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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高齡友善與環境永續社區
能帶給我們甚麼

陳明仁博士

106 年 5 月 15 日

連江縣南竿鄉福澳村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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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個人與社區需要甚麼？

• 簡單說：什麼是社區防災 ?

• 做些甚麼？怎麼做？

• 操作案例

• 如何做好社區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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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與社區需要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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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洛人類需求五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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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層次

一般社區

防災社區

安全社區

針對廣泛災害
類型如地震、
火災，成為自
主性防災社區

結合社區安全
維護與災害防
救等面向，邁
向安全社區

社區營造透過社區民眾自主
的參與、共同思考、
提案、行動，來營
造一個宜居、永續
的好所在

產業
發展

社福
醫療

社區
治安

人文
教育

環境
景觀

環保
生態

弱勢族群

可藉由現有之
社區防救災組
織，設置弱勢
族群社工組織



6105年

縣政府

6

名稱 地址 聯絡人 面積(m2) 收容人數
連江縣體育館 南竿鄉介壽村374-2號 林建國 737.96 210人

國立馬祖高中教室 南竿鄉介壽村374號 賴哲彥 85.98 24人

連江縣老人活動中心 南竿鄉介壽村156號 曹容華 132.40 37人

介壽國中小學禮堂 南竿鄉介壽村13號 陳祖武 254.48 72人

福沃候船大樓 南竿鄉福澳村港口 李慧瑛 179.17 51人

仁愛國小禮堂 南竿鄉仁愛村95號 曹正偉 75.96 300人

中正國中小學禮堂 南竿鄉馬祖村4號 陳松梗 238.83 500人

馬祖綜合福利園區 南竿清水村100號 池銀官 270.79 100人

合計共八處可收容56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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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避難收容處所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分數

1 馬祖高中 17.7

2 介壽國中小 27.9

3 馬祖綜合福利園區 20.3

4 仁愛國小 29.3

5 中正國中小 28.8

6 南竿福沃候船大樓 27.1

7 連江縣體育館 26.3

8 連江縣老人活動中心 20.3

9 三合殿 23.3

10 老人活動中心 25.3

11 塘岐羽球館 17.0

12 塘岐國小 27.9

13 楊公八使宮 21.9

14 中山國中禮堂 28.6

編號 避難收容處所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分數

15 中山國中活動中心 22.2

16 坂里國小 25.7

17 港務大樓 23.2

18 西莒敬恆國中小 29.7

19 西莒青帆活動中心 25.2

20 莒指部國軍文康中心 28.5

21 田沃老人活動中心 24.5

22 東莒國小綜合教室 22.5

23 東莒老人活動中心 20.3

24 東莒福正風景管理處 25.3

25 東引鄉活動中心 29.0

26 東引國中小禮堂 23.0

27 東引鄉體育館 27.8

編號
耐震能力

初步評估分數
建議作為

1 評估分數<=30 耐震能力尚無疑慮，但須繼續進行例行性維護。

2 30<評估分數<=60 耐震安全有疑慮，近期應進行詳細評估。

3 評估分數>60 耐震能力確有疑慮，應立即進行詳細評估或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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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疏散避難看板

增加防撞貼角 當地小朋友查看研究避難看板

• 避難看板設於南竿鄉清水村公車站、北竿鄉塘岐村惠
民廣場前、莒光鄉坤坵沙灘公廁旁及東引商店街口。

• 於看板角落增加防撞貼角(透明)，以防民眾撞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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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福澳社區

增加防撞貼角 當地小朋友查看研究避難看板

• 過去的特色?

• 我們需要怎樣的願景?

產業
發展

社福
醫療

社區
治安

人文
教育

環境
景觀

環保
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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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福澳社區

• 在福澳的地圖上，可以有怎樣的聯想?

• 空間利用、更新、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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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泰吉、
廖德蘭夫婦 妳住在哪個社區呀？



12105年

南投縣的龍眼林社區-內褲村長

• 南投縣中寮鄉龍安村，對外交
通不便

• 全村276戶，921地震造成160
間房子全 倒，但龍眼林社區卻
僅有2人因瓦斯爆炸死亡，被視
為奇蹟

• 震後物資缺乏，成立共同食堂

• 現今延續為老人食堂（獨居老
人餐外送）及社區學園（第二
技藝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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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說：什麼是社區防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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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防災社區?

