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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災防科技中心自2019年開始，參與行政院辦理的鄉(鎮市區)公所災防
現地訪視工作，以瞭解收容場所開設規劃和地方政府的撤離與收容
人數評估、物資整備估算方式、收容場所空間規劃及開設人力與時
間等，並與公所進行意見交流。2023年辦理時間為5至10月，以下說
明災防訪視結果。

以往收容場所訪視時公所著重說明管理機制，
2023年訪視計畫新增請公所說明訪視收容開
設所因應的災害類別、收容量能(含收容人
數需求評估、收容時間長短、相關資源整備
及取得方式)與收容管理機制等等。訪視21

個收容場所，12個公所有提供情境假定說明，
並以地震災害情境為主，例如，臺南市山上 收容物資儲備估算方法

轄區內有土石流潛勢溪流的鄉鎮，主要依據土石流保全人數，估算儲
備物資的需求；都會區收容經驗少的公所皆僅儲備少量物資，另以簽
訂民生物資支援協定方式，作為遇災時調度物資的來源，這對於交通
便利的都會區，屬於方便的策略，訪視結果彙整如下。

收容量能評估

2021年開始，災防科技中心已陸續透過縣市訪評與鄉鎮訪視，推廣
適合颱洪災害情境的「減災動資料網站」撤離與收容評估系統，地
方政府多能善用此科研工具協助進行收容整備量估算。訪視前已請
公所自評「颱洪或地震情境資料應用於整備需求」，內容包含收容
間評估方法、收容人數需求評估方法、收容物資儲備估算方法、收
容場所開設人力與時間等，呼應前述收容場所訪視應說明情境假定。 收容場所開設人力與時間

訪視前已請各公所提供不同收容規模，各公所多能利用實際開設經驗
與多次動員演練掌握開設一間避難收容處所約需動用的人力(不含志工)

與準備時間，訪視結果彙整如下。

雲林縣土庫鎮 彰化縣花壇鄉 嘉義市西區 基隆市中山區

鄉(鎮市區)公所 收容物資儲備估算方法

臺北市 萬華區 估計需收容人數×天數

新北市 八里區

估計需收容人數×天數

訂有「防災民生物資自儲情形一覽表」及「防災民

生物資安全存量設算表」，依地區特性，律定物資

安全存量

桃園市 大園區
固定人數×天數

歷史撤離人數16人，以100人3日儲備

臺中市 神岡區 減災動資料網站估計

臺南市 山上區 災害保全人數×天數。保全人數4人3日

高雄市 內門區 減災動資料網站估計

基隆市 中山區
估計需收容人數×天數

地區計畫有設定震災需儲備安置人數，未說明天數

新竹市 北 區 減災動資料網站估計

鄉(鎮市區)公所 收容物資儲備估算方法

嘉義市 西 區 估計需收容人數×天數

新竹縣 湖口鄉 固定人數×天數

苗栗縣 銅鑼鄉 略

南投縣 埔里鎮 估計需收容人數×天數

雲林縣 土庫鎮 估計需收容人數×天數

嘉義縣 義竹鄉 減災動資料網站估計

屏東縣 霧臺鄉 估計需收容人數×天數

彰化縣 花壇鄉 減災動資料網站估計

宜蘭縣 冬山鄉 未訪視

花蓮縣 富里鄉 估計需收容人數×天數

臺東縣 海端鄉 略

金門縣 金寧鄉 固定人數×天數

澎湖縣 湖西鄉 減災動資料網站估計；地震推估沒有人員傷亡

連江縣 莒光鄉 減災動資料網站估計。全數開口契約支援

收容空間評估方法

各公所的做法略有差異，計有6個公所直接以總面積除以4平方公尺、
有11個公所另有考量可使用面積與行政作業空間等，再進行人均寢
區計算，其中有1個公所將可用面積扣掉行政空間後，採用每人3.3平
方公尺估算；有1公所將可用面積扣掉公共行政空間30%，再以每人
3.5平方公尺計算。

有2個公所考量不同收容型態(緊急避難、臨時收容、中期收容)，再
將可用面積扣掉行政空間後另以人均1平方公尺、2平方公尺、4平方
公尺計算。有1個公所表示以減災動資料提供的計算方式估計。

