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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私立逢甲大學水利工程系學士

2.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碩士

3.90年度-水土保持技師

4.106年度-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簡

任考試及格(水土保持科)
主
要
經
歷

1.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工程師
(91.05~93.08)

2. 高雄縣政府水利局水利工程課技
士
(93.09~95.02)

3.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技士、課長
(95.02 ~ 97.01)

4. 臺南市政府公共工程處水利工程
科長
(97.02~99.12)

5.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工程企劃科長
(99.12~105.04)

6.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副總工程司
(105.04~107.01)

7.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總工程司
(107.01~108.07)

8.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總工程司
(108.07~110.03)

9. 臺南市政府參議
(110.03~迄今)

公務生涯共記 8支大功
1. 97年度災害防救訪評全國第1名

2. 99年度災害防救訪評全國第1名

3. 99年度災害防救演習全國第2名

4. 105年0206震災指揮協調救災事宜

5. 105年獲頒「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6. 112年萬安46號演習榮獲特優全國第1名

7. 112年民安9號演習榮獲雙項特優全國第1名

8.主辦112年行政院災害防救訪評

功

勳

1. 98年度榮獲「全國水利傑出貢獻獎項」-水利績
優貢獻獎

2. 98年度榮獲「臺南市政府模範公務人員」
3. 100年度榮獲「88水災救災著有特殊功績三等功
績獎章 」

4. 102年度榮獲「臺南市政府模範公務人員」
5. 104年度榮獲「臺南市政府優良廉能事蹟人員」
6. 109年度榮獲「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
系傑出系友」

兼
任
委
員

1. 臺南市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委員
2. 臺南市政府公務人員甄審委員
3. 臺南市政府第五屆公共工程優質獎評
選會召集人

4. 社團法人中華水土保持學會第23屆理
事

5.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專家學者委員
6.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工程教育
認證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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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南市環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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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南市環境概述-地形及環境概述

⚫臺南位於臺灣西南部，為臺灣各縣市中，平原比例最大、地形最平緩的城市，地勢東高西
低，西側為平原，東側為丘陵，最高峰為大凍山(標高1,241公尺)

善化區

楠西區

玉井區

新化區 左鎮區

新市區

佳里區

北門區

六甲區下營區

學甲區

山上區
安定區

麻豆區 官田區

大內區
西港區

七股區

南化區

將軍區

鹽水區 新營區

柳營區

白河區
後壁區

東山區

東區

中西區安平區

歸仁區

關廟區

龍崎區

安南區

南區

仁德區

北區
永康區

5

2,192平方公里

2,215平方公里

面積

區里
37個行政區 649里

29個行政區 625里

人口
185萬人

285萬人

多寡最多:永康區 23萬3千人；最少:龍崎區 3千多人

最多:和平區 30萬6千人；最少:和平區 1萬多人



一、臺南市環境概述-潛在天然災害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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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

水災

地震
土壤
液化

土石
流

旱災

48條

110條

110-112年

7條活動斷層及1條中洲構造

7條活動斷層

全
國
36
條



2024.0403花蓮地震-餘震統計

• 4月3日花蓮發生芮氏規模7.2的強震，根據中央氣象署統計資料顯示，從0403花蓮
大地震以來餘震頻繁，截至4/25上午10時31分，主震以及餘震，已有1,265起地
震，其中規模4以上地震達400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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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南市政府強韌臺灣計畫說明

8



• 計畫背景

大規模災害發生時現有應變能量無法因應，為「有效推動災害防救」及「提升
民間自助及互助能量」，從推動「災害深耕計畫」持續14 年 (98-111 年)進階
提升到「強韌台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112-116年)

• 計畫主軸及工作事項

二、臺南市政府強韌臺灣計畫說明-計畫背景、主軸及工作事項

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

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及運作

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

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

記錄教育訓練學習歷程、舉辦觀摩交流等方式

建立相關機制、辦理模擬演練

建立相關機制、辦理模擬演練

規劃合作事項及區域、辦理模擬演練

企業及民間團體講習、資源盤點與共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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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南市政府強韌臺灣計畫說明-計畫工作項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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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南市政府強韌臺灣計畫說明-計畫工作項目(2/2)

5大主軸 22工作事項 43子工作項目 11



二、臺南市政府強韌臺灣計畫說明-計畫執行架構

公
部
門

透過管考、培訓、交流與教育訓練等作業持續強
化地方災害防救組織與體系，並評估地區大規模
災害風險與災害損失，並依據評估資料，辦理各
項減災、整備事項

社
區

以推動韌性社區為主

企
業

針對企業辦理講習外，亦將企業資源投入在地社
區，強化企業社會責任，與社區進行互助合作

執
行
面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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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
災害政策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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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建立考核項目輔導公所執行

市府

年度防災評核

業務單位

區公所每月月報、協力團隊每
月月報、年度績效評估指標與

成果管考

協力團隊

依區公所運作概況不定期訪談
與電訪、定期三方(多方)工作
會議、協助訂定年度績效評估

指標與成果管考機制

執行現況

區公所及協力團隊每月定期月報、辦理三方(多方)工作會議-每場次達100人以上、結合年度市
府評核分組優等區公所辦理觀摩活動

三方(多方)工作會議

參與對象：
1. 市府團隊(災防辦、消防局等14局處)
2. 國軍(後備指揮部&第四作戰區)
3. 區公所(民政課&社會課)
4. 韌性社區、水災或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
5. 防災士
6. 協力團隊

區公所訪談

參與對象：
1. 區公所區(主任秘書、民政、社會、行政及農建

等課室)
2. 局處(災防辦、消防局)
3. 韌性社區、水災或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
4. 防災士
5. 協力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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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區公所績效管考機制

• 區公所績效管考機制 初評委員 受考核行政區
歸仁區公所 七股區公所、關廟區公所
永康區公所 新化區公所、下營區公所
新營區公所 鹽水區公所、龍崎區公所
善化區公所 東山區公所、六甲區公所
佳里區公所 北門區公所、將軍區公所
北區區公所 玉井區公所、南化區公所
安定區公所 大內區公所、山上區公所
後壁區公所 柳營區公所、官田區公所
新化區公所 左鎮區公所、楠西區公所
下營區公所 歸仁區公所、仁德區公所
鹽水區公所 永康區公所、新營區公所
六甲區公所 東區公所、安南區公所
北門區公所 善化區公所、佳里區公所
將軍區公所 安平區公所、南區公所
玉井區公所 北區公所、中西區公所
南化區公所 新市區公所、安定區公所
柳營區公所 後壁區公所、白河區公所
官田區公所 麻豆區公所、西港區公所
楠西區公所 學甲區公所

初
評

由區公所防
災承辦人進
行初評；每
次初評擇選
本市1/2區
公所之防災
承辦人擔任
初評人員

複
評

由本府災害
防救辦公室、
消防局之防
災承辦人及
協力團隊進
行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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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防災士培訓及認證

