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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救援？

資料來源:科技中心

1995年1月17日 日本阪神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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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層 位 置 圖

資料來源：中央地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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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歸納地震災害可能遭遇之影響

1. 房屋建築物倒塌，尤其公共場所如電影院、學校、醫
院、市場等人口稠密的地點最易引起嚴重的傷亡。

2. 水壩崩潰、水庫裂開，河堤決口以致洪水氾濫引起水災。
3. 公路坍方、橋樑折斷、路面凸起或下陷造成交通中斷，
以致救援單位及消防車、救護車無法趕往現場搶救。

4. 鐵軌扭曲、火車出軌。
5. 地下電纜、自來水管、瓦斯管、石油管破裂及化工廠易
燃物外洩。

6. 電力、電訊中斷。
7. 引起海嘯沖毀海港、碼頭、船、船舶及沿岸房舍。
8. 山崩土崩造成交通中斷或壓毀建築物、人畜。
9. 房屋、電線桿倒塌引起電線短路發生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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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區高相依性基礎設施維繫都市運作

校園

重要交通設施

人潮聚集場所

集會場所、商場

捷運站、火車站、地下
空間(上下班顛峰時間)

上課時間

一般住宅

日、夜間

道路

高架橋梁

通勤、救援

商業大樓

商場、地下街

坡地住宅

政府機關

河川&跨河橋梁

高層建築

醫院

警、消機構

維生設施

水、電、瓦斯等

通勤、救援

緊急醫療、救援

隧道

受強震侵襲後，我們是否已掌握情境、做好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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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過往災例經驗，5級震度以上地震造成災害之風險較高！

*震度5、6級地震模擬之加速度採用建築耐震設計規範之475年、2500年回歸期設計地震力上限
值，震度7級之模擬設定值則參考921地震中部地區平均地表加速度而設定

不同防護等級地震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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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圖資與主題：
1. 地質剖面
2. 斷層分佈
3. 震度分布
4. 影響人口
5. 收容處所
6. 基礎設施
7. 交通設施

8. 崩塌潛勢
9. 液化潛能
10. 橋梁通阻

防災圖資與應用：地震應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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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地震模擬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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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項目盤點
• 震災(含土壤液化)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48項
• 中研院大規模地震災害
防治策略建議書，5項

• 專家學者建議
• 研究團隊建議

因應對策

情境模擬

災損推估

• 建築物破壞
• 人員傷亡
• 收容需求
• 水電設施破壞

因應對策

大規模地震因應對策

重點項目因應對策

情境模擬因應對策

106年度大規模地震模擬情境因應對策小組計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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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害預防
1.建築及設施耐震之確保
城鄉耐震設計、可能造成災害之防範
強化耐火性、耐震評估及補強措施
推動都市更新，都市防災構造化
具災害潛勢之區域採取必要限制措施
擬定地震防災強化對策
實施減災措施
定期修正法規，查核工品質
設施應有耐震之安全考量及替代性

2.管線機能之確保
管線應有耐震之安全考量
加強管線設施防災設計、施工及維護
管線圖資數位化，定期更新
系統多元化、據點分散化及替代措施

(7)防止二次災害之整備
加強廢棄物清理與環境消毒
飲用水水質抽驗
防止危害物質洩漏
加強管線設施之防災設計、施
工及維護

(8)災害防救之演習、訓練與支援
模擬演習、訓練，強化應變處
置能力
跨縣市災害緊急應變對策
國際支援相關作業規範

(9)復原重建與罹難者遺體之整備
各種資料的整理、保全、複製
另存
規劃地震保險制度
冰櫃、屍袋等調度事

4. 防災教育訓練及宣導
研擬地震災害防救對策
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宣導
推動防災社區與企業防災

5. 震災災害防救之對策
 建置防救災資料庫
 資料交換平台
 制定資料內容格式
 資料共享機制
 加強監測、預警與
速報機制

進行地震相關調查、
研究、分析

3.整體防災能力提升
(1)應變機制之建立
訂定災害防救計畫與建置資訊系統
模擬各種狀況定期實施演練
調查、劃定、彙整、定期更新資料
應變中心停電時繼續正常運作
規劃避難動線及收容場所

