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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海洋研究院自 109 年起為促進我國「海域、海岸救難與災害救助技術之研究及推廣」

以及「海洋產業創新與轉型之研究及推廣」等執掌之發展，擬與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共同研發前瞻海洋技術，促進

我國智慧化海域安全及新興產業永續科技之發展。 

本次訪問為國家海洋研究院第一次派員前往美國 NOAA 進行潛在合作科學議題之討論，分

別前往位於科羅拉多州波德市及馬里蘭州銀泉市進行多場科研現況交流及未來合作議題及方式

進行探討，就人工智慧、離岸流、海洋廢棄物監測、海洋氣象資訊服務、雷達技術以及海洋數

值模擬技術應用在海洋安全及產業永續，與 NOAA 科學家進行討論與交流。經本次交流訪問，

雙方科研人員擬在 113 年度起就離岸流警戒及海洋廢棄物監測等技術開啟共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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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國家海洋研究院(以下簡稱國海院)於108年4月24日正式成立，組設五個一級業務單位(綜

合規劃及人力培訓中心、海洋政策及文化、海洋科學及資訊、海洋生態及保育、海洋產業及工

程等4個研究中心)及三個輔助單位(圖1-1)，協助海洋委員會辦理海洋政策規劃、海洋資源調

查、海洋科學研究、人力培育發展及海洋產業等工作(圖1-2)，以整合國家海洋研究量能、提

升國家海洋科研實力、發揮海洋研究群聚效益，提升海洋產業競爭優勢，促進國家經濟永續發

展，定位為國家海洋智庫。 

 
圖1-1 本院之組織編制 

 

 
圖1-2 各研究中心簡介與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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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海院海洋產業及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海產中心)依據處務規則第9-1條海洋產業創新

與轉型之研究及推廣以及第9-1條海域、海岸救難與災害救助技術之研究及推廣。配合行政院

109年推出「向海致敬政策」，以「開放、透明、服務、教育及責任」為主軸，推動「淨海

（清淨海洋）、知海（知道海洋）、近海（親近海洋）及進海（進入海洋）」4大內涵工作，

鼓勵人民親近海洋、向海學習。「向海致敬」政策的第一步是深耕海洋研究，為協助國家發展

以海洋國家永續為核心目標的跨領域研究，並以智慧化海域安全及新興產業永續發展新興科技，

從海洋守護臺灣。其中，國家海洋研究院自110年起即以「資訊透明」、「風險明確」發展策

略，強化我國遊憩活動興盛的海域環境監測技術與作業，籌組跨領域海洋遊憩專家發展創新的

海洋遊憩風險評估技術，並建置GoOcean海洋遊憩風險資訊平台，提供海洋遊憩民眾運動風險

分級，以期降低我國海域溺水事故，強化我溺水救援能量，達到預防在先及救援在後的全方位

水域安全計畫。 

 

圖1-3 我國浮游式洋流能發電機組之發展歷程 

本次交流會議由國海院賴堅戊研究員及楊文榮助理研究員共同前往美國海洋暨大氣總署

(NOAA)，與其科研人員進行合作議題及合作分工的研議。交流會議的議題主要聚焦在（一）海

洋數據治理及觀測網絡合作、（二）海洋廢棄物與海洋油污染的監測與漂流擴散追蹤技術、

（三）離岸流偵測與預警機制及（四）AI人工智慧支援決策系統等方向。 

本次參訪期間為112年9月23日自高雄出發，前往桃園國際機場出境，於9月24日抵達科羅

拉多州波德市，於10月1日自華盛頓特區出發，10月2日返抵國門，詳細行程如如表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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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行程表與概要 
 

NAMR - NOAA智慧化海域安全及新興產業永續科技交流會議行程表 

天次 台灣時間 日期 行程 

0 
9月23日

(六) 

9月23日

(六) 

火車(市區到高鐵站) 

20:25/20:41－22:18高雄/台南－桃園(高鐵0858班次) 

住宿城市：桃園 

1 

9月24日

(日)－ 

9月25日

(一) 

9月24日

(日) 

06:47－07:30(機捷A18 – A13) 

10:15－06:30臺灣桃園機場－加州舊金山機場(長榮航空) 

11:05－14:41加州舊金山機場－科羅搭多州丹佛機場(聯合航空) 

住宿城市：科羅拉多州波德市(Boulder, Colorado) 

入住日期：2023年9月24日 - 2023年9月27日 

2 
9月26日

(二) 

9月25日

(一) 

10:00－12:00：GSL (Machine Learning, Hazard Service) 