年度辦理200人員完成防災士培訓及認證

對象：醫療院所、科學園區、能源設施、交通場站及各級學校與教育場所、韌
性社區、轄內非營利組織、大型量販場所、企業等人員

執行現況

委託中華民國真傳安全管理協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
善事業基金會培訓機構共同辦理。

112年辦理4場次培訓

16



三、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辦理各級教育訓練(1/2)

• 目的

建立市府各局處與區公所災害業務人員，「防救災知
能教育訓練地圖」與「學習歷程紀錄系統」

• 規劃授課

1. 基礎班:鄰里長、里幹事及新進防救災業務承辦人
或非災害業務承辦人員、各級學校人員、民間組
織、企業等

2. 進階班:已參與過相關基礎課程教育訓練者、或已
接觸防災業務工作滿1年者

分類 基礎班 進階班 防災地圖 防災看板

頻率 每年 每年 每年 每年

場次 1 1 2 2

年度 6-10月 6-10月 3-6月 4-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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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辦理各級教育訓練(2/2)

• 教育訓練課後「問卷調查」與「建議回饋」

分類 基礎班 進階班 防災地圖 防災看板

頻率 每年 每年 每年 每年

場次 1 1 2 2

參與
對象

里幹事及
新進防救
災業務承
辦人(含局

處)

已參與過
相關基礎
課程教育
訓練者、
或已接觸
防災業務
工作滿1年
者(含局處)

新進防救
災業務承
辦人(含局

處)

新進防救
災業務承
辦人(含局

處)

有效問卷:37區133人次(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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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臺南市防救災人員教育訓練資訊網

• 防救災人員教育訓練歷程記錄，可透過教育訓練資訊網查詢

類別 項目 備註

課程資訊、報名
系統

開課資訊、報名所需資料(另有
網址可產生QR code)

管理人員可自行增列開課資訊，與設定報名
相關所需資訊、開始與截止日期

學員資料庫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目前服務單位

經歷

學習歷程(年度、課程類別、課
程名稱、學習時數、測驗成果)

學員可自行更改自己基本資料

學習歷程(學員可自行登入歷史資料、如有參
與系統上開課自動帶入更新)

管理人員可將學員進行分類管理(市府、企業、
民間團體等)

課程資料庫

年份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教材電子檔

課程影音檔

學員線上學習紀錄

管理人可設定課程條件限制功能

線上學習(需分學習、複習)

線上學習結束後才顯示跳出測驗卷

課程測驗卷及意
見回饋

課程測驗券

意見回饋

管理人員可設定測驗卷內容(格式可參考
google表單方式設計)

管理人員可設定測驗卷開啟/關閉

測驗後自行計算分數，並自動帶入學員學習
歷程中(管理人員有權限進行修正)

測驗成果可批次下載 19



四、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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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中央指引規劃與律定選定原則
• 「救災救護大隊」及「區公所」依據指引調查表，調查與選定一處救災支援集結據點
• 分析應用:套疊大規模風水及地震災害潛勢分析成果

分類 選定原則 功能性

市府
層級

(大隊)

1.場地空曠。
2.周遭無安全疑慮。
3.具備指揮調度及
情報流通之便利
性。

4.備基礎水及電及
通訊設施。

5.近交通要道。
6.平時有管理維護
等原則。

1.具備有廣域支援人員
集結功能。

2.救災物資配送及中繼
功能（含燃料補給）。

3.災害醫療支援功能。

區
層級

1.災害志工支援功能。
2.物資儲備功能。

救災支援集結據點選定原則及功能性規劃 台南市救災支援集結據點

單位 提報地點 適合災害類別

第一大隊 市立新營體育場 震災、水災

第二大隊 烏山頭水庫風景區 震災、水災

第三大隊 佳里區體育公園與北門高中 震災、水災、坡地、海嘯

第四大隊 新化區農業部畜產試驗所 震災、水災、坡地、海嘯

第五大隊 臺南都會公園 震災、水災

第六大隊 臺灣歷史博物館 震災、水災

第七大隊 臺南市立體育場 震災

四、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辦理救災支援集結據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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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盤點避難收容處所能量及需求(1/2)

• 評估避難收容所能量

• 盤點避難收容處所需求

• 辦理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演練(112-116年每區1次&同時開設2處)

避難據點主要
收容對象

災害期間因原本住所受災、因政府疏散命
令有家歸不得、因餘震等二次災害而不敢
回家居住的民眾

避難據點須提
供功能

進行安全的避難場所、獲得救護資源的場
所、鄰里的災害指揮中心、鄰里的救災基
地、臨時醫護所、救災物資的發送據點

避難收容處所
類型

鄉鎮市區整備避難收容所、縣市級異地避
難收容所、弱勢族群避難收容所

避難收容處所
空間規劃

收容安置空間、服務空間(走道、服務臺、
醫療站等)、基本設施(安置、盥洗空間及
廁所) ，安置人數計算可以每人4平方公尺，
為增進服務效率收容處所須選定至少可安
置 30 （含）人以上為原則

共412處
可容納24.6萬人

81處
風水災避難處所

62處
地震災害避難處所

267處
複合型災害避難處
所

325處
有無障礙設施

56處
同時為物資存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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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盤點避難收容處所能量及需求(2/2)

• 高齡者與防災弱勢對於避難收容所面臨課題

1. 避難所欠缺無障礙的環境，既存衛浴空間的不足或不友善及距離遙遠與路徑，導致不願如廁影響健康

2. 高齡者與防災弱勢對群體相鄰的擁擠空間，空氣差，易產生症狀包括步行困難、關節僵硬、憂鬱症狀出
現和心肺功能下降

3. 一般多直接以地板為臥床，在地面上鋪設分發睡袋或棉被，對活動性低的高齡者與防災弱勢起身和坐下
較為困難，不僅難以活動筋骨，因環境的封閉性更造成許多高齡者不分晝夜的長時昏睡

4. 在避難收容所中彼此相鄰可能不認識，甚至男女、老少混住，在大眾空間過著居家生，較無個人隱私
性，獨居高齡者可能因陌生、恐懼而自我防衛

• 考量避難者身心條件對應的避難場所

1. 居家避難生活、一般避難所生活、福利避難所生活、緊急入院（emergency admission）

2. 必要時應協請轄內老人長期照顧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空餘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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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受影響戶數 需收容人數
收容所能量

(室內) 行政區 受影響戶數 需收容人數
收容所能量

(室內)

七股 938 94 191 東山 275 28 1,960

下營 5,110 511 1,260 東 2,491 249 5,630

大內 1,073 107 255 南化 133 13 411

山上 188 19 800 南 1,930 193 6,163

中西 1,455 146 4,322 後壁 402 40 1,400

仁德 10,154 1,015 3,570 柳營 1,663 166 850

六甲 207 21 1,800 將軍 418 42 1,260

北門 2,596 260 400 麻豆 10,555 1,056 3,300

北 4,023 402 6,297 善化 2,225 223 2,830

左鎮 287 29 173 新化 2,408 241 1,510

永康 12,820 1,282 3,430 新市 5,517 552 1,550

玉井 238 24 800 新營 3,611 361 3,610

白河 224 22 1,356 楠西 181 18 1,120

安平 12 1 3,587 學甲 5,803 580 1,710

安定 3,195 320 1,400 龍崎 - - 265

安南 9,516 952 9,839 歸仁 305 31 2,155

西港 308 31 1,830 關廟 352 35 1,155

佳里 1,241 124 3,200 鹽水 3,673 367 640

官田 482 48 635

大規模風水災害情境下可能影響住戶及需收容人數統計• 評估避難收容處所能量-依據莫

拉克颱風經驗統計:淹水達0.5m之戶

數，每10戶1人收容 (淹水總戶數

/10戶)

