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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 氣象 

第三章 業務 

第九節 氣象服務 

近年來，我國社會經濟繁榮，各項建設蓬勃發展，不論各行各業或是個人，

對氣象服務之需求日益殷切，對服務品質之要求亦普遍提高。中央氣象局為因應

此種趨勢，近年來致力充實設備，引進最新氣象科技，發展我國氣象業務，並無

時不以提高氣象服務品質為施政目標。茲將中央氣象局服務項目分述如後： 

一、天氣預報之提供 

天氣預報為中央氣象局首要業務，其與經濟建設及民眾生活關係密切。

中央氣象局為配合社會大眾之需求，多年以來，對預報技術之改進、預報準

確率之提高、預報有效期之延長等，均不遺餘力，茲將提供天氣預報之種類

及方式綜述如下： 

(一)提供之種類 

目前中央氣象局提供之天氣預報計有鄉鎮天氣預報、今、明天氣預報、

近海漁業氣象預報、遠海漁業氣象預報、1 週天氣預報、1 週旅遊地區天氣

預報、原鄉氣象服務、國家森林遊樂區、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休閒農場、

主要水庫、主要港口等旅遊地區及登山、單車、海釣、海水浴場、觀星地點

等育樂天氣服務、大陸主要城市天氣預報、國際都市天氣預報、舒適度指數

預報、定量降水預報、潮汐預報、波浪預報、颱風暴潮預報、農業氣象預報、

專業天氣預報、月與季長期天氣展望、颱風消息、颱風警報及災害性天氣特

報等十餘種（詳見本章第四節）。 

(二)提供方式 

1、 「166」、「167」氣象服務電話 

中央氣象局與中華電信股份公司共同合作開發智慧型電腦語音按

鍵式氣象資訊服務電話，透由電話，只要選撥「166」（國語）或「167」

（臺語、客語、英語），即可收聽最新之氣象資訊。又遇有發布地震報

告時，亦將地震報告內容加錄於其中，透過此系統，民眾可較快速獲取

氣象資訊。 

2、 電臺廣播 

中央氣象局天氣預報資料，經分送至各電臺後，由電臺播報人員播

報。為加速播報時效，增加專業說明，中央氣象局與 16 家廣播電臺合

作，由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人員透過中心播音室與電臺之連線，每

日報導最新氣象資訊並解說氣象常識。 

3、 傳真伺服系統、群組傳真與傳真存轉  

中央氣象局利用傳真伺服系統與群組傳真設備，將最新之災變天氣

及颱風警報等資料，通報至全國鄉鎮市區公所、各級行政機關及各防災

單位，共計 1,351 個單位，為確保傳輸管道通暢，另有傳真存轉系統為

備援使用，期將資料快速準確提供給相關單位，俾能採取應變措施，使

災害減至最低程度。 

4、 電話查詢 

一般民眾可以直撥電話（代表號：02-23491234）至中央氣象局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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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中心，由預報人員依民眾需求說明天氣情況並解答疑問。 

