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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極端細項指標分析  
      上⽅右圖為⾝⼼障礙⼈⼝⽐率，六⿔區排名第⼀、較其他12區⾼，意指災害
弱勢⽐率較多，進⽽降低其應變能⼒，⽽下⽅左圖為易成孤島地區數，在13區
中六⿔區同樣排名第⼀，較其他區多，以上兩項細項指標代表災時可能需救援的
狀況較多，故使六⿔區社會脆弱度提升。下⽅右圖則為有發展協會的社區⼈⼝⽐
率排名最後，代表其⼈數⽐率⾼，尤其可以成為災後復原的⽀持⼒量，有助於降
低六⿔區社會脆弱度。

國⽴臺灣師範⼤學  胡舜宇
國⽴東華⼤學 吳羽⽲
淡江⼤學 蕭彤羽

社會脆弱度打開地⽅災防治理的新想像
‒ 以⾼雄⼟⽯流災害為例

       社會脆弱度（Social Vulnerability）可評估某⼀地區在⾯對⾃然災害時的脆弱
程度，脆弱度的評估可⽤於加強災前的減災與整備作為，以及提升災時、災後的應
變與復原能⼒，將資源優先投⼊⾼脆弱地區、優化地⽅災防治理之效能。

       ⾼雄市的累積⼟⽯流紅⾊警戒次數是全台第⼆，僅次於南投縣，因此本研究以
⾼雄市⼟⽯流災害作為探討主題，期望從中反思⾼脆弱地區之地⽅災防治理，並提
供實際建議。研究對象為⾼雄市38個⾏政區中，內含「⼟⽯流潛勢溪流」的13個⾏
政區，包含：內⾨區、六⿔區、⽥寮區、甲仙區、杉林區、那瑪夏區、岡⼭區、阿
蓮區、美濃區、茂林區、桃源區、⿎⼭區、旗⼭區。

▲ 前⾔

體系與社會經濟組

▲ 災防治理的新想像

⽬前現況：當災害來臨時，過去多以公部⾨進⾏救援的⽅式應對災害弱勢。以
六⿔區為例，災害弱勢較多且救援資源相對較低之情況下，當災害來臨時六⿔
區中災害弱勢較難以受到援助，可能造成⼈員傷亡或經濟損失。

新想像：在過去的案例中，防災教育較少針社區發展協會或平時的社福照護系
統進⾏設計，若能進⼀步結合，讓社區發展協會、社福照護系統在災害來臨時
能夠⼀起幫助災害弱勢，或許可以改變災害弱勢主要靠公部⾨協助的狀況，藉
此提升六⿔區的⾃助、互助應變能⼒、強化由下⽽上的災防治理精神，藉此降
低整體災害⾵險。

防災教育結合社會⽀持

危
害
度

*使⽤⾃然間斷法分級
災害⾵險矩陣

脆 弱 度

▲ ⾵險分析

▲ 研究⽅法
       在社會脆弱度指標⽅⾯，⾃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的減災動資料網站（網址：
https://drrstat.ncdr.nat.gov.tw/evaluation/svi）的32項鄉鎮層級指標，以刪去法
選取適合⼟⽯流災害的社會脆弱度指標，刪去原則有剔除無關⼟⽯流者（例如，低
耐震建物宅數⽐率）、剔除全市相同者（ 例如，估計每萬公頃⼭坡地超限利⽤）、
剔除潛勢區內稀少者（ 例如，⼊住機構⾝⼼障礙者⼈數），進⽽取得如下表20項社
會脆弱度選⽤指標，並參考減災動資料網站之分類將其選⽤指標劃分為暴露量、減
災整備、應變能⼒、復原能⼒等四⼤類別。

      本研究依據減災動資料網站之公式，將20項社會脆弱度指標之原始數值透過計算
分析、標準化處理，得出針對⾼雄市13個⾏政區的⼟⽯流災害社會脆弱度，有別於
原網站針對⾼雄市全範圍之綜合社會脆弱度評估。

▲ 六⿔區細項指標分析結果

       將危害度與脆弱度之數據匯⼊災害⾵險矩陣，進⾏災害⾵險分析。使⽤⾃然間斷
法將危害度及脆弱度分為低、中、⾼（三個層級），再使⽤災害⾵險矩陣將災害⾵
險共分成極低、低度、中度、⾼度、極⾼（五個層級），並以不同顏⾊在地圖上呈
現視覺化的分析成果。

       ⼟⽯流災害⾵險結果之結果，⾼⾵險地區主要分佈在⾼雄市的東北邊，多為地形
上起伏較⼤之⼭地地區，其中⼜以六⿔區的災害⾵險度最⾼。這代表六⿔區在災害
來臨時相較於其他區所產⽣之負⾯影響或損失的可能性更⾼，因此我們將著重於六
⿔區之社會脆弱度分析、反思地⽅的災防治理，並以標準化後的數據解釋20項指標
對於社會脆弱度可能帶來的影響。

       將研究區的「社會脆弱度」進⾏標準化後以⾃然間斷法（Natural breaks）劃
分為由低⾄⾼5個層級，以紅⾊代表⾼脆弱度、藍⾊代表低脆弱度，上⽅左圖可⾒
六⿔區、美濃區、⿎⼭區為社會脆弱度較⾼之區域。

       然⽽，為了更全⾯分析研究對象的災害⾵險，因⽽加⼊⼟⽯流「危害度」之概
念，以2005~2022年⼟⽯流紅、⿈警戒累積次數作為分析指標，進⾏標準化後以⾃
然間斷法⽅式將其劃分為5層級，以紅⾊代表⾼危害度、藍⾊代表低危害度，從上
⽅右圖中可⾒桃源區、六⿔區為⼟⽯流危害度較⾼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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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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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雄13區各項指標之標
準化分析結果，進⾏由⾼⾄低的排
序，並針對六⿔區之三項極端社會脆
弱度值以視覺化圖表呈現（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