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中市強韌台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 

公所訪視討論內容 

一、會議程序 

時間 程序   報告單位 

5分鐘 會議說明 逢甲大學 

40分鐘 議題討論 逢甲大學 

40分鐘 訪談調查 逢甲大學 

5分鐘 臨時動議 逢甲大學 

 

 

  



二、討論議題 

議題一、韌性社區認證申請討論與持續輔導作為 

說明： 

(一) 請公所說明現階段韌性社區的運作情形，社區防災組織成員實

際運作的經驗。 

(二) 盤點第一期韌性社區神岡區溪洲里、清水區臨江里、大里區立

德里、西屯區何安里申請二星認證相關資料。必要資料如下： 

工作項目 佐證資料 

A-1已獲得一星標章二年（含） 以上。  

A-2更新社區防災組織資料  

A-3六名以上實際居住於該社區之防災士  

A-4防災士有參與社區防救災工作  

A-5辦理災害防救相關訓練或宣導活動，一年辦理次數達

二次以上 

 

A-6進行社區災害潛勢調查，並將結果同步更新社區防災

計畫 

 

A-7更新社區防災計畫書，內容需包含維持運作機制及復

原重建機制 

 

A-8辦理兵棋推演或實兵演練，一年辦理次數達一次以上  

A-9更新裝備清冊(包含保管人清單)  

A-10完整檢視在地災害種類  

A-11建立防救災人才清單  

A-12韌性社區編組實際運作經驗  

(三) 一期韌性社區預計辦理一場次的實兵演練，以社區實際的大規

模災害境況，討論災害時序的內容，檢視社區防災組織成員的

任務編組，協助建立防救災人才清單與更新裝備清冊。 



議題二、村里脆弱度災害風險與能量評估 

說明： 

(一) 112年度預計盤點西屯區、大里區、神岡區、清水區、東區(5

行政區，131里)為標的，針對各里的脆弱度進行分析，在面

對淹水、土石流、地震等天然災害衝擊時，可能遭受損害的程

度，幫助災害管理者客觀的評定風險管理的順序與策略。 

(二) 脆弱度主要分為暴露度、敏感度、調適度三面向。「暴露度」

意指人類活動空間或環境系統，與特定壓力、擾動或危害接近

的程度((災害發生的區位、強度、頻率、面積)；「敏感度」則

是指人類活動空間或環境受到危害發生時所影響的程度(建築

物損失、易致災地區人口數、弱勢族群等等)；「調適能力」意

指人類活動空間或環境在面對危害衝擊時，從中抵抗能力與韌

性。(暫定調查如下) 

 

  



議題三、建立災時志工中心運作機制與企業防災 

說明： 

(一) 各地區發生大規模災害時，公部門的避難收容運作量恐接應不

暇，無法完善開設多處避難收容處，受災民眾需於極短時間撤

離家園並集中至避難收容處所等待救援或短中長期避難；為避

免避難收容處所發生人力及資源不足情形，藉由社區現有的志

工能量及運作狀況，盤點社區發展協會、愛鄰守護隊、環保志

工隊、守望相助隊、韌性社區、自主防災組織等等民間志工的

數量與運作情形。整合上述的志工清冊，媒合協助公所災時運

作所需的專業人力。 

(二) 本項工作將與公所、在地意見領袖與有意願善盡 CSR的企業共

同簽訂合作備忘錄、合作契約，認養社區所需的資源，包括：

強化防災組織完整性、提供避難收容處所、補助社區防救災物

資等等，串連在地的人力物力合作機能，參與韌性社區之兵棋

推演/實兵演練，挹注資源推動並維持社區防救災機能，透過

平時減災作業培養企業與社區正向互動從而建立災時「互助」

良好深厚基礎，進行社區大環境之減災、社區層次之應變相互

支援、災後重建協助等事項。  



韌性社區聯合教育訓練調查 

訪談題綱 

關於過往韌性社區推動的背景： 

一、你認為韌性社區的推動主要目的是什麼？如何與社區產生具體的連結？ 

二、您覺得就災害部分，韌性社區(自主防災社區)裡面還可能遭受何種天然的

災害？針對這些天然的災害的預防或避難，您認為該如何強化民眾對於災

害的認知？ 

三、推動韌性社區(自主防災社區)有助於減少災害風險的威脅，您認為這幾年

韌性社區(自主防災社區)發揮了那些功能？ 

四、您認為參與韌性社區(自主防災社區)對於整體的防災能量或策略有何改

善？ 

關於防災組織成員協力參與的過程與機制 

一、社區意見領袖與防災組織成員間的任務交付與執行很重要，如何引領其增

加有效地互動？ 

二、面對自然環境的脆弱度，社區意見領袖及防災組織成員如何採取實際的行

動預先減少災害威脅？ 

三、當災害發生的期間，如何有效提升社區意見領袖與防災組織成員面對災害

時的處理能力？ 

關於韌性社區推動過程中遭遇的問題 

一、你認為韌性社區(自主防災社區)在後續資源退場後，社區如何維持防災運

作的能力？ 

二、您認為韌性社區(自主防災社區)在實務的推動上，會遭遇的哪一些問題？ 

三、針對這一些問題，是否能透過社區的教育訓練來解決，請提供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