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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地形

台灣由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板
塊擠壓而成，形成山多平原少、
地震頻繁的狀況

 氣候
台灣雨量雖受季風、梅雨及颱
風的影響，有豐沛的降水量，
但季節及空間的分布極其不均，
且變率大，以致於常出現季節
性缺水現象

 台灣受四種天然災害
地震、颱風、洪水、乾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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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報告(2005):National Disaster Hotspots – A Global Risk Analysis

如何防災?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3/38/Taiwan_NASA_Terra_MODIS_23791.jpg


壹、前言
 八八風災、九二一大地震、八七水災為台灣歷史

上最嚴重的三大天然災害

 此次事件整體災情主要發生於中南部地區，並對
人民財產造成嚴重損失

 八八風災讓台灣檢討防災體系、加強災害管理(減
災、整備、應變、復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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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88風災照片

http://photo.pchome.com.tw/isabellew/125012357475


莫拉克颱風中心移動路徑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

貳、氣象資訊
 警報時間

海上：8/5 20:00 ~ 8/10 05:30
陸上：8/6 08:30 ~ 8/10 05:30

 雖 8/8 14:00於桃園出海，但
雨帶長時間滯留台灣，使中南
部山區有破紀錄之超大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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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林邊、佳冬災情及復原回顧
 災害類型

洪水、潰堤及溢堤、道路橋樑損壞與
中斷、土石崩塌、堰塞湖及漂流木

 致災原因
• 排水系統來不及消化破紀錄雨量
• 出海口高潮位迴水

 後續問題
• 堤防溢堤與潰堤修建
• 環境衛生問題
• 傳染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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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天的奇蹟：
莫拉克颱風災後林邊佳冬地區重整家園



參、林邊、佳冬災情及復原回顧
 政府政策

• 成立「林邊及佳冬地區淹水問題專案小組」
• 動員國軍與民間力量投入各項救援、物資發放、重整家園以
及消毒防疫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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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天的奇蹟：
莫拉克颱風災後林邊佳冬地區重
整家園



肆、對防救災體系的改變
 原因

• 原救災體制無法在第一時間
發揮作用

• 災害預警及通報系統未健全
• 救援指揮系統混亂，救災事
權未釐清，救災人員不足

 方向
• 調整災害防救體系架構，強
化災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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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An Application to Disaster Response P10, 2011

莫拉克颱風時期

理想應變



肆、對防救災體系的改變
 災害管理：

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FEMA)對災害管理所下的定義，災害管
理可以分為減災、整備、應變與復原四個階段，而且四個階段互成
一種循環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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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

整備 應變

減災

降低或者消除長期的災
害風險，包括減輕危害
所產生的後果

災害發生前：
災害應變能量的建立、維持
與持續改進，當緊急狀況發
生時，可降低災害的衝擊

災害即將(或已)發生時：
依據緊急應變計畫（EOP）所立即
採取的行動，以降低人命傷亡、財
產損失或其他負面衝擊

短期的維生系統修復，
以及長期的恢復正常生
活的動作



肆、對防救災體系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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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防救體系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 行政院災防辦公室



肆、對防救災體系的改變
 災害防救計畫是各級

政府執行災害防救任
務的的行動依據

 執行防救災的組織為
各級「災害防救會報」
與「災害應變中心」

 各級災害防救計畫規
範各級災害防救組織
所執行的各類災害的
減災、整備、應變與
復原事項

 關鍵在於橫向支援、
垂直扣連、基層效能、
效能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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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災害防救體系及運作
資料來源: 行政院災防辦公室



伍、相關政策

13

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 行政院
災害防救

應用科技方案

強化災害防救
科技研發與落
實運作方案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行政院
災害防救

應用科技方案

第一期 第二期 莫拉克風災後
規劃推動行政院應科方案莫

第二期

行政院
災害防救科技
創新服務方案

奠定防災研究基礎
與工具開發

• 防災資料庫建立與資訊系統建置
• 災害潛勢調查與危害度分析
• 災害監測與預警技術開發
• 協助規劃防救災體系
• 強化災害應變作業效能

強化應用
研究與落實
• 提升災害預警技
術與精度

• 構思新類型災害
與新增課題因應
對策

• 強化科研成果落
實應用與政策支
持

災害管理
整合平台

• 建構災害資料、模式
與管理之整合平台

• 強化防災資訊整合、
流通與交換

• 藉由管理平台強化策
略規劃與防救災決策

降低巨災
造成之衝擊

• 再活化橫向整合機制，
以提昇災害防救科技
統合能量

• 建立災防聯網平台，
以加速巨量資訊分享
交流

• 揭示災害高風險區域，
以減少災害發生之衝
擊

• 持續研發災防相關科
技，以落實應用與產
業加值為導向

打造智慧
耐災生活圈

•民眾有感
使用者災防資訊可及性

•政府有能
公私部門更有效的營運與
服務

•企業有利
防災產業高值化等方案整
體效益目標

打造堅實防
災科硏基礎

科硏技術
精進成熟

整合加值服務
降低災害衝擊

社會服務
產業鏈結

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



伍、相關政策

14https://adapt.epa.gov.tw/Strategy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https://adapt.epa.gov.tw/Strategy


伍、相關政策除了配合政府政策及科研技術外，投入民力防災組織與能力

 防汛護水志工
• 2010年成立「防汛志
工服務隊」，引導民
眾「自主罹災、避災、
防災」

• 2012年改名為「防汛
護水志工服務隊」，
除防汛救災任務外，
另增加河川管理維護、
地下水保護、與全民
督工及節約用水等相
關護水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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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1,573 位志工志工 服務



伍、相關政策政府於2010年起針對易淹水地區協助地方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2010年起針對易淹水地區，協助地方政府推動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已完成在面對天然災害來襲
時，民眾可以達成「自助-互助-公助」等目標，
以減少人員傷亡及財物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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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水利署

2018年 2 場颱風、7 場豪雨，共啟動 914 處社區

自主撤離共 588人，零傷亡



陸、結語
 防災應變須掌握即時天氣情資，提前整備，迅速應變，

方能將災害減至最低

 此次事件政府也了解到台灣人的熱情與溫暖，意識到民
主公民社會，人民自助、互助與公助的力量

 此次事件政府也做大規模的檢討，修改《災害防救法》，
成立災害防救辦公室，更積極推動大型災防相關科研方
案

 希望再次碰到相似事件時，可降低災害所帶來的危險，
保障人民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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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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