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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亞太經合會氣候中心（APEC Climate Center，APCC）為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所成立的氣候預測中心。亞太經合會氣候中心的宗旨在

為亞太經合會經濟體建立一個制度化的溝通管道，每年固定舉行氣候論壇（APEC 

Climate Symposium，APCS），以有效地交流區域氣候預測訊息，用以實現亞太經合會

的理想：「透過增強區域繁榮的經濟機會，減少經濟損失，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亞

太經合會氣候中心」。 

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氣候服務，並拓展國際參與，同時深化本局與

APCC 之間的合作，雙方於 2016 年 10 月簽署合作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並共同舉辦健康領域之氣候服務國際研討會（CWB-APCC Workshop on Climate 

Service for Health），之後亦分別於 2019年及 2021年共同舉辦氣候預測國際研討會（2019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limate Prediction–Past, Present and Future）及亞太氣候服務

國際研討會（Asia Pacific Climate Service Workshop 2021–Climate Service for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wards a Net Zero Emission World）。 

本局每 2 年舉辦一次亞太氣候服務國際研討會（Asia Pacific Climate Service 

Workshop，APCSW），本 (2023) 年度正規劃研討會相關細節，APCC 邀請本局將上述

APCS 與 APCSW 合併，舉辦「2023 APCS and APCSW Joint Conference」，時間暫訂為

2023 年 10 月 17 日至 20 日。臺灣為亞太經合會的正式會員，此次本局與 APCC 共同

舉辦「2023 APCS and APCSW Joint Conference」，可擴大臺灣與亞太經合會會員國的互

動及國際能見度。 

為達成會議圓滿順利完成的目標，APCC 邀請本局面對面洽談會議籌備相關事宜及

確認細節。此次出訪係就氣候監測預報、研究發展、氣候服務及國際合作等議題與 APCC

的專家學者互動，進行意見交流與經驗分享，尋求進一步深化交流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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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APCC 前身為 APCN（Asia-Pacific Climate Network），於 2005 年正式成立，中央

氣象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創始會員之一。目前共有 11 個國家的 15 個主要氣候預報

中心和機構（圖 1）產製季節模式預報資料，透過多模式系集技術整合為未來 6 個月 3

分類機率預報，提供給 APEC 會員經濟體及太平洋島嶼國家參考。APCC 亦為全世界

唯一提供北半球夏季季內振盪（Boreal Summer Intra-seasonal Oscillation，BSISO）預報

的機構，目前只有美國環境預測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NCEP）、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ECMWF）、澳洲氣象局（Bureau of Meteorology，BOM）及本局（Central Weather Bureau，

CWB）提供模式預報資料參與 BSISO 預報，本局的季節模式預報資料亦提供給 APCC

參與多模式系集預報。APCC 每兩年召開一次模式提供者會議（Model Provider’s 

Meeting），對模式未來發展進行討論及交換意見。 

 

圖 1、參與 APCC 多模式系集預報的 15 個主要氣候預報中心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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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每月提供季節模式預報資料，自 2006 年起，除了 2020 年因疫情停辦外，每

年均派員參加 APCC 舉辦的氣候論壇（APEC Climate Symposium）（表 1）。 

表 1、歷屆 APCC 氣候論壇舉辦地點及主題 

年份 地點 主題 

2006 南韓 
Implementation of APEC Climate Center for Climate Information 
Services 

2007 南韓 Operation of APEC Climate Center for Climate Information Services 

2008 祕魯 APEC Climate Center for Climate Information Services to Society 

2009 新加坡 APEC Climate Center for Climate Information Services to Society 

2010 南韓 
Building Adaptive Capability to Extreme Climate Events through 
Networking among APEC Economies and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nd 
Projects 

2011 美國 Harnessing and Using Climate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 Making 

2012 俄羅斯 
Harnessing and Using Climate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 Making: An In-
Depth Look at the Agriculture Sector 

2013 印尼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Drought Prediction Science to Support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Management 

