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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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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海岸撰寫作者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陳偉柏研究員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張志新研究員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梁庭語佐理研究員

國科會TCCIP計畫海岸領域研究團隊
•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蕭士俊特聘教授 (顧問)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陳偉柏研究員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張志新研究員

•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梁庭語佐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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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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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資料與研究進展-科學報告發展差異

1. 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

2. 颱風暴潮衝擊

3. 颱風風浪衝擊

4. 調適與科研缺口

分析圖資發展與精進-TCCIP計畫成果

1. 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新進展

2. 颱風暴潮與颱風風浪新進展與相應產出

3. 海岸相關資料的實際應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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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資料與研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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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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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於1.5℃與2℃

全球暖化程度下，

未來海平面上升量

值分別為 20cm 和

34.5cm

與現況相比，在AR5

RCP8.5情境下，未

來臺灣沿海地區面臨

大於1.2公尺颱風暴

潮衝擊之海岸線長度

將增加12.5%

與現況相比，在AR5

RCP8.5情境下，未

來臺灣沿海地區面臨

大於12.0公尺颱風風

浪衝擊之海岸線長度

將增加3.6%

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 颱風暴潮衝擊 颱風風浪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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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報告2017至2024的差異與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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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
情境

應用
方面

資料
類型

2017版本 2024版本

主要選用氣象、海象的
觀測資料(如測站或衛星
資料等)

 IPCC AR4、AR5
特定情境年
歷史時期

氣象、海象觀測資料
颱風動力降尺度資料

 IPCC AR5、AR6
(RCP、SSP、GWLs)

歷史現況

調適政策擬定依據
氣候變遷變化趨勢推估
增加調適缺口量化評估參考

調適政策擬定依據
氣候變遷變化趨勢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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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速率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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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種數據平均結果顯示，1993年到

2023 年，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約為

3.21mm/year

全球年平均海平面在2023年超過100mm

全球海洋再分析資料顯示，近十年(2014-

2023 年 ) ， 全 球 海 平 面 上 升 速 率 約

4.71mm/year，是過去40年(1984-2023

年)的1.8倍

年平均海平面

全球年平均海平面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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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平面上升速率推估(2017版科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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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平面上升速率推估

(僅列出三筆年份最近之研究結果，其他請參閱2017科學報告表10.5)

北部
2.0~3.1 毫米/年

潮位站資料
衛星測高儀資料

南部
2.3~3.4 毫米/年

整個臺灣
4.4~5.2 毫米/年

(郭重言等人，2015)

西部(北至南)(2002年至2009年)

24.4 毫米/年
11.3 毫米/年
7.28 毫米/年

東部(北至南)
16.0 毫米/年
-0.1 毫米/年

(莊文傑等人，2014)(Tseng et al., 2010)

整個臺灣
5.7 毫米/年
5.3 毫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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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未來海平面上升推估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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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ASA海平面推估工具Sea Level

Projection Tool (SLPT，資料來源為

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 (AR6)不同情境

下之海平面上升預測數據)，SLPT可藉

由視覺化，讓使用者簡易且快速的下

載AR6中的海平面推估資料

透過AR6的資料，預估臺灣於全球暖

化程度1.5℃與2℃，未來海平面上升

量值分別為20cm和34.5cm

全球暖化程度 對應期間

1.5℃ 2021-2040

2℃ 2041-2060

國家調適應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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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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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AR6全球暖化程度1.5℃情境，

升溫2.0℃情境下，沿海各縣市因海平

面上升所造成的溢淹範圍均有增加

推估結果顯示，升溫1.5℃及2.0℃情境，

皆以雲林縣、臺南市及彰化縣溢淹範圍

佔各自縣市面積的百分比最高

(簡報僅列出個別情境前五縣市，其餘縣市資料，請參閱科學報告)

本圖依據《科學報告》表4.3.2.1 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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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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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程度2.0℃全球暖化程度1.5℃
以雲林縣為例，AR6全球暖

化程度1.5℃之海平面上升情

境(20cm)所造成的淹沒範圍

占比該縣面積百分比為2.71%，

2.0℃情境 (34.5cm) 增加至

4.30%

科學報告圖4.3.2.2(資料來源：TCCIP計畫，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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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海潮溢淹加劇

