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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位在歐亞大陸和太平洋之間，氣候上屬於世界 顯著亞洲與西北太平洋季風區。夏

天吹西南季風，冬天吹東北季風，是台灣氣候變化的特色之一。風能與人類經濟活動和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早從西元前之運用風車提水灌溉，到現今的風力發電，都是風能應用的例子。

近年來受到全球暖化的影響，各地居民不但關心降雨、溫度、海平面、颱風的長期變化，風

能變化亦是重要的課題之一。為了解台灣區域的風能變化，本研究針對中央氣象局的主要地

面觀測站於1961~2013年之風向、風速觀測資料進行分析，統計不同年代與季節的風的特性，

紀錄台灣地區風的變化，並探討影響這些變化的季風和全球氣候變化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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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地處於歐亞大陸及太平洋交界處，氣候上屬

於世界 顯著亞洲與西北太平洋季風區，夏季受太平

洋海洋性高氣壓影響，盛行西南季風；冬季則因來自

西伯利亞的大陸冷高壓影響，以東北季風為主，由於

特殊的地理位置和起伏差異大的地形分佈，始得臺灣

的天氣型態與氣候變化是非常顯著的。近年來受到全

球暖化的影響，除了降雨、溫度、海平面、颱風的長

期變化已有相當的研究，風能的變化亦是重要的課題

之一。中央氣象局(2009)根據地面觀測站分析過去百

年(1897~2008)資料，結果顯示平均風速的變化普遍

有降低的現象，各地降低程度因環境而異，全島平均

約百年降低 0.3 m/s，其中臺北測站以冬半年下降幅

度較夏半年高(徐堂家，2010)，本文將延續此研究內

容，探討台灣各地過去 53 年(1961~2013)風的變化，

並進一步分析季風環流變化趨勢。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資料於第二章說明，第三章分

析臺灣基本氣候特徵，第四章探討台灣長期氣候變

化，第五章分析亞洲季風區風場變化趨勢，第六章為

結論。 

二、資料與研究方法 

    本 文 收 集 了 中 央 氣 象 局 局 屬 27 個 測 站

1961~2013 年的的逐日平均風速與 多風向(盛行風)