(2)災害資訊蒐集、通報之整備
震災通報機制、多元化災情通報管道
災情蒐集及通報聯繫體制
標準化之防災資訊平台
規劃通訊系統於災時運作模式

(3)緊急救援器材之整備
緊急救援器材儲備、整備與調度
消防水源多樣化
消防與醫療機構相互連絡體制

3.避難收容
啟動民防體系相關自衛編組
協商後設置臨時收容所

4.社區緊急應變與
物資調度及供應
協調整體維生、醫療及生活
必需品調度與供應
調度、支援、徵用

5.二次災害之防止
防止爆炸、外漏等衍生災害發生
監測、隔離及追蹤管制
緊急應變之措施

6.公共衛生與醫療服務、
消毒防疫及罹難者遺體處理
協助遺體處理工作
加速辦理屍體相驗及身分確認工作
確保藥品醫材之供應
並執行災區公共衛生活動

二、災害緊急應變
1.緊急應變體制與災害情資之對策
預警系統、災害損失評估、
強震警訊

統籌、協調、支援
2.緊急救援與運送
動員、協調、徵用各項器材
協助災區醫療機構
恢復原有醫療服務功能
確保交通運輸暢通
優先協助弱勢族群

7.社會秩序之維持及
物價之安定
維持社會治安措施
穩定價格，防止物價哄抬

8.維生基礎設施緊急修復
提供工程技術，
協助搶險、搶修事宜

9.災情資訊提供與支援協助
災情之諮詢
規劃救災支援
物資援助應做適當分配

(4)緊急運送之整備
強化交通設施之耐震性
規劃災時道路交通管制措施
與相關業者訂定支援協定
交通系統預防措施

(5)緊急避難收容之整備
訂定避難計畫
優先協助災害避難弱勢族群
定期檢查設施及儲備之物資
訂定避難處所管理須知
物資調度供應機制
規劃避難收容場所

(6)生活必需品與維生管線之整備
食物水、醫療、生活物資儲備調度
簽訂公共設施與維生管線受損時支援協定
維生基礎設施緊急修復與備援機制

三、復原重建
1.復原重建計畫之訂定與中央政府之協助
更耐震災城鄉建設重建為方向
恢復各項構造物應有機能
協議財政、金融分擔及支援
協助受災毀損設施的修復或補強工作
優先處理生活維生管線、交通運送設施
簡化有關執行修復之作業程序

2.災區環境之復健與防治
實施災後防疫消毒工作
監控災區傳染病疫情發生
加強食品衛生管理及飲用水
水質抽驗
廢棄物清運時，循序處置
嚴重危害污染區實施隔離及
追蹤管制事項

3.災情勘查與處理
持續進行災害搶救、搶修
擬定復原重建策略
震損建築物緊急評估、穩
固及拆除
震損建築物造冊列管
提供技術協助搶救、搶修
協調國際、國軍支援

4. 復原重建之對策
重建對策應以耐震為考量
協調國際、國軍支援
重建時整合各方意見，形成共識
協助民眾、企業辦理相關補助、
減免、補貼措施

四、海嘯議題
1.海嘯災害預防
海岸水利設施、核電廠，耐震評估與補
強，定時巡查測試檢修

強化海嘯預警通報發布作業及傳達體
建置行動通信廣播簡訊傳送系統
宣導海嘯的危險性、海嘯警報與避難標
示意義、避難方法，擬定相關避難機制

考量弱勢族群之避難機制
蒐集海嘯相關資料，進行各項研究
進行土地利用規劃及海嘯潛勢地區減災
計劃

2.海嘯災害應變
發布海嘯警報，利用台、新聞媒體、廣
播及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系統，籲請
沿岸居民防範海嘯侵襲

緊急避難措施，必要時強制緊急疏散撤
離

訂定海嘯發生時交通設施之作業規定
海嘯潛勢區域內之各項設施、資料、人
員等，建立保護應變機制。

震災(含土壤液化)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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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項目因應對策

