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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目的：為什麼需要這個計畫
執行策略：我們如何達成目標
平台建置
政策落實
整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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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需要這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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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國家調適政策
 溫管法「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之強化氣候變遷科學
基礎以提升調適作為及建構韌性發展之政策原則。

推展「數位基礎設施」與國際合作
 透過Belmont Forum 之Ｅ-infrastructure & Data 

Management 跨國合作架構，強化環境變遷研究之數
位基礎建設能量



科技部98-105氣候變遷整合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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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氣候變遷調適科技計畫 (TaiCCAT)-永續學門

脆弱度評估、調適治理 計畫期限: 98, 100, 101,
102~105.7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計畫 (TCCIP)-永續學門

臺灣氣候變遷資料/資訊提供 計畫期限: 98~102.2, 
102.3~105.7

氣候變遷研究聯盟-氣候變遷實驗室 (CCliCS)-大氣學門

模式能力建構、基礎研究 計畫期限: 100~105.10

累積氣候模式建構
與模擬能量

提供政府、學界氣
候變遷推估資料及
科學資訊服務

 氣候變遷風險評
估技術與工具

 氣候變遷調適之
相關治理策略



三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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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

滿足不同領
域風險評估
與調適的氣
候資料

關鍵課題風
險評估結果
與調適方法

實證

有用與持續
的氣候資料
與知識服務



前期研究成果：我們做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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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應用

• 建立並提供
了氣候變遷
研究與調適
推動所需的
大數據資料

•服務超過150
個研究計畫

調適服務

• 我們發展調
適框架與方
法，並推廣
至公私部門

•應用對象：
部會、地方、
企業

獲獎肯定

• 奠定永續科
學跨領域與
服務應用的
基礎

•榮獲105年
「國家永續
發展獎」



缺口：我們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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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不足

•統計降尺度「變數」的不足

•動力降尺度「模式」與「情境」的不足

•歷史資料的時空間解析度與變數不足

風險評估的缺口

•縱向跨領域研究，氣候科學與衝擊研究仍有缺口

•尚無法提供關鍵領域風險評估全圖像

調適應用的最後一哩路

•尚未有效實質落實具體施政

數位基礎建設與服務的落差

•資料管理、開放政策、友善應用、永續經營的
落差

科學轉譯的不足

•仍有學用落差、專業知識門檻與跨領域溝通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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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終為始：氣候變遷科學大平台
--有「平台」才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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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評估政策

有所得

學術研究資料

有所得

產業了解風險

有所得

民眾獲取知識

有所得

科技部
氣候變遷大平台



讓GRIP共享氣候變遷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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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Research

Industry Public

共享平台



回應政策需求的落實

團隊組成
關鍵領域
氣候科學
調適方法

2018/6/5
11



本計畫整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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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2
氣候風險評估與調適
（風險評估、調適工具、個

案研究）

TEAM1
氣候模擬與分析

（氣候情境、模擬推估、氣
候變遷資料應用）

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

TEAM3
氣候科學服務整合平台

（平台、資料、圖資、工具、知識、案例、服務、溝通）

關鍵領域深化應用

示範案例



團隊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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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
農試所
疾管署

中研院環變中心
國衛院環境醫學研究所
國研院國網中心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台大生工系、台大土木系、台大環醫系、台大農藝系、
台師大地科系、台師大地理系、北大城鄉系、交大土木
系、中大水文所、海大河海系、海大環漁系、北市大地
生系、文化大氣系、文大建築系

3
政府機關

4
研究單位

14
大學系所



關鍵領域規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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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過去個別領域在氣候變遷的進展、研究能量，
同時兼顧新課題發展與計畫資源，以四個進展成熟
度來選擇與分類

氣候資料推估
情境

領域衝擊量化
模型

危害脆弱風險
評估

調適應用實務
連結

具備

建立

發展

達成



群組一
健全風險評估、邁向調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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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
交大、國網、NCDR、（水利署）

