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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災害都會有物資需求嗎



簡報大綱

物資管理目的

責信

物資管理流程

進出貨

動手做做看

物資分類



物資管理目的

責信



需求：1,000組 需求：10,000顆

探照燈 電池

募得：1,200組 募得：30,000顆
(且規格未必符合)

26分鐘後

0206高雄美濃地震，維冠大樓倒塌，台南市府徵募下列物資…



圖片來源：聯合報報導
https://theme.udn.com/theme/story/6773/2978960

921地震後，台北市民捐給災民的棉被等物資
在信義區公所地下室堆成一堆。

921物資中，「二手」的衣物不
受災民青睞，堆積如山，災區
重建委員會乾脆放置騎樓下任
人挑選，可見到民眾在衣物堆

中「尋寶」。



國內幾次重大災害發生後幾個月，都還傳出地方在消
化物資，資源被嚴重浪費，相當可惜。

當然這不是單靠做物資管理就能改善的，尤其在現在資訊傳播迅
速非常快，卻也非常容易誤傳或傳遞未更新的訊息，只能由我們

每一個人先建立正確的觀念：明辨資訊、確認需求。



誰是災民？！



圖片來源：聯合報報導
https://theme.udn.com/theme/story/6773/2978960

八八風災各方送進災區的物資堆積如山。

0206花蓮強震各界發揮愛心捐贈
物資，聚集災民安置中心。

大批物資

湧入

進行

物資管理

有秩序

且系統化的

歸類

物資能

最即時送給

需要者



應災時物資管理與存放的要訣：
預判最常拿到的物資類型與掌握物資物進出的數量



物資管理的目的及意義

2.使救援人員及單位可以快速獲得一致的資訊：
(1)使交接人員可立即了解貨物進出、存貨狀況。

3.責信：
(1)增加信賴度。

(2)提供任務討論、簡報或決策時所需的資訊。

(2)減少資訊不對稱。

(3)令利害關係人認為機構及工作行為是「可受公評」並「負責任」的。

1.有效的監控與管理防救災資源。

符合
需求

快速
回應 品質

管控

避免資源
供需失衡

分配不均



物資管理流程

進出貨

(接收與發放)



倉儲管理與流程 針對整體環境進行規劃

(如空間容量、平面設計、移動動線)

接收物資

清點驗收

物資編碼

物資儲位分配/上架

物資進庫需填管理表

物資出庫需填管理表

物資出庫與發放(或轉介)



倉儲管理流程第一步

針對整體環境進行規劃：

如空間容量、平面設計，

以及移動動線等。



物資存放平面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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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災、水災、震災等，家園的清掃及現
在防疫的規格的緣故，清潔用品的需求
都是非常大的。

