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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策略

 1 科學議題

 2 推動防災相關法令、規範會議

 3  提升防災績效 落實分工權責



防災作業

 1 監測

 2 教育訓練

 3 通訊

 4 預報



科學議題

 1 建議在氣候變遷下，對水資源分配、管
理及使用之經濟分析與研究(如:水價合理
化、水權調整) →

 2氣候變遷對台灣乾旱災害之衝擊與防治策
略 推動降雨型態 雨量變化趨勢研究 →

 3引進先進地表、地下、大氣、海洋、海下
之遙感探測系統並整合於防災作業上之研
究

 4 加強高濃度洪水沉積物特性研究



推動法令規範

 1 指派防災相關專業官員參與自然災害防治
的整體參謀規劃

 2 指派高層人員(政務委員)推動以下各種會
議：
(1)依防災及使用風險等級奠定防護及規範整合，如:

防洪標準、道路橋梁營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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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Å�³ 以參與較佳因位階關係
恐無法主導
MLLIN, 2011/4/28

�à�Æ�³ 建議將(1)(2)整合為:依防災及使用風險等級訂定防護規模及規範整合
MLLIN, 2011/4/28



推動新法令之修改

 1 推動災防法修改 包括坡地災害法令及

主管業務執行單位→

 2 推動全流域管理為基礎之相關法令

 3 配合組織再造修改水利法

 4 推動災害諮詢資訊公開法，例如:災害潛勢
區範圍公開之程度

 5 推動國土計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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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Ä�³ 是否刪除水利署字樣
因組織再造為全面性調整
MLLIN, 2011/4/28



提升防災績效 落實分工權責

�2�/由政府主管防災策略之部會，除

災防 (對策)辦公室外

並成立或擴編有足夠專業人力之

 自然災害情報(資訊)整合中心

橫向整合防災專業科技資訊

 自然災害專業獨立調查委員會

(1) 評估防災相關投資績效

(2) 專業調查自然災害事件

�3�/檢視五都與各縣市防災體系→



防災作業-監測

 1 設定精密降雨監測網優先次序(應提昇山坡
地雨量監測站網密度)→

 2 建立作業性坡地監測系統

 3 建立作業性水砂監測系統

 4 引進先進遙感探測裝備，改善即時災情資
訊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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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Ç�³ 應提昇山坡地雨量監測站網密度
MLLIN, 2011/4/28



防災作業-教育

1建立或擴編 跨領域天然災害防災專業科技訓練中心

2提升全民防災意識，如訂定防災演練日，須備各類災害
逃生路線及應變手冊，並實際演練及考評

3 加強推廣自然災害保全人員防救災標準作業程序

4 加強各類志工人員之招募，包括

(中央政府的防災單位及地方政府)

5 建立志工標準作業程序訓練及志工證照標準，



防災作業-通訊

 1 建議災害潛勢區建立防災警報訊息廣播站

 2 各級政府防災資通訊交流並配合各地區不
同環境發展客製化製作

 3 請NCC提出防災之整合通訊方案



防災作業-預報

1 建立豪雨定量降雨預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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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政府應大幅度投入資源於
防災策略及防災作業之改善

謝謝大家



顏清連委員

 如何由管理面解決需求面及供應面，逐步調整產業結構以增加水資源之
調度。規劃詳細的配套措施，針對農業、工業及民生用水量的重新分
配。���=���@�S�þ �ö �m�p�”�� �ô ���s�n���þ�¨���@�S�þ 。補助可直接補
助給農民，讓農民做好水資源管理。相關之政策建議，需要有詳細之水
資源經濟分析與研究。

楊偉甫委員
 建議促進水價調整，從需求面管理來做好水資源調
度，缺水區之使用者自覓水源。但相關政策仍須爭
取民意支持。

 �‡



氣候變遷對台灣乾旱災害之衝擊與防治策略
(顏清連委員)

 降雨型態的改變變成降雨集中與強度增加。因為全台年降雨天數都有逐年
減少之趨勢，乾旱問題也會在中南部地區、東部地區及宜蘭地區逐年嚴重
（郭峻菖，2009）。

 年降雨日數減少所引發乾旱水資源供需之問題。水資源質與量的影響：
IPCC（2007a）指出在不同氣候變遷情境下，到了2080年全球會有11~32億
的人口處於缺水的風險當中。極端乾旱的面積推估將從1%陸地面積增加到
30%。台灣人口密集，每人可分配有效水�Æ�Á�(�Ú�s�¡	v�‘ 1/6弱，被聯合
國列為水資源貧乏地區，而氣候變遷可能導致之降雨型態改變，使得每隔
十幾年即出現一次的大乾旱週期有減少的趨勢，未來乾旱發生的頻率有可
能更為頻繁，年降雨日數減少所引發乾旱水資源供需之問題，未來將逐漸
浮現，應未雨綢繆加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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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部會整合部分，在易淹水部分，亦應結合乾旱、地層下陷區做綜
合治理。海岸侵蝕、淹水地區和地層下陷區有所重疊且常互為因果；
地層下陷和水資源過度使用有關，有些區域的抽水大戶為自來水公
司，另一為工業區，都會牽涉到防洪及海岸保護。

 3.我們通常因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管理來做權責劃分，如流域治理
權責。這部分需予以整合。後端單位如用水用電、公路單位等，亦須
在防災業務上予以配合

 4.潛勢資料比較積極的作為，可以針對公共工程的開發審議過程，來
加以落實。這部分或可透過災防會報，要求各單位針對高潛勢地區的
開發，來進行相關規定之擬訂。至於都市防洪，	)�����Ÿ�è�+�‘�b
�Á�ô �[�«�Û�|�n�_�Ì�¢�ÿ�q�Ò�'�Ð���� �ö 像高雄市凹仔底部分，開發
跟淹水有很大的相關性；這部分若透過公園來滯洪，問題也會比較
小。←

