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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學歷
現任：

1. 成功大學水利系教授

2. 成大防災研究中心榮譽主任

3.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委員

4.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員

經歷

1. 土石流理論

2. 水庫排砂模擬分析

3. 河口水理及地形變化模式

4. 流域土砂管理

5. 複合型土砂災害對策

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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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 於2021年8月10日發表第六次評估報
告(AR6)，根據報告模擬的所有排放情境，顯示現有人為活動持續推進暖化，且
越來越迅速，並警告人類需要在10年內大幅減少二氧化碳，到2050年實現淨零
排放，才能控制升溫在1.5°C內。

爰此，農業委員會提出以氣候變遷調適與淨零排放等政策，建構適應氣候風險
的永續農業，實質達到減少碳排及增加碳匯的效果。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
背景

透過研析國內外水土保持發展趨勢、草根會議及專家諮詢會議等工作，以現有
水土保持工作為基礎，研提水土保持中長程整體發展規劃及政策推動藍圖，以
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實現2040淨零排放及水土保持永續發展目標。

目的



水土保持及農村再生成果發表會 3

• 盤點國外水土保持相關政策及相關趨勢

• 盤點國內水土保持相關政策

二、工作執行方法及流程
國內外水土保持政策盤點

• 舉辦地方草根會議，徵詢等地方意見並綜整議題

• 辦理專家諮詢會議，確認相關策略推動可行性

召開地方草根及專家諮詢會議

• 以水保局水土保持調適與減碳策略及行動計畫為
基礎，並與上述工作成果進行整合與修正

整合與修訂

課題分析

草根會議

國內外策略盤點

目標設定

專家諮詢會議

水土保持策略初步設定

水土保持草根會議初步綜整

水土保持發展策略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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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盤點成果(國際水土保持相關政策)

2030年歐盟生物多樣性策略、共同農業政策

歐盟

水災、大規模崩塌、土石流等山地災害持續
辦理國際會議及推廣國際合作

INTERPRAEVENT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仙臺減災綱領、氣候
變遷與土地特別報告

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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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盤點成果(國際水土保持相關政策)

國土形成計畫、全國防減災計畫、糧食農業農村實施策略

日本-國土交通省

義大利氣候調適策略

義大利-民防總署、生態轉型部、地質水文研究所

美國農業部策略規劃、美國內政部策略規劃、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策略
規劃、國家崩塌防範法、FEMA防減災策略規劃

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農業部、地質調查局

奧地利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奧地利-內政部、聯邦農業、區域、觀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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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盤點成果(國內水土保持相關政策)

加強災害風險評估與治理、提升維生基礎設施韌性、促進永續農業經營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環保署)

生態保育與開發利用兼顧、總量管制、整合環境資源管理、落實民眾參與

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水利署)

強化預警與應變作為、強化水資源系統因應氣候變化之彈
性、推動氣候變遷風險治理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行政院)

降低自然危害風險、復育過度開發地區、降低環境敏感地區開發程度

國土計畫(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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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盤點成果(國內水土保持相關政策)

土石流防災與監測、水區綜合規劃與管理、治山防災、山坡地監督與管理、韌性
坡地環境與資源保育

整體性治山防災計畫(水土保持局)

精進評估與監測、建立整備應變與自主防災體系、提升防減災成效、推動大規模
崩塌潛勢區水土保持管理

氣候變遷下大規模崩塌防減災計畫策略(水土保持局)

坡地管理專責與協作、創新型保育治理技術開發、
國土永續利用與管理、提升基層防災力量

土砂論壇(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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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盤點成果(國內水土保持相關政策)

9大策略：

水保政策風險、水土資源保育、農村再生社區整體、山坡地管理政策、科技智慧
防災、社區自主防災能力、推動低碳工程、增加碳匯及補償、強化農業綠能

行動計畫：

水土保持調適與減碳策略及行動計畫(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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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根會議

辦理目的：

• 徵詢國內水土保持領域之地方意見，聚焦
上述課題與策略，以公民咖啡館形式，進
行雙向溝通討論凝聚共識。

辦理日程：

• 8、9、10月辦理三場次草根會議。

會議人員：

• 專家學者、地方政府代表、公協會、NGO
團體、社區組織代表。

草根會議辦理

時間 流程 對象 議程

09:10~09:20 10 min 分室視訊 長官致詞

09:20~09:30 10 min 分室視訊 引言

09:30~09:40 10 min 分室視訊 與會來賓介紹、同室合照

09:40~10:30
(第一輪主題討論)

05 min 分室視訊 第一輪主題討論方式說明

05 min

分桌討論

各桌參與成員自我介紹

05 min 桌長引言說明

35 min 第一輪主題討論

10:30~10:40 10 min 休息時間

10:40~11:30
(第二輪主題討論)

05 min 分室視訊 第二輪主題討論方式說明

05 min
分桌討論

桌長引言說明

40 min 第二輪主題討論

11:30~12:20 50 min 分室視訊 成果發表

12:20~12:40 20 min 分室視訊 綜合討論與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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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根會議討論結果之共通性

