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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災害防救深耕延續計畫

106年第1次四方工作會議

106年1月23日(星期一) 14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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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

二、管制事項報告

三、1月進度及2月預定工作報告

四、預定工作配合事項說明

五、國際災例

六、提案討論

七、臨時動議

八、主席結論

( 5分鐘)

(30分鐘)

(30分鐘)

(3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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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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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制事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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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深耕計畫四方工作會議主席裁(指)事項辦理情形管制表

編號 會議日期 管制事項
承辦單

位
本次辦理情形

預計完成
日期

管考意見

044
104年

12月28日

修正市級
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

環保局
衛生局
交通局
農業局

針對105年度下半年修正之各編，辦
理進度如下：
1. 本次修正各編及負責局處如下

1)毒性化學物質(環境保護局)。
2)生物病原 (衛生局)。
3)陸上交通事故、海難、空難 (交

通局)。
4)動植物疫災 (農業局)。
5)寒害及熱浪(農業局)。

2. 相關局處已完成各編之修正，並函
送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

3.已完成各編章彙整，並製作修正總
說明，於1月11日函報行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預審。

106年
3月31日

持續列管

050
105年

1月27日

各區公所
災害應變
中心圖資
補充。

消防局
貢寮區
新店區

1.10月份完成各區公所災害應變中
心圖表更新、輸出及掛設作業。

2.經各區公所再次檢視各該災害應
變中心圖表。深坑等14區提出
EOC圖表需求項目，現已全數完
成繪製，並已提供檔案予區公所。

3.目前已有13區公所完成EOC圖表
掛設工作，蘆洲區預計於2月掛
設完畢，掛設情形於本次四方會
議報告。

106年
1月27日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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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深耕計畫四方工作會議主席裁(指)事項辦理情形管制表

編號
會議
日期

管制事項 承辦單位 本次辦理情形
預計完成

日期
管考意見

056
105年
10月
31日

106年度整合
型防災社區
推動

消防局
農業局
水利局
工務局
教育局
原民局
警察局

1. 29區皆已提報轄內社區(里)參與
106年度防災社區鄰選，共計36處。

2. 106年度將推動11處防災社區，消
防局(4處)、水利局(3處)、農業局
(2處)、工務局(1處)、原民局(1處)，
另警察局及教育局配合推動。

3. 106年1月11-12日召已開遴選會
議，遴選106年度推動之社區。

106年
10月
30日

持續列管

057
105年
10月
31日

深耕計畫技術
轉移

消防局

技術轉移分為專業技術教育訓練及成
果檔案移轉2部分：
1. 專業技術課程部分皆已辦理竣事。
2.技術移轉檔案已上傳至深耕計畫資訊

網技術轉移專區，並已將檔案依區公
所進行分類，供各單位下載運用。

3.請區公所檢視網頁並填報技術移轉網
頁檢視意見調查表，於2月13日前回
傳。

106年
1月27日

持續列管

6



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7

三、1月工作進度報告

2月預定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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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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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123

技術移轉資料下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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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連結：http://pdmcb.ntpc.gov.tw/

進入網頁，首頁右方選擇「技術移轉」
可分區或分項檢視資料。

進入網頁，登入網站
密碼：「ntu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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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資料下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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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分區) 點選各區按鈕，網頁下方顯示該區各項技術
移轉資料，公所人員可自行下載。

請區公所檢視各項資料，並於
2月13日前線上填寫意見調查
表。
意見調查表連結：
「https://goo.gl/forms/cT5
zWB9vgKCX8Fxj1」。

http://pdmcb.ntpc.gov.tw/252163489936681312272099821312.html
http://pdmcb.ntpc.gov.tw/252163489936681312272099821312.html
https://goo.gl/forms/cT5zWB9vgKCX8Fx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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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資料下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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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分區) 自行下載所需資料。

http://pdmcb.ntpc.gov.tw/252163489936681312272099821312.html
http://pdmcb.ntpc.gov.tw/252163489936681312272099821312.html
http://pdmcb.ntpc.gov.tw/252163489936681312272099821312.html
http://pdmcb.ntpc.gov.tw/252163489936681312272099821312.html
http://pdmcb.ntpc.gov.tw/252163489936681312272099821312.html
http://pdmcb.ntpc.gov.tw/2521634899366813122720998213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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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資料下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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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分項) 選擇欲檢視項目，點擊按此下載
即可檢視該項目所有檔案

http://pdmcb.ntpc.gov.tw/252163489936681312272099838917.html
http://pdmcb.ntpc.gov.tw/2521634899366813122720998389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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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資料下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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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分項) 自行下載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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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區公所EOC圖表掛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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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域 新增掛圖項目 是否已掛設

1 中和區
弱勢族群安置機構分布圖 是

地震模擬潛勢圖(建物損毀) 是

2 平溪區 土石流疏散避難地圖*6 是

3 永和區 各編組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6 是

4 汐止區 土石流疏散避難地圖(6合1) 是

5 坪林區
避難收容處所暨土石流潛勢

是物資輸送路線圖
兵棋台

6 林口區
24小時累積雨量450毫米淹水潛勢圖 是

山崩與順向坡分布圖 是
液化石油氣相關場所分布圖 是

7 貢寮區 24小時累積雨量450毫米淹水潛勢圖 是

8 淡水區 弱勢族群安置機構分布圖 是

9 深坑區

山崩與順向坡分布圖 是
土石流疏散避難地圖*5 是

封橋標準作業流程 是
封路標準作業流程圖 是

物資輸送路線圖 是
中央-地方疏散撤離執行內容及作業分工表 是

體系架構圖 是

10 新店區 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圖 是

11 新莊區 地震模擬潛勢圖(建物毀損) 是

12 瑞芳區 兵棋台 是

13 樹林區 兵棋台 是

14 蘆洲區 兵棋台 否(預計106年2月前掛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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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兵棋推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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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第1期及第2期29區皆辦過兵棋推演；實兵演練則有4區已辦理。

