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字稿開始> 

面對災害來臨，我們該如何避免或與其共存，帶你瞭解防災觀念和知識，共同學習防災演練和措施，

防災不是口號，自我保護才最重要，跟我一起開啟防災新視界。 

【主持人-歐啦】：好的來到歐妮愛生活，哇！2025年第一集防災新視界，Happy new year 那今天

一樣邀請到我們的好朋友啦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那今天來的是氣候變遷組劉曉薇，曉薇早安。 

【受訪人-劉曉薇】：早安，大家早。 

【主持人-歐啦】：好的曉薇，昨天有沒有這個早點睡呢?還是你也是 party all night。 

【受訪人-劉曉薇】：沒有我已經忙完小孩，就直接就暈倒睡著了。 

【主持人-歐啦】：就是帶小孩，就是比較容易累一點。 

【受訪人-劉曉薇】：對對對，就回想起來，應該以前都是那種，可以看著電視那個倒數的，沒想到

我竟然就是已經累倒了。 

【主持人-歐啦】：所以你昨天其實嚴格來講，沒有什麼跨年行程。 

【受訪人-劉曉薇】：對對對，沒想到馬上就那個手機一看，竟然已經是早上了。 

【主持人-歐啦】：天啊。像我自己的話，我其實還蠻好笑的，我每一年的跨年行程都還蠻樸實無華，

因為我就是沒有辦法去人擠人，你知道嗎？所以我都會自己在家看那個演唱會演出，然後再321那

一剎那呢，然後就在家裡，然後就跳起來就覺得離開地球表面，結束，然後吃一點鹹酥雞。 

【受訪人-劉曉薇】：沒錯，沒錯。 

【主持人-歐啦】：欸這樣子，你昨天就是在帶小孩之際，有沒有配一點點垃圾食物咧？ 

【受訪人-劉曉薇】：這一定要有，就是你剛才講的那個鹹酥雞，其實我也有不小心買了一些些。 

【主持人-歐啦】：不過真的是也很謝謝你啦。就是在跨年後還要這樣子，就是跟我們連線，而且呢

其實我們今天聊的這個議題也是蠻重要的，其實我覺得放在我們2025年的第一集防災新視界是真的

還不錯，因為今天有一種也是就是窺探過去，然後預測未來的感覺，今天我們要聊的主題就是探索

氣候趨勢從過去到未來。講到這個啊，曉薇，我前陣子就是自己在做一些功課啊或者是，因為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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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你知道每個月跟你們這樣子聊天的狀況下我也培養出了一些興趣，然後對氣候也越來越關注。

我那天就看到有很多，那種相關的氣候報導，然後其中一個它的標題讓我就是覺得感覺就是 catch 

my eyes 馬上，因為它的標題是說，沒有比現在更急迫需要預測未來，我就很想要問曉薇說，為什

麼預測未來如此的迫切，然後這個未來是我們該預測到多遠的未來呢？ 

【受訪人-劉曉薇】：對，其實我們那個氣候變遷的影響其實越來越明顯了，像是我們那個極端天氣

事件，像如果說突然的下起暴雨這件事情，要不然就是有個乾旱、要不然就是有個熱浪等等，其實

這些氣候現象啊，都是在各地已經都那個氣候上面都有發生的，而且去影響到我們周遭的環境跟人

類的生活，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提早的去預測未來，其實它是可以讓我們可以盡早的去做一些防範的

