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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1.避難收容處所目的與功能

2.避難收容處所原則與運作流程

3.高齡避難者注意事項



先說重點

誰會到避難收容處所

有需要的人才會到
避難收容處所



兒童
孕婦 高齡者 外國旅客

有需要的特殊族群有哪些?



避難收容處所
目的與功能



為什麼需要避難收容場所？



危害(Hazzard) VS. 災害(Disaster)



災
害

天候
條件

地理
現況

人文
環境

下雨、地震、土石鬆動

小孩、婦女、高齡者山區、平原、海邊

危害(Hazzard)=自然現象

危害(Hazzard) VS. 災害(Disaster)



危害(Hazzard) VS. 災害(Disaster)

風險

我們無法避免危害，但是我們可以減少危害轉變成災害的機會，
降低災害風險(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 有利於社區、國家的永續發展。



為什麼需要避難收容場所？

因為災害可能會造成人們環境與生活
空間的損害，進而造成財產及生命的
損失，需暫時被迫遷離原居地。



311事件後……



能登地震後……



避難所內…

500人用1間廁所

無法沐浴

沒有隔間沒有隱私

志工缺乏訓練，管理不一

物資不足



食物一成不變，營養不足

食品安全衛生問題

瓶裝水及個人食物貯藏問題

腸病毒及呼吸道感染疑慮

地板及塵土飛揚問題

有人酗酒影響他人

隨著避難收容時間越來越長….



台灣呢？



403花蓮大地震後



誰負責疏散撤離：

誰負責避難收容：



災害防救法則

朝向強調「自助」，然後強化「互助」，最後才是「公助」。

鄰居及在地社區組織，
就近能互相幫助。

政府介入時間較後半段，
屬於中長期救助。

7 2 1

當發生災害當下時，只有
自己能幫助自己。



當避難收容啟動後，

有哪些事情是民眾要注意的!

Where When Who What

在哪裡 什麼時候去 誰要去 要準備什麼



賓果遊戲

政府部門 民間單位 其 他

※學校

※營區

※活動中心

※體育館

※公園

※公設安置所/

  避難所

※教會

※寺廟

※旅館/飯店

※休閒農場

※帳篷

※工寮

※組合屋

※貨櫃屋

※依附親友



在格子內填入避難收容處所的地點名稱

學校



曾經的避難收容型態
1999年九二一地震(集集大地震)

台中縣東勢林場：帳篷居住

南投縣埔里鎮：埔里人和國中

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地利教會旁空地遮雨棚

台北市松山區東星大樓（臨近旅館、當時凱悅飯店）

2003年蘆洲大火：鄰近汽車旅館收容…

2004年敏督莉颱風：和平鄉社區活動中心安置

2016年美濃地震：依親

2018年花蓮地震：中華國小、德興體育館、旅館安置

2022年池上地震：依親、路邊、公園

2023年卡努颱風：依親、活動中心

2024年0403花蓮大地震 ：中華國小、中正體育館、仁化國中、

習藝所、香客大樓





防空避難大小事



課程小結

有需要的人才會到
避難收容處所



避難收容處所
原則與運作流程



災害防救法第24條：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或防止災害擴大，直轄
市、縣（市）政府、鄉 （鎮、市、區）公所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應勸告或強制其撤離， 並作適當之安置。

災害防救法第27條：為實施災害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下列
事項
◼災害警報之發布、傳遞、應變戒備、人員疏散、搶救、避難之勸告、
災情蒐集及損失查報。
◼受災民眾臨時收容、社會救助及弱勢族群特殊保護措施
◼民生物資與飲用水之供應及分配。

法源依據



根據各種災害類型

• 風災：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海上颱風警報，本縣市列為警戒範圍時。

• 水災：中央氣象局發布豪大雨特報。

• 震災：發生芮氏規模6 第一次強烈地震後，為免餘震危害時。

• 土石流：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發布土石流警戒值，並已發布該土石流潛勢區黃色或紅色警戒值時。

• 重大火災：當火災發生後，顯有延燒之虞，應進行疏散避難作業時。

• 重大爆炸：爆炸發生後，顯有延燒之虞或發生二次爆炸時。

•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可燃性氣體或爆炸性質物質外洩，達到爆炸下限時。

•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對人體有害之毒性化學物質洩漏顯有擴散之虞時。

• 化學災害：化學物質洩漏達到燃燒或爆炸下限時。

• 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下令強制撤離時，須配合相關人員引導至避難收容場所進行緊急避難收容。

避難收容場所開設原則說明



一、各鄉（鎮、市）及區至少應設置1處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並視所設收容量與人口比例需求增
設。

二、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之選定，不得於政府機關(含鄉鎮區公所)、軍需簽證場所或經濟部民生必
需品配給配售站同一處所，並避免鄰近重要軍事設施、國家重要關鍵基礎設施(如油、水、電)等場
所。

