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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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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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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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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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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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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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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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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2013年1月) 

阿根廷(2013年4月) 

日本 (2013年7月) 

美國(2011年4~5月) 

7月底強降雨引發土
石 流 、 洪 澇 等 災 害，
造成1人死亡、2人失
蹤、1,200人被迫離
家、88戶人家被困。 

豪雨及密西西
比河上游融雪，
造成383人死
亡，經濟損失
達50億美元。 

布宜諾斯艾利斯
省及拉普拉塔市
破紀錄的豪雨引
發洪水，導致59
人喪生、20人失
蹤。 

昆士蘭州和新南威
爾 斯 州 豪 雨 成 災，
造成6人死亡、近
3,000棟房屋被淹
沒、6萬戶停電。 

菲律賓(2013年11月) 

風速達每小時315公
里的海燕颱風，造成
中部毁滅性破壞，官
方確認超過6,100人
死亡。 

臺灣(2012年6月) 
612豪雨造成嚴重水災，死
亡10人、2人失蹤，另全臺
農作物損失達新臺幣約12億
多元。 

中國 (2012年10月~2013
年2月) 

大陸雲南省
部份地區嚴
重乾旱，造
成直接經濟
損失近人民
幣10億元。 

印尼(2013年1月) 

雅加達遭洪水襲擊，
連總統府也泡在水
中；造成5人死亡，
近2萬人被迫撤離
家園。 

泰國 (2011年3~4月) 
南部連續一週豪雨造
成洪水與土石流；有
53人死亡、4,014村莊
受害、近200萬人受災
及約有14億臺幣損失。 

全球重大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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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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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面臨的挑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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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災害：地震、颱風、洪水、乾旱等四種	 
	 	 	 	 	 20年來，全球天然災害死亡超過150萬人	 

	 	 	 　	 	 經濟損失平均一年6,599億美元	 
	 	 	 	 	 	 	 	 	 	 劇增5倍	 

世界銀行報告(2005):National	 Disaster	 Hotspots	 –	 A	 Global	 Risk	 Analysis	 

臺灣是全球災害潛勢相對較高國家	 

臺灣面臨的挑戰(2/6)	 

	 



Ø 可靠水資源不足─島嶼資源有限、水污染嚴重、蓄水設施抗旱能力不足、傳統

水資源開發困難、新興水源發展及節水受限水價。	 

Ø 水資源衝擊浮現─豐枯水期差異擴大、水旱災害發生頻仍、颱風豪雨期間水庫

原水濁度標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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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更豐、枯更枯	 

835億噸 

300億噸 

水庫有效
容量佔全
年用水量

36% 

180億噸 

20億噸 

(淤積減少庫容) 

水庫有效
容量佔全
年用水量

11% 

日本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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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面臨的挑戰(3/6)	 

	 
水資源 年平均用水量達180億噸，但

來自水庫可靠水源僅約40億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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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治水建設尚未完善，仍須加速辦理	 

§  中央管河川，符合防洪保護標準者，僅完成約70%。	 

§  中央管區排，符合防洪保護標準者，僅完成約60%。	 

§  縣市管河川及區排，符合防洪保護標準者，僅完成約5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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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中央管河川 中央管區排 縣管河川區排

中央管河川
中央管區排
縣管河川區排

易淹水總面積1150
平方公里	 

臺灣面臨的挑戰(4/6)	 

	 
防洪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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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氣候變遷降低保護標準並增加致災風險	 

Ø  鄰國日本因應氣候變遷研究顯示，該國水利設施保護標準將降低
50~70%	 ，水資源量更減少達70%。	 

Ø  海水位上升及颱風豪雨增多增大將嚴重威脅沿海低窪地區。	 

Ø 待強化非工程措施(國土規劃、土地利用管制、早期預警、疏散
及防災等)，以降低災害損失。	 

水庫 

減少40% 減少70% 

日
本
案
例

臺灣面臨的挑戰(5/6)	 

	 
防洪治水(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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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	 

水土保持局	 

林務局	 

營建署	 
營建署	 

市
區

排
水	 

縣
管

河
川

區
排	 

縣市政府	 

河川	 
中央/縣市政府	 

堤
防  

外水	 內水	 

區域排水	 
中央/縣市政府	 市區排水/雨水

下水道	 
縣市政府/營建署	 

農田排水	 
水利會/農委會	 

堤防  

Ø 防洪排水系統保護標準及管理界面待整合(消除瓶頸)	 