坡地
台大、NCDR、（水保局）

水資源
中大、台大、NCDR、（水利署）

農業
台大、農試所、NCDR

氣候資料推
估情境

領域衝擊量
化模型

危害脆弱風
險評估

調適應用實
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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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二
完善衝擊模型，呈現風險評估

健康
台大、疾管署、國衛院

漁業
海大、台灣漁業協會

海岸
海大、NCDR、（水利署）

氣候資料推
估情境

領域衝擊量
化模型

危害脆弱風
險評估

調適應用實
務連結



群組三
新興課題、前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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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資料推
估情境

領域衝擊量
化模型

危害脆弱風
險評估

調適應用實
務連結

• 暖化與環流改變，
可能造成「空氣品
質」惡化，先進行
「氣候變遷對空氣
品質之模擬實驗」，
依據模擬結果評估
在第三年開始加入
後續風險評估（如
健康）

• 評估現在在台灣尚
未發生，但未來有
可能因暖化造成的
新興疾病

空氣品質
中研院環變中心、NCDR

新興疾病
疾管署、國衛院



群組四
支援其他課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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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
農委會、科技部、…

能源
能源局、環保署、科技部….

其他
產業、土地、基礎設施、.....

氣候資料推
估情境

領域衝擊量
化模型

危害脆弱風
險評估

調適應用實
務連結

團隊透過平台提供
• 氣候變遷資料
• 調適方法工具
• 風險圖資
做為其他領域應用參考



不斷強化資料庫，以滿足多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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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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實驗性質

動

• AR4
統

• 數位化資料

歷

• 建立應用實例

動

• AR5
統

• 網格化資料

歷

• 建立自主多元的
GCM/RCM模擬資料

動

• 多元資料/AR6

統

• 重建資料模擬

• 特殊資料處理

歷

19



更多的系集模擬，協助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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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自SOUSEI計畫)

例如：極端降雨頻率分析

使用少數個系集模式資料
不確性大

使用多個系集模式模擬資料
降低不確性20



更多事件模擬，有助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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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歐盟 Hiwave S3 計畫
• High Impact Weather Events in EurAsia Selected, Simulated and Storified

• 透過大量模擬，選取
並評估「機率小、但
造成重大影響」之極
端事件。

• 我們經驗與因應
• 颱風受氣候變遷與模式
影響不確定性高，透過
大量系集模擬，可分析
颱風不同路徑可能的影
響，也可進行「極端降
雨頻率分析」。

颱風路徑模
擬不確定性
高

21



對「近未來」資料有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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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政策規劃（如國土規劃、前瞻建設）需要近未來資料評估，以利「政策有感」。

需求

•TCCIP II之動力降尺度資料已開始滿足風險評估需求，但受限日本資料，只
有「世紀末」模擬。

問題

•本期規劃中研院與NCDR團隊進行「近未來高解析度GCM模擬與動力降
尺度」。

因應



特殊觀測資料需求以輻射資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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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農業、生態、能源…對太陽輻射資料有需求

需求

• 觀測資料不足、無法呈現空間特性

• 模式資料可模擬，但無法校驗（TCCIP II已評估）

問題

•透過測站觀測、衛星資料與模式資料進行偏差校正，得到輻射資料的「擬

真」觀測

因應



資料產製清單：動力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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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IP 1 TCCIP 2 本階段預計產製

1 . M R I  2 0 K M，A 1 B
- 2 0世紀末* 1 ( ~ 8 0 )
- 近未來* 1 ( ~ 8 0 )
- 2 1世紀末* 1 ( ~ 8 0 )

2 . E C H A M 5 2 5 0 K M，A 1 B
- 2 0世紀末* 1 ( 0 )
- 近未來* 1 ( 0 )
- 2 1世紀末* 1 ( 0 )

1 . N C E P - C FS R重分析
- 2 0世紀末* 1 ( 1 1 0 )

2 . C A M 5  3 0 K M
- 2 0世紀末* 1 ( 4 0 )

3 . M R I  2 0 K M
- 2 0世紀末* 1 ( 8 0 )
- 2 1世紀末* 4 ( 1 6 0 )