53項
重點
項目

災害預防

災害應變

海嘯預防
與應變

企業與廠商
優惠措施

建築及設施耐震之確保

管線機能之確保

整體防災能力提升

防災教育訓練及宣導

復原重建

防災資料蒐集

災害情資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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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項目因應對策 災害預防 建築及設施耐震之確保

1.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

• 參考綠建築標章的方式，建立獎勵的機制

• 參考日本建築物耐震改修促進法制定相
關法律，給予獎勵與懲罰

優先執行對象：

資料來源：臺北市防災資訊網、google map

……
資料來源：http://ipuli.tw/store/649

資料來源：
http://uutw.com.tw/shownew.asp?id=900&model=D 資料來源：http://www.d-mart.com.tw/positions.php?&start=5

防災道路兩側建築 賣場 量販店 超市公共建築物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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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項目因應對策 災害預防 建築及設施耐震之確保

2. 規劃耐震評估與補強計畫期程表與訂定目標，檢視每一階段執行成效，未完成的部分

提出因應措施。

50% 75% 100%

3. 各政府機關單位，應針對主管建物與設施進行管理與管

考，檢視所轄建物是否完成耐震補強措施，若未完成者，

擬訂計畫辦理或通知有關單位進行耐震補強措施。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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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項目因應對策 災害預防 管線機能之確保

• 通信設備與行動基地台，應考量中華電信或其他業者之能量，劃設主要負責與支援協助之區域，應變中

心應優先協助通信業者抵達災區，讓災區資訊得以與外界聯繫。

都市機
能管線

維生
管線

工業
管線

其他
管線

建立管
線圖資

定期更
新維護

管線資
料提供 地方政府或學術機構等，從事災害防救業務。

1. 擬定應變機制

2. 對應實際空間點

3. 替代方案

4. 針對山腳斷層錯動時，可能造成

陷落，導致之損毀的替代方案與

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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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項目因應對策 災害預防 整體防災能力提升

1. 政府應擬定開口契約之廠商相

關優惠措施與權利義務之規定，

落實開口契約之制度。

2. 確實盤點業者支援能量

3. 確認災時是否能夠支援

4. 建立調度機制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站、
https://www.photolibrary.jp/search/?p=%25B7
%25C0%25CC%25F3%25BD%25F1

•開口合約 •圖資建立

1.共同的機制

2.更新機制

3.數位化

4.共享平台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站

地方政府或學術單位，應用於災害防救業務上

4.溝通平台

5.資料標準化（比例

尺的大小、建置的

項目內容等）

政府應建立

提供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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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項目因應對策 災害預防 整體防災能力提升

•支援協助

1. 建立跨縣市支援機制

2. 受國際支援時，指揮體制要一致，建立統一窗口，並注意相關防檢疫

措施。

（除災防辦、外交部或內政部外，應納入陸委會共同協助國際支援事

宜）

3. 國軍在救災支援扮演重要角色，協請國防部針對有關議題進行填報，

讓各單位了解國軍可以從事那些支援協助。

4. 應建立代理人制度或是其他縣市協助支援的機制，協助相關部門運作。

義消

救災支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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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項目因應對策 災害預防 防災教育訓練及宣導

1. 相關防災演練或訓練時，除義消、社區志工等災害防救團體(志願團體)外，應邀集相

關NGO與NPO團體，例如慈濟、紅十字會等共同參與。

2. 演習或演練，應納入教育系統，學生、家長、老師、職員共同參與，從小開始培養防

災的觀念，讓防災的觀念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

3. 應建立名冊列管非在機構的弱勢族群，與考量新住民或外來者，協助參防災演練或訓

練。

4. 政府應督導社區或企業建立災害防救計畫與措施

5. 從上市上櫃等指標性公司以獎勵或鼓勵的方式開始推動

6. 培育專業人員，如防災士來協助企業與社區進行自主的防災工作，而非依賴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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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項目因應對策 災害應變 防災資料蒐集