Ø 流域整體規劃及綜合治理(上中下游、土砂、水源水質水量)，才能彰顯治
水及親水成效，此有待進一步協調或事權整合。	 

臺灣面臨的挑戰(6/6)	 

	 
管理事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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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拉克颱風

	 

	 

二、防災省思與策略

	 

	 

三、防災應變作為

	 	 四、小結

	 

防洪災例分析與應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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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氣象	 

8/5 20:30 
發布颱風警報	 

8/7 23:50 
花蓮縣登陸	 8/8 14:00 

桃園縣出海	 

8/10 5:30 
解除颱風警報	 

莫拉克颱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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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6累積雨量	 0807累積雨量	 

0808累積雨量	 0809累積雨量	 

莫拉克颱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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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傷亡失蹤	 698人死亡(	 含59人失蹤)	 

道路中斷	 100處	 

停電	 159萬5,419戶	 

停水	 76萬9,159戶	 

總損失	 2,000億元	 

水利設施損壞	 174處	 

疏散撤離	 2萬4,950人	 

災民收容	 5,990人	 

淹水面積	 超過400平方公里	 

堤防損毀	 中央管河川4萬5,832公尺/中央管區排325公尺/海堤700公尺	 

河道淤積	 高屏溪等11水系/淤積長度約110公里/淤積量12億立方公尺	 

橋樑斷裂	 約100多座	 (交通部轄管約40座，縣（市）轄管約60座)	 

漂	 流	 木	 約百萬噸	 

莫拉克颱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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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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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前 莫拉克颱風後	 

小林村	 

莫拉克颱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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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	 

高雄縣六龜鄉妙崇
寺	 

莫拉克颱風前 莫拉克颱風後	 

莫拉克颱風(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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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邊溪堤防潰堤	 

太麻里溪堤防潰堤	 	 曾文溪堤防潰堤	 	 

旗山溪堤防潰堤	 

類別	 沖毀長度(m)	 受損長度(m)	 合計(m)	 

中央管河川	 36,242	 9,590	 45,832	 

中央管區排	 0	 325	 325	 

海堤	 520	 180	 700	 

莫拉克颱風(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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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化水庫 

甲仙堰受損 
南化水庫淤積 

南化高屏聯通管受損 

曾文越引草蘭工區 

高屏溪攔河堰受損 高平溪攔河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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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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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面積超過
400 Km2 

莫拉克颱風(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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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災省思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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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威難測	 

防災省思與策略(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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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預測未來目標	 

v 豪雨預警時間	 

§  前1小時→	 前2-3小時	 

§ 準確度提高30% 
v 颱風預測路徑時效	 

§ 5日→	 7日	 

§ 準確度提高10% 
v 縮小預報分區	 

	 	 	 	 	 	 	 	 縣（市）→鄉（鎮）	 

v 長期預報	 

	 	 	 	 	 	 	 定性→定量	 

氣
象
衛
星	 

氣
象
雷
達	 

高
速
電
腦	 

更精確之預測模式	 颱風/西南氣流/梅雨	 

/東北季風共伴效應	 

→特殊雨型	 	 

氣候變遷衝擊	 

防災省思與策略(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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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	 

防災省思與策略(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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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防災省思與策略(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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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省思與策略(5/10)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行政院院長）	 

中 央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緊急應變）	 

災害防救專家
諮詢委員會	 

國
家
災
害
防
救
科
技
中
心	 

中央災害	 
防救委員會	 

主任委員：	 
行政院副院長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會報、災害應變中心	 

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災害應變中心	 

全民防衛及民防動員	 

民間組織及社區組織	 

其他縣（市）、鄉（鎮、市）	 

空
難、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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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上
交
通
事
故	 

交
通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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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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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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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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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	 

國
科
會	 

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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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層
級	 

國
防
部（

國
軍）

（

支
援
救
災）

	 

