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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學門簡介與業務項目

 永續發展整合研究核心議題規劃

 學門近年申請與核定統計數據

 學門計畫申請與審查重點

 目標導向專案計畫

 落實科學研究支援國家政策需求

 參與國際合作研究- 貝蒙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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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學門簡介
學門業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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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科學學門簡介
1. 原與防災學門同為國科會永續發展推

動委會(獨立單位)下任務性工作，
2008年併入自然處運作。

2. 承擔本部對應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推
動委員會及各部會永續發展相關業務
之窗口。並促進永續發展相關跨領域
整合研究及學群領域對話。

3. 永續學門運作方式，係以「永續發展
整合研究」中程規劃為主軸，推動議
題導向型整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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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學門簡介
永續發展整合研究核心議題規劃



第3次中程規劃依據

2012年的國際/國內重要會議
 101年12月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

 101年6月聯合國地球高峰會(Rio+20)
- UN SDG, Futur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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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o+20 UN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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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Earth 2025 Vision

Future Earth八項科學挑戰
1. 水、能源、食物資源供給及其相

互影響
2. 低碳社會之經濟系統
3. 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
4. 低物質消耗與有韌性城市之建設
5. 全球變遷背景下的永續農業發展
6. 全球變遷與人類健康
7. 符合永續性的消費和生產關係
8. 社會管理與風險預警

ICSU 2014年11月公佈 (Future Earth 2025 
Vision) 。指出未來需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
學緊密結合，協同設計，協同發展以解決
問題為導向的科學，以期建立一個永續的
公平的世界，增進人類福祉。



永續科學第3次中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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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檢視既有能量及臺灣相關課題，並因應全球
永續發展科技聯盟(STA) 所啟動新階段的國際科
學計畫-Future Earth，學門於103年完成土地資
源、水資源、都市化與環境變遷、生態系統服
務、災害風險治理、氣候變遷與人類健康及海陸
互動與海岸變遷等七項核心議題方向，並據以調
整學門研究議/主題的中程規劃。104年度開始
據以徵求計畫。

期望研究團隊將Future Earth所揭示的co-
design、co-product、co-delivery等精神內化
入研究計畫研擬、執行與成果展現中。



永續科學108年度研究議題/主題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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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次中程規劃前
議題

第3次中程規劃議題
(結果)

108年度議題
(討論中)

研
究
議
題

A.永續社會及人類安全
B.環境治理
C.土地利用與城鄉發展
D.產業轉型
E.永續資源與環境

A.土地資源(核心)
B.生態系服務(核心)
C.永續水資源管理(核
心)
D.都市化與環境變遷
(核心)
E.海陸互動與海岸變遷
(核心)
F.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
(核心)
G.氣候變遷災害風險
(核心)
H.永續治理
I.永續資源與環境保護
J.邁向永續之產業轉型

A.土地資源(核心)
B.生態系服務(核心)
C.永續水資源管理(核
心)
D.都市化與環境變遷
(核心)
E.海陸互動與海岸變遷
(核心)
F.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
(核心)
G.氣候變遷脆弱度評估
與調適(新增)
H.永續治理(擬調整)
I.永續資源與環境保護
J.邁向永續之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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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學門簡介
專題研究計畫近年補助情形(統計)



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補助情形-1
101-107年度計畫審查補助表

年度
新申請

件數

新通過

件數

新核定計畫

經費

新申請案

通過率

平均經

費

年度總補

助件數

多年期計

畫比例

年度總補

助經費
平均經費

101 257 123 114,224 47.9% 929 2.4% 134 10.45% 117,776 879

102 167 100 99,845 59.9% 998 20.0% 106 24.53% 106,787 1,007

103 187 106 103,461 56.7% 976 0.0% 126 15.87% 124,180 986

104 216 107 115,007 49.5% 1,075 11.2% 119 20.17% 128,137 1,077

105 175 100 118,359 57.1% 1,184 31.0% 112 38.39% 133,754 1,194

106 129 74 97,001 57.4% 1,311 20.3% 111 46.85% 141,977 1,279

107 135 67 94,881 49.6% 1,416 9.0% 107 42.99% 144,566 1,351

當年度計畫書審查
各年度實質補助情形

(含多年期計畫)

核定多年期

計畫比例



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補助情形-2
101-107年度計畫審查通過狀況



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補助情形-3
107年度各研究議題補助經費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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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補助情形-4
107年度次領域補助件數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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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補助情形-5
補助計畫經費額度級距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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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補助情形-6
各研究機構獲補助件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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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門計畫申請與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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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科學108年度申請說明-1
108年度申請方式(待學門複審會確認)