措施這樣子，所以預測未來其實是蠻重要的，那例如你剛才提到說怎麼樣去到底預測多久呢？其實

我們有分為就是近期跟遠期，近期就是像說比較可以了解說颱風這種比較前期可以發生的次數啊等

等的，那如果長期來講的話，是可以知道是一個趨勢，像是溫度可以升溫多少，或者是未來可能降

雨會比較多，或是比較少的這種情況。 

【主持人-歐啦】：所以真的欸，其實還蠻迫切的。真的，因為其實像我們就是去年這樣一整年聊，

都可以發現說哇天啊，這個氣候變遷就是跟我們真的好貼近，所以現在對於去知悉一些未來其實越

來越重要了，那其實在去年我們有講到這個 TCCIP 這個平台，那我就發現說這個平台上面的知識服

務欄裡面有一個出版專區，那其中它就有各個縣市的氣候變遷的這個專書，我就想要請問一下說那

在這個專書裡面我們是可以看到哪一些資訊？ 

【受訪人-劉曉薇】：喔，講到這一本呢，其實我們這一本專書其實就是跟那個中央氣象署共同去作

產製的，那這裡面呢，其實敘述了我們台灣各縣市的，包含我們台灣的本島，還有澎湖、金門、連

江等等，他們的一些氣候的資訊，那裡頭其實蠻多東西的，像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的變化，還有現況

的情形，還有我們有一些未來推估的一個情境都在裡頭，那裡面我可以簡單來說，它有別於我們往

常看到一些，像是年降雨量等等，其實我們還有更細緻化的，有看到季節降雨，像是春雨，我們之

前有聽到說春雨好像越來越少，或是梅雨好像越來越多，沒有這只是揣測，這種現象 我們也有在這

個書裡面，我們都可以可以去讀出來這樣子。 

【主持人-歐啦】：而且我發現裡面是不是還有一些什麼地形？ 

【受訪人-劉曉薇】：對對，因為我們我們台灣地區其實地勢蠻複雜的，那我們有海拔，從0到3000

多公尺都有，那其實地勢的不同，它其實影響到我們氣候的狀態也都不同，所以我們也有做細緻化

的產出，例如說以平地，然後有山區跟高山區去做區分，所以可以看到每個縣市它的不同的一個區

域，它的一個現象到底是怎樣，那裡面也都會有呈現出來這樣子。 

【主持人-歐啦】：所以我可以看到降雨量，然後看到像我們剛剛講的，比如說高山跟平地，那還有

其他什麼東西，也可以看到嗎？ 



【受訪人-劉曉薇】：那我們還有一些像是溫度，我們有最冷的溫度也可以看到，然後還有最熱的7

月的溫度都有在裡頭，那像是在未來推估的話，我們有還蠻多的一些類似指標，那像是有高溫36度

的天數，或者是有連續不降雨日數等等，這些氣候的關鍵指標，我們也有收錄到我們這個專書裡面，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主持人-歐啦】：這個連續不降雨好像還蠻重要的，如果譬如說我是我想到的是，譬如說我是務農

的，像這個指標是不是就是一個還蠻重要的？ 

【受訪人-劉曉薇】：它其實還蠻實用的，它就是可以看說，可能在這段期間它不降雨日數，如果太

長的話，可能對於這邊有可能會有潛在的一個乾旱的資訊在裡頭，會讓人家說可能這邊比較乾，可

能會影響到可能類似，比如說務農一些二期作或是一期作，他們要耕種的時候用水量等等，這個都

是蠻其實也是蠻複雜的一些資訊在裡面這樣子。 

【主持人-歐啦】：那這樣我想要問，比如說如果以我們台北市為例好了，譬如說你剛剛講到的雨量

啊、氣溫啊或者是連續不降雨等等等等溫度等等，你覺得有沒有哪一些其實還蠻值得我們注意的這

個趨勢跟變化的。 

【受訪人-劉曉薇】：對，那如果以溫度來講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如果以台北市它的一個測站所量

