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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 開設時機與運作原則

● 運作階段與功能分組規劃

● 經驗分享與策進作為



防災協作中心
三大工作任務

避難收容場所開設與運作
物資發放與管理

協助疏散撤離



開設時機與運作原則



開設時機

因應大規模及複合型災害情境下
補足台中市29區公所之人力缺口

由各鄉鎮市首長指示啟動開設



運作原則

透過防災協作中心統籌調度人力、物力資源

協助公所：疏散撤離、避難收容處所
開設與營運、物資發放等任務



災時：協助公所執行各項任務

人力調度
任務職責 平時：與在地團體進行培訓與維繫

不涉及搜索、搜救等
高度專業之災害第一現場作業任務



平時：與在地團體進行培訓與維繫

鄉鎮市區公所

防災協作中心

中心籌組人員

志工團體組織

NGO／NPO組織

區內其他相關組織

其他熱心公益人士

防災士公會、已完訓防災士

經費補助

夥伴媒合

知能輔導

整合管理

招募中心成員

韌性社區、土石流／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在地志工組織

在地NGO／NPO組織

防災士公會

固定合作互動的夥伴單位！

平時工作與維繫

常態性成員邀請

人力資料庫管理

建置功能性編組

定期教育訓練

行政庶務



災時：協助公所執行各項任務

鄉鎮市區公所

防災協作中心

功能編組啟動

人力集結與登記

志工／志願者任務指派

（已有經驗的防災士／志工為佳）

災時任務盤點

找固定合作互動的夥伴為佳！不受理現場臨時報名志工

支援任務

主要任務：避難收容開設

次要任務：

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

其他組織現場集結點

新聞媒體資訊整合區

救災支援集結據點

資訊傳遞 縣市層級 
災害應變中心

災時編制

必要時啟動
防災協作中心機制

規劃協調組

後勤支援組

作業組（避難收容為主）

財務行政組



運作階段與功能分組規劃



平時運營與維繫

災害發生

啟動防災協作中心

運作階段

各功能編組

災時任務執行

縮編/擴編

任務解除

紀錄與檢討

啟
動
期

持
續
作
業
期

縮
編
或
解
除
期

災
害
發
生 
12
小
時

12
小時

| 
7天

7天
|

狀況
解除

不同規模災害

依據回應時間

人員彈性調整



提供專業知識與技能

參與執行的主體
監督與行政支援

防災協作中心

平時運營



人力集結與資源調度

3

地方政府首長指示啟動防災協作中心

啟動防災協作中心

1

災情蒐集與任務盤點

2

啟動期 災害發生12小時



持續作業期

防災協作中心

協作中心持續運作

常態性人力編組

臨時支援人力編組

各組別運作

作業組任務執行

人力集結與
資源調度

12小時-7天

1 

2 

定
期
回
報
/
請
求
支
援

災害應變中心

協助公所資源調度



防災協作中心縮編

4

防災協作中心主任或副主任

宣布解除防災協作中心災時運作

防災協作中心解除

5

檢討與紀錄

縮編或解除期 7天-結束

災
害
影
響
降
低



後勤支援組 財務行政組規劃協調組 作業組

功能編組



經驗分享與策進作為



1~3天1~3天 4~10天 11~20天 21天~

前置作業期
(避難收容流程)

安置天數

5~10人
避難收容
作業期

避難收容
適應期

避難收容
穩定期 自治管理期

8~25人

7~12人

3~7人

投入人數

1~3人

實際投入人數須視實際接受避難收容安置人數、
社區穩定度及族群多元性等諸多實際條件。
綜合評估而定。



誰負責疏散撤離：

誰負責避難收容：

地方政府之民政單位(如：民政局、鄰里長) 

地方政府之社政單位(如：社會處社會救助科) 



實務經驗

災害就是要_____

出來面對



實務經驗

跨區收容

外國旅客怎麼辦?



實務經驗

我要去哪邊找人/團體

是災民還是志工?



實務經驗

會願意加入

防災協作中心嗎



未來實務現況

協作中心派員

在避難收容場所

要聽誰的指揮?



項目

01拓展在地組織維繫與連結

02 定期召開會議與辦理或參與活動

03 定期進行各組培訓課程強化應變能力

04 跨區交流或資源連結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策進作為



防災協作中心

1 專業知識

需具備全面的災害預防和應對知識

2 工作經驗

實際參與防災工作，累積寶貴的防救災經驗

3 情境模擬

通過模擬演練，提高應對各種災害情況的能力

4 協作(整合)

個人、政府和社區之間的協作，共同應對災害

跨組織及單位聯合救災達成任務

強韌台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



災害管理循環

(DMC)

Mitigatio
n

preparednessRecovery

減災

整備

應變

復原

Response



減災_Mitigation

災害潛勢分析

資訊建立

物資儲備管理

減災基礎具體作為



整備_preparedness

防災士培訓參與

避難收容演習投入

救援器材設備檢整

1

2

3

4

企業夥伴加入



應變_Respone

協助避難

救災行動

志工協助

交通管制



復原_Recovery

協助安全確認及返家困難者 加入志工，以協助處理復原

協助慈善活動 於網路或對地方政府發布正確的災情

蒐集及發布災民支援訊息 協助救災物資接收、分類、運送



台灣世界展望會

慈濟基金會

紅十字會

基督教芥菜種會

在地社區組織

在地店家

在地企業

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協作

單位



台
灣
世
界
展
望
會



慈
濟
基
金
會



紅
十
字
會



基
督
教
芥
菜
種
會



基
督
教
救
助
協
會



Thank You
Email：
zongxun_zheng@worldvision.org.tw

Tel：04-23751262#201

mailto:zongxun_zheng@worldvisi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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