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度中央及直轄市、縣（市）
首長災害防救聯繫會報

檢視小林村國賠案

預防性疏散撤離整備機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8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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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判決書(108.4.15)

一.判決重點

 108 年 3 月 27 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6年度重上國
更（一）字第1、2號判決」(小林村國家賠償事件) 改判高
雄市政府敗訴。

賠償毛淑惠等15位土石流保全戶之居民各150萬至300萬元
不等金額，合計3550萬元。

二.事實概要

 98年8月9日因受莫拉克颱風高強度長延時降雨之影響，加
上地質構造破碎，引發崩塌及洪水、堰塞湖及土石流等複
合型災害，6時9分許，小林村旁之獻肚山發生大規模山崩，
造成9~18鄰村民全數遭土石和泥流掩埋而死亡(381人)、失
蹤(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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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決理由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於8日中午12時許傳真通報小林村南北二
側之高縣 DF006、DF007溪流發布為土石流紅色警戒，並
指示高雄市政府對於高危險潛勢地區執行疏散撤離作為。

高雄市政府遲未接獲甲仙區公所通報執行情況，並確知小
林村村長違反命令時，未主動派員協助處理，進行相關即
時強制之作為，應有違反作為義務之疏失。

高雄市政府抗辯當地避難處所即小林國小、小林社區活動
中心同遭崩塌砂石掩埋，縱執行勸告及強制撤離，亦無法
避免土石流保全戶居民死亡結果，惟高分院認如有勸告撤
離疏散之作為，土石流保全戶居民當可提高警覺，及早進
行往高處避難等保護自己之措施，高雄市政府未能提舉證
證明其有免責之事實存在，即應對土石流保全住戶死亡結
果之發生，負國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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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因應小林村國賠案可加強之行政作為

一、落實疏散撤離作業分工機制

行政院秘書處99年8月16日院臺忠字第0990102203號函頒

「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

按行政院 99年 6月 17日「高災害危險潛勢地區之『預防性
疏散避難』研商會議」結論事項：

1、中央提供警戒資訊；
2、縣市根據情資劃定管制區，並提供綜整資訊給鄉(鎮、市)

公所；
3、鄉(鎮、市)下達疏散撤離決策（縣市協助研判）並通知危

險村里進行疏散；
4、村里通知居民疏散時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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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疏散撤離作業分工機制

各級政府災時對疏散撤離之作業分工事項表
單位

執行內容
中央政府

縣(市)

政府
鄉(鎮、市)

公所
村里 備註

1.提供地方警戒資訊
◎

(給縣市)

○
(給鄉鎮)

○
(給村里)

含公路通阻與封
橋封路資訊

2.劃定管制區
△

(協助縣市)

◎
(負責劃定)

○
(協助縣市)

管制區禁止民眾
進入活動

3.劃定應撤離村里
○

(協助鄉鎮)

◎
(負責劃定)

4.建立應撤離名冊
△

(協助並確認)

○
(綜整名冊)

◎
(統籌負責)

鄉 (鎮、市 )公所
應調派必要行政
人力，協助村里
進行調查作業。

5.收容場所準備
△

(其他支援)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含各類物資之整
備

備註：◎-主辦、○-協辦、△-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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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執行內容
中央政府

縣(市)

政府
鄉(鎮、市)

公所
村里 備註

6.提供交通工具
△

(其他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

7.下達疏散撤離命令
並通知應撤離村里

○
(協助鄉鎮)

◎
(統籌負責)

8.通知應撤離民眾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由警政、消防系
統共同協助村里
辦理通知民眾撤
離事宜(含集合時
間及地點之通知)

9.回報中央疏散情形
◎

(統籌負責)

○
(協助)

輸入EMIS

災情系統

10.通知民眾返家
△

(交通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並確認)

一、落實疏散撤離作業分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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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石流警戒預報：地方政府應依災
害防救法第24條規定

