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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的6月到11月防汛期間，颱風侵

襲本島的頻率極高，而颱風期間所挾帶

的豪大雨所造成的水災也經常危及到民

眾的生命與財產。全年全島幾乎均有發

生水災之機會，所以我們可以說水災是

災害防救法法定災害中最為中央政府重

視的重大災害之一。根據中央氣象局的

統計，今年截自目前所發布的7次颱風

警報中，有4個颱風侵襲本島，其中又

以6月的奇比颱風重創澎湖、以及潭美

颱風重創高雄屏東最為嚴重，已造成相

當的損失。 

此次潭美颱風過境，內政部依行政程序陳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成立潭美

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責由蔡政務委員清彥擔任指揮官。應變中心歷經5

日全日作業，經歷颱風、解除颱風轉為低氣壓、發布豪大雨特報、水災等歷程後

才告解除。 

而在這次的中央災應變中心作業中，發現了颱風動向預測有誤差；缺乏災害防救

業務移轉之標準作業程序；地方政府是否應對應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對於颱風所

造成複合性災害（水災、輸電線路等）缺乏具體應變支援作業；如何加快災後復

建腳步以及有關災害防救委員會的角色等，尚隱存著混亂與模糊不清的介面，就

前述現象提出以下的建議： 

一、 強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預警報決策： 

過去我們常說：「多一分防颱準備，減少一分財產損失」。精準的預測，能多一

分防颱準備的時間；不準的預測，則會因為人為「忽視」其影響，而多一分財產

損失。以這次潭美颱風為例，似乎就出現了這種意外。因此，強化預警報決策品

質，提供準確性高的預測及災害潛勢預警發布，應是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緊急

處置的首要工作。 

目前的預警報的決策作業，僅能做到定性的颱風動向預測，對於颱風所可能挾帶

的豪大雨危害，有可能會在何處發生？多少時間內會降下多少的雨量？多少時間

內的累積雨量會對何處產生淹水、海水倒灌危害或是土石流災害發生？會有多大



的影響範圍？其攸關災害緊急搶救重要的災害潛勢預警資訊則闕如。建議宜加強

以下作業程序，以提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更為有用的預警報決策： 

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成立災害潛勢分析組：其成員包括國科會、行政院災害

防救委員會、專家諮詢委員會、研考會及中央氣象局等。由國科會召集，負責整

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有關颱風動向及豪大雨之研判、可能影響範圍內之淹水及土

石流潛勢推測與發布事項建議等，以提供現場指揮官更具專業的決策建議。 

2. 強化中央氣象局颱風發布通報單內容：除維持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或陸上颱

風警報第一通報內容外；至於爾後之通報單內容，建議應增加颱風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災害潛勢分析組所提供的分析資訊，藉以增強訊息發布強度，以加深各級政

府與人民對災害潛勢的了解，強化對防災應變警覺心。 

二、建立災害防救業務移轉標準作業程序： 

依據災害防救法，颱風災害內政部為業務組管機關，水災經濟部為業務主管機

關。若依此作為分野，在颱風警報解除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由內政部負責；颱

風警報解除後，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解除。如果颱風過後水災持續發生，豪大

雨持續發布，則後續水災中央災害應變業務應由經濟部負責，並可視災害情況，

決定是否要陳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擴大成立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召

集各相關部會署進駐聯合作業。 

這次的潭美颱風在颱風警報解除後發生嚴重的水災害，而依災害防救法此時指揮

官指示將水災中央災害應變業務交由經濟部負責。此次在災害業務重心移轉過程

中有以下之問題尚待檢討： 

1. 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災情通報作業是由內政部消防署與地方縣市政府消

防局負責，彼此間因平時聯繫良好，並且已建立了「消防災害查詢通報系統」，

因此能維持很強的災情通報；然而當災害業務移轉為以水災災情為主時，卻發生

水災中央應變中心無法與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於消防局）同步作業。這是

因為經濟部無法透過消防通報系統取得水災情報；同時亦無法直接與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取得聯繫之故；此外，對於台電公司所負責的輸電線路災害，亦難以掌握。 

2. 當潭美颱風轉成低氣壓解除陸上颱風警報之後，在當日傍晚後高屏地區出現

豪大雨。經指揮官同意，將潭美颱風與七一一水災合併成立聯合應變中心。經濟

部在執行水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業務時，卻也發現該部駐守人員對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運作及幕僚作業的不熟習、與地方機關以及對中央其他各部會聯繫不順等情