空間資料的蒐集，隨著無人載具的普及，部

分政府單位與學術單位，會使用無人載具進

行空間資料或災情的蒐集，而各單位拍攝資

料尺度、細度或目的都有所不同，政府應建

置相關圖資與資訊的整合與共享平台，充實

防災資訊。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站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站

圖片來源：https://www.avioninsurance.com/uav-drone-insurance/

圖片來源：https://emojiterra.com/pt/escola/

政府單位 學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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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項目因應對策 災害應變 災害情資發布

1. 災害防救警報發布，應直接發報至村里長，讓基層人員可以在第

一時間從事相關應變作為，避免通報花費過多時間，導致延誤應

變作為之執行。

2. 防災警報發布後，應指導接收到訊息者，如何進行災害防救相關

應變措施，讓訊息的發布發揮功效與目的。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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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項目因應對策 復原重建

地震發生後，通常會造成次生災害，應通盤考量各項災害的發

生，加強整體都市防災設計，而城鄉建設業務由營建署辦理辦

理，建議納入營建署辦理情形。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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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項目因應對策 海嘯預防與應變

1. 相關海嘯圖資建置、重要道路、橋梁、設施等，會受海嘯影響，權責

單位應提出因應對策、替代方案等，完成之研究成果，應提供給災害

業務單位參考辦理後續防災工作。

2. 海嘯相關避難與防災地圖、資訊或指示，應考量外國人、外地人、觀

光遊客、新住民之適用性。

3. 規劃適合海嘯垂直避難的建築與可避難收容的數量，並標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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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項目因應對策 企業與廠商優惠措施

1. 擬定室內外非結構物防止掉落措施

關法規，加強推動固定裝置之開發

與安裝，給予相關優惠減免或補助

措施。

2. 開口契約廠商、企業或受災民眾之

稅務優惠或減免措施，財政部可擬

定國家稅收相關方便的規定，地方

政府擬定地方稅收的部分。

3. 企業持續營運計畫指導方針的訂定可由災防辦、經濟部(商業司、工業局)或企業

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擬訂。

圖片來源：http://www.tic-toyama.or.jp/bousai4/saigai/saigai-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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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建議

一、建築物等耐震補強對策

1. 目前主要依據災損推估數據(如建築物倒塌數量)研擬因應對策，未來應考慮不同時間、

空間可能造成的損失，研提因應作為，單一災害事件的發生與單一災害事件接連或同

時發生造成災損的差異，會有不同的因應對策。

2. 地方政府在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都有規劃防災道路，另可以參考日本針對防災道路兩邊

建築物，研擬建物高度達多少時要做耐震補強，不論公、私有建築都要執行，因此有

關單位應制定獎勵的措施，推動防災道路兩側之建築物耐震補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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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建議

二、受困傷患救援對策

日本公有建築：「大規模地震特別財政法」，私有建築
物：「建築物耐震改修促進法」。

擬定
因應對策
預期目標

假定
災損推估
數據減半

各單研提
具體因應
作為

資金的投入
衍生相關
的法令

研擬
執行計畫

督導
管理
考核

30年
老屋

耐震補強
至

目前標準

推估參數
改變

進行
災損推估

建物損壞
減少

人員傷亡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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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建議

1. 充實避難收容處所能量及整備物資、建置防災公園、臨時收容場所開設、運作、所需

緊急民生物資調度、徵集、分配，民間志工運用、治安維持等五個方向進行資源盤點

與對策研擬。

2. 建議評估資源受損的可能，包含人力資源、設施設備以及機具載具等。

3. 可以時間軸為主，盤點短、中、長期，避難、收容安置資源，包括空間分布道路中斷

資源調度之考量等。

4. 進一步討論跨縣市支援調度等問題。

5. 加強橫向與縱向資源的情境量化考量與對策討論。

三、大量災民收容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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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建議

• 從源頭就避免災害衝擊，而

並非等災害發生才耗費大量

人力去滅火等，讓地震預警

的十秒鐘之內，達到預警的

效果。

四、水、電設施破壞因應對策

地震發生
地震
測站 地震預警發布

目前大概有十幾秒的時間

推廣建置
瓦斯遮斷器 應用

• 水、電、油料、

工業等各項管線

設施。
圖片來源：http://www.cagas.com.tw/articles_2/_6590aa8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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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建議

1. 由災損推規結果擬定未來預期目標後。

2. 建立滾動式的反覆討論與修正因應對策的機制。

3. 量能的充足與否，各單位應依照各自權責擬定因應作為。

4. 各單位應根據單位的需求，各單位先擬定持續運作標準(恢復運作的時間縮短) 。

五、綜合性對策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頁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頁



指
出

?

