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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氣候變遷衝擊影響及調適對策

整體上，我國年平均氣溫在過去 110 年

（1911-2020 年） 上升約 1.6℃，且近 50 年、

近 30 年增溫有加速的趨勢；各地氣溫未來推

估將持續上升。全球暖化最劣情境 (SSP5-8.5)

下， 二十一世紀中與世紀末之年平均氣溫

可能上升超過 1.8 ℃、3.4℃；理想減緩情境

（SSP1-2.6）下，可能增加 1.3℃、 1.4℃。

在未來趨勢的預測上，以 1985 至 2014 

年的平均溫度作為基線，推估我國到 2100 年

的溫度變化趨勢。在 IPCC AR6 全球暖化最劣

情境（SSP5-8.5）下，二十一世紀中、末之年

表 5.1.1-1 臺灣 1907 年至 2017 年平均氣溫增加幅度

平均氣溫 日最高溫度 日最低溫度

全年 23.1℃ (+1.3℃ ) 27.0℃ (+0.8℃ ) 20.2℃ (+1.7℃ )

夏半年 26.7℃ (+1.3℃ ) 30.5℃ (+0.9℃ ) 23.7℃ (+1.8℃ )

冬半年 19.6℃ (+1.2℃ ) 23.4℃ (+0.9℃ ) 16.6℃ (+1.7℃ )

資料來源：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臺灣氣候的過去與未來：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7 －物理 
  現象與機制重點摘錄」，2018 年。

平均氣溫可能上升超過 1.8 ℃、3.4 ℃，且溫

室氣體濃度越高，升溫幅度則越大，在空間趨

勢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四種溫室氣體濃

度情境下溫升幅度會因不同地理位置出現差

異，北部所受高溫的衝擊將較其他區域嚴重，

如圖 5.1.1-3 所示。未來的夏季長度從目前約 

130 天增長為 155-210 天，冬季長度從目前約 

70 天減少為 0-50 天。最劣情境下變遷明顯，

理想減緩情境下之變遷相對緩和，如圖 5.1.1-4 

所示。

資料來源：科技部，「IPCC 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之科學重點摘錄與臺灣氣候變遷評析更新報告」，2021 年

圖 5.1.1-3、臺灣未來氣溫模式推估趨勢分布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