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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EC

中央氣象局 TWRF



臺灣因地理位置關係，幾乎每年都會受到地震、颱
風、豪雨的影響，並時有寒害與乾旱，造成不同程
度的氣象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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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cm/year

背景說明-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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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組織

人力結構

現職職員大專以上程度者
占98.58％

博士、碩士占56.1%

平均年齡43.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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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觀測

佈建防災降雨雷達、自動氣象站、海上浮標及岸基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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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預、警、特報

 於颱風或豪雨等災害性天氣發生
時，適時發布災害性天氣特報或
颱風警報。

 警報：海上颱風警報、海上陸上颱風

警報

 特報：豪大雨、強風、濃霧、低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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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時發布

 12到36小時天氣預報

 1週逐日天氣預報
(各縣市及旅遊景點)

 368鄉鎮天氣預報

 347原鄉部落天氣預報

 農漁業氣象預報

 舒適度指數預報

 定量降水預報

 國際及大陸各主要都市天氣預報

 1個月及3個月天氣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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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服務



一.民眾需求

影響本局整體服務滿意度
關鍵因素

預報準確度

颱風預報準確性

日常氣象預報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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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需求

二.政府需求

災害防救
水利單位(淹水)

水保單位(土石流)

民生經濟
鐵公航運輸
觀光遊憩
農林漁牧業

國土規劃

 提供定量降雨預報資訊
 災害即時預警

 災害性天氣



施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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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化預報

 利用細胞廣播
(PWS)發布大雷雨
即時訊息

 電視台即時蓋台
插播大雷雨即時
訊息

 發布長浪即時訊
息

 發展濃霧、強陣
風等預警

二. 強化致災性天氣預警能力與服務系統一. 發布鄉鎮天氣預報

 預報分區由22縣市

提升到368鄉鎮區



改善颱風路徑
預報及風雨預
報之準確度，
並增加颱風強
度預報資訊，
以提升其在防
災之應用

提升颱風路徑及風雨預報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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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成果 技術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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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漁業署合作開發海域養殖寒潮警示

 與農委會水產試驗所合作進行漁業氣象服務

--106年完成47個陸上養殖專區服務

 與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合作農業氣象服務

--針對55個作物專區提供服務，並建立農作

物災害早期預警機制

海域寒潮警示

施政成果 跨域氣象服務



 強化海陸空域交通運輸應用QPESUMS客製化系統，104-106年新增民

航局、臺灣港務公司客製化服務(累積共7個部屬機關，原有桃園機場公

司、公路總局、鐵路局、高公局及觀光局)

 拓展跨領域防災服務至救災/難 (空勤總隊)，累積共6個機關(水保局、水

利署、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東縣政府)

 推動縣市行政區地震震度顯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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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中

＊

＊表交通部屬機關

＊＊ ＊＊ ＊＊

施政成果 客製化服務



施政重點 執行中之施政計畫

14

計畫名稱 預期成果
計畫
類別

計畫期程

1
氣候變遷應用服務能
力發展計畫

處理及分析臺灣長期氣候資料、建立氣候資訊服務基礎、推廣氣候資訊應用
服務

科技 103~106年

2
發展小區域災害性天
氣即時預報系統

提升災害性天氣預報技術，精進災害性即時天氣監測，規劃將預報區域由縣
市單位縮小至鄉鎮範圍，針對鄉鎮尺度研發小區域災害性及即時天氣預報技
術，並發展機率型預報指引，建置災害性天氣警特報作業機制

科技 104~107年

3
氣象資訊之智慧應用
服務計畫

提升數值天氣預報能力，強化氣象資訊建設與便民服務及智慧應用 科技 105~108年

4
佈建海象監測網及精
進海象預報計畫

新建海氣象測站7站、海象預報作業系統3套、預報及相關服務產品合計12套，
充實海象測報資訊

科技 99~108年

5
強化臺灣海象暨氣象
災防環境監測

新增雷達、剖風儀共5座、自動觀測站240站，增加海域遊憩活動及航行安全
新增浮標站6站，海洋雷達5站，強化監測預警能力

公共 104~109年

6

新發射氣象衛星資料
之接收及其產品應用
計畫

獲取先進的衛星數據與處理技術，新增接收5顆衛星、新增10個觀測頻道資料，
開發與改善15項應用產品，1套衛星應用產品展示平臺

社會 105~110年

7
地震與海嘯測報效能
提升整合計畫

建置高品質深井地震觀測站，擴建海纜向外延伸70公里，並設置3套觀測儀器，
發展複合型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拓展強震即時警報資訊於防災利用

科技 99~106年

新興計畫:
1.前瞻基礎建設-海陸地震聯合觀測網計畫(106-109)。
2.氣象資訊在綠能開發之應用服務(106-109)。
3.農漁業健康環境形塑--運用客製化天氣與氣候資訊(107-110)。



未來本局將致力於發展高精細數值天氣預報產品，提

升短延時強降雨之預警能力，拓展跨機關應用合作，提供

具防災決策參考價值之應用產品；並持續善用網路社群新

媒體，提供多元化氣象服務，推廣科普知識，加強國人面

對自然災害之應對能力。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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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導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