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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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 

逢甲大學 中華民國 土木及水利工程研究所 博士 1999/09至2006/06 

逢甲大學 中華民國 土木及水利工程研究所 碩士 1996/09 至 1999/06 

逢甲大學 中華民國 土木系 學士 1992/09 至 1996/06 

服 務 機 關 服 務 部 門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逢甲大學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處長 2013/6 至今 

逢甲大學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研究教授 2015/12 至今 

逢甲大學 智慧城市發展中心 副主任 2015/1 至 2017/7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專任助理教授 2011/8 至2014/7 

逢甲大學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研究副教授 2010/8 至 2015/11 

逢甲大學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教授 2007/12 至2010/7 

逢甲大學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2006/10 至2007/11 

內政部消防署 災害防救深耕計畫企業防災 講師 2018/5 至2019/5 

臺中市政府 永續發展委員會 委員 2011/3至2015/3 

臺中市政府 研考會 諮詢委員 2013/7至2015/6 

專長 防災監測 土木工程 橋梁工程 



•高山面積(標高>1,000公尺)之占全島之39%； 

•丘陵與台地(100~1000公尺)約佔32%； 

•平原(<100公尺) 約占29%，為人口與農工業
集中區。 

•長度大於100Km僅6條-最長濁水溪186.4km 

•面積大於1000Km2僅9條-最廣高屏溪3257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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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年來旱澇災害交替頻繁且強度增高 

19年 

豐水年 

雨量(mm) 
42年 

3,180 

61年 

3,240 

18年 

79年 

3,144 

8年 

87年 

3,322 

17年 

乾旱年 

雨量
(mm) 

52年 

1,830 

69年 

1,605 

13年 

82年 

1,645 

9年 

91年 

1,572 

94年 

3,568 

7年 

過去數十年的資料顯示台灣平均年降雨量為2,500mm，約為世界平均值的
2.6倍，但最高為3,568mm，最低為1,572mm，顯示台灣降雨量相當不穩定 

但台灣60~90%降雨量集中在雨季（每年5月至10月），且多數降雨來自颱
風，加上台灣河川短且急，使台灣的水文及水資源充滿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谷關 

鳳凰颱風來襲，花蓮市
區處處淹水。
2008/7/28 

秋颱薔蜜報到宜蘭受災重。
2008/9/27 

輕颱卡玫基帶來豪大雨量重
創台灣 2008/7/20 

辛樂克颱風肆虐台灣。
2008/9/17 

災害發生頻率增高 

http://www.msnbc.msn.com/id/26939348/displaymode/1176/rstry/26934486/


洪災損失嚴重 

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673人死亡，26人失蹤。 

2009/8/8 

凡那比颱風肆虐,高屏成水
鄉澤國。2010/9/18 

梅姬颱風宜蘭地區淹水、土石流及蘇花公路多處坍方。
2010/10/21 



2018花蓮地震地表加速度(PGA)分布圖 

各地震度分布 

縣市 震度 
PGA 
(gal) 

花蓮縣 7 482.3 

宜蘭縣 7 428.4 

南投縣 5 117.8 



企業營運常見的災害風險  

•颱風、水災、土石流、火災、爆炸、地震 

•災害型態複雜，除單一事故外，也可能來因自然

災害延伸，造成「二次災害」，甚至產生「複合

性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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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 

•每年6月到11月颱風常造訪臺灣本島，往往引進西

南氣流伴隨豪大雨，讓企業營運造成損失。 

•對資本與勞力密集產業來說，因颱風形成的損失，

除淹水，廠房店鋪無法營業的損失外，地方政府

發佈停止上班上課造成的無法營業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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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 
•台灣位於東亞地震帶上，常受地震傷害與影響。地震依

其釋放能量的多寡與搖晃劇烈的程度，有所謂的「震度」

（INTENSITY）與「地震規模」（MAGNITUDE）。 

•芮氏規模「6.0」以上的地震極有可能引起複合性災害，

除地震後都市地區火災延燒外，臨海地區也可能引發海

嘯，對沿岸聚落產生直接衝擊。地震後交通中斷，水電

瓦斯等生命線（LIFE LINE）受損，都市機能癱瘓，將直

接造成企業營運中斷與建物廠房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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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與爆炸 

•從消防署105年建築物火災依用途類別區分資料發現，

除民宅火災外，大部份發生火災的建築物，不外乎是廠

房、倉庫、辦公大樓等與企業營運有關的建築。火災對

企業的威脅，由此可知。火災事件中，如果伴隨油料與

化學品爆炸，對於周邊環境的污染與居民的生命財產安

全帶來的破壞，更非單純企業的損失所能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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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重大災害案例  

•921大地震  

921大地震發生於1999年9月21日凌晨1點47分，造成

2,455人死亡、11,305人受傷、房屋全倒38,935戶、半

倒45,320戶、橋梁中、重度損壞計15座，交通中斷公

路37條，估計全國經濟損失達新台幣3,6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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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氣爆事故 