黃色警戒應進行疏散避難勸告；

紅色警戒應勸告或強制其撤離，並
作適當之安置。

 每日定時發布

依據配合中央氣象局定量降水預報
進行發布，每日定時發布6次(00:30

、06:30、12:30、15:30、18:30、
21:30)；另為因應風雨特殊情勢，
不定時加發警戒。

 入夜前提醒預防性疏散

於15:30、18:30預報中，提醒入夜
後降雨可能達紅色警戒之地區，建
議地方政府提早進行預防性疏散。

二、建立警戒訊息多元傳遞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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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警戒訊息多元傳遞管道

 土石流防災應變系統自動進行土石流警
戒預報通知作業
 傳真、簡訊及電子郵件:系統自動發送至

各級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細胞廣播:介接國家災防科技中心系統自

動通知黃紅警戒之村里範圍。

 官網、臉書及Line官方帳號：主動發布

並推播訂閱之使用者。

 協助通知地方政府
分別由水土保持局及所轄分局主動電話通

知並確認縣市政府及鄉公所查收紅色警戒

預報訊息及傳真資料。

 媒體傳遞訊息
主動於各大媒體發布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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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邀集各縣市政府召開2次土石流防災整備會議，同時預計

於108年5月1日召開第3次會議，協助並確認各地方政府於防

汛期前完成各項防災整備工作。

 支助彰化縣(4月23日)、南投縣(4月30日)及新竹縣(5月30日)

等地方政府辦理3場大型土石流防災演練。

 完成全台各鄉(鎮、市、區)公所土石流疏散避難計畫檢討與

更新；保全對象建置資料達46,244人。

 補助並輔導各地方政府完成兵棋推演194場、自主防災社區

實作演練30場、自主防災裝備及設備強化18處。

 每年更新土石流災害潛勢資料，包括土石流潛勢溪流位置圖

(1,725條)、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土石流災害紀錄等。

 完成核備地方政府提報之重機械進駐地點共360處。

三、協助地方政府落實土石流防災整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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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地方自主防災意識

蔡總統於107年「土石流防災專員頒獎暨授旗儀式
」中，將代表自主防災任務的旗幟授予防災專員

，期勉全體專員齊心協助，共同守護家園。

自主防災工作的靈魂人物-土石流防災專員

目前全台完成培訓2866位防災專員，於颱風豪雨期間進行
雨量觀測、警戒傳遞、災情通報及協助地方政府疏散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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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生還者:自助:互助:公助=7:2:1
 完成第一階段550個自主防災社區
 107年起再進化，推動自主防災社區2.0計畫，補助輔導地方政府

辦理兵棋推演、實作演練及裝備及設備強化等工作，朝向社區參
與、 由下而上、因地制宜的目標邁進。

四、強化地方自主防災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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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19:00
完成疏散撤離
累積雨量: 120mm

8/7 12:00
自主疏散撤離
累積雨量: 30mm

8/7 17:00
黃色警戒
累積雨量: 80mm

8/8 05:00
紅色警戒
累積雨量: 310mm

警戒基準值:350mm

8/8 07:40
發生災害
時雨量: 22mm
累積雨量: 410mm

桃園市復興區合流部落災害發生歷程

① 8/7 12:00開始自主疏散撤離
② 8/7 17:00發布黃色警戒
③ 8/7 19:00完成預防性疏散撤
離 (15戶25人)

④ 8/8 05:00發布紅色警戒
⑤ 8/8 07:45發生災害
居民均已事先撤離，無傷亡。

四、強化地方自主防災意識-預防性疏散成功案例(104年蘇迪勒颱風)

8/6  11:30海
上颱風警報

8/6  20:30陸
上颱風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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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由於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未來各類型災

害發生的機率將大幅增加；在我國現行相關法

令及疏散避難分工機制下，各級政府都應積極

落實各項防減災工作，持續提升在地民眾及社

區自主防災意識，同時強化預防性疏散的觀念，

才能有效降低災害可能造成的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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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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