1. 土地管理不合時宜
2. 新建水土保持工程的減碳
3. 水保設施多目的利用
4. 政府單位間治理介面
5. 集水區整體治理

高關注議題(佔43.7%)

1. 山坡地復育植生
2. 政府資源分布不均
3. 政策與執行落差
4. 都市周邊水土保持災害
5. 國際合作研究

低關注議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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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根會議討論結果之差異性

中北部議場重視坡地永續經營及超限降限利
用之議題，但南部議場甚少提及。

中南部議場重視水土保持工程技術更新及工
程設計標準檢討等議題，但北部則較少提
及。

草根會議結果

北部場

中部場

南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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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家諮詢會議

辦理目的：

• 確認相關策略推動可行性。

辦理日程：

• 11月10日(主持人：王副局長晉倫)

• 11月29日(主持人：李局長鎮洋)

會議人員：

• 11位專家學者、水土保持局總局各組與中
心及其分局

專家諮詢會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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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成果

壹、前言

依據IPCC AR6，人類需要在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才能控制升溫在1.5°C內。

爰此，農業委員會提出以氣候變遷調適與淨零排放等政策，建構適應氣候風險的
永續農業推動碳匯、減碳及碳排價值化，實質達到減少碳排及增加碳匯的效果。

貳、願景與目標-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實現2040淨零排放目標

水土保持發展政策綱領

均衡碳排碳匯，建構淨碳及安全水土保持

善用智慧科技，降低氣候風險衝擊

兼顧生態發展，創造永續坡地環境

落實公私協力，營造農村再生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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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成果

參、策略與措施

水土保持發展政策綱領

一、保育水土資源維護坡地安全

強化土砂調整、大規模崩塌、以自然為本
的水土保持治理、低衝擊開發應用於水土

保持治理、防災通道

二、強化山坡地管理政策

檢討氣候變遷下分析參數、山坡地土地可
利用限度轉型

三、建構坡地智慧防災應變體系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應變能力強化、發展
智慧防災決策支援系統、大數據統合分析

與運用

四、提升農村再生社區調適能力

促進城鄉食農教育、厚植農村永續經營力、
推動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輔導農村永續綠

經濟

五、強化社區自主防災能力

防災專員培訓增能、自主防災社區推動、
防災教育深化

六、推動低碳工程

技術工法制度檢討、新工法新材料、工程
延壽機制、工程管考逐年減排

七、增加碳匯及補償

利用低衝擊開發增加碳匯、促進生態棲地
復育、營造農村綠環境

八、強化農村綠能推廣及應用

太陽能光電、微水力發電

九、政策推動與國際合作

韌性保水給付制度、重大計畫風險管理、
水土保持淨碳政策之推動、綠色衝突解決
機制、推動水土保持國際合作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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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成果

1. 基準年與基準值：2005年或近三年之碳排放平均值

2. 目標年與目標值：2040年

• 藉由前1~2年水土保持局淨碳排推估成果，擬訂定合理的淨碳排目標值

3. 路徑

• 採用前段試行、中段加速、後段精進的三階段方式進行路徑重新調整，規
劃中間年份合理的年度目標。

4. 緊急應變機制

• 遭遇類似莫拉克風災之狀況時應有緊急應變機制，以應付災後重建工程之
碳排放量。

水土保持淨碳排政策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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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 水土保持發展政策之規劃研析，(一)定義未來水土保持發展上所面臨之課題，

包含「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以及「坡地永續利用經營」兩大挑戰；(二)盤點
國內外上述課題之水土保持策略與政策；(三)依據國內外資料盤點結果，初步
擬定相關策略，提供草根會議進行討論。

• 辦理三場次草根會議，總邀請人數達220人次，草根會議之主要討論內容包含
「氣候變遷與調適及坡地永續」等議題，並歸納統計出較具共識的議題及共
識程度薄弱之議題。

• 辦理兩場次專家諮詢會議，第一場次於11月10日辦理，主持人為王副局長晉
倫，討論議題主要係以「水土保持發展方向研擬及北中南草根會議辦理成
果」為主，討論修訂「淨碳排放策略及目標值訂定」；第二場次亦於11月29
日辦理，主持人為李局長鎮洋，討論議題主要係以「水土保持發展方向研擬
及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辦理情形」為主，討論修訂「水土保持發展政策綱領
及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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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計畫成果
1. 參考國際水土保持發展較先進組織及國家，發展趨勢歸納出四大特性：未來

性-永續發展、普遍性-公民參與、整合性-資源整合、變革性-技術發展。

2. 盤點國內水土保持發展現況研析，分析國內水土保持領域遭遇問題有四種，
分別為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複合型土砂災害、跨部會合作與分工及人口老
化等相關問題。

3. 以世界咖啡館的形式辦理三場次草根會議，共計220人參與。

4. 辦理兩場次專家諮詢會議，探討綱領之可行性。

5. 擬定水土保持發展政策綱領(草案)。

6. 擬定水土保持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草案)。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