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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兩岸氣象合作研究三年期計畫，已執行到第三年的

期末，2010年 9月在大陸舉辦第一次期中成果研討會，2011

年在台灣舉辦第二次期中成果研討會，這次舉辦第三次研討

會，即是期終成果研討會，讓兩岸的學者專家研究團隊能夠

面對面作學術交流，彼此交換心得、分享及討論研究成果，

以瞭解兩岸合作研究計畫現況與執行情形，共同解決兩岸進

行合作期間的研究問題，此為兩岸氣象合作研究之學者所重

視的，藉此研討會連結兩岸氣象合作研究，使兩岸的氣象合

作研究能延續，展開另一階段更緊密合作研究。 

有關此次行程，主要赴大陸參與自然科學基金會召開「海

峽兩岸氣象科學合作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及順道訪問福建

省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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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背景 

在全球暖化的威脅下，最容易造成嚴重災害的極端天

氣，其強度和發生頻率都將會有很大的改變，災害性天氣是

兩岸人民面臨的共同問題，颱風、超大豪雨、或是乾旱天氣

等是兩岸科學家有興趣合作研究的課題。 

國科會於97年與大陸自然科學基金會共同召開 2009年

兩岸合作共同研究議題第一次工作會議，協調討論兩岸共同

議題，經會議結議，兩岸雙方擇定2009年優先共同議題為氣

象研究：豪雨與颱風研究；兩岸確定共同研究重點項目如下： 

1. 登陸颱風(路徑、結構、強度與豪雨)研究 

2.梅雨期豪雨研究         

3.氣候變化對豪雨颱風之影響研究 

此議題極具國際性、時效性及科學重要性。 

由國科會與自然科學基金會各自專案計畫支助參與之

科學家(本會計畫補助總經費3000萬元台幣，執行期2009至

2011年，合計3年，每年1000萬元台幣)，台灣地區補助臺灣

大學大氣科學系周仲島教授，郭鴻基教授，中央研究院環境

變遷研究中心周佳研究員及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黃清勇教

授等4個研究團隊。 

目前此兩岸氣象合作研究計畫已執行到第三年的期

末，2010年9月在大陸舉辦第一次期中成果研討會，2011年

在台灣舉辦第二次期中成果研討會，此次在福建福州舉辦第

三次研討會，即是期終成果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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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一、以國科會自然處大氣科學學門承辦人身分，赴大陸並參

與自然科學基金會所召開參加「海峽兩岸氣象科學合作

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 

 

二、順道問大陸福建省氣象局，評估未來與中國氣象局的氣

象合作的可能性，及促進氣象研究交流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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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紀要 

 

一、參訪行程 

參加「海峽兩岸氣象科學合作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 

行程表 

 

                                                              

日  期 行    程 

9/25 (二) 往程（台北→福州） 

9/26 (三) 研討會 

9/27 (四) 研討會 

9/28 (五) 參訪福建省氣象局 

9/29 (六) 歸程（福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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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說明 

 