到的溫度，我們平均都是22度左右，但是在過去百年這個期間呢，其實溫度其實有上升的一個現象，

那尤其是在這近30年我們上升的一個幅度是比較明顯的，那這邊有統計來，就是每10年有增加0.4

度，那尤其是平地又比山區來的多；那在降雨方面呢，年總降雨量這邊平均來講，我們台北地區就

是2300左右，但是過去的一個降雨沒有像溫度這麼明顯的一個變化幅度，它只有略為增加的一個趨

勢，那在未來推估的情況下，溫度當然就是有上升的情況，那降雨方面，特別是在我們這邊專區專

書提到說，在冬季和春季的降雨的話，會有略為減少，但是在秋與夏季的降雨是有增加的一個現象

在台北市的一個情況。 

【主持人-歐啦】：所以像譬如說我剛剛講的，譬如說務農的人，可能看這個還蠻有幫助的，那譬如

說如果我是做建設的，這些數據，是不是也可以讓我去思考說我未來做的，比如說房屋的設計，或

者是一些建設工程，是不是也是都還蠻有幫助的。 

【受訪人-劉曉薇】：對對，像我們剛剛有提到說暴雨這種現象，其實對於未來如果在建設上面，它

有一些防洪的措施，其實這個都是可以在他們在未來在建築上面的考量點在裡頭，要不然就是一些

如果，說極端的高溫，我要怎麼樣去種那個植物綠化，可以這個環境可以讓它試著去降溫，其實在

建築物上面也是一個蠻有幫助的，一些資訊在裡面。 

【主持人-歐啦】：真的耶。像我想到說，除了我們剛剛講到這些，比如說行業啊或者是領域，我們

自己個人是，比如說看到那種暴雨的這種機會較多，可能就可以開始思考說我家裡的門要不要裝個

防水閘門，防淹水。 



【受訪人-劉曉薇】：對，現在有一些，我記得有一些那個什麼停車場，他們不是都會需要一些抽水

馬達，對很多，我看到一些新聞都說哪裡，像哪裡又淹水了，那必須要有抽水馬達把那個水都抽出

來，其實這個我覺得越來越需要這種防護的措施在裡頭。 

【主持人-歐啦】：所以像這個各縣市的氣候變遷專書，是不是你們就是已經有幫大家分好了，我是

哪一個縣市我去點它的話，就會有屬於我們那一個縣市的專區。 

【受訪人-劉曉薇】：是的，在我們的平臺上面的專區裡面可以看到，如果你是以台北市來講的話，

都可以點，每一本縣市它都有它的特別的一個書，就是說明它的一個狀態都在裡頭。 

【主持人-歐啦】：我想請問一下，這個專書它是多久會，比如說它是每年都要更新嗎？還是說其實

它不需要它大概一兩年或是多久 update 一次？ 

【受訪人-劉曉薇】：我們是根據那個 IPCC 它第六次評估報告的模式去推估，我們未來的一個氣候

狀態，那如果現在的，如果你說要更新的話，可能就是只能更新說目前的一個氣候我們量測到的測

站的一個溫度或是降雨，就更新這每一年一年，但是我覺得可以不需要這麼的，就是很頻繁的去更

新它這樣子。 

【主持人-歐啦】：對因為我看專書裡面，其實也有預測到一些，也算是比較蠻久的未來後面去，對，

所以如果大家需要一些比較近的，還是可以用其他的管道繼續 update 到比較近的未來，但是這個

對於遠程的未來的預測是還蠻有幫助的。 

【受訪人-劉曉薇】：對，是的。 

【主持人-歐啦】：好的，那麼接下來呢，我們來休息一下，等等，繼續來跟我們的曉葳聊聊，探索

氣候趨勢從過去到未來。 

=========================================================== 

⚫ 下半段 

【主持人-歐啦】：好的，回到歐妮愛生活的防災新視界，今天要來聊聊，探索氣候趨勢從過去到未

來。今天很開心，邀請到的是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氣候變遷組的劉曉葳，曉葳早安。 

【受訪人-劉曉薇】：早安。 

【主持人-歐啦】：好的，我們剛剛上一 part 有跟大家講到，各個縣市氣候變遷的專書了，那剛剛

曉葳也有跟我們分享說如果以台北市為例，雨量、氣溫等等，會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趨勢還有變化，