2014 中國 
Managing Climate Extremes and Hydrologic Disasters: Scientific 
Prediction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2015 菲律賓 
The use of Weather and Climate Information for Efficient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2016 祕魯 
Smart Climate Information and Accountable Action: Achieving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 

2017 越南 
Building Resilient Agro-Food Systems from Production to 
Consumption: for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using Climate Information 

2018 
巴布亞 
紐幾內亞 

Overcoming the Challenges of an Uncertain Future with Enhanced 
Climate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2019 智利 
Pathway to Sustainable Growth under a Changing Climate: Enhancing 
Interaction between Climate Science and Society 

2021 線上 
Innovations in Climate Communication for Enhancing Human Security 
to Manage Risks of Climate Extremes 

2022 泰國 
Enhancing APEC Resilience through AI Applications i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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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起，APCC 氣候論壇舉辦地點均為當年度 APEC 會議地點，僅 2010 年

除外（當年度 APEC 會議地點為日本）。會議主題由早期著重於氣候領域，逐漸擴展至

跨領域（如農業、防災、水資源、糧食安全）的應用，扣合 WMO 倡議的全球氣候服務

框架（Global Framework for Climate Service，GFCS）五大優先領域（農業與糧食安全、

防災、能源、健康、水），近年來延伸到氣候變遷調適、永續發展甚至人工智慧，由此

可見隨時代演變所關注的焦點也隨之改變。除氣候論壇外，APCC 自 2015 年起亦在氣

候論壇前後同步舉行工作小組會議（Working Group Meeting），由各會員經濟體之氣象

主管機關副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參加，報告年度工作並進行意見交流。 

本局與 APCC 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雙方於 2016 年 10 月簽署合作備忘錄，

並共同舉辦健康領域之氣候服務國際研討會（CWB-APCC Workshop on Climate Service 

for Health），之後亦分別於 2019 年及 2021 年共同舉辦氣候預測國際研討會（2019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limate Prediction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及亞太氣候服務

國際研討會（Asia Pacific Climate Service Workshop 2021 – Climate Service for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wards a Net Zero Emission World）（圖 2），該 2 次國際研

討會皆邀請國際上相關領域之知名學者專家發表演講，不僅為該研討會討論主題指引

未來的發展方向，同時也協助建構本局人員的專業能力並擴展國際視野。 

除了共同舉辦研討會之外，本局與 APCC 亦透過專家學者互訪方式進行交流，

2018、2019 連續兩年邀請 Dr. Hae-Jeong Kim 來局訪問，2018 年本局亦多次派員參加

APCC 所舉辦的訓練課程，主題包括季內至季節預報（Subseasonal to Seasonal Training 

Program）、農業及水資源領域以使用者為導向的統計降尺度氣候資訊（Training Program 

on “User-oriented Statistical Downscaling of Climate Information in Agriculture and Water 

Resources”）、氣候資訊工具（Training Workshop on Climate Information Tool Kit）等，

後因疫情暫時中斷實體互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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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規劃每 2 年舉辦一次亞太氣候服務國際研討會（APCSW），本 (2023) 年度

正規劃研討會相關細節，基於過去的合作經驗，APCC 邀請本局將上述 APCS 與 APCSW

活動合併辦理，舉辦「2023 APCS and APCSW Joint Conference」，時間暫訂為 2023 年

10 月 17 日至 20 日。臺灣為亞太經合會的正式會員，此次本局與 APCC 共同舉辦「2023 

APCS and APCSW Joint Conference」，可擴大臺灣與亞太經合會會員國的互動及增加國

際能見度。 

為共同舉辦「2023 APCS and APCSW Joint Conference」，先前雙方已多次透過線上

會議方式討論想法，惟仍有諸多研討會籌備細節仍需當面溝通尋求共識，因此本局應

APCC 邀請前往韓國，除確認研討會籌備細節外，同時也拜訪去年甫上任之 APCC 執

行長 Mr. Do-Shick Shin，並進一步與 APCC 重要幹部進行交流，以尋求深化雙方未來

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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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上：2016 年健康領域之氣候服務國際研討會；下：2019 年氣候預測國際研討會。

