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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氣候變遷衝擊情形 

2.1 整體氣候變遷趨勢及衝擊 

一、全球氣候變遷趨勢 

依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2021年8月公布之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

（IPCC AR6）第一工作小組報告「氣候變遷物理科學」顯示：人類

對大氣、海洋及陸地暖化的影響乃無庸置疑。大氣、海洋、冰雪圈與

生物圈已發生廣泛且快速的變遷，且近期的地球氣候系統與其各面向

的變遷程度是過去數世紀至數千年來前所未有的，人為氣候變遷已影

響世界各地許多極端天氣與氣候事件（如熱浪、豪雨、乾旱、熱帶氣

旋），相關觀測及其受人為影響的證據更加顯著。 

依據 IPCC 評估，無論何種排放與社會經濟發展情境的假設，各

國氣候模式模擬推估結果顯示，即使幾十年內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或增加碳吸收，全球朝向2050淨零目標邁進，全球溫度亦將持續

增溫至少到本世紀中，和工業革命時期相比全球將增溫1.5℃，甚至

到2.0℃。唯有全球在2050年確實達到淨零排放，全球暖化程度才有

機會於21世紀末降回1.5℃（和工業革命時期相比）。 

全球暖化下將造成氣候系統諸多面向的變遷，包括極端高溫、

海洋熱浪、豪雨、區域農業與生態乾旱的發生頻率與強度增加；熱

帶氣旋（颱風）減少但強烈熱帶氣旋比例增加、以及北極海冰、雪

蓋與永凍土的減少等。暖化將進一步改變全球水循環，其中包括水

循環變異度、全球季風降雨、乾濕事件的嚴重程度，且會導致其他

的現象的變變遷，尤其是海洋、冰層以及全球海平面等，在未來數

世紀至數千年皆為不可逆轉過程。伴隨著全球暖化加劇，各區域預

計將更頻繁面臨複數氣候衝擊驅動因子及複合性變遷。且不能排除

冰層崩解、海洋環流劇變、複合性極端事件之可能性及影響。 

IPCC 報告亦提供各區域的關鍵氣候資訊，針對亞洲地區的氣候

變遷未來變遷趨勢評估摘錄如下： 

 溫度：極端高溫事件將會增加、冷事件減少 

 降水：極端降水、平均降水、洪水事件將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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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場：地面風速下降；熱帶氣旋的數量減少但強度增加 

 海岸與海洋：推估海平面上升造成沿岸地區洪水增加、海岸線

倒退；海洋熱浪增加 

 

二、臺灣氣候變遷趨勢及衝擊 

國家科學委員會氣候變遷科研團隊依據 IPCC AR6報告與國內最

新資料進行之臺灣氣候變遷變遷趨勢與本地氣候變遷衝擊評估情形

（https://tccip.ncdr.nat.gov.tw/ipcc_ar6.aspx），摘錄重點如下： 

根據中央氣象局觀測資料分析顯示，臺灣年平均氣溫於過去110

年（1911-2020年）上升約1.6℃，近50年及近30年增溫呈現加速趨勢

（圖2-1）。在四季分布方面，21世紀初夏季長度已增加至約120-150

天，冬季長度則縮短約70天，且近年來冬季甚至縮短至約20-40天

（圖2-2）。 

 

圖2-1、臺灣年平均氣溫變化趨勢 

https://tccip.ncdr.nat.gov.tw/ipcc_a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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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臺灣冬夏兩季長期變遷趨勢 

在降雨方面，年總降雨量趨勢變化不明顯，但1961-2020年間少

雨年發生次數明顯比1960年前時期增加，其中年最大1日暴雨強度在

1990-2015年間，強度與頻率均呈現明顯增加趨勢（圖2-3）；另與乾

旱有關之年最大連續不降雨日數趨勢變化明顯，過去110年增加約

5.3日最大連續不降雨日數（圖2-4）。 

 

圖2-3、臺灣年最大1日暴雨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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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臺灣年最大連續不降雨日數變化趨勢 