那我想要再問一下曉葳，其實我們剛剛有聊到，大概比如說農業啦或者是建設等等，那你覺得根據

這些趨勢跟變化，還有沒有哪一些產業是會更明顯感受到衝擊的呢？ 



【受訪人-劉曉薇】：像剛才提到的溫度上升，還有要不然就是降雨增加，其實這種氣候的情境都在

改變當中，在這種情況下，剛才有提到說，其實有提到說，農業的影響其實是最大的，尤其是它的

一個農業的生產力，因為像是你看稻米，或者是一些雜糧等等，它們在生長的過程當中，你看溫度

一改變或是降雨改變，其實都會影響它的一個之後的一個產量或者是範圍的不同，那剛才有提到說，

那對於這些產業的衝擊呢，其實有提到說像是水資源、能源，其實這也是有一些影響在，因為像如

果要該下雨的時間不下雨，就是不該下雨的時候又下一大堆雨，其實對於我們一些產業那些需求一

些水資源，其實都是一個蠻急迫的一些問題所在，那還有提到說，可能這些原物料的一個增加，也

會影響到我們這些產業的一些衝擊這樣子。 

【主持人-歐啦】：所以其實真的還是環環相扣，你不會覺得有時候就是好像為了要解決一個問題，

然後你就要動用更多更多的方法跟人力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受訪人-劉曉薇】：對對對。 

【主持人-歐啦】：然後再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又發現了好多問題。 

【受訪人-劉曉薇】：其實它們還蠻複雜的，就是每個東西都有它的一個複雜性所在。 

【主持人-歐啦】：對啊。我覺得就是像我跟你們學習到真的是除了氣候的科普知識之外，我覺得很

多真的是在我們講這些因應之道的時候，我才發現說喔，my god 後面真的有一連串好多好多的事

情，對啊。所以真的也是有賴你們這些人在後面真的是默默的付出，那其實我那天在爬一個相關資

料的時候呢，就看到網路上有人提出了一個是有一點點犀利的問題，他說可是天氣預報有時候都不

太準確了，都不確定了，那我們要怎麼去預測數10年之後的這個溫度呢？所以在你們做這些預測推

估的時候，你們要怎麼去評估這種準確度啊？ 

【受訪人-劉曉薇】：對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問題，因為很多人對這個我們講的氣候的預測，或

者是天氣的預報，其實他們之間有一些差異，那所以才會讓很多人都會產生同樣的一個問題，到底

是怎麼樣？那我在這邊簡單的來說一下，其實我們講的天氣，它其實就是一個很短暫的一個時間，

瞬間發生的一個像是大氣的一個狀態，那例如說，這時候的風速這時候的溫度或者是現在的降雨量

是多少，那這個就是天氣。那所謂的氣候呢，它其實就是一個大範圍地區，一個長時間的一個平均

的狀態，那人家都會說那為什麼，就是你剛才提到為什麼，反而是氣候的預測，還比天氣預報還要

更穩定，因為氣候我們剛才有提到是一個長時間，所以它是一個平均的趨勢，而不是短期的波動，

所以我們在預測長期的氣候來講的話，是比較穩定比較可靠一點的，對那剛才提到的說，那個準確

度，那其實我們的氣候變遷的趨勢的預測啊，或者是那個推估都是靠全球的科學家，他們的物理的

一個規律的一個模擬這樣子，那雖然我們模擬那個短期的天氣現象可能有一些不是那麼的準確，但

是在長期的一個趨勢來說，如果說海平面的上升等等的推論，其實都是有它的可靠性在的。 

【主持人-歐啦】：真的耶。而且其實就是科學研究這件事情，它本來就是一定還有很多我們未知的

地方，對不對？因為我昨天一樣，也是在看這個氣候相關的新聞報導，到底平常是看多多，因為我



真的非常有 passion，因為我就看到昨天那個是哪一家報社，我有點忘記了，反正我有追蹤他們的

IG 然後他們就說最近有科學家發現說全球暖化，好像這一兩年突然有點算比較偏加速，但是他們也

有直接說，至於為什麼，其實他們真的還沒有辦法給答案，然後他們，說他們覺得要找出這個答案

也起碼要再給他們一兩年，所以其實這件事情真的是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有更多未知，對不對？ 

【受訪人-劉曉薇】：因為他們其實像我們的天氣現象或是氣候的一些狀態，他們是誰影響誰都不知

道，這種像有時候下雨下到地面，可是地面又是反輻射又上來，其實它的因素實在是太多了，所以

我們科學家其實要一直去剝絲去說，到底是哪一個現象哪一個原因的歸因去造成這個狀態，所以這

真的是需要大家去，就是科學家去研究出來這樣子。 

【主持人-歐啦】：對，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要有的一個觀念欸。因為我覺得我們平常作為一般的大