▄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安全無慮」的社區(社區內的每
一個人都希望居住在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中)。

▄ 應具備下列三個特性：
. 有能力降低災害發生的機會
. 能夠承受災害的衝擊、降低災害損失
. 可以在災後迅速復原重建，並且持續地發展

▄也就是說，一個具備社區意識、強而有力、能自主
進行從災前、災時到災後各項工作的社區就可以被
稱為防災社區。同時，社區組織或民眾為了成為防
災社區所進行的各種努力與工作，就可以被稱為社
區防救災。



15105年

為什麼要有防災社區?

天災多?

消防局
角色?

社區很危險?

人禍多?

政府與民間團結
可以發揮防救災

整體功效?

黃
金
救
命
時
間

?

社區參與動力?

防救災工作
誰的責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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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社區防災作法檢討

缺少

• 技術支援

• 官方實際資源

• 防救災器材

少部分參與民眾

參與聽眾的角色

社區特色無從發揮

社區總體營造方式

(多元互動)

宣導與演練
(單元單向)

檢討與改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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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社區民眾

支援

社區防救災推動小組

社區工
作團隊

專業
團隊

社區防救災組織

消防

醫療

通訊

防災

坡地

水利

專
家

公
部
門

社區民眾

市政府

區公所

消防機關

衛生單位

水利水保單位

維生管線單位

教育單位

社區民眾

資源

學
習

訓
練

民間
團隊

社區
組織

防災社區之推動之鐵四角



18105年

與其他社區議題的關係

資料來源:科技中心

防災社區或安全社區是社區營造的一
環，更是重要的基礎(1960年代，
WHO倡議環境的四要件：

安全、 健康、

便利、 舒適。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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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

復建減災

整備

災害

災害
防救計畫

•環境改善或防災硬體設置
•加強災害潛勢及危害度

的瞭解
•教育訓練加強必要技能
•社區設施之自我檢視

•社區防災組織之編組
與啟動時機

•擬定緊急疏散
（防災地圖）與救護程序
• 擬定災情收集與通報機制
• 建立民眾緊急引導、安置
與收容及家長的聯繫方式
• 演習之擬定與實施

• 應變機制之啟動
• 緊急避難與救護
• 緊急安置、收容與家長聯繫
• 災情通報與尋求協助
• 救災資源之管理
• 危險與安全區域之劃定管理

•社區環境衛生之維護對策
• 社區日常活動正常運作
• 對受災教居民之必要協助
• 居民心靈安撫之輔導

19

災害管理的落實
預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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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社區附近水利設施巡檢

水閘門訪視

水門開關

工程整治訪視抽水站訪視

移動式抽水機訪視

引用九河局資料

堤防訪視

洪水位標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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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合作與多種問題解決

資料來源:科技中心

防災社區不只是防救災設備等硬體的
加強，更包括人對災害的認知、社區的
認同，以及行動力的提昇。而且是建立
在各種「人」 (角色) 的良好關係上。

防災社區的營造是一學習與行動的過
程；而不只是單一問題的解決；這也是
社區營造所追求的目標。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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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汐止城中城防救災總體營造

^城中城

水患不斷

自助人助城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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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
止
城
中
城
防
救
災
總
體
營
造

造人運動

◆ 找出居民的共同目標(淹水)

◆汐止社大導入社區開課

◆辦跨社區的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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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跨社區的聯誼活動
成立城中城築夢聯盟立案(台北縣社區營造協會)

汐
止
城
中
城
防
救
災
總
體
營
造

元宵節

元宵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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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水資源有效規劃與管理為水
與綠建設主要內涵之一，其具
體工作為『推動社區綠建設』。

• 落實社區雨水回收利用、省水
器材推廣之目標邁進。

• LED是最先進省能與情境照明
科技。

• LED供作社區改造之利器。

不要當作解決單一問題：
當災害不在那麼確定
社區防災議題消失了？
防災社區也瓦解了？

社區營造_ 衍生議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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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災的重要