事發生。 

對於前述問題，提出以下建議： 



(1) 中央各災害業務主管機關應就其主管災害業務與所屬單位及地方政府建立通

暢的通聯管道：由這事件的發生，可發現目前的緊急應變通報是建立在一個非常

脆弱的基礎上，換言之就是徒有應變通報專線，卻往往無法發作用。根據災防會

內部所進行的各部會緊急應變聯絡電話測試發現，除了消防署每天有對各地方消

防局進行通訊測試外，其他單位鮮有為之。有幾個部會部，幾次測試結果並不盡

理想，同時部本部對災害業務也無單一窗口主其事。對此建議：各災害業務主管

部會應建立分工明確、組織有序的災害防救應變體系、建立緊急通訊聯絡手冊、

建立災情通報資料庫、辦理定期與不定期的緊急應變通報測試、辦理防災演練及

演習以及災害應變研習與觀摩等，將危機業務管理化，才能建立通暢的通聯管道。 

(2) 災害業務主管機關應建立負責綜理所屬災害防救業務的單一窗口：此次七一

一水災對高屏地區所造成的災害，不論是水害、停電力復原均屬工程浩大，協調

指揮調度卻為不易。而由內政部負責多次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經驗指出，單

一的窗口，統合的聯繫制度的建立，有利於救災搶險工作。因此，建議各部會必

須依據災害防救法建立災害應變單一窗口，並指派高階長官負責，方能順遂災害

防救工作。 

(3) 辦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變業務工作會：這次由颱風與水災聯合應變中心作

業的經驗中發現，並非各個部會署均能熟習與了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方式與

幕僚作業。特別是一旦其他業務主管部會署，將災害應變中心設立於所屬部會署

中，或者是為因應突發事件而設置於事故發生所在地時，業務主管機關與各個派

駐人員是否能迅速完成應變中心所有事前準備工作？倘若未經過反覆的演練與

操作，實令人啟疑。因此建議，行政院應盡速核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

程序」，並透過工作會的方式，召集各個部會署辦理應變中心運轉及相關防災業

務講習，以達成各業務主管部會防災業務標準化的目標。 

3. 地方政府與中央的災害應變中心應同步成立：幾乎每次中央氣象局發布海陸

上颱風警報時，只見中央是非常慎重其事的成立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由政

務委員以上長官擔任指揮官；相對於地方，通常在颱風暴風影響範圍內的地方政

府，是由消防局成立防颱指揮中心，負責災害搶救工作。由這次的七一一水災教

訓我們可看出，地方政府如能與中央同步成立應變中心，建立統合的對口聯繫管

道，確實有助於災害預防及搶救。因此建議，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應強制要

求地方政府，一旦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成

立同步成立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心，並完成連線各項準備，俾讓災害防救體系能

行成一個綿密的聯防網。 

4. 加速建立中央與地方對複合性災害的應變支援能力：颱風或是豪大雨的發

生，絕對不可能只有單一的災害產生。換言之，颱風與豪大雨會總會帶來複合型

災害。此次的潭美颱風與豪雨災害即為嚴重的複合型災害。當時高雄市在幾個小



時內下了近600公厘的雨量，外加適逢漲潮時段，以致市區內排水宣洩不及，造

成千餘戶大樓地下室淹水，數萬戶停電。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如何能在最短的

時間內調集抽水機抽乾地下室積水，進行復電；如何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調集拖吊

車拖吊淹水故障車，排除路障；如何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動員人力與物資進行災後

復原與衛生消毒等等工作，再再考驗中央與地方的應變支援能力。 

此次的救災經驗中發現，自中央各部會乃至地方政府，對於各項救災物資與設備

器具的掌握與調度上仍待加強。例如在抽水機具調度上，由於各個單位所支援的

抽水機馬力數各有不同，要如何依據各抽水機馬力數大小、數量、揚程等限制因

素，配合救災的優先順序作組合，就很困難。因此，對於提高應變支援能力，爰

提出以下建議： 

(1) 應變支援要以科學分析作基礎，謀定而後動：這次高雄市千餘棟大樓地下室

淹水的抽水，我們可以先估算出每棟大樓的淹水量，並決定抽水預定完成時間

後，就可以掌握所需抽水馬力數。同理，災後街道復原人力支援計畫，同樣亦可

以預先運用市區街道地圖，算出待清理長度、清理面積，以及清理廢棄物體積。

有了這些數據，根據每人清運量、卡車運方量，就可推估出所需人力數及卡車數。

因此，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在調度分配救災機具或設備時，應重視運用科學分析

