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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賢龢博士

• 官界經歷
•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組長/2018-

2020

• FEMA年度研討會共同主辦人
/2021-Present

• 指導與協助台北市政府辦理跨
局室防災演習/2019 &2021

• 更新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演
習指導手冊/2021

• 產業界經歷
• 美國NFPA 1600（企業營運不
中斷與危機管理標準）技術審
議委員

• 國際災難恢復協會(DRII)專家
委員

• 友達光電全災害管理輔導顧問

3



簡報大綱

•典範的轉移

•怎樣提高社區的防災韌性

•美國災害相關志工管理實務

•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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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的轉移
卡崔納風災後關注的重點改變

強化地區的防災韌性 >> 強化關鍵基礎設施

韌性的定義(Resilience) - 遇到衝擊後可以迅速復原的能力

核心思想並非「避免災害發生」，而是即便災害發生了，我們要怎
樣迅速反應與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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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社區的防災韌性
可以做些什麼？

• 理解災時人類的行為

• 社區災害資訊的傳遞（警報發放）

• 協助人員疏散撤離

• 災時捐獻物資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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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災時人類的行為

•接收到的資訊不見得正確
• 媒體有不同的取向與角度

• 歐洲洪水報導：

• 義大利 – 當地的災情與罹難人數

• 英國 – 古蹟的維護與保存

• 媒體因為採訪的限制通常反映了「指揮站」的官方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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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災時人類的行為

•接收到的資訊不見得正確
• 媒體有不同的取向與角度

• 通常不會報導非傳統的救災活動
• 只有 8.6% 的報紙文章與 8.4% 電子媒體報導搜救活動的細節 
• 媒體通常不知道接下來的救災做法與行動

• 注重在傷亡人數與名單上
• 沒人可以精確地算出傷亡的數量

• 現場混亂人數清點不易（身分證明在災害中毀損/屍體不完整）
• 直接與間接死傷人數
• 生理與心理的傷害
• 許多人不會到醫療院所尋求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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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災時人類的行為

• 人們會感到恐懼(fear)而不大常失控(panic)

• 恐懼感會升高因為：
• 人們沒得到足夠的資訊

• 對某些災害不夠瞭解：

• 核電廠 ≠ 核子彈

• 微波爐加熱過的食物能吃嗎？

• 減低恐懼的方式是提供充足的資訊

• 華府地區槍手攻擊的例子

9



理解災時人類的行為

•多數人以為人遇到災害時會
失控(panic)，所以：
• 各種物資都可以捐獻

• 各種血型、食物、用過的衣服
等

• 受災民眾無法做出理性判斷
• 需要有強而有力的組織來指
揮與管制災民的行動？
• 宣布戒嚴？
• 要有警察攜帶步槍站在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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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災時人類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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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災害不會摧毀所有的
物資
• 災民並不需要各種捐獻物資

• 二手衣物
• 各種血型
• 各式食品與飲料

• 災害反而會讓人們更加互助
• 人們需要掌握與搜尋不同來源的
資訊

• 資訊內容要清楚可行（接下來要
做些什麼？）



社區災害資訊的傳遞

•人們接受資訊的步驟：
• 接收資訊

• 懷疑資訊的真偽（傾向否認災害發生）

• 利用不同的管道驗證資訊的真偽

• 確認為真後，思考當下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法

• 接受有權威或專業的人的指引

• 運用熟悉的路徑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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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災害資訊的傳遞

•提高人們配合度的方式：
• 讓他們理解災害的內容

• 對於不熟悉的災害比較願意聽
從權威的建議

• 讓他們相信災害確實發生
• 感受到個人將受到危害

• 當災害迫在眉睫比較容易聽從
建議

• 過往的警報真實性高
• 利用公眾人士、專業單位、或
是公權力機構發布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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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警報內容包含：

• 受眾清楚（誰將被災害波及）

• 當前情勢的緊急（即將發生什麼）

• 受災的可能（如果不動作會有什麼危害）

• 受衝擊的地區（哪些地點會受災）



社區災害資訊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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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們配合度的方式：

• 告訴他們建議的做法
• 人一定會參考自身經驗或過去學
過的知識採取動作

• 提供符合人類行為的建議
• 身上著火時不要跑動？

• 提供細節
• 民眾會問「萬一…如果?」的問題



協助人員疏散撤離

•疏散須考量：
• 疏散的人數（每戶數量不同）
• 實際疏散的困難

•日間疏散須考量交通時間
• 民眾自辦公室或學校返家的時間

• 人們傾向等全家到齊後才開始離開

• 不同季節的人潮（例如夏季海邊會比較多人）
• 遊客也須疏散

• 不同語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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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人員疏散撤離

•疏散所需的時間
• 人們需要準備時間

• 準備離開工作地點
• 從辦公室返家
• 集合家庭成員
• 把家裡電器關好，門鎖好再離開

• 根據國外的研究：
• 在都市中疏散一百萬人需要四十個小時
• 有特殊需求的人群需要更長時間

• 安養中心、幼稚園、啟明學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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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人員疏散撤離

•會有非災區的人一齊被疏散(spontaneous evacuation)
• 聽從媒體建議主動撤離

• 因為恐懼而離開居住地點

• 美國三哩島核災經驗：
• 當局建議15,000人撤離，但最後有150,000人離開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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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時捐獻物資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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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會激起民眾的惻隱之
心
• 災害地點會擠滿湧入的志
工、物資、與相關人等

• 災害現場物資如不管理會
形成另一場災害

• 建立網路表格隨時更新

• 利用官方帳號更新資訊

• 實例：維冠大樓救
災人員需要手套？



美國災害相關志工管理實務
怎麼做？

• 災害會有大量的志工湧現

• 志工們與救難機關合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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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志工湧現

•帶來在地的知識與相關資源
• 在地的志工最了解在地的環境

•沒有固定的答案：
• 保護志工們的安全

• 保險的制度

• 建立志工資格認證
• 合格志工清冊要隨隊攜帶

• 全國志工資格系統(National Qualification System)

• 志工的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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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們與救難機關合作的方式

• 9/11恐怖攻擊後第一件事是管制現場
• 防止第二波攻擊
• 保護現場

•參與現場工作的人必須納入現場指揮體系：
• 融入現場作業團隊

• 實例：維冠大樓倒塌３位韓國搜救隊員自費來台

• 理解應變重點與次序
• 基本的災害應變邏輯(人命救助>控制災情>財物防護）
• 理解現場救災的整體目標

• 大目標與方向可能與個別團體不同
• 實例：清理救災現場以恢復交通，還是繼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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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們與救難機關合作的方式

•心理支持與特殊物質調配
• 協助家屬度過難關

• 避免救難人員與家屬過度接觸

• 協助調度物資（機械或工具等）

• 協助管制救難物資的發放

• 現場導覽與動線控制

• 避難地點的巡邏與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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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們與救難機關合作的方式

•避難所開設地點考量
• 只有少數的人會在避難地點停留

• 美國的研究指出只有20%的人需要避難所，除非：

• 當地有高比例的低收入家庭

• 疏散時正值深夜

• 當地氣候不佳

• 交通阻塞

• 避難所開設地點必須：
• 不會受到二次危害（颱風過後會淹水）

• 車輛或物資可運到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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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們與救難機關
合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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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所開設考量
• 民眾傾向與自己熟識的
人住在一塊

• 把鄰居、家庭、與
朋友們安排在一起

• 注意避難所內的安
全

• 男女廁所比例建議
是1:2



感謝聆聽，歡迎提問(Q&A)
RAY.CHANG@ERAU.EDU

FB: 美國災害應變專家張賢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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