風
災、
震
災、
火
災、
爆
炸
災
害	 

內
政
部	 

水
災
、
旱
災
、
公
用
氣
體
與
油

料
管
線、
輸
電
線
路
災
害
礦
災	 

經
濟
部	 

寒
害
、
土
石
流
災
害
、
森
林
火

災	 

農
委
會	 

特
種
搜
救
隊、
訓
練
中
心	 

消
防
署	 

救災�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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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省思與策略(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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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異常氣候與極端暴雨情況下，堤防之保護標準業已降低，未來
應設法回復其原有之保護標準	 。	  

防災省思與策略(7/10)	 



·• 優先排除高敏感脆弱區(高淹水潛勢、	 
	 	 嚴重地層下陷區等)，劃定為國土保育	 

	 	 區限制開發。	 

·• 避免高耗水產業錯置高缺水潛勢地區	 

	 	 沿海地層下陷區避免發展依賴地下水	 

	 	 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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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度高之敏感區位	 

不適居住之處	 
不要住人	 

排除高淹水潛
勢區	 

排除嚴重地層
下陷區	 

防災省思與策略(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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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游保水(加強水源涵養及抑制雨水流出)	 
·• 中游滯洪(規劃滯洪區或擴大洪泛區)	 
·• 下游雨水貯留(都會區善用公園綠地或公共設施廣設	 
	 	 雨水貯留設施)	 
·• 降低低窪地區土地利用強度(興建耐洪性建築或低度使用)	 
·• 流域綱領計畫應考慮山、河、林、路橋間之協調及其相互影響。	 

工程措施	 

非工程措施	 

防災省思與策略(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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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防災資訊公開	 

民眾	 

防災宣導	 

政府	 

防災教育	 防災演練	 

防災省思與策略(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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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機制	 3-1 

   應變作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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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應變作為-應變機制(1/4)	 

成立各級防災專責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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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豪雨	 
24小時累積雨量
達350毫米以上	 

大豪雨	 
24小時累積雨量
達200毫米以上	 

豪雨	 

24小時累積雨量達
50毫米以上，且其
中至少有1小時雨
量達15毫米以上	 

24小時累積雨量
達130毫米以上	 

水利署緊急應變小組	 
三級開設	 

水利防災中心	 
專人監視	 

水利署緊急應變小組	 
二級開設	 

經濟部(水利署)緊急應變小組	 
一級開設	 

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豪(大)雨特報發布及應變機制	 

防災應變作為-應變機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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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雨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以0726豪雨為例	 

防災應變作為-應變機制(3/4)	 

	 



42 

24小時	 

100公里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18小時	 

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分級開設)	 

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	 
(分級開設)	 

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	 

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	 
(分級開設)	 

水利署及所屬(河川局、水資
源局等)緊急應變小組	 

(分級開設)	 

海上颱風警報-	 二級開設	 
陸上颱風警報-	 一級開設	 

颱風警報發布及應變機制	 

防災應變作為-應變機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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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前整備	 

災中處置	 

災後復建	 

防災應變作為-應變作為(1/5)	 



預先準備足夠沙包	 預佈抽水機及備足防汛
塊	 

水庫評估預先調節洩洪	 滯洪池評估預先調節放水	 

國軍提早預置兵力	 
疏浚檢查，確保排水溝暢通	 抽水站及水門功能測試	 

預防性疏散撤離(弱勢需援護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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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應變作為-應變作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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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前整備	 

災中處置	 

災後復建	 

防災應變作為-應變作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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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超過警戒雨量時，立即啟動疏散機制，國軍協助。	 

Ø  啟動救援資源，如國搜中心及特搜隊等，進行必要搶救，
以確保生命安全。若有水利工程損壞時，應迅速搶險，
避免災情擴大。	 

Ø  確保通訊暢通，並確實蒐集災情資訊，以提供必要的處
置，如空投物資等。	 

Ø  迅速有效的下達決策，必要時，設置前進指揮所，以提
高救災效率。	 

Ø  事先有一套雨量—流量模式，並隨時依據雨量、水位及
氣象資訊，進行預警評估，以適時調整處置作為及資源
分配，如水庫洩洪操作、封橋、封路等。	 

防災應變作為-應變作為(4/5)	 

	 
災中—料敵從寬	 強化預警與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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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前整備	 

災中處置	 

災後復建	 

防災應變作為-應變作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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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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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達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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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達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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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達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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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