依據本土氣候變遷模擬與未來推估分析，依據 IPCC AR6的最新

資料顯示，全球高度排放溫室氣體的最劣暖化情境（SSP5-8.5）與

理想減緩情境（SSP1-2.6）相比較，前者對我國衝擊程度將明顯大

於後者。 

在氣溫方面，最劣情境下，於本世紀末高溫達36℃以上日數將

較基期增加約48天；理想減緩情境下，增加天數降為6.6天（圖2-5）；

於四季分布方面，夏季長度從約130天增長至155-210天，冬季長度

從約70天減少至0-50天，變遷趨勢於最劣暖化情境下顯著，理想減

緩情境下則相對緩和（圖2-6）； 

與災害衝擊有關之「年最大1日暴雨強度」方面，在最劣情境下

之21世紀末強度增加約41.3%，理想減緩情境下，暴雨強度增加幅度

約為15.3%（圖2-7）。最劣情境（AR5 RCP8.5暖化情境）下於本世紀

中及本世紀末，影響臺灣地區颱風個數將減少約15%、55%，但強

颱比例將增加100%、50%，颱風降雨改變率將增加約20%、35%，

（圖2-8）。未來最劣暖化情境（AR5 RCP8.5暖化情境）下，本世紀

末颱風風速約增強2%~12%，平均增強8%。因其先天地理環境，臺

灣沿岸地區颱風風浪衝擊以東北及東南部海岸衝擊較大，颱風暴潮

衝擊則以北部、東北部及中部海岸衝擊較大，故於升溫情境下，其

衝擊皆高於其他地區。據 IPCC AR6升溫2°C 情境顯示，臺灣周邊海

域海平面上升約0.5公尺，於升溫4°C 情境將導致海平面上升1.2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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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乾旱水資源有關的部分，年最大連續不降雨日數各地有增加

的趨勢，最劣情境 （SSP5-8.5）下，21世紀中、末平均增加幅度約

為5.5%、12.4%；理想減緩情境 （SSP1-2.6）下，21世紀中、末減少

幅度約為1.8%、0.4%。（圖2-9） 

 

圖2-5、臺灣未來高溫超過36℃空間分布與年高溫日數推估 

 

圖2-6、臺灣未來季節長度推估 

 

圖2-7、臺灣未來年最大1日暴雨空間分布與強度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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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臺灣未來颱風特性變化趨勢推估 

圖2-9、臺灣未來連續不降雨變化趨勢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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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領域之氣候變遷衝擊 

氣候變遷所衍生的衝擊於對於我國具潛在顯著影響之四大面向

分別為：高溫、乾旱、海平面上升及極端降雨。這些衝擊因子在不

同領域所造成衝擊有其差異，對台灣環境，包括水質水體、空氣品

質、病媒生物以及環境監測、廢棄物和化學品處理等可能造成廣泛

影響，說明如下： 

(一)高溫 

氣溫升高和乾旱可能導致河川流量下降，水體流動緩慢，有害

物質濃度升高，如有機污染物、氨氮和塑膠微粒等物質，污染物累

積會導致水質惡化，進而影響飲用水和水產品的安全性。 

高溫天氣和空氣污染之間存在複雜的關係，高溫可能導致臭氧

濃度升高，造成對人體健康有害；此外，高溫和乾燥的天候可能會

導致火災風險增加，除了引發森林火災和農作物損失，進一步造成

空氣品質劣化，另外也會提高因資源回收場火災和衛生掩埋場悶燒

的風險；若有涉及化學品的火災，可能釋放出危險物質，對周遭環

境和人體健康造成危害。 

許多環境品質監測站儀器的溫度會升高，可能會影響儀器的精

度和穩定性，也影響監測數據的準確性，而易發洪災區可能導致儀

器毀損並且喪失原有功能，兩者皆會增加維護成本。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對於高溫下預測，危害性節肢動物在全世界分

布上有往高緯度與高海拔移動的趨勢，最大原因可能來自於病媒生

物分布區域的擴張。隨著病媒生物分布區域的擴張，傳染病的傳播

風險可能會增加，例如近年來臺灣的埃及斑蚊呈現北移擴張的趨勢，

推測未來登革熱的中、高度風險區會隨之增加。 

溫度除了對環境造成危害，對人體的健康衝擊呈現 U 字型曲線，

在極端高低溫發生時，總死亡率、心肺相關疾病死亡及就醫率皆會

上升。極端高溫可能造成熱衰竭、熱痙攣、中暑和死亡，人體雖有

逐漸適應高溫的能力，但適應力有其侷限。此外，極端高溫或低溫

都會加重原有疾病，各國分析皆顯示心血管、呼吸和腎臟病的急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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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診率與總死亡率隨熱浪的持續時間和強度增強而增加。因此，極