高雄氣爆事故發生於2014年7月31日23時55分以後至8

月1日凌晨間，造成 32人死亡，321人受傷，並造成高

雄市前鎮區多條重要道路嚴重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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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重大災害案例  



•八仙樂園粉塵暴燃事故 

八仙樂園粉塵暴燃事故發生於2015年6月27日晚上約8

時27分。當時新北市八仙樂園於園內游泳池舉辦彩色

派對，活動中疑因玉米粉及食用色素粉塵遭電腦燈高

溫引燃，釀成火災悲劇，造成15死484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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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重大災害案例  



國內有那些公部門推動企業防災  

•內政部消防署  

消防署也有與中興保全、統一速達、究心科技等企業合作推

動企業災情查報，舉例像是中興保全利用公司PDA安裝APP進

行報案，或是統一速達利用物流車報案等；另也有鼓勵企業

認養設置防災避難看板，促使民眾認識自我生活環境及災害

風險，藉由疏散避難方向之引導，安全抵達避難收容處所，

並提升災害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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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有那些公部門推動企業防災  

•經濟部水利署  

邀請24小時營運之中油加油站、台糖加油站、工業區

及加工出口區廠商，共同參與災情通報合作機制。並

與統一超商合作，在超商資訊推播系統中傳遞氣象及

淹水預警等防災資訊。  

16 



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也被稱為「企業公民精神」（CORPORATE 

CITIZENSHIP），因為企業之經營與活動，其影響的不僅

是企業整體，更會影響社會福祉的創造。但是隨著社會

的脈動與變遷，逐漸衍生出了企業倫理、企業治理，及

環境保護等不同議題，企業之社會責任也就無法單從經

濟層面的獲利情形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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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資料進入政府部門決策系統 

• 就現今國際社會發展趨勢，走向政府與民間的合作夥伴關係，亦

即公部門與私部門間透過「公、私協力」模式，該協力並非指單

方給予或請求，而是公、私兩部門共同協調，為同個目標，謀求

對彼此有利之成果。 

• 公部門向私部門尋求合作之模式即「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

係指透過網路串連一群人，獲取他們的知識、專長、時間以及資

源的過程，往往是公益或互助性質居多，成果也多半是社群內共

享，或者是開放給大眾使用，透過這種合作模式，開啟政府與民

間共同聚焦在問題導向的解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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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術與防災應用結合 

• 以往資通訊不發達的地區，災害發生後都是透過紙筆和相機記錄所有

的災情資訊，究心公益科技(GEOTHINGS)則是透過智慧型手機作為工具，

讓前線災害搶救人員、民眾透過手機傳遞災害資訊，彙整出更即時的

災損調查．而這套 系統已經在亞美尼亞、斐濟、孟加拉、菲律賓等地

運用中．用以應鑾地震、颶風、 火山等天然災害。究心現在提供究平

安、CHCKERS等APP服務，其中究平安是提供 災害前線的志工、民眾回

傳當地即時的災害訊息，訊息會夾帶地理位置等資訊，可讓災害應變

中心統整災情並調度人力救災。且使用的OPENGEOSMS規格，已經 是國

際標準組織的標準之一，可讓不同國家的人員 在裝置之間使用共同的

救災語言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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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盒子、關心空氣品質 

• 為幫助公民掌握自己周遭的生 活環境數據．創造良好生活品 質。

由EDIMAX訊舟 科技、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合作．提供AIRBOX空

氣盒子予 學校和市民，用於感測PM2.5、温度與濕度。並將環境資

訊上載至EDIMAXCLOUD訊舟科技雲端物聯網平台。市民可透過

EDIGREEN APP隨時監看各據點的空氣品質資訊．透過清楚的

GOOQLEMAP地圆介面瞭解空氣品質的好壞，選擇適當的生活方式，

採取有利環境保護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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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開發App效益不及民間10分之1 

民間
APP 

政府
APP 



       可提供哪些資料 民間 

• 慈善團體提供之物資與據點 

• 超商、超市、生活雜貨商場 

救災

物資 

• 重機具、吊車 

• AED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救災

設備 

• 會展場所 

• 營地 

• 停車場、飯店、旅館 

救災

場所 



      對於民間有何幫助 民間 

提供慈善團體協助管道 

•讓慈善團體提供相對物資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 

對於物流業者與人民提供即時路況訊息 

•可作為導航路徑分析之參考資料。 

提升人民信賴感 

•讓民眾了解政府有即時了解災情狀況與處理作為，避免有人心士製造假新聞 

提升企業社會責任 

•對於超商、大眾運輸場所提供災情資訊可提高企業形象。 

可做為民間資料科學/AI之基礎資料 

•提供防災工程、商圈、地價分析做為資料分析之用。 



開放資料! 

