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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損失評估

設計災害演習 制定防災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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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強震毀家園4百多位災民躲小巨蛋避難-社會-中時電子報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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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災民

眾臨時收容、社會救助及弱勢族群特殊保護措施。

依據社會救助法第26條：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應視災情需要，依下列方式辦理災害救助：

五、設立臨時災害收容場所。

依據新竹縣災害避難收容設施標準作業規定



避難收容是一連串複雜的工作，包括規劃收容場所及整備民生物資以安置避

難人員。

避難收容三階段

• 在實務工作中，一般將避難
收容分為臨短收容、中期收
容、長期安置等三階段，長
期收容通常已進入復原重建
階段，如：興建永久屋。

災害
發生

緊急避難場所：空地、綠地、公園及道路

臨時/短期避難收容所：學校、活動中心、廟宇、公園、體育館

中期收容所：臨時性住屋，組合屋/中繼屋



避難收容依避難民眾停留時間及災害發生時序區分：

緊急避難場所 第一時間避難

災害發生3分鐘內，尋求
緊急避難，屬自發性避難。
以開放空間為主，包括空
地、綠地、公園及道路等。

臨短避難收容場所
臨時、短期收容
1~14日

事先準備之空間，可安全
停留，具備基本生活設施，
或可搭蓋臨時帳棚或提供
短期留宿。

中長期收容所
中長期收容
2個月以上

提供重建完成前所需，提
供避難者各項支援，擁有
完善設施及可供庇護場所
(組合屋、永久屋)。
以閒置軍營、宗教機構、
國有地、醫衛機構（需照
護者）為主。



避難收容所管理工作

1.收容所

規劃調查

2.收容資

源整備

3.避難人

員登記

4.避難人

員照顧

5.避難人

員返家

6.場地復

原

7.開設演

練

避難收容

• 依據地方政府所訂定
之相關作業要點或實
施計畫綜整。收容所撤除

收容所開設

收容所營運

收容所整備

資料來源：整理自NCDR「防災易起來」網站。



1.收容所規劃調查 收容所選址(臨短期避難收容所)

管理層面：一般選擇公有建物或場地，如社區活動中心、學校、體育館，為便利聯繫與

管理；另可選擇寺廟、教會等。

空間層面：具有一定的空間場域可安置避難人員，如是室內避難收容所最好本身具有基

本生活設施，如廁所、照明、隔間、衛浴、廚房、供水、供電、廣播、無障礙設施…，但

仍有替代方式。

安全層面：未落在政府公告的災害潛勢範圍，且因應不同地區災害特性，進行相應的收

容所選址與規劃。若為室內建築，應擇結構安全，最好通過耐震評估。

交通層面：入口道路至少能讓車輛進入，利於民眾載送或物資運補。

識別層面：選擇明顯或居民熟悉之地標，方便居民記憶，利於外地人找尋。



1.收容所規劃調查 收容所選址(臨短期避難收容所)

安全層面：避難收容所屬非適用災害類別之安全性建議

地震災害：非處於鄰近斷層帶500公尺範圍內，通過結構物耐震

初步評估，且可以提供室外避難收容空間，不受鄰近建物倒塌之威脅

者。

淹水災害：非處於水利署公布一日暴雨450毫米淹水潛勢區域內，

且可以提供室內避難收容空間者。

土石流災害：設置地點不位於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公布之土石流

危險潛勢溪流溢流區域者，且可以提供室內避難收容空間者。

坡地災害：設置地點不位於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布之順向坡

滑動區域者。



1.收容所規劃調查 收容所選址

安全層面：利用NCDR災害潛勢地圖網站，確認處所未落在政府公告的災害潛勢範圍

https://dmap.ncdr.nat.gov.tw/


1.收容所規劃調查 收容所規模

收容所規模 適用時機 收容空間 開設人力

社區等級
社區、聚落避難

(土石流預防性避難)