四、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建立大規模風險評估方法(風水災)

資料來源:99年深耕計畫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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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建立大規模風險評估方法(震災)

• 評估避難收容處所能量

行政區
短期

需收容人數
收容所能量

(室外) 行政區
短期

需收容人數
收容所能量

(室外)

七股 12 1,500 東山 5 2,100 

下營 76 1,120 東 985 14,170 

大內 335 985 南化 5 450

山上 285 800 南 772 20,195 

中西 681 8,627 後壁 5 950 

仁德 241 3,920 柳營 32 3,750 

六甲 43 600 將軍 21 200 

北門 2 1,250 麻豆 85 1,750 

北 669 10,705 善化 306 2,550 

左鎮 16 553 新化 933 3,200 

永康 989 40,100 新市 201 4,000 

玉井 36 1,300 新營 148 4,410 

白河 9 1,360 楠西 9 234 

安平 596 2,459 學甲 78 400 

安定 33 1,800 龍崎 7 200

安南 579 11,848 歸仁 364 4,875 

西港 21 1,190 關廟 320 3,200 

佳里 80 15,850 鹽水 32 1,770 

官田 135 1,725 

大規模地震災害情境下可能影響住戶及需收容人數統計

110年臺南市民安七號戶外收容演練照片 25



四、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避難收容處所基本空間需求規劃

• 避難收容處所基本空間需求規劃-考量食、衣、住、醫療及通訊

初步空間規劃建議

基本
需求

• 行政作業區(行政作業空間/含志工登記管理/通訊)
• 居住空間(男 / 女 / 家庭 / 身心障礙 / 高齡者等安置空間)
• 臨時廁所(男/女/無障礙廁所)
• 淋浴空間及盥洗設施(男/女/無障礙)
• 哺乳室
• 儲備空間(食物、睡袋、帳篷)
• 垃圾集中地
• 醫療站(緊急初期醫療、心理諮商、慢性病患需求)
• 資訊傳遞區:資訊公佈欄/居民臨時聚集交換資訊場所
• 機動派出所:治安維護
• 配套機具區:裝卸救難物資之臨時停車場、存放地
• 晒衣場(含洗衣與晒衣空間)
• 臨時廚房
• 體溫量測區
• 檢疫隔離區

擴充
備用需求

• 寵物收容區
• 兒童照顧及遊戲區
• 宗教撫慰區(佛教/基督教等
等)

• 災民集會自治區
• 文康休閒區
• 通譯服務區
• 用餐區

災民安置依時間長短可分為緊
急、短期（中繼）、長期（或
永久）:

 緊急安置(3 小時~數天)

 短期安置(1 天~1 個月)

 中長期安置(1 個月以上)

26



四、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112年辦理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演練

27

災防辦、消防局、
社會局、民政局、
衛生局等防災業務
相關單位、協力團
隊共同評核與建議

(評核機制與檢討)
1. 區公所各編組人員
2. 七甲里韌性社區(含

防災士)
3. 祥和志工
4. 救國團志工
5. 慈濟關懷士
6. 紅瓦厝國小
7. 喜樂藥局(七甲韌性

社區簽訂)
8. 長榮大學通譯人員

及外籍生

(參與對象)

運
用
轄
內
志
工
與
在
地
資
源

✓ 中洲構造規模6.9
✓ 開設紅瓦厝國小及歸仁

運動公園

(情境模擬)



四、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113年規劃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演練重點

• 配合轄內防救災組織、災時服務後勤支援志願團體、衛生醫療單位及社會福利機構等單位共
同參演

• 演練項目：災民疏散撤離、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各項收容實務演練並納入特殊情境（如：支
援鄰近地區開設、多處避難收容處所同時開設、避難收容處所湧入大量傷患等）

• 依避難收容所現況與福祉收容所分布情形，針對防災弱勢或需要照顧對象於災害避難收容作
業中可能空間規劃及後送安置機構進行相關的兵棋推演

28



中華國小收容所-紅十字會

避難收容-國軍提供

福慧隔屏-慈濟基金會

地震-避難收容所開設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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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30



五、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大規模災害政府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 大規模災害因災害規模大、影響範圍廣且需要長時間進行復原重建，災害發生的過程中常可
能造成政府機構重大損傷而影響政府機能的正常運作

• 為避免政府機構遭受大規模災害的侵襲喪失服務功能而影響應變與救災能力，即使資源受限
情況下，政府機關亦能適切地進行災害應變業務，必須先行制定計畫

業務繼續計畫推動成效示意圖 大規模災害後行政業務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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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評估災害防救重要業務事項(1/3)

• 業務持續計畫＝BCP（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 選定必須優先辦理的業務，業務執行的對應順序，確保持續業務運作必要資源等，事
先擬定的計畫

業務持續運作計畫關鍵六大因素

查核事項 對策

首長缺席時，領導
長官序位、職員集
結體制

•確定首長不在時的領導職責委派順序
•建立發生災害時的人員召集制度

在原機關無法使用
時之備援中心

決定在原機關大樓無法使用的情況下作為
工作場所的備援中心

確保電力、水、食
物等物資

針對停電時準備作業係確保應急發電機及
其燃料的量體，且提供水、食物等

確保災中可使用之
通訊方式

確保於災中通訊(指即使在固定電話、手
機等)因斷線、擁塞等原因無法使用時，
仍可使用的通訊方式

重要行政文件或資
料之備份作業

備妥受災時行政執行所需用到之行政資料
或文件

應急重點工作安排 在緊急情況下應優先處理的任務

類別 項目 3小時 1日 3日 2週 1個月

建築

市府機關 

警察局 

消防局 

醫療院所 

機場 

民生設施

自來水 

電力 

油料 

重要道路 

通訊

無線電 

有線電話 

基地臺 

類別 項目 3小時 1日 3日 2週 1個月

建築

公所 

派出所 

消防分隊 

衛生所 

民生設施

自來水加壓設

施


電力設施 

鄉道 

通訊 廣播系統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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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評估災害防救重要業務事項(2/3)

歷程 應變重點工作安排事項

災害事件
發生後
3小時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災害備援中心開設)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公部門建築物和主要設施的損壞調查和管理(包含公

所、派出所、消防單位、衛生所)

