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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發展沿革：鏈結國際趨勢、支援國家政策

UN IPCC AR4 
2007 

IPCC AR5 
2013/14

IPCC AR6 
2021/22

前期：2012-2017 現階段：2018-2022

國發會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行動方案

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
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

/行動方案

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
調適知識平台

前期：2009-2017 本階段：2017-2022

氣候變遷專案 CCliCS 、TCCIP、TaiCCAT

Back to 1998

環保署
FCCC 國家通訊

200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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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於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方案角色
回饋國家調適行動計畫規劃
n 科技部在行動綱領角色：強化科學基礎，建構全面預警能力，提升因應氣候變

遷之調適作為及建構韌性發展
n 由科技部持續提供氣候變遷推估資訊供各部會使用

•氣候變遷趨勢研
析與掌握
•未來氣候推估
•未來氣候網格化
資料建置

科學研究發展
氣候資料提供

科技部
整合與管理

國家調適工作
•國家調適策略
•調適多層級協作
•全民調適教育

環保署
執行風險評估
落實國家調適
•執行氣候變遷風
險評估
•研擬與推動調適
策略與方案

中央部會

資料來源：環保署規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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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IP 計畫推動框架

臺 灣 氣 候 變 遷 推 估 資 訊 與 調 適 知 識 平 台

科技部中央氣象局

學術研發

國際接軌 氣候服務

水利署、農試所、
疾管署、水試所…

中研院環境變遷中心

師大、臺大、交大、中大、
海大、高科大、…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 規劃運作
• 整合學術界研究能量
• 培育人才

調適政策
Government

IPCC 資料

德國氣候服務中心

日本氣候變遷計畫
高解析度AGCM/CORDEX

科研支援
Research

產業應用
Industry

民眾科普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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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大事記

2009
• 啟動「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TCCIP）
• 啟動「臺灣氣候變遷調適科技計畫」（TaiCCAT）

2011 • 出版「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

2015 • 科技部辦理「全球氣候變遷/在地科學資料」網站發表記者會

2016 • 榮獲「105年國家永續發展獎」

2017 • 新階段計畫整合「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

2018 • 出版「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7」

2019 • 第三代網站上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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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架構與分工

計
畫
辦
公
室

TEAM1 
氣候資料

產製與加值

氣候資料產製

資料分析品管

資料加值服務

TEAM2

衝擊評估應用

風險評估與調適知識

衝擊分析與圖資產製

工具模組開發與整合應用

TEAM3

服務與推廣

網站平台

資料服務

知識服務

應用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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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氣候資料與調適知識服務

TEAM3 整合服務平台

TEAM1
強化

資料服務

TEAM2
建構

調適能力

Top Down

Bottom Up

AR5/AR6氣候資料重建 資料品管/轉譯 國家情境設定

水資源淹水 坡地 農業 健康海岸漁業

Ｇ：Government
Ｒ：Research
Ｉ：Industry
Ｐ：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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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計畫目標

支援科技部任務

• 協助「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及國家永續會SDGs目標之達成

產製臺灣本土氣候變遷資料

• 提供臺灣本土衝擊研究

深化風險評估與調適操作工具

• 提供調適知識服務

建構單一服務窗口與平台

• 整合氣候情境、風險資訊、調適工具之氣候服務，落實科研應用

累積研究能量、人才與成果

• 後續評估國內推動氣候變遷實質研究單位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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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bed: 以服務為目標的研發

Climate Change 

Testbed

R2S
網格化
降尺度

情境設定
調適知識
風險評估

Research Service
資料
工具
圖資
知識
平台

S2R

修改自 NOAA Climate Testbed

User needs

User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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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整合服務

研發 服務

Team1

Team2

Team3

資料產製

調適知識

危害/衝擊圖資

調適操作

資料管理

知識服務

TCCI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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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整合服務平台的演進

TCCIP 1.0
建構氣候變遷本土資料
服務能量與基礎建設

(2012-2015)

TCCIP 2.0
強化氣候資訊的轉化與
應用，擴展氣候變遷應
用層面 (2015-2019.09)

TCCIP 3.0
以「產官學民」為服務對象，強
化調適知識與工具的整合應用

(2019~)

第一代平台 第二代平台 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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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計畫重要里程碑

第一年
（2018）

新資料觸發
新應用

第二年
（2019）

推出第三代整合服務平台
(線上圖集、MMIS工具、知識服務)

更友善與開
放的平台

第三年
（2020）

提供關鍵領域衝擊圖資
(危害圖、衝擊指標)

強化應用端
知識服務

第四年
（2021）

完成國家氣候情境設定與報告
(情境報告、評估手冊、調適案例)

鏈結國家政
策與需求

第五年
（2022）

AR6 資料與評估更新 與國際同步

提供日推估資料服務與氣候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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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能力建構是目前推動調適工作重點

資料來源：環保署簡報、景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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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調適?    能力建構/行動?

減
災

調
適體系發展健全

(>1000年)

地質或地球物理危害
(地震、火山爆發…)

透過 做風
險評估

政治支持度較低

氣候災害
(淹水、高溫…)

氣候衝擊
(健康、人口變遷…)

非災害領域調適
(能源、生態…)

利用
進行風險分析

政治支持度較高

強調復原重建、災
前準備等

規劃多以考量 規劃多考量

體系發展較晚
(自1985年)

強調

歷史災害資料

現況 未來

氣候指標或模式

改變現有系統

CCA強調調整、改變現有
系統，即是要有實際的
「行動」才可稱為具有調
適效益的調適計畫

若僅是做風險、衝擊評估，
可稱做「提升調適能力」

就定義而言，在考量氣候變遷情況下，調整現有系統，減少負面衝擊、發掘機會，即是調適。

但就國際調適計畫操作規範而言，運用氣候指標或模式進行風險與衝擊評估，並於此基礎上對現有系

統進行調整，減少負面衝擊、發掘機會，才為真正的「調適」。

許多以災害為出發點之調適計畫都落在此交集，導致在進行
調適計畫時易與減災有很高的重複性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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