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訪日本靜岡縣有「防災先進縣」聲譽， 

學習借鏡與交流互動，增進中日兩國國際防災情誼 

 

 臺灣與日本同處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相互碰撞區域，每

年發生地震頻率相當高，日本靜岡縣位於東京與名古屋間，人口約

388萬人，境內最具代表性的地標富士山，有「富士之國」之稱，由

於靜岡縣天然災害類型（地震、颱風、雪崩、崩塌、土石流以及火山

爆發等）為規模大且複雜等特性，尤其；自 1978年起，靜岡縣政府

致力於地震防災對策的提升與研究，研擬地震及海嘯之應變及減災措

施，包括完善避難場所、避難街道及消防設施之整備、醫院學校社福

機構加強抗震、強化河流與海岸設施等作為，推動執行成果斐然，各

項防災成效也受到日本各地區政府的學習與推崇，同時在國際上也得

到「防災先進縣」的聲譽，足為本市借鏡與交流學習之對象。 

臺南市政府於 2013年 8月 26日與靜岡縣政府著手進行防災領域

相互援助，並簽署「防災相互援助備忘錄」，2014年 2月 17日正式

簽署「防災領域相互支援協定」，為此；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於 2015年

8月 27日至 31日由梁副局長全順率本府災害防救辦公室執行秘書侯

俊彥參議、災害管理科科長楊子濬及義消總隊總隊長呂榮利等 16位

防救災相關人員，前往日本靜岡縣進行業務參訪考察，作為未來擬定

本市地震防救災對策及推動相關防災宣導教育之參考。 

本次參訪考察靜岡縣危機管理部由部長外剛達朗先生親自迎接，

同時進行相關業務交流，對於防災公園設置、防災物資管理、避難收

容場所選定、自治組織運作、災害應變人員防災資訊系統、社福機構

防災處置作為及相關防災演習、兵棋推演執行與籌備方式等議題進行

討論與經驗分享。對於日本防災教育的推廣印象深刻，從中央內閣府

到地方政府（縣、市、町、村）都非常重視防災教育的提升作為，從

法規訂定、對策擬定、計畫執行以及教育宣導等，本次參訪期間適逢

日本防災週，從 JR車站、車廂、街上公布欄、甚至超級市場、百貨

公司都出現與防災有關的標語，設置有防災物品專櫃（防災週期間有



特價），全民防災的社會氛圍，值得本府未來學習參考。 

參訪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Shizuoka Prefectural Earthquake 

Preparedness Education Center），成立於 1989年 4月，建造經費

12億日圓，館內設置有針對地震可能引發的災害類型、海嘯的成因

與對策、地震防災策略及民眾自主防災作為都有完整的介紹，透過圖

表及實物展示，房屋耐震工程或家庭用品防止倒塌掉落等設計，相當

實務性的陳展，以提升民眾防災意識。 

本次參訪考察行程之一就是實地了解靜岡縣年度的防災演練，由

於凌晨下了一場大雨，因故取消，令人婉惜，千里迢迢而來，不因取

消而放棄學習機會，特別要求至演習場地了解相關規劃，以精進未來

本市演習作為，從綜合演習場地規劃、各類災害場景佈置、自主防災

組織演練，緊急醫療救護等，雖然未能看到實兵演習，但對於日本演

習規劃的務實面可作為未來本市演習的參考。未來除強化硬體的防災

設施外，對於避難疏散、防災資訊以及防災教育等防災的軟體作為亦

應加以強化，方能將災害的損失減至最低。日本靜岡縣的全民防災，

由自主防災組織（自助、互助），政府力量加入的公助之理念，實為

本市應加以學習的範。(消防局  陳貞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