•災情查通報

•防救災資源盤點與重整【應變人力與分配規畫；及

需求物資(水、食物)的分配】

•通訊確認

1日

•民眾疏散指示和建議

•前進指揮所開設

•救災支援集結點開設

•災區警戒區範圍劃設

•交通管制

•弱勢群族的應對策施

•掌握轄區設施的破損狀況與指示修復(如民生設施，

包含自來水加壓設施、變電所；通訊設施，包含廣

播系統、無線電)

•公部門相關機構需求的溝通與協調

•請求支援決策、設立詢問處、公關處、媒體聯絡處

•廢棄物處理

歷程 應變重點工作安排事項

3日

•災害發生後，業務工作的持續

•搶修作業

•復原工作的管理

•防災物資支援請求

•喪葬服務

7日

•第三天左右開始的工作的持續運作

•受災者證明書的發行

•傷者與受難家庭的心理輔導與追蹤

•應變人員的心理輔導與追蹤

•設立民眾聯合服務站

•生活重建工作

2週
•災害發生後，業務工作的持續運作

•災害相關費用的收支結餘

1個月 •行政機能回復
33



• 透過兵棋推演引導指揮官及各編組共同討論與協調應變工作之優先順序與因應措施

階段 歷程 應變重點工作安排事項

初期階段
【災害發生當日】

災害事件

發生後3

小時

• 備援中心開設
• 災情查報、
• 通訊確認
• 民眾疏散
•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 救災資源盤點

應變階段
【災情查通報】

1日

• 前進指揮所開設
• 民眾疏散指示和建議
• 災區警戒區範圍劃設
• 交通管制
• 掌握轄區設施的破損狀況與指示修復(如民生設施，包含自
來水加壓設施、變電所；通訊設施，包含廣播系統、無線電)

應變階段
【避難疏散及收容處所開設】

1日
•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 弱勢群族的應對策施

應變階段
【防災物資支援】

3日

• 公部門相關機構需求的溝通與協調
• 請求支援決策、設立詢問處、公關處、媒體聯絡處
• 救災支援集結點開設
• 廢棄物處理

五、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評估災害防救重要業務事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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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 應變重點工作安排事項 優先順序 因應措施

災害事
件發生
後 3 小
時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災

害備援中心開設)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公部門建築物和主要設

施的損壞調查和管理(

包含公所、派出所、消

防單位、衛生所)

•災情查通報

•防救災資源盤點與重整

【應變人力與分配規畫；

及需求物資(水、食物)

的分配】

•通訊確認

1
防救災資源盤點與重整
【應變人力與分配規畫】

•人力編組與分配
•現有可用資源盤點(含韌性社區，防災志工等)

2 通訊確認
•大聲公、無線電
•與警消建立無線電緊急聯繫機制
•與電信及電力單位建立緊急供應機制

3 災情查通報

•地震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徒步、腳踏車、機車
•人力編組分區分配
•災情掌握

4
公部門建築物和主要設施的
損壞調查和管理

•應變(備援)中心結構初步判定
•避難收容處所結構初步判定
•重要道路巡查與規劃
•緊急照明設備支援

5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災害備
援中心開設)

•備援中心開設設備整備
•備援中心開設告示牌
•救災人員簡易識別證救災人員簡易識別證或
配件(背心、制服、臂章、安全帽等等)
•應變公告公佈欄

6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設備整備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告示牌與宣傳
•可用物資盤點與請求支援

五、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區級應變重點工作安排規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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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 應變重點工作安排事項 優先順序 因應措施

1日

•民眾疏散指示和建議
•前進指揮所開設
•救災支援集結點開設
•災區警戒區範圍劃設
•交通管制
•弱勢群族的應對策施
•掌握轄區設施的破損
狀況與指示修復(如民
生設施，包含自來水
加壓設施、變電所；
通訊設施，包含廣播
系統、無線電)
•公部門相關機構需求
的溝通與協調
•請求支援決策、設立
詢問處、公關處、媒
體聯絡處
•廢棄物處理

1 前進指揮所開設

•前進指揮所開設設備整備
•前進指揮所開設告示牌
•救災人員簡易識別證或配件(背心、制服、臂章、
安全帽等等)
•應變公告公佈欄

2 民眾疏散指示和建議 •臨時避難點或避難收容處所地點指示

3 災區警戒區範圍劃設
•劃設警戒區範圍
•協請警察、韌性社區、社區志工、國軍管制

4 交通管制
•替代道路規劃
•交通管制(編排人+交管點)

5 弱勢群族的應對策施 •弱勢群族協助或後送

6

掌握轄區設施的破損狀況與指示修復(如民
生設施，包含自來水加壓設施、變電所；
通訊設施，包含廣播系統、無線電)

•與維生管線單位建立橫向搶修進度訊息機制

7 公部門相關機構需求的溝通與協調 •橫縱向請求支援機制(無法通訊時)

8
請求支援決策、設立詢問處、公關處、媒
體聯絡處

•規劃需求資源資訊發布機制(如電台等等)

9 救災支援集結點開設 •救災集結點開設(含地點、人、空間、交通)

10 廢棄物處理 •廢棄物集結地點、規劃運送機具(廠商)

五、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區級應變重點工作安排規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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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
及區域聯防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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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大規模災害特性

38

氣候環境變遷災害規模有逐漸擴大趨勢

1. 連鎖效應及複合性災情

2. 受災區域廣大且有多人傷亡

3. 災害規模超過政府災害處置能力

4. 復原的時間久遠

5. 短時間需要大量救災資源

6. 社會維持運作功能的喪失

2018年西日本豪雨

2009年莫拉克颱風災害點位



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建立大規模風險評估方法(風災)(1/3)

• 淹水模擬成果
1. 北門、將軍與七股沿海

2. 學甲、麻豆、下營一帶
3. 曾文溪中游沿岸，包括官田、大

內、山上、善化等區

4. 鹽水溪中上游及其支流排水相鄰的
新市、安定、永康、新化等區

5. 鹽水溪排水及鹿耳門溪排水所在的

安南區
6. 三爺溪排水沿岸，包括南永康、仁

德、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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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大規模風災情境
1. 參考臺灣氣候變遷平臺(TCCIP)，至世紀中臺南市氣候變遷影響極端事件仍以莫拉克颱風為極端事件。

2. 參考內政部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核定版)之大規模災害評估方案

3. 選定:莫拉克颱風曾文水庫最大洩洪量，搭配24小時750mm雨量條件與大潮歷線



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建立大規模風險評估方法(風災)(2/3)

• 臺南市災害災損評估

大規模風水災害情境淹水歷程(T6、T12、T18 、T24 、T30 、T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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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建立大規模風險評估方法(風災)(3/3)

• 臺南市災害災損評估

應用:透過圖資套疊分析方式掌握各淹水潛勢區內的一般建築物、重要建築物、交
通道路、避難弱勢、避難場所等受災狀況

臺南市大規模風水災害情境下可能影響住家臺南市大規模風水災害情境下可能中斷道路
41



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建立大規模風險評估方法(震災)(1/4)

