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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防災社區的重要性 

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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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防災社區 

推動防災社區的好處  



何謂防災社區 

何謂防災社區  

是一個以社區為主體，經由民眾參與、培力的過程，凝聚社區共識與力量，並藉由推動減

災的措施來減少社區的易致災因子，在災害發生之後，更能迅速推動復原、重建，邁向安

全、永續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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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防災社區的好處  

災害防救面向  社區面向  支援體系面向  



國內防災社區推動現況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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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 

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社區治安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防災社區   



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 6 

強化居民平時防災、災前整備、災時應變以及災後復原重建知識

等，凝聚社區自主防災力量、提升社區土石流自主防災意識，建

立社區自主防災組織，將土石流災害損失降到最低。  

計畫目標  



7 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 

推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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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方式  

跨域整合，建立全方位土石流防災教育平臺  

網群連結與異業結合，創造三贏品牌形象  

虛實並進，落實社區疏散避難計畫  

整合Open Data資源，提供各式客制化防災資訊  

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 



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社區治安  9 

1.建立社區安全維護體系：鼓勵社區繪製安全檢測地圖，找出治
安死角，並透過社區安全會議之討論，尋求解決方案，例如加裝
路燈或監視器、加強守望相助巡守工作等等。 
 
2. 落實社區防災系統：辦理社區防災之宣導工作，輔導社區建立
防災觀念，並組織民間救援隊，培養災害緊急應變能力。 
 
3. 建立婦幼安全保護機制系統：進行家暴防範之觀念宣導，並輔
導建立社區通報機制，鼓勵發展成為「無暴力社區」。 

計畫目標  



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社區治安  10 

內政部警政署治安社區工作項目  

目標 工作項目 

建立社區安全維護體
系 

成立守望相助隊 

設置錄影監視系統 

劃設校園安心走廊 

社區治安區塊認養 

發行社區治安報導 

提供防竊諮詢服務 

提升社區自我防衛能
力 

落實社區防災系統 

辦理防災宣導 

實地安全檢視及急救
技能訓練 

實施宣導講授 

建立家暴防範系統 

推動家暴防範工作職
能訓練 

辦理預防家暴及兒少
虐待宣導活動 

辦理通報疑似家暴或
兒少虐待事件 

關懷訪視社區高風險
及暴力危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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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社區內、外資源，推動水患防災資訊普及化，激發民眾建立

防災意識，加強民眾自主防災能力，凝聚社區自主防災能量，以

提升社區抗災、避災、減災之預防措施 

計畫目標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實施期程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之始，隸屬於「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

綱要計畫」第3階段實施計畫（2011-2013年度）之「水患

治理非工程措施」計畫；其後，納入「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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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分工與推動機制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13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工作項目 說明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疏散
避難系統建置 

 水災防災疏散避難警戒值設定 
 水災自主防災社區推動及運作 
  社區訪視及計畫說明會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組織成員教育訓練 
  社區環境踏查與保全對象調查 
  社區水災防災地圖建置 
  民眾水災疏散避難圖繪製 
  辦理水患自主防災社區防汛演習 
  社區水災疏散避難計畫編撰 
 水災自主防災社區疏散避難圖繪製交流及宣導 
  水災自主防災社區幹部疏散避難知能強化 
  辦理自主防災社區交流活動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成果座談會 
  社區疏散避難成果海報及資料光碟建置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應變
設備及裝備購置 

 水尺、雨量筒等社區自主警戒器材購置 
 防災背包等社區自主防災裝備購置 
 民眾淹水預警資訊發動系統（廣播、無線電、簡訊系統等社

區自主警報傳遞器材購置） 
縣市及鄉鎮級水災防災
地圖建置及使用說明 

 建置縣巿級水災防災地圖及使用說明 
 建置鄉鎮級水災防災地圖及使用說明 

工作項目  



14 防災社區 

整合災害防救科技與公私部門的力量投入社區，增進社區組織的

災害防救能力，建立「自救而後人救」的觀念，致力各項防災措

施，勇於展現「向災害說不」的前瞻性與應變力，以建構具有地

方特性之防災社區。 

計畫目標  

實施期程  

以2年為原則，分2階段，每階段1年。  



15 防災社區 

層級 任務分工 

消防署 
 規劃及督導計畫之推動及執行。 
 協調及聯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與計畫相關之事項。 
 依計畫規定補助經費，並視年度預算額度調整。 

