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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立業務持續運作計畫指引

行政院 111 年 6 月 10 日院臺忠字第 1110013085 號函核定之「強韌臺灣大規模
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112 年度施政計畫
 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盤點避難收容處所於大規模災害時所能發揮使用，利用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演練，檢視避難收容處所營運管理手冊及避難收容處所維運計畫，並將檢討事項納入相關程序修訂。

（二）演練議題設計原則
1.演練議題可參考以議題需以符合大規模災害可能發生之情境（如規模設定、災害衝擊、衍生議題等）
為原則，不宜侷限於參演單位可處理之範圍；另因應大規模災害之不可預測性，建議宜將無腳本演練
及臨機議題等操作方式納入辦理演練之考量。

2.演練下建議，並就發展情形、組織架構與業務職掌、任務分工以及災害管理之等實際需求彈性調整：
（1）基礎建設及維生設施服務中斷。
（2）交通及通訊等系統性服務失效。
（3）可供調度之人力不足及合作機制失效。
（4）災害應變處置與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5）災時協作機制啟動與運作。
（6）其他特殊情境。
（7）業務持續運作機制啟用與運作。



直轄市、縣（市）大規模風災震災避難收容處所維運指導原則

112年11月7日內政部內授消字第11208267351號發布。依據行政院 111 年
6 月 10 日院臺忠字第 1110013085 號函核定之「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
備與協作計畫」（以下簡稱強韌計畫）辦理；並視各年度計畫推動情形滾動式
修正。
一. 為利避難收容處所快速完成開設，並滿足開設營運期間之各項需求，各直轄市、縣（市）及各鄉、鎮、

市（區）公所應於災前建立避難收容處所平時維運管理及更新機制，並進行相關整備工作：

（一）各直轄市、縣（市）及各鄉、鎮、市（區）公所應於災前就各項災害防救相關既有資源進行盤點，
並於災前就不足之處擬訂因應對策：

1.轄下避難收容處所之最大同時開設數量及營運人力需求估算。

2.各避難收容處所之設施設備能量、物資儲存情形、空間規劃，最大可收容人數等。

3.災時可供調度之各項資源能量，包括相關人力、志工及各項民生物資（含開口契約廠商）等。

（四）避難收容處所應造冊列管，且資料需包含地點、收容能量、儲備物資相關資訊、聯絡人（含平時／
災時／夜間聯繫窗口）資料等必要項目，並視實際需求增列及擬定避難收容處所優先開設順序。

（五）避難收容處所應考量無障礙設施設備、維生儲水及發／儲電設施設備、廣播或通訊設備、避難指示
及消防設施設備、浴廁等盥洗與衛生設施，以及廚房或炊具設備等各項必要性設施設備進行整備
或研擬配套措施及替代方案；且宜考量收容民眾之隱私，就多元性別（包括不同生理性別、性別
認同、性別表達及性傾向等）進行空間區劃。



直轄市、縣（市）大規模風災震災避難收容處所維運指導原則

九.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鄉、鎮、市（區）公所應就避難收容處所開設與維運等議題辦理相關推演，
亦可納入各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公所之例行性兵棋推演與實兵演練辦理，並紀錄演練
成果之檢討；另建議應將與協作對象之合作機制、特殊收容對象與狀況處置及多處避難收容處所同時
開設等納入演訓情境。

112年11月7日內政部內授消字第11208267351號發布。依據行政院 111 年
6 月 10 日院臺忠字第 1110013085 號函核定之「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
備與協作計畫」（以下簡稱強韌計畫）辦理；並視各年度計畫推動情形滾動式
修正。



減災動資料評估系統

減災動資料主要團隊成員
楊惠萱、廖楷民、林美君

/協助許秋玲、簡頌愔
/組長李香潔



減災動資料如何作為兵棋推演或實兵演練的工具

議題性兵棋推演 實兵演練的腳本設計

據以檢視轄內社會
情境設定的合理性
或幫助情境設定

社會脆弱度評估系統 撤離與收容評估系統



了解轄區內的人口條件與災害弱勢情況

性別

年齡

行動
不便

特定需求者會有哪些特定需求的物資？
（嬰兒需求、兒童需求、老人需求、女／男性需求、外籍人口需求、旅客需求等）



客製化社會脆弱度評估

單一年度行政區比較

單一行政區歷史趨勢

(自行上傳數據/ 暫存/ 搭配系統指標)

減災動資料-社會脆弱度評估系統

社會脆弱度指標查詢與展示

單一年度行政區比較

單一行政區歷史趨勢

(縣市33指標/鄉鎮32指標)

撤離與收容評估系統



20項

4項

8項

33項

縣市與鄉鎮評估指標（SVI）總覽



指標的正負意義

代表和社會脆弱度的關係

正向指標：增加脆弱度

負向指標：降低脆弱度



社會脆弱度評估方式有兩種-Ｚ指數

單一年度
行政區比較

Ｚ指數

縣市 / 鄉鎮

選擇指標



社會脆弱度評估方式有兩種-Ｚ指數

單一年度
行政區比較

Ｚ指數

縣市 / 鄉鎮

選擇指標

查看分類或指標



了解轄區內的人口條件與災害弱勢情況

縣市災管人員



了解轄區內的人口條件與災害弱勢情況

縣市災管人員



社會脆弱度評估方式有兩種-S指數

單一縣市
歷史趨勢

S指數

縣市 / 鄉鎮



了解轄區內的人口條件與災害弱勢情況

鄉鎮市區災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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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縣市歷史趨勢（S指數）
會解讀很重要