活動中心、村里
辦公處、國小

村里長

鄉鎮等級
災害影響較多村

里
公家機關、各級
學校、防災公園

社會課

縣市等級
鄉鎮已無能力，
必須支援開設

縣立體育館、大
學校園、防災公

園
社會處



1.收容所規劃調查 收容所基本生活設施(臨短期避難收容所)

• 為確保收容所各項硬體環境運作正常，應進行設備、設施、物資、空間容量、建物
環境、特殊用品等項目之檢查，確保收容所於開設後能順利運作。

基本生活設施 類別 名稱 數量

設備

消防設備 滅火器、住警器

照明設備 燈具

空調 冷氣機、電風扇

通訊設備 市內電話、無線電

會議設備 簡報系統、電腦、會議桌椅

廣播設備 廣播系統

臨時供電設備 小型發電機

儲水設備 水塔

供飲用水設備 飲水機

烹調器具 瓦斯爐、炊具

設施
盥洗室 男廁、女廁、無障礙浴廁、淋浴間

廚房 廚房

空間
儲物空間 儲物室

隔間 哺乳室、醫護室、諮商室



1.收容所規劃調查 收容所空間與可收容人數估算建議

空間估算(平方公尺) 收容人數估算(人)

室內 • 樓地板面積
• 樓梯間、辦公室、固定裝潢

設施需扣除

有效收容面積除以4平方公尺。

室外 • 收容安置區面積，一般選擇
平坦、面積較寬廣集中(不零
散)

• 注意與樹木植栽隔開之距離

有效收容面積除以6平方公尺。

備註 建議整數位捨去。
如：面積為803平方公尺寫為
800平方公尺

建議整數位取最接近之0或5。
如：可收容人數為123人寫為
120人。

有效收容面積以實際可用做收容運作使用空間之面積為主。

資料來源：整理自NCDR「防災易起來」網站。



1.收容所規劃調查 特殊需求者特別安置

• 特殊需求者（洗腎、需呼吸器或氧氣製造機、老人、身心障礙者、重病者等）應

優先並提前送至適當的機構安置。如老年人可送至安全的社福機構協助安

置，插管或重症者則應直接送至安全的醫療機構安置。

• 為使得災時能順利安置特殊需求者，於平時就須盤點並確認特殊需求者所在位置
以及不同災別的適當安置處所為何。

• 考量運送方式及交通設備是否符合需求。

• 準備妥特殊需求者、家屬與安置地點之間聯絡窗口等事宜，以利追蹤及通報特殊
需求者的位置及安全。



生活資源整備估算建議(每人每日消耗量及計算方式)2.收容資源整備

資料來源：整理自NCDR「防災易起來」網站。



生活資源整備估算建議(每人每日消耗量及計算方式)2.收容資源整備

資料來源：整理自NCDR「防災易起來」網站。



生活資源整備估算建議(每人每日消耗量及計算方式)2.收容資源整備

資料來源：整理自NCDR「防災易起來」網站。



生活資源整備其他注意事項2.收容資源整備

考量供餐的特殊需求

•如準備食材時，需考量嬰兒、老人等食材的差異以及準備的比例。以及有宗教信仰者的餐飲需求（如素

食、禁豬肉等）。

物資調度與管理

•若發現不足或缺乏特殊用品等，應能向物資集散中心提出需求。

•物資調度較常遭遇資源分配不均、特殊物資無法立即採購(如發電機、救生繩索、特殊奶粉）等問題。

•易成孤島地區，建議可劃設空投物資地點，收容所則應規劃物資取回人力與工具等，同時，重要民生物

資可於收容所內儲備。

定期查核收容所儲備物資(主要是民生及醫療用品)