參加「2010兩岸豪雨與颱風合作研究期中成果研討會」 

時間：9月 26日（星期三）至 9月 27日（星期四） 

此次研討會共兩天，假福州萬達威斯汀酒店榕城廳舉

行，開幕式由張慶红教授與周仲島教授主持，邀請中科院大
氣所黃榮輝院士、臺灣大學大氣系陳泰然講座教授、本會自

然處陳于高處長及福建省氣象局魏副局長分別致詞。 

張慶红教授提及在福建福州召開研討會的原因，三年前
在福建省廈門大學召開兩岸氣象合作研究的啟動會議，而兩

岸三年的氣象合作研究今年結束，同樣在福建省召開期終研

討會，都是在福建省舉辦，特別具有意義；黃榮輝院士致詞
時，提及颱風暴雨是兩岸共同關心的議題，大陸每年颱風造

成數百億人民幣的損失，與數百人的傷亡，兩岸的合作研

究，對天氣的暸解與提高預報、預警，有意義、有效益；陳
泰然教授說明兩岸氣象交流歷史，1989年在香港舉辦的西太

平洋相關的氣象會議，即展開兩岸的氣象交流，感謝兩岸政

府國科會與自然科學基金會，讓兩岸學者能正式的合作研究
豪雨與颱風相關議題，展望未來持續合作；魏副局長提及，

很榮幸舉辦這個研討會，是高規格及高層次的會議，兩岸共

同探討豪雨及颱風的科學問題，包括颱風路逕的預報，多颱
風作用，及描述颱風強度，這是一個高水平的研討會。 

本會自然處陳于高處長致詞時，提及此研討會的每位桌

上，都有一張天氣預報，表示籌辦會議人員的用心，最先兩
岸的正式合作研究，是汶川大地震後，開啟兩岸地震的合作

研究，兩岸的氣象合作研究，讓兩岸共享天上的成果，對兩

岸科學家與人民有價值，上禮拜在北京時，與自然科學基金
會座談時提及，若兩岸氣象科學家認為值得繼續做下去，且

有意願繼續合作，兩岸可以有一協議支持，兩岸科學家須從

新規劃下一階段的合作議題。 

我方參加人員有陳泰然副校長、周仲島教授、周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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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郭鴻基教授、黃清勇教授及紀水上副局長等計有 17位

學者專家出席。 
大陸方面的與會人員，包括有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黃榮

輝院士，南京大學大氣科學學院談哲敏副校長、王元副院

長，北京大學大氣科學學系張慶紅教授、孟智勇教授，中國
氣象局上海颱風研究所雷小途所長，福建省氣象局魏應植副

局長等 23位。 

此次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係以颱風與豪雨為探討主

題，此次兩岸的氣象學者專家共有 33篇論文提出討論，茲

將討論主題及篇數統計分析如下： 

1.梅雨鋒中尺度對流系統的機理分析及可預報性研究 
(報告主持人：杜宇 賴小薇) 

2.海峽地區熱帶氣旋結構和強度異常變化多尺度動力機制

研究 
(報告主持人：李青青 喻自鳳) 

3.侵襲兩岸颱風的動力學及相關同化技術研究 

(報告主持人：唐曉東 舒守絹) 
4.全球變暖對西北太平洋颱風活動和登陸我國颱風的影響 

(報告主持人：武亮 陳光華) 

本次研討會時間相當緊湊，但提問非常踴躍。此外，兩
岸氣象學者專家也就目前與未來氣象科學問題與面臨的挑

戰，以及氣象研究現況與未來趨勢與方向等課題充分交換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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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福建省氣象局 

 

時間：9月 28日（星期五） 

 
主要是參訪福建省氣象台，當天由氣象台台長劉銘先生

親自接待，帶領我們訪問團，參觀氣象台的辦公環境與相關

設備，並熱心的詳細解說。 

福建省氣象台（福建省海洋氣象台）是福建省氣象局直
屬處級事業單位，負責省氣象觀測，是災害性天氣預報聯防

指揮中心，為省氣象對外服務的窗口。 

擔負省級短時(0-6h)、中短期(0-10天)天氣預報業務，

及省級海洋氣象預報、預警，並管理福州國家氣候觀測站、

福州探空站和長樂氣象雷達站。 

我們一行人參觀福州國家氣候觀測站與探空站，國家氣

候觀測站負責輻射、酸雨、24小時的自動站、人工地面觀測，

並收取高空探測資料，我們同行中央氣象局紀副局長也藉此

機會，互相比較兩岸氣象局觀測儀器的種類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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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1.關於「海峽兩岸氣象科學合作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是

兩岸執行三年合作研究計畫成果的展現，與會人員熱烈

討論互動，專家學者學術交流，促使兩岸的研究團隊，

可以直接面對面作學術討論，及分享研究成果及心得，

瞭解兩岸研究團隊的計畫執行成果，是很有價值的學術

交流活動。 

2.氣候的變遷是人類面臨最嚴峻的問題，極具挑戰與亟待

突破的議題，而影響台灣未來氣候變遷的主要系統是東

亞季風與東亞氣候，所以未來東亞氣候變遷，將是兩岸

合作研究可考慮的重要研究課題。 

 

二、建議 

兩岸實質氣象合作研究與交流，對兩岸氣象研究發展，

具有正面的效益。 

1.建議在既有合作基礎上，鼓勵雙方氣象研究人員要繼續

合作，關於下一階段三年一期的合作研究議題，建議兩

岸研究人員重新規劃，彼此要有高度的共識，能有進一

步緊密的合作議題，國科會與自然基金會再行評估補助。 

2.有關「兩岸氣象研究研討會」，確實可促進兩岸氣象研究

人員的交流，並分享成果與心得，宜繼續支持及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