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字稿開始> 

⚫ 上半段 

接下來請聽生活 In Design，美好早晨，來一段愛智之旅吧！。漫步在社會的街角，開啟我們與自己

的對話。穿梭在文化的迴廊，重拾我們與土地的羈絆，生活 In Design，為理想生活提案，設計所有

幸福的可能，週一到週五，早上9點05分，我是嘉妮，我是歐啦，歡迎收聽，生活 In Design。 

 

【主持人-嘉妮】：各位聽眾朋友們早安歡迎收聽生活 In Design，我是嘉妮，今天的禮拜二防災新視

界的單元也是由嘉妮我來為大家代班，我為歐啦來代班，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呢？我們今天呢在防災

新視界當中要跟大家談的是關於農業這件事情，在氣候變遷這件事情之下，首先真的首當其衝的一定

是農業，那臺灣的農業呢其實真的是一直都非常的進步，而且一直不斷地在為了氣候而做調整而做改

變，但是我們不可避免的還是受到了很多的衝擊，比如說每一年可能會遇到的一些天氣狀況啊！可能

是乾旱、可能是暴雨，那也有可能是寒害等等的，或者是熱，因為高溫炎熱所發生的一些農業損害，

我們作為農業大國是否需要因應不一樣的狀況，而有不同的農業防災以及農業調適呢？其實農業防災

跟農業調適是二個不一樣的概念喔，那我們能不能用科技的方法來減災達到農業韌性。今天呢我們就

來邀請到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氣候變遷組的徐永衡研究員帶我們認識他們的農業防災以及農業調

適，到底是怎麼做得？如何跟農民一起同心協力，維持我們農業的品質。 

今日夯話題：在談臺灣的農業之前，我們也放眼世界看看全世界各地的農業發生什麼樣的一些危機？

根據英國咖啡協會2017年的統計呢，英國人每天都能夠喝下9千800萬杯的咖啡喔，它也創造了非常

多的就業機會，那英國一半以上的咖啡是來自哪裡呢？巴西跟越南，這二個國家又特別容易受到氣候

變遷的衝擊。像是近期越南創下歷史最高溫44℃非常不利於咖啡生長，那根據最新的報告，即使全球

氣溫控制在國際商定的目標範圍內，到了2100年的時候，氣候變遷還是會使可種植咖啡的土地面積

減少百分之五十四。所以全球的咖啡種植業者呢非常的憂心，從宏都拉斯到衣索比亞都出現了像是降

雨頻率改變植被乾旱強降雨，導致的坡災一些問題，那這樣子的話呢變成說他們必須要投入更多的成

本或者是咖啡產業，其實產值整個會萎縮掉也會讓小農陷入貧困，那我們這方面呢其實慈善組織基督

教救助協會，他就呼籲英國政府說我們英國是不是應該要取消歷史債務以及要積極地籌集資金來支付

這些國家的小農因為氣候導致的損失與損害，也保護這些受到不公平貿易的小農，那其實這個也算是

一種農業調適的一環，那再來我們把視角移過去一點，移到到法國，法國呢南部有一個蔚藍海岸小鎮

叫做格拉斯，他被譽為是世界香水之都，因為當地地中海型氣候冬季溫暖溼潤，那夏季乾燥炎熱，非

常適合種植，像是玫瑰啊、紫羅蘭啊、茉莉等等花卉，那全球的調香師呢也都慕名而來，甚至把它列

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像是知名品牌 Chanel，他們最經典的香水 Chanel N°5，它就是以格拉斯出產的

茉莉花為基地而打造的，那氣候變遷之下呢，極端乾旱熱浪跟強降雨也顯也使花卉種植出現困難，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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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製程中重要的原物料叫做香草，也因為非洲熱浪而大幅受損品質受到影響，所以呢其實很多的香水

品牌的業者也會提到說顧客向來偏愛天然的香水，像是格拉斯這些地方呢更是乘載著香氛使用的夢幻

與想像，但是很多時候天然就未必代表永續，有時候呢其實在實驗室製造的人造香氛，會更符合永續

的理念，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所以其實全球各地都出現了農業的一些災害，因為氣候變遷的