?
?? ??
? ?

?
??? ?

? ?
??

1. 各機關單位可將已登載於營建署實施建築物耐震管理系統列管之耐震補強之已完成件數、還剩多少、

剩餘的分期分年如何辦理之計畫期程、未完成之建物的因應作為。

2. 教育部除協調跨縣市支援外，應督導主管縣市教育局，規劃臨近支援學校與備援授課場所。

參、山腳斷層規模6.6地震情境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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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建議

一、建築物等耐震補強對策

5. 各縣市可以調查緊急評估人員數量是否足夠應付本次災損推估房屋受損之數量。

6. 營建署與公共工程委員應研擬實際需要哪些類別之鑑定人員，提供各縣市政府更明確之列管專業人員

名冊。

評估人員總數計2,058人評估人員總數計2,058人，
建議依照縣市列出緊急評
估人員數。

平均後
每1名技師負荷之鑑定數量

4.87棟

3. 4.

圖片來源：NCDR防災易起來網頁、防災社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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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建議

1. 發布警報時，連同發布避難指示。

2. 應建立通報機制失能時的備援方案或其他通報方法。

3. 探討規劃通訊系統災時的運作狀況。

4. 納入各大電信、新聞媒體、廣播等業者等

5. 確保在防災訊息傳遞的順暢、通訊持續運作之計畫。

6. 劃分各業者負責與支援協助之區域。

7. 與電信、媒體業者協商，將防災納入業務之一，並納入管理與考核等重要工作項目

8. 建議政府應該針對電信、媒體、廣播從業人員做防災教育訓練，發揮安撫民心、安定

社會秩序之功能。

二、受困傷患救援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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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建議

7. 政府應強化地震監測與預警系統，應用於電梯、管線設施等。

8. 建立搜救人力、搜救、機具資源等，清冊列管與更新機制。

9. 與鄰近縣市或災害防救團體簽訂相互支援與共享機制與平台。

10.建議衛福部應督導各級醫療院所，確實擬定各醫療院所之防災計畫，建立相互支援機

制、研擬備援方案、緊急避難輸送等。

11.未來可以針對醫療院所做大規模地震的演練，包含醫院自身設備損壞與人力缺乏等之

因應對策提出具體之方案。

12.預先規劃遺體臨時停放空間，估算火葬場處理能量，並研擬支援與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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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建議

1. 政府應調查大量避難需求時，戶外及室內避難場所開設所需要的設

施、設備及人力，並事先適當規劃。

2. 掌握簽訂的開口契約物資數量，加強與大型連鎖企業簽訂契約。

3. 探討物流業者在震災時的物資調度支援，並規劃大型企業資源的相

關運送計畫。

4. 加強防災公園的防災的需求設計與平時使用性設計之考量。

5. 規劃各區域適用於哪座防災公園，建立防災公園間的相互支援機制。

6. 應掌握各縣市在機構與非在機構之弱勢族群的臨時收容，並調查各

縣市公私立社福機構可以支援臨時收容之量能。

三、大量災民收容對策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頁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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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建議

