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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事件後…… 

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6%9D%B1%E6%97%A5%E6%9C%AC%E5%A4%A7%E9%9C%87%E7%81%BD#/media/File:US_Navy_110315-N-2653B-
s_and_debris_line_a_canal_in_the_downtown_area_of_Ofunato,_Japa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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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rhythmsmonthly.com/?p=10910 資料來源：http://www.city.sendai.jp/koryu/foreignlanguage/cn/earthquake/201103  

避難所內… 

500人用1間廁所 
沒有隔間沒有隱私 

無法沐浴 

物資不足 志工缺乏訓練，管理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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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及塵土飛揚問題 

腸病毒及呼吸道感染疑慮 

瓶裝水及個人食物貯藏問題 

食物一成不變，營養不足 

食物有時過期 

有人酗酒影響他人 

隨著避難時間越來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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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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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規劃 



 災民類型：住所受災、水電中斷、疏散命令、餘震二次災害不敢回家。 

 災民的安置依發生時間區分： 

  i）緊急避難收容場所（Emergency Shelter） 

 ii）臨時避難收容場所（Temporary Shelter）：收容場所 

iii）臨時性住屋（Temporary Housing）： 組合屋/中繼屋 

 緊急收容據點：是災後供民眾躲避據點，可能是搭了棚子的醫療站，甚至是 
空無一物的空曠地。 

地震發生後，災民緊急跑到空曠處避難。因此災民在緊急避難的時間可能
僅數分鐘至數天不等。 

 臨時性避難安置：通常利用公共建築（如學校與體育館） 作為。 

921地震後，許多人不敢住建物內，於公園或學校操場等開放空間搭設帳
蓬。災民留在臨時避難收容場所從數天至數週不等。 

 
/ 8 

避難收容規劃 / 避難收容場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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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規劃 / 避難收容場所功能 

4 安全檢查及補搶作業 
負責單位對指定安置 
場所進行安全檢查 
及補強作業，必 
要時請相關單位 
協助補強改善 

2 加強弱勢照護 
優先針對生活弱勢、

高齡及肢體障礙者規

劃加強照護避難設施

場所，並與一般避難

設施、人員區隔。 

1 便利及安全 
規劃考量災民日常便利及 
 安全性，如照明、不斷電 
  廣播、臨時廁所等。  

3 整合資源 
整合各界救災與維生資源，

妥善照顧災民生活 

功能 

便利安全 

檢查補強 照護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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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原 則 

以地勢高、不淹水、建築結構牢固地點為宜。 1 
就 近 
原 則 

以距離較近的學校、廟宇、活動中心等公共建物為主。 2 
效 益 
原 則 

備有完善避難設備、足夠活動空間、水源取得容易，及備有充足
避難物資。 3 

分 類 
原 則 

應先勘查避難收容場所地形環境，並依災害類型指定不同性質的
避難收容場所，備妥必要的防救設備及設施。 4 

整 備 
原 則 

考量災害特性、人口分布、地形狀況，事先指定適當避難收容場
所，向民眾宣導，並定期演練熟悉避難路徑，場所平時由專人定
期安全檢查及設施維護，並備妥救濟物資。 5 

避難收容規劃 / 避難收容場所設置原則 



01 緊急避難場所 

02 臨時避難收容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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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緊

迫，並無特定指定據點，視情
況而定）。 

暫時可收容環境，以待救援方

式引導進入層級較高避難收容

場所，或視情況行動。 

以鄰里公園、大型空地、廣場

、停車場、學校操場或體育館

為主。 

第一時間避難 

臨時收容 
約1週 

 依避難民眾停留時間及災害發生時序，分為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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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規劃 / 避難收容場所種類 



03 短期收容場所 

04 中長期收容場所 

提供大面積開放空間可安全

停留，居留時間較臨時避難

收容場所長，可搭蓋臨時帳
棚或提供短期留宿。 

指定場所可能為社區性或全

市性公園、體育館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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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閒置軍營、宗教機構、國

有地、醫衛機構（需照護者

）為主。  

短期收容 
約2週以上 

長期收容 
2個月以上（組合屋/永久住居） 

 依避難民眾停留時間及災害發生時序，分為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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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規劃 / 避難收容場所種類 



