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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災害防救辦公室第十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本府第二會議室 

參、主持人：吳副縣長澤成（兼縣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記錄：黃曉揚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報告：（如會議資料） 

柒、專案報告：（如會議資料） 

一、專案報告一：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

地方應用」：如會議資料。 

（一）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本系統規劃由縣府層級使用，各

公所可以經由 EMIC申請帳號及權限，初步推動僅提供公所

1至 2個帳號上網應用，目前提供情資，須請協力團隊協

助分析，方可應用。 

 

主席裁示： 

（一）本系統提供相關災害情資涉及專業判斷，對各公所而言，

力有未逮。因此，並非不提供公所操作，而是相關情資

必須經過分析研判，才能對外提供；目前因為技術解讀

問題，未能普遍提供各公所，且現各公所無合作協力團

隊協助，整個情資經縣府現有深耕計畫協力團隊銘傳大

學分析研判後，再提供給各公所應用；後續由縣災害應

變中心透過各種傳遞方式，將所得災害情資與分析研判

結果，提供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應用，彌補鄉（鎮、

市）災害應變中心無法分析研判之不足。 

（二）對於宜蘭縣在地化之特殊地域資訊，如何能夠加值至「災

害應變決策輔助系統」，請消防局統籌，工務處協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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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提供現場資訊之 CCTV，除經濟部水利署建置外，

還有警察局設置之路口監視器，對一些比較重要地點，

加以檢視與蒐集，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協助確認是

否可納入系統。 

（三）為更了解災害現場，除現有已知土石流潛勢區及易淹水

地區等敏感地區，對於其他可能易致災之敏感地區，請

工務處、農業處、消防局、各公所等研究，重新檢視與

檢討是否需加裝監視器可能性，屆時再請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協助加入，以便看到現場即時狀況。 

（四）對本縣在地歷史紀錄災情，諸如：地震、颱風或水災等，

例如：99 年梅姬颱風引起蘇澳鎮 1021 大淹水，該次災例

較為特殊，因而發生突如其來的大災害，類似相關災例，

請深耕計畫協力團隊銘傳大學蒐集後，與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研商哪些資訊可以置入系統，作為後續提供縣

災害應變中心進駐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宜蘭氣象站及深

耕協力團隊分析研判類似途徑之參考，請消防局及深耕

計畫協力團隊銘傳大學予以補強。 

（五）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日前告知，該局備有無人直昇

機一架，當災害發生後，可支援本府進行即時空拍，將

救災資源共享，對救災有所助益，請本府工務處與經濟

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建立聯繫管道，隨時啟動，以利掌

握即時資訊，並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轉達經濟部水

利署協助支援本府災害發生時災害現場空拍事宜。 

（六）由於本縣各地區對降雨大小忍受力，因地點不同有所不

同，有關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所提發布大雨或豪雨警戒值

分級，以及經濟部水利署發布之淹水警戒值簡訊等，研

商本縣可能易致災地區所需淹水警訊發布之門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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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工務處邀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經濟部水利署及各公

所討論，提升淹水警戒訊息發布之效能。 

 

二、專案報告二：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宜蘭低窪地區防災降雨雷達

執行進度」：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宜蘭低窪地區防災降雨雷達」計畫能夠及早完成，對宜

蘭地區掌握降雨情資相對重要，越早掌握，有利於災害

預防及整備。 

（二）本計畫涉及土地取得及興建程序等，請消防局整合各項

作業事項及時程，預先與各相關機關（單位）協商，後

續針對各作業事項及時程，進行逐項列管，請消防局統

籌辦理，讓本計畫順利執行，希望能儘早完成，本案納

入定期會議追蹤列管。 

（三）有關計畫用地所在用地位置，是否為海岸線畫定之一定

範圍之內或者之外，請本府地政處及建設處了解。另本

案對當地民眾而言，最重要是希望了解對健康是否有所

影響，請說明本案對防災之重要目的，而對健康的影響

也要詳加說明，當地已設有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岸巡單位

雷達站，其功能與性質亦相近，可作為比較之用。 

 

捌、報告事項： 

一、報告事項一：辦理 12公所「104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實施計

畫」及「104年度災害防救演習評核計畫」乙案（報

告單位:整備應變組）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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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辦理 12公所「104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實施計畫」