• 阪神大地震後增設環境防
災科

• 2000.4開始7班中之1班

• 阪神大地震90% 15分鐘內
死亡，倖存者90%鄰居幫
助

• 自助、自助後助人、協助
災區日本阪神地震 199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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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環境變遷與災難
汶川大地震 卡崔那颶風的災況

巴基斯坦水患 甘肅舟曲縣土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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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都市的水災

台北

台中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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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些什麼？怎麼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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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村里部落為主的推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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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社區防災8步驟

啟蒙

診斷環境災害

討論防救災對策

建立防救災組織

社區說明與溝通

防救災計畫研擬 操作訓練與演練

落實、執行與評估

拜會：了解狀況、建立互信與工作了解

環境踏勘：了解環境與災害可能情況

工作坊：講習、討論與互動

講習：專業針對社區需要

演練：社區擬定劇本、結合警消

參訪：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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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組織特
性

–溝通防災社區（內部資源）

•溝通意見領袖、社區幹部、社區
活躍份子

–建立夥伴關係（外部資源）

•政府部門、專家學者、民間團體
的支援

–設計推動內容與步驟

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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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環境災害

災害史資料

–掌握社區基本資料
自然環境：地理位置、河川、排水溝渠、地質、坡度等

人文環境：人口、產業、土地利用、弱勢居民、老舊設施等

–調查社區既有防救災資源
人（醫生、開怪手等）、設施設備（體育館、操場等）、可
用資源(藥房、五金行等）

–一起進行社區環境踏堪

–分析社區的脆弱因子

–製作社區環境診斷地圖

(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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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案例-新店觀天下社區

明城里

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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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啟蒙與啟動

對社區幹部進行說明以尋求社區的認同與支持；然
後共同組成推動小組，一起討論推動相關事宜，並
達成推動共識，引發或鼓勵居民對此一問題的重視
與興趣，與當地組織或團體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

掌握社區概況
拜訪相關單位
達成推動共識
舉辦社區說明會
建立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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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天下社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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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災害環境調查

社區災害經驗蒐集、自然環境、防救災資源等的調
查，界定社區需要考量的災害類型，同時掌握社區
內比較有可能被災害影響的區域或範圍。然後在相
關專家的陪同之下，透過親自在社區走一遍的方式，
記錄下各種的發現，並製作成災害環境踏勘地圖。

37

蒐集社區災害經驗
調查自然與社會環境
調查防救災資源
進行實地踏勘

包含：調查防救災專業人士、防救災設施、災時較安全與危險
的場所特性、老舊建物 、災害弱勢團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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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防救災對策討論

整合各項災害環境調查的結果，共同討論、分析社區的易致
災因子，並進一步整理出社區在災害防救上可能存在的諸項
議題；然後針對各項議題研擬出要如何解決的方法，或如何
執行、處理的策略。

38

分析易致災因子
探討防救災議題
研擬防救災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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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防救災組織建立

以先前研擬出的社區防救災對策作為基礎，討論
社區防救災組織的工作內容並進行任務分工與編組；
然後依照社區的特性，研擬合適的組織架構，建立起
社區的防救災組織。包含：因地制宜的社區防救災組織、防救災組織任務分工範

例、組織的運作與管理等。

成立固定的組織，落實社區防救
災對策。
可以利用既有組織
(如：睦鄰救援隊、社區巡守隊等)，
在現有的工作中加以調整即可。
主要的工作事項
社區防救災任務分工
社區防救災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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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災資源

40

避難所調查表
通報疏散組

防救災設備調查表
整備搶救組

社區防救災
專業人才調查表
行政後勤組

老舊建築物調查表
巡視預警組

重要設施調查表
整備搶救組

災害弱勢民眾調查表
關懷醫護組

安全社區

調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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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防救災—編組與任務