端高低溫事件對先天性疾病或慢性疾病患者的衝擊最大。 

再者，長時期在戶外活動或工作的社群，尤其是體力勞動者，

在極端高低溫期間的健康風險也大。全球超過半數的非家庭勞動時

間都發生在戶外，主要在農業和建築領域。高氣溫環境暴露可能對

於勞工造成職業安全與健康影響，當長時間、高頻率熱暴露或持續

進行重體力作業的勞工將面臨熱危害的風險，容易使勞工因疲倦而

注意力下降、造成安全意外與傷害的發生，嚴重時可促發熱衰竭、

熱中暑，甚或死亡。 

2003年熱浪對歐洲之衝擊，顯示已開發國家也逃不過氣候變遷

之影響。全歐洲至少有35,000額外死亡人數，僅在法國就有約15,000 

額外死亡，80%死者年齡超過75歲。由於溫帶國家大多數民眾家中

皆無冷氣可調節，巴黎建築中常見的錫屋頂在冬天可為各家戶聚熱，

但在此熱浪期間造成室內熱累積，以致於居住頂樓者有較高之健康

風險。 

臺灣研究也顯示在極端高低溫發生時，總死亡率、心肺疾病死

亡及就醫率等皆上升。在熱傷害方面，綜合溫度熱指數每日最高值

在33°C 以上，中暑等熱相關死亡及就醫率皆急遽增加，WBGT 比溫

度更適合做為戶外活動者的熱指標。針對一般民眾，每日最高溫在

34°C 以上，總死亡率、心肺疾病死亡及就醫率等皆會急遽上升。原

有心肺疾病患者及三高族群都是脆弱族群。同時，社經因素是重要

中介因子，社經條件及醫療資源好的地區所受衝擊較小；而老年人、

獨居者、原住民及身心障礙等脆弱族群比例高的地區衝擊則較大。 

(二)極端降雨 

氣候變遷導致降雨型態改變，極端降雨的強度增加，可能導致

山區坡地崩塌、泥砂土石流等現象，帶來土石、泥沙等大量污染物

流入水體，影響水質。大雨也會將土壤內肥料養份沖刷進湖中，成

為有害藻類的營養來源，導致水體中的有害物質濃度增加。 

洪水及土石流發生不但破壞生態環境，更直接造成傷殘與死亡。

在臺灣，暴雨主因是梅雨和颱風。臺灣平均每年四個颱風侵襲；同

時，海溫上升也使得未來發生強烈颱風的機率增加且強度更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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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潮加乘作用下，加速侵蝕海岸線，破壞港口功能及沿岸居民的生

活環境。以下先介紹暴雨所致災害對健康的衝擊。 

如圖2-10所示，極端降雨所致水災對健康直接衝擊為死亡與肢

體傷殘。緊接著是傳染病之發生風險增加，包括使用或接觸不潔之

水所造成的痢疾、霍亂、A 型肝炎、鈎端螺旋體病等。因為暴雨增

加大量地表逕流，造成原先堆積或掩埋的污染物及病媒的快速擴散，

污染水源，增加人體暴露於不同病原體的機會。再者，由於水處理

設施在洪水期間可能遭到破壞，或因暴雨而超出原本處理容量，增

加腹瀉、急性腸胃炎與水媒及食媒傳染病風險。另外，淹水逐漸退

去後，積水處亦提供蚊子孳生的良好環境，則會提高當地蟲媒傳染

病風險。 

 

圖2-10、極端降雨災害對健康可能衝擊之時序圖 

在水災發生期或之後，若多人待在擁擠避難所，也易增加急性

呼吸道傳染病或是接觸性皮膚傳染病之風險。另外，暴雨或洪水可

能破壞基礎建設，導致停電，影響醫療系統運作、抽水系統停擺或

垃圾無法處理等，使民眾暴露於高健康風險之環境中。淹水後房屋

室內之黴菌、真菌孢子等過敏原數量會大增，造成後續室內空氣污

染及過敏性疾病的增加。2005年美國卡崔娜風災後，紐奧良市受淹

水影響的房舍就面臨此問題。此外，極端降雨災害的長期影響是心

理健康，受到衝擊的民眾可能產生焦慮、抑鬱、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等心理疾病，甚至自殺或傷人事件。水災亦會導致農作物災損，價