2021 年亞太氣候服務國際研討會因疫情改為線上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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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本次出國期間除參加「2023 APCS and APCSW Joint Conference 籌備會議」外，同

時也與 APCC 學者專家就氣候監測預報、研究發展、氣候服務及國際合作等議題進行

意見交流與經驗分享，共同參與討論者亦包括我國國際氣候發展智庫（International 

Climate Development Institute，ICDI）趙恭岳執行長及中華經濟研究院（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CIER）林桓億主任。行程安排及工作摘要如表 2： 

表 2、本次出差行程安排 

日 期 工作摘要 

2023 年 6 月 5 日 
赴韓國釜山，拜會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及 APCC 執行

長 

2023 年 6 月 6 日 
與 APCC 重要幹部研議 2023 APCS and APCSW Joint Conference
相關細節 

2023 年 6 月 7 日 
與 APCC 專家學者討論氣候監測預報及研究發展、氣候服務及

國際合作等議題，晚間搭機回臺 

（一）、6 月 5 日 

本次出國行程相當緊湊，早上班機 11:00 抵達釜山國際機場，經短暫用餐後馬上

前往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拜會郭承凱處長 (圖 3)。郭處長過去在首爾任職，

剛至釜山上任不久，此次除了禮貌性拜訪之外，也向郭處長說明臺灣和韓國氣象互動

的往來，包括 APCC、韓國氣象廳（Kore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KMA）及韓

國氣象科學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NIMS）等，同時也展

望未來可能的合作及發展。此外也特別介紹 APCC Ms. Sangwon Moon 組長及 Ms. Suhee 

Han 給辦事處相關同仁認識，俾利辦事處和 APCC 後續的互動。會談中進一步爭取郭

處長從外交的角度切入，多方協助促進臺韓氣象交流。郭處長則分享他在韓國對於推

動臺韓科技合作的經驗，並允諾會極力提供必要的外交協助，讓本局及 APCC 共同舉

辦的研討會能順利成功。郭處長及辦事處於晚間設宴，接待此次臺灣訪問團及 APCC

重要成員，為促進三方的互動留下圓滿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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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上：拜訪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由左至右分別為 APCC Sangwon Moon

組長、中華經濟研究院林桓億主任、中央氣象局陳孟詩簡任技正及洪景山主

任、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郭承凱處長、國際氣候發展智庫趙恭岳執

行長、APCC Ms. Suhee Han、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林保仁領事。 

中：中央氣象局、APCC 拜會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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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續)、下：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設宴接待此次臺灣訪問團及 APCC 重要成

員。 

拜會完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後，下午 4:00 拜會 APCC 執行長 Mr. Do-Shick 

Shin (圖 4)，Mr. Shin 曾經訪臺數次，對於臺灣的印象非常好。此次拜訪，除特別感謝

他支持本局與 APCC 共同舉辦 APCS/APCSW 研討會外，也再次強調本局和 APCC 過

去堅定的合作關係和友誼。此外，我們說明本局即將改制為氣象署，屆時與韓國氣象

廳之間可以有更全面的互動。最後，本局邀請他於 APCC/APCSW 研討會期間訪臺，

並擔任會議主持人，Mr. Shin 欣然同意並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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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上：拜訪 APCC，由左至右分別為 APCC Dr. Kyungwon Park、中央氣象局陳孟詩

簡任技正、國際氣候發展智庫趙恭岳執行長、中央氣象局洪景山主任、APCC

執行長 Do-Shick Shin 及 Ms. Sangwon Moon、中華經濟研究院林桓億主任。 

下：中央氣象局洪景山主任和 APCC 執行長 Do-Shick Shin 互贈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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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月 6 日 