執行秘書副指揮官

指揮官

組長具災害認
知者優先
平時任務：
環境檢視…等
災時任務：
監控預警…等

組長為年輕力
壯對設施設備
有概念者優先
平時任務：
設施設備狀況
的瞭解…等
災時任務：
搶救與災情的
瞭解…等

組長熟悉社區
環境者優先
平時任務：
防救災規劃…

等
災時任務：
疏散避難與災
情的通報…等

組長具有愛心
與基本急救醫
護技能者優先
平時任務：
弱勢居民的關
懷…等
災時任務：
緊急救護與安
置收容…等

組長具行政協
調能力者優先
平時任務：
教育訓練規劃
…等
災時任務：
物資調度與各
組狀況彙整協
助…等

巡視

預警組

整備

搶救組

通報

疏散組

關懷

醫護組

行政

後勤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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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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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機制示範社區 人才講習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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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規劃考量社區需求
計畫分為短、中、長程三個部分來撰寫
應考量社區的特性、民情與狀況來安排活動
(例如逢年過節就不宜安排活動)
當計畫內容整理的比較成熟時，社區就可以試著用這
份計畫書向行政部門申請經費補助或是爭取相關資源，
讓社區防救災計畫付諸行動。

步驟五：防救災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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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社區說明會或個別溝通的方式，將防災社區
的推動成果與相關訊息傳達給社區民眾，引發大家的
興趣，並促使更多居民願意參與，達到提升社區整體
防救災能量之目的。

包含：舉辦社區說明會、雙向溝通擴大社區參與、
進行個別的溝通等。

步驟六：說明與溝通

特別舉辦社區說明會
排入里民大會或社區住戶會
議的議程，與社區既有活動
(如社區運動會、園遊會)結
合配合宗教慶典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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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可能發生的災害類型，
定期邀請地方相關團體教導
民眾應變救災所需的基本技
能，並透過與外部組織、機
關合作的方式，舉辦符合社
區真實情境的綜合演練，以
強化社區的緊急應變能力。

步驟七：應變技能的演練

操作訓練的安排

•依照社區環境特性、災害類型
及防救災組織編組來安排課程
•可請社區附近的消防隊、警察
局、衛生所或是民間的救難團
體，提供相關的師資或是練習
用的器材。

綜合演練的舉辦

•可邀請地方上的相關單位（例
如消防隊、警察局、衛生所、
鄉鎮區公所、工務機關與公用
事業單位）一起來參加。

包含：醫療救護、簡易搜救、災情
通報、綜合演練、演習項目

與流程擬定之架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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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的推動強調經由社區培力的過程，採取以社區民眾
為主體的推動流程，有計畫、逐步地安排不同內容的學習課程，
並輔以能引起民眾興趣的操作方法，配合適當的教材，使民眾
能由學習過程中了解社區潛在的災害風險、建立危機意識，願
意以及有能力檢討、採取降低社區的易致災性、減少災害發生
機率，以及萬一發生災害時，可緊急疏散避難或適當第應變以
減輕災害損失。

步驟八：落實、執行、評估

如何評估防災社區的成效
硬體(如工程、設施、設備等)安全
軟體(如通報系統、疏散避難計畫等)規劃
社區內的住戶是否具有危機意識
家庭有沒有進行整備工作等

可以委託相關專家學者協助評估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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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公部門資源與學、產力量

凝聚社區力量

結合社區特色與相關議題

發掘與鼓勵在地
人才參予

組織、弱勢族群表

‘防災’建築在 ‘社區永續’中

防災融入正常活動中

技術訓練、演練

防災計畫

防災地圖、資源、 創意作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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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如何做好社區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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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成功的防災社區推動，沒有相同的方程式

o各社區條件與背景不同

o對防災議題引發的需求不同

o著重層面不同（應變、重建、減災、整備）

南投龍眼林：應變、重建

美國 Project Impact：減災

神戶：應變、整備

東京：減災、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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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成功的防災社區推動，有相同的元素

 一群人熱心的付出（由下往上）
 組織化的運作
 社區的動員與參與
 參考他人運作模式
 掌握吸引人的議題
 社區以外資源的引用（公部門、專家學者）

•掌握這些元素，創造自己社區成功的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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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敬請指教~~

陳明仁
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

E-mail ：mjchen8@ntu.edu.tw

Tel: 02-33662606

09374217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