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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9-2016

2008～2016
缺乏「完整」+「系統」之災害損失資料的建檔

確立災害損失資料應包含內容與項目，以實際災損調查資料(官方、

勘災、媒體‥)為優先，缺漏者從科學方法演算補足

目標

重大災害財務損失統計報表

災後復建工程經費

災害準備金支用及調整年度預算支應救災經費

淹水圖層

TLAS臺灣颱洪災損評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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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數據顯示颱風路徑2以及路徑3
帶來的農業用地損失最高

底圖顏色深淺表平均災損金額多寡

台中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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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2016年23場颱風

中，共有6場入侵台灣時為路徑

2、5場為路徑3、3場為路徑4，

路徑1、6、7、9各一場，另有

3場為特殊路徑，因此，分析時

著重在路徑2、3、4。透過分

析損失類別、路徑的不同，發

現路徑2商業、道路為損失最多

的類別，路徑3也和路徑2雷同，

但另有工業、住宅的損失較多，

路徑4與路徑2、3不盡相同，

以水利、道路為主。

因路徑２、３損失狀況相

似，因此，將合聘兩路徑之損

失資料，藉此找出哪些縣市區

域，在商業、道路方面損失最

多，而路徑４以水利、道路為

2

3

4

商業22%

道路21%

住宅15%

工業15%

水利10%

農業7%

其他10%

平均損失

8759億元

佔比最多，因此，也會逐一分析。

陳述資料事實，以供日後防災資

訊參考。

除了分析路徑損失類別和縣

市地區之分布狀況外，也進一步

分析，路徑與颱風之最大風速數

值交叉分析後，發現在路徑２、

３最大風速為中颱範圍的颱風，

其損失分布與總損失結果相似，

而強颱的損失為道路、水利，農

業也在此部分突出。而路徑４中

颱、強颱與損失分布的狀況，也

與總損失大相逕庭，較沒有突出

不一致性。因此，當路強颱颱風

預估路徑為２、３時，需加強南

部地區道路的防範，以避免造成

重大損害。

在路徑2、3佔比較多的商業方面，為彰化、
屏東為最多，次之為雲林、台南，而道路部
分，則為台南市、屏東縣、嘉義縣。

在路徑４中，水利、道路為損失最多，縣市分布則為

高雄、屏東為較多，進而細看高雄、屏東水利損失的

項目，兩者皆為河道用地各自佔總體八成、五成，而

河道用地則包括河川、運河、堤防。在高屏地區，有

四重溪、二仁溪、高屏溪、東港溪、阿公店溪，因此，

也能從中得知，高屏地區水利損失較高。

3.5

3

2.5

2

1.5

1

0.5

0
單位：
億元12

10

8

6

4

2

0
單位：
億元

2008～2016

五都損失比較

為了想得知五都的損失狀況，經統計後，資料結果
顯示，商業、工業是佔比最多的損失項目，而在工
業部份，以高雄為最大，次之為台南市、新北市，
而在商業部分，則為桃園市、台中市。因此，往後
針對颱風損失，高雄、台南、新北須著重工業，而
桃園、台中則須著重商業。

統計各縣市在2008-2016年平均損失金額，以台
南市之損失金額為最高，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
為次之，又以六種用地損失金額交叉分析，資料結
果顯示，台南市為商業、道路、工業用地為居多，
嘉義市也較處於商業區，因此也為商業、道路，嘉
義縣之道路較靠近山區，道路則為多數。

在2008-2016年中，以商業用地損失最多，此結果可能
與過往對颱風災害損失以農損較高的印象不盡相同，因
在資料蒐整中，加入官方二手資料後，因為商業、住宅
等用地較缺乏，因此再加入NCDR系統TLAS，運用淹水
圖層，推估損失金額，是故，此結果與過往農損居多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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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損失最高的用地為農業用地
2009年住宅用地因為莫拉克颱風的原因為極端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