• 綜合指數(SVID)：指數越高，表示脆弱度越高。

• 暴露量(+)：為考量人口、產值與建物，指數越高代表暴露量越高。

• 減災整備(-)：為考量減災工程、法規執行、防災教育，指數越高代表減災整備能力越佳。

• 應變能力(-)：為考量災害弱勢、消防及醫療院所等指標，指數越高代表應變能力越佳。

• 復原能力(-)：為考量家戶經濟、地方財政、保險及社會支持。指數越高代表復原能力越佳。



90

95

100

105

110

115

綜合指數(SVID) 暴露量(+) 減災整備(-) 應變能力(-) 復原能力(-)

憶一下去年講的台中市歷史趨勢解析



指標的應用

嘗試另一種操作方法
依據災害情境想定，找出比較相關的指標檢視情境想定的合理性
或依據弱項來進行腳本設定
例如：僅截取土石流情境想定相關指標來進行檢視，設定腳本



一般應用評估系統操作小撇步

1. 先看綜合指數(SVID)瞭解整體趨勢

2. 查看四分類瞭解何者趨勢較弱

3. 針對表現較弱的分類，進一步查看其指標細項表現

不論是針對縣市或鄉鎮……



歷史資料查詢與展示

撤離 / 收容人口與物資推估

收容所資訊查詢

撤離人次

收容人次

歷史警界熱區

撤離人口估計

收容人口估計

收容空間估計與示警

收容物資估計

地址

適用災別

室內外

適合弱勢安置

可收容人數/空間

聯絡人資訊

撤離與收容評估系統



內政部
撤離人次統計

衛福部
收容人次統計

氣象署歷史颱風
路徑、強度

水利署
一級/二級
淹水警戒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土地利用調查

農村水保署
土石流

紅/黃警戒

主計總處
戶籍人口統計

NCDR收容意向調查統計

農村水保署
土石流潛勢
保全人口 內政部門牌點位

衛福部社政防救
災整合平台

水利署
第三代
淹水潛勢

減災靠數據

決策有依據

綜整部會資料加值運用

消防署
EMIC 2.0



各縣市歷年平均撤離人次
(2011-2023)

撤離與收容評估系統-歷史資料查詢與展示

 歷史撤離 / 收容人次 資料取自內政部統計處及衛福部統計處

依消防署認定之颱風豪雨事件為準（自2011年起）

台中市

平均 131

總數 2,355

事件 18

臺中市歷年平均撤離人次
(2011-2023)



依颱風路徑

依颱風強度

依事件發生年份

依颱風豪雨事件

撤離與收容評估系統-歷史資料查詢與展示

 歷史撤離 / 收容人次 資料取自內政部統計處及衛福部統計處

依消防署認定之颱風豪雨事件為準（自2011年起）

尼伯特颱風：17,368

全國累計撤離人次(依颱風豪雨事件)

羅列前10名



撤離與收容評估系統-歷史資料查詢與展示

統計各鄉鎮/縣市歷史上發布過的警戒次數：
-土石流黃色與紅色警戒發布次數（自 2005 年起）
-淹水一級與二級警戒發布次數（自 2011 年起）
資料取自水保署及水利署，介接自災害示警公開資料平台(CAP)

 歷史撤離 / 收容人次

 歷史警戒熱區



臺中市淹水二級警戒熱區

撤離與收容評估系統-歷史資料查詢與展示

統計各鄉鎮/縣市歷史上發布過的警戒次數：
-土石流黃色與紅色警戒發布次數（自 2005 年起）
-淹水一級與二級警戒發布次數（自 2011 年起）
資料取自水保署及水利署，介接自災害示警公開資料平台(CAP)

 歷史撤離 / 收容人次

 歷史警戒熱區

淹水警戒

以鄉鎮市區發布 選擇縣市看各鄉鎮

一級 / 二級



撤離與收容評估系統-歷史資料查詢與展示

統計各鄉鎮/縣市歷史上發布過的警戒次數：
-土石流黃色與紅色警戒發布次數（自 2005 年起）
-淹水一級與二級警戒發布次數（自 2011 年起）
資料取自水保署及水利署，介接自災害示警公開資料平台(CAP)

 歷史撤離 / 收容人次

 歷史警戒熱區

臺中市和平區村里土石流紅色警戒熱區 土石流警戒

以村里發布

選擇鄉鎮看村里

紅色 / 黃色



撤離與收容評估系統-撤離 / 收容人口與物資推估



撤離與收容評估系統-撤離 / 收容人口與物資推估

占戶籍人口 0.13%~0.63%

依歷史撤離人口

平均值

最大值

依潛勢人口

最小值

最大值

撤離人口估計 收容人口估計 收容空間估計 收容物資估計



依潛勢人口估計最大值與最小值的意義

依潛勢人口

+土石流保全人口

水災保全人口

=

或 X 各鄉鎮收容率估計參數

(依據NCDR全國收容意向大調查估計而得，N=4,802)