區公所 推演災害 區公所 推演災害

100年 101年

板橋區 颱洪災害 新莊區 颱洪災害

淡水區 颱洪災害 瑞芳區 土石流災害

三重區 地震災害 金山區 輻射災害

泰山區 地震災害 三芝區 土石流災害

區公所 推演災害 區公所 推演災害 區公所 推演災害

103年 104年 105年

三峽區 土石流災害 板橋區 地震災害 汐止區 毒化災災害

雙溪區 水災災害 樹林區 地震災害 永和區 地震災害

蘆洲區 地震災害 新店區 颱洪災害 烏來區 坡地災害

新莊區 地震災害 深坑區 坡地災害 石碇區 土石流災害

五股區 地震災害 坪林區 土石流災害

鶯歌區 颱洪災害 貢寮區 爆炸災害

林口區 地震災害 土城區 地震災害

萬里區 核子事故災害 中和區 颱洪災害

八里區 土石流災害 平溪區 坡地災害

石門區 核子事故災害 三重區 地震災害

兵棋推演 實兵演練

區公所 推演災害

101年

新莊區
地震災害

防災公園演練

區公所 推演災害

103年

三峽區 土石流疏散避難演練

104年

林口區 防災公園開設演練

105年

永和區 地震災害防救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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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兵棋推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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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耕第2期未辦過兵棋推演之區公所為優先選擇，另瑞芳區有建置兵棋台
，可結合運用。

►105年梅姬颱風挾帶雨量為烏來地區帶來災情，如新烏路道路坍方落石、覽
勝橋水位達一級警戒且淹過路面，挑選為106年度辦理實兵演練。

區公所 推演災害 推演月份

兵棋推演

瑞芳區 坡地災害 4月

泰山區 地震災害 6月

淡水區 水災災害 6月

三芝區 颱洪災害 7月

金山區 核子事故災害 8月

實兵演練

烏來區 颱洪災害 未定(汛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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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民安3號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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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製作狀況想定資料

狀況想定 說明

地震規模 芮氏規模7.5

震央位置
東經121.432594，北緯
25.060903
位於泰山區福泰里附近

震源深度 6公里

地震發生時間 106年8月24日晚上20時

設定斷層 山腳斷層

使用模擬軟體 臺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

 在震央附近之地區，包括泰山、林口、八里、
淡水、五股、蘆洲、三重、新莊、板橋、永和、
中和、土城、樹林、鶯歌、新店、三峽、三芝、
汐止與深坑等19個地區，最大震度7級(最大地
表加速度644gal以上)。

 石門、金山、萬里、瑞芳、平溪、雙溪、坪林、
石碇與烏來等9個地區最大震度6級(最大地表加
速度399gal以上)。

 貢寮區最大震度5級以上(最大地表加速度
247gal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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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預定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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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災害防救各班別講習課程

 局處及區公所更新災害防救團體名冊及可供支援能量

 各區公所填報106年開口合約簽訂情形

 協助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訂、彙整事宜

 各區公所填報105年歷史災點資料

 調查防災避難看板設置地點



WCDR

四、預定工作配合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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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避難看板選址與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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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式 及 注 意 事 項

防災避難看板設置
地點調查及現勘

繪製防災避難看版
圖面



WCDR

22

樣 式 及 注 意 事 項

資料來源：內政部「防災地圖作業手冊修正規定」

依據內政部103年5月15日修正之「防災地圖作業手冊修正規定」，
每處避難收容處所至少規劃設置1個避難收容處所方向指示牌及1個避
難收容處所告示牌。

防災避難看板

避難收容處所
方向指示牌

避難收容處所
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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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址 與 現 勘
填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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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址 與 現 勘
填寫後範例

座標：填寫 座標
以便於提供給廠商設
置點位。
指北針：便於繪製看板
地圖時使用。
箭頭：指向避難收容場
所之方向，並於看板上
註明步行距離。
支架：若可直接裝釘於
牆面則不需要支架。

於照片上後製看板位置，利於辨識設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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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址 與 現 勘
填寫後範例

座標：填寫 座標
以便於提供給廠商設
置點位。
電線杆 路燈編號：便
於確定裝設位置。
箭頭：指向避難收容場
所之方向，並於看板上
註明步行距離。
支架：若可直接裝釘於
牆面 電線杆 路燈則不
需要支架。

於照片上後製看板位置，利於辨識設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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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址 與 現 勘
填寫後範例

如需看板需要第二外語，請由此處填寫

另新增外語：因看板版
面限制，目前已有中文
與英文雙種語言，僅能
再增加一項外語；並請
公所提供所需外語之收
容場所名稱寫法以及住
址等資訊。
座標：填寫 座標
以便於提供給廠商設
置點位。
支架：若可直接裝釘於
牆面則不需要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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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C表單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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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C表單項目說明
項目 內容

編組人員通訊名冊
1. 編組架構圖
2. 應變中心編組人員名冊、電話、任務分組(包含區公所編組、事業單位編組及其他進駐單位編

組)

開設專卷資料
1. 風災EOC開設情形
2. 強三EOC（災情處置作為，包含填報EMIS、現場處置狀況ex LINE…資料呈現、人員簽到

退。）

應變中心作業手冊 開設場所、開設等級、進駐單位、通知方式及人員簽到(退)管制、任務分工、各項核定之SOP

各類空白表單

1.新北市政府防汛期及颱風前防災整備工作自主檢核表【市府於防汛期及颱風前函發予各公所】

2.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輪值表【消防局提供之額外表單】

3.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陳報單

4.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進駐人員簽到退表

5.區級應變中心應有之圖表與配置

6.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救災人員、機具整備總表

7.區級應變中心使用統計表單

 新北市○○區 災情及動員統計表

 新北市○○區 人員傷亡清冊

 新北市○○區 房屋損毀清冊

 新北市○○區 民眾收容清冊

 新北市○○區 公共設施受損清冊

 新北市○○區 其他災情清冊

8.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即時通報單

【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
變中心作業組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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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C表單項目說明
項目 內容