4 . H i R A M 2 5 K M
- 2 0世紀末* 1 ( 1 1 0 )
- 2 1世紀末* 1 ( 0 5 0 )

5 . H i R A M 5 0 K M  T C
- 2 0世紀末* 1 ( 1 5 0 )
- 2 1世紀末* 4 ( 3 0 0 )

6 . M R I  P G W，A 1 B、R C P 8 . 5
- 2 0世紀末莫拉克 ( 1 )
- 2 1世紀末莫拉克 ( 1 )

1 . E R A - I N T R I M重分析
- 臺灣重分析* 1 ( 1 1 0 )
- C O R D E X E A * 1 ( 1 1 0 )

2 . H i R A M 2 5 K M，R C P 8 . 5
- 2 0世紀末* 1 ( 1 1 0 )
- 2 1世紀中* 4 ( 3 0 0 )
- 2 1世紀末* 3 ( 1 5 0 )

3 . H i R A M 5 0 K M  TC，R C P 8 . 5
- 2 0世紀末* 3 ( 4 5 0 )
- 2 1世紀中* 1 6 ( 1 8 0 0 )
- 2 1世紀末* 1 2 ( 9 0 0 )

4 . Ta i E S M ( A R 6 )
- 2 0世紀末* 1 (未定 )
- 2 1世紀中* 4  s c e n a r i o s (未定 )
- 2 1世紀末* 4  s c e n a r i o s (未定 )

5 . M R I  2 0 K M，S S P 5  8 . 5 ( A R 6 )
- 2 1世紀末* 4 ( 1 8 0 )

6 . H i Re s M I P - H i R A M ( A R 6 )
- S S P 5 - 8 . 5 2 0世紀末* 1
- S S P 5 - 8 . 5 2 1世紀末* 1

7 . P G W
8 . M R I  2 0 K M ( A R 6 )

- 2 0世紀末* 1  ( 8 0 )
9 . C A M 5  3 0 K M ( A R 6 )

- 2 1世紀末* 1  ( 4 0 )

24

資料說明
紅色數字為侵臺颱風個數
粗估

20世紀末：1979-2005
近未來 ：2015-2040
21世紀中：2040-2060
21世紀末：2075-2099

CMIP6 4 scenarios
20世紀末：1979-2010 
SSP1 2.6
SSP2 4.5
SSP3 7.0
SSP5 8.5

• 增加更多「模式」、「情境」、「颱風」資料
• 增加「近未來」
• 進行「CMIP6」模擬，與國際同步



資料產製清單：統計降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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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IP 1 TCCIP 2 本階段預計產製

 C MIP3降雨 月資料 (月 )  
 C MIP3日均溫 月資料 (月 )  

 C MIP3降水極端指標 (年 )

基期 ：1980~1999
近未來1 ：2020-2039

21世紀末：2080-2099
東亞地區：25公里網格
臺灣地區：25、5公里網格
CMIP3情境：B1、A1B、A2

 C MIP3日最高溫月資料 (月 )  
 C MIP3日最低溫月資料 (月 )  
 C MIP5降雨 月資料 (月 )  
 C MIP5日均溫 月資料 (月 )  
 C MIP5日最高溫月資料 (月 )  
 C MIP5日最低溫月資料 (月 )  
 C MIP5降水極端指標 (年 )  
 C MIP5溫度極端指標 (年 )  
 C MIP5日降雨資料 (日 )  
 C MIP5日均溫資料 (日 )