本日針對今 (2023) 年即將共同舉辦的「2023 APCS and APCSW Joint Conference」

進行細節討論（圖 5）。重點包括以下幾個面向： 

1. 會議主題暫定為強化氣候變遷下的能源安全及韌性（Enhancing Energy Security in a 

Changing Climate for a Resilient Future），此議題正好契合我國目前全力推動 2050 淨

零下能源轉型的政策。議程安排暫定如表 3。 

表 3：「2023 APCS and APCSW Joint Conference」議程安排 (暫定) 

 

2. 研討會時間訂為 2023 年 10 月 17 日至 20 日，於中央氣象局國際會議廳舉辦。會議

以 Hybrid 方式，採線上及實體方式舉辦，包括三大部分（表 3），第一部分於 10 月

17 日舉辦 APCC 氣候論壇工作小組會議（Working Group Meeting），由各會員經濟

體之氣象主管機關副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參加，報告年度工作並進行意見交流，此為

線上議程。第二部分於 10 月 18 日至 19 日舉辦「2023 APCS and APCSW Joint 

Conference」，共分為 3 個議程和 1 個綜合討論；第三部分則於 10 月 20 日參觀由

國際氣候發展智庫舉辦的「亞太永續行動博覽會」。 

3. 「2023 APCS and APCSW Joint Conference」內容包括： 



11 
 

 關鍵演講：為了促進 2050 淨零目標下能源轉型之氣候服務的挑戰與機會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climate service to promote the energy transition 

for 2050 net-zero target），預計邀請 2 位講者。 

 議題一：應用氣候資訊強化能源安全（Enhancing energy security using climate 

information），預計邀請 4 位講者。 

 議題二：氣候變遷調適下的再生能源和潔淨能源（Renewable and clean energy 

to adapt climate change），預計邀請 4 位講者。 

 議題三：強化能源安全的最佳實務或政策（Best practices or policy efforts to 

enhance energy security），預計邀請 4 位講者。 

 討論：對氣候變遷調適下能源轉型與安全的討論及政策建議–挑戰與機會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discussion on energy system transition and energy 

security in the contest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what is our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預計邀請 5-6 位講者。 

4. 分工細節 

APCC 將爭取 APEC 贊助經費美金 12 萬元，APCC 和本局分別各提供美金 1 萬 5

千元和 3 萬元，本局並負責會議舉辦之場地布置、住宿交通安排等各項行政支援。APEC

贊助經費將用來邀請 14 位 APEC 會員經濟體參加人員及 12 位講者的機票和食宿。 

本日討論之相關細節如附錄 1，後續規劃 APCC 將派員於 9 月 14 日至 16 日訪臺，

確認研討會的最後細節，同時代表 APCC 參加中央氣象署掛牌儀式，表示雙方合作的

堅定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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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討論 2023 APCS and APCSW Joint Conference 籌備相關細節。 

（三）、6 月 7 日 

本日安排與 APCC 專家學者就雙方業務進行交流討論。APCC 組織架構如圖 6，參

與的學者專家包括氣候服務與研發處（Climate Service and Research Division）處長 Ms. 

Jinyoung Rhee、氣候預報組（Climate Prediction Department）組長 Mr. Hyungjin Kim、

氣候分析組（Climate Analysis Department）Dr. JinHo Yoo、預報研究組（Predic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組長 Ms. Soo-Jin Sohn 及對外事務組（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組長 Ms. Sangwon Moon、Ms. Suhee Han（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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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APCC 的組織架構。 

 

圖 7、與 APCC 專家學者進行交流討論。由左至右分別為 APCC 氣候預報組長 Mr. 