三、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應為具備下列基本維生設施及功能之場所(如學校、活動中心、體育館、
捷運站及其他具備相關維生設施之場所)：

(一)具備遮蔽風雨且有足以容納收容量空間之固定設施(如建物)。

(二)設有水電、衛廁、照明設施、緊急電源或發電機、儲能設備等基本設施(備)。

(三)可增設育嬰、老人、身心障礙者等不同族群特殊需求之相關輔助設施。

(四)得預設醫療醫護、物資發放、諮詢服務及資訊設施空間及其必備相關設施。

四、現有防空避難處所，若具備上開基本維生設施及功能，可優先作為設置地點。

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協助所轄鄉（鎮、市）及區公所，依其設置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容量。

避難收容場所開設原則說明(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設置原則)



避難收容原則說明
調查與管理

避難收容場所

選定
調查

評估適當性、

安全性

容納人數

物資可存量

場地聯絡人

造冊列地點

管理

空間規劃

任務編組

開設運作

結束復原…等

Maslow 需求理論



調查-
評估適當性、安全性

圖片來源:台南市社會局網站

1.適合什麼樣的
災害的避難收容

2.這個地點適不
適合進行收容

3.地點安不安全

4.高齡者的需求



扣除無法使用之空間，得出可使用空間之可使用面積，

可使用面積之八成作為寢區空間，餘二成作為開設管理等維運之公共空間。
收容人數估算依據室內避難收容處所選定評估參考原則，每人為4平方公尺。
將可使用面積乘以80%再除以4，即可得出可收容人數。

資料來源:廖博毅教授社區避難收容場所開設與運作

避難收容原則說明
調查-容納人數



維持基本生存用水需求
每人每天平均至少 用水
(飲用、烹飪、個人衛生)

需求 使用量 備註

飲用水（攝取量） 每天3公升（4-5瓶） 依據氣候和個人生理需求而異

生活用水 每天12-17公升（4-10瓶） 依據氣候和個人生理需求而異

15-20公升

環球標準/室內避難收容場所選定評估參考原則

避難收容原則說明
調查-物資存量

環球標準(Sphere Standards/Sphere Project)



調查-
物資需求

南投縣仁愛鄉預估50人收容安置3天分.xls


避難收容原則說明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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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撤離

與救難

避難收容場所成立

運作與管理

避難收容
結束

1.民政局(村里長、幹事)、警察局進行撤離

2.搜救大隊、消防隊進行救難

1.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成立

2.政府尋求或WVT主動詢問是否需支援

3.進行工作會議

1.政府主責，協調各單位、部門、NPO進行避難收容場所管理與運作。

2.多點災害型態可能委由一個或多個NPO進行

3. 促使居民成立自治會

1.與居民協調說明

2.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公告

依實際需求給予政府單位
建議及回應

避難收容服務架構
作業程序



指揮官下令收容組組長聯絡優先學校或指定
學校應立即開設緊急安置所展開各項整備工
作。由緊急安置所所長指揮組員準備相關書
表資料、工作臂章、輪值名冊及整備救災器
材、物品、場地指引標示牌、分布圖。

指
揮

官

行政組

總務/財務組

物資/膳食組

安全組

醫療組

避難收容服務架構
編組分工



類型

災害發生時間

預防性

避難收容

預先針對可能受災地區居民進行避難收容，

如颱風、豪雨。

緊急性

避難收容

災害發生後才進行避難收容，

如地震、氣爆、火災、戰爭等。

避難收容原則說明
類型-災害發生時間

啟動時機:
土石流紅黃警戒

啟動時機:
地震發生後

結束時機:縣市政府告知返家



緊急救濟援助

Emergency Relief

災民收容安置
Placement Service

家園重建&生計復原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 Livelihood 

Rehabilitation

災害初期 後期

災
害
影
響
程
度

輕
微

嚴
重

平時

避難收容原則說明
類型-災害發生時間

預防性撤離 緊急集結場所 短期收容安置(不超過兩週) 中長期收容安置

有
需
要
的
人
再
去
避
難
收
容
場
所



資料來源:防災易起來

避難收容作業與運作流程
服務運作流程

居民身分核對

服務台諮詢

關懷訪視 物資發放 活動辦理
檢討會議





安置中心服務-居民關懷

安置中心服務-會議



安置中心活動辦理-兒童關懷中心

43



動手畫畫看_避難收容處所規劃

規劃重點：
1.功能區塊
2.動線走道
3.無障礙空間

入
口

男
廁

女
廁



功能區塊

特別照
護區

家庭
寢區

單身男
寢區

單身女
寢區

寵物區
公告資
訊區

報到區
服務台

物資領
取區

文康休
閒區

用餐區 哺乳室 醫療站

機動警
察站

物資存
放區

沐浴區



動手畫畫看_避難收容處所規劃

服務台

規劃重點：
1.功能區塊
2.動線走道
3.無障礙空間

入
口

男
廁

女
廁

文
康
休
閒
區



課程小結

整體規劃

收容所開設

災民報到

災民照顧災民返家

場地復原

檢討與紀錄

服務
運作
流程 指

揮
官

行政組

總務/財務組

物資/膳食組

安全組

醫療組

編組分工



高齡避難者
注意事項



動動腦！

提到高齡者，你心中
浮現的第一個印象或
想法為何？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超高齡社會即將到來