資料，本研究採用觀測時間夠長且風速風向資料紀錄

完整 17 個測站資料：淡水、台北、宜蘭、基隆、

新竹、台中、台南、高雄、恆春、花蓮、成功、台東、

大武、蘭嶼、澎湖、彭佳嶼、東吉島(1963~2013)。

全 球 海 平 面 溫 度 資 料 使 用 ERSST(Extended 

Reconstructed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經緯度網格點

為 2°×2°；陸表面溫度場資料採用 NCEP/NCAR 重分

析月平均資料，該資料網格解析度為近似 1.9°×1.9°

經 緯 網 格 ， 925hpa 的 風 場 資 料 則 是 採 用

NCEP/NCAR，經緯度網格點為 2.5°×2.5°的月平均資

料。 

    將臺灣測站 53 年的逐日資料整理成每月一筆的

風向風速資料，風向以出現 多次數的盛行風向為代

表，風速則是以一個月的平均風速代表。基本的全年

氣候平均特徵為統計 53 年每日 多風向和平均風

速。長期氣候變化趨勢在季節變化方面是將 53 年的

資料分為冬半年(10~3 月)與夏半年(4~9 月)兩個時期

來看冬夏半年之間長期變化的差異；年代際變化方面

則是統計各月份每十年的平均，以分析十年為週期的

變化趨勢。亞洲季風區則統計逐年風場變化趨勢，將

此 區 網 格 分 成 A1(90°E~120°E 、 0°N~20°N) 、

A2(90°E~120°E 、 20°N~40°N) 、 A3(120°E~150°E 、

0°N~20°N) 、 A4(120°E~150°E 、 20°N~40°N) 、

A5(110°E~130°E、10°N~30°N)五個區域探討探討各

區域與海洋間溫差之逐年變化情形，海溫影響亦區分

成 S1(80°E~100°E、0°N~25°N)、S2(100°E~125°E、

5°S~25°N) 、 S3(120°E~150°E 、 0°N~40°N) 、

S4(30°E~90°E 、 20°S~20°N) 、 S5(90°E~135°E 、

20°S~20°N)五個區域，以進行分析。 

三、臺灣基本氣候特徵 

    統計各測站全年、夏半年（4 月至 9 月）和冬半 



年（10 月至次年 3 月）的盛行風向，結果顯示臺灣

本島平地測站於冬半年受東北季風影響，除了臺北、

宜蘭測站之外，大致上以北風、東北風、北北風 多。

風向於夏半年則較為紊亂，各測站盛行風皆不盡相

同。整體而言，本島測站的盛行風向多與當地的地形

有密切關係，而外島測站盛行風較能突顯冬、夏季之

間季風的風向交換特性。 

    臺灣 17 個測站依照風速全年變化大至可歸納為

4 組：A 組測站（淡水、基隆、臺北）冬半年的風速

比夏半年強，風速從 3 月中開始明顯下降，5-6 月期

間風速達到 小值，之後風速又快速上升，至 12 月

份風速又開始下降。B 組測站（新竹、臺中、臺南、

花蓮、臺東、彭佳嶼）夏半年有兩個風速低值期，分

別在 5-6 月和 8-9 月。C 組測站（恆春、成功、大武、

澎湖、東吉島）則是在 5-8 月為風速減弱的期間。D

組測站（高雄、宜蘭、蘭嶼）的風速變化可能受當地

的地形影響，有其各自的季節變化特徵，其中宜蘭夏

半年的風速大於冬半年。整體來看，除了澎湖站以

外，外島站在冬、夏季間的風速變動幅度大於本島測

站。4 組測站之全年風速變化分別以臺北、新竹、澎

湖、宜蘭為代表顯示於圖 1。 

 

   圖 1 53 年(1961-2013)逐日平均風速全年變化圖 

 

四、臺灣長期氣候變化趨勢 

    臺灣位處颱風頻繁區域，探討風向風速變化必須

區隔受颱風影響的風向風速和非颱風影響的風向風

速。本節將討論非颱風影響之變化，逐日資料在剔除

颱風侵台的影響日期後才討論不受颱風影響下風之

長期氣候變化。 

(一) 季節變化 

    各測站風速都有明顯的季節性變化，圖 2 分別為

全年、冬半年和夏半年平均風速時序變化，並配合風

速距平圖(圖 3)，依照風速的長期變化特徵將測站分

為 4 組，A 組測站（淡水、臺北、基隆、臺中、臺東、

大武、澎湖、蘭嶼、彭佳嶼）於 1970-1980 年代期間

風速略微上升，之後隨時間逐漸減弱，並以淡水、臺

東、蘭嶼的降幅 明顯，參照 53 年線性變化結果，

此組測站皆以冬半年下降趨勢較夏半年大。而除了蘭

嶼之外，其他測站冬半年風速大於夏半年，但兩者之

間的風速差距逐漸縮小，圖 2 與 3 以台東測站為本組

代表。B 組測站（恆春、成功、東吉島）的風速變化

並沒有明顯長期趨勢，53 年趨勢值皆小於±0.18m/s，

圖 2 與 3 以恆春測站為本組代表。和其他測站比較，

C 組測站（高雄、宜蘭）的年平均風速值相對較小，

在 1m/s~2.5m/s 之間，冬、夏半年的風速差異不大，

且夏半年風速略高於冬半年，圖 2 與 3 以宜蘭測站為

本組代表。D 組測站（新竹、臺南、花蓮）年與年之

間的風速變動較大，並沒有線性向下或向上的變化，

圖 2 與 3 以新竹測站為本組代表。整體來看，外島測

站的風速較本島測站大，外島站以澎湖風速的季節差

異 大(夏、冬季風速差值為 2.53m/s)，而本島站則是

恆 春 的 風 速 差 異 大 （ 夏 、 冬 季 風 速 差 值 為

1.6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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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冬夏半年與全年平均風速時序變化圖 

綠、紅、藍線分別為全年、夏(4~9 月)、冬

10~3 月)半年平均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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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圖 3 冬夏半年與全年平均風速距平圖 

上、中、下圖分別為全年、夏、冬半年，黑線為 10 年移動平

均，紅線為 53 年趨勢線，而＊代表該值具有統計上之顯著性

 



