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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麼要推動第二期計畫？

定位與目標



第一期計畫（99-101）年的背景

第八次科技會議的結論：制定國家環境變遷政策調適綱領、
積極推動關鍵科技之整合研發工作、氣候變遷與降低災害風
險等相關科研課題。

第一期計畫的目標：
建構氣候變遷跨領域研究與應用整合平台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降尺度方法建立

落實國科會氣候變遷研發成果於部會之調適政策

與國際接軌並強化臺灣區域氣候研究之重點特色

定期出版國家氣候變遷研究報告

團隊成果納入IPCC AR5報告＊

TCCIP團隊過去三年從經驗中學習、禀持「研發應用、科學
服務」的精神已達成上述目標。

＊Depth of Convection and the Weakening of Tropical Circulation in Global Warming；周等2010，
已收錄於 IPCC AR5 WGI 第十二章的初稿中。 4



過去三年TCCIP的成果：科學服務主要成果

氣候變遷資訊平台網站（2011-2012）

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中文：2011，英文：2012）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第二章（2012）

氣候變遷資料服務與溝通（2010-2012）

氣候變遷資料與科學報告應用說明會（2012）

氣候變遷國際研討會與成果發表會（2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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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IP對政府部門的貢獻
（2013.2月提供國科會資料）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協助經建會「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第二章之內容撰寫（101.6.25核定）

提供「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精簡版給相關經建會等35個相關部會約70份

完成「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英文精簡版翻譯及出版，提供環保署組成之
UNFCCC COP18官方代表團之相關文宣資料

科學資料服務
提供水利署「因應氣候變遷之水環境衝擊與調適計畫」之相關氣候科學數據與應用服務

提供氣象局氣象資料數位化、網格化與均一化之相關技術合作與支援

提供超過11個政府部門（如經建會、國科會、能源局、工業局、林務局、水保局、農試
所、建研所、工研院、中研院、雪霸公園管理局）、40個相關研究計畫之氣候變遷科學
數據與諮詢服務

「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網站」服務超過16000人次（含所有使用者）

科學知識服務
與經建會共同辦理「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與資料應用說明會」（101.10.25）

協助經建會地方調適團隊進行氣候變遷科學知識說明與宣導（102.1.15）

完成「統計降尺度應用手冊」，提供給水利署之氣候變遷研究團隊

與水利署氣候變遷團隊進行氣候變遷資料應用座談會，進行資料應用說明以及水文衝擊
應用之情境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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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優勢領域氣候變遷計劃

氣候變遷調適科技計畫 (TaiCCAT)

環境監測能力建構，脆弱度評估方法 計畫期限: 100, 101, 102~104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建置計畫 (TCCIP)

臺灣氣候變遷資料/資訊提供 計畫期限: 99~101, 102~104

氣候變遷研究聯盟-氣候變遷實驗室 (CCliCS)

模式能力建構、基礎研究 計畫期限: 1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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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界定與關鍵產出

使用者界定
氣候變遷應用研究的科學社群
需要科學數據以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的政
府部門以及研究團隊
決策者、產業界、一般民眾進行風險溝通時所需
的氣候變遷科學知識

使用者所需之重要產出與關鍵技術
臺灣本土氣候變遷資料分析
適用本土應用的降尺度資料與應用方法
建立使用者觀點的氣候變遷研究架構、關鍵技術、溝通平台與轉譯能力
建構氣候變遷資料服務與應用資訊平台
協助國科會出版第二版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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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IP－II 計畫目標

臺灣地區氣候變遷資料整合與分析（均一化與網格化資料分析）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降尺度資料產製（AR5最新資料）

落實國科會氣候變遷研發成果於相關領域之應用研究

（災害、水、農業、公衛…等）

與國際接軌、引進並發展關鍵技術/資料/方法，強化臺灣區域氣

候與應用研究之重點特色

建構氣候變遷跨領域研究之應用整合與服務溝通平台

協助國科會出版第二版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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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推動第二期計畫？

方法



TCCIP計畫推動架構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

國科會
中央氣象局

學術研發

國際接軌 應用研究

水利署、農試
所…

中研院環境變遷中心

師大、台大、交大、
中大、北教大、文
大…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 規劃運作
• 整合學術界研究能量
• 培育優秀人才