Hyungjin Kim、對外事務組 Ms. Suhee Han、氣候服務與研發處長 Ms. Jinyoung 

Rhee，國際氣候發展智庫趙恭岳執行長，APCC 氣候分析組 Dr. JinHo Yoo，中央

氣象局洪景山主任及陳孟詩簡任技正，APCC 對外事務組長 Ms. Sangwon Moon、

中華經濟研究院林桓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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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討論主題為「短期氣候預報的現況與未來展望」（圖 8），首先由本局陳孟詩簡

任技正進行報告，簡報資料如附錄 2。APCC 則由 Ms. Jinyoung Rhee 介紹 APCC 的氣

候監測預報，重點摘錄如下： 

1. APCC 扮演的角色： 

(1) APCC 是經過 APEC 認證的氣候預報中心。 

(2) APCC 支援韓國氣象廳氣候預報資訊及技術。 

(3) 聯合國氣象組織多模式系集長期預報標竿中心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Lead Center for Long-range Forecast Multi-model Ensemble, WMO 

LC-LRFMME)為韓國氣象廳  (KMA) 和美國國家海洋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共同成立，APCC 協助 KMA

維持 WMO LC-LRFMME 網站的運作。 

(4) APCC 為 WMO 季內至季節預報（Subseasonal to seasonal，S2S）計畫國際協調

辦公室（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office，ICO）。 

2. 2022 年的研發成果包括： 

(1) 改善東亞極端氣候的監測分析預報系統，以協助KMA發展極端事件早期預警。

這部分的工作包括監測亞太區域極端事件，進行歸因分析，並透過機制研究發

展預報指引。 

(2) 改善氣候預測模式的校驗系統，以支援韓國氣象科學研究所對氣候預測模式的

評估及改進。 

(3) 發展以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為基礎的氣候預測科技，應用於

未來 1 個月預報，也就是應用深度學習類神經網路（Deep Neural Network），利

用 ERA-5 再分析資料進行訓練及驗證，再套入歐洲模式預測資料以產出 2 米

溫度預報，並進行預報技術評估。 

(4) 發展亞太氣候資訊服務，提供予 APEC 會員經濟體、綠色氣候基金 (Green 

Climate Fund)、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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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P）等進行運用。 

3. 在季內預報方面，APCC 根據 BSISO 相位進行合成分析，發現在韓國入梅時赤道

東印度洋對流增加、副熱帶西北太平洋對流減少，造成太平洋副熱帶高壓（以下簡

稱副高）西伸，其西北側帶來暖溼西南風，因而造成降雨增加；相反的，當中印度

洋對流增加、南海對流減少時，副高及滯留鋒面南移，因而造成韓國出梅。利用季

內模式預測資料評估模式對 BSISO 可預報度最多可達第 3 週。 

4. 在季節預報方面，APCC 開發多模式系集技術，也就是先確認氣候變異驅動因子在

模式中具備可預報度，之後計算多模式系集結果，再應用模式後處理技術修正格點

預報誤差，並使用統計降尺度方法得到在地化預報，其流程跟本局利用氣候模式資

料產製季節預報產品類似。 

5. 在氣候變遷推估方面，APCC 進行極端降雨與颱風變化研究。首先了解造成極端降

雨的可能物理機制（如南亞高壓），計算未來百年才會發生一次的降雨增加率以及

因副高改變造成的颱風活動變化，之後利用 CMIP6 計畫（WCRP 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的 UKESM (UK Earth System Model) 模式推估資料計算颱

風生成潛勢，發現在二氧化碳高排放情境下，中緯度太平洋海溫增加且垂直風切減

弱，有利於颱風生成，增加侵襲南韓的機會，同時亦使用 CORDEX-EA 實驗

（Coordinated Regional Climate Downscaling Experiment）的動力降尺度 25 公里解

析度模式資料推估未來颱風影響韓國的頻率及強度變化。 

6. 在模式發展方面，韓國的做法是學研機構開發氣候模式預報技術，再技術轉移至

KMA 進行上線作業，然而同樣存在著學用落差的問題，作業單位往往受限於量能

不足，無法真正應用至預報作業。APCC 做為模式共同發展的氣候測試平臺（Climate 

Test Bed），嘗試建立 R2O（research to operation）技術轉移的架構，也就是發展模

式的系統性診斷評估標準，以建立模式評比的客觀化決策基礎。換句話說，所有學

研機構發展的氣候模式透過 APCC 開發的模式評估標準，進行系統性診斷評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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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作業預報實驗，通過平行作業測試標準的氣候模式再轉移給 KMA 下的韓國氣象