12

雲林縣四湖鄉萡子寮漁港2023-08-04 雲林縣四湖鄉萡子寮漁港2023-08-05

彰化縣線西鄉塭仔港2023-09-01

高雄市旗津地區2023-08-31

臺南市安平地區2023-09-01

2023年8月3日至5日、8月31日至9月3日，由於當時為滿月+近地點，引發異常高
的天文潮，，臺灣西南海岸各縣市，發生嚴重的海潮溢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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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海潮溢淹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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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4年7月20日至24日為臺南、高雄、屏東年度大潮期間，三個縣

市的沿海行政區都有發生海潮溢淹事件

2024-07-23公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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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海潮溢淹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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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碼頭越浪成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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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適逢天文大潮，北竿白沙碼頭在上午滿潮時出現越
浪現象，繫纜碼頭的船隻都要爬上岸了，漁民說海平面
上升，未來這種情況在秋天即使沒有颱風也會產生越浪。

馬祖各島早期興建的碼頭並未將地球暖化造成海平面上
升納入規劃考量，因此只要在夏秋季碰到天文大潮或是
颱風來臨時，碼頭就會出現越浪現象。前兩天風平浪靜，
但因逢天文大潮，白沙北碼頭在上午滿潮時段整個碼頭
被水淹掉，好在此時沒有颱風來襲，若颱風加上天文大
潮，恐對碼頭港區造成嚴重損傷。

地球暖化造成海平面上升已是無法阻擋的趨勢，馬祖各
島的港埠建設也在調整因應，近年來推動的碼頭及防波
堤等設施均有加高的規劃，但較早期的碼頭尚待後續改
善加高。

馬祖日報202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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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波浪越堤量及最大暴潮水位評估(2017版科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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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參數化的袁金渦動模式(RVM)所模擬

的颱風風場驅動暴潮數值模式，推算未

來2020-2039年，當侵襲臺灣之颱風

強度增強時，颱風波浪的越堤量及最大

暴潮水位，均呈現增加的趨勢

報告內容引用水利署委託計畫，論述可

根據實地勘查各縣市之海岸與海堤現況

提出臺灣海岸溢淹潛勢

(2010, 2011, 2012, 2013，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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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颱風暴潮衝擊-全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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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氣候變遷情境(AR5 RCP8.5)，
世紀末臺灣面臨颱風暴潮偏差高
度大於1.2公尺(極高)之海岸線長
度將比現況增加12.5%

科學報告圖4.3.3.3

(資料來源：TCCIP計畫，2020)

現況(1978-2017) RCP8.5 世紀末 (2075-2099)

 以2024年康芮颱風為例，臺東成功潮位站
測得暴潮偏差將近1.3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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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颱風暴潮衝擊-縣市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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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CP8.5世紀末情境下，各縣市

臨海行政區颱風暴潮偏差量所帶

來的衝擊程度普遍較現況嚴重

以宜蘭縣為例，颱風暴潮衝擊在

現況或RCP8.5世紀末情境下，除

南澳鄉以外，全部臨海鄉鎮皆處

於高颱風暴潮衝擊，然而未來整

體衝擊又普遍較現況為高，尤以

頭城鎮、壯圍鄉、蘇澳鎮增加幅

度最為顯著

(資料來源：TCCIP計畫，2020)

現況(1978-2017) RCP8.5 世紀末 (2075-2099)

科學報告圖4.3.3.5

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24
- 

淹水、乾旱、水資源、坡地、海岸議題 

導讀暨應用討論工作坊



康芮颱風暴潮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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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24年康芮颱
風為例，臺東成
功潮位站測得暴
潮位(暴潮偏差加
上天文潮 ) 將近
1.7公尺

康芮颱風暴潮位預警

康芮颱風暴潮位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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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颱風風浪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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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氣候變遷情境(AR5 RCP8.5)，
世紀末臺灣面臨颱風風浪高度大
於12公尺(極高)之海岸線長度將
比現況增加3.6%

現況(1978-2017) RCP8.5 世紀末 (2075-2099)

科學報告圖4.3.3.4

(資料來源：TCCIP計畫，2020)