• 針對觸口斷層等7個情境完成災損分析，規劃辦理大規模災害情境想定「專家諮詢會
議」，檢視大規模地震災害模擬參數與選用情境

42

災害類別 災害潛勢分析 開發單位

地震
TELES

災損模式

國家地震

中心(NCREE)



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建立大規模風險評估方法(震災)(2/4)

• 臺南市災害模擬分析

地震災害:以中洲構造規模6.9

資料來源:採用中央單位(NCDR)模擬成果
中洲構造地表加速度分布圖震度分級 行政區

六強 新市區、新化區、山上區

六弱

官田區、善化區、大內區、永康區、
左鎮區、仁德區、歸仁區、關廟區、
龍崎區

五強

東區、北區、中西區、南區、安南區
安定區、西港區、麻豆區、下營區
六甲區、楠西區、玉井區

五弱
學甲區、鹽水區、新營區、後壁區
柳營區、白河區、東山區、南化區

四級 北門區、將軍區、佳里區、七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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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建立大規模風險評估方法(震災)(3/4)

• 臺南市災害災損評估

建物災損、人員災損、短期收容、橋梁封閉風險

中洲構造一般建物至少嚴重損害分布圖中洲構造人員傷亡分布圖 中洲構造短期收容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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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建立大規模風險評估方法(震災)(4/4)

45



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大規模災害災損推估系統(1/2)

• 仁德區

為因應大規模水災，應特別加強警消能量與產業耐災能力，並須重視公有地及公設用地活化等項目；弱勢
人口防救災作為、道路耐災能力、醫療設施能量、避難收容能量等指標亦有改善空間

• 新化區

加強警消能量與道路的耐災能力，其次應強化產業耐災能力、醫療容量強化、避難收容能量提升、公有地
活化，而弱勢人口防救災作為亦可加強

46針對高脆弱度面向:後續研擬災害情境與因應對策討論議題方向



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大規模災害災損推估系統(2/2)

• 針對水災韌性指標弱點，研擬各區未來可加強辦理的面相

• 針對各短、中、長期對策研擬適當的市府局處作為權責單位
區別 短期 長期 短中長期

七股
1.醫療設施能量
2.警消能量

1.道路的耐災能力
2.公設用地活化

1.弱勢人口防救災作為
2.落實防災教育

下營
1.醫療設施能量
2.警消能量
3.避難收容能量

1.公有地及公設用地活化
2.道路的耐災能力

1.弱勢人口防救災作為
2.落實防災教育

中西 _
1.公有地及公設用地活化
2.產業耐災能力(防災保險)

1.全民防災意識提升
2.弱勢人口防救災作為

安平 1.醫療設施能量
1.公有地及公設用地活化
2.產業耐災能力(防災保險)

1.全民防災意識之提升

安定

1.醫療設施能量
2.對避難收容能
量

3.警消能量

1.公有地及公設用地活化
2.產業耐災能力(防災保險)
3.道路的耐災能力

1.落實防災教育

東區 1.警消能量
1.公有地及公設用地活化
2.產業耐災能力

1.全民防災意識之提升

南區 1.警消能量
1.公地及公設用地活化
2.道路耐災能力等項目。

1.全民防災意識之提升

麻豆 1.警消能量
1.公有地及公設用地活化
2.產業耐災能力(防災保險)
3.道路耐災能力

1.弱勢人口防救災作為

建議對策事項 權責單位 指標說明

警消能量
警察局
消防局

警消能量直接影響防救災能力與災後復原狀況；
對策上先以警消人數之檢討為主，再配合聯合調
度救災或警消能量的增加。

醫療設施能量 衛生局

醫療設施能量直接影響防救災能力與災後復原狀
況；對策上先以醫療能量之檢討為主，再配合醫
療能量的聯合調度作為或醫療設施能量的直接提
升。

避難收容能量
社會局
區公所

避難收容能量直接影響防救災能力與災後復原狀
況；對策上先以避難收容場所能量與安全性之檢
討為主，再配合聯合避難收容、民間收容能量規
劃或收容能量的增加。

公有地及公設
用地活化

都發局(都市
計畫地區)

地政局(非都)

公有土地與公設用地較少之行政區，因其可用做
防災、減災或避災的公有土地或公共空間較少，
故其災害韌性較低。在對策上有相當多面向可執
行，如妥善運用公有土地作為防減災設施用地(水
利設施、避難所、應變中心、防救災道路)、運用
公設用地做為防災公園或防災倉庫、運用公有地
或公設用地建置災後收容安置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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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建立跨縣市大規模災害合作機制

• 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作業規定」，建立跨縣市大規
模災害合作機制分為：

1. 區域型聯防(為有效掌握時間達迅速應變，依鄰近區域劃分)

2. 跨區型聯防
區域型聯防範圍內地方政府皆遭受災情形無法就近相互支援時，直轄市、縣(市)政府
可另行與區域型聯防範圍外鄰近直轄市、縣(市)政府簽訂跨區型聯防相互支援協定

3. 結盟型聯防
前二款類型聯防外，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考量人口、環境、地理及交通等特性，另
行與災害防救屬性較為相近，物資及人力配置較為近似直轄市、縣(市)政府簽訂相互
支援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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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雲嘉南：包括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

5. 高屏：包括高雄市、屏東縣

6. 花東：包括花蓮縣、臺東縣

1. 北基宜：包括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

2. 桃竹苗：包括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3. 中彰投：包括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

臺南市政府目前已與19縣市簽訂相互支援協定(除澎湖及馬祖
以外)，另已簽訂雲嘉南區域型支援協定



• 區域聯防為增加地區災害防救能量的重要手段，受到經費、能力與人力的限制，各行政個體

在防災整備與資源儲備都有其上限

• 面對大規模災害防救災能量不足時，透過鄰近或跨區的支援得以快速填補資源缺口，以利控

制災害規模；如何透過資源盤點與災害空間特性進行支援互補為區域聯防的重要課題

大規模災害情境想定

防救災資
源盤點

災損模擬
結果

交通易達性
檢視

擇定辦理聯防縣市

擇定辦理聯防類型

縣市大規模災害跨區合
作機制綱要計畫擬定

縣市級相互支援簽訂
合作機制

建立區域聯防運作平臺

跨縣市相互支援綱要計畫架構

邀集臺南市政府各局處分工協商

邀集區域聯防縣市分工協商

跨縣市相互支援綱要計畫(初版)

跨縣市相互支援綱要計畫(定稿版)

逐年檢視修正綱要計畫

達成共識

無達成共識

中央機關提供

臺南市府內部協商

區域聯防協商

綱要計畫擬定

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建立區級災害防救區域聯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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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區域聯防現況調查(6/15 &10/30) 備註