政策綱領調適
行動領域

強
化

新
增

能
源
產
業

健
康

農
業
、
生
態

海
岸

水
資
源

維
生
基
礎

設
施

土
地

災
害

IPCC CMIP5資料

CORDEX-EA 資料

日本氣候變遷創生計畫
高解析氣候模式（20KM）資料

高解析度AGCM
(GFDL HiRAM, NCAR CA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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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IP-II 計畫分工架構
氣候變遷資料、技術、知識與服務整合架構圖

Team1
觀測與模式資料分析

Team2
降尺度推估資料產製

Team3
使用者資料應用研究、不確定性分析

Team4
資料服務、使用者溝通、成果推廣

CMIP5資料、高解析度GCM

降尺度資料
臺灣資料分析/校驗

現象分析需求

模式特性與結果分析

氣象資料收集與建置

應用經驗/知識 關鍵技術/工具

推估資料
/變遷趨勢

觀測資料
/變遷趨勢
/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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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作分組主持人及團隊成員

• 中研院許晃雄研究員

• 氣象局、中研院、臺灣師範大學、北教大、NCDR

Team1: 臺灣地區氣候變遷觀測與模式資料分析

• 臺灣師範大學陳正達教授

• 臺灣師範大學、NCDR、中大、中研院、文大

Team2: 氣候變遷降尺度推估技術發展與資料產製

• 交大葉克家教授、台大鄭克聲教授

• NCDR、台大、交大、氣象局、農試所、長榮大學

Team3: 氣候變遷資料應用技術發展與研究

• NCDR 陳永明副研究員

• NCDR、氣象局

Team4: 氣候變遷資料服務與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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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1  工作規劃



Team1 工作架構圖

15

Phenomenon Metrics 建立

（台灣區域與應用特性之氣
候變異分析）

測站資料數位化與均一化的強化

氣候變遷與
年代際變化
監測指標建
立

網格化與均一化資料的校驗與分析

Model Performance Metrics

TEAM3、
TEAM4
下游應
用需求

Team2
降尺度推估

應用指標

HiRAM2 、

CAM5 、 MRI

CMIP5 、

CORDEX



本期新增亮點與重點工作規劃

•傳統的氣候變遷氣象分析無法解決使用端真正需求。

•透過議題式方式建立不同使用端之氣候現象評估量表，將有助於該領域之氣

象資訊應用。

•議題式處理氣象資訊，工作量勢必大於傳統氣象分析。

氣候現象評估量表(Phenomenon Metrics)之建立

•協同Team2發展評估方式，計算Performance Metric，提供使用者評估模式之參

考依據

•利用氣候現象評估量表所分析出之度量因子，計算氣候變遷模式中，相對應

之度量因子之模擬表現，建立Performance Metrics。

模式表現評估量表(Performance Metrics)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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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端特定議題氣
象問題/氣象需求

Ex: 嘉南平原稻米耕
種過程中，五月開花
期若遇極端高溫，將
嚴重影響稻米產量。

Ex: Team1透過文獻
回顧與資料分析，
研究嘉南地區五月
極端高溫與大尺度
環流的關係。
假設結論為副熱帶
高壓位置南海西南
風強度

建立五月高溫影響
稻米Phenomenon 
Metric

Ex: 高溫影響嘉南平
原稻米開花期之度量
因子即為副熱帶高壓
位置南海西南風強度

氣候現象評估量表
(Phenomenon Metrics)建立概念

建立理由(以嘉南平原五月高溫影響稻米開花期為例)
1. 未來氣候趨勢推估仰賴氣候模式
2. 氣候模式能解析大尺度環流變化趨勢，但無法解析嘉南局部地區之極端高溫變

化，因此無法直接提供農業應用端相關氣象資訊。
3. Team1研究嘉南地區極端高溫與大尺度環流之關聯性，建立氣候現象評估量表，

提供Team2以大尺度環流評量模式與Team3資料應用時之高溫替代氣象資訊。

挑選度量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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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
梅雨

颱風

乾旱
春雨

劇烈降雨

東北季風

高溫 農糧議題

度量因子
度量因子

度量因子

度量因子
度量因子

度量因子

度量因子

度量因子

A1B等，
未來情境模擬檢視可模擬

度量因子之模式

Team2
未來情境模式
模擬表現評估

Team3
應用端使用需求

氣候變遷下，東亞地區天候事件推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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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Performance Metrics