格飆漲或糧食缺乏會造成中低收入戶營養失衡不足的問題。 

近年臺灣最慘痛的極端降雨案例是八八風災。2009年8月臺灣當

時面臨由2002年以來最嚴重的乾旱，不久，莫拉克颱風引發八八水

災，成為五十年來最嚴重的水患及土石流災害。8月6-10日短短四天

內累積雨量創臺灣有測站以來的新高，屏東縣三地門鄉尾寮山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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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累積雨量達2,908.5毫米，近三公尺，為全國之冠，前十名均達

2,300毫米以上，相當於臺灣平地的年平均雨量。多處發生淹水、山

崩與土石流，最為慘重的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一夜間被土石流淹沒，

491位村民不幸罹難。此次災害總計造成全臺約20座橋樑毀損，56處

河堤及4處海堤損壞，經濟損失達七百億。直接健康衝擊為全臺677

人死亡、失蹤22人、重傷4人，尚未包括後續傳染病及心理受創等健

康衝擊。 

(三)乾旱 

氣候變遷影響營養的過程錯綜複雜。季節變化影響各不同農作

物生長季長短，影響各地可生產之糧食種類、數量與其品質，間接

影響糧食價格、選擇與營養攝取，最終造成健康影響。暖化及乾旱

可能降低糧食產量和品質，目前確知已對糧食缺乏地區的作物生產

力構成威脅。長期乾旱透過影響農作物生長環境濕度、植物本身及

土壤性質等途徑影響民眾之飲食及營養攝取。 

長期缺乏降雨影響大氣中的水汽量，相對濕度降低、小雨減

少、露水減少皆可能影響農作物的品質（如大小、甜度等）。乾旱也

影響地表土壤及植物的水份蒸散，影響程度與土壤特性及植物種類

有關。不同植物的葉片截留雨水及組織內保留水份的能力差異很

大；氣溫上升又加速地表土壤及植物的蒸發速度，不利於植物保留

水份，以致影響農作物生長。 

乾旱亦會影響土壤性質，表土水份會持續蒸發，容易風蝕及沙

粒化，大風或洪水一來易流失。由於表土需數十年至百年的時間逐

漸形成，表土流失等於喪失當地可用作農耕的土地面積。長期乾旱

會擴大沙漠化面積，伴隨而來之沙塵暴以及長程輸送，可能造成人

畜死亡、下風處空氣品質惡化與心肺疾病就醫率上升。 

乾旱對健康的影響包括飲用水及糧食生產兩方面。缺水可能會

使淡水水質不良，降低飲用水水質、水量，造成後續水媒傳染病。

乾旱及其伴隨的饑荒問題被認為是最致命的氣象災害之一，除了影

響水源和食物供應，也會間接影響植物病原菌的生態及蟲媒的分布。

植物病蟲害感染及地力損失加重糧食問題嚴重性。糧食不足會造成

營養不良，導致孩童智力及生長發展之遲緩，甚至可能影響對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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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的免疫力。 

（四）海平面上升 

即使控制全球升溫在2°C 以內，相對於1995-2014年，全球平均

海平面在2100年可能會上升0.3~0.6公尺，到2300年可能增加0.3~3.1

公尺。即使氣候趨於穩定，已暖化的地球仍會持續發生融冰，造成

海平面緩步上升，影響小島、三角洲、沿岸低窪區和沿海城市的環

境生態，尤其是暴潮對海岸的侵蝕，海平面上升造成沿海地區地下

水鹽化或是地層下陷等問題，將影響靠海維生民眾的生計，並衍生

當地社區遷徙、收入驟降等問題。 

綜上所述，台灣民眾的健康在氣候變遷趨勢下高溫、極端降雨、

乾旱及海平面上升等四方面，都會受到衝擊，因此，必須針對未來

氣候變遷情境進行氣候-健康風險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