關係呢，那我們臺灣應該會怎麼樣來做農業調適呢？我們接下來呢先來聽一首歌，這首歌呢是許紹洋

的花香，剛剛聊到了花卉之都嘛！我們接下來來欣賞花香之後就來到我們的防災新視界。 

面對災害來臨，我們該如何避免或與其共存，帶你瞭解防災觀念和知識，共同學習防災演練和措施，

防災不是口號自我保護才最重要，跟我一起開啟防災新視界，歡迎回到生活 In Design 防災新視界，

今天呢是由我嘉妮來為大家帶來防災新視界的這個單元，我們今天要聊什麼呢？其實我們都知道臺灣

呢素來就有水果王國的美譽，也就是我們臺灣的農作物其實都非常的多元，然後非常的好吃、非常有

特色，那同時呢我們就來好好的聊聊。關於農業這一塊其實在因為現在氣候變遷的關係也面臨到一些

衝擊。比如說呢最近我就看到一個新聞，其實最近剛好是百香果的產期嘛，那百香果剛好是我最喜歡

的水果之一，不過呢因為春季，今年春季的時候稍微比較乾一點，然後又加上高溫所以呢它就遇到了

病蟲或者是病毒的蔓延侵襲的問題，那就造成了產量有點縮水，那其實農民都非常的緊張，那農委會

呢也在討論說後續的補償損失的這些如何去補償農民的問題，所以其實農業的損失跟災害跟氣候變遷

的關係是緊緊相連的。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聊聊農業防災以及農業調適到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它

們的差別又在哪裡？今天將會邀請到的是，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氣候變遷組的徐永衡研究員來跟我