方法，以取得合理數據作為決策依據，俾始救災工作能夠進行更快速、有效率。 

(2) 盡速完成中央各部會與地方政府抽水設備與器材資料庫建立：要建立完善的

應變支援能力，必須先知道本身掌握了多少籌碼，才能補不足。我們深知建立各

項救災物資與設備器具資料庫雖然事件困難的工作，尚猶待中央與地方政府制定

周全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中詳細納入規範並加以反覆演

練，方為可成。由於台灣水災發生機率高，在諸些計畫尚未完成整備之前，建議

仍應優先建立抽水設備與器材資料庫，以提高水災災害發生時應變支援能力。 

5. 加速天然災害勘查作業：天然災害發生後，農業及公共設施往往最易受到損

害（壞）。行政院在89年10月25日頒布了「行政院天然災害公共設施勘查處

理作業要點」，對於處理天然災害公共設施災後復建經費審議事項，均有明確的

規定。依據該作業要點規定，行政院位審議所屬各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報請專案勻支或補助經費，得成立「行政院天然災害公共設施勘查處理小組」負

責審議。該小組由政務委員兼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擔任召集人，各相關部會及台

灣省、台北市、高雄市政府為小組成員，並由公共工程委員會負責小組幕僚作業。

90年4月26日發布「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設置農業

天然災害救助基金，辦理農業生產因天然災害受損之現金救助、補助或低利貸款。 

災後復建成效，關係政府對於受災災民的關心程度。特別是，現今民意輿論對政

府監督力量強大，政府災後復建進度慢，必招致相當的民怨。因此，加速天然災



害勘查作業，以最短的時間完成復建，減輕對民眾的不便，為各級政府在災後最

重要工作。然而要達成目的，必須中央與地方落實： 

(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必須下達由公共工程委員會及農委會即刻依「行

政院天然災害公共設施勘查處理作業要點」及「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辦理勘災作業。 

(2) 受災地區的地方政府應配合中央勘災作業先行進行災害損失調查，並建立清

冊。 

(3) 由行政院研考會做專案列管，追蹤復建進度。 

6.加強災害防救委員會應有功能：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於89年8月25日成立，

為一常設性的任務編組單位。依據災害防救法所賦予的功能，災害防救委員會屬

於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幕僚單位，平時負責協調、整合、督導、考核相關部會及地

方政府辦理災害預防業務；於災害發生或是有發生之虞時，協助主管部會執行災

情蒐集與通報、緊急應變措施及協調有關單位支援事宜。換言之，災防會平時負

有「督軍」之責，而在災害應變時負有「監軍」之任。 

目前災防會受限於組織型態以及專任人力不足等因素，以致「督軍」與「監軍」

工作未臻落實，對於災害防救奠基工作，例如完成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協助建立

各級政府災害預防、災害應變措施、災後復原重建等工作有深遠影響。因此中央

災害防救會報應發揮災害防救委員會應有功能。具體建議如下： 

(1) 充實災害防救委員會專職人力：目前災防會2/3以上人力為兼任性質，災害

防救業務之品質與進度自然會受影響。自災害防救法於89年7月19日公佈以來，

迄今已逾1年，然而災害防救計畫尚未完成。為加速計畫審議作業，俾儘早公佈

實施，唯有充實災害防救委員會專職人力。 

(2) 結合行政院研考會辦理各業務主管部會、直轄市及縣（市）災害防救業務之

督導考核：災害防救業務之推動，應重「預防」才能減少「救災」的頻度。由於

各級政府對於災害防救業務仍處於建置階段，透過計畫、執行、督導及考核過程，

有助於落實災害防救業務。 

(3) 主動參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雖然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中

並未將災防會納入，但是災防會應本於為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幕僚之立場，應主動

參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具體方式為：協助主管部會辦理執行災情蒐集與通

報、緊急應變措施及協調有關單位支援等事項。 



災害防救業務千頭萬緒，非一朝一夕可以達成。但是每次的檢討與改進，就能為

建立「無災家園」的理想，向前踏出一步。且為美好的將來與後生世代，建立「無

災家園」願景，大家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