機器可讀! 

https://alerts.ncdr.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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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示警介接服務 

 105年新增示警 

 中央氣象局:大雷雨、強風、濃霧 

 疾病管制署:傳染病、國際旅遊疫情 

 台北市政府:水匣門、紅黃線停車 

 106年新增示警 

 台中市政府:水位警戒 

 107年新增示警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市話通訊中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動電話中斷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停水 

 平台累計建立28項災害示警資訊 

 Google使用績效 
民眾透過Google台灣災害應變資訊平台觀
看災害示警平台資料量 

 2013年啟用130萬次 

 2014年約1,200萬次 

 2015年約1,600萬次 

 2016年約2,100萬次 

 2017年約2,900萬次 

平台績效 
 瀏覽人數逾430萬人次 25 



應用層 

服務層 

網路層 

感知層 

地理資訊圖台展示 WEB/APP 系統開發 AI(機器學習/深度學習) 

資料快取/排程服務 遠程控制 資料儲存 
(關聯式資料庫/NOSQL) 

架構選用：資料庫、WEB、APP、圖台、開發平台 

通訊標準：HTTP、MQTT、COAP、DDS、XMPP、AMQP、STOMP 

2G/3G/4G通信網路 Bluetooth/NFC(低功耗短距離) ADSL/光纖/WIFI 

ZigBee(低功耗中距離) LPWAN(低功耗廣域網路) 
NB-IoT , LoRaWAN , Sigfox , Weightless , HaLow , RPMA 

Soc Data Logger 

近場感測
設備 

環境監測
設備 

電力設備 
各式感測
元件 

雲端服務 

開發板/產
品 
 

Arduino 
樹苺派 
Intel 

Edidson 
聯發科 

Linkit one 
各公司自
行開發之物
聯網產品 

雲
端
平
台 

大
數
據
資
料
庫 

雲
端
運
算 

物聯網架構圖 

數位通訊協定介接技術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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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通訊協定介接技術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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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TT服務架構圖 

民生示警平台 

Publisher 
(發布者) 

MQTT Broker 
(代理人) 

Subscriber 
(發布者) 

訂閱地震、火災 

訂閱淹水、颱風 

訂閱火災、傳染病 

以民生示警應用為例 
Push API Middleware IOT裝置 代理商 



數位通訊協定介接平台架構 

數位通訊協定介接技術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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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示警
資訊介接
應用平台 

IOT裝置 
使用者 

MQTT 

Broker 

IOT

服
務 

管
理
系
統 

示警解析 

訂閱主題服務 

語音加值   

管理者 

工研院文字轉
語音服務 

客
製
化
文
字
資
料 

語
音
串
流 

Push 

API 

(Publishe

r) 



示警應用 
交流知識

庫 

wiki 精神 

案例分享 

曝光管道 

示警應用 
管理介面 

內容修正 

貼文把關 

上架控管 

示警應用協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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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設計 共筆(類wiki) 

案例瀏覽 

留言+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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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參數設定 

會員帳號維護 

示警資料審核 



示警應用工作坊-廣納示警資料評比 

32 

• 鼓勵產業界將資料轉換為CAP格式，加

入災害示警公開資料平台資料提供者之

行列 

活動目的 

• 需具備資料提供能力的非政府單位(學界、

法人、產業界等)。 
參與對象 

• 發布資訊轉換為CAP格式。 評比內容 
• 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頒發「產業防

災資料優質獎」 

• 總獎金30萬(評選三項資料) 
獎勵方式 

公告活動

資訊 

辦理說明會 

徵件截止 

第一階段 

簡報評選 

第二階段 

資料上傳 

5/16 5/22 6/12 6/15 6/30 



示警應用工作坊-廣納示警資料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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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團隊與主題 

 • 結構火災 瑞德感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疫苗供應狀況 數唯科技有限公司 

• 紫外線示警 高雄大學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 血液庫存示警 襁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病床佔床率示警 巨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組皆入選，將於6/30前完成實作，
並進行第二階段評比 



示警應用工作坊-示警應用創意成果展示 

34 

▌配合「民生公共物聯網成果展與
資料應用競賽」 
▌協助邀請各領域專業人士或產業單位， 

應用本平台示警資料於創意產品或相關產
出 

▌展示活動內容 

• 配合指定之展場辦理 

• 於活動當日進行會場接待、講解說明 

北部說明

會 

南部說明會 

報名開始 

報名截止 

計畫成果展

示及競賽活

動決選 

9/5 9/12 9/25 10/2 12/17, 18 



結論 

•在進行企業防災時，首要須了解企業可能面臨的災害威脅，才

能針對不特定的風險進行對策研擬，以便災後依然能持續營運。

在台灣，企業常見的災害風險則為颱風、地震、火災與爆炸，

因此進行企業災害對策想定為非常重要的一環。  

•公私協⼒，共同解決問題，邁向更有效率的政府。 

•企業防災與永續發展為密不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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