各類空白表單

9.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報案災情統計表

10.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災情管制總表

11.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受理案件處置表

12.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交接紀錄表

13.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撤除陳報單

14.新北市○○區臨時災民收容，收容民眾統計名冊

15.新北市○○區臨時災民收容所開設概況一覽表

16.EMIS速報表(於EMIS系統填報)
 A1a直轄市縣市政府災情通報表

 A2a警戒區域劃定通報表

 A3a出動救災人員及裝備通報表

 A4a直轄市縣市政府撤離人數通報表

 D3a直轄市縣市政府避難收容處所開設通報表

 D4a災區志工人力志工服務通報表

【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
變中心作業組標準作業程序】

【新北市○○區公所災害應
變中心社會組標準作業程序】

【消防局提供之額外表單】

1.各表單簿冊已列入區
公所業務評核項目

2.將於汛期前消防局之
應變中心開設教育訓
練說明各表單之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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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口合約/防救災資源資料庫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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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105年開口合約簽訂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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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
開口合約簽訂類別

民生物資類 工程類 交通運輸類
其他類

綠美化 資通設備 備援電力 收容
1 八里 V V V V
2 三芝 V V V V
3 三重 V V V V V V V
4 三峽 V V V V V V
5 土城 V V V V
6 中和 V V V V V
7 五股 V V V V
8 平溪 V V V V
9 永和 V V V V

10 石門 V V V V
11 石碇 V V V V V
12 汐止 V V V V V
13 坪林 V V V V
14 板橋 V V V V V
15 林口 V V V V V
16 金山 V V V V V
17 泰山 V V V V
18 烏來 V V V
19 貢寮 V V V V
20 淡水 V V V V
21 深坑 V V V V
22 新店 V V V V
23 新莊 V V V V
24 瑞芳 V V V
25 萬里 V V V V
26 樹林 V V V V V V
27 雙溪 V V V V V
28 蘆洲 V V V V V
29 鶯歌 V V V

開口合約簽訂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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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105年開口合約簽訂概況

區別
工程類開口合約

簽訂內容類別 是否詳列合約
項目單價

是否有履約
時限要求一般維護類 緊急搶險類

1 八里區 V V V
2 三芝區 V V V
3 三重區 V V V V
4 三峽區 V V V V

5 土城區 V V V V

6 中和區 V V V V
7 五股區 V V V
8 平溪區 V V V V
9 永和區 V V V V

10 石門區 V V V
11 石碇區 V V V V
12 汐止區 V V V
13 坪林區 V V V
14 板橋區 V V V V
15 林口區 V V
16 金山區 V V V
17 泰山區 V V V
18 烏來區 V V V V
19 貢寮區 V V V V
20 淡水區 V V V V
21 深坑區 V V V V
22 新店區 V V V
23 新莊區 V V V V
24 瑞芳區 V V V V
25 萬里區 V V V
26 樹林區 V V V V
27 雙溪區 V V V
28 蘆洲區 V V V V
29 鶯歌區 V V V

區別
民生物資類開口合約

簽訂內容類別 是否詳列合
約項目單價

是否有履約
時限要求熱食 可存放食物 民生用品

1 八里區 V V V V V
2 三芝區 V V V V V
3 三重區 V V V V V
4 三峽區 V V V V V
5 土城區 V V V V V
6 中和區 V V V V
7 五股區 V V V V V
8 平溪區 V V V V V
9 永和區 V V V V V

10 石門區 V V V V
11 石碇區 V V V V V
12 汐止區 V V V V V
13 坪林區 v v V V
14 板橋區 V V V V V
15 林口區 V V V V V
16 金山區 V V V V V
17 泰山區 V V V V
18 烏來區 V V V
19 貢寮區 V V V V V
20 淡水區 V V V V V
21 深坑區 V V V V V
22 新店區 V V V V
23 新莊區 V V V V V
24 瑞芳區 V V V V V
25 萬里區 V V V V V
26 樹林區 V V V V V
27 雙溪區 V V V V V
28 蘆洲區 V V V V V
29 鶯歌區 V V V V

開口合約檢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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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口合約檢討結果

區別
運輸載具類開口合約

是否詳列合約項目單價 是否有履約時限要求

1 八里區 V V
2 三芝區 V V
3 三重區 V V
4 三峽區 V V
5 土城區 V V
6 中和區 V V
7 五股區 V V
8 平溪區 V V
9 永和區 V V

10 石門區 V V
11 石碇區 V V
12 汐止區 V V
13 坪林區 V V
14 板橋區 V V
15 林口區 V V
16 金山區 V V
17 泰山區 V V
18 烏來區 V V
19 貢寮區 V V
20 淡水區 V V
21 深坑區 V V
22 新店區 V V
23 新莊區 V V
24 瑞芳區 V V
25 萬里區 V V
26 樹林區 V V
27 雙溪區 V V
28 蘆洲區 V V
29 鶯歌區 V V

類別 檢討結果

民生物資類

泰山、新店合約內容未規範廠商
供應物資時效。建議可與廠商協
調，增列履約時限相關條文。
(泰山已於105年7月完成改善)

工程類

1. 林口合約內容未規範災時應
配合公所需求時間內，到達
現場進行勘驗及搶修工作。
(已於105年7月完成改善)

2. 建議可與廠商協調，增列履
約時限相關條文。

運輸載具類
各區公所簽訂內容皆有符合檢核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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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開口合約填寫說明
請各單位辦理以下事項：

一、請區公所3月10日前提報106年開口合約簽訂進度及已簽訂之合
約內容電子掃描檔。

二、請區公所須於4月14日前完成106年各項開口合約簽訂事宜，並
提報合約內容電子掃描檔。

三、須提報內容說明如下：

34

開口合約簽訂類別

 民生物資類
 工程搶險類
 交通運輸類
 其他類

• 綠美化
• 資通設備
• 備援電力
• 收容

須提報資料

 封面頁
 用印頁
 履約期限頁
 單價分析頁



WCDR

公所開口合約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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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內須詳列合約項目單價表。

►工程類合約須律定廠商到現場協助搶修時限。

►請各單位於簽訂後，與合約廠商確認與其他單位簽訂
同類型合約數目。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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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開口合約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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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表五

表二至四

調查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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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局處防救災資源資料
庫之能量總表填寫說明