種類 空間名稱 劃設指標（累計） 

01 緊急避難場所 
基地內開放空間、
鄰里公園、道路 

 周邊防火安全植栽 

02 臨時避難收容場所 

鄰里公園、大型空
地、廣場、停車場
、學校操場或體育
館 

 至少鄰接一條輸送、救援道路 
 平均每人2m2的安全面積 
 至少兩向出口 

03 短期收容場所 
社區或全市性公園
、體育館場、學校 

 符合人道需求最低標準 

04 中長期收容場所 
閒置軍營、宗教機
構、國有地、醫衛
機構（需照護者） 

 具備完善的臨時社區功能 

 依避難民眾停留時間及災害發生時序，分為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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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規劃 / 避難收容場所種類 



 參考相關研究與法令，收容能量是以都市防災設施的鄰里單元觀念
進行規劃以建立救災避難圈域。 

 以過去的經驗為基礎，並掌握轄區居民特性。 

 
種類 每人避難面積 

緊急避難場所 每人0.5平方公尺 / 可容納50人場所 

臨時避難收容場所 每人2平方公尺 

短期收容場所 每人4平方公尺以上 

中長期收容場所 每人4-25平方公尺（SPHERE） 

 容量決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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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規劃 / 避難收容場所種類 







災民集中供膳，協助重建安置 

審核災民身分是否符合收容條件 登  記 

收  容 將災民編管名冊分配物資及必需品 

傷患災民集中安置管理 

 

管  理 

 

1。災民心理輔導 
2。設置服務台，提供

各項諮詢等服務 

救  濟 服  務 慰  問 

調  查 調查災民受災、生心理、基本狀況 

遣  散 編造災民遣散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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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規劃 / 避難收容場所開設與管理 



日本避難收容 

規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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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避難收容規劃作法 



日本避難收容規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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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避難收容規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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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避難收容規劃作法  



日本避難收容規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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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避難收容規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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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避難收容規劃作法 / 組織架構與任務 

民眾參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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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避難收容規劃作法 / 組織架構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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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處所操作手冊 

資料來源： https://www.pref.fukushima.lg.jp/uploaded/attachment/158094.pdf 

基本事項 避難所開設目的 

避難所的機能 

避難對象 

開設機關 

事前整備 避難處所的防災機能 

避難處所的設施 

避難處所的營運整備 

避難處所的開設訓練 

緊急應變 避難處所的運作方針 

避難處所開設、期間 

管理人員的配置分工 

飲食、生活物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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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校園支援避難收容規劃 / 空間規劃 



日本校園支援避難收容規劃 / 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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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島核災避難流程 

資料來源：福島県原子力災害広域避難計画＜概要版＞，2016 



國內避難收容 

場所開設運作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單身男 
寢區 

單身女 
寢區 

家庭 
寢區 

特別照護 
寢區 

報到登記編管區 

物資發放區 

醫療
暨安
心關
懷區 

物資儲放區 

諮詢 
服務台 

休閒活動區 

門 

門 

門 

門 

門 

男廁 女廁 

樓梯 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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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場所開設運作 / 空間規劃 



食 

災民的三餐如何準備？外
送？或在避難所內開伙？
由誰烹煮？素食的提供？ 

依 

內衣褲、盥洗用具等由誰
提供？是否有特殊需求，
如尿片？ 

住 

寢具足夠嗎？收容所空間
如何分配？有洗澡設備嗎？
寵物可以進駐收容所嗎？ 

醫療 

慢性病患的處理？醫療人員進駐嗎？ 

通訊 

災民的親朋好友要如何找尋
災民？災民如何對外聯繫？
失聯人員及孩童由誰看護？ 

管 理 原 則 

宗教及心靈撫慰等。 

其他 

由誰負責安全管理維護？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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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場所開設運作 / 開設後管理原則 



 利用開口合約，以避免物資儲存管理與期限問題。 

 每人4-6平方公尺作為評估公園容納人數依據。 

（日本標準 3.3 m2/人） / （美國/聯合國標準 3.5-25m2/人） 

 評估項目主要共10面向。 

評估項目 

收容設備 衛生設備 用水設備 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 

指示設備 醫療設備 通訊設備 糧食資源 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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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場所開設運作 / 需求性評估 