5、 電話傳真服務 

中央氣象局利用電腦傳真伺服系統，將發布之漁業氣象預報資料，

傳送至臺灣區漁業廣播電臺及其他播報漁業氣象之電臺，由電臺播音人

員播報。遇有特殊天氣狀況時，則增加特別報導或更新預報。其他各類

天氣預報，則先傳送至中央氣象局各地氣象站，再行轉送當地有關機構

及傳播媒體報導。 

6、 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站（WWW） 

中 央 氣 象 局 在 全 球 資 訊 網 上 建 置 有 資 訊 網 站 ( 網 址 為

http://www.cwb.gov.tw )，民眾可以透過網際網路隨時取得最新氣象、地

震、海象、天文資訊，以及有關問題之諮詢服務。在資料提供方面，包

含各種天氣預報、災害性天氣特報、颱風警報、藍色公路海氣象、潮汐

預報、波浪預報、衛星雲圖、氣象雷達回波圖、累積雨量、溫度分布、

紫外線、雨水 PH 值、臭氧觀測、天文資料、氣候資料、地震報告、氣

象科普教育、氣象常識、氣象小幫手等。另提供氣象電子報、行動版網

頁、RSS、社群網站等服務模式，而為了滿足更多元族群的需求，中央

氣象局引用分眾的服務概念，103 年新增客庄天氣、育樂休閒漁港等，

以提升氣象服務廣度與深度。在呈現方面，也提供影音，方便民眾查參。

103 年該網站上網人次超過 8,859 萬人次。 

7、 行動氣象資訊服務 

因應行動裝置之普及，中央氣象局提供「生活氣象 App」，利用行

動裝置的定位功能，提供在地的天氣服務，同時也運用其推播功能，即

時通知使用者天氣警特報、地震報告、颱風等資訊，方便民眾隨時掌握

最新天氣動態。另於 103 年發展並推出英文版 App，提供在台居住的外

國人及來台旅遊的外國人，一個簡單操作使用的英文版台灣天氣 APP，

亦可即時通知使用者天氣警特報、地震報告、颱風等資訊。 

8、 颱風動態說明影音視訊上網 

運用現代視訊科技的技術，及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中央氣象局在

颱風警報發布期間每日 6 至 9 次(海上警報期間 1 天 6 次，陸上警報期間

1 天 9 次)舉行「颱風警報記者說明會」；並於氣象局全球資訊網提供「颱

風警報記者說明會網路直播」服務，讓民眾得以更即時地掌握最新颱風

動態，作為民眾防颱準備之參考。 

9、 無線電廣播 

中央氣象局與臺灣地區各區漁會合作，透過其所屬之岸上服務臺 12

處，播報漁業預報資料、颱風動態及突變天氣訊息，供漁民參用。 

10、 氣象防災資訊服務系統 

中央氣象局建置有氣象防災資訊服務系統，各級災害防救單位以及

水利單位，可經由此系統隨時取得最新之豪雨特報、颱風警報、各地雨

量觀測資料以及地震、海象等資料，目前計有 50 個單位運用此系統。 

針對環境保護署、消防署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雲端主政或氣

象資訊應用單位，提供資料的項目及內容分述如下：  

(1) 環境保護署 

102 年起提供「環境雲」所需的氣象資訊包括氣象測站、雨量測

站、海況海象、紫外線酸雨等共計 4 大類，16 項資料(雨量測站基本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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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每日雨量、十分鐘累積雨量、每季雨量歷史資料、海象測站基

本資料、海況日平均資料、氣象測站基本資料、天氣日平均資料、紫

外線每日最大值、紫外線測站基本資料、酸雨日平均及酸雨月平均)。 

(2)內政部消防署 

101 年起提供「災害防救業務雲端服務」所需的氣象資訊服務包

括衛星雲圖、天氣觀測、雨量、地震、颱風、海象共計 6 大類，27 項

資料(紅外線、可見光、藍底、高解析等 4 項衛星雲圖；雷達回波圖與

即時天氣資料、豪大雨特報；累積雨量觀測、預測雨量、日累積雨量

圖、定量降水預報圖；地震報告圖、文字、詳細資料與等震圖；颱風

警報單圖與文字、各地區 24H 雨量預測圖與文字、各地區總雨量預測

圖與文字、各地區警戒風力預測圖與文字、各地區實際最大平均風力

及陣風；潮汐預報、即時海水水位、海嘯資訊)。 

(3)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為落實災害防救之「共通示警協議及開放資料服務」，配合與

Google 合作利用 Google Search 及 Google Now 的功能觀看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NCDR）的示警平台的資料，提供地震報告、海嘯、天

氣特報（大雨、豪雨、陸上強風）、颱風警報、颱風路徑及預報、颱

風侵襲機率、雷達回波、雨量觀測資料、雨量累積圖、海象暴潮觀測、

海象暴潮預報資料。103 年於麥德姆颱風期間（7 月 21-23 日），約 450

萬次點閱，鳳凰颱風期間（9 月 19-22 日），約 490 萬次點閱。 

11、 參觀中央氣象局與各氣象站 

中央氣象局設有展示室，內容涵蓋氣象預報、地面觀測、衛星雷達

遙測、地震測報、海象測報以及氣象資訊處理、天文星象等。除了有實

體儀器展示、立體示意模型，亦有燈箱、看板說明該局各項觀測及預報

作業流程，可供各級學校、機關團體及民眾參觀，以便民眾近距離認識

氣象及地震測報等業務。 

氣象局為推廣氣象、海象、地震及天文等與地球科學相關的科普教

育，於 99 年 6 月建置地球展示系統，除可播放各式動畫影像外，還可

顯示衛星雲圖、海溫變化及地震訊息等 20 餘種全球即時資訊。103 年度

計有 26,476 人次參觀中央氣象局，各地氣象站亦也接待民眾參觀，參觀

者計有 47,029 人次。 

另，中央氣象局於臺灣南區氣象中心設有氣象展示場，並修復原(台)

南測候所（內政部於 92 年 11 月公告為國定古蹟），以加強對臺灣南部

地區之氣象服務，103 年舉辦宣導講座活動 69 場，藉由生動活潑的活動

方式，提升民眾對自然知識的興趣及加強防災意識。103 年度參觀臺灣

南區氣象中心氣象展示場計有 20,963 人次。該展示場並有數位展示（網

址為 http://museum.cwb.gov.tw），供民眾上網瞭解展示內容，103 年度共

計有 14,910 人次瀏覽。 

二、氣象紀錄之資料提供 

(一) 中央氣象局除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提供最新之各種天氣預報及颱風訊息

外，並常應各機關、行號或個人之申請，提供不同需求地點、不同時段、

不同要素項目之氣象紀錄資料。中央氣象局本部及各地氣象站均可受理申

請及提供氣象紀錄資料。而為充分運用網路之便捷與普及特性，於 92 年建

置了網路資料申購系統，將可申購的氣象資訊公開於網頁中，民眾可運用

http://museum.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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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查知資料的類別與時間，及進行線上申購與付費。103 年民眾申請氣象

資訊 10,860 件，其中經網路資料申購系統申購氣象資料服務計有 1,064 件。 

(二) 資料開放 

配合開放資料 (Open Data) 政策，102 年完成「氣象局資料開放系統」

的建置，並遵循「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優先開放「免費、與民生相關

及能被加值運用」的資料集，至 103 年 12 月已開放預報、觀測、地震海嘯、

氣候及天氣警特報等 5 大類 38 個資料集，共 153 項的資料，供公部門、民

間廠商與社會大眾運用。 

三、其他服務項目 

中央氣象局為期各種專用氣象觀測站測報水準之穩定，除對所用氣象儀

器進行定期及不定期校驗服務外，並提供作業輔導及人員訓練服務，以求整

體觀測效益達一定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