評估各模式對不同物理量模擬之性能指標 (I2) 示意圖

依據特定現象所
對應的重要氣象
變數，進行GCM
模式評估與篩選，
有利後端使用者
之應用以及整體
不確定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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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2  工作規劃



Team2 工作架構圖

Team1
臺灣氣候變遷/變異研究

Model Performance Metrics

• CMIP5、CORDEX-EA、AGCM統計
降尺度資料的產製；日、月、時、
25KM、5KM測站

• 不確定性分析
• Performance Metrics的計算、權重

• 三組高解析度AGCM動力降尺度
• 颱風偵測、颱風重置
• 氣候變遷原因主題式的深入探討

Team3
Team4
下游應
用需求

C
M

IP
5
、

C
O

R
D

E
X

H
iR

A
M

2
、

C
A

M
5
、

M
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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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降尺度 動力降尺度

• 提供多模式結果、可估算不確定性、適
合政策評估、不耗費巨量計算資源

• 可用變數有限、不易反應極端事件

• 時間解析度高、可提供變數完整、可描
述單一極端事件的發展、具有物理意義

• 耗費巨量計算資源、不易做多模式多情
境評估

整體目標：產製高解析、適用的降尺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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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亮點規劃

• 過去降尺度只針對平均狀態做降尺度，往往無法反映出氣候變遷對極端氣候帶來的衝擊，對許多做衝擊研究使

用者而言資料的意義不大

• 部分CMIP5資料提供日資料及其他氣候變數可供使用

極端指標、日資料統計降尺度技術的開發與執行

•進行東亞地區55KM解析度動力降尺度

•取回其它機構產製的降尺度結果，產製臺灣地區的統計降尺度資料

參與跨國合作的CORDEX-EA計畫

•計算Performance Metric，提供使用者評估模式之參考依據

•當作在多模式平均計算時，權重該如何決定的依據

進行Performance Metric的計算

•期能將現象變遷的物理機制做個解釋，豐富的資料注釋及特色的描述，有利於使用者了解本計

畫以及其自身所產製的資料特性，增加資料的可用、適用程度

針對天氣現象做其變遷的深入研究探討

•解決在颱風樣本數不夠以及颱風路徑偏差的問題、亦能盡可能地找出當代最具破壞力的颱風，

以利對氣候變遷的論述以及後需的衝擊評估研究。

測試颱風重置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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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3  工作規劃



Team3工作架構圖

水資源農業 水患公衛 坡地

Team2
統計降尺度資料

Team2
動力降尺度資料

日降雨之繁衍模式
精進(長延時,時空

間相關)

颱風季節降雨特
性分析(Bias 
Correction)

應
用
評
估

工
具
開
發

不確定性

Team1
網格化資料

海岸

繁衍雨量與其他氣
象變數之日資料

(溫度,日照)

全流域災害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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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流域防災氣候變遷資料應用示意圖

降雨強
度、降
雨量、
降雨延
時改變

sediment

Landslide

Landuse

水資源與乾旱

水庫
一維洪水演算

暴雨與洪水
分析

SOBEK

淹水模擬

颱洪農損

風險分析
暴潮

海水位
海岸線變遷

坡地 河道

海岸 都市

Climate change

空氣溫
度的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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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岸災害之動力降尺度資料應用為例