直轄市、縣
（市）政府 

 規劃辦理窗口，自行推動或邀請協力團隊協助輔導。 
 防災地圖之製作、閱讀、災情查通報及疏散避難及其他防災社區

相關工作之講授與操作，時數不得低於8小時，並以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名義，提供參與講習訓練之社區民眾，災害防救課程
學習時數證明（格式自訂）。 

 配合專業工作團隊辦理各項課程及活動。 
 協助結合所有可能之社會資源推動社區防災工作。 
 擬定各年度防災社區成果報告書（含成果與建議事項），提送消

防署核備。 
 按時辦理計畫各項課程及活動經費採購與核銷事宜。 

防災社區任務分工  



16 防災社區 

防災社區主要工作事項如下： 

1. 培訓防災社區專業人才，協助辦理推動防救災工作。 

2. 協助社區居民學習災害潛勢、類型的發覺與掌握要領。 

3. 指導社區防救災教育工作團隊的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 

4. 編輯社區防救災教育地圖與防災手冊的製作。 

5. 辦理社區防救災、救護組織及疏散避難的實際演練與操作。 

6. 配合「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其他面向工作，適時搭配其他

機關辦理相關事宜。 



國外防災社區推動說明  

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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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Project Impact  



美國Project Impact  18 



美國Project Impact  19 

項目 說明 

建立夥伴關係 

1. 確定社區領導人。 
2. 確定並聯繫未來的合作夥伴。 
3. 列出涉及減災與防災工作的單位。 
4. 發展Project Impact宣傳刊物。 
5. 召開規劃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 
6. 成立各小組來處理已確認的議題。 
7. 開始進行災害識別與瞭解危害脆弱度。 

災害風險評估 

1. 蒐集有關危害識別脆弱度資料。 
2. 彙整資料轉換成地理資訊系統的格式或者其他可使用的格式。 
3. 開始排定優先順序。 
4. 為社區發行災害認知教材。 
5. 開發圖形資料來協助決策。 



美國Project Impact  20 

項目 說明 

災害風險評估 

1. 蒐集有關危害識別脆弱度資料。 
2. 彙整資料轉換成地理資訊系統的格式或者其他可使用的格式。 
3. 開始排定優先順序。 
4. 為社區發行災害認知教材。 
5. 開發圖形資料來協助決策。 

排定減災優先順序 

1. 評估社區災害風險。 
2. 尋求社區投入資源。 
3. 分析公共與私人建築相關資訊。 
4. 確認並實施風險相關之減災行動。 
5. 發展適合社區成長的政策。 
6. 準備長期的Project Impact計畫。 
7. 為優先事項確認並運用潛在資源。 

成果分享 

1. 組織宣傳小組。 
2. 發展自有的Project Impact訊息。 
3. 對於媒體宣傳活動製作時間表。 
4. 尋求大眾媒體成為合作夥伴或是贊助者。 
5. 成立發言單位。 
6. 製作與發送增進減災資訊。 



國內推動防災社區所面臨問題
與解決 

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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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推動防災社區所面臨問題與解決 22 

項目 說明 

民眾防災意識仍有
待提升 

社區意見領袖對於災害防救觀念與措施仍然生疏，民眾普遍缺乏危
機意識與防災應變能力，加上國內相關實務經驗與知識成果保存不
易，導致推動初期社區意見領袖的疑慮，致使社區災害防救工作推
動不易。 