們做解釋喔，那我們就先請研究員來跟我們打聲招呼早安。 

【受訪人-徐永衡】：早安，大家好，我是徐永衡。 

【主持人-嘉妮】：好，研究員本身，您也是就是做這相關方面的研究嗎？ 

【受訪人-徐永衡】：對，沒有錯就是氣候變遷，我在這個中心裡面就是在做氣候變遷跟農業相關的研

究，不管是防災到未來氣候變遷調適，然後這邊我都有參與。 

【主持人-嘉妮】：哇！瞭解。所以今天是邀請一位專家來喔，我們就來先聊聊氣候變遷這件事情，它

對於臺灣農業的衝擊我們都知道是有的，但是他衝擊到底是多大呢？或者是具體是什麼樣的衝擊？ 

【受訪人-徐永衡】：這邊先跟大家就是講一下氣候變遷，其實跟我們目前災害的部分其實是有點關係

有關係又有點沒關係。因為氣候變遷是指說我們在未來中長期可能30、40年或50年後，甚至到100年

後的氣候的變化情況，那防災或災害的部分其實是屬於比較我們短期可能就是近幾個月幾個禮拜或是

近1、2年的事情，那其實大家應該最有在看氣候變遷一些科普文章，或是一些資訊的朋友們應該有看

過就是聽到一個名詞就是說，我們現在氣候已經上升了1.5℃、2℃、3℃甚至是4℃，那其實它這個增

溫的部分其實在科學上來說，它是跟我們工業革命的時候的，那時候氣候狀態去比對去比較。那其實

工業革命大概在1850年到1900年嘛，那以我們現在已經到2023年，其實已經就是以科學資料來看說，

該是已經上升到了1.5℃的情況。那因為你增溫就會造成整個全球的一些氣候的改變，就是天氣系統

變化。特別像我們臺灣是在亞熱帶跟熱帶地方就是北迴歸線經過我們嘉義，臺灣嘉義的部分嘛，那所

以說我們在這個位子呢其實這個天氣系統常常就是受到就是這些鋒面、季風，那這些東西這些天氣系

統都會跟我們的降雨，還有颱風會不會來臺灣還有一些我們的溫度變化，其實都蠻大相關。 

【主持人-嘉妮】：它差一度就差這麼多。因為那個是平均溫度，是嗎？ 

【受訪人-徐永衡】：是。那個1.5℃是指全球平均升溫。那如果你當然以臺灣這個區域來看的話，其實



我們的增溫幅度可能會更高。 

【主持人-嘉妮】：因為是全球把它平均掉，但是如果光臺灣來說的話，可能那個幅度比較大一些。 

【受訪人-徐永衡】：對對對。 

【主持人-嘉妮】：然後也是極端的氣候會比較明顯嘛，像我們最近颱風真的是都沒有經過臺灣。 

【受訪人-徐永衡】：對啊最近這1、2年颱風就好像比較少，就經過臺灣旁邊就過去，然後其實這個東

西這個這個現象對於臺灣來說不是一個好，正面的啦，因為我們很多的那個水庫的那個水就是我們的

一些用水都是要靠颱風來挹注我們，那所以說是最近可能1、2年或2、3年這段時間大家可能都會在

新聞上看到，就是說一些缺水的問題，就會影響到我們一些農業的生產，像今年的話，就是大家都說

上半年度就是那個梅雨沒什麼進來，都是下在北部，反而南部比較少，那其實我們其實我們從市場的

一些這些水果價格可以看到這樣。像大家有沒有發現今年番石榴比較貴然後比較少，而且我們的很多

水果比較小顆，像最近大家應該都在吃芒果，芒果的話就是其實它們今年來說整體來說是比較產量比

較豐產，但是它反而是它比較大的果實的比例減少。那其實就等於就影響到我們這個水果的一個比較

高價市場，還有外銷市場。但是一般果形的水果就還蠻多的。 

【主持人-嘉妮】：但是就是說跟雨量有關係。 

【受訪人-徐永衡】：對跟雨量有關係，因雨量會影響到它的大小。對。就是它長得比較小，但是他會

比較甜。然後除此之外就是我們上半年也是有聽到一些茶園，它有遇到一些不下雨造成他一些茶的產

量有受到影響。 

【主持人-嘉妮】：因為茶葉很需要水 

【受訪人-徐永衡】：對對對。 

【主持人-嘉妮】：喔，瞭解。所以其實或多或少就是這些各個農產業他們都會受到影響。因為雨量的

關係，那梅雨，加上颱風其實過去就是臺灣主要的降水的來源就是我們水庫的來源。但是近幾年真的

都是比較偏少的一個情況嘛，對不對？ 

【受訪人-徐永衡】：對的，我們國科會有一個計畫就是臺灣氣候變遷資訊與調適知識平臺，就是我們

常聽到的 TCCIP 計畫，就是我們在做氣候變遷或搜尋一些氣候變遷研究在臺灣一定會看到的一個大

型計畫，那他們從早期大概10年前的一些氣候變遷資料，就是以國際上他們每固定幾年就會推出一個

新版本的未來的氣候資料的推估，那從以前的 AR4到前幾年的 AR5，到最近的 AR6，那其實根據這

些科學資料來看的話，臺灣就是雨量開始朝向降雨不均勻，可能就是我們雨季的時候雨就很多，然後

要嘛就一次來很多雨，就是強降雨，然後要嘛就是乾季不下雨的時候，就是真的就會變比較極端，那

我們看這1、2年乾旱事件的這樣子的發生，也許就是好像也是似乎有朝向這樣的趨勢。 

【主持人-嘉妮】：是是是，可以給我們一個警訊，因為可能它會下，但是它下就很集中在某個時段，

但對臺灣來說沒有什麼用，因為我們很難留住這些水嘛。 

【受訪人-徐永衡】：對，沒有錯。 

【主持人-嘉妮】：所以衝擊是會蠻大的，尤其是加上高溫就是溫度越來越高。是不是病蟲害這件事情

也會有影響呢？ 

【受訪人-徐永衡】：高溫的話，確實就是對一些病蟲害的一些發生確實是會有增加它的趨勢，但是還

是要搭配一些譬如說一些整個微氣候。譬如像溼度、雨量的部分，那是因為病蟲害其實在我們農業來

說就是會衍生另外一個問題。假設在未來的情況下，溫度一直升高，那等於說我們平常的高溫就越來



越熱，太陽如果雲很少太陽輻射很強的話，其實他會影響到我們農藥的那個效果，因為很多很多專家

都講說其實以未來的情況，他不敢去確認說現在的農藥就是在那種環境下，是不是它的效果跟他持續

的時間是不是像現在這時候是一樣。所以說在這部分的話我們農業專家也是要經過就是很仔細的去研

究看看搭配未來的情況怎樣然後再去看他有沒有辦法去強化他現在一些對於農民這邊有幫助的一些

安全性的用藥。 

【主持人-嘉妮】：哇原來是這樣子喔，所以不同的狀況、不同的改變，即使只是很微小的改變，都有

可能會造成，比如說農農藥的用量，到底要怎麼樣去去做增減？這個都要再重新考量的。所以這就是

為什麼農業其實很需要去研究去做研究去做實驗的原因，所以我們就會談到說農業防災這一塊，可不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農業防災。那同時我們也會常常跟另外一個名詞叫做農業調適，我們其實分不太