開設時

開設後

開設前

開
設
三
階
段
注
意
事
項

高
齡
避
難
者
收
容
安
置



開

設

前
空間

設施整備

關係建立
疏散演練

了解避難收容場所位置
與高齡者關係建立

無障礙空間規劃與
特殊性需求預備

調查

管理



開

設

時

留意特殊族
群需求

建立
清單查檢表

餐
食

醫
療

行
動

社
交

傾
聽

平時建立
災時勾選

提醒留意工作事項



開

設

後 韌力建構

回歸日常 協助高齡者返家
恢復日常生活

提升高齡者的耐災力及
應變能力



二次避難所

通常在一般避難所進行避難後，針對避難生活上有所
困難的對象，會再移到此類避難所，因此又稱二次避
難所

資料來源：https://www.taisounds.com/news/content/84/102709





溝通與換位思考是…

你聽我說

你聽見我說的

你表達的我能理解

相互確認彼此的想法一致的過程



與高齡者(長輩)的溝通原則

• 說話速度及語調適中

• 口條清晰

• 字句簡短

• 一次僅傳達一個訊息

• 耐心傾聽、等待回應

• 談論話題可以長輩有興趣為主

• 未建立關係前，勿討論個人隱私問題

• 多傾聽為主，適時回應

• 可運用肢體語言或工具(如紙筆)



與高齡者(長輩)的溝通之要點

• 保持中立角色

• 遵守保密原則

• 避免負向語言

• 勿輕易給予承諾

• 留意長者的反應及情緒

• 陪伴與支持

• 即時回報長輩狀況

• 提供正確的福利資訊



心理變化

容顏改變
功能退化
角色轉換
記憶減退
空巢期
社會變遷
失望失落

生理變化

眼、耳、鼻、舌之狀態改變
牙齒及消化系統
神經系統
泌尿系統
心臟血管
骨骼肌肉
平衡狀態



• 身心障礙者：無障礙空間、助行器、輪椅、復康巴士等

• 老人關懷：行動考量、飲食考量…

• 婦女保護：家暴、騷擾、性侵… 

• 兒童關懷：兒保、兒童身心反應、注意父母的照顧

• 關懷慰問：民意代表、民間團體、企業公司、政府單位

• 媒體訪問（常有外界關懷團體進入訪問，居民煩不勝煩)

• 其他問題：居民騷擾、吵架(送醫) 、喝酒、外遇… 

• 救助慰問金發放!?

• 未來何時返家!?

• 未來住屋或異地重建

避難收容處所遇到的狀況可能有



參考新潟市避難所營運指南(2020)，針對高齡者的居
住空間需要特別考量以下事項：

• 1. 優先提供 1 樓的空間：考量到高齡者可能有下肢障礙或步行困難等
狀況，爬樓梯易造成身體負擔，1 樓的空間應優先提供給高齡者使用。

• 2. 配有空調設備的和室：以減少環境溫差變化造成其身心負擔。

• 3. 確保廁所的距離與動線：高齡者可能會因如廁不便而減少如廁次數，
造成脫水症狀，故應確保其生活空間與廁所的距離及動線順暢。

• 4. 獨立的小房間：為避免身心障礙的高齡者生活困難，可提供以家族
為單位的小房間，使其家人能就近照護。

• 5. 其他：如為減少樓梯高差而設置斜坡板等。

資料來源:高齡社會下大震災後短期避難場所設置高齡特殊避難空間參考手冊之研擬



醫療資源

隱私空間

無障礙空間

飲食需求

浴廁設施

照護需求



課程小結

用耳朵用心聽

把對方當作重要的人

用耳朵聽還不夠
還要加

跟對方有確認眼神
四目相對

要一心不二用(專心)



課程小結

收容災民 提供簡易醫療 救災物資存放

有需要的人才會到避難收容處所



課程小結

整體規劃

收容所開設

災民報到

災民照顧災民返家

場地復原

檢討與紀錄

服務
運作
流程 指

揮
官

行政組

總務/財務組

物資/膳食組

安全組

醫療組

編組分工



避難收容看似有一個SOP的標準作業流程讓
我們有跡依循，但我們服務的對象是遭遇災
難被迫安置在陌生環境的『人』，透過作業
流程讓我們可以更快為他們提供服務，但也
別忘了在服務過程中應保有的『工作彈性與
尊重』。

課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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