•尤其在汛期前，縣市政府應督促鄉鎮公所確實盤點，倘若有經費不足，致使物資儲備量過少時，應能回

報縣市政府協助處理。

簽訂開口合約

•註明廠商所能提供的品項及數量，亦可透過「緊急採購」方式辦理。



開設準備 環境檢查

災後，迅速確認收容所建築結構是否安全(梁柱是否產生2mm裂縫、牆壁大
範圍龜裂、外牆磁磚剝落皆不適合)無法判斷時，請政府或專業技師快速勘
驗。其他檢查項目確認是否堪用：

資料來源：整理自NCDR「防災易起來」網站。



開設準備 工作分配

資料來源：整理自NCDR「防災易起來」網站。



開設準備 場地布置

門口設立收容所招牌



資料來源：圖片引用自NCDR「防災易起來」網站。



登記作業3.避難人員登記

收容所開設後，首先進行避難人員登記與報到程序，以統計收容人數。

避難人員登記表

編號 姓名 性別 連絡電話 地址 身分需求 備註

 單身 慢性病

 家庭 寵物

素食

行動不便



登記作業注意事項3.避難人員登記

掌握特殊需求者名冊

• 應掌握特殊需求名冊。所謂特殊需求者指有特殊需求的人，如洗腎患者、需呼吸器或氧

氣製造機等重症者、老人、身心障礙者等。有助於提供特殊需求者相關協助，如空間配

置、設備、藥品、照護人力等。

建立針對特殊需求者的轉送機制

• 特殊需求者若不適宜安置於收容所時，應能協助轉送至適當的安置機構，如：鄰近的社

福機構、護理之家、醫院等。

進行e化收容所管理

• 為提升收容所災民報到的效率，建議可E化報到與管理程序，同時也可減少報到所需管

理人力，報到資料也較為精確。



基本物資供應、生活照顧、醫療、安撫服務4.避難人員照顧

資料來源：整理自NCDR「防災易起來」網站。



基本物資供應、生活照顧、醫療、安撫服務4.避難人員照顧

資料來源：整理自NCDR「防災易起來」網站。



5.避難人員返家

收容所在其階段性任務完成時，皆需要進行民眾遣返的動作，如交通工具的準備、
物品清點、若轉移至其他安置地點，應進行登記，確保掌握避難民眾動向、獨老與
孤兒等特殊需求者是否需由社會局介入處理等。

交通工具的準備

• 有交通問題的避難民眾，可由村里長安排鄰里志工協助返家。

• 可規劃民眾返家之交通工具，客運業、計程車隊、國軍。

• 中期收容轉至長期收容應協助避難民眾轉移至安置處所，如組合屋或永久屋等。

孤兒、孤老安置處理

• 應留意無依獨老與孤兒於收容所解編後，是否有適當的安置地點，必要時，應由

社會局介入處理，協助其長期安置。



6.場地復原

通知「收容所災民、相關政府部門與其他合作夥伴」收容所即將關閉

• 收容所關閉需告知其他相關單位及人員，已順利結束收容所階段性任務。

進行災後物資清點

• 確定物資儲備現況，以及後續歸還、儲備、轉交等處理方式，同時應於原使用之物資儲備

系統中，更新物資儲備現況、位置與數量等。

檢查硬體設備及設施

• 清查收容所各項硬體設備及設施（如廁所、電話、電視、滅火器、逃生設備、飲水機等），

若有損壞或短缺應向鄉鎮市公所回報並申請維修或採購。



7.開設演練

資料來源：整理自NCDR「防災易起來」網站。



演練項目7.開設演練

4.檢討會議

3.收容所特殊事件處置

寵物 醫護需求 特殊物資需求 心理安撫 私人物品失竊

2.避難收容所營運(實際請居民進入接受安置)

進入導引 登記
發放基本生

活物資
安置 慰問

供應餐食(

實際供應)
環境清潔

1.避難收容所開設布置

場地



這是我們想要的收容所嗎/311東日本大震災



這是我們想要的收容所嗎/熊本震災



這是我們想要的收容所嗎/花蓮震災

廣推依親

規劃旅宿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