清楚，這二者的差別可不可以請您跟我們分享一下。 

【受訪人-徐永衡】：對對。沒有錯。這個是常常就是大家比較有疑慮疑問的地方，不管是一般的民眾

其實在很多農業專家來說，科學的研究人員或是我們政府一些農業改良場農業試驗所的一些場試所的

研究人員其實對於這個氣候變遷農業調適，他們也是有些也是還是需要再回去再瞭解更多。那其實我

們以最簡單的例子來講，就是防災其實就是根據我們現況還有一些歷史的災害資料我們去做分析，然

後針對問題，這些問題它對於我們農業上面的衝擊，去做一些防減災的一些手段或一些措施，那氣候

變遷呢，它其實就是未來的問題就是我們現在可能沒有沒有感受到，可能對於大家來說是比較抽象可

能還沒有遇到，那就是，但是我們就是在氣候變遷調適，通常都是會針對一些未來的科學推估資料去

分析一下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風險？然後針對那些風險我們才去想一些方法去改進我們現行的一些

農業的一些栽培措施，或是一些作物的改進一些作物的一些生產技術，那其實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屬於

比較農業調適，但是因為他在我們生活週遭沒有那種實際實際去體驗它。所以我們常常會把那個農業

防災跟農業調適，常常混在一起，雖然他們中間是也是有蠻大部分重疊，但是從總體來說的話，我們

農業的調適可能是比較偏向，就是系統性的改變。可能就是說我們譬如說最近大家也感受到最近這幾

年的一些降雨跟溫度的變化，會發現好像以前從父執輩或是以前前輩留下的一些栽種經驗好像不是那

麼可以去應付現在這種的環境，那我們也許這就是一個氣候變遷造成整個大環境的改變，那我們就可

能就要從我們的栽培制度的層面制度上面去調整，我們的耕作制度或是一些我們作物的一期作二期作

一些他的時間或他的種類，然後做一個系統上的改變，這個部分就比較就是算是農業調適的部分。 

【主持人-嘉妮】：喔瞭解。所以就是不能夠老一輩們說什麼我們就照著做，有可能會沒有辦法解決現

在所面臨的問題。 

【受訪人-徐永衡】：對，因為環境可能跟以前已經開始慢慢改變，就是以平均來說或是以它的變化的

程度來說有點改變。 

【主持人-嘉妮】：是。所以農業防災就是比較聚焦在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面臨現在的災害，我們

要怎麼樣去減少它或者是去預防它，或者是就是後續的一些措施，比如說它已經發生了怎樣的再去做

後續的措施，那但是調適部分剛剛研究員跟我們分享說，它是比較屬於系統性的改變，所以它時間其

實就是會拉得比較長，比較預測未來的。 

【受訪人-徐永衡】：這個在我們一些研究或是說我們跟實際的一些農民去做討論的時候，其實以農民

他自己本身而言，他其實真的就是只著重在最近這一季這1、2年他要做什麼？但是如果一個比較規模

比較大農民，譬如說他可能一次會種大概五十公頃，或一百公頃以上的一些比較專業的農戶，那他必



須要投資一些農業機具，譬如說一些什麼播種機、耕耘機什麼那些都非常昂貴。那他勢必他就要去。

就是去評估一下他這樣的投資。是不是在未來可能10年20年他自己的產業佈局裡面是不是能夠回本

是不是他之後會因為沒有辦法適應未來的環境，然後造成他整個整個生存的問題。 

【主持人-嘉妮】：那他必須要看得比較遠一點。 

【受訪人-徐永衡】：對對對，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政府，就農委會8月1號好像變農業部，他們

