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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天地  
從莫拉克談氣候暖化 

汪中和研究員（地球科學研究所） 

摘要 

全球暖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在增溫，地表熱能失衡的結果，破壞了地球天然的調節機制，演變出難以捉摸的

天氣型態，極端變化的水文循環，以及此起彼落的自然災害。本文從今年莫拉克颱風所帶來的極端降雨事件談起，

回顧百年來暖化現象已對台灣降雨型態造成明顯的改變，且正朝不利的極端化方向發展，需要我們正視及妥為因應。 

本文 
從 2008 年 11 月開始，由台灣的月降雨日數所表現的乾旱指標就不斷下滑，顯示新一波的乾旱期正在醞釀中。

果然，今年的梅雨季雨量偏低，尤其是五月份的月平均雨量是自 1897 年有觀測以來的第二低值，僅次於 1954 年的

最低紀錄。因而進入颱風季時，大家都盼望能獲得豐沛的颱風雨，解除我們乾旱的威脅。沒想到今年 8 月第一個侵

台的莫拉克颱風，在掠過北台灣時所引進的旺盛西南氣流，卻為南台灣降下破紀錄的超大豪雨，又給台灣帶來一個

新的警訊。 

這個極端事件的緣起來自人類自己的錯誤：自工業革命以來，我們在大氣層中排放了過量的溫室氣體，改變了

地表的熱能平衡，從大氣、海洋到地殼，地球表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在增溫。熱能失衡的結果，破壞了地球天然

的調節機制，演變出難以捉摸的天氣型態，極端變化的水文循環，以及此起彼落的自然災害。 

位在歐亞大陸及太平洋交界處的台灣，正是反映環境變化的敏感地帶，也是觀察全球氣候變遷的理想地區，卻

是承受自然災害加倍侵擾的苦難位置。從長期氣象資料可以清楚的觀察到因氣候暖化的影響，台灣的降雨型態及降

雨強度已經發生了重大的改變。 

圖一是以中央氣象局有百年記錄的 8 個氣象站（彭佳嶼、臺北、臺中、澎湖、臺南、恆春、花蓮、臺東）所繪

製的年均溫及年雨量變化圖，並做了 5 年的滑動平均消除高頻信號，以表現台灣一個世紀來溫度與雨量的長期變化

特性。圖中的溫度（紅色曲線）及雨量（藍色曲線）都以百年平均值為基準（年限為 1901-2008；溫度平均值是 23.1

度，雨量是 1814 mm），凡低於平均值的都是負值，位在黑色虛線的下方；而高於平均值的都是正值，位於黑色虛

線的上方。 

 

 

 

 

 

 

 

 

 

 

 

 

圖一、台灣百年來的年均溫及年雨量距平變化圖，暖化前及暖化後降雨型態有截然不同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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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顯示，因受到全球溫室效應及區域性人為開發的影響，台灣百年來的年均溫正持續上升(增加了攝氏 1 度以

上)，暖化現象相當明顯。然而在氣候暖化的過程中，台灣的降雨量卻呈現了二種完全不同的變化型態。在 20 世紀

的前半期(暖化前)，台灣的年均溫低於百年平均值，且降雨變化幅度小，與溫度同步呈穩定增加的趨勢，是對環境

溫和有利的時期。 

進入 20 世紀的後半期(暖化後)，年均溫終於跨過百年平均值的門檻且加速上升；這個時期降雨變化呈現的是上

下大幅度震盪，並反覆發生了四次氣象乾旱期(1960 年代中期，1980 年前後， 1990 年代初期，以及 2000 年代初期)，

幅度一次比一次大，也對我們的環境產生極不利的衝擊。 

值得注意的是，近 20 年來台灣的降雨變化有增高的態勢，如圖一中的淺綠色水平軸(代表強降雨的高值)，從

1950-1990 年代的相對低區，躍升到 2000 年代以後的相對高區。這個躍升的現象，指出氣候持續暖化正提升台灣降

雨的極端性，使旱澇更頻繁發生，防災工作相對更為棘手，當然對水資源的管理也更增困難。 

氣候暖化對位於亞熱帶的台灣，已經帶來日益嚴重的影響，可以由圖二來進一步顯示(該圖由台灣本島 21 個氣

象站匯整而成)。一般而言，台灣地區正常月平均降雨量的變化範圍是在 110 到 340 mm 之間，若大於 380 mm，就

表示會有水患發生（如圖中的藍色區）；若連續數個月低於 100 mm 就會造成乾旱（如圖中的黃色區）。20 年來約有

四成五的期間裡，洪澇與乾旱會在台灣反覆的發生，這是必須經常防範因應的異常期。 

 

 

 

 

 

 

 