眾，我們會很容易覺得說，哇，現在又是21世紀啊，這個科技很發達，然後感覺我們好像人類已經

可以掌握非常非常全面的事情，但其實，真的大自然還是有很多事我們未知。 

【受訪人-劉曉薇】：這真的是真的。 

【主持人-歐啦】：對啊。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們真的也是要給大家，還有給這些專家們也要有更

多的時間跟資源去做更多的瞭解。那我也想要請問一下曉葳就是說，像我們做這些評估這些預測，

過程中有沒有導入 AI 呢？ 

【受訪人-劉曉薇】：對，現在 AI 人工智慧真的是太廣泛了，但是我們這一本如果講到這本專書是

目前還沒有導入 AI，但是 AI它其實可以運用到非常蠻多的地方。比如說像是我們在氣候的一個數據

的推估啊等等，還有在模擬的過程當中，這些數據的分析，或者是那個模型的一個預測、風險評估

等等，它其實可以運用到蠻多都是 AI 的智慧在裡頭，那特別是在處理這種大量的資料上面，它其實

是非常好的，而且可以改善我們的一些氣候模式，或者是剛才提到說可以提升準確度的這個方面，

所以這個 AI真的是還蠻受歡迎的。 

【主持人-歐啦】：所以 AI應該可以嚴格來講，應該是現在全球都有在…. 

【受訪人-劉曉薇】：對，大家都很想要導入這個方法在裡面。 

【主持人-歐啦】：真的，大家如果想要複習 AI 呢，歡迎那個我們2024年也有訪問過，大家可以在

記憶去給它調出來一下，那其實啊，因為在這個專書，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氣候變遷的專書裡面，

我自己在閱讀的時候啊。我得說其實有一些些資料跟它的名詞的專業性是還蠻高的耶。所以我要想

請問一下曉葳說，像如果我是一般的民眾，或者是就是大家像我一樣，其實不是這種專業背景出身

的，我單純只是很關心環境，然後我也很想要去了解這些知識的話，那這個平台上面有沒有其他的

哪一些資源是可以讓我們學習更多，跟氣候比較相關的知識呢？ 



【受訪人-劉曉薇】：對我們的 TCCIP的平臺上面，除了剛剛有提到說這本專書以外，其實還有一些

氣候變遷的資料服務外裡面，其實我們也還有對你剛才提到的一些知識的服務在裡頭，像是我們有

多媒體的影音區，它有一些懶人包，其實它裡面有介紹一些氣候變遷的一個相關的資訊在裡頭，那

還有 podcast，就是可以就是像我們像這樣輕鬆的聊天的過程當中，可以了解我們一些氣候變遷的

各種的一個資訊裡頭都有在裡面，那我們還有知識專欄，這個是稍微比較有一些專有名詞的一些解

釋在裡面，還有一些國際的新知，因為其實氣候變遷不屬於我們台灣，其實全球各地其實他們都在

發生當中，那其實我如果有這樣子的可以知道說國際他們到底發生什麼情形，其實我們也是可以了

解的，那還有一些電子報等等，其實我們的平台上面有蠻多的資訊可以供大家去點選去參考這樣。 

【主持人-歐啦】：所以其實 TCCIP 裡面就是它從比較 basic 的到比較深入再更專業一點的資訊其實

都有。 

【受訪人-劉曉薇】：對對對。 

【主持人-歐啦】：我記得那時候好像訪問有一集你們就有講 podcast，那個叫什麼什麼搖滾同學會 

【受訪人-劉曉薇】：對對對對對，就是它，記憶很好。 

【主持人-歐啦】：我很認真，我告訴你說。 

【受訪人-劉曉薇】：好認真好認真喔。 

【主持人-歐啦】：對，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了解這個一些更多，我們比較好懂的這個知識補給，