及「104年度災害防救演習評核計畫」之原則，災害防救

演習部分，要求公所進行現場演練，必須至公所進行現

地評核，請至 12公所辦理災害防救演習評核，另災害防

救業務訪評為書面資料考評，分為溪北及溪南等分區，

各集中一處方式辦理，現地抽查訪視併同災害防救演習

評核當日辦理。 

（二）為表對於災害防救業務之重視，本辦公室災害防救業務

訪評及災害防救演習評核之領隊，請消防局局長（兼本

辦公室執行秘書）、副局長（兼整備應變組長）等率隊，

必要時，由本人率隊參加。另各相關局（處）評核人員

應固定為同一人，請指派科長級以上擔任評核人員。 

 

二、報告事項二：宜蘭縣「減災工作」彙整表乙案（報告單位：整

備應變組） 

 

主席裁示： 

（一）建設處提報之項次一、縣土總體規劃、第一、二項，請

建設處長率相關業務承辦同仁向本人報告。 

（二）工務處提報之項次二、水資源管理及水災災害： 

1、第一項、綜合治水規畫，請務必呈現規劃多少地區及系

統所涵蓋範圍或數量、多少必須改善者，整個分期及總

體數量等必須加以敘述，才能了解推動哪些工作，請工

務處修正。 

2、原本第三項、治理工程，請修正為第二項，銜接第一項

之總體規劃及數量說明，本項即為治理計畫所需辦理工

作，分期說明，當完成治理後，再累積納入第一項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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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項目中，直到全部完成為止。 

3、原本第二項、土地管制，水資源管理是減災重點，本項

地下水管制，不要穿插其中，請於其他項目呈現；而第

一項為綜合治水，原第三項及第四項、治理工程執行狀

況，請銜接在第一項綜合治水之後繼續呈現。之後第四

項至第七項等，為綜合治水後續執行面，按照綜合治水

規劃順序，逐項該做多少工作，已做多少工作等，包括

雨水下水道清淤、區域排水清淤、水門維護等執行成果

呈現。 

4、第八項、水情資訊服務網建置，以及第九項、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推動，應列為整備工作較為恰當，這二項不列

入減災工作。 

（三）農業處提報之項次三、坡地災害： 

1、在第一項、山坡地潛在危險地區體檢及評估之前，應將

山坡地保育政策納入源頭依據，說明如何保育及怎麼做

等等，原第一項改為第二項，其餘項次亦請農業處調整。 

2、第四項、南方澳坡地防災監測預警系統不是減災工作，

是整備工作，請農業處刪除本項。 

3、對於種植生薑許可之核發，農業處應先評估其所影響之

危害範圍、位置及哪些地區不宜種植，生薑種植位置會

影響下坡處之住戶安全，如果發生崩塌，造成下方部落

被掩埋。有關英士部落種薑已要求禁止，請農業處將本

項列入減災工作內容，預防於先，並請追蹤列管。 

（四）建設處、工務處、教育處及消防局提報之項次四、地震

災害： 

1、第一項及第二項，橋梁設計規範屬於通盤規範，工務處

應掌握縣內有多少橋梁，多少合乎新規範，多少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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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評估要求，未符者如何處理等相關資料，請納入本

項內容，請將總量、合乎及不合乎規範數量、改善數量

與期程等納入，請工務處修正。 

2、第六項、配合中央氣象局建置強震預警系統，消防局所

提項目屬於整備階段工作，請消防局予以刪除。 

（五）有關「減災工作」各項內容，請各相關機關（單位）重

新檢視，依裁示內容修正，於下個月召開「減災工作」

專案研商會議，進行討論。 

 

三、報告事項三：「減災工作列管事項檢核表」有關工務處「閘門、

抽水站及移動式抽水機」、漁業管理所「水門、

閘門」、「抽水機」等工作項目乙案（報告單位：

整備應變組） 

 