減災動資料網站在進行收容場所空間整備為寢區空間每人4平方公尺，
和各公所的計算方式雷同。部分公所也知道必須考量行政作業空間、
物資暫存空間的需求，訪視結果彙整如下。

鄉(鎮市區)公所 收容空間評估方法

臺北市 萬華區 80%寢區空間，每人4平方公尺

新北市 八里區 室內每人4平方公尺；室外每人8平方公尺

桃園市 大園區 按可用空間平面圖，依需求逐項規劃

臺中市 神岡區
扣除公共設施面積每人2平方公尺；無扣除公共設施

每人4平方公尺；緊急避難每人2平方公尺

臺南市 山上區 每人3平方公尺

高雄市 內門區 每人4平方公尺

基隆市 中山區 70%寢區空間，每人3.5平方公尺

新竹市 北 區
室內：室內收容人數=總面積×0.6(可收容空間)/3.3

室外：室內收容人數=總面積×0.8(可收容空間)/6

嘉義市 西 區

可收容空間面積=(場所總面積×70%)×80%)

緊急避難：1平方公尺；臨時收容：2平方公尺；

中期收容：4平方公尺

鄉(鎮市區)公所 收容空間評估方法

新竹縣 湖口鄉 80%寢區空間，每人4平方公尺

苗栗縣 銅鑼鄉 不清楚

南投縣 埔里鎮 每人4平方公尺

雲林縣 土庫鎮 每人4平方公尺

嘉義縣 義竹鄉

可收容空間面積=(場所總面積×70%)×80%)

緊急避難：1平方公尺；臨時收容：2平方公尺；

中期收容：4平方公尺

屏東縣 霧臺鄉 每人4平方公尺

彰化縣 花壇鄉 減災動資料網站估計

宜蘭縣 冬山鄉 未訪視

花蓮縣 富里鄉
公所自評：80%寢區空間，每人3平方公尺；縣

市：每人4平方公尺

臺東縣 海端鄉 略，認為旅宿可支援

金門縣 金寧鄉 總面積扣除設施面積30%，每人3.3平方公尺

澎湖縣 湖西鄉 短期：每人4平方公尺；中期：每人6平方公尺

連江縣 莒光鄉 70%寢區空間，每人4平方公尺

鄉(鎮市區)公所 開設人力與時間

臺北市 萬華區 收容123人需6人1~2小時

新北市 八里區

公所：收容70人需14人2小時

市府：小型(50人以內)需12人2小時； 大型(100人以

上)需24人4小時

桃園市 大園區

收容200人需12人3小時

每增加收容100人，優先增加安置組、膳食組及後勤

組各1人；收容人數達500人以上，除管理組外，整

體增加2倍以上人力

臺中市 神岡區 收容30人需10人2小時

臺南市 山上區
小型(收容100人以下)需6人4小時；大型(收容100人

~200人)需12人8小時

高雄市 內門區
小型(收容50人)需6人1小時；大型(350人)需50人2小

時；公所50人可同時開2間收容所

基隆市 中山區
中山區公所5樓禮堂；收容50人需公所8人、志工

20~30人

新竹市 北 區 收容120人需5~6人3~4小時

鄉(鎮市區)公所 開設人力與時間

嘉義市 西 區 收容100人需6人2~3小時

新竹縣 湖口鄉
小型(村里型，收容100人)需5人4~6小時；大型(收容
250~300人)需15人6~8小時

苗栗縣 銅鑼鄉 收容200人需20人3小時

南投縣 埔里鎮
小型(收容20人以下)需5人0.5小時；大型(收容200人
以上)需50人1小時

雲林縣 土庫鎮
小型(收容10人以下)需6人1小時；中型(收容10~30人)