像我們剛剛講到的氣候搖滾同學會，或者是影音，都還蠻可以入手的，那如果大家是想要去了解自

己家鄉的這個未來趨勢，一樣可以上到我們的這個氣候變遷的專書裡面去給它瞭解一下。好，那因

為其實呢，今天畢竟是1月1號嘛，你知道是2025的 first day，那我們的防災新視界除了是平常就是

每個月去給大家補給一些防災上的韌性跟專業知識之外，我覺得有一點還是很重要，就是因為我記

得有一集我們有講到調適跟減碳，對，那我覺得我們有聊了非常多調適，但是在減碳上呢，我覺得

這個很重要，因為其實我真的是不希望說你知道地球就是變成像電影一樣，有沒有。 

【受訪人-劉曉薇】：世界末日之類的啊 

【主持人-歐啦】：然後那個好像空氣都這樣黃黃的 

【受訪人-劉曉薇】：很黑這樣子….. 

【主持人-歐啦】：對我就覺得說，如果我們可以做到減碳，可能還是是比較好的，就是要雙管齊下，

那像曉葳，今天呢畢竟是 first day 你覺得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有沒有哪一些是我們個人比較，可以

做到的減碳行動。 



【受訪人-劉曉薇】：其實個人呢，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很簡單的方式的行動來做剛才提到的那個減碳

的，像是我們節省能源這方面，可以隨手去關燈，或者是關電源，這就不會浪費一些電力的耗電這

樣，那還有一些，像是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能源的消耗，像我們可以拔那個待機的電力的電器，這個

是大家比較會忽略的，像是我是不知道就是有一些就是像那個冷氣機，其實如果冬天如果有暖氣，

那就沒有關係，如果是它只有只能吹冷氣的話，其實那個電源都是可以拔掉的，那個真的是可以那

個降低一些電能的一個損害，那像我們現在有提倡一些購物袋，大家都會買一些購物袋或是自帶環

保杯，這個都是以個人的那個去行動，這我覺得這個是蠻棒的，再來就是可以，就是建議大家可以

多搭乘就是大眾的交通運輸，雖然我都知道就是說，其實它就是固定點，就是有時候可能沒有辦法

達到，你想要直接到的地方，可是我覺得可以一個禮拜一天也是一個蠻好的一個那個坐這個運輸工

具這樣子，那就是現在也有提到說大家可以說汽機車的一個共享啊等等，其實這個都是可以做到說

個人的一個減碳的一個行動都是蠻好的，就是為地球增一份就是力量在裡面這樣。 

【主持人-歐啦】：真的，我覺得像你剛剛講到，譬如說那個自帶飲料杯或是飲料提袋，我很有感耶。

因為我發現我最近因為老實講，其實我是一個不太喝飲料的人，但是我很常去跑腿，我發現超級無

敵多的人，其實都有自帶自己的那個杯子了。 

【受訪人-劉曉薇】：對然後還有購物袋之類的。 

【主持人-歐啦】：對，然後甚至是我去那個自助餐，我發現很多人是用自己的餐盒欸。 

【受訪人-劉曉薇】：我有看到。我覺得這樣很棒耶 

【主持人-歐啦】：真的很感人。 

【受訪人-劉曉薇】：其實我自己都….這樣講不太好，就自己就是偶爾才會想到，可是我看到有人帶

這個，還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主持人-歐啦】：對，因為我也要老實講其實我到現在去外食，我真的還是沒有自己的餐盒，可是