新營區 後壁、白河、柳營、六甲、東山、下營、歸仁 災害防救及物資資源協定

鹽水區 白河、新營、柳營、六甲、東山、後壁 人力、物資及機具等支援協助

白河區 東山、後壁、柳營、鹽水、新營 救濟物品或安置相關物資

後壁區 新營、白河 人力、物資支援協助

東山區 白河、六甲、後壁、柳營、下營、新營、 救濟物品或安置相關物資

麻豆區 下營、西港、安定、官田、西港、善化、新市、新化、大內、玉井、山上、左鎮 救災物資支援協定

下營區 大內、麻豆、東山、新營、柳營、學甲 救災物資支援

六甲區 東山、鹽水、白河、柳營、後壁、新營 救災物資支援

官田區 安定、六甲、大內、下營、麻豆、西港、官田、善化、新市、山上、新化、玉井、左鎮 災時相互支援(含民生物資)

佳里區 學甲、西港、七股 救災民生物資支援

學甲區 北門、佳里、西港、將軍、七股、下營 救災物資支援協定

西港區 七股、安定、佳里、學甲、麻豆、將軍、安南、安定、下營、官田、善化、新市、新化、大內、玉井、山上、左鎮、學甲 救災民生物資支援

七股區 將軍、西港、學甲、佳里 救災民生物資支援

將軍區 七股、佳里、學甲、西港、北門 人力/物資支援

北門區 將軍、學甲 救災民生物資支援

新化區 新市、永康、關廟、歸仁、左鎮、龍崎、山上、安定、下營、麻豆、官田、善化、西港、新市、大內、玉井、 災民生物資支援

新市區 山上、永康、安定、善化、下營、麻豆、西港、官田、新化、大內、玉井、左鎮 救災物資支援協定

安定區 下營、麻豆、西港、官田、善化、新市、大內、山上、新化、玉井、左鎮 裝備、器材、車輛、物資及支援人力

山上區 安定、下營、麻豆、西港、官田、善化、新市、新化、玉井、左鎮、大內、楠西 裝備、器材、車輛、物資及支援人力

玉井區 大內、左鎮、楠西、山上、南化、下營、安定、麻豆、官田、西港、善化、新市、新化、 救災物資支援協定

南化區 玉井、左鎮及高雄甲仙、那瑪夏、內門及嘉義大埔 災害防救相互支援

左鎮區 山上、玉井、南化、新化、龍崎、新市、善化、西港、官田、下營、麻豆、大內、安定 災害防救相互支援

歸仁區 仁德、關廟、新化、新營、高雄阿蓮 民生用品、災民收容、物資及機具支援

龍崎區 左鎮、新化、關廟、高雄內門、仁德、歸仁、關廟 救災物資

永康區 東、中西、北、安南、安平、南區、仁德 災民收容、物資支援、機具支援

東區 中西、北、安南、安平、南區、仁德、永康 災害防救相互支援

南區 東、中西、北、安南、安平、仁德、永康 災害防救相互支援

北區 東、中西、南、安南、安平、仁德、永康及東區異地備援 災害防救相互支援

安南區 東、中西、北、南、安平、仁德、永康、西港 災害防救相互支援

安平區 東、中西、北、安南、南區、仁德、永康 災害防救相互支援

中西區 東、南、北、安南、安平、仁德、永康 災害防救相互支援

柳營區 白河、下營、六甲、新營 民生物資

大內區 安定、下營、麻豆、西港、官田、善化、新市、新化、玉井、左鎮、山上、六甲、楠西 裝備、器材、車輛、物資及支援人力

善化區 下營、麻豆、西港、官田、安定、新市、大內、山上、新化、玉井、左鎮 災民收容、物資支援、機具支援

仁德區 東、中西、北、南、安平、安南、永康、 災害防救相互支援

關廟區 左鎮、新化、龍崎、高雄阿連、高雄田寮 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議

楠西區 大內、玉井、東山 災害防救相互支援

12行政區簽訂支援協定

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建立區級災害防救區域聯防制度

• 區公所區域聯防建置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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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協助及檢視應變中心運作(1/3)

•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第二期(103年~105年)建置，包含區級災害防救體系機制及區級災害應變
中心應變作業機制，計畫後由區公所更新與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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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協助及檢視應變中心運作(2/3)

52

【盤點、蒐集各區公所目前應變中心開設作業手冊內容及表單】

透過三方工作會議，協請各單位協助提供目前所使用相關表單或作業程序等資料

名稱調整

部分公所已將原「災民收容」
名稱已修正為「避難收容」

回傳資料概況

增列

居家使用維生器材者平時及災時相
關處理流程內容、疏散撤離告示
書、預防性疏散撤離切結書、封橋
封路彙整表、警政系統熱線聯繫紀
錄表等表單

建議事項

可將相關內容列入為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附件資料，配合地區
災害防救計畫須每兩年進行更
新，可保持資料更新並可避免
資料遺失情形



應變中心開設作業手冊(流程與程序) 類
別

編號 項目 表單/圖資

A
基
本
資
料

A-1 大規模風水災災害潛勢分析資料 分析成果表、潛勢圖

A-2 大規模地震災害潛勢分析資料 分析成果表、潛勢圖

A-3 OO區災害應變(備援)中心開設場所
基本資料表、現有軟硬
體設備清冊

A-4 OO區救災支援集結據點

B
應
變
相
關
作
業

B-1 臺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B-2 OO區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B-3 OO區各災害標準作業程序 災害應變中心各項表單

B-4
OO區公所居家使用維生器材身障者遇
斷電問題之應變機制

B-5 OO區業務持續營運計畫

B-6 OO區公所區域聯防計畫

B-7 依公所現況需求增減

C
操
作
手
冊

C-1 EMIC專案開設作業標準作業(SOP)

C-2 衛星電話操作說明

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協助及檢視應變中心運作(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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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災害情資分析研判
✓災害動態、降雨情資、地震
規模

✓風雨預測、淹水警戒、河川
水位警戒、土石流警戒、地
震地表加速分析及地震災損

✓疏散避難及停班停課決策
✓災害衝擊評估

• 第二階段-災情訊息掌握與彙整
✓彙整災情及災情地圖製作
✓災害演變趨勢評估
✓防救災資源調度建議

• 第三階段-重大災情現勘與協助
✓災害調查與災因分析
✓前進指揮所應變相關工作

• 協助縣市應變中心研析預判災情
✓杜蘇芮颱風整備會議(7/24)
✓杜蘇芮颱風應變會議(7/26-7/28)
✓蘇拉颱風整備會議(8/28)
✓蘇拉颱風應變會議(8/30)
✓海葵颱風整備會議(9/2)
✓海葵颱風整備會議(9/2-9/4)
✓小犬颱風整備會議(10/3)
✓小犬颱風應變會議(10/3-10/6)

於消防局業務權責災害，市府開設災害
應變中心二級以上時進駐

研析情資同步分享至37區公所

六、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協力團隊協助縣市應變中心研析預判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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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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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潛勢與脆弱度調查
• 辦理啟蒙啟動與民眾參與
• 辦理講習與訓練
• 繪製簡易風險地圖
• 整備資源、添購裝備
• 建立社區組織
• 擬定災害因應對策
• 辦理災害應變演練
• 社區防災士訓練
• 建置韌性社區推動記錄檔案
• 中央認證
• 持續運作計畫