就是對於政策的規劃，就是怎麼樣去輔導農民去健全我們的一些農業的一些農產業的環境，生產環境，

那他們就必須要做一些可能中長期的佈局，這些決策的政府官員們或一些人員，他們都需要這樣的資

訊，所以其實氣候變遷對於一般的民眾，小的農民跟比較有規模農企業跟決策人確實來說，他要看的

地方他們出發點會是不一樣。 

【主持人-嘉妮】：是。瞭解。不過我覺得對於這些比較小規模的農民，我覺得好像也是必須要讓他知

道這件事情。就如果讓他擁有這個農業調適的知識或者是擁有農業調適的這樣子的概念，他其實對於

他做未來長期的規話也是有幫助，因為可能當下他真的沒有辦法去顧這麼久以後事情，但是如果跟他

說我們現在政府正在做這件事情，然後他也跟著一起政府的腳步一起做的話，我相信這個對他的人生

而言也是會有幫助。 

【受訪人-徐永衡】：對對對，這目前就像以種植長期作物的一些農民，譬如說茶農，或是一些種植果

樹的，因為他們那個作物種下去可能都要很久，譬如說茶樹的話就那個就是非常的久，那等於說現在

很多青農他從他們父親那一輩就是接手這個茶園，這個產業過來然後再加上茶產業，其實以茶產業為

例，就是在未在臺灣也是很有很有潛力的，他勢必就是要面臨就是未來氣候變遷問題，所以像他們這

種青農他們就會特別比較重視氣候變遷的這種議題。 

【主持人-嘉妮】：瞭解。因為他們其實就有這個意思，他們本身就已經具備，就是氣候變遷相關知識，

所以我們更知道說應該要去做農業調適這件事。 

【受訪人-徐永衡】：對，應該是說他們是已經面臨到已經正在面臨這個整個環境的改變，所以他們必

須要作出一些反應這樣 

【主持人-嘉妮】：是我們的農民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也非常的努力認真的希望說，我們的臺灣的

農業還是可以繼續的再發展下去。好，那我們生活 In Design 防災新視界到這邊，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在廣告及雙語教學花路米回來之後，我們會繼續的來邀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徐永衡研

究員跟我們分享說，那實際上不同的物種臺灣的物種很多，不同的物種，它們的農業防災以及農業適

應方式調適方式有什麼樣的差別呢？那我們等一下也要介紹，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這個 TCCIP 平臺裡

面有哪些知識可以讓大家作運用呢？等一下的節目當中繼續跟大家做分享喔。 

 

⚫ 下半段 

【主持人-嘉妮】：歡迎回到生活 In Design 防災新視界，我是嘉妮，今天跟大家談談臺灣的農業防災

以及農業調適，其實是二件不一樣的事情，但是我們同時都正在運作中，希望說能夠幫助我們的農業

能夠永續永恆的發展下去，我們邀請到的是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氣候變遷組徐永衡研究員來到我