社區防災組織整合
管理不易 

社區中形式過於分歧的防災組織，如睦鄰救援隊、義消義警、鳳凰
志工等，會讓社區條件不佳者產生組織管理之困境。雖然可藉由社
區防災組織之成立，來進行既有組織之整合。但由於組織管理僅限
於應變任務，仍欠缺與社區營造議題之結合。 

政府行政體系無法
整合 

政府受限於行政體系，無法讓居民在「單一政策、單一單位」裡，
達到社區防災與社區營造之整合推動，致使居民必須面對不同的行
政體系去爭取資源。 



國內推動防災社區所面臨問題與解決 23 

項目 說明 

防災社區之推動仰
賴政府資源之投入 

長久以來有關社區的防救災工作多強調政府的警政、消防體系、及
工程結構的災難管理工作，或是公部門主導的醫療救護及社政救災
體系，顯示政府組織或相關財務資源在地方社區的防救災工作建構
上，長期扮演的重要角色（劉麗雯、林雅俐，2015）。此外，在政
府與民眾間扮演重要溝通橋樑角色之專業團隊，仍須仰賴政府在社
區中所投入之資源，以及社區本身所具備的學術研究價值，作為其
願意投入人力、資源協助政府介入輔導社區之重要誘因。 



防災社區推動步驟 

第五節 

24 

啟蒙與啟動 

社區環境調查 

防救災對策討論 

防救災組織建立 

社區防救災計畫研擬 

執行計畫 

落實、執行、評估 



啟蒙與啟動 25 

防災社區的推動流程整理為下列八個步驟 

防災社區的推動，一方面在於
災害防救相關知識與技術的學
習，另方面則要講求如何建立
一個強而有力、具備社區意識、
願意參與防救災工作的社區。 



社區防救災計畫研擬 33 

項目 說明 

減災計畫 

（1）透過防救災知識的學習，提高社區民眾的災害認知與危機意識。 
（2）定期進行社區內危險地點的調查與診斷，確認社區的災害風險。 
（3）藉由各項減災措施的執行，消除或改善社區的易致災因子，降低
災害發生的機會。 

整備計畫 

（1）各項防救災器材的預備與定期測試 
（2）救濟物資的儲存與維護管理 
（3）疏散路線、避難場所的檢視 
（4）需要被優先疏散對象的確認 
（5）相關應變技能的定期演練 

應變計畫 

（1）預警與災情通報 
（2）安置與收容 
（3）物資發放 
（4）疏散與避難 
（5）搜尋與搶救 
（6）醫療救護 



社區防救災計畫研擬 34 

項目 說明 

復原重建計畫 

爲了能在大規模災害發生之後，迅速地復原重建，社區可以在平時就先
行招集社區防救災組織成員與民眾，在專業與行政的協助下，針對萬一
發生大災害時，如何形成共識、如何訂定可以被大家接受的重建機制或
計畫等進行討論，而這樣的一個計畫也就是社區的「災前復建計畫」。 

「硬體」部分之
計畫內容 

（1）減災工程 （如堤防、排水設施的興建或建築物的耐震補強等） 。 
（2）防救災器材的購置與整備（如救援機具、通訊器材、醫療器材
等）。 
（3）救災物資（含睡袋、飲用水、糧食等）的儲存與管理。 
（4）避難場所設立與維護管理、疏散路線的確認與檢視。 
（5）防救災配備與物資之儲存及維護管理。 

「軟體」部分之
計畫內容 

（1）災害與防救災知識的提供與宣導。 
（2）社區防救災組織的運作與管理。 
（3）各項防救災資料庫的建置與定期更新。 
（4）緊急通報系統與聯絡網的建立與測試。 
（5）應變技能的定期演練。 