韌性社區推動內容

七、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辦理韌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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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 維運社區

第一期

• 東區和平韌性社區
• 永康區復國韌性社區
• 安南區佃東韌性社區
• 南區喜南韌性社區

第二期

• 新營區中營韌性社區
• 柳營區果毅韌性社區
• 麻豆區晋江韌性社區
• 歸仁區七甲韌性社區

辦理日期 社區 辦理事項

112年04月28日(五) 歸仁區七甲韌性社區
簽訂災害防救合作備忘錄

7-11(花田門市)及全家(歸仁七甲店)

112年05月08日(一) 安南區佃東韌性社區 績優韌性社區現地訪視說明
112年05月10日(三) 永康區復國韌性社區 績優韌性社區現地訪視說明
112年05月12日(五) 安南區佃東韌性社區 績優韌性社區現地訪視相關作業討論
112年05月17日(三) 永康區復國韌性社區 績優韌性社區現地訪視相關作業討論

112年05月18日(四)
安南區佃東韌性社區
永康區復國韌性社區

績優韌性社區現地訪視
場地布置及相關作業確認

112年05月19日(五)
安南區佃東韌性社區
永康區復國韌性社區

績優韌性社區現地訪視

112年05月21日(日)
歸仁區七甲韌性社區
永康區復國韌性社區

韌性社區交流

112年06月01日(四) 永康區復國韌性社區 112年上半年度教育訓練
112年06月03日(六) 新營區中營韌性社區 112年上半年度教育訓練
112年06月06日(二) 永康區復國韌性社區 112年上半年度教育訓練

112年06月09日(五) 麻豆區晋江韌性社區
112年上半年定期會

112年上半年度教育訓練

112年06月17日(六) 東區和平韌性社區 112年度教育訓練
112年06月28日(三) 柳營區果毅韌性社區 112年上半年度教育訓練

112年06月30日(五) 歸仁區七甲韌性社區
112年上半年度教育訓練
簽訂災害防救合作備忘錄
(喜樂藥局、合進製麵場)

績優韌性社區現地訪視

安南區佃東韌性社區

永康區復國韌性社區

辦理日期 社區 辦理事項

112年7月31日(一) 麻豆區晋江韌性社區
112年下半年定期會議

防災社區交流(vs.埤頭水患自主防災社
區)

112年8月06日(日) 麻豆區晋江韌性社區 112年下半年度教育訓練暨環境踏勘

112年8月20日(日) 麻豆區晋江韌性社區 實兵演練

112年9月01日(五) 柳營區果毅韌性社區 社區現地踏勘

112年9月17日(二) 新營區中營韌性社區 112年下半年度教育訓練

112年9月17日(二) 安南區佃東韌性社區
112年下半年度教育訓練

下半年度定期會議

112年9月23日(六) 歸仁區七甲韌性社區
配合區公所辦理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與

宣導

112年9月23日(六) 歸仁區七甲韌性社區 112年下半年度教育訓練

112年9月26日(二) 柳營區果毅韌性社區 112年下半年度教育訓練

112年10月04日(三) 柳營區果毅韌性社區 實兵演練

112年10月21日(六) 新營區中營韌性社區 實兵演練

七、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推動韌性社區持續運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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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4 處

最多

8 處~10處

總計3場次

1.掌握各韌性社區持續維運狀況
2.拜訪調查瞭解社區資源需求(含裝備與設備)
3.持續維運社區辦理活動邀請鄰近社區、長照機構、企業及學校等參與

113年度預計辦理1場韌性社區聯合教育訓練

七、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推動韌性社區持續運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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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推動防災士參與防救災工作

59

其餘非參與臺南市政府辦理之
培訓課程，但設籍於臺南市之
人員，將由消防局每半年定期
將防災士名單函文區公所，並
進行相關資料調查與分類

蒐集防災士清單
並協助彙整分類

需依防災士個人之意願及其專
業背景來規劃，並於執行任務

時應配戴識別證

研擬防災士
可協助執行事項

規劃主要先以臺南市政府辦理培訓課程並取得認證的防災士為
主，針對其於災中協助意願進行調查，並根據其服務單位或專
業背景分類

1. 做為在地防災工作推動的主要骨幹
2. 推廣防災工作
3. 建立起聯繫管道
4. 初步掌握災害潛勢、脆弱度

平
時

1. 組織相關單位人員進行復原工作
2. 協助掌握相關單位災情
3. 協助復原重建
4. 擔任公部門與社區溝通的橋梁

災
後

1. 掌握與通報最新災情資訊
2. 相關單位如有災情時，能進行通報
3. 協助相關單位人員採取正確行動
4. 協助執行初期應變工作

災
時



• 考量臨時性編組成員背景難以掌握、缺乏足夠災害防救工作訓練，以及組織缺乏凝聚力等課
題，災害協作中心應依平時／災時設定不同任務範疇，並建立完整之災害協作中心設立流程
與災時人力運用機制

資料來源：「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協作中心運作指引(草案)」、內政部，112年

七、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建立災時志工中心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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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

簽訂合作備忘錄 229 家

簽訂合作契約 88 家

辦理企業防災講習/座
談/說明會等活動

8 場

14 家

705 人

企業參與演練

13 場

16 家

636 人

企業捐贈防災用品

3 場

526 家

1 人

企業捐贈
避難看板數量

11 家

39 處

企業防災能量調查 - 家

社區 數量 支援項目
柳營區

果毅韌性社區
4家 飲用水、乾糧、泡麵、飲用水

麻豆區
晋江韌性社區

7家
便當、民生物資、救護藥品、防疫物資、緊急

醫療、身心/精神專科
新營區

中營韌性社區
6家 餐飲、西醫、日常用品

歸仁區
七甲韌性社區

9家
怪手、山貓、夾子車、堆高機、貨車、拖板車、
救護藥品、防疫物資、麵食

永康區
復國韌性社區

8家

提供空地做緊急避難集合、提供庫存非處方藥
物、急救物資、協助緊急醫療處置、救災人力支
援、合辦教育訓練及演練、提供熱食、協助大體
運送、修補、認尋

安南區
佃東韌性社區

1家 移動式發電機

東區
和平韌性社區

6家 移動式發電機、提供商旅住房

南區
喜南韌性社區

11家
民生物資、喊話器、手電筒、電池、食用麵包、
便當、協助收容行動不便者、沐浴車

臺南市韌性社區合作商家清單

七、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 盤點企業及社區合作與認養社區資源調查

• 災害潛勢應用(套疊開口契約廠商所在地)

• 邀請專家學者或有執行經驗者參與企業防災座談

61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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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行政區

特優 優等 佳等

甲組 新營區 東區、佳里區 北區、安平區

乙組 麻豆區 西港區、關廟區 白河區、新市區

丙組 玉井區 大內區、左鎮區 將軍區、官田區

七、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辦理觀摩活動

62

結合三方工作會議進行辦理

辦理時機

展現區級災害防救特性成果分享

辦理內容

由112年度公所防災業務評核成績優異者共同呈展(15個行政區)，除了有關考核事項之類外，
亦會展示近年所製作之宣導物品，將防災創意點子能有互通交流機會

成展單位

為增進單位及機關間的交流，於活動上亦規劃邀請2個以上研究單位(如NCDR、其他協力團隊)
或相關機關團體共同參與



八、災害防救業務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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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防救業務重要成果