們節目當中繼續分享，那我們剛剛提到的是，其實農業防災跟農業調適，它的差別是有存在的。那不

同的農作物，研究員可以幫我們舉例一下它們要怎麼做農業防災跟農業調適。 

【受訪人-徐永衡】：好，那我就先以農業防災部分。那因為從早期臺灣就是一直受到颱風影響，雖然



說最近颱風可能就是比較少，那以臺灣來說就是災害來說就颱風跟豪雨，還有那個低溫的影響比較大

很容易。 

【主持人-嘉妮】：就對農業來說，這三個是比較嚴重。 

【受訪人-徐永衡】：對，然後後來慢慢開始就在最近這幾年的乾旱的問題，就是水資源的問題，就是

有開始陸續發生，那以防災的角度來講的話，就就是農委會，他的科技處還有農業試驗所他們在大概

105年那時候有啟動一個大型的農民防災計畫，他是希望說我們把一些氣象的資料強化，還有把一些

對於農作物可能會遭受影響的一些資訊，就可以很快地傳遞給農民，那農民他針對如果我們天然災害

發生的時候，他可以進行一些災前的防減災的一些動作。那譬如說像我們知道宜蘭青蔥很有名。 

【主持人-嘉妮】：對，三星蔥 

【受訪人-徐永衡】：對，它就很怕颱風的這樣風去吹，強風去吹，所以他們在防災的角度來說，他們

其實在災害前知道說颱風來了，他們可以有那個防風網，就是他們農業改良場，他們有發展的一個防

風網，那還有譬如說像花蓮瑞穗他們一些地區他們的文旦也很有名，他們也是有發明防風網，就是把

那個網子把整棵樹包起來降低它的衝擊。然後另外的話就是如果是針對那個強風的話，其實像香蕉他

們有一些那種支架可以幫助這個就是支撐那個香蕉不會因為颱風就把它吹斷，像我們之前去有遇到一

些農民他們有些香蕉是針對要外銷到日本，所以他們對於這種就是… 

【主持人-嘉妮】：長相，外表很重視 

【受訪人-徐永衡】：應該是說他不能沒有貨可以去賣給日本，因為他們之前喊定就是說要多少量 

【主持人-嘉妮】：已經訂好了。 

【受訪人-徐永衡】：對對對，所以他們一定要有量。他們對於這種風的颱風防災就是會做得比較確實

一點。當然不可否認，就是有時候我們颱風就是太強了。還是沒有辦法。但是針對有限度的一些有一

些條件的強風，他至少在災情還是有一些方法。那另外的話就是針對降雨的部分，那還有一些低溫的

部分，那其實這個地方常常發生在我們譬如說像一些梨穗高接梨在生產過程中，譬如說他在嫁接然後

準備開花的時候，若遇到低溫下雨，就會造成他的那個沒辦法作，或者是說他已經花已經授粉了，然

後有開始小果出來了，然後那個果就是長不大會受到影響。所以說他們有些地方，像宜蘭地區，他們

會在幫每個梨穗那個花，梨得花上面會加一支小雨傘比較不會遇到因為下雨.. 

【主持人-嘉妮】：下雨幫它遮… 

【受訪人-徐永衡】：然後像我們的一些南部一些蔬菜產區也是會遇到強降雨，他們也會鋪網，鋪那個

網子，降低那個雨的衝擊，那像臺中地區像東勢。我們也是另外一個梨的產區，那他們那邊作法比較

不一樣，他們現在是主要是希望政府能夠幫助他們建立個溫室，就是上面是可以掀頂的那種一種溫室，

然後四周也是可以有那種塑膠布把它包起來，那這樣的話他的梨就是對於低溫或是對於一些降雨就是

有一些保護措施，但是那個成本確實比較高，不過以梨的產業來看的話，他們其實認為就是這樣投資，

也許是划算的，因為臺灣現在目前農業的人口也比較少，也老化，所以說其實在省工上面也是農民他

需要考量的一點。這各是那個防災的部分。 

【主持人-嘉妮】：是瞭解。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呢我們來做農業防災，其實我覺得這樣子也是很好