科學研究所 (NIMS) 進行實際運作，以促進氣候模式從共同開發到實際上線作業

的效率。 

綜合來說，氣象預報時間尺度涵蓋短中期天氣預報（1 小時、1 日至 2 週）、季內

至季節預報（2 週至 2 個月）、長期預報（3 個月至 6 個月）、季節至年際預報（12 個

月）以及氣候變遷推估（10 年以上）。APCC 負責的任務是季內至季節預報及長期預

報，未來 1 年預計發展第 3 週至 6 週及第 1 個月至 6 個月的無縫隙氣候預測，未來 5

年則將進一步發展極端事件預測。採取的策略除改進氣候模式、發展以使用者為導向

的氣候預測技術外，同時也將發展 AI 客觀預測技術。 

 

圖 8、「短期氣候預報的現況與未來展望」議題討論，右二為 APCC 預報研究組長 Ms. 

Soo-Jin Sohn。 

下午討論主題為「從氣候預報邁向氣候服務」（圖 9），首先由本局洪景山主任進行

報告，簡報資料如附錄 3。APCC 則由 Dr. JinHo Yoo 介紹 APCC 季內至季節尺度的氣

候服務，重點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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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決策有幫助的氣候資訊需具備的特質包括可信度（預報準確度）、重要性（符合

使用者需求）、合法性（公開客觀），需要由資訊產製者及使用者共同產出。為確認

氣候資訊的可信度，首先必須先評估多模式系集預報隨時間是否有改進，之後再將

模式預報資料透過統計降尺度、衝擊模擬等方式轉換為使用者感興趣的預報資訊，

例如提供印尼及馬來西亞野火早期預警，以及與日本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機

構（National Agriculture and Food Research Organization，NARO）合作進行全球作

物玉米產量預測實驗。 

2. APCC 對太平洋島國的氣候服務，包括 PICASO（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dvanced 

Seasonal Outlook）及 OSCAR（tailOred System of Climate services for AgRiculture）。

APCC 發展 CLIKⓟ（Climate information toolkit for Pacific Islands）網頁工具，預報

範圍涵蓋 14 個太平洋島國，這些島國只要有網路就可以利用此工具產製 PICASO

季節預報展望，另外也特別為萬那杜提供 OSCAR 農業決策支援服務，包括農業氣

象服務、農事決策支援、作物氣候日誌及農業氣象簡報。 

3. 氣候服務的挑戰包括使用者不喜歡機率預報產品、未具備足夠知識以至於不知道如

何使用產品、產品內容未能完全符合需求（例如：空間尺度太大、需要季內尺度預

報）……等，要克服這些困難，需要多方協力合作，由全球或區域中心產出即時預

報，研究機構提出從天氣至季節的無縫隙預報服務示範案例，APCC 或哥白尼氣候

變遷服務（Copernicus Climate Change Service，C3S）等單位建立使用者溝通平臺機

制，其中特別需要強化國家氣象局的能力，氣候服務才能永續發展。Dr. JinHo Yoo

建議的氣候服務治理架構如圖 10 所示。 

4. 至於 APCC 和 KMA 的分工，Dr. JinHo Yoo 提到 APCC 透過研究發展支援 KMA 大

部分的氣候預報，在氣候服務方面，KMA 負責韓國國內從民眾到政府的服務，

APCC 則負責對外國際服務。為了增強「氣候服務」，建立專門的服務單位可能是

比較好的選擇，專責單位可以居間溝通協調，進一步促成公私協力夥伴關係（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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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Partnership）。 

 

圖 9、「從氣候預報邁向氣候服務」議題討論。 

 

圖 10、氣候服務治理需要多方協力合作，其中國家氣象局扮演著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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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此次出國期間參加「2023 APCS and APCSW Joint Conference 籌備會議」，除了和