二、開口合約能量、民間組織及其資源填至「新北

市政府防救災資源資料庫」

主分類
• 人員

• 救災物資

• 車船資料

• 一般災害搶救

裝備器材

• 化學災害搶救

裝備器材

• 特殊救災機械

共6項

次分類
• 協勤民力

• 專技人員

• 救火裝備

• 個人防護裝備

共34項

細分類
• 義消分隊

• 化學消防車

• 工程搶修車輛

共288項

詳見「新北市政府防救災資源資料庫管理執行計畫」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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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局處防救災資源資料
庫之能量總表填寫說明

二、開口合約能量、民間組織及其資源填至「新北市政府防
救災資源資料庫」

局處置於區公所之資源，例如：中小型抽水機、衛星電話……

區公所本身擁有資源

區公所簽訂開口合約資源

依據「新北市政府防救災資源資料庫管理執行計畫」
注意事項第六點，以下項目勿重複填報：
義勇消防人員、救難團隊及搜救犬由消防機關填報
社福團體由社會局填報

注意事項

需填報之資源來源分屬三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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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局處防救災資源資料
庫之能量總表填寫說明

4月14日前由區長/局長核章後，回傳至市府備查。

後續若有更新，由各單位自行陳核，不須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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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期末評鑑審查意見報告

40



WCDR

105年期末評鑑審查意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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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意見 處理說明

1.

害防救體系運作機制多為說明強化人
員的熟悉度，較少對現有體制的檢討
或建議等說明，建議未來能針對現有
體制進行檢討與建議。

評鑑資料已有多項現有體制之檢討，檢討項目如下：
1. 製作災害應變中心工作報告：本府於每次颱風災害

應變中心開設後製作颱風工作報告，將相關運作分
析、檢討策進及相關檢討會議納入撰寫內容。

2. 修訂本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105年該要
點修正案即於4月26日函頒在案。

3. 水災強化三級納入作業要點規範：為能及早啟動災
害應變運作機制，爰將水災強化三級開設納入實務
運作機制，並於作業要點規範相關開設時宜，以期
將水災造成之損害降至最低。

4. 前進指揮所：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作業規
定前於102年1月11日訂定實施後，陸續檢討前進
指揮所運作機制並修正作業規定，另於104年6月5
日邀集市府相關機關、各區公所及事業單位開會討
論，以期更貼近災時實際運作。

5. 彙整區公所災害防救體系運作建議：本府於計畫執
行期間，每年至各區公所辦理2次輔導會議，透過
輔導會議釐清相關權責，並針對區公所提出之建議，
於深耕計畫工作會議與市府相關局處及各區公所共
同協商討論，據以調整相關防救災機制。

6. 檢討國軍合作機制：有關國軍進駐機制，定期針對
災害潛勢、預置地點、救援路線及後勤補給支援等
事項，進行專案研討。

市政府綜合審查意見 已有執行 納入106年推動規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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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意見 處理說明

2.

建議考慮災害不同特性與規模（大規
模災害、複合式災害）下疏散避難、
收容安置、搶修搶險的情況，要求公
所能針對不同情境檢討現行SOP 是否
能因應。

1. 深耕第2期計畫推動期間，各區公所皆會於災害應
變兵棋推演辦理後進行推演檢討，針對外聘委員及
與會單位之檢討建議討論策進方式，並依據兵棋推
演檢討內容調整相關作業機制。

2. 本府106年度將持續推動區級防救災兵棋推演，將
以大規模災害、複合式災害作為推演情境設定，以
強化本市災害應變能力。

3.
有關培植災害防救能力：建議各公所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演練能與轄內學校
合作。

1. 本府已有函頒「新北市各級學校臨時收容所實施計
畫」，律定學校開設為收容場所時之編組、開設步
驟及相關注意事項，供學校依循。

2. 本府已有將「區公所是否與學校合作，辦理學校收
容實務演練」列為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評核項目，
請各區公所積極與學校合作辦理收容實務演練，並
每年檢核各區公所執行成效。

4.

建議防災社區推動方面，在後續持續
運作和演練方面，市府能考量其經費
需求。對不同環境背景差異之社區，
可找出不同推動模式。另外，防災社
區推動也可結合在地民間團體或企業。

1. 本府於104年起積極推動整合型防災社區工作，整
合市府相關局處資源共同推動防災社區，包括由水
利局針對高水災潛勢社區推動水患防災社區，農業
局則針對高坡地災害潛勢之社區進行輔導，山坡地
社區由工務局協助提供相關之監測資源，以符合各
類型社區之需求。

2. 本府防災社區之推動，積極整合市府、區公所、社
區民眾、該里巡守隊、鄰近學校等單位共同推動，
未來將納入在地民間團體及企業等單位。

市政府綜合審查意見 已有執行 納入106年推動規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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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意見 處理說明

5.
考量到大規模災害時，可能需要不少
避難收容處所進行收容，建議可以與
旅宿業者簽訂開口契約用於短期收容。

本市已有部分區公所(19個)與轄內旅宿業者簽定收容開
口契約或協定，未來將持續鼓勵各區公所與旅宿業者進
行合作，增加避難收容能量與提升收容之品質。。

6.
有關災害防救資源：建議於人口較為
集中之區域能夠建立起跨區收容機制，
以強化應變能量。

1. 已依據大規模震災後推估之收容需求人數，評估各
區收容能量是否足夠，若有部分行政區收容能量不
足，即可轉往尚有收容能量之行政區進行收容，並
已有將相關之推估數據及各區收容能量列入市級地
區災害防救計畫，供大規模災害應變時參考。

2. 本市部分區公所已有與鄰近區公所簽定相互支援機
制，包括災時收容之相互支援。

3. 以蘇迪勒颱風應變為例，部分烏來區疏散之民眾，
即收容於新店區龜山活動中心，於歷次災害中，市
府災害應變中心皆會依據災害狀況及各區公所當時
能量，統籌調度相互支援事宜。

7.
針對新北市轄區內有為數不少企業，
未來可朝企業自主防災與企業參與防
災兩方面著手。

1. 105年區公所防災教育講習已有聘請英國考文垂大
學之陳永芳教授以「英國企業防災推動案例分享」
說明企業防災於英國之推動方式，供各區公所及本
府參考。

2. 本府106年度自行辦理深耕延續性計畫，該計畫將
會規劃推動企業防災相關工作。

市政府綜合審查意見 已有執行 納入106年推動規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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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意見 處理說明

8.