1. 除了水電管線外，應加強瓦斯天然氣、加油站、汙水管、下水道等都市機能設施等，

災時應變規劃、演練與應變計畫。

2. 建議可以由推動防災社區的經驗，積極推動企業防災，探討企業如何持續運作、企業

的防救災或是支援協助政府防救災。

四、水、電設施破壞因應對策

圖片來源：NCDR防災社區網頁



1. 政府持續運作強化

(1) 規劃備援與支援人力、辦公處所、跨區域或跨縣市政府機關的相互支援機制。

(2)加強各級應變中心的持續運作方針，並充實備援中心的環境設備管理與考核。

(3)研擬各地區之基礎設、民生物資等，集結、調度、緊急復原與運作之緊急應變計畫

2. 防災教育訓練推廣

(1) 針對山腳斷層大規模地震進行有關的防災教育訓練推廣。

(2)培育防災專業人才協助學校、社區與企業辦理防災計畫與防災教育訓練等活動。

(3)應推動民眾或企業平時應備妥食物、飲水等物資。

3. 推動韌性社區等自主防災機制

(1) 未來應持續強化區域性的聯合演練。

參、山腳斷層規模6.6地震情境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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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建議

五、綜合性對策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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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建議

4. 民間志工運用

(1)政府應確實掌握各民間志工團體的性質、擁有的資源與人力能量。

(2)建立各民間志工團體的資源共享平台、更新、管理與考核機制。

(3)預先規劃志工團體協助支援的目標，成立統一窗口，指揮調度民間志工的支援。

5. 道路、橋樑耐震補強

(1)建議評估道路與橋梁震後通阻模擬，運用在防救災道路規劃上。

(2)預先規劃替代道路與優先搶修道路規劃、廢棄物堆置地點、物資集結點規劃。

6. 家具固定措施推廣

(1)建議災害防救辦公室可以指示，公家機關優先推動家具固定措施，委由營建署制

定標準，推廣至私有建築物。



參、山腳斷層規模6.6地震情境因應對策

44

研究團隊建議

7. 強化弱勢族群照護

(1)督導弱勢族群機構擬定防災計畫，落實定期演練與管考。

(2)建立各機構相互支援收容的機制。

(3)應調查沒有在弱勢族群照護機構的人員，加以追蹤列管。

(4)協調社區支援非在機構之弱勢族群從事相關災害防救工作，給予社區獎勵等措施。

8. 個人防救災情資提供

(1)應強化精準度以及風險傳遞溝通之成效，包含科技成果與社群媒體之應用。

(2)相關風險決策模式與災害風險感知溝通調適與風險溝通工具之應用。

(3)推動即時共享的防救災情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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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內震補強後續的管理考核與鼓勵及獎勵措施。

2. 建議參考綠建築標章，建立獎勵機制。

3. 建議參考日本建築物耐震改修促進法，藉由法律的強制性，落實建築

物耐震補強與結構物及非結構物防止掉落的推動。

4. 要求各單位研擬辦理計畫期程，與未完成之因應作為，將其列管考核。

5. 未來優先針對供公眾使用建築、防災道路兩側建築或醫療院所，為優

先執行對象。

(一)建築及設施耐震之確保

災害預防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頁、
http://www.nipic.com/show/2/73/4224898k66e6efc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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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瓦斯、天然氣、加油站等緊急能源，與雨汙水下水道、電信等都市機能管線設施，應

對潛在受損之管線設施進行檢核，擬定完善之管線設施緊急應變計畫。

2. 若是錯動或是下陷時，加油站、瓦斯、天然氣、雨汙水下水道等，會有發生爆炸而引

發大規模火災、傳染病或水源汙染等可能性，政府應督導各權責單位擬定災時應變計

畫與演練。

3. 建議可以由推動防災社區的經驗，積極推動企業防災，探討企業如何持續運作、企業

的防救災或是支援協助政府防救災計畫。

(二)管線機能之確保

災害預防

圖片來源：http://www.cndpushshare.com/presd/736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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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先規劃開口契約廠商的權利及義務或相關優惠措施。

2. 應確實掌握廠商實際儲備之數量，建立管理與考核之機制。

3. 邀集契約廠商共同參與，大規模震之演練。

4. 規劃各地區之基礎設、民生物資、集結、調度緊急復原與運作之緊急應變措施。

5. 應考量非營利組織與非政府組織等團體的支援協助能量。

6. 應與鄰近縣市相互支援，協助各單位部門之運作。

7. 建置防災公園時，應加強防災需求設計與平時使用性設計之考量。

8. 接受國際救援時，建議由外交部、內政部、陸委會、國防部共同協助國際支援事宜。

9. 國軍扮演重要支援角色，研擬或討論各項計畫時，應請國防部共同研提因應作為。

(三)整體防災能力提升

災害預防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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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加強對於企業防災的教育訓練與宣導。