整備

應變

復原

減災

減災規劃防患未然

災害應變積極專業 防災整備兢兢業業

災後復原永續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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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防救業務重要成果-科技結合減災規劃

65

智慧防汛系統，獲亞太區智慧城
市IDC大獎、台南市水情即時通、
Line、Bot水情聊天機器

科技防汛

1. 道路挖掘行動查報系統獲國
家服務品質獎

2. 成立農來飛平台改善改善燃
燒稻草污染

科技防災

1. 全國首創救災現場遠端監控
配合無人機

2. 搶救生命新利器12導程心電
圖機

3. 無人機隊執行各式火警救
災、搜救、勘查

科技救災

全國首創台南共照雲、台南快疫
通、台南打疫苗平台、AI登革熱
防疫平台

科技防疫

建置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獲智
慧城市創新應用獎。

科技交通

1. 首創無人機空勤管制台，即
時畫面LIVE結合視訊系統，
打擊犯罪

2. 運用空拍蒐證，提升環境汙
染稽查效率

科技執法



八、災害防救業務重要成果-科技結合減災規劃

66

訂定「臺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並至少每2年修訂1次，訂定「臺南市各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備查程序」

完成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訂

深入社區及校園推動宣導防災知識，辦理防災教育研習活動、密室逃脫-救災體驗館

深根社區及校園防災教育意識

1. 災害防救業務考核依據各區公所管轄範圍內的人口數，將37個區公所分為甲、乙、丙三組
2. 由災害防救辦公室、民政局、社會局、消防局、警察局、環保局、衛生局及水利局等共8個單位，於汛期前實地

至各區公所展開跨局處聯合考核

強化37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考核工作



八、災害防救業務重要成果-防災整備

67

黃市長就任積極培訓1,148位防災士，7位榮獲內政部評定績優防災士

積極培訓防災士守護家園

1.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23區54處，106個獎項及5種子社區認證

2. 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7區16里，8里自主防災社區獲得農委會優質自主防災社區銅質認證

3. 韌性社區-8區8里，皆獲得1星韌性社區標章，永康區復國韌性社區榮獲112年全國績優韌性社區特優獎

加強輔導自主防災社區

1. 111年災害防救演習/111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5號)演習(評鑑特優)
2. 漢光、民安、萬安三大演習同步進行，呈現臺南6大特色!

112年全民防衛動員暨災害防救(民安9號)及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6號)演習，民安9號演習兵棋推演
與綜合實作獲評雙料特優，萬安46號演習獲評特優佳績，榮獲全國唯一三冠王殊榮

3. 113年災害防救演習暨2024台灣燈會緊急應變演練

完成各種災害類型創新演習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 以水災災害為主

➢ 2012年 ~ 至今

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

➢ 以坡地災害為主

➢ 2008年 ~ 至今

參與社區推動組織成員約1,492人

水患

地震

土石流

八、災害防救業務重要成果-防災社區經驗分享

68

➢ 以地震災害為主

➢ 2017年 ~ 至今

韌性社區



八、災害防救業務重要成果-災害應變

名稱 開設時間 開設時數 工作會報

0420豪雨
0420

-
0421

24小時
由水利局水情中

心守視0800 0800

杜蘇芮颱風
0725

-
0728

84小時
6次

裁示事項54項0800 2000

卡努颱風
0803

-
0804

22小時
由消防局應變中

心守視2000 1800

0810豪雨
0809

-
0811

41小時30分
由水利局水情中

心守視2000 1400

0816低壓帶
0816

-
0818

22小時
由水利局水情中

心守視2000 1800

蘇拉颱風
0829

-
0800

99小時30分
由消防局應變中

心守視0902 1130

海葵颱風
0902

-
1130

69小時
3次

裁示事項17項0905 0830

0907豪雨
0907

-
1800

96小時
0911 1800

小犬颱風
1003

-
0800

51小時30分
5次

裁示事項18項1006 1130

總計開設時數總計509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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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開設應變中心」

112年度應變中心總計
開設9次509小時

落實緊急「避難疏散」
及「收容安置」

協助撤離住處收容479人次

避難疏散收容

名稱 地點 撤離人數 最後撤離時間 收容處所

合計 479 - -

杜蘇芮颱風 東山、龍崎2區 45
2023/7/26 

14:00

台南尖山碑江
南渡假村、自
行依親等

海葵颱風

白河、東山、
六甲、安定、
玉井、楠西、
南化、龍崎8區

310
2023/9/3 

18:00

台南尖山碑江
南渡假村、
虎山小棧、自
行依親等

0907豪雨 白河區 51
2023/9/10 

22:00
虎爺渡假村、
自行依親等

小犬颱風
東山區、南化
區、龍崎區

73
2023/10/05 

11:30

南化區老人文
康活動中心、
自行依親等

1. 執行預防性封橋、快速應變搶修

搶通道路，保持通行

2. 控管EMIC案件，即時應變處置

3. 運用LINE群組，即時傳遞防災資

訊

4. 通知自主防災社區，即時通報各

項災情

啟動「EMIC及LINE群
組」進行災情查通報，
緊急搶修與救援工作



八、災害防救業務重要成果-災後復原

全國首創「1唯一3創新」掌握全市搶險搶修開口契約及災後復建工程

70

全國唯一災害準備金
由災害防救辦公室統籌

1
唯
一

1. 全生命週期管理
現場勘災至提報、設計、施工到完工全週
期控管

2. 組成施工品質抽查小組
聘請專家委員並召集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及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3. 組成防汛抽查小組
召集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水利局、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及政風處

3
創
新

近3年災害準備金

年度 111 112 113 總計(千元)

災準金額
度

1,022,000 1,026,000 1,169,429 2,048,000



龍崎區緊急移除路樹搶通道路

八、災害防救業務重要成果-杜蘇芮颱風期間-市長親自視察整備狀況及災害現場

市長視察永康抽水站

仁德視察仁德區三爺溪防颱整備
工作

視察麻豆區文旦柚是否落
果

火車站前的路樹傾倒

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71



辦理節水比賽

協助自來水公司辦理水表鉛封作業

辦理節水宣導活動

成立抗旱專區

回收建築工地抽排地下水供產業用水

市府帶頭使用回收水抗旱

八、災害防救業務重要成果-旱災期間市長要求加強各項節水抗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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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防救業務重要成果-災害防救屢創佳績

73



九、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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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 語

• 災害防救工作涉及多領域、多面向，首重「橫向溝通」

與「垂直整合」，尤其講究「團隊合作」及「溝通協

調」

• 台南市就是由下而上、向下紮根，並以「自助、互助而

後公助」的基本觀念，加上防災社區、智慧防災輔之，

構築「強韌防災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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