執行計畫 35 

項目 說明 

執行計畫編寫流
程 

1. 訂定計畫目標，撰寫工作項目與執行方法 
2. 排定執行期程，設定預期成果 
3. 確認有關聯的組織、劃分責任 
4. 估算所需的經費，確定所需的資源管道 

撰寫執行計畫時
的考慮事項 

1.有效結合各方資源 
2.時程規劃考慮社區需求 

相關書圖製作 
除了計畫的撰寫之外，專業團隊也可以協助社區將計畫中的內容轉換成
淺顯易懂的圖表方式來呈現，而當進行社區說明與溝通時，這些資料就
可以派上用場。 

社區說明與溝通 
1.雙向溝通擴大社區參與 
2.進行個別的溝通 

應變技能的演練 

考量社區內可能發生的災害類型，邀請地方的相關行政單位或民間組織
到社區教導民眾應變救災所需的基本技能；並透過與外部組織、機關合
作的方式，舉辦符合社區真實災害情境的演習，以強化社區的應變能
力。 



執行計畫 36 

項目 說明 

操作訓練 

1.醫療救護 
2. 簡易搜救 
3.災情通報 
 

綜合演習 
當災害發生時社區民眾通常是集體行動，所以可以透過模擬災害情境的
演習，動員全社區、甚至鄉鎮區的人員一起參與、體驗緊急應變時應有
的作為。 



落實、執行、評估 37 

防災社區需要長期且持續地推動，因此社區日後應定期針
對各項計畫的推動與執行成果，予以評估、檢討，並針對其
結果進行調整或強化，以朝向永續防災社區的目標邁進。 

當防災社區的理念開始深入到日常生活，防救災的工作也
持續在社區裡執行之後，社區可以定期進行評估，瞭解防災
社區的執行成果是否符合社區的期望，並檢討哪些地方需要
加強、改進。 



政府部門在防災社區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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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在防災社區中所扮演的角色 3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 

內政部警政署治安社區 經濟部水利署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 

內政部消防署防災社
區 

參與者及
角色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促使自主防救
災組織成立，協助辦理自
主防救災活動，邀集企業
與防救災團體參與。 
2. 直轄市、縣（市）政
府與公所：提供資源，協
助宣導，並鼓勵民眾參
與。 
3. 專家學者（協力團
隊）：實際走入社區，規
劃並協助推動。 
4. 社區組織與地方團
體：動員社區民眾參與，
協助各工作的推動與執
行。 

1. 內政部：建立中央推動
工作平台整合資源，規劃各
項具體執行計畫及參與營造
之社區輔導。成立專業輔導
團隊，提供諮詢服務，進行
人員培訓，並辦理績優治安
社區複評、獎勵及示範觀
摩。 
2. 地方政府：建立地方推
動工作平台，整合資源運
用；遴聘社區治安諮詢顧
問，進行參與營造之社區輔
導；辦理教育訓練，培養人
才；辦理評鑑、獎勵及補
助、示範觀摩等。 
3. 社區組織：引導居民參
與社區治安營造，協助推動
治安社區各項工作，包括召
開治安會議、繪製治安地
圖、成立工作小組與守望相
助隊等。 

1. 經濟部水利署：提供經
費與資源。 
2. 推動服務團：協助經濟
部水利署推動「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工作，作為各
層級、單位之間的溝通橋
樑，辦理相關活動。代表
經濟部水利署對地方政府
及協力團隊進行專案的控
管。 
3. 直轄市、縣（市）政
府：遴選地方協力團隊，
推動各項工作。 
4. 地方協力團隊：輔導社
區組織運作，推動各項工
作，提供專業知識協助，
做為地方政府與社區間溝
通橋樑。 
5. 社區：參與防災社區工
作之推動。 

1. 消防署：提供經費
補助，審核社區申
請，督導計畫實施。 
2. 直轄市、縣（市）
政府：遴選或鼓勵有
意願的社區提案申
請，整合可能資源，
並尋找協力團隊協助
防災社區推動。 
3. 協力團隊：協助社
區推動防災社區工
作，提供專業知識並
輔導社區。 
4. 社區：提案申請參
與防災社區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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