13:30－16:00：Cooperativ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s 

住宿城市：科羅拉多州波德市(Boulder, Colorado) 

3 
9月27日

(三) 

9月26日

(二) 

10:00－12:00：GSL/DESI Project 

13:30－16:00：Cooperativ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the 

Atmosphere 

住宿城市：科羅拉多州波德市(Boulder, Colorado) 

4 
9月28日

(四) 

9月27日

(三) 

10:20－15:38丹佛機場－維吉尼亞州杜勒斯機場(聯合航空) 

住宿城市：馬里蘭州銀泉(Silver Spring, Maryland) 

入住日期：2023年9月27日 - 2023年9月30日 

5 
9月29日

(五) 

9月28日

(四) 

09:30－10:30：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10:30－12:00：National Environmental Satellite, Dat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13:30－16:00：Meteorological Development Lab 

住宿城市：馬里蘭州銀泉(Silver Spring, Maryland) 

6 
9月30日

(六) 

9月29日

(五) 

09:30－10:30：CO-OPs (Ocean Products) 

10:30－12:00：TECRO  

14:30－16:00：EMC (Marine Models) 

住宿城市：馬里蘭州銀泉(Silver Spring, Maryland) 

7 
10月1日

(日) 

9月30日

(六) 

[飛機過夜] 

17:20－18:43華盛頓特區雷根機場－紐約州甘迺迪機場(捷藍航空) 

8 
10月1日

(日) 

10月1日

(日) 

[飛機過夜] 

01:10－05:05紐約州甘迺迪機場起飛－(長榮航空) 

9 
10月2日

(一) 

10月2日

(一) 

01:10－05:05抵達臺灣桃園機場(長榮航空) 

07:30－07:46桃園機場捷運A13－A18 

08:10－09:32/09:45桃園－台南/高雄(高鐵0603班次) 

火車(高鐵站到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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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說明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簡稱

NOAA）是一個致力於環境科學的聯邦機構，隸屬於美國商務部。NOAA的使命是理解和預測地球

的變化，從海洋深處到太空，以及管理和保護美國的海洋和海岸資源。NOAA透過一系列的科學、

監測和預測計劃，提供關於天氣、氣候、海洋和海岸環境的關鍵資訊。這些資訊對於保護生命

和財產、促進經濟增長、保護環境和維持全球領導地位至關重要。 

NOAA的工作範疇包括天氣預報、氣候變化研究、海洋資源管理、以及海洋和大氣科學的教育

和外展活動。透過其下屬的各研究所和機構，如國家天氣服務（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NWS）、國家海洋研究所（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 NMFS）和國家環境衛星、數

據和資訊服務（National Environmental Satellite, Dat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NESDIS），NOAA致力於提升公共對環境議題的認識，並推動相關政策和科學的進步。本次交流

訪問分別在科羅拉多州博德市以及馬里蘭州銀泉市進行，所訪問的機構以及討論議題分別介紹、

說明如下：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在科羅拉多州博德市設有兩個重要單位：全球系統實驗

室（Global Systems Laboratory, GSL）和國家天氣服務（NWS）的部分設施。全球系統實驗

室（GSL）其核心工作主要負責研究和發展先進的天氣預報模型和技術。這些研究包括改進數

值預報模型、發展新的預報工具和技術，以及利用衛星和其他觀測數據改善天氣預測的準確性。

GSL致力於增強對極端天氣事件如颶風、暴風雪等的預測能力，並支持氣候變化研究。這個實

驗室的工作對於提高公共安全、減少自然災害帶來的損失至關重要。此行在GSL的討論主要聚

焦於NOAA的AWIPS系統（Advanced Weather Interactive Processing System）以及DESI系統

（Dissemination Environmental Satellite Information），它們是NOAA自主研發先進的氣

象處理和預報系統，提供給國家天氣服務的預報員。AWIPS集成了各種氣象數據和信息，如衛

星圖像、雷達數據、數值天氣預報模型和氣象觀測，使預報員能夠更準確地製作天氣預報和警

報。DESI系統可能涉及衛星數據的收集、處理、存儲和發布，用以支持氣象、氣候和海洋學的

預測和研究。這些信息對於天氣預報、災害響應和環境監測至關重要。這些系統可以提供即時

天氣監測和分析，對於提高天氣預報的速度和準確性具有重要意義。在波德期間，Jennifer 

(GSL Director)、Travis (DESI Project Leader)、Nate (WISE Branch Chief)等人，介紹

AWIPS及DESI等系統及其設計理念及相關資訊技術，本院研究人員以目前開發的GoOcean海氣象

資料整合與風險資訊服務的基礎，與NOAA研究人員討論AWIPS作為海洋事務情資整合與決策支

援的設計理念、技術創新以及在海氣象風險警訊的實質用途。會議分別於9月25日及9月26日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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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午進行，會議進行的照片如圖2-1所示 