我覺得就是因為有人開始做了，然後你看像我們這種人就會覺得我好像也要跟上這樣子，所以就是

自己的力量是真的… 

【受訪人-劉曉薇】：慢慢的改變，我覺得就是大家就是慢慢的改變，就為這個地球做一件事情是還

不錯的這樣。 

【主持人-歐啦】：對啊。而且我想要因為我們節目還有一點點時間，然後我想要就是再多延申個一

題喔。但是這個是我非常記得，我好像也是去年年初的時候有問過的一個，比較算是比較感性一點

點的問題，就是像曉葳，你自己是作為也算是就是氣候相關專業人員，就是你在做這些資料調查的

時候，你會不會偶爾感覺到有一點點沮喪呢？還是說其實你是會反而因此更 positive，因為我發現

可能是媒體渲染上的關係，就是很多我在跟朋友聊天，或者是一些聽眾跟我反應的時候他會說，他



覺得在看這些新聞報導聽到的都是不好的消息，就比如說氣候變嚴重了，或者是好像人類製造的垃

圾還是很多，然後就這些消息反而會讓他有點沮喪或者是，他會覺得比如說飲料杯那有差我這一杯

嗎？我關燈會差我這一次關燈嗎？就是好像因為媒體的關係下，反而大家會有一點點比較悲觀，那

你覺得像你自己就是這麼密切的在 follow 這些氣候資料，你是會反而因此更覺得說其實是有在改變

的嗎？還是說有時候也是會有一點點著急或是沮喪呢？ 

【受訪人-劉曉薇】：其實我覺得我是比較會有感受到，其實大家在生活上面是有一點點改變的，可

能是我比較樂觀一點吧我會覺得說雖然溫度在上升，可是我們可以慢慢的。就是像你剛才提到，說

節約能源或是等等趕快關掉電燈就是沒有用到的，其實多少，都是可以進一份力量在裡頭，比較不

會是那種溫度就升高，就升高了，那關我什麼事情，我好像不太會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這樣子。 

【主持人-歐啦】：對啊因為因為我覺得我很我覺得就是媒體上會講一些還蠻不好的事情，可是我覺

得有1個很重要的是好的事情，真的也要讓大家知道，因為像我剛剛訪談中問你的那個說，有科學家

發現氣候變遷就是突然加速，你知道我們看到這個就會覺得 ok就是又這樣子了，又怎樣，這樣就會

我就得有時候是關心的人，他們會很沮喪，就覺得是不是沒救了。 

【受訪人-劉曉薇】：不至於啦。就是就是大家一直盡量去維護環境，其實一定會有多少都有改變的。 

【主持人-歐啦】：對，所以其實一樣再次鼓勵，就是聽眾朋友跟我一樣，比如說很關心啊，或者是

有在執行一些新活動的聽眾朋友們，就是雖然說確實是有壞事在發生，但是也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好

事在發生。 

【受訪人-劉曉薇】：是的。 

【主持人-歐啦】：真的好那最後呢來問一下曉葳比較 personal 的問題啦。我們剛剛聊的都是比較

focus 在氣候，但是呢因為我們作為人，也要把自己照顧好，才可以去為這個世界做更多奉獻的事

情，所以來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你2025年自己本身啦你有沒有什麼一些新目標啊或是新希望。 

【受訪人-劉曉薇】：我的新目標，其實我期許自己就是一天不要生氣五次對於小孩子，小孩子太煩

了，有時候動不動就惹媽媽生氣，我是希望說希望在這一年就是一天不要生氣超過五次。 

【主持人-歐啦】：那這一集是要給你小孩聽，還是不要給你小孩。 

【受訪人-劉曉薇】：可以讓他們聽一下，就知道說媽媽你看都有在克制，不要生氣 

【主持人-歐啦】：太好笑，好真實的一個心願喔，好啦，那我自己的話呢，我是希望說就是身體這

個方面還是要多多運動，不然我每次都跟我們這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好夥伴們，以及現在沒

有出聲在麥克風的好夥伴們，你知道上次很好笑，我就說我就分享了一本書，說我們要擁抱棒棒的

自己，結果有那個我們這個防災科技中心的好夥伴說，我要擁抱胖胖的自己，她現在就在旁邊偷笑，



好啦。希望我們2025年都有一個非常美好的一年，然後氣候的這件事情呢一樣，就是跟隨我們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不管是我們歐妮愛生活的防災新視界，或者是到他們的 podcast 影音都可以補

給相關知識，好的再一次，謝謝曉葳來到我們歐妮愛生活的第一天就跟我們連線。 

【受訪人-劉曉薇】：謝謝。 

【主持人-歐啦】：好的，那我們今天防災新視界就到這邊啦。祝大家 happy new year 我就隔天空

中再見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