• 部分清潔用品需要保持通風，在取用及
安全保存上，靠近門口較合適。

• 民生用品需求量跟使用量都是較高的，規劃
此類別靠近門口，在取用上較便利，因其有
較大機會的大量進貨大量出貨狀況。

• 以外用的醫療用品為主。因
口服藥的使用需有專業人員
的診斷及衛教，若有用口服
藥需求將選擇就醫、後送。

• 設備器材類在整個避難收容所的
需求上較低，故存放區域可規劃
較小。

• 預先將走道規劃出來



是否有物資管理人員 是 否

是否有規劃固定物資儲運點 是 否

物資倉庫是否能上鎖 是 否

物資倉庫是否有消防設備 是 否

物資擺放方式是否安全 是 否

物資倉庫環境是否乾淨 是 否

物資是否確實分區域擺放 是 否

是否有明確標示物資內容與數量 是 否

是否有確實填寫進出貨管理表 是 否

物資是否在保存期限內 是 否

用檢查表提醒工作事項



禁止電力

超負載

不定期

巡邏

照明下方不

堆放

定期

檢查電線

儲存之

通風性

設置消防

滅火設備

倉儲安全要素
• 收容場所若為老舊房舍或管線

• 大量物資存放，包含揮發性物質

需特別小心

• 現場管控

• 周圍巡邏

• 照明燈具下方不

可堆放物品，其

垂直下方與儲存

物品水平距離不

得小於50公分

• 避免清潔用品區

中毒昏迷

• 或需爭取移動式

滅火器

• 若需使用除濕機、延長

線等也務必定檢



人身

安全

貨架防撞

防震措施

人車

動線分離

安全標示

或警示語

如何促進人身安全

• 進行加固：

1. 貨架底部放重物

並將輕物放上層

2. 貨架盡量靠牆邊

3. 視環境空間，利

用繩索

• 避免堆疊過高

• 大量進出貨人車

分道以避免危險

• 走道/車道標示

• 若不是獨立空間，

而是在屏風後堆放

物資者，也需張告

示，提醒勿倚靠等

• 張貼明顯處



• 棧板、墊高物維持
清潔不可破損，發
霉潮濕不可使用。

• 物品要離牆30cm以
上，且離地，牆腳
下通道不堆疊物品。

• 防反潮、汙水汙染。

倉儲環境控制

清潔

維持

防疫

措施

溫濕度

控制

• 常溫控制20-25度。
• 濕度50-60%。
• 7-9月炎熱，利用冷氣、

開窗或是電風扇降溫。
• 若有需要可開

除濕機



物資的種類與分類

• 飲食(可食)：泡麵、罐頭、奶粉、礦泉水

• 生活用品(不可食)：個人衛生用品、衣物、保暖衣被
民生用品

• 消毒水、漂白水、殺蟲劑、掃帚、拖把、刷子等等
清潔用品

• 包紮用品、消毒敷料醫療用品

• 照明設備、發電機、手電筒、帳篷、炊具等等器材設備



物資保管原則

• 同一品類在同一地方保管。

• 物資擺放位置，擬定物資空間規劃圖，便於定期檢查。

分區存放

分類堆放

• 盡量採立體方式堆放。

• 為避免反潮需墊高，高度以適合拿取（棧板或替代物）。

• 物資堆放應容易識別與檢查（標籤向外），以利出入庫。

• 物品的堆放是否能保證物品不受損傷（堆高後是否會壓壞底部等狀況）。

物資存放原則

• 走道應有適當寬度。

• 各類物品在倉庫的排列需容易搬運、裝卸工具的操作。

• 根據出庫頻率選定物品儲存位置，搬運次數多的物品可放在靠近發放處

口，以便於檢查、清點。

方便搬運

裝卸之標準



物資站布置說明

機構名稱布條
管理員

物資分門別類堆放



倉儲管理流程第二步

• 接收物資

• 清點驗收

• 物資編碼

• 物資儲位分配/上架



接收物資

注意事項：

逐一拆封
確認品質及品項

各樣包裝

內容物
狀況不一



物資倉庫作業流程
接收物資

清點驗收/編碼列冊

入庫儲位分配

散裝區(大量儲存/分類)

不符合需求 資源轉介/退回

揀貨計畫處理

需求提出/評估需求

揀貨計畫模擬

補貨？

揀取物貨

揀貨/出貨確認(需求/數量)

發放物資 託運物資(大量)

決定物資
需求數量

告知
可提供單位

YES

NO

入
庫

出
庫
或
發
放



可收物資與拒絕物資

住民實際需求

清潔

用品

食物

盥洗

用品

防疫
用品

外敷
藥物

帳棚

睡袋

飲用水

二手
衣物

二手
寢具

口服
藥物

屍袋

棺材

二手
娃娃

若
有
需
求
普
遍
可
收
的
物
資

通
常
將
拒
收
的
物
資



清點驗收

注意事項：

判斷是否
符合需求

留用 轉介



物資編碼

有效運用人力
拆封確認

驗收完畢

物資

編碼

儲位分配

並上架

注意事項：

工作人員

志工



儲位分配及上架

注意事項：

整理過後的物資
（經過拆封確認、清點驗收、物資編碼）

儲位分配

上架



倉儲管理流程第三步與第五步

• 物資進出庫需填管理表



物資管理表格之使用

物資管理表
進 出 結餘

日期 物資

來源

數量 效期 負責人 日期 使用

地區

數量 負責人 數量



物資管理表格之使用
進貨

礦泉水600CC 物資管理表
進 出 結餘

日期 物資

來源

數量 效期 負責人 日期 使用地
區

數量 負責人 數量

有
效
期
限

捐
贈
單
位

接
收
日
期

簽
收

單一物品、單一規格

落到最小，
寫瓶數不
寫箱數



物資管理表格之使用
出貨

礦泉水600CC 物資管理表
進 出 結餘

日期 物資來
源

數量 效期 負責人 日期 使用

地區

數量 負責人 數量

發
放
日
期

安
置
點

結
餘
數
量

簽
收

落到最小，
寫瓶數不
寫箱數



倉儲管理流程最後一步

• 物資出庫與發放(或轉介)



有效

期限

避免碰

撞損壞

告知發

放日期

緊急

事件

勿讓住民有

被施捨感受

邀請住民

負責人協

助發放

⚫嬰幼兒(奶粉、尿布)
或女性用品(衛生棉)等

留意：
• 3~7日份為安全存量。
• 勿以個人進行發放。
• 提醒住民協助配合，

除非物品毀損，否則
將無法自行挑選。

發放原則

⚫接近過期的物資先發放

⚫張貼海報或廣播方式
提醒發放時間

⚫建議固定時間



物資管理流程

可能發生狀況

公平性感受

挑選/更換物資

物資偷竊

住民情緒

現場混亂

倉儲安全議題

３..３



即時責信的重要性
貨車進進出出

住民欲知曉物資下落

即時責信

了解收貨狀況
並增加信賴感



動手做做看

物資分類



提醒：物資的種類與分類

• 飲食：泡麵、罐頭、奶粉、礦泉水

• 生活用品：個人衛生用品、衣物、保暖衣被
民生用品

• 消毒水、漂白水、殺蟲劑、掃帚、拖把、刷子等等清潔用品

• 包紮用品、消毒敷料醫藥用品

• 照明設備、發電機、手電筒、帳篷、炊具、通話設

備等等
器材設備



提醒：可參考範例版物資存放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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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的物資管理工作需要：冷靜、沉著的應對
收取的物資及空間的配置須依據住民的需求、現場情況跟地形狀況做變調整。



複習與演練
就是最好的救災整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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