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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ECHAM5與MRI 分別為德國與日本發展的氣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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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4-5、我國 1999 年及 2099 年豪雨天數

在未來趨勢的預測上，AR5 最劣情境 

(RCP8.5)下，二十一世紀我國豪雨日數呈現增

加的趨勢。比較北中南東四區的變化，增加

幅度都超過七成，以中部的變化最大（增加

128.1%），如圖 5.1.4-5 所示

  5.1.5 模型與方法學

目前臺灣使用的全球氣候模式資料為全

球各氣候中心與研究單位所產製的資料，科

技部科學團隊已建立 AR4 及 AR5 的氣候變遷

臺灣本土化推估資料庫，並於 2020 年開始

同步使用 IPCC 報告所分析的第 6 期耦合模

式比對計畫氣候模型 (Coupled Model Inter-

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6, CMIP6)，提供最

新完整的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前一版 AR5 

資料不同， AR6 除了涵蓋更多氣候模式資料

之外，在氣候變遷情境設定上採用「共享社會

經濟路徑 (Shared social-economic pathways, 

SSP)」（圖  5.1.5-1），將社會經濟因素加入 

CMIP5 暖化途徑，可同時考量減緩與調適在

情境設定上的應用需求。

由於全球模式的原始資料空間解析度（約 

150∼ 300 公里） 對於臺灣的應用分析過於

粗糙，無法進行有效的在地化氣候變遷風險評

估與衝擊分析。現階段科技部科學團隊透過兩

種降尺度方方法將全球氣候模式在臺灣周遭

部分提高空間解析度至 5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