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全民戰力綜合協調會

報、災害防救會報」106年第 1次定期會議紀錄 
一、時間：106年 4月 24日上午 10時 

二、地點：宜蘭縣政府第三會議室 

三、主席人：會報召集人吳縣長澤成                  記錄：張舜堯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狀況推演：略。 

七、上級指導官講評： 

（一）北部地區全民戰力綜合協調會報-何金樹上校： 

本人代表本會報召集人作戰區指揮官徐中將與會，本會報召集

人與副召集人特別叮嚀，感謝縣長與各位先進，過去對全民防衛動

員之支持，因徐中將本年 4月 1日新上任，請縣長與各位先進，爾

後亦全力支持。 

在此一點報告，作戰區每年皆會檢討，有關支援災害防救部分，

過去如有做的不好或有缺失處，以及如何精進，縣府或鄉(鎮、市)

公所如有建議，可與縣(市)指揮部反映，使未來更精進、做得更好。

尤其，五月份防汛期將近，作戰區仍將秉持過去全力支持地方災害

防救。 

最後，感謝縣長與各位先進的支持，預祝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二）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鄭慧美專門委員： 

          首先，謝謝縣府團隊在縣長帶領之下，均依期程完成各項動員

準備工作，且主席對各項動員工作、各單位配合及注意事項均已作

提醒，在此謝謝各位對動員工作之支持與配合。 

除工作報告、宜蘭縣禽流感應變措施專題報告外，三會報上半

年以災害防救作為兵棋推演課題，以地震災害發生，從災情通報、

處置到復原等應變狀況進行推演，程序很完整，同時注意到災害應

變處置進度均統一發布新聞稿，向民眾說明最新處理近況。 

在此，對未來工作以及災害發生時有幾點提醒與建議，首先，

在災害發生時，對縣災害應變中心通報時，建議在災損狀況通報應

盡量詳盡，以利指揮官進行相關機具、人員指揮調度。第二，在狀

況推演中，災損輕微之鄉、鎮、市，可支援受災較重者，符合縣內

自救階段，若自救不足時，則為他救，除向中央申請協調資源外，

鄰近縣市亦為請求支援之對象。第三，在本次狀況想定上，地震後

30分鐘有豪大雨發生，在此提醒，因豪大雨通常為持續性，而地震

發生後，通常伴隨餘震，將影響救災及復原之進度，因此，各級災

害應變中心應持續掌握。 

最後，5月 18日為北部地區萬安防空演習，當日在 13時 30分

至 14時實施人車管制，請縣府及相關單位協助宣導。 



（三）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馮參議德榮： 

宜蘭縣災害防救工作在吳縣長到任後，做的非常嚴謹、紮實，

不管地震或颱風，均將災害降至最低，在此代表行政院感謝吳縣長

帶領之團隊以及中央、地方機關、民間團體的共同努力。 

本次兵棋推演中，地震後之短延時強降雨，並無明確描述起訖

時間、總雨量與發生地點，其可能造成不同災害情境，且影響到後

續二次災害及收容安置等。此外，在復原重建階段，以過去經驗，

若發生大地震時，短時間內恢復，並不容易，因此，情境設定起訖

時間可保守估算，或不直接敘明。 

再次感謝在座各位災防夥伴，過去堅守在崗位上，且做得相當

好，謝謝。 

 

（四）臺閩全民戰力綜合協調會報-邱文鐸上校 

本次兵推想定已超乎我個人想像，但因兵推過程，有腳本可供

參考，而腳本在某種形式上為宜蘭縣政府災防之 SOP。若在實際狀況

下，在此分享幾個案例：民國 88年 7月 30日，台南龍崎電塔因地

滑倒塌，造成台灣地區大停電，訊息無法傳遞；又如小林村滅村當

下，無人得知，事後狀況才逐漸明朗。而本次兵推發生強烈地震，

宜蘭地區可能有多處形成孤島，如蘇花公路平時即為不易維護之路

段，為花東地區運輸命脈，災後道路中斷時，為維持基本民生，東

澳、南澳地區如何由空運、海運進行運補?運補地點為何處?應變計

畫為何?以上提供參考。 

另外，消防局報告提到，各鄉（鎮、市）公所 5月至 6月將進

行年度兵棋推演，屆時請後備指揮部與消防局進行戰綜及災害防救

辦公室之結合，使軍方代表能陪同檢視各鄉、鎮、市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並使駐地指揮官了解如何從旁協助各鄉、鎮、市災害應變。 

以上意見，謝謝大家。 

 

八、主席結論： 

（一）申請國軍兵力，平時以書面為之，災時，緊急狀況得以電話或傳真

聯繫。但依過去蘇澳鎮案例，曾發生災時經電話層層請示，仍無法

協調軍方出動預置兵力機具之情形。因此，在類似緊急狀況下，可

否明確建立縣災害應變中心與預置兵力指揮系統間聯繫熱線，當下

直接研判必要性、評估安全性並立即決定。請於汛期前，將單位層

級、職稱、姓名及電話等緊急聯繫資訊發文至本府，建立聯絡機制。 

（二）在社會趨勢下，救災方面越來越依賴國軍弟兄，除再次感謝國軍外，

仍期待縣民及各部門，自己業管部分要各自執行，千萬不可完全依

賴，而是必要時，才由國軍協助。如以我多年參與救災過程，曾發

現民眾不做本身該做的事，由國軍弟兄清理現場，住戶竟然袖手旁

觀，這是不好的現象，本身也須動手重建，不應完全依賴國軍弟兄。 

（三）台灣地區，尤其是宜蘭，每一年面臨颱風以及隨時可能發生的地震，



不得不準備好，政府部門一定要做好萬全的設想及整備工作，而在

全動、戰綜及災防三會報，召集人皆為縣長，全動法及災防法是相

互支援，平時支援救災、戰時支持戰備，藉此機會除了感謝，也期

待在協調整合上，主動關心、互相支援，讓所有災害減到最低。 

（四）離災為防災最好之決策，縣政府及鄉、鎮、市公所一定要做好平時

的減災、離災工作，持續加強治水、防洪及耐震結構等經常性工作，

同時為因應災害來臨，整備工作亦須完善，透過演習及模擬，熟悉

搶救流程，避免災害應變時手忙腳亂。最後為復原工作，宜蘭縣災

害應變中心成立與解除是依據颱風警報，但若有災害發生時，解除

警報後，並不撤銷災害應變中心，而是直接轉為「災害復原重建小

組」，避免民眾質疑政府撤銷應變中心，可供其他縣市參考。最後，

再次感謝上級長官指導，政府存在就是為了人民，感謝各位的配合。 

 

九、散會：上午 11時 5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