  帳篷：每 4-8人一頂（以6人帳估算）   寢具：1 人 1 副 
收容
設備 

  生活用水：每人每日 20 公升   飲用水：每人每日 3 公升 
  緊急消防用水：40立方公尺 

用水
設備 

  臨時廁所：每100人設立一座     
  盥洗設備：每50人設立一座 
  汙水處理水量：每人每日1.2公升 
  垃圾產生量：每人每日200克 
  水肥車：每6座臨時廁所需配置一台 

衛生
設備 

  容納人數 × 20% 
緊急
救護 

物資需求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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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場所開設運作 / 需求性評估 



  一星期之內：每人每日400～900克 
  一星期過後 
  每三日食米：容納人數 × 0.98 × 2 × 0.4 公斤/人  
  每三日食鹽：容納人數 × 0.98 × 2 × 10 克/人日 
  每三日食用油：容納人數 × 0.98 × 2 × 45 克/人日 
  每三日奶粉：容納人數 × 0.02 × 0.5 × 2 × 150 克/人日 
  每三日嬰兒副食品：容納人數 × 0.02 × 0.5 × 90 克/人日 

糧食
資源 

  沐浴肥皂：每人每月250克  洗衣肥皂：每人每月200克 
  衛生紙：每人每三日一卷   垃圾桶：每25人一個 
  每三日生理用品：容納人數 × 0.86 × 0.455 × 5 個/人 
  每三日幼兒用紙尿布：容納人數 × 0.02 × 6 片/人 
  奶瓶：容納人數× 0.02  

生活
用品 

物資需求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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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場所開設運作 / 需求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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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場所開設運作 / 需求性評估 

整體 
管理 

用水 
管理 

建物 
管理 

廢棄物 
管理 

特殊 
需求 

平
時 

災
時 



 災害型態 

針對風災、地震或水災等災害類別，制訂機關單位整體防救災標準作業程序 

（含各項業務工作標準作業程序）。 

 業務工作 

對業務上具有普遍性、通用性作業制定標準作業程序，可針對各類災害進行修

正以因應災害類型需求，進而納入機關單位整體防救災標準作業程序中。 

 民生物資儲備處所維護管理機制 

屬任務型態標準作業程序，貫穿災害管理各階段，不斷循環運作的程序。 

 

  標準作業程序架構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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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場所開設運作 / 物資儲備處所維護管理 



  縣市政府任務 

 民生物資儲備負責 

主要專責單位為社會局，其他相關單位（如工廠、公司及交通管理單位）則配合執行。 

 各階段任務 

災前 
減災整備 

災時 
應變 

災後 
復原 

1. 督導、考核、管理民生物資儲備場所。 
2. 將地方所需民生物資編列納入災害防救預算。 
3. 支援鄉鎮市區公所民生物資儲備場所需物資。 

1. 協調調度物資，供受災鄉鎮市區公所發送。 
2. 派員進駐受災公所，協助執行物資發送管理。 
3. 物資存量不足時進行募集，並向中央提報需求。 

1. 檢討修正縣市政府標準作業程序。 
2. 統計民生物資消耗量，供經費編列或補助參考。 
3. 稽查民生物資消耗量不合理現象，確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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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場所開設運作 / 物資儲備處所維護管理 



  鄉鎮市區公所任務 

 儲備管理及救濟物資配送第一線 

主要專責單位為民政課，相關單位配合，故需依現有行政體制及其業務職掌進行規劃。 

災前 
減災整備 

災時 
應變 

災後 
復原 

1. 儲備民生物資，掌握食品類工廠及商店。 
2. 定期清點、報廢及補充民生物資種類及數量。 

1. 接收、分類及配送民生物資至災區或供災民領取。 
2. 提報災區需要民生物資種類及數量。 

統計災害期間民生物資消耗量，以供日後參考。 

各階段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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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場所開設運作 / 物資儲備處所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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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希望的避難收容場所嗎/ 東日本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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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希望的避難收容場所嗎/ 熊本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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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希望的避難收容場所嗎/ 花蓮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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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希望的避難收容場所嗎/ 西日本水災 



簡  報  結  束 

馬士元 副教授 

銘傳大學 | 都市規劃與防災学系 

swyrmars@mail.mcu.edu.tw  

簡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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