 5.組織再造部分，環境資源部了解到要納入災害防治，但若協調機制
由司的層級來負責，協調的功能可能會較弱，因相關業務牽涉到司跟
好幾個署，甚至是其他部會。這部分需要把協調的層級提高，或可透
過政務委員或副院長來協調。

林美聆委員



紀水上委員
 .建立豪雨定量降雨預報技術。經濟部水利署為期五年

（100-104年）之「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已奉行政院核
定。該計畫目標為完成北、中和南部共3座降雨雷達之建
置、水災災情整合及5座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中央氣象局
也正執行為期六年（99-104年）的「災害性天氣監測與預報
作業建置計畫」，包括建置及更新雨量站、強化災害性天氣
預報、提高數值預測能力等，另正籌建東沙島剖風儀等。

 前瞻性研究和尖端技術開發為「颱洪研究中心」的任務，因
此建議該中心利用上述計畫所蒐集資料研發適合台灣颱洪期
間之「豪雨定量降雨預報技術」，並透由NCDR或直接技轉至
作業單位（氣象局及水利署）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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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地方政府充分運用氣象、水情和坡地情資，
以達防災、減災目標。力求地方防災主管重視氣
象、水情和坡地情資，建議設置相關專業人員，
以為地方首長之技術幕僚。平時落實相關訓練，
以強化對相關情資的正確解讀。訓練講師除教授
外，並需包含作業單位人員。汛期前召開跨部會

防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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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及水情、災情監控網，精進降雨及淹水預警能力。
 2.各水情中心維護與擴充、落實移動式抽水機與防汛器材管理，俾強化防

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
 3.更新水災災害緊急應變作業系統，深化跨部會防災資訊傳遞與防汛整備

工作。
 4.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的防災意識與知識，建立正確的

風險觀念，於災害來臨時能自救與救人。
 5.透過相關法令之增、修訂，加強土地使用管制、建築物防洪能力補強及

集水區洪水出流管制等作為，使原設計保護標準得以提升，減少人民生命
財產損失。

 6.建議促進水價調整，從需求面管理來做好水資源調度，缺水區之使用者
自覓水源。但相關政策仍須爭取民意支持。

 7.未來數年都會型水患可能會重複發生。台灣的防洪標準不低，但都會邊
緣綠地的開發國家仍缺乏有效的因應措施。綜合治水相關策略除水利署的
方案外，尚需其他待為配合其他方案，如地方政府的配合。

 9.水利署正進行水利法修法，但在時間壓力下，或可透過階段性修法處
理。此外水利署亦在研擬水利基本法，期待其變成上位，具整合性、約束

力之法令。←



蔡長泰委員

 關於組織再造、防災體系議題方面，環境資源部
應納入林務、水保，要確定定位。五個直轄市的
災防體系和一般縣市是否有差異，以便分析建立

制度。探討是否有環境及資源方面的防災政策。

�‡�Ö�ÿ�ý�é �ô �`�Í �õ �`�� �õ �÷�/�â�ç	š�p�q�y�ì�ý�é
���h�����µ�æ� 	Í�‘�ö�M ，業務銜接上可能還須磨
合。這部分不管體系或是未來的動員，都會出現市
無法處理過去「縣」的問題。在五都部分，有些現
在中央執行的災防業務，應逐漸由五都接手執行，
讓其承擔更多責任。五都若能處理好，原有中央水
保員額不足的壓力就可以減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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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報專諮會討論案『防災降雨雷達網規劃』
 緣起與背景：
 一、第三屆行政院災害專家諮詢委員會提議應針對台灣地區防災降雨雷

達網興建
 進行規劃。
 二、����年��月����日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會報委員建議應強化劇烈降雨之

雷達觀測，增進災害監測與預警能力。會後副院長協請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進行相關資訊蒐集綜整。

 三、����年����月����日行政院核定『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院長裁示：
有關於降雨雷達網之布建，涉及雨量預測之精細度，已交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規劃中，請經濟部、交通部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密切合
作。

 四、經濟部水利署已完成台灣地區第一階段防災降雨雷達網規劃與預算
爭取，主要建置三套雷達系統，分布地區為大台北都會、大台中都會區
及高屏地區。



專諮會討論案『防災降雨雷達網規劃』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規劃

 規劃案大綱：經濟部、交通部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密切合作。

 一、雷達規格：
 根據台灣地區降雨特性，建議使用�&	�
D�<�� 作為防災降雨雷達基本規格。
 二、規劃與建置順序
 降雨雷達規劃以�Ÿ���û�À 、���!�ÐÕ�½�ô 、�R�A
L�h�¨�ô 及�Û�=�û�À�‡�š�ô 等四

項為防災規劃重點。
 建置順序：

�Z �Í�Z�u�d �° �b�Á�s �± ��都會區及鄰近低窪地區。經濟部水利署已完成台灣地
區第一階段防災降雨雷達網規劃與預算爭取，主要建置三套雷達系統，分布
地區為大台北都會、大台中都會區及高屏地區

�Z �m�Z�u�d ��雲嘉南低窪地區（含台南都會區）、宜蘭低窪地區。
�Z 	o�Z�u�d �° �1�÷�m �± ��

 �R�A
L�h�¨�ô
 石門水庫上游、陳有蘭溪、曾文溪、高屏溪。
 �Û�=�û�À� �“�‡�š

 花東縱谷、台東太麻里溪及知本溪流域河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