新北市日間與夜間人口流動，考慮到
日間有不少民眾通勤上班，移動到另
個縣市或自其他縣市來此，因此各區
在防災工作面也應當考量此種狀況，
區公所在災害時扮演的角色。

以地震災害為例，本府已有利用TELES系統推估日間、
夜間不同狀況之受災人數及災損情形，並納入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規劃相關因應作為。

9.
災時緊急應變處置機制由於各公所之
地區特性不同，因此在應變中心編組
方面，建議能以功能性來進行編組。

本市各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各編組標準作業程序係由市
府提供範本後，由各區公所依據實務運作調整作業程序
內容，以符合各區公所之差異性，目前已有部分區公所
採功能性編組精神，將人事、政風等單位人員編入暨有
之編組，而非完全採課室進行分組。

10.

「編製具有在地化災害潛勢特性之防
災教育相關材（案）」應非深耕計畫
相關，應為教育部資科司推動的防災
校園建置計畫，不應納入本計畫創新
作為。

本府災害防救深耕第2期計畫之推動，整合市府相關局
處共同執行，教育局亦為推動編組之一，故將教育局相
關防災工作成果納入，未來製作評鑑資料將審慎評估資
料項目是否適宜。

市政府綜合審查意見 已有執行 納入106年推動規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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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意見 處理說明

1.
過去防災社區推動已有良好成果，
建議未來仍可持續針對災害風險較
高地區之社區，推動防災社區。

本府於104年起積極推動整合型防災社區工作，整
合市府相關局處資源共同推動防災社區，使防災社
區推動數量與推動成效皆有所提升，106年將持續
推動防災社區工作，輔導災害風險較高地區之社區
強化其防災韌性。

2.
建議未來在推動防災社區時，可與
鄰近學校合作，結合校園防災使其
防災功能更為完整。

本府105年度輔導之防災社區，即有社區結合鄰近
學校共同辦理災害應變演練，106年度本府將持續
推動防災社區工作，並依據各輔導社區位置，洽鄰
近之學校共同執行防災相關工作。

3.

災害潛勢地區短、中、長程改善計
畫除了硬體工程之建議，建議應針
對於其他非工程之減災、整備作為
亦有規劃。

本市各區公所皆會依據轄內災害潛勢特性訂定各類
災害短、中、長程改善對策，並納入各該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內推動實施，改善措施內容非僅有工程類
作為，以土城區公所土石流災害改善對策為例，即
有包含宣導土石流疏散避難路線、土石流防災專員
培訓、推動防災社區等非工程對策，惟本次評鑑各
區公所呈現之災害潛勢改善資料多以工程類佐證資
料為主，未來製作資料時將整體彙整各項對策之資
料。

區公所共通性建議 已有執行 納入106年推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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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意見 處理說明

4.

新北市有不少自外移入的人口或外
籍勞工，建議未來在避難收容能量
的評估方面，也應考量移入人口與
外籍勞工之需求。

106年度規劃依據不同行政區之人口組成特性，於
新設置之防災避難看板增加中文以外之其他語言指
示文字，使非使用中文之民眾可得到避難相關資訊。

5.
建議可將「簡易耐震安全評估」調
整為「安全性初步評估」，因兩者
在補強工程上有所差異。

「簡易耐震安全評估表」係由區公所自行填寫，非
由專業技師進行評估，內政部建議之「安全性初步
評估」之名稱易與「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
混淆，「建築物耐震能力初步評估表」需由專業技
師進行評估，為避免因表格名稱相近造成混淆，仍
維持「簡易耐震安全評估」一詞。

6.

「收容安置作業機制」不應只列出
區公所編組進行開設的機制，應以
各避難收容處所自行開設（里長、
里幹事、社區、學校）編撰。避難
收容業務確實是由公所負責，但開
設與營運則不可能全部由公所人員
負責。

本市各區公所皆有訂定各該「收容安置作業機制」，
有關本項建議將納入該機制修正評估。

區公所共通性建議 已有執行 納入106年推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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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度
地圖

脆弱度
評估

居民
受影響人口

居住環境
河海距離、救難設施

Hazard Area (ha.)

very high 6.15

high 71.89

medium 13.85

low 1.16

Very low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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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蒐集並更新相關潛勢資料
蒐集並更新相關
潛勢資料

(2) 整合災害潛勢相關圖資並更新
既有圖資

整合災害潛勢相關圖資並更新既有圖資
(更新水災潛勢圖)

(3) 建置災害脆弱度電子圖資 建置災害脆弱度電子圖資(地震或火災)

(4) 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布土壤
液化資料，進行土壤液化加值
分析

進行土壤液化
加值分析(老
舊建物或學校)

整合（更新）災害潛勢電子圖資與脆弱度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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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辦理本市既有防災公園之整備
驗證工作

協助區公所辦理防災公園之整備驗證工作

(2) 依實際需求，評估增設防災公
園之地點

選定3處防災公園規劃地
點

(3) 進行防災公園配置規劃，並繪
製配置圖

蒐集防災公園底圖
資料，進行現勘，
套疊潛勢

繪製防災公園
底圖

繪製配置圖，進行現勘確認
點位

協助本市規劃防災公園與整備驗證相關事宜

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聘請防救災相關領域專業師資，
並製作課程講義

擬定科目，
邀請師資編

撰教材

(2) 辦理區長班、里長班、市府班、
區公所班及鄰里班防災教育講
習，並於各班別課程，請學員
填寫意見回饋表

辦理區長班及里長
班教育訓練

辦理市府班、區公
所班講習

辦理鄰里社區班講習

(3) 彙整各班別意見回饋表資料，
分析學員滿意度，作為未來辦
理相關講習之參考

彙整辦理成果，包含各班別意見回
饋表資料，分析學員滿意度

(4) 蒐集未來內政部推動防災士制
度之培訓課程資料，並融入上
述課程

編撰教材時融入防災士制度之培訓課程
資料

協助本市規劃防災公園與整備驗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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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災士培訓課程
課程主題 內容