APCC 具體討論共同舉辦 APCS/APCSW 研討會的相關細節之外，同時與亞太經合會氣

候中心專家學者進行交流討論，獲益良多。總結來說，本次參訪更進一步瞭解 APCC 在

韓國氣象界扮演的角色，大致如下： 

(一）、APCC 提供為模式共同發展的氣候測試平臺（Test Bed），協助 KMA/NIMS 加速

研發至作業轉移的過程。簡單來說，KMA 為了發布可靠的長期預報，請韓國大專

院校進行機制研究、發展預報指引及模式開發，利用 APCC 建立的系統性診斷標

準來評估模式技術，預報能力較好的模式再移轉給 NIMS 進行上線作業，以提供

KMA 氣候科學局（Climate Science Bureau，CSB）下的氣候預報組（Climate 

Prediction Division，CPD）進行長期預報作業。APCC 和 KMA/NIMS 雖然同樣肩

負研發任務，但 APCC 負責的預報時間尺度為未來第 2 週至第 6 個月，NIMS 負

責的預報時間尺度為未來 12 個月至 10 年以上，因此有關氣候變遷尺度的聯合國

世界氣候研究（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WCRP）東亞區域降尺度計畫

（Coordinated Regional Climate Downscaling Experiment，CORDEX-EA）即由 NIMS

負責。 

(二）、APCC 同時也進行長期預報技術的研發，以支援 KMA/CSB/CPD 的長期預報作

業。目前 APCC 的多模式系集技術只應用於未來 6 個月預報，APCC 預計於今 

(2023) 年 8 月下旬舉辦的模式提供者會議上討論多模式系集季內預報的可能性，

希望各模式作業單位能提供季內預報資料，期待 3 年後可以提供季內即時預報，

時程規劃為第 1 年（今年）進行溝通討論尋求共識，第 2 年收集資料並建立預報

作業架構，第 3 年進行預報評估，期待第 4 年可以正式發布季內預報。除此之外，

APCC 也進行極端氣候的監測預報分析，並嘗試將 AI 技術應用在未來第 3 週至 4

週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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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PCC 負責韓國對外的國際服務，除協助 KMA 維運 WMO LC-LRFMME，同時

亦為 WWRP/WCRP S2S 計畫國際協調辦公室，提供 APEC 會員經濟體多模式系

集氣候預報，亦在綠色氣候基金的支持下進行對太平洋島國及萬那杜的氣候服務。

Dr. JinHo Yoo 以自身經驗，建議氣候服務一定要多方協力合作，由學研機構開發

預報指引做為國家氣象局發布預報參考，國家氣象局再提供預報資料和資訊給服

務專責單位，透過服務專責單位或是第三方與各領域使用者持續溝通對話，進而

提供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客製化服務。 

過去本局和 APCC 之間的交流多為參與模式提供者會議、氣候論壇暨工作小組會

議，以及共同舉辦國際研討會，本次出訪除對「2023 APCS and APCSW Joint Conference」

會議籌備細節取得共識外，更進一步了解 APCC 在韓國氣象界所扮演的角色與定位。

建議本局未來可透過下列作為，深化與 APCC 之間的合作： 

 持續精進本局氣候模式技術發展，提供資料參與 APCC 季內至季節多模式系集及

BSISO 預報。 

 持續參與氣候論壇暨工作小組會議及模式提供者會議，以提高國際能見度。 

 若有需要的話，可利用 APCC 提供的系統工具落實對我國南太平洋友邦的氣候服

務 ， 本 局 亦 建 議 APCC 可 利 用 本 局 開 發 的 颱 風 展 期 預 報 系 統

（https://tctracker.cwb.gov.tw/）對 APEC 會員經濟體提供颱風早期預警資訊。 

 建構本局人員氣候預報科研能力，未來可與 APCC 共同舉辦氣候預報研討會

（Climate Prediction Workshop），除可促進雙方人員進行交流合作，亦助益精進本

局同仁之氣候科研知能。 

 

  

https://tctracker.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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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本局與 APCC 針對「2023 APCS and APCSW Joint Conference」
研議的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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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本局短期氣候預報簡報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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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本局氣候服務簡報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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