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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氣候變遷衝擊影響及調適對策

一、 統計降尺度

統計降尺度使用高解析度觀測網格資料

為基礎，將全球模式的資料修正並提高解析

度，以符合臺灣氣候特性，因為其產製速度

快，多模式資料的應用將有利於解決調適政

策應用所重視的未來氣候推估結果不確性，

但此方法受限於原有觀測資料的密集度，以

及原有全球模式解析度無法呈現颱風、梅雨

等劇烈天氣系統，無法提供完整的氣象變數

與模擬結果。

二、 動力降尺度

對於暖化情境下極端事件的衝擊評估，則

應用物理模式動力降尺度方法，此方法可產製

所需要的氣象變數（例如風場變化），小時時

間尺度資料，以及極端的天氣事件（例如颱

風），對於高衝擊性的颱風災害事件如：淹水、

坡地、海岸領域等，提供氣候變遷風險評估應

用所需要相關科學數據資料。

資料來源：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提供。

圖 5.1.5-1、CMIP6 暖化情境說明

  5.2 氣候變遷衝擊

我國目前由極端天氣事件帶來且相關研

究較為完整的三種災害為淹水、坡災及乾旱，

其主要風險驅動因子為降雨量，但也受社會、

經濟因子所影響。淹水與坡地災害主要發生於

梅雨季（5、6 月）及颱風期間，乾旱災害則

發生於春夏之間。

在全球升溫之情境下，我國未來的降雨

量、極端降雨頻率及強度將提升，使河川洪

水、都市積淹水、坡地土石坍塌的風險提高，

而乾濕季差異加劇也將使乾旱面積率提高。

科技部「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7－

衝擊與調適面向」盤點國內各領域之期刊論

文、科技部研究，以及各中央部會委辦之研究

計畫，以瞭解我國在氣候變遷下面臨之風險及

脆弱度， 依不同領域說明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