的，就是你提前去做準備就不會到後面農民損失那麼慘重，其實他們也好可憐，然後後面可能又要國

家需要再去做補償，其實也是國家另外一筆損失。 

【受訪人-徐永衡】：對，所以說現在農委會他們政府在有在推農業保險，就是希望說一些風險的部分，



就是讓農民就是開始有一些產品就是果樹，他一些作物的的保單可以去做一些投保。 

【主持人-嘉妮】：對啊，對啊，就是一個風險規劃的概念能夠提供給農民，那在農葉調適的部分的話，

可以舉例跟我們分享嗎？ 

【受訪人-徐永衡】：剛剛有講到農業調適的部分主要是一些系統性的改變，那其實我們就以水稻這個

例子來做說明，好像我們以前北部地區的那個水稻種植時間大概是在2月底到3月上旬插秧，以桃園新

竹地區這邊來說，那是因為他其實也遇到一些現況的問題，就是說，因為他們很多都是用石門水庫的

水來做農業灌溉用，然後在前幾年我們的一些工業發展或是民生用水增加。所以就是會競爭到一些農

業用水。所以說他們政府公告休耕的頻率就增加了，然後很多農民譬如說有一些代耕農民他們會去幫

人家去做一些從插秧到收穫就是其實水稻來說，是一個他們俗稱種電話農業，就是說我打個電話我有

辦法找到人幫我從頭到尾，那去做這些栽培管理甚至收穫動作，那在他向北部地區有一些代耕農就是

他們是提供這種服務的農農民，然後他們其實自己本身有在栽培水稻，那像政府公告休耕的話，其實

影響最大就他們，第一個就是他們沒有田可以種。第二個就是他們已經投資下去的成本，那就是會沒

有辦法回來。所以說，他們就其實就是很需要面對這個問題，所以像開始就是有一些農業的一些調適

技術發展，譬如說我們水稻不插秧不育苗插秧，我直接把種子直接種在土裡面，讓他在田裡面就是可

以直接長出來，或者是說我有一個比較長得比較快的品種可以比較早收成，然後把我插秧的時間或播

種時間往後延，就譬如說原來的北部地區是2月下到3月上旬嘛，那我把它改成3月下到4月上旬，然

後可能晚個幾天收，但是他其實生長時間也是可以減短，第一個方面就是說我可以避開那個用水的尖

峰期，那再來就是我如果是生長期短，我可以說縮減一下我的風險，就是因為你種在田裡面，那種產

量很好，品質很好，但是它生長期長的它的風險就會暴露在那個時間的風險下，就會比較高，然後再

加上它們有些品種，譬如說，像我們桃園改良場，他們有一個新品種桃園5號，它就是針對這種問題，

去育出來的新品種，它是可以針對高溫的問題，因為高溫會造成那個水稻品質不好，就是我們在市面

上買米的時候，常常會看到有什麼一等米啊二等米之類的，那其實我們臺灣對稻米這個就是它的品質

判斷，其實有個很重要的是外觀，因為我們大家都吃過，那種很好吃的那種米就是那種晶瑩剔透很完

整的。 

【主持人-嘉妮】：對。對。對。 

【受訪人-徐永衡】：那高溫的話就會讓米就是比較沒辦法出現那樣子漂亮的外觀，就是它可能會白白

的，然後那種米的話，對於農民來說，就是它收起來之後，第一個他在碾米的過程容易碎掉，然後再

來就是說它就是不好看，而且我們在研究上面來說，真的就是比較完整顆粒漂亮晶瑩透明就是比較好

吃，那種白白的米，我們都俗稱白堊質，白堊質就是像以前我們那個早期白堊紀那個白堊，白白的那

種米就是它口感就會比較不好，那所以說它那個桃園5號這個水稻品種其實他對於那個就是高溫，它

是可以去適應就是比較能夠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那這個是在北部部分。然後在南部的部分呢其實他

們農業臺南改良場，他們也是有研究就是有在推廣一個就是以前我們水稻是一期作、二期作，他們現

在多推了一個什麼中間作，就是我們就是以雜糧為主，然後那個水稻為輔的一個耕作模式。那可能就

是說是一期作的時候，他栽種一些其它也是高經濟的一些雜糧，然後種完之後栽種水稻，然後水稻種

完之後二期做再做其他的一些雜糧作物，雜糧作物可以是什麼？甘薯、玉米、小麥、大豆之類的部分，

然後這樣做有個好處？就是說，第一個就是呃我可以避開用水高峰期，第二個就是說我種植雜糧會比

較省水，第三個，就是說我們臺灣其實也大概知道說吃米的量越來越少，大家都吃一些小麥啊吃肉啊，



那其實我們知道很多的一些飼料來源就是那些豬啊雞啊，牠們其實的吃的一些玉米、黃豆之類，其實

都從國外進口，那我們其實如果本土可以推廣一些雜糧的部分，那其實也是可以對我們一些糧食安全

是有些幫助。然後其實這是一個很複合很複雜的一個問題啦，因為你要面臨溫度要面臨水的問題，其

實未來還有一些什麼雜草或者是一些病蟲害的問題，因為像他們這種改變整個耕作制度的這種情況，

其實你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那他目前就是那些農業專家就針對跟幾個比較主要的方式去，當然他們

再去做這些改變的時候，他每次要考慮到後續的一些產銷問題，所以農業調適其實就聽起來就沒有像

農業防災好像比較單純一點，但調適的部分就是系統性問題 

【主持人-嘉妮】：系統性的問題。對，真的那裡面真的是好多的這個專業知識，而且牽連到了人事時

地物太多，所以他必須要整個系統性地去思考，然後去做一個調適。不過我覺得這樣聽下來農業調適

這一塊，就比如說剛剛研究員提到的可能在我們臺灣缺水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很多方法去想辦法，比