1.序論
1. 防災士的職責
2. 歷史上與近年自然災害彙整及其教訓

2.自身性命由自身守護(自助)
 個人
 企業

1. 個人的平時因應之道(家庭防災會議、儲備品、避難計劃、安危確認計劃)
2. 行政的平時因應之道(耐震檢測、家具固定、耐震規定)
3. 災害發生時個人的因應之道(身體防護、火災管理、逃生、救災、避難、安全確認聯絡、外出時的因應要領)
4. 維生管線(電力、瓦斯、上水道、電話、鐵路、道路)之災情預測及中斷對策
5. 災害醫療(心理治療、PTSD)

3.區域活動(共助・合作)
 自主防災組織

1. 區域的防災活動(自主防災組織及學校之防災活動、防災教育・訓練及推廣活動、各地活動範例)
2. 行政的日常對策(相關法令、防災計劃、避難計畫、防災據點、生活弱勢者對策、行政支援、相互支援協定)
3. 行政的災時對應(資訊蒐集及傳達、災時弱勢族群避難、消防活動、救災活動等要領)
4. 避難所(運作要領、物資調度及分配)
5. 緊急救難技術之學習(災害現場之搶救及防火技術、災害弱勢族群之救助及疏散技術)；災後重建及支援制度

4.學習災害發生機制(科學)

1. 地震(活斷層、群體發生之地震、土壤液化)；海嘯
2. 市區大火、火災；火山噴發、火山碎屑流、熔岩流
3. 風災及水災(颱風、暴雨、洪水、龍捲風、豪大雪)
4. 土砂災害(土石流、山壁崩塌、走山)

5.了解災情(情報)

1. 氣象預報.警報、避難勸告
2. 災害情報之發布・傳遞・蒐集
3. 災害報導、網路之運用
4. 災情預測、災害地圖(Hazard Map)；災害觀測、防災系統(防災GIS、即時(Real Time)地震學)

6.習得減災與危機管理方法
 防範・重建

1. 危機管理的基本理念；都市災害的特徵、都市防災計劃及技術
2. 企業的防災活動・BCP(企業永續計劃)・危機管理・區域協力・
3. 災害及損害保臉、共濟；災後重建(住宅重建、重新造鎮)

7.守護性命(急救)
 緊急措施
 急救措施

1. 緊急措施的基礎知識；心肺復甦術、AED(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2. 操作方式、大量出血時之止血方法、傷患者管理法、受傷及骨折之緊急措施、搬運方式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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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調整修訂架構及修訂共通性章節內容。

►2月召開修訂說明會。

►持續蒐集各該災害潛勢調查結果及所提對策，並配合《災害防救法》及新版
《新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修訂。

51

協助修訂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106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備註

彙整業務計畫、市級地區
災害防救計畫等上位計畫
有關區級之內容
召開本市區級地區災害防
救計畫修訂說明會

說明106 年修訂內 容
及期程。

區公所進行修訂區級地區
災害防救計畫

各公所辦理。

各區計畫提送本市災害防
救辦公室預審

各災害防救業務局處
就其權管部分檢視

市府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局處進行審查及提供建議

各災害防救業務局處
就其權管部分檢視

各區依據市府修正建議酌
修計畫內容

各公所辦理。

提報各區災害防救會報核
定

各公所辦理。

函送新北市災防辦災害防
救會報備查

本市災害防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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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市府各局處
之權責分工由

局處答覆

跨局處權責
之問題透過
四方會議進
行協商研議

彙整區公所
提列問題

► 透過實地輔導，偕同區公所共同研議防救災對策，改善執行防救災業務之問題。

共同研擬防救災對策

52

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實地至各區公所進行輔導與訪
談，蒐集區公所防救災相關問
題，彙整後函請各權管局處協
助處理

規劃輔導區
公所執行方
式及輔導內

容

配合公所災防會報
辦理第1次輔導

規劃第2次輔
導內容及期程

區公所第2次
輔導

(2) 召開工作會議，針對權責不明
之防救災相關問題，協調相關
單位共同處置，並管制各案件
辦理進度

針對權責不明之防救災相關問題，協調相關單位共同處置，管
考辦理進度

協助彙整區公所災害防救分工與運作之問題，並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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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
印尼文

避難看板文字內容可擇示
範區，依據該區需求規劃
加列原住民語、泰語、印
尼語等語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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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調查各區可設置防災避難看板
之地點

調查並選定
看板設置地

點

(2) 繪製防災避難看板圖面並進行
裝設

辦理看板招標工作
繪製看板圖面，設置防災看板，建

立成果清冊

(3) 看板裝設地點儘量配合推動之
防災(韌性)社區位置

調查並選定
看板設置地

點

(4)針對受損之看板進行修繕(至
少10面看板)

調查需修繕
看板

協助修繕

裝設15組防災避難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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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2處防災(韌性)社區

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請各區公所提報轄內欲推動防
災社區工作之社區或里參與遴
選，並整合市府相關局處之資
源，共同選出推動之示範社區

防災社區遴選
工作

(2) 擇定2處防災(韌性)社區(或里)，
執行防災(韌性)社區系列活動
(活動內容以內政部消防署編印
之防災社區操作手冊為範本)並
辦理演練。強調(韌性)社區(或
里)自行繪製簡易風險地圖，並
邀請鄰近之學校共同參與推動

社區指
導工作
會議

啟蒙啟
動、社
區環境
踏勘

社區環境診斷、
防災議題及對

策討論

防救災
及救護
訓練

社區參
訪

防災演練
成果發表

(3) 彙整推動成果資料，作為未來
辦理相關活動之參考

彙整推動成果資
料

辦理啟蒙啟動

災害潛勢與脆弱度
調查

繪製簡易風險地圖 建立社區防救災組織

辦理防救災講習
與訓練 辦理疏散避難演練

整備資源、
添購裝備

建置韌性社
區推動紀錄

訂定持續運
作計畫



WCDR

106年各項工作執行期程報告

55

持續檢討各區公所開口契約

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蒐集各區公所簽訂之防救災
相關開口契約，包含物資、
工程、交通及其他類別

