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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下一階段跨部會災害防救科技方案 

–「行政院災害防救科技創新服務方案」 

 

 

摘要 

依據問題分析、未來災害趨勢與可能解決策略、仙台減災綱領及

擴大服務對象等因素，下一階段災害防救科技方案訂定為「災害防救

科技創新服務方案(108-111年) 」；以建構智慧耐災生活圈之總目標，

提供創新資訊服務以建構「安全」、「便利」與「興利」的生活環境。

此方案規劃報告已於 107 年 9 月 27 經行政院核定通過，並請各參與

單位應以鄉鎮市層級為推動對象，強化其災害預警能力，俾利應變應

用。為達到推動目標，創新服務方案擬定整合防災公共資訊服務、推

動防災產業鏈結、強化防災社會服務機制及精進防災科研技術等四大

推動課題。方案運作機制將整合 9個部會所屬 32個單位之研發成果，

預估每年投入科技預算約 8億元，凝聚防災科技研發能量，發展整合

防災公共資訊服務平台，推動國內防災產業鏈結與強化防災社會服務

機制，期望能達到民眾有感、政府有能及企業有利之整體效益目標。 

一、推動必要性 

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第二期已於 107 年底完成階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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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任務，後續基於如下之理由，實有持續推動行政院層級災害防救

科技研發方案之必要性： 

(一) 臺灣是災害高風險且持續受其威脅之國家 

(二) 過去方案已累聚扎實之防災科技研發能量 

(三) 提供跨單位、跨領域整合之契機 

(四) 打造耐災韌性生活圈，以提升國內投資環境之競爭力  

(五) 防災是政府施政之重點及目標 

(六) 作為各部會編列 108年度防災科技計畫之依據 

二、問題分析 

回顧近年國內重大災害事件，並參考國外重要防減災趨勢，如仙

台減災綱領及國際氣候變遷減災策略等，發現國內未來在防救災科研

工作上，仍需努力克服之重點如下。 

(一) 應以全民需求為依歸，提供創新服務之防災資訊 

(二) 提振國內防災產業化發展 

(三) 防災科技落實應用，應特別關注特殊族群之需求 

(四) 面對極端災害事件威脅，仍應持續精進防災科研技術 

三、方案主題、目標及推動時程 

依據問題分析、未來可能之解決策略及仙台減災綱領，初步研擬

下一階段災害防救科技方案之主題名稱及推動目標如下： 

方案名稱：行政院災害防救科技創新服務方案(108-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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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創新服務方案) 

推動目標：精進防災科研技術、整合防災公共資訊服務、強化防救災

社會服務機制、推動防災產業鏈結，以建構智慧耐災生活

圈之總目標，提供創新資訊服務以建構「安全」、「便利」

與「興利」的生活環境。 

四、方案課題架構與執行重點 

為達到推動目標，「災害防救科技創新服務方案」擬定整合防災

公共資訊服務、推動防災產業鏈結、強化防災社會服務機制及精進防

災科研技術等四大推動課題，四大課題彼此間問題需求與支援服務關

係如圖 1所示，而方案之技術與資訊整合服務方式係為由下而上，說

明如下： 

(一) 透過課題四之推動，持續精進各項防災科研監測與預警技術 

首先整合創新服務方案部會署防災科研成果、部會業務計畫成果

與政府重大計畫執行成果，如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水環境建設與建構

民生公共物聯網計畫、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等，提供課題一、

課題二及課題三各項防災技術與資訊，以達技術支援、資訊整合及落

實運用之目的。 

(二) 透過課題一、課題二及課題三分別扮演技術產業推廣與資訊服務

之中間媒合角色 

在課題一整合防災公共資訊服務方面，除既有應科方案所建置

「災害管理資訊研發應用平台」及「災害情資網」仍持續對外服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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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將整合各項防災公共資訊，建置本方案防災 API及數據交換平

台，以達政府 Open Data之開放政策；在課題三強化防災社會服務機

制方面，將結合地方政府、民間 NGO及 NPO等民間團體，建構多元

防災社會服務網絡；在課題二推動防災產業鏈結方面，將首先針對過

去科研成果進行盤點，評估哪些技術、資料及產品有產業化之可能性，

進一步透過適合之科研團隊進行技術育成技轉，再藉由防災產業服務

平台媒合企業，以達防災產業加值化之目標。 

(三) 擴大服務使用對象 

過去科研成果之服務使用對象，較偏重於中央與地方政府公部門

及學研團隊，科技創新服務方案之服務對象，除原有公部門及科研團

隊之外，將擴大服務使用者對象，這包含特定族群及防災產業等，特

定族群如民間 NGO、NPO、弱勢族群、山區聚落與防災社區等。另逐

年檢討使用者服務對象之需求，回饋修訂防災科研之方向。 

 

圖 1、創新服務方案四大推動課題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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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一推動課題之目標及其執行工作重點概要說明如下： 

(一) 課題一：整合防災公共資訊服務 

策略目標將結合政府重大施政計畫，以 Open API 方式提供整合

防災公共資訊服務平台，以創造災防資料新服務與新價值。而執行重

點包含建立跨部會標準研訂機制、落實場域實證之災防應用及推動標

準資料跨域應用等方面。 

(二) 課題二：推動防災產業鏈結 

策略目標將建立防災產業產官學技術服務平台，針對需求資訊進

行交換，帶動國內防災需求商品產業化，厚植本土化防災科研技術落

實。而執行重點包含建立防災產官學技術交流平台及防災產業法規鬆

綁與促產研究推動等方面。 

(三) 課題三：強化防災社會服務機制 

策略目標將因應仙台減災綱領，確立特殊需求者的防災資訊傳遞

管道及落實防災管理。而執行重點包含利用現有管道傳遞防災資訊、

創新社會服務管道、強化社會弱勢防災服務機制及弱勢機構風險、韌

性、脆弱評估等方面。 

(四) 課題四：精進防災科研技術 

策略目標將從防災、耐災生活圈的角度，精進防災科技，降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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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企業以及公部門災害風險並強化耐災韌性。而執行重點包含擴大