2. 應督導社區或企業建立災害防救計畫與措施，從上市上櫃等指標性公司以獎勵或鼓勵

的方式開始推動。

3. 辦理各項防災教育訓練活動時，結合社區、學校、企業、家長、非營利組織與非政府

組織共同參與。

4. 建立相關機制協助非在機構之弱勢族群、新住民或外來者，參與防災演練或訓練。

5. 應加強落實到社區民眾的教育宣導，持續強化區域性的聯合演練，檢視大規模地震後，

防災運作機制是否能正常運作。

(四)防災教育訓練及宣導

災害預防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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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災害防救相關圖資的建立應有共同的機制、資料標準化、數位化。

2. 圖資建立完之後的更新機制、與實際空間的對應與處置。

3. 中央單位有相關圖資時，應建立共享與溝通平台，將相關圖資提供給地方政府或學術

單位，應用於災害防救業務上。

4. 各政府單位應確實盤點各項防災設施、設備、人員、物資等數量，並建立跨縣市之相

互支援機制。

(一)防災資料蒐集

災害應變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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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報的發布應落實發布到基層，並告知收到警報

後的因應作為。

2. 應規劃通報機制失能時是否有備援方案或其他通

報方法之替代方案。

3. 關於災害情資的發布，除了氣象局、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以外，各大電信與新聞媒體也應協助災

害情資的發布與傳遞，加強相關從業人員防災素

養。

(二)災害情資發布

災害應變

圖片來源：防災易起來網頁、本研究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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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規模地震因應對策

大規模地震因應

目前 現況盤
點為主

(1)應朝向時間的變化與空間的分布來邁進。

(2)建立各部會單位之間橫向跨部會單位的聯繫機制。

(3)建立持續滾動式的討論、研提因應作為、共同修正之平台。

2. 為降低人員傷亡應落實各公、私有各項建築物耐震補強之執行與管理考核。

3. 量能的足夠與否，應透過後續研究，給予明確的定義或說明。

4. 應找出需求增加的的源頭，針對源頭擬定對策。

未來

目前 災損推
估數據

(1)空間是怎麼分布

(2)時間先後順序的變化
未來 擬定較符合實際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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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項因應作為可以規劃執行期程，建議可以假定，

大規模地震因應

第一
階段

一年內達成持
續運作計畫

第二
階段

五年預期要提
升到的目標

第三
階段

十年災損數據
減半的目標

檢視是否達成預期目標

達成 未達成

(1)檢討或修正
(2)列為後續優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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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後人命傷亡推估數字減半後續推動工作列舉如下：

(1)建議因應對策小組應持續配合災損推估小組研提之各項推估數據，研提因應對策

及分項策略，分由各權責部會及地方政府應處。

(2)建議各權責單位研提因應作為，訂定執行期程，逐年編列專案預算，必要時檢討

編修法令。

(3)建議定期召開因應小組會議，追蹤列管執行情形，達成十年後人命傷亡推估數字

減半之目標。

(4)建議各項因應對策，未來可以適時的納入震災業務計畫修正內容。

大規模地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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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規模地震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本案僅依照四項災損推估資料與業務計畫重點項

目，研提大規模地震因應對策，因本研究受人力與時間的限制，無法詳細全面的進行研

提大規模地震之因應對策，

大規模地震因應

目前

災損推估資料
• 建物破壞
• 人員傷亡
• 災民收容
• 水電設施損壞

未來

建議針對
• 交通系統
• 醫療院所
• 關鍵基礎設施
• 民生物資的供等

災損推估時考量
• 不同的時間
• 不同的空間

不同
災損

進行更進一步大規模地震
之防災機能探討與因應作為之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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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bigbear@mail.mcu.edu.tw

Tel: 03-3507001 #5048,   0918607366

莊睦雄 副教授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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