此外國家天氣服務（NWS）博德設施負責提供準確的天氣預報和警報，以及進行相關的氣象

研究。這些工作包括天氣監測、資料收集、分析和發布預報。NWS致力於保護生命和財產，通

過及時的天氣信息和警報來幫助公眾和政府機構做出準備和應對自然災害。這個作業化的服務

對於保護生命財產、指導公眾和政府機構進行災害準備和應對，以及支持社會經濟活動的安全

進行，一直扮演重要的貢獻。在交流過程中，我們了解到NWS人員的職責、輪班、公眾資訊服

務的頻率、技術創新的作法等，雖然本院為配置有預報員，但對於可能發展中的海洋災害應變

情資研判小組在決策支援的角色，得到了作業邏輯的新知識。有關NWS的作業環境，如圖2-2所

示。 

此外，NOAA在博德的設置使得它們能夠與當地的科學研究機構和大學進行緊密合作，以求氣

象科學和環境監測領域的最新研究方向與成果能發揮重要作用。本次為瞭解NOAA與科羅拉多州

立大學電機與電腦工程系合作在雷達遙測與人工智慧結合的最新進展，以及本院後續雷達技術

發展與可能的合作議題，前往NOAA於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實驗室(Cooperativ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the Atmosphere, CIRA)與Prof. Hao-Nan Chen等人進行交流，如圖2-3、圖2-4所

示。 

 

圖2-1 於GSL討論AWIPS作為海洋事務情資整合與決策支援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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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參觀NWS國家氣象服務作業中心 

 
圖2-3 拜會CSU知名極化雷達專家Dr. V. Chandrasekar 



7  

 
圖2-4 與CSU 電機與電腦工程系雷達訊號人工智慧專家會談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在馬里蘭州有兩個重要單位：國家環境衛星、數據和資

訊服務中心（National Environmental Satellite, Dat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NESDIS）

以及國家環境預測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NCEP）。這兩個

單位的服務對於改進氣候、天氣和水環境的預報，以及提升環境預警和預測的準確性具有至關

重要的角色，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於增強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以及維護國家的沿海和海洋資源

提供環境管理的功能，向來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國家環境衛星、數據和資訊服務中心（NESDIS）致力於提供安全和及時的全球環境數據和資

訊。這些資料和資訊主要來自於衛星和其他來源，旨在促進和保護國家的安全、環境、經濟以

及生活品質。NESDIS的工作包含了監測氣候、雲層、極端天氣等，並透過衛星監測全球環境變

化對社會的影響。NESDIS研究人員的線上/線下會議，出席人員包括Daryl (EMC Deputy 

Director)、Fang Lin (FVW Branch Chief)、Dr. Chang-yong Cao (NESDIS STAR Branch 

Chief)、Jennifer Clap (NESDIS International and Interagency Affairs Division)…等

人，並與位於鄰近的Maryland University中的地球系統科學互聯計劃（Earth System Science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ESSIC）的專家進行交流，會議主要討論離岸流偵測、油污偵測

等海洋光學、雷達、高光譜等監測技術議題，會議討論情形如圖2-5所示。 

國家環境預測中心（NCEP）是NOAA國家天氣服務（NWS）的一部分，包含九個不同的中心以

及主任辦公室，這些中心提供各種國家和國際氣象指導產品給全國的天氣服務辦公室、政府機

構、應急管理員、私營部門氣象學家，以及世界各地的氣象組織和社會。NCEP是美國近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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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報的起點，是國家和全球天氣預測的關鍵資源。它的職責包括制定和規劃科學、技術和