 以2024年康芮颱風為例，臺東浮標測得波高
11.4公尺，蘇澳浮標測得波高10.5公尺

臺東浮標 蘇澳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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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颱風風浪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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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CP8.5世紀末情境下，各縣
市臨海行政區颱風浪高衝擊程度
普遍較現況增加

以宜蘭縣為例，颱風風浪衝擊在
現況或RCP8.5世紀末情境下，
皆以蘇澳鎮與南澳鄉為高，且未
來整體衝擊普遍較現況為高，尤
以頭城鎮、蘇澳鎮、南澳鄉增加
幅度最為顯著

現況(1978-2017) RCP8.5 世紀末 (2075-2099)

科學報告圖4.3.3.6(資料來源：TCCIP計畫，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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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芮颱風巨浪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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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康芮颱
風為，臺東浮
標測得最大浪
高為11.4公尺，
宜 蘭 蘇 澳 為
10.5公尺

康芮颱風浪高預警 康芮颱風浪高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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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與科研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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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科研面

1. 因精細的海岸水文地文資料取得困難，且觀測頻率及單點數據較難固定，

模式校驗有一定困難度，應持續開發模式與資料的精進技術，提升推估資

料準確度及應用合理性

2. 為補足海岸衝擊分析於管理之應用性，需強化海岸衝擊因子之不確定性研

究，包括颱風路徑對暴潮與風浪衝擊之影響分析、海岸地形變遷研究等

3. 因海岸領域由海洋、沿岸、城鄉等多環境系統組成，影響機制複雜且系統

間交互作用可能呈現風險放大效果，需針對複合風險或複合災害之衝擊進

一步進行探討(如海平面上升與強降雨淹水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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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與科研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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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應用面

1. 因海岸相關調適多涉及生物多樣性問題，在人為干預上需特別注意負面影

響，建議可導入海岸韌性管理制度及生態為本之調適概念，同時探索藍碳

(紅樹林、海草床及鹽沼等三大典型海岸生態)發展機會，可最大化調適的

綜合效應

2. 因海平面上升等氣候變遷議題為新型態危害，可強化在不同衝擊下，海岸

管理責任歸屬及任務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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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應用的限制與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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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

在SLPT分析中，僅以基隆與高雄兩個測站資料點的平均作為臺灣

整體海平面上升量值，此量值為初步估計，存在不確定性，未來
仍可使用更精確、高時空解析度海平面上升量，模擬臺灣海平面

上升溢淹衝擊

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圖僅考慮長期影響的海平面上升增量與規律

變化的天文潮汐，不包括短時且不確定性較高之暴潮偏差量

由於原始地形資料的限制，尺度小於1公尺的水工構造物，無法
納入模擬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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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應用的限制與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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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暴潮與颱風風浪衝擊

因為以動力模式產生的現況及未來颱風，在路徑和強度變化上會

有明顯的差異估，TCCIP所進行的颱風暴潮和颱風風浪模擬，係
基於歷史颱風資料，並對其強度 (風速) 進行增強後所產製的推估

成果，因此，無法完全涵蓋歷史事件以外的颱風路徑和強度情況，

對於颱風暴潮和颱風風浪的分析結果仍然存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目前僅以推估之歷史最大暴潮偏差量進行衝擊分析，易出現不確
定性，未來可考慮以整體機率分布方式，例如，重現期，可使衝

擊分析更具備統計學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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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圖資發展與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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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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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 颱風暴潮與颱風風浪衝擊

衝擊資料新進展

依據時間、空間細緻化的海

平面上升資料，進行新版的

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模擬

增加離島區域圖資

增加全球暖化程度2℃情境模擬

計算不同暖化程度情境下，颱風風浪與颱
風暴潮偏差重現期及重現期改變率實際應用案例

海岸地區保全對象衝擊評估

複合危害衝擊評估 海岸地區保全對象衝擊評估

提供模擬邊界資料

實際應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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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圖應用-未來海潮溢淹發生天數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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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不同海平面上升情境，分析各海岸地區未來每年可能發生不同
等級海潮溢淹的天數(Hsiao et al., 2024)

 根據美國NOAA的定義，海潮溢淹可分為

三個等級 :

