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裝 

訂 

線 

附件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第十一屆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12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16:00 

地    點：國科會科技大樓 1908 會議室 

主 持 人：吳召集人政忠                            紀錄：陳素櫻 

出 席 者：王委員筱雯、李委員鎮洋(李正鈞主任代理)、黃委員婉如、    

鄭委員明典（程家平副局長代理）、賴委員建信、陳委員宏宇、                 

王委員詠絢(張碩芳簡任技正代理)、                        

吳委員欣修(周世銘副處長代理)、周委員中哲、馬委員國鳳、  

張委員文彥、張委員燕玲、吳委員貫遠、廖委員家群、                    

莊委員人祥(黃彥芳組長代理)、劉委員佩玲、                

蕭委員煥章（李明憲組長代理）、龍委員世俊、邱委員仁杰、        

洪委員鴻智、陳委員亮全、陳委員淑惠、楊委員雅嵐、        

張委員朝能、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吳武泰主任、洪明全科長 

列 席 者：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自然處陳小玲副處長、廖宏儒副研究員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主委室林品安主任、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蘇昭郎組長、李香潔組長、張子瑩組長、

于宜強組長、陳永明組長、莊明仁副組長、傅金城副研究員、  

許智豪副研究員、林聖琪助理研究員、林佳瑩助理研究員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與討論事項 

第 11 屆專諮會「強化民間災防，提升國家韌性」階段執行狀況。 

決議： 

（一） 請幕僚小組依委員建議調整目前初步整理之「提升民間災防能力」國

際與國內的實例調查結果。 

（二） 請各位委員檢視調整後之「提升民間災防能力」國際與國內的實例調

查結果，並於分組會議中進行討論與確認。 

（三） 請各位委員依據這些調查的各項彙整資料，釐清國內尚需補強之處，



 

2 

 

裝 

訂 

線 

進而提出「強化民間災防，提升國家韌性」的重點議題及其推動策

略。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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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內容紀要如下(依委員發言次序，含書面意見) 

一、 陳亮全委員 

透過提升民間災防能力檢視架構的調查，瞭解國內目前業務的推動

現況，後續將針對調查表結果之呈現方式，及調查結果中尚未進行規劃

推動的項目與內容，深入探討。 

二、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吳武泰主任 

目前各部會計畫與提升民間災防能力可於教育訓練項目進行對接，

唯災害類別的挑選，建議聚焦於台灣經常性發生的災害，因不同的災害

類別，民眾避災的方式有別，建議可從目前部會計畫中提到最多的地

震、土石流、水災等著手。此外，主要被服務對象設定在民眾與企業，

目前內政部推動的社區防災、深耕計畫，已強化社區與企業透過雙向互

助合作的實務操作進行連結。 

三、 劉佩玲委員 

（一） 建議幕僚小組對國內實例重新檢視其對象、階段之合理性，並進行調

整。 

（二） 建議對國內實例依災防目的進行歸納，找出幾個共同災防目的，以便

後續進行分析，找出缺口，進而提出專諮會政策建議。 

四、 黃婉如委員 

現在統整的實例多以過去已發生的災害為主，但是氣候變遷、人口

老化有些災害類別，例如高溫等等，可能還沒有許多實例可以整理作

為，這些部份或許是提升民間災防能力的缺口，應把極端高溫現象加入

討論，強調其因應作為。 

五、 賴建信委員 

（一） 調查表填報單位多數為各災因的主辦單位，可考慮從受到我們服務或

保護的對象來瞭解政府做的還不夠的地方，水利署可從旁協助邀請村

里長填寫相關資料。 

（二） 呼應劉分組召集人關於企業除協助政府減少災害造成的損失外，企業

本身亦應具備自主防災能力的觀點。目前科學園區在這方面已經取得

了很好的成果，地方政府開發的工業區或經濟部開發的小型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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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屬地方層級、組織較為分散，其自主能力可能相對較弱，或可挑選

示範業別，瞭解該產業鏈的整合情況，深入瞭解問題，找出缺口，從

而提出完整性的相應對策。 

（三） 需關注旱災下高溫對電力、供水產生的複合性災害等議題，尤其是災

害預防措施的啟動，如：應變中心的開設標準與機制。 

六、 馬國鳳委員 

目前消防署、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皆與相關單位合作，有效地以

情境模擬後之結果進行相關防災作業。此構思亦可應用於民間（企業）

防災，例如山腳斷層對台北都會區的影響，可針對都會區大樓中的中小

企業做為演練指標，並結合目前推行的數位防災策略來著力進行，屆時

也可將地震保險一併納入考量。 

七、 張朝能委員 

（一） 資訊分組思考政府部門如何強化「民間智慧防災的輔導與協助機制」，

從主要對象「企業」觀之，由於國內 98%皆為中小企業，或可採示範

的案例方式進行操作，優先評估目前地方政府於其所管工業區在智慧

防災的整備狀況是否足夠，及政府如何協助園區推動智慧防災。 

（二） 簡報第 12 頁，減災及其整（準）備（對象-企業）有關慈濟的部分，

被歸類在減災跟整備，惟慈濟往往於災時就投入人力協助，故建議應

歸在應變階段。簡報第 15 頁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的部分，其歸類可再

討論，後續建議各分組就調查表綜整內容的妥適性再重新檢視與確

認。 

八、 龍世俊委員 

本週據報導可能是 10 萬年來最熱的一週，「高溫」或「高熱」已是

台灣民眾最常面臨的災害類別。可惜在這次調查的災害類別中並沒有被

列入，由健保資料庫過去多年因中暑而死亡者，隨著熱浪頻繁而增加。

因此民間如何因應，如何提高民間災防能力，相當重要，目前這部份的

認知仍是有待提升之缺口之一。 

九、 張文彥委員 

（一） 災害防救主要減少生命財產損失，相關技術宜更落實於強化補強及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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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形成政策後，如何落實於部會的中綱計畫，希望可以藉由國科會韌性

方案的管理扣合年度預算審查，可以更有效要求部會落實及排定優先

次序。 

（三） 專諮會決議及民生公共物聯網，能藉由國科會韌性方案管理強化部會

落實。 

十、 王筱雯委員 

幕僚小組已針對強化民間災防進行全面性盤點，唯目前焦點乃從災

因出發，即從主辦單位或相關部會的角度來檢視他們在災防方面所做的

措施。然而，對於民間災防能力的提升，需關注在民眾的能力是否有所

增強，即部會所採取的措施是否有效果。因此，建議可從村里長等第一

線工作人員處獲取其經驗與回饋，確認政府措施的有效性。後續藉由分

組會議的深入討論，找出災防能力提升的關鍵問題和缺失，以提出相應

的政策建議。 

十一、 洪鴻智委員（書面） 

（一） 關於調查對象，除政府部門及民間組織外，建議可再強化企業(如中小

企業、連鎖企業、工業區等)及一般民眾(社區)的調查。 

（二） 建議調查結果的整理，能依災害防救之民間防災重要環節、重要工作

事項整理及納入數位轉型，以利於界定民間災防能力較欠缺之處。 

十二、 李明憲委員（書面） 

（一） 消防署每年國家防災日透過大規模地震的演練，展現民間組織的災防

能力，例如今年 921 將在新竹縣展現台灣社區應變隊（T-CERT）的訓

練成果。此外也同時透過經費補助地方政府，作民眾實際防災體驗，

例如彰化縣實際進行社區夜間防災體驗。 

（二） 另外感謝國科會，透過國震中心及災防科技中心的大規模地震情境模

擬及災損推估，精進內政部「大規模地震重點因應對策整體推動方

案」及「以境況模擬為基礎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