需9人1.5小時；大型(收容30人以上)需12人2小時

嘉義縣 義竹鄉
小型(收容48人）花費6人1小時；大型(收容96人)需
10人1.5小時

屏東縣 霧臺鄉 6人2小時

彰化縣 花壇鄉 收容100人需6人

宜蘭縣 冬山鄉 未訪視

花蓮縣 富里鄉 2~3人2小時

臺東縣 海端鄉 收容100人需6人1小時

金門縣 金寧鄉 收容50人需6人1小時

澎湖縣 湖西鄉
小型(收容30~40人)需9人3~4小時；大型(收容50~60

人)需13人3~4小時

連江縣 莒光鄉 收容25人需4~5人0.5~1小時

鄉(鎮市區)公所 收容人數需求評估方法

臺北市 萬華區 比較各類災害需要收容人數，採用最大值作收容人數

新北市 八里區 依據土石流保全人口數

桃園市 大園區 災害潛勢影響範圍人數×可能去收容所比率

臺中市 神岡區 減災動資料網站估計

臺南市 山上區 轄區居民人口數百分比

高雄市 內門區 依據保全人數

基隆市 中山區 災害潛勢影響範圍人數×可能去收容所比率

新竹市 北 區 災害潛勢影響範圍人數×可能去收容所比率

嘉義市 西 區 減災動資料網站估計

新竹縣 湖口鄉
依據保全人口數；

災害潛勢影響範圍人數×可能去收容所比率

苗栗縣 銅鑼鄉 依據保全人口數

鄉(鎮市區)公所 收容人數需求評估方法

南投縣 埔里鎮 依據保全人口數

雲林縣 土庫鎮 減災動資料網站估計

嘉義縣 義竹鄉 依據保全人口數

屏東縣 霧臺鄉 各災害潛勢區域範圍內無保全對象

彰化縣 花壇鄉 減災動資料網站估計

宜蘭縣 冬山鄉 未訪視

花蓮縣 富里鄉 依據保全人口數

臺東縣 海端鄉
利稻村、霧鹿村、新武部落以全村人數估算，其餘以

土石流保全人數估算

金門縣 金寧鄉 減災動資料網站估計

澎湖縣 湖西鄉 減災動資料網站估計

連江縣 莒光鄉 災害潛勢影響範圍人數×可能去收容所比率

收容人數需求評估方法

各公所針對淹水災害可能收容人數的估算，主要的估算方式是以家戶
門牌套疊淹水潛勢，估算出受影響人口數，再依據地方特性乘上一定
的比例，算出待收容人數；另有公所增加獨居老人、弱勢族群可能受
困的需求。減災動資料網站，係依歷史收容人口或潛勢進行估算，當
可規劃資源較少時，可選擇歷史災害經驗的收容平均數，進行整備量
的估算，當可規劃資源充足時，則可考慮以歷史經驗最大值或較極端
的潛勢情境進行整備，亦可自行選擇不同的淹水災害潛勢情境設定，
訪視結果彙整如下。

2023年訪視計畫新增請受訪公所說明訪視收容場所因應的情境假定，
目的是希冀公所能設定災害類別，以及在此情境下估算收容量能需求，
以驗證公所規劃該處所可收容人數之可行性和相關資源的取得方式等。
建議公所可參考災防科技中心訪評重點「颱洪或地震情境資料應用於
整備需求」，思考公所可動員的人力(包括志工人力)、物力(既有儲備
物資、開口契約、合作協議等)。此外，期待公所能明確說明依據此設
定的災害情境資料，規劃收容該人數可能需要的準備時間、動用人力
等細節、可能預估收容的時間等，將想定狀況與既定的收容管理機制
鏈結。

【臺南市山上區】依震災情境說
明空間配置、醫療床等資源整備

區依2016年0206臺南地震的經驗，設定156人受影響，28人(含男性
13人、女性14人、幼兒1名)無家可歸，於山上國中活動中心開設避難
收容處所安置，依此收容情境進行空間配置與布置，並說明調度所
需物資(例如醫療床)等相關資源的整備與取得方式。

在有提供情境說明的12個公所中，有8個公所有設定收容人數、10個
公所有說明預估收容時間，但公所多動用眾多單位與人力展示與其
他單位的支援合作成果，建議依設定的情境資料，結合過去開設經
驗或演練歷程，說明在此規模下收容所開設所需的人力與時間等。

收容場所訪視新增災害情境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