(二) 年代際變化 

    多數測站風速皆有強烈的年代際變化，圖 4 分別

統計 60 至 110 初期共 6 個年代之各月分變化，可由

風速各年代際的變化特性將測站分成 3 大類，A 類測

站(淡水、臺北、臺東、大武、蘭嶼、基隆、台中、新

竹、澎湖、成功、高雄)早期風速皆較後期風速大，其

中淡水、臺北、臺東、大武、蘭嶼測站以 80 年代為

轉折點，風速於 80 年代前遠大於氣候值，於 80 年代

後則遠小於氣候值，正負相差 2 個標準差之多，是風

速變異 大的測站類別，相較於上述測站，成功和高

雄測站則是在 60 年代有些微差異，其風速值是較氣

候值低於 1 標準差。基隆、台中測站於 80s 前有較高

的風速，而後變動則維持於氣候值。新竹和澎湖測站

在冬半年的年代際變化較顯著，風速有 10 至 20 年間

的大小循環，並在近 10 幾年，全年風速皆較氣候值

低 1 個標準差，圖 4 以淡水和新竹測站為本組代表。

B 類測站(花蓮、宜蘭、臺南)於近期風速有較高的現

象，以花蓮和宜蘭測站皆高於氣候值 1 標準差之多，

圖 4 以花蓮測站為本組代表。C 類測站(恆春、東吉

島、彭佳嶼)風速年代際變化不大，皆相近氣候值，圖

4 以東吉島測站為本組代表。 

    從各測站風向年代際的變化結果發現差異性並

不大，只以台北、淡水、新竹、台中、高雄、澎湖、

東吉島、蘭嶼於 2000 年起稍有改變，特別於冬半年，

變化較為明顯，偏差皆是一個方位為主，其中台北、

高雄、台東，風向於 60 年代相對於氣候值也有明顯

的不同，其差異與 2010~2013 年有所雷同，如圖 5 臺

北測站為例，100 年代後 ENE 風比例減少，而 E 風比

例增加，於 2011~2013 年風向則更加集中於 E 風，和

60 年代變化相似。

 

 
  圖 4 風速年代際變化圖 

  藍線為各年際風速平均值，黑線為氣候平均值，灰色區塊為正負一個標準差範圍 (1971~2000 年氣候值) 

 

 
  圖 5 風向年代際變化圖，藍色空心圈為減少，桃紅色實心圈為增加 (1971~2000 年氣候值)

1971‐2000 

(A‐1)  (A‐2) 

(B)  (C) 



五、亞洲季風區風場變化趨勢 

分析A1~A5(圖6 所示)逐年風速變化，結果顯示全年和

冬半年趨勢變動不大，而夏半年除了A3 以外，其他區域風

速皆有變小的情形，其中 A2 下降幅度 大，以每十年

0.27m/s 的速度下降，A1、A4~5 風速則是每十年降低0.1m/s

左右，如圖7 可見，主要因60 年代初期有較高的風速值，

以1965 年為轉則點，其風速出現急劇的下降，並維持震盪。 

進一步針對 A2 區域的地表溫度與 S1~S6 區(圖 8-A 所

示)海表溫度差異做分析。A2 地表平均溫度全年維持11℃上

下，夏半年溫度於17~18℃，冬半年則為5~7℃之間，可見

溫度於季節性變化明顯，而逐年變化趨勢為每十年增加

0.06℃，以冬半年上升速率稍快為0.09 ℃/decade，夏半年則

為0.04 ℃/decade。S1~S6 區域海表溫度逐年變化結果相近，

皆約上升 0.12 ℃/decade，而與 A2 地表溫差異皆為逐年上

升，以夏半年上升速率 快，為 0.07 ℃/decade，冬半年為

0.03℃/decade，冬夏半年溫差增加變化不同，主要因陸溫與

海溫於冬季上升速率相近，所以溫差變化小，而夏季時海溫

上升幅度較陸溫大，造成其溫差變異較大，全年溫差變化趨

勢則約以0.05 ℃/decade 增加，結果如圖8 顯示。 

 

 圖6 風場分析區域範圍 

 

圖7 季風區域風速時序變化圖 
 

六、結論 

由臺灣全年氣候特徵可見離島測站風速顯然遠超過平

地測站，其中蘭嶼更因海拔高，年平均達每秒9 公尺。因受

東北季風影響，除宜蘭受地形影響為迴流之冬季風外(平均

風速僅 1.6m//s)，其他測站冬季平均風速皆高於夏季，而全

年風向於6 月中旬至9 月上旬有明顯的轉變，為季節交替的

時期。從長期變化趨勢發現，風向並無太大改變，而多數測

站風速呈現下降的現象，且冬、夏半年風速差距逐漸縮減，

以蘭嶼測站變化 為顯著，平均每十年降低 0.5 m/s，而比

對季風區域風場分析結果，發現有相似的變化趨勢，其風速

亦有降低的情況，特別於東經90°~120°、北緯20°~40°間的內

陸區域，夏半年風速下降相當顯著，進而分析此區域地表溫

度與印度洋、孟加拉灣、南海至西北太平洋一帶海溫差異，

發現嗨陸溫差皆為逐年增加，理論上來說，當海洋與陸地熱

力差異越大時，會驅使季風環流增強，此與本研究分析結果

有所出入，未來仍將進一步探討造成風速下降的因素。此

外，較特別的是，有別於其他測站，花蓮測站於2000 年起

風速有明顯上升的現象，並存在著 20 年週期的年代際變

化，宜蘭測站風速也是有從2000 年開始上升的現象，其原

因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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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海陸溫差時序變化圖 

(A)為海溫分析區域範圍，(B)為全年，(C)為夏半年(4-9 月)，(D)為冬半年(10-3 月)，皆以海溫減陸溫結果呈現，

線性趨勢以實線為通過 95%的統計顯著性檢定，虛線則為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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