的一連串過程，輔以下列
三項設計原則，以期完善我國調
適策略規劃之決策支援：
1.縱向為調適策略整體性評估架

構(5W1H1E1M)導引整體評
估思維與分析之完整

2.橫向為威脅與衝擊交叉分析表
協助完善跨領域之協調整合

3.強化多元利害關係人參與規劃

理想的W型調適政策擬定流程

• 在我國現行調適政策的規劃流
程中，行政院層級於2012年6
月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
策綱領」，確立八大調適領域
與策略，續提出「各部會辦理
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的標準
作業程序」。

• 各部會依作業程序分八大領域
研提所屬行動計畫(解決方案
產 生 )並送審議 ( 解 決 方 案 選
擇)，再由各部會推動計畫執
行及成效監控。

圖片資料來源：http://www.chunichi.co.jp/nie/make/1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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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適合我國之調適策略整合性評估框架

藉由完善的科學評估找出台灣需要優先處理的風險衝擊 思考各種可能調適方案及其利弊得失與可行性 建構適應氣候風險的永續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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