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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全、安心、安居的家園：防災社區網站介紹 

 

摘要 

防災社區網站（http://community.ncdr.nat.gov.tw/），是針對臺灣本

土防災社區推動事務所設立之專屬網站。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以

下簡稱災防科技中心）鑑於災害防救資訊與技能往往過於艱澀且專

業，而傳統文宣或教育訓練成效有限，故特別建置防災社區網站。此

網站採淺顯易懂之圖文設計形式，輔以動態效果，藉由「認識防災社

區」、「推動祕笈」、「社區故事」、「推廣成果」、「影音出版品」，以及

「相關網站」等六大單元主題，轉譯專業知識、技術、工具以及方法，

期能啟發社區與民眾之推動意願。 

一、 前言 

聯合國於 2005年、2015年舉辦世界減災會議後（UN World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分別提出兵庫行動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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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SDR, 2005）以及仙台減災綱領1（UNISDR, 2015）；而社區參

與減災工作，皆被此兩綱領列為國際減災策略的優先執行工作之一。

從國內外歷次的重大災害事件中亦可發現，社區雖然位於災害防救體

系中的最底層，但其災害因應能力與災害韌性 （resilience）方是降

低災害衝擊與損失之關鍵；是故，防災社區為現今災害管理實務工作

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災防科技中心長期致力於防災社區之研發與落實應用，並促成相

關政策之制定與推行。在長期努力耕耘與深化推動之下，加上近年災

害事件頻傳，目前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地方層級政府，以及民

間團體等，已逐漸體認到防災社區之必要，紛紛興起推動風氣。災防

科技中心過去多採與各單位合作、培訓種子人員，或以影音出版品等

方式，推展防災社區研發成果，但仍難以突破推動能量不足、人才缺

乏之困境與挑戰。有鑑於國內當前對於防災社區工作之殷切需求，且

為能有效降低防災社區推動門檻，並因應現今社會於網站資訊閱讀之

趨勢，故於 2015年起建置「防災社區網站」，藉以拓展新的宣傳管道，

並擴大防災社區推動範疇。 

                                           
1
 聯合國第二次世界減災會議於 2005 年在日本神戶市召開，會議通過兵庫行動綱領（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2005-2015: Building the Resilience of Nations and Communities to 

Disasters）；第三次會議則於 2015 年在日本仙台市召開，會議通過仙台減災綱領（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 



 

3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 128期，2016/03 發行 

 

二、 防災社區網站內容 

「防災社區網站」彙整災防科技中心歷年之研發成果與推動經

驗，透過視覺化、大補帖、動態效果等設計方式，將防災社區的專業

知識、推動流程、操作方法等內容，轉化成淺顯易懂的圖文資訊。此

網站主要服務對象包含欲推動防災社區者以及從事防災社區實務工

作相關人員兩類，另亦期待所有民眾皆能透過此網站，明瞭防災社區

的本質與內涵。 

為達成上述目的，本網站以使用者友善介面為導向，規劃整體概

念與架構，並以一頁式設計作為主軸。其優點在於使用者較易憑直覺

瀏覽網站，並能快速掌握網站各單元主題，而透過明亮的視覺圖像，

更可吸引其瀏覽慾望，同時一頁式設計方式亦利於平板電腦上使用。

藉由此網站之建置，希冀能引發社區與民眾的推動意願，並作為相關

政府單位與學研機構之推動參據。 

 
圖一 防災社區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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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防災社區網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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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網站」共建置六大主題單元，各單元主題之資訊內容

分隔明確，有助於使用者自主學習，以下分別說明各單元之內容： 

（一） 認識防災社區 

為了讓使用者能快速理解防災社區實質意涵，本單元使用簡潔

的文字搭配簡易插圖，依序說明「什麼是防災社區（what）」、「為

什麼要推動（why）」、「誰來推動（who）」以及「怎麼推動（how）」。

除了全面性地傳達防災社區概念之外，在「怎麼推動」單元中，又

再細分為六個推動步驟，以完整呈現各階段之推動項目。 

 

圖三 認識防災社區頁面 

（二） 推動祕笈 

本單元旨在介紹防災社區實務推動過程中所需的專業技術，為

了讓使用者能輕鬆掌握關鍵訣竅，分別針對「災害環境檢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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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檔案室」、「防救災組織」，以及「災害應變計畫」，逐一拆解執

行步驟、詳盡說明執行項目，並輔以動態效果方式呈現。此一單元

同時設計「了解更多」的功能選項，使用者可進一步獲得相關執行

細節，亦可直接下載相關調查表單（含範例），以期能降低防災社

區推動門檻。 

 

圖四 推動祕笈頁面 

（三） 社區故事 

防災社區工作雖有推動原則，但在執行細節上並沒有一套標準

的作業程序。每個社區具備的人文、地理、自然等條件，以及所面

對之災害潛勢不盡相同，不但會影響推動內容，並會型塑出不同的

推動成果。本單元報導「臺北忠順」、「臺北明興」、「臺東嘉蘭」、「高

雄多納」，以及「高雄瑪雅」等 5 個災防科技中心過去曾參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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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防災社區案例。這些案例包含了都會社區與山地聚落，且涵蓋

了地震、水災、坡地災害等臺灣常見之災害型態。未來也會陸續新

增其他社區案例，藉由分享這些因地制宜的防災社區推動故事，期

能促進實務工作者的經驗交流，並發揮拋磚引玉之功能，促成更豐

富且多元的防災社區推動樣貌。 

 

圖五 社區故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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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廣成果 

本單元綜整出災防科技中心歷年之防災社區推動項目與成

果，包含定義、推動模式、推動流程、操作方法、大事紀、實證計

畫，以及提供之服務，協助使用者了解災防科技中心長期致力於防

災社區推動之發展歷程與實務內容。 

 

 

圖六 推廣成果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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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影音出版品 

為協助有意推動防災社區者快速取得參考資訊，本單元完整羅

列災防科技中心產製之防災社區影音出版品，書籍類包含防災社區

操作手冊、指導手冊、水災環境檢查手冊、地震災害環境檢查手冊，

以及坡地災害環境檢查手冊等，並提供檔案下載服務；影音類則包

含推廣宣導以及推動密技影片，供使用者線上觀賞。 

 

圖七 影音出版品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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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相關網站 

為能幫助使用者瞭解國內外防災社區推動現況，本單元提供防

災社區相關網站連結。國內部分包含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

網」、水利署「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資訊系統網站」、消防署「防災社

區學習課程網站」、新北市「示範社區安全防災營造網站」，以及國

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街屋耐震資訊網」；國外部份則包含 FEMA、

NHK、UNISDR、South-East Asia Red Cross Red Crescent、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等單位之相關網站。 

三、 結語 

防災社區網站已於 2016年 2月 17日對外開放，並計畫在 4-5月

進行一系列宣傳活動。期望藉由此一網站之建置，傳遞防災社區理念

與具體作法，使國內推動者能更深入了解防災社區操作實務；同時透

過圖文與動態網頁設計之形式，轉譯專業知識與技術，降低推動門

檻，並促成更多人員投入推動工作，一起打造安全、安心、安居的家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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