 輕度(Minor) : 潮位超過當地平均高潮位

0.55公尺

 中度(Moderate) : 潮位超過當地平均高潮

位0.85公尺

 嚴重(Major) : 潮位超過當地平均高潮位

1.2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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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圖應用-不同保全對象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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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模擬結果，套疊現況的環境及社會經濟
條件(例如：聚落、道路、設施、產業、生態)，探討利害關係人
所關注之保全對象可能受影響的程度與範圍

以臺南市文化古蹟受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為例(Su et al., 2024)：

現況

2030

2040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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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圖應用-保全對象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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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海平面上升衝擊溢淹範圍，套疊最小統計區人口資料，計算不同海平面
上升情境可能受影響的人口數量 (Hsiao et al., 2024)

人口分布資料 : 2022-06 內政部發布之最小統計區人口

不同海平面上升情境造成之影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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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溢淹衝擊圖應用-溢淹地區經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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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海平面上升衝擊溢淹範圍，套疊土地利用資料，計算不同海平面上升情
境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Hsiao et al., 2024)

不同海平面上升情境造成之經濟損失

土地利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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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區域颱風暴潮與風浪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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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本島區域沿海縣市，現況與RCP8.5世紀末情境下之
颱風暴潮偏差量與颱風波高衝擊已模擬完成

因應離島地區資料的需求，增加同情境下的六個離島地
區(澎湖、金門、馬祖、綠島、蘭嶼、小琉球)，模擬並產
製颱風暴潮與颱風風浪的衝擊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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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區域颱風暴潮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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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離島區域與臺灣本島的暴潮特
性差異，調整五個分級級距

以連江縣為例，在現況以及未來
情境下，連江縣的颱風暴潮偏差
衝擊，皆以北竿鄉、南竿鄉以及
莒光鄉為高

整體未來衝擊普遍較現況高

北竿鄉、南竿鄉以及莒光鄉的暴
潮偏差增幅明顯

現況(1978-2017) RCP8.5 世紀末 (2075-2099)

(資料來源：TCCIP計畫，2024) *五個分級級距為：極低，≦0.2公尺；低，0.2-0.4公尺；中，0.4-0.6公尺；高，0.6-0.8公尺；

極高，>0.8公尺(分級數值皆含上限不含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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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區域颱風風浪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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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離島區域與臺灣本島的風浪特性

差異，調整五個分級級距

以連江縣為例，在現況以及未來情

境下，連江縣的颱風風浪衝擊，皆

以東引鄉以及莒光鄉較高

整體未來衝擊普遍較現況高

莒光鄉的風浪增幅明顯，高衝擊程

度增加47.7%，其他鄉鎮的風浪衝

擊也有小幅度增加

現況(1978-2017) RCP8.5 世紀末 (2075-2099)

(資料來源：TCCIP計畫，2024)
*五個分級級距為：極低，≦2.0公尺；低，2.0-4.0公尺；中，4.0-6.0公尺；高，6.0-8.0公尺；

極高，>8.0公尺(分級數值皆含上限不含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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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暴潮與風浪衝擊圖應用-暴潮位衝擊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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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颱風暴潮衝擊圖與全臺潮位站歷年統計最大天文潮資料，可評
估颱風暴潮位衝擊程度(Yu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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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暴潮與風浪衝擊圖應用-保全對象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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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颱風暴潮與風浪衝擊模擬結果，結合聚落基礎資訊，篩選出位於颱風風浪
或颱風暴潮高衝擊區域的海岸聚落。例如，地形高程較低、距海較近、人口
較多的聚落。符合前述條件的海岸聚落，在天然環境上已相對較脆弱，如果
又落在高衝擊區域，受災風險就會更高

並可針對具高致災風險的沿海聚落進行現地調查，以獲取更實際的整體聚落
致災風險評估

以宜蘭縣海岸聚落風險分析為例：

宜蘭縣沿海聚落 (以五個為例) 現況與未來衝擊圖，
左圖為暴潮衝擊，右圖為風浪衝擊，每個地點上
下長條圖分別為現況與未來(梁等,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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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暴潮與風浪衝擊圖應用-保全對象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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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沿海聚落 (以五個為例) 現況與未來衝擊程度如下表，可找出
具高致災風險的沿海聚落進一步評估整體聚落致災風險

(梁等,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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