主席裁示： 

（一）「減災工作列管事項檢核表」所提項目，係列入減災工作

範圍，所謂減災工作是指設備、設施或工項，平時要進

行維護、管理，具週期性工作檢查與維護，與整備工作

有所區別，除了平時維護之外，當颱風警報發布之後，

仍然要進行檢視，此為整備工作；本項係指平時維護設

備正常，其壽命與功能，才會維持，本案請週期性列管。 

（二）本表為要求相關機關（單位）須定期、周期性維護管理

者，予以進行檢核與確認，而當颱風來臨前，再加以巡

查者，重複確認。 

（三）「減災工作列管事項檢核表」除所提水門、抽水站、抽水

機、…等等，需要定期維護與管理者，請再與各相關機

關（單位）確認；為確保縣民生命安全，宜蘭縣轄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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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涉及須定期維護與管理之設備、設施或工項，本辦公

室必須要了解與掌握，諸如：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權

管步道、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轄管省道以

及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轄管河川等請其配合，下次

工作會議邀請各相關機關（單位）做最後確認。 

 

四、報告事項四：本辦公室「103年度各組工作計畫督導局（處）

辦理情形彙整表」乙案（報告單位：減災規劃組、

整備應變組、管考資通組、調查復原組） 

 

主席裁示：相關督導事項經各編組檢核，均已如期完成，本項

彙整表予以備查。 

 

五、報告事項五：本辦公室「104年度各組行事曆及工作計畫」乙

案（報告單位：減災規劃組、整備應變組、管考

資通組、調查復原組） 

 

主席裁示：請各編組依照規劃之「104年度各組行事曆及工作計

畫」辦理後續督導事宜。 

 

玖、臨時動議： 

一、臨時動議一：副縣長（兼辦公室主任）指示「邀請新任鄉、鎮、

市長進行災害防救體制說明」乙案 

主席裁示：今年是新上任首長選出，新的任期開始，新任鄉、

鎮、市長有宜蘭市、頭城鎮、蘇澳鎮、南澳鄉等，

以縣災害防救辦公室立場，邀請新任鄉、鎮、市長

出席，將防災觀念，包括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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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整個機制，如災前整備、災時搶災作業規定與程

序，以及復原工作，例如：如何勘災與申請復建等，

每一階段作業程序與步驟，加以整理，進行系統性

整合，讓首長了解整備及應變相關概念，同時將曾

經發生過的災例納入簡報內容，於準備好之後，再

邀請新任鄉、鎮、市長進行簡報，請各公所轉達給

首長。 

 

二、臨時動議二：蘇澳鎮公所「副縣長裁示請公所協助確認土石流

潛勢區及易淹水地區調查安裝 CCTV」乙案 

（一）蘇澳鎮公所： 

1、對於副縣長裁示請公所針對土石流潛勢區及易淹水地區協助

調查 CCTV乙案，本所協請進行確認，有關目前安裝土石流

潛勢區及易淹水地區 CCTV均已調查完竣；有關土石流監視

器，縣府已在一部分鄉、鎮裝設監視站。另外，經濟部水利

署第一河川局亦有移動式監視器在監測野溪，與早期警察局

路口監視器及社區監視器一樣，希望整個系統可以整合，可

以提供中央及縣災害應變中心影像傳輸一致，避免影像格式

不同，造成資訊無法整合。 

2、有關 CCTV裝設經費、計畫，是否由縣府統籌來做，鄉、鎮

公所協助分擔，或由縣府統籌？請示主席，以利後續立即進

行調查。 

 

主席裁示：包括現有警察局、縣管河川及橋梁、或地區者等等，

如果已經裝有攝影機者，現有既有攝影機者部分，

儘速收集納入系統。另外，除這些已納入區域以外，

有無其他之敏感地區，例如：土石流潛勢地區，將



第 9 頁，共 9 頁 

來發生災害地方，可以觀測到者，預測這些可能地

方發生災害比較危險，與監測系統不一樣；監測系

統主要是看當地變化情形，作為預警，以利應變，

但本系統要看實景，以便於災害應變之瞭解與災情

收集，請檢核其他災害敏感地區是否需要，進行先

行了解，經費後續再來談。先從需求了解，請各公

所協助調查。除了對於既有攝影機進行整合，檢視

其他較為敏感地區，例如易生淹水或土石流地區需

要裝設者。  

 

拾、主席結論：無。 

拾壹、散會：中午 12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