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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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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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水：極端降水、平均降水、洪水事件將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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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本領域之氣候變遷衝擊 

考量國土空間係人居生活、產業發展、資源系統等多元活動之

載體，本領域面對氣候變遷，主要考量溫度及降雨極端化趨勢下，

對於人居環境或重要生態環境產生之衝擊，或其衍生之機會，故極

端降雨趨勢下之「淹水」、「乾旱」，以及極端高溫趨勢下之「熱浪」

對於城鄉地區產生之影響，將係本期行動關注重點。 

極端降雨衍生之淹水議題，可謂臺灣長久且普遍性的災害及氣

候變遷議題，未來推估臺灣年總降雨量有增加的趨勢，在最劣情境

(SSP5-8.5)下，21世紀中、末臺灣平均年總降雨量增加幅度約為15%、

31%；就最大1日暴雨強度亦有增加趨勢，最劣情境(SSP5-8.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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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中、末平均年最大1日暴雨強度增加幅度約為20%、41.3%。

在降雨型態改變且極端化之趨勢下，城鄉地區將相對於現況更容易

面臨淹水災害，以氣候變遷長久性變化之尺度而言，防減洪工程及

設施保護標準具有技術與成本之限制，勢必需要針對溢淹水議題導

入綜合性調適策略，並透過土地使用規劃，提升居住及產業韌性。 

極端氣候衍生之乾旱議題，與本領域及水資源領域具有高度關

聯性，水資源領係從開源、節流、調度、備援及管理等策略切入，

確保供水穩定性，避免產生旱災，而就本領域而言，則係考量自然

氣象產生之乾旱現象與各空間發展情形、水資源供給系統佈建等關

聯，以併同納入土地使用適性發展。又針對重要生態環境而言，乾

旱現象將對於棲地環境、生態食物鏈、物種多樣性等面向產生影響，

故亦應預為因應。 

而極端高溫則為近年我國人民逐漸有感的氣候變遷議題，且臺

灣各地氣溫未來推估將持續上升，在全球暖化最劣情境(SSP5-8.5)下，

21世紀中、末之年平均氣溫可能上升超過1.8℃、3.4℃，而以極端高

溫事件而言，各地高溫36℃以上日數增加。最劣情境(SSP5-8.5)下，

21世紀中、末，增加幅度約8.5日、48.1日。又高溫現象受到建成環

境及人為熱源產生熱島效應等影響，將導致都市地區溫度上升趨勢

更為顯著；另考量高溫現象將對生態物種及棲地的系統性影響，尤

以高海拔地區之溫度變化程度將可能更加劇烈，尚需掌握相關資料

以建構調適策略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