基期 ：1986~2005
近未來1 ：2021-2030
近未來2 ：2041-2060
近未來3 ：2061-2080
21世紀末：2081-2100

臺灣地區：25、5公里網格
CMIP3情境：B1、A1B、A2
CMIP5情境：RCP2.6、4.5、6.0、8.5

 C MIP5日降雨資料 (日 )  
 C MIP5日均溫資料 (日 )
 C MIP5日最高溫資料 (日 )  
 C MIP5日最低溫資料 (日 )
 d 4 PDF日降雨資料 (日 )  
 d 4 PDF日均溫資料 (日 )
 d 4 PDF日最高溫資料 (日 )  
 d 4 PDF日最低溫資料 (日 )
 CO R DE X日降雨資料 (日 )  
 CO R DE X日均溫資料 (日 )
 CO R DE X日最高溫資料 (日 )  
 CO R DE X日最低溫資料 (日 )
 C MIP6日降雨資料 (日 )  
 C MIP6日均溫資料 (日 )
 C MIP6日最高溫資料 (日 )  
 C MIP6日最低溫資料 (日 )
 C MIP5測站點降尺度

- 濕度、輻射、風
基期 ：1986-2010
近未來1 ：2021-2030
近未來2 ：2041-2060
近未來3 ：2061-2080
21世紀末：2081-2100
東亞地區：25公里網格
臺灣地區：25、5公里網格
CMIP5/6情境：RCP2.6、4.5、6.0、8.5

• 增加更多「情境」資料
• 更高解析度的統計降尺度
• 「CMIP6」降尺度，與國際同步

25



Team1盡力滿足Team2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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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領域 風險 氣象資料需求 情境資料來源

1

水資源 各標的用水 日降雨、氣溫 統計/動力

淹水 淹水 小時降雨、颱風 統計/動力

坡地 坡地災害 小時降雨、颱風 統計/動力

農業 糧食安全(水稻、黃豆、
小麥、玉米)

日降雨、氣溫、輻射、
濕度 統計/動力

2

健康 登革熱 日降雨、氣溫、濕度 統計/動力

海岸 海平面上升與暴潮 風速、颱風 動力降尺度

漁業 沿岸養殖業(牡蠣)
近海定置網漁業 溫度、風速、颱風 動力降尺度

3
健康 新興疾病、心理健康 氣溫、輻射 統計/動力

空品 污染物分佈 風場、氣壓、輻射 動力降尺度



風險評估與調適實證
作爲部會落實調適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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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界定問題與設
定目標

2. 評估與分析現
況風險

3. 評估與分析未
來風險

4. 界定與評估調
適選項

5. 規劃與執行調
適路徑

6. 監測與修正調
適路徑

群組一 淹水、坡地、水資源、農業

群組二 健康、漁業、海岸

群組三 空氣品質、新興疾病

群組四 其他

關
鍵
領
域

（應用推廣、教育訓練、諮商回饋）

實證
檢核

回饋
調整

調
適
指
引

落
實
應
用



建立更實用與通用的調適工具
滿足使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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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評估工具（AdaptCross）

調適選項與路徑工具（ AdaptPath）

調適選項評估工具（AdaptRanking）

議題大數據分析工具（AdaptMining）

線上調適檢核工具（AdaptCloud）



整合機制

科研整合
TESTBED
以淹水為例
以農業為例

服務整合
 模組化
 規格化
 知識轉譯

20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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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 NOAA TESTBED模型
強化科研與實務的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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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NOAA Climate 
Testbed （CTB）為例



什麼叫TESTBED（測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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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type Product

預報方法改進 氣象作業

新藥配方 藥品上市

飛機原型機 量產

概念車 商品化

軟體開發 產品上線

測
試
台

進行新技術、新方法的測試
測試目標是要能運作/量產/實用

測試結果可以回饋給研發人員進行修正
測試台是「準操作架構」



氣候變遷整合測試台

以淹水風險評估測試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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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2 

高風險區調適選項評估與建議

TEAM2 

淹水模擬與風險評估

TEAM1

「降雨頻率與強度」未來推估

TEAM2 

調適指引規範

淹水風險評估與調適研發
整合測試

政策需求

治水建設

國土規劃

量化數據

政策優先性

效益評估

R2O
提供成果

Ｏ2R
需求回饋



氣候變遷整合測試台

以農業風險評估測試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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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2 