海水位

上升

颱風氣

壓下降

颱風風

速增強

海岸災害之氣候
變遷評估因素

關鍵技術發展

暴潮衝擊之侵台颱風特性分析

動力降尺度資料於暴潮模擬之應

用分析

海水位上升、天文潮、暴潮模擬
之氣候變遷資料整合應用技術

後端應用需求

颱風路
徑異常

 海岸線內縮。

 河口洪水不

易排出。

 泥沙淤積，

河口淺化。

 海岸河口溢

淹範圍增加。

臺灣地區5公里解析
度動力降尺度資料

臺灣海域暴潮
數值模擬範圍颱風風場

颱風氣壓場

將氣象模式
輸出轉換成
海岸模式輸入

WRF 模擬之颱風展示 27



農業領域：與農試所合作為例

水稻產量模擬 玉米產量模擬

Team3配合使用者需求進行相
關變數之降尺度技術發展與資
料產製，以銜接使用者已開發
成熟之應用模式與工具，以利
相關領域之後續衝擊評估

技術發展
資料產製
情境設定

使用者需
求溝通

資料來源：姚明輝博士 28



公衛領域：與長榮大學合作為例

29

登革熱傳播模擬

TCCIP依據現有模式產出，
提供使用者相關資料，以
銜接使用者已開發成熟之
應用模式與工具，以利相
關領域之後續衝擊評估

資料產與服
務

使用者需
求溝通



生態領域：與林務局計畫合作為例

資料來源：邱祇榮教授

植物生長分布機率模擬
（竹柏、柳葉劍蕨）

TCCIP依據現有模式產出，提
供使用者相關資料，以銜接使
用者已開發成熟之應用模式與
工具，以利相關領域之後續衝
擊評估

資料產與服
務

使用者需
求溝通

溫度、
雨量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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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4  工作規劃



Team4的核心價值
氣候變遷資料 (Data) / 資訊 (Information) / 知識 (Knowledge) 

的溝通(Communication) 與服務 (Service)

設定目標 目標對象 資訊內涵 執行策略

促進我國氣候變遷
知識能量累積

科學研究者 • 需有科學內涵
及方法深度

• 資訊平台、資料服務
• 出版科學報告
• 研討會、專家座談工

作坊

影響政府之氣候變
遷調適政策及決策，
並落實之

政策制定者(有公權
力的人、影響團體)

• 需有摘要(SPM)
• 需有政策意涵

• 成果發表會、資訊
說明會

• 轉譯後推廣出版品
• 持續溝通
• 小眾

促進利害及受影響
團體及部門採取調
適行為

利害及受影響團體
及部門

• 需有受影響評
估資訊及調適
行為訊息

• 持續溝通
• 小眾~中眾

提升普羅大眾氣候
變遷風險意識

一般大眾 • 簡單易懂 • 大眾傳媒
• 單向傳遞

氣候變遷科學資料/資訊/知識的溝通與服務依不同目的與對象而有不同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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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知識轉譯與服務

TCCIP
獨特
優勢

整合型團隊
人才齊聚

綜合氣象、水文、經濟、農
糧、資訊管理、政策分析、
傳播等各領域人才讓知識整

合無障礙

科學知識轉譯經驗

NCDR長期累積的防災推廣
經驗成功將艱澀科學知識轉

譯成大眾生活常識

了解使用者需求

第一期已有資料申請服務、
成果發表會、資料應用說明
會等，頻繁且密切接觸使用
者，充份了解使用者需求

同時是資料提供
及知識創造者

TCCIP從資料產製、分析、研
究到撰寫科學報告，對此流程
細節完全掌握，也能對產製的

知識做最佳轉譯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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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學社群溝通與服務

•資料提供與溝通

•專家座談、工作坊

Team1

Team2

Team3

TCCIP

原始資料
(氣象局、GCM…)

資料

資訊

技術

工具

轉譯後

氣候變遷資訊

(其它形式的訊息)

累積知識
能量

User 1
科學
研究者

4.知識轉譯與服務

•簡化圖表與說明

•推廣出版品製作（平面、
多媒體）

•建立知識庫

制定相關
政策

User 2
政策
制定者

採取因應
措施

User 3
利害關係
團體

提高風險意
識、採取調
適行為

User 4
一般大眾

2. 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3. 資訊平台網站

氣候變遷其
他相關資訊

Team4 工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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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TCCIP是個平台，也是個品牌

氣候變遷研究與應用整合平台

研究平台

整合大學、研究

中心與政府單位

之研究能量（與

氣候變遷研究聯

盟與氣象局合作）

資料平台

整合不同部門之

氣象觀測資料與

產出、進行均一

化工作

學術研究

與政策應

用平台

研究產出考量政

府部門之調適與

政策應用需求(與

氣候變遷調適科

技計畫合作)

國際合作

平台

透過科學研究、

資料分享以及單

位合作，強化國

際合作

資訊服務

平台

透過網路服務提

供氣候變遷研究

成果與相關資料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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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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