「環境監測技術與應用」、提升「災害預警技術」、強化「極端災害情

境模擬與因應對策評估」及落實「災害風險分擔與防災韌性」等方面。 

彙整各部會署 108年度綱要計畫配合創新服務方案之清單，共計

投入經費初步概估約 8億元(未經立法院審議核定)，經費與計畫研究

方向將逐年檢討採滾動式修訂。 

五、與政府其他重大計畫關係 

政府近期及未來施政重點計畫包括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水環境

建設、建構民生公共物聯網計畫、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之智

慧國土、智慧治理及智慧城市等計畫，這些重大計畫之成果將透過本

方案之推動，整合與防災相關之科研資源，共同拓展服務能量，並相

輔相成，讓資源達到最有效運用。 

六、創新服務方案規劃審議歷程 

創新服務方案規劃過程中，經與各領域學者專家交流座談及與各

部會單位協商方案課題規劃內容草案，從 106 年 3 月始草擬規劃草

案，歷經 2次專家學者座談會(NGO及產業)及 4次部會署協商，最後

行政院於 107年 9月 27日以院臺忠字第 1070198333號文核定通過，

並請各參與單位配合辦理：「為強化鄉鎮市區公所對災害預警能力，

旨案應將鄉鎮市區公所納為防救災公共資訊服務之重點推動對象，俾

利應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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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運作機制與計畫管理 

(一) 運作機制 

創新服務方案運作機制如圖 2所示，透過方案整合經濟部、內政

部、交通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以及科技部等 9 個部會所屬 32 個單位，

凝聚防災科技研發能量，發展防減災工具與策略以減緩災害之衝擊與

損失，並將研發成果落實應用於中央與地方單位之防救災實務作業。 

 

 

圖 2  創新服務方案運作架構 

 

(二) 創新服務方案管理推動方式 

創新服務方案管理推動是由科技部成立創新服務方案辦公室，並

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共同組成幕僚工作小組，進行方案協調、整

合及管理作業，工作項目包含協調整合、定期追蹤、成果發表與建立

平台等重點，說明如下： 

1. 協調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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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創新服務方案辦公室協調並審議各研究單位與各部會災害防

救相關科技發展計畫特定議題計畫內容，並每年定期召開 2～3 次部

會工作協調會議，瞭解參與部會需協調事項或管考作業等。 

2. 定期追蹤 

方案推動幕僚單位列席相關方案計畫 (期初、期中、期末) 審查

會議，瞭解規劃方向與階段重點產出，並視參與部會研發進度情況召

開成果訪談與交流會議。 

3. 成果發表 

參與單位配合協助方案成果研討會之議程規劃與確認、相關研討

會資料繳交、研討會當日會議參展活動之執行與成果發表等。並將災

害防救科技研發成果產出彙整於防災資訊整合服務平台，提供相關行

政、研究單位與各類使用者共享。 

4. 建立防災技術整合、交流平台 

每年將定期進行方案成熟技術之調查與評估，將有潛力進行產業

化技術彙整成防災產業技術手冊，供各界參考使用。並將將建立防災

產業技術交流平台，定期舉辦防災技術交流博覽會，提供產-官-學多

面向交流機會。 

 

八、預期效益 

為達創新服務方案之目標，積極落實災害防救科技研發成果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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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預期產生之效益分述如下。 

課題一：整合防災公共資訊服務 

以創造災防資料新服務與新價值為目標，預期效益包含建置防災

數據交換平台、提供防災 Open API、建置防災巨量資料庫及開發客製

化災害情資網等重要成果 

課題二：推動防災產業鏈結 

以厚植本土化防災科研技術落實為目標，預期效益包含建置防災

產業交流服務平台、完成產-官-學防災技術鏈結機制等重要成果 

課題三：強化社會服務機制 

以特殊需求者的資訊傳遞管道為目標，預期效益包含建置多元社

會服務管道、完成特殊族群對象韌性風險評估、建立防災資訊使用者

風險溝通機制等重要成果 

課題四：精進防災科研技術 

以強化耐災韌性生活環境為目標，預期效益包含持續維運與精進

災害管理資訊研發應用平台之效益、提升災害預警之準確度及完成地

方政府韌性能力評估與強化等重要成果 

 

九、結語 

比較創新服務方案與過去幾期防災科技方案，可歸納出創新服務

方案具有以下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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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面開放政府資訊，讓使用者防救災資訊可及性 

2. 強化防災科技與產業鏈結，讓國內經濟多元化 

3. 強調特殊族群的社會服務，讓防災更全面性 

4. 以鄉鎮市區為預警目標，讓科研技術更細緻深化 

5. 跨專業領域的整合方法，跨越自己原有的領域及權責範圍，可接

納不同的技術觀點。 

以上特質是為建構韌性城市與環境所必備之特質，這亦契合本創

新服務方案以建構智慧耐災韌性生活圈之總目標，提供創新資訊服務

以建構「安全」、「便利」與「興利」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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