 

 

 

 

 

 

 

 

 

 

 

圖二、台灣月平均降雨量時間序列圖(1990 年 1 月到 2009 年 9 月)。 

圖二中更值得注意的是超越藍色區的超大豪雨事件，這是一般防洪抗災系統難以承受的。1994 年 8 月，因有 3

個颱風（凱特琳、道格、弗雷特）連續襲台，使得該月的平均降雨量陡升到 750 mm，約為正常變化上限的 2 倍；

而 1998 年 10 月，有 2 個颱風（瑞伯及芭比絲）連袂侵襲北台灣，該月的平均降雨量更高達 900 mm。然而更令人

驚訝的是 2001 年 9 月的納莉颱風，單單這一個颱風就使得該月的平均降雨量超過了 1000 mm，打破了百年來的觀

測記錄。這 3 個超大豪雨的事件，不但在短短數年間連續發生，颱風所帶來的驚人豪雨量更是一個強過一個，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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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映台灣降雨強度日趨增高的趨勢。 

同樣的超大豪雨事件，在經歷百年來最大的乾旱期(2001 年 10 月至 2004 年 6 月)之後，又再次重現！2007 年 7

月（帕布、梧提、聖帕，3 個颱風），2008 年 9 月（辛樂克及薔蜜，2 個颱風），及 2009 年 8 月(莫拉克，1 個颱風)，

又讓台灣飽受重創。 

然而，前一梯次的 3 個超大豪雨的事件，間隔的時間分別是 4 年與 3 年；最近的系列卻都大幅縮短到只有 1 年

左右；這個觀察顯示出，由於地表熱能持續累積，大自然的極端事件的發展時間真是越來越快，讓人更難以應付。 

圖二中的紅色問號是探詢：為何今年莫拉克颱風引進的超大豪雨破壞力這麼大，但是 8 月份的平均雨量卻沒有

如我們預期像 2001 年 9 月的納莉一般高呢？我們初步的答案是：(1) 在莫拉克侵台之前，剛好有個柯尼颱風(中國

大陸稱作｢天鵝))掠過南海，已經將部分的能量及水汽消耗掉了；(2) 今年 5 月開始，聖嬰現象開始發展，西太平洋

海洋表層的熱能逐漸向東側移轉，進一步減弱了西太平洋低層大氣所蘊含的水汽量。因此，在莫拉克颱風期間能匯

聚到台灣的雨量就沒有如預期那麼多了。換言之，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聯合國早已發出警訊：在全球暖化過程中，異常的高溫、乾旱、颱風、豪雨、寒潮、暴風雪等，都將在世界各

地頻繁的出現。展望未來，全球氣候暖化的趨勢仍將持續升高數個世紀；台灣半世紀來不斷發生的乾旱與豪雨，就

是一次又一次的在提醒我們這樣一個不利的情勢正快速發展中，我們當然要嚴加防範，提高警覺。 

更嚴重的是，長期持續的暖化，加速高山冰川及兩極冰原的消融，帶動海平面不停的上升，使沿海低平地區逐

一為海水淹沒，其衝擊的時間將比氣溫的上升還要持久。世界銀行最近公布的報告，曾評估海水面若上升 1 公尺，

全世界沿海國家都將受到重創。其中最嚴重的前十名國家，台灣就列居其中。 

今年 3 月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國際氣候變化科學大會中，有關 2100 年之前海平面上升的預估，已經從 2007

年的最高 50 公分，大幅度上修到至少 1 公尺，等於是加快了二倍以上。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主席

不禁感嘆的說：「留給這個世界的時間越來越少了。」 

因此，氣候變化與環境變遷已經不再是常數，而成了難以掌控的變數！不論是政府、企業、個人的未來規劃，

都必須將這個變數慎重考慮在內。換句話說，以前的｢常｣，已然成了｢變｣；氣候及環境不斷的變動，現在竟是我們

必須面對的常態。縱是無奈，但卻是人類自己造成的苦果，我們只有勇於面對，將未來的危機，用謙卑的態度與智

慧去努力化解。 

司馬光曾描述孔子：｢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

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 資治通鑑，卷一﹞  

聖人能夠遠慮，是因為能高瞻遠矚，化危機於初啟；今天台灣承受許多災難，就是過去輕忽懈怠所得到的苦果。

如今台灣外有全球氣候暖化所帶來的嚴重威脅，內有生態環境管理不當的隱憂，正是需要我們懷著｢聖人的心志｣，

共同來關懷這個土地與環境。台灣是否能持續而健康的發展下去，全看我們能不能確實做好妥善的因應。希望我國

不論政府或民眾，在全球暖化所引致的危機下，都能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去做好這個跨世代的重要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