適栽區調適選項評估與建議

TEAM2 

四大糧食作物風險評估

TEAM1

「雨量、溫度、輻射」未來推估

TEAM2 

調適指引規範

淹水風險評估與調適研發
整合測試

政策需求

大糧倉計畫

適栽區評估

作物改良

政策優先性

效益評估

R2O
提供成果

Ｏ2R
需求回饋



整合機制

科研整合
 TESTBED
 以淹水為例
 以農業為例

服務整合
模組化
規格化
知識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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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基礎設施」整合建置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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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建構與儲存
（硬體、資料管理）

OPEN DATA
視覺化/資訊轉譯

API/模組化

資料供給

工具模組開發
工具、方法、模式、技術

坡地、淹水、水資源、農糧、漁業、健康…

氣候模擬 氣候分析

知識服務

資料運算與儲存



氣候變遷多元資料與模式整合系統
(Multidata and Multimodel Integrated System, MMIS)

提供科研使用者快速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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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資料
雨量、溫度、…

未來推估資料
雨量、溫度、…

統計模式
土石流機率、災損模式、

土地利用變遷模式

物理模式
SOBEK、TRIGRS 、FVCOM、

CCHE1D、HEC-HMS、水資源系
統、…

重現期雨量
二維淹水模擬

崩塌模擬

土石流崩塌機率

多模式河川水位

缺水率

海岸暴潮溢淹

極端事件

MMIS
模組化系統

災損評估



模組化、系統化、互動式展示工具
以歐盟CLIMSAVE I.A.P. Tool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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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情境
＆

社會經濟情境

調適選項 衝擊、脆弱度、調
適結果、成本效益

關鍵領域
選擇



將專業轉為溝通：知識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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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科學轉譯與科
普化
– 團隊與TEAM3成員
共同撰寫文章

• 科學圖表視覺化
– 關鍵知識轉化爲簡
而易懂圖表

以UNEP GRID為例
分門別類彙整重要科學圖表，
提供使用者下載、推廣

海冰變化互動式圖表



整合服務平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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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平台

多元資料

應用工具

調適方法

通訊協定

成果圖資

評估模組

應用案例

知識轉譯



五年推動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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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解析度模擬

降尺度分析與
資料產製

客製化氣象資
料產製

106 107 108 109 110

關鍵領域研究

深化調適方法
與工具

關鍵領域風險評估
（坡地、淹水、水資源、農糧、漁業、健康、海岸）

風險評估更新

氣候服務平台

BF EIDM

詮釋模式、調適工具之應用、深化

特殊需求的模擬、客製化氣象資料產製界定領域資
料需求

統計降尺度技術研發、動力降尺度應用分析、
CORDEX-EA、不確定性分析與應用

HIRAM高解析度GCM模式模擬、Reforecast 模擬、
系集模擬

氣候服務平台架構研擬

計畫研擬

氣候服務平台上線與回饋調整

先期示範計畫 第二階段國際合作計畫

AR6降尺度

AR6情境模擬

TE
A

M
1

TE
A

M
2

TE
A

M
3

40

示範案例 調適對策研擬與應用

詮釋模式、調適工具之修正

示範案例
評估

示範案例跨領域風險評估

整合啟動 成果展現 具體落實



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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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科研的永續運作評估

適用於本土
的

氣候資料

與政策連結
的

示範計畫

跨域合作的

科學服務
平台

創新應用的

評估工具

The Belmont Forum
全球變遷科學平台

(國際參與&區域角色)

溫管法、國土計
畫法、環評法…
氣候變遷調適

相關部會/地方/企業
風險評估/調適行動方案

E-Infrastructure & 
Data Management 

CRA

41



結語：
延續前期成果的「新」計畫，積極回應科技部新政策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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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底：深化氣候變遷跨領域團隊，一方面厚植
研究能量，一方面培育新血，科研成果不中斷

創新：奠基過去累積成果與檢討應用缺口，建
置氣候變遷平台，發展永續科學創新應用的科學
服務模式

連結：本計畫強調滿足應用需求端的科學研究，
與國家調適政策、公私部門氣候變遷調適應用需
求緊密連結，並落實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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