調查區公所
開口合約更

新情形

持續追蹤公所開口
合約簽訂進度並回

收資料

(2) 檢討各區公所防救災相關開
口契約簽訂內容是否完整

檢討區公所開
口合約

►請區公所須於106年3月底前提報合約資料。

開口合約須提報資料

 封面頁
 用印頁
 履約期限頁
 單價分析頁

►合約內須詳列合約項目單價表。

►律定廠商到現場協助搶修時限。

►檢視合約廠商是否簽訂過多同類型
合約，避免廠商能量無法負荷。

開口合約簽訂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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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輔導區公所辦理

無腳本兵棋推演。

56

辦理區級災害防救兵棋推演(辦理5場)及應變演練(辦理1場)

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擇定5區，規劃區級災害防救
兵棋推演內容，視需求辦理
跨公所之聯合兵棋推演

選定辦理公
所及推演災

害類別

排定
辦理
期程

(2) 提供區公所災害境況模擬資
料，輔導區公所撰寫兵棋推
演腳本

逐月依區公所推演災害，設定情境並提供模擬資料

(3) 於區公所辦理兵棋推演時，
聘請相關專家學者擔任考核
官，進行無腳本出題，並於
推演後提供意見，並製作檢
討報告

聘請專家學者進行無腳本出題，並於推演後提供意見

(4) 擇1區辦理防救災應變演練 擇1區辦理實兵演練

區公所 推演災害 推演月份

兵棋推演

瑞芳區 坡地災害 4月

泰山區 地震災害 6月

淡水區 水災災害 6月

三芝區 颱洪災害 7月

金山區 核子事故災害 8月

實兵演練

鶯歌區 水災災害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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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 針對各區災害潛勢進行通盤性
調查分析

請區公所提
供105年歷

史災點

彙整調查資料，進
行災點調查

(2) 針對尚未改善之災害潛勢地區，
研擬短、中、長期改善措施，
並納入各該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配合實施，落實管考

針對未改善地點，持續追蹤各災點業管局處辦理情形

調查各區災害潛勢並研提改善對策

類別 災害類型

A類 水災災害

B類 坡地災害

C類 地震災害

D類 其他類型災害

照片說明：邊坡坍塌，導致大量土
石堆積於路面，影響該道路交通。

坡地災害紀錄照片

災害潛勢調查表 ► 請於106年2月初前提報予災防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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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蒐集企業防災及防災士參
考資料

蒐集企業防災國內外相關資料
蒐集防災士制度相關資料

(2)配合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辦理相關災害防救工作

持續配合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辦理相關災害防救工作

(3)配合本局之需求，協助新
北市校園防災相關工作

結合防災社區操作
協助於防災輔導團宣導

(4)配合本局之需求，派員參
與區公所會報災害防救會報

區公所第1次災害
防救會報

區公所第2次災害防
救會報

(5)針對受損之看板進行修繕
(至少10面看板)

調查需修繕
看板

協助修繕

(6)彙整各縣市災害防救政策
優點供本局參考

彙整各縣市災害防救政策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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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災例



芙蓉颱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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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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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16年10月5日

• 地點：南韓

• 事件描述：2016年10月5日，西北太平洋編號第16號芙蓉颱風
襲擊南韓南部沿海城市，造成當地災情慘重，其中「釜山」、
「蔚山」及南部「濟州島」受災最嚴重。最大風速達每小時
269公里(km/hr)，相當於美國五級颶風或我國強烈颱風。

資料來源：NCDR災害防救電子報 芙蓉颱風造成海岸溢淹與強降雨城市分布圖芙蓉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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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描 述

62資料來源：http://typhoon.ws/learn/reference/typhoon_scale

颱風與颶風分級對照表

風力級數對照 中央氣象局 美國國家颶風中心(颶風分級標準)
6 熱帶性低氣壓

≦ 61 km/h
≦ 17.1 m/s

≦ 33 kt

熱帶性低氣壓
≦ 62 km/h

≦ 33 kt
≦ 38 mph

7

8
輕度颱風

62 ~ 117 km/h
17.2 ~ 32.6 m/s

34 ~ 63 kt

熱帶風暴
63 ~ 118 km/h

34 ~ 63 kt
39 ~ 73 mph

9

10

11

12

中度颱風
118 ~ 183 km/h
32.7 ~ 50.9 m/s

64 ~ 99 kt

一級颶風
119 ~ 153 km/h

64 ~ 82 kt
74 ~ 95 mph

13

14

二級颶風
154 ~ 177 km/h

83 ~ 95 kt
96 ~ 110 mph

15

16

強烈颱風
≧ 184 km/h

≧ 51 m/s
≧ 100 kt

三級颶風
178 ~ 208 km/h

96 ~ 112 kt
111 ~ 129 mph

17

四級颶風
209 ~ 251 km/h

113 ~ 136 kt
130 ~ 156 mph

五級颶風
≧ 252 km/h

≧ 137 kt
≧ 157 mph

芙蓉颱風最大
風速達每小時

26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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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情 描 述

63資料來源：http://www.storm.mg/article/174308

此次颱風共造成7人死亡，4人失蹤，共超過300間房屋損毀
，二十萬戶停電，數以百計的飛機班次受影響，連結釜山和巨濟
島的巨加跨海大橋、馬山至昌原一帶的馬昌大橋，及釜山的廣安
大橋等重要橋樑，也因受到颱風影響暫停通行，經濟損失粗估約
一千八百三十萬美金。