研
究
議
題
及
申
請
方
式

個別型
1.永續發展前瞻個別型研究計畫
2.永續發展新進人員個別型研究
團隊整合型計畫(1件總計畫+3件以上子計畫)
A.土地資源 (核心議題)
B.生態系服務 (核心議題)
C.永續水資源管理(核心議題)
D.都市化與環境變遷(核心議題)
E.海陸互動與海岸變遷(核心議題)
F.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核心議題)
G.氣候變遷脆弱度評估與調適
H.永續治理
I.永續資源與環境保護
J.邁向永續之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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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科學108年度研究議題/主題說明-1
議題 研究主題

整合型計畫

A.土地資源
(核心議題)

1.土地系統變遷之動態性與「遙聯繫」探討

2.土地系統改變結果之衝擊探討
3.土地永續發展之政策分析與整合

B.生態系服務
(核心議題)

1.都市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評估
2.農業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評估
3.淡水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評估
4.森林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評估
5.海洋與海岸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評估

C.永續水資源管
理
(核心議題)

1.發展整合性氣候智慧水資源供給系統(新增)
2.發展分散性氣候智慧水資源多元供水系統與需求
管理(新增)
3.發展前瞻跨領域氣候韌性水資源管理決策支援系
統與氣候智慧水服務平台(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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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科學108年度研究議題/主題說明-2
議題 研究主題

D.都市化與環境變遷
(核心議題)

1.都市化的趨動力與影響
2.都市化對環境系統的影響
3.環境變遷對都市系統的影響
4.都市對環境變遷的因應與成效

E.海陸互動與海岸變
遷
(核心議題)

1.島嶼與海岸開發、海岸後退的國土保護與海岸環境的污
染防治與監測
2.島嶼與海岸都市與聚落、海岸景觀的維護、教育與遊憩
使用
3.島嶼與海岸棲地與海洋資源的保育、復育與生態系功能
維護

F.氣候變遷與健康調
適
(核心議題)

1.建立氣候健康衝擊(包含傳染病及非傳染病)之整合性預
警模式

2.具有減緩氣候變遷與促進健康之共效益(co-benefit)健
康調適策略研究

3.新型態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之衛生教育或健康促進工
具發展及策略研究

4.深化本土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研究之科學能量



22

永續科學108年度研究議題/主題說明-3
議題 研究主題

G.氣候變遷脆弱度評
估與調適

氣候變遷脆弱度評估與調適

H.永續治理

1.就業、經濟與福利共融社會之永續發展策略
2.國家與地方之良善治理、制度量能提升、與
相關政策工具之研究
3.有害物質管理、環境風險評估與溝通
4.環境與產業的永續發展

I.永續資源與環境保育
1.農地利用與城鄉農業發展
2.原住民區域資源管理研究
3.生物多樣性資源之永續發展

J.邁向永續之產業轉
型

1.建構資源循環型社會之相關研究
2.產業結構調整、升級與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3.綠色循環型水資源高效利用之研析(新增)
4.產業綠色技術相關研究
5.工業災害防治及應變技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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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科學108年度申請說明-4
議題 研究主題

1.本學門無隨到隨審申請案，新進人員須於大批計畫時提出申請案
2.本學門申請案屬本部專題研究計畫項下，故併計申請人計畫件數

1.永續發展前
瞻個別型研究
計畫

1.申請人年齡資格應符合本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規定者。
2.本議題計畫書內容依規劃議題A-J下研究主題研擬。
3.本類計畫補助總額度以永續科學學門年度專題研究
計畫補助總經費額度之10%。

L.永續發展新
進人員個別型
研究計畫

1.限新進人員申請。
2.本議題計畫書內容以議題A-J中之研究方向為擬題
方向。
3.本議題之補助總額度以永續科學學門106年度專題
研究計畫補助總經費額度之10%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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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學門專題研究計畫審查程序說明-1
(永續學門107年度作業說明)

• 計畫書審查(每年1-6月)
1. 初審：由學門複審會委員依申請案性質

推薦初審委員辦理書面初審。(2月-5月)

2. 主審：由複審會委員對所負責計畫進行
審查(整合與個別)。 (5月)

3. 複審會議：全體委員進行申請案綜合討
論。 (6月)

註:複審會委員之個人及其所參與整合型研
究團隊之計畫書初複審作業由本司複審委
員審查委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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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學門專題研究計畫審查程序說明-2

• 初審委員之推薦
1.由複審委員依申請案性質及單年經費額度推薦。
2.初審委員人員
(1) 單年度申請金額未達300萬者，以2位初審委員為原則。
(2) 300~500萬者，每一計畫送3人。
(3) 超過 500萬者，每一計畫則為5人。
(4) 視審查需要增列初審委員。(故每案皆多推薦1 位備選委員)
(5) 複審委員不擔任書面初審委員。

• 審查結果採百分制
極優 90以上,優良90-80,良 80-70,普通 70-60,差 6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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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學門專題研究計畫審查程序說明-3