運作，並負責提供從氣候到天氣的全範圍運作預報產品，包括海洋和降水預報。本次有幸承蒙

全球知名的海洋模式HYCOM計畫的主持人資深科學家Dr. Vijay Tallapragada （EMC Branch 

Chief）親自參與交流，席間我們討論到HYCOM模式在台灣周遭海域的精進有了初步的了解，並

且我們在美國NOAA National Ocean Service (NOS)中提供離岸流預警的模擬方法、驗證與監

測方法進行了深度的交流，所獲得的資訊將作為後續我國本土離岸流監測與預測技術發展的重

要參考，會議討論情形如圖2-6所示。 

本次訪問交流期間，在NOAA Dr. Tony Liao協助安排下，得以在各場交流討論會議與NOAA及

關聯單位科研人員將近20位專家學者進行交流，對於促進113年起的雙邊合作及作業方式取得

更多共識，美方人員亦非常期待即將與我國海洋委員會的合作。此外，Dr. Liao利用在馬里蘭

訪問期間，協助團員就近前往我國駐美國華盛頓特區代表處科技組，促進科技組對於海洋委員

會海洋科研的角色及關注議題有了近一步的認識。 

 
圖2-5 與NESDIS研究人員的線上/線下會議，討論離岸流偵測、海洋偵測等海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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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與Environmental Modeling Center NOAA/NWS/NCEP Senior Scientist Dr. Vijay 

Tallapragada討論美國現行的離岸流預警模式及未來合作方法 

 
圖2-7 美國NOAA Dr. Liao陪同本院研究人員拜會我國駐美代表處科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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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本次的「智慧化海域安全及新興產業永續科技交流會議」行程緊湊，為本院首次派員前往

NOAA進行交流討論，在短短5日不到的機會裡，與近20位NOAA及關聯機構的研究人員、行政人

員進行未來在海域安全及新興產業永續科技的經驗交換與未來的合作方向討論，對公務出國的

研究人員是寶貴的經驗。本次交流會議心得摘述如下： 

(一) 截至2021年，NOAA擁有約11,833名文職員工。除了這些研究和運營工作的人員，還有約

321名的軍職人員。從與研究人員交流過程中，可以發現其在投入學術工作的自由度與專

注度，有助於NOAA的研究工作成果扣合美國商務部及國家在海洋與氣象資訊與技術的各

項需求。NOAA的研究人力來源豐富，除了正式員工、臨時雇員亦有和鄰近學研機構合作

的研究人員，共同推動所需的科研工作。 

(二) 在財政年度2021年時NOAA的總預算為5.4億美元，而在財政年度2023年中，NOAA的基本預

算增加了大約6%。然而，國會也為NOAA提供了超過70億美元的補充撥款。顯見美國在全

球天氣、氣候、海洋甚至太空的防災及永續的重視。 

(三) 美國NOAA的科研人員自行研發資訊整合與決策支援系統已具有長足的經驗，且因為在在

情資研判與利害關係人間的持續互動，而使得科研成果不斷更新符合使用者需求。 

(四) 美國將持續投入海洋廢棄物相關的研究工作，包括海洋廢棄物調查監測技術、海洋塑膠

微粒的回收技術等，本院將持續以海洋廢棄物監測以及海洋廢棄物追蹤從源到匯為題，

與NOAA科學家保持密切聯繫與技術合作，提升對海洋廢棄物治理的科技支援。 

(五) 美國在海域遊憩安全除了透過NWS和NOS提供海氣象資訊，近年新研發的離岸流監測與預

警系統，非常值得本院GoOcean海洋遊憩風險資訊平台學習。預定於113年度起，參考美

方既有技術於我國離岸流好發海域進行技術測試與開發，共同提升離岸流監測與預警技

術的提升及技術在地化的研究，期望改善我國溺水防治科技。 

(六) 本院將與海洋委員會國際發展處共同努力，促進臺美海洋科技交流的持續發展，提升我

國海洋科研能量的國際能見度及區域影響力，並期望此項國際雙邊科研合作的成果能提

升我國海域安全及產業發展的社會效益。 

本院此次派員前往美國NOAA進行交流會議係為了促進臺美海洋科技交流以及尋求共同改善

海域溺水及海洋產業永續發展的科技技術，參訪成果將持續納入後續工作計畫，為強化此行的

效益，後續建議朝下列方向進行： 

(一) 藉由雙方合作交流討論，如離岸流的偵測與預警機制、海洋廢棄物的監測與追蹤、海洋

事務情資研判與決策支援系統等議題有更多瞭解，將參考納入113年起之海洋委員會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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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處社會發展中長程計畫之設計規劃。 

(二) 美國NOAA的研究環境優良，非常適合研究人員專注於研究產出之品質與效益。建議可參

考其他單位派員前往進行較長天期的訪問研究。 

(三) 臺美海洋科技交流可視本院之需求逐步拓展合作項目，不僅讓本院得到站在巨人肩膀持

續向上的機會，更能藉此促進與盟友間的學術交流互動，提升我國科研成果在國際上的

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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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_交流訪問前及返國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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