(淹水潛勢套疊/50公分以上/住宅等相關用地/門牌點位去樓高)

潛勢套疊人口(第三代)

200mm/24hrs 350mm/24hrs 500mm/24hrs 650mm/24hrs

相加以後，數值大的即為最大值，數值小的即為最小值



每人 4 平方公尺，不含公共空間

預設最低收容人數為村里20 人 / 鄉鎮70人

收容空間推估與示警

教育部設備基準 112.5 平方公尺/間

(鄉鎮市區公告之收容所空間，依衛福部社政防救災整合平台及縣市公告空間推估)

充足 ！ 不足

撤離人口估計 收容人口估計 收容空間估計 收容物資估計

需要空間

約相當於

現有收容空間



依據收容人數推估

預設最低收容物資為村里20人份 / 鄉鎮70人份

收容物資推估

日用品 / 食品 / 寢具 / 衛生設備

衛福部(2023)《直轄市、縣(市)政府因應天然災害避難收容處所
緊急救濟民生物資整備及管理要點範例》

2天 / 3天 / 10天

便當 標準：3份/人日

飲用水 標準：4L/人日

嬰兒奶粉 標準：150g/人日

粥 標準：90g/人日

食品

食品

撤離人口估計 收容人口估計 收容空間估計 收容物資估計



收容物資推估

撤離人口估計 收容人口估計 收容空間估計 收容物資估計

泡麵
麵包
米
香積飯

嬰兒罐頭

八寶粥
即食粥

福慧床
躺椅

日用品 / 食品 / 寢具 / 衛生設備



收容物資推估

撤離人口估計 收容人口估計 收容空間估計 收容物資估計

一鍵下載

泡麵
麵包
米
香積飯

嬰兒罐頭

八寶粥
即食粥

福慧床
躺椅

日用品 / 食品 / 寢具 / 衛生設備



範例：台中某社區實兵演練腳本

災民陸續前往避難處所，人
數眾多，由收容組的成員協
助安置作業，協助登記、安
撫、物資發放。此時，因民
生物資不足的問題，災民起
爭執，向公所請求開口契約
的支援。

收容人數的掌握

依據人數估計所需物資

收容開設人力的掌握



估計系統可以幫忙做比對

範例：新竹縣兵棋推演重點

收容人數的估計

物資量的估計

撤離人數的估計

1. 推估影響區域與人數
2. 協助居民撤離

1. 收容所開設情形
2. 收容所生活物資
3. 垂直避難居民之物資供應

開設人力的估計 既有物資存量

開口契約量

既有收容空間

決定收容所數量



範例：新北市某區兵棋推演腳本

1. 土石流保全戶疏散避難
2. 民眾收容安置

收容人數估計

收容空間估計

(特定)物資量估計

撤離人數估計 車輛需求

人力需求

開設幾處

人口特徵掌握



補充說明



基隆市推廣至村里/社區

社區防災教育訓練分享與交流_基隆教育新聞稿



收容所的空間(面積)要怎麼量測？

Q：收容空間是怎麼估計出來的？

A：「它的那個執照那個，我就看它那個的面積…..這個地方收容面積如上，

那我就直接除以四，就算我們的最大容量，是這樣子算的。」

「它可能就只有這一個空間，譬如說他可能就只有這一層樓跟這一間

是給我們的。那個我還是不知道它到底是多少，就像我們這裡六千多

(平方公尺)，可是是一整棟的，但我還是不知道這裡頭一層樓到底多大

啊。」

X X 區公所的困境



A：「你要我們每一年都去45個收容所重新去量嗎？那你的標準到底在哪裡？我會

覺得如果你今天給我一個很明確的標準，然後告訴我們是怎麼去評量，那你要

求我們去修正或改，我覺得那個我可以接受。可是問題是你從來都沒有，連社

會局自己承辦人換了都比我們還快，那誰知道那個東西到底要怎麼把它量出

來？」

缺乏人力 缺乏工具 缺乏時間

收容所的空間(面積)要怎麼量測？



收容所的空間(面積)要怎麼量測？

缺乏人力

缺乏工具

缺乏時間



收容所的空間(面積)要怎麼量測？

手機app下載測量儀器
現場實地鋪設睡袋/巧拼等寢具測量

購入量測工具：如測距輪、雷射測距儀、紅外線測距儀等，價格約在新臺幣
500元至3000元不等

針對需要頻繁開設收容所及同時開設多處收容所者

委託專業廠商的方式處理

(可以節省很多測量時間，並大幅提升收容空間與可收容人數的估計準確度，逐步依序完成轄內各收容所的空間
估計，倘若未來收容所有更替時，重新量測的便利性也較高)

針對不常開設或多數只需開設一處收容所的地區



台南市用以撰寫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Q&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