複審會議：
• 由複審委員依所主審之各計畫審查結果進行說明

並提出討論。

• 議決年度全體申請案推薦結果與經費額度建議。

• 申請案或整合團隊，具跨學科領域且整合良好
者，或符合co-design, co-produce, co-
delivery規劃精神者可為優先推薦對象。



永續學門專題研究計畫審查程序說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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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案審查項目
一、計畫書(一般: 50%；新進人員:60%)
1.年度研究議題規劃相關度
2.研究內容所涉「永續科學」之學術創新/技術突破價值
3.文獻回顧之完備度及對國內外該領域了解程度
4.研究方法、步驟及期程規劃之可行性
5.計畫撰寫之嚴謹度與論述之合理性
6.計畫預期成果之價值與效益(與相關政府施政銜接、產業移轉、工具或
方法論之移轉、衍生國際或區域合作研究等)
二、研究人員勝任本研究能力(一般: 20%；新進人員:20%)
1.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於本研究內容之學術研究表現或技術發展能力
2.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對國內/外防災科技或永續科學研究之貢獻
三、近五年之研究表現(一般: 30%；新進人員:20%)
1.主要研究成果在學術上之創新性、重要性、所刊登之刊物之水準
2.主要成果績效是否與其所獲資源相符
3.主要研究成果中主持人之主導性
4.主要研究成果(包含實務應用)在質與量的表現
5.主持人在國內與國際社群中活躍度及所獲得的榮譽(如國際重要學術組
織的理事、國際知名學術期刊主編/編委、國內外重要會議邀請演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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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導向專案計畫
落實科學研究支援國家政策需求

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
計畫(提供氣候變遷推估資料供學者使用)



平台計畫定位-1
 計畫定位則著重在資料與知識的服務及資

訊品質提升

 並回應環保署目前規劃中國家氣候變遷調
適方案及行政院國 家永續會研訂中國家
永續發展目標(SDGs)氣候變遷相關目標
中本部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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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計畫定位-2
科學服務支持國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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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IPCC AR4 2007 IPCC AR5 2013/14 IPCC AR6 

2021/22

過去：2012-2017 現階段：2018-2022

國發會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行動方案

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
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行動方案

TCCIP、TaiCCAT、CCliCS 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

過去：2009-2017 本階段：2017-2022



強化資料庫，以滿足使用者多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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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IP-I TCCIP-II 本期計畫

不同階段氣候變遷資料庫

比例與主要內容

歷史資料 統計降尺度 動力降尺度

• 建立自主多元的
GCM/RCM模擬資料

動力降尺度

• 多元資料/AR6

統計降尺度

• 歷史資料重新模擬

• 特殊資料處理

歷史觀測

動力：實驗性質
統計：AR4
歷史：數位化資料

動力：應用實例
統計：AR5月資料
歷史：網格化資料

動力：世紀中模擬、多模式
統計：AR5日資料、AR6
歷史：重建臺灣資料、衛星

反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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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計畫提供的資料

氣候變遷推估資料歷史觀測資料

統計降尺度資料 動力降尺度資料均一化 網格化

月資料

時資料
（極端事
件）

全台1187雨量
站資料

雨量資料網格
化 1km,5km 日資料



資料網格化
高解析月雨量資料網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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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m

25km
(APHRODITE)

 本計畫網格化後資料比現今日本產製之APHRODITE資料更能凸顯台灣
地形降雨之特性與細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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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資訊平台

http://tccip.ncdr.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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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國際合作研究
貝蒙論壇



貝蒙論壇簡介
貝蒙論壇(BF, Belmont Forum)前身為國際全球變遷政府間聯合基金會
（IGFA,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of Funding Agencies for Global 
Change Research），1990年元月於美國首府華盛頓成立會員為國際間推動
全球變遷研究之各國補助機關或法人機構，宗旨為有效支援及規劃全球變遷相
關研究。我國以科技部(國科會)為代表，是我國於國際事務可以對等身份與會
之國際性大型科學組織之一，由自然司司長為本部代表。

於2014年10月，原為原IGFA中之組織轉型論壇的Belmont Forum與IGFA確
認合併，並由貝蒙論壇取代，且有別於舊組織具有規劃與推動功能。科技部於
2015年成為論壇正式會員，同時本司司長目前為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的成員。

貝蒙論壇與全球永續發展科技聯盟 (STA)之關係圖



貝蒙論壇組織架構

CRA,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ctions / 多邊協議研究行動方案之推動



• 國內學者參與國際合作研究所需經費:
申請：配合各項國際合作研究(CRA)的推動年

度，參與CRA的國內學者由本部大批
專題研究計畫提出經費申請

核給：依國際審查結果與CRA主辦學門審查
結果決定是否補助，額度由學門審查
後決定

國際合作研究經費支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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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學門召集人(105-107年度)
林財富教授(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

學門承辦人
湯宗達副研究員(科技部自然司永續科學學門)
E-mail: tttang1@most.gov.tw
TEL: 02-27377001
FAX: 02-27377071



40

報告完畢

敬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