芙蓉颱風造成當地海岸溢淹災情慘重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dKYJSg2oqM7ZiM&tbnid=LuASLmnDLt160M:&ved=0CAYQjRw&url=http://www.dapurpacu.com/banjir-kepung-jakarta-jumlah-pengungsi-tembus-5-ribuan-jiwa/banjir-jakarta-2014/&ei=fSIlU-vVCsmrlAWp9oDgDQ&psig=AFQjCNG2mz-Ak-S6WaZ6OYgKdJrcWNZALw&ust=1395028983964189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dKYJSg2oqM7ZiM&tbnid=LuASLmnDLt160M:&ved=0CAYQjRw&url=http://www.dapurpacu.com/banjir-kepung-jakarta-jumlah-pengungsi-tembus-5-ribuan-jiwa/banjir-jakarta-2014/&ei=fSIlU-vVCsmrlAWp9oDgDQ&psig=AFQjCNG2mz-Ak-S6WaZ6OYgKdJrcWNZALw&ust=1395028983964189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dKYJSg2oqM7ZiM&tbnid=LuASLmnDLt160M:&ved=0CAYQjRw&url=http://www.dapurpacu.com/banjir-kepung-jakarta-jumlah-pengungsi-tembus-5-ribuan-jiwa/banjir-jakarta-2014/&ei=fSIlU-vVCsmrlAWp9oDgDQ&psig=AFQjCNG2mz-Ak-S6WaZ6OYgKdJrcWNZALw&ust=1395028983964189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docid=dKYJSg2oqM7ZiM&tbnid=LuASLmnDLt160M:&ved=0CAYQjRw&url=http://www.dapurpacu.com/banjir-kepung-jakarta-jumlah-pengungsi-tembus-5-ribuan-jiwa/banjir-jakarta-2014/&ei=fSIlU-vVCsmrlAWp9oDgDQ&psig=AFQjCNG2mz-Ak-S6WaZ6OYgKdJrcWNZALw&ust=139502898396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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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應 變 作 為

64資料來源：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224/652404.htm

災時應變
• 災時南韓政府緊急關閉2,500多所學校及濟州國際機場。
• 南韓海洋警備安全本部在麗水市營救一艘受困渡輪，並緊急將

船上乘客接上岸送至收容處所。
災後復原
• 南韓國防部於災後動用1,200名士兵與當地義工一同協助災區

進行清掃與復原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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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災原因研判

65資料來源：http://hottopic.chinatimes.com/20161007003755-260803

芙蓉颱風造成南韓沿海城市淹水情形嚴重，其主要致災原因
為南海南部海域海底地形平緩，颱風逼近沿岸，有利於較大之颱
風暴潮形成，因此海水越提為海岸溢淹之主要原因。

當地建物遭受嚴重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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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迪颶風暴潮(2012, 美國紐約市)

66

• 珊迪颶風所造成的暴潮徧差(綠色線)高達2.5公尺。滿潮加暴潮
造成實際觀測潮位達到約4.2公尺高(紅色線)，創歷史新高。(歷
年最高為1960年3.99公尺) (低壓+海水上升+風)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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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潮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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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沿岸港口

項次 名稱 項次 名稱
1 草里 20 龍洞
2 麟山鼻 21 和美
3 後厝 22 澳底
4 六塊厝 23 卯澳
5 永興 24 馬崗
6 中角 25 東澳
7 龍門 26 野柳
8 澳仔 27 水尾
9 老梅 28 磺港
10 下罟子 29 石門
11 淡水第一 30 富基
12 外木山 31 龜吼
13 大武崙 32 萬里
14 望海巷 33 福隆
15 長潭里 34 淡水第二
16 深澳 35 美艷山
17 水湳洞 36 八斗子
18 南雅 37 正濱
19 鼻頭

 新北市沿岸(包含基隆市)
共有37個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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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潮因應-NCDR暴潮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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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蘇迪勒颱風潮位預報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運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以WRF預報之風場與氣壓場演算

出之暴潮預測。

 亦可做為一維河道演算的下游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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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潮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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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沿岸港口潮位預報結果

淡水

深澳

 NCDR提供WRF預報之風場與氣

壓場演算出之暴潮預測

 預測資料利用FTP連線方式接收

 每六小時產出一次預報資料，一

天預報四次

 資料格式：以Tide_2016102018

為 例 ， 預 報 起 始 時 間 為 UTC ：

2016102018，換算成台灣時間

為2016102102，預報資料共有

60小時資料

 潮位預報接收到的資料時，前12

小時已過去(非預測值) ，因此每

一報可預測未來4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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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潮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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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區中正路10號

暴潮預測/一維河道演算(杜鵑)

1. 溢淹：模擬水位高於渠岸高
或堤頂高造成溢堤。

2. 安全：模擬水位低於(現況
堤頂高-出水高)，滿足保護
設計標準。

3. 可能溢淹：模擬水位低於現
況堤頂高，但水位介於(現
況堤頂高)與(現況堤頂高-
出水高度)間，屬於出水高
不足之危險範圍。

(註：淡水河河口出水高設定為1.5公尺)

• 9月27日中央氣象局預測最大暴潮位約為2.3公尺
• 9月28日中央氣象局預測河口暴潮降低為2.0公尺
• 杜鵑颱風第四次工作會報(9/28 20：30)，以下游

邊界為2.0公尺進行淹水模擬
• 淡水捷運站附近中正路可能有淹水情況
• 淡水區中正路10號及12號有淹水通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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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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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堤為主要防禦海水溢淹之關鍵基礎設施，興建或加高海堤
或防潮閘門可以減緩或防止海水越堤所造成的外水淹水問題。

防潮閘門：在區域末端低窪處之排水路出口設置閘門，海水
水位上漲時，自動閘門關閉防止外水倒灌進入市區內；退潮或內
水位高於外水位，閘門打開，配合抽水機將內水積水排出。

設置海堤或防潮閘

暴潮預警與監控

政府須隨時掌握天氣雨量狀況與暴潮預警，必要時得預先
發布疏散避難警報撤離危險區居民，以降低災害。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



災害情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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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情資

地震情資

豪大雨情資

災害潛勢圖

http://eocdss.ncdr.nat.gov.tw/ncdrwebv2/



災害示警公開資料平台

73

http://alerts.ncdr.nat.gov.tw/



介接新北市災害防救深耕計畫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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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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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汛
期
(5月)

58天

20天16天

3月9日

函發檢核表
→確認格式有無

需新增修正。

彙整修
正內容

函發檢核表
→供各單位進

行各項檢核。

函覆檢
核內容

3月25日 4月14日 4月29日

4月28日3月1日2月10日1月23日

106
年

105
年

為加強落實檢核整備作業，
檢核時間自兩週(15天)，延長至兩個月(58天)

給予各單位更充裕時間辦理。

檢核表時間對照軸

需列入重點:
1.新添購的設備
2.剛完工的設施

3.制度有異動



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77

七、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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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席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