如說延後這個栽種的時間，或者是縮短這個時間或者是把它改良成一個比較適應高溫的品種，或者是

在這個中間去水稻跟雜糧互相交替的耕作，各種方式，它都是屬於調適的一環，就感覺好像跟過去以

前都會比較強調說就直接用化學肥料啊或者是用一些比較人工，人為的方式去跟大自然對抗，我覺得

這個好像不太一樣，這個比較像是在順應自然是跟著自然它的變化一起去做改變的感覺。 

【受訪人-徐永衡】：對。就是剛剛主持人這邊有講到那個順應自然，其實在農業一些生產，我們也很

強調一個概念就是適地適種，這個地方它適合種什麼樣的作物，我們就是配合著大自然。因為農業就

是靠天吃飯，所以說其實還有一個例子就是玉荷包，我們的那個荔枝，就是不開花就是沒有什麼結果，

低溫不夠，荔枝不開花就沒有產量，那要怎麼辦？這其實我們之前也是有跟高雄的一些青農就是種植

荔枝的，那他們也是說如果真的遇到這樣的話，他們就只能在想辦法看看有沒有其他作物可以去取代

荔枝這個，至少讓他們就是可以在農業這邊就尋找另外一個替代作物，所以我們就最近這幾年看到那

個摩天嶺，本來臺中摩天嶺本來之前是種柿子，現在有些開始也種那個番石榴，就開始就是有一些作

物項目，它的產區可能也是會跟著調整。 

【主持人-嘉妮】：對。瞭解。真的都是去隨著自然的變化去做一個調適，那所以我們今天講到這麼多

的農業防災及農業調適，如果本身對於農業這塊有興趣或是真的是在務農的朋友的話，有哪些的平臺？

或者是我們可以從哪裡接受相關這樣的資訊？ 

【受訪人-徐永衡】：如果是針對農民的話，其實我還是防災的諮詢會比較需要，那其實我們從農委會，

他有設一個農民學院，其實上面有很多課程，就是說如果你是農民你可以上去報名，那他可能上課地

點就是看全臺的一些農業改良場、專業場、農業實驗所之類的看，看他是開在哪裡？另外的話其實有

一些比較民間的這種出版社，像那種農業世界或者是豐年雜誌，他其實都提供了相當多農業的一些栽

培知識或管理管理措施的一些參考。那還有一些農業改良場，他們也會定期就是會開一些推廣會，一

些出版一些技術栽培技術的報告，那都可以參考。那在農業調適的部分其實真的是比較少，不過目前

就是這幾年來就是這些農業研究單位他已經針對這些調適，他們已經在想辦法去做一些栽培技術的一

些推廣，就像我剛剛講的中間作、植播的一些栽培系統，那另外的話就是可能會比較需要的資訊的就

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一些比較有規模的農戶，他可能要針對他比較產業的佈局，那其實他們可以去

看一下我們那個國科會剛剛講那個 TCCIP 計畫的那個網站是。有一些調適知識，那調適知識的話，就

是我們有一些同仁就是有幫忙去收集全球，不是只有光臺灣的一些農業調適的案例，我們可以看看國

外他們面臨到什麼問題？他們怎麼做？也許可以作為我們臺灣的這邊調適的一些參考。 



【主持人-嘉妮】：瞭解。所以這個 TCCIP，其實大家可以去做個搜尋它的全名很長，叫做臺灣氣候變

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臺，大家只要搜 TCCIP 就可以找到，就是主要比較調適的部分，防災部分其

實就是農委會有很多的一些相關的課程，或是我們好像一個農作物災害預警平臺，或是 APP 這些其

實都可以網路上找得到。 

【受訪人-徐永衡】：對，就這些的產品，這些的一些工具，就是在我剛剛有提到的農委會，他們科技

組跟農業試驗所，他們有一個農民防災計畫，他們發展的一些系統跟些資訊，那在這個計畫裡面其實

參與的就是有農業單位跟氣象局還有我們災防科技中心，那他們剛剛講的這個農作物災害預警平臺，

其實他就是整體呈現這個計畫的一些成果，還有一些知識，就是不管你在對於氣候的農業氣象站的觀

測值，還有一些農業預警的燈號的部分、還有一些風險熱區、還有一些調適，呃防災知識都可以在上

面看到，那另外一個有氣象農業防災 APP，那其實那時候他們在考慮設設計這個工具的時候，是因為

大家都使用手機嘛，現在就是在電腦前面比較少。而且農民都在田裡面，所以他們就是想說他們開發

一個 APP 讓農民可以在手機上就可以無縫接軌的接收到各個那種對於他想要看的一些作物的一些預

警的資訊，但是因為這個 APP 今年開始就是會把它移轉到農委會裡面，還有一個什麼田間好幫手的

APP。但是同時今天呢我們其實災防科技中心有跟他們合作開發一個「農災 LINE」，然後這個 LINE

的話，其實他就是介接剛剛講的那個 APP 上面的資訊去讓大家接收到這些預警資訊。 

【主持人-嘉妮】：瞭解。所以其實不管是網路上或者是 APP 手機或者是 LINE 裡面，都可以去搜尋相

關的這些農業防災以及農業調適的資訊，知識真的是越來越普及了，那也希望說有需要的朋友們都可

以能夠真的拿到這些第一手資料，那非常感謝今天呢我們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氣候變遷組徐永衡

研究員永衡研究員來到我們節目當中跟我們做分享。感謝您。 

【受訪人-徐永衡】：謝謝大家。 

【主持人-嘉妮】：我們今天的生活 In Design 防災新視界到這邊告一段落。感謝各位聽眾朋友收聽我

是嘉妮，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 

 

<逐字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