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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98年8月莫拉克颱風在臺灣中南
部地區降下創紀錄雨量引發重大
災情，稍後芭瑪颱風雖未登陸，
但其外圍環流亦造成宜蘭地區降
下超大豪雨，種種跡象顯示氣候
劇變引發之災害規模與強度與日
遽增。因此，總統特於（98）年
8月18日宣示革新建構災害防救
體系，行政院亦著手規劃成立災
害防救辦公室，並於99年2月1
日正式揭牌。 

 

壹、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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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簡介 



二、成員 



二、成員：2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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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簡介 

三、職掌： 

   本辦公室處理「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及「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有關業務，及下列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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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簡介 

1. 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之研擬、重大災害防
救任務及措施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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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簡介 

2. 會報與委員會決議之各級政府災害防救措
施執行之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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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簡介 

3. 災害防救基本方針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
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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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簡介 

4.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
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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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簡介 

5. 災害防救相關法規訂修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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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簡介 

6. 災害預警、監測、通報系統之協助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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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簡介 

7. 災害整備、教育、訓練及宣導之協助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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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簡介 

8. 緊急應變體系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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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簡介 

9. 災後調查及復原之協助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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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簡介 

10.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之政策研擬及業務督 
導事項 

 



19 

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 
        跨域溝通與協調 

一、案例分析： 

 案例(一)：八掌溪事件 

案例(二)：道路邊坡 

案例(三)：漂流木 

案例(四)：堰塞湖 

案例(五)：疏散避難SOP 

案例(六)：海嘯運用防空警報SOP 



(一)八掌溪事件 (8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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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由：2000年7月22日，4名工人於嘉義縣八掌溪河床
上遭洪水圍困，苦等救援不至，最後不幸死亡。 

2. 始末： 

17時10分 八掌溪水暴漲，4名工人受困溪床，承包商電話報警求援。  

18時07分 國軍搜救中心海鷗中隊接獲嘉義縣消防局申請救援，海
鷗中隊依規定請嘉義縣消防局向國軍搜救中心申請。  

18時10分 國軍搜救中心表示，海拔2,500公尺以下的搜救，歸內政
部警政署空中警察隊負責。  

18時37分 嘉義縣消防局再轉空中警察隊台中分隊派遣。  

18時57分 空中警察隊認為施救地點太遠，請嘉義海鷗中隊就近救
援。海鷗直升機升火待發須熱機15分鐘，且已逾出勤安
全時間。消防局再轉往空警隊台中分隊，台中分隊同意
救援。  

19時08分 四名工人遭溪水沖走。  



 

 

 

1.副院長、消防署長、警政署長下台 
2.成立統籌派遣之國搜中心 

(一)八掌溪事件 (8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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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權責分工 

道路上下邊坡整治權責機關為 
交通部？ 
農委會林務局？ 
還是，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根據行政院99年6月3日函發之「坡地崩塌防災權責分 
工表」，對災後復原重建階段之分工如下： 
 

1. 山坡地治理主辦機關為農委會水保局。 
2. 林班地治理主辦機關為農委會林務局。 
3. 路權及上下邊坡不可分割之治理範圍： 
1)主辦機關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2)協辦機關為農委會（水保局、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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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權責分工 

 案由： 
民國99年10月梅姬颱風期間，台9線蘇花公路115.9K野溪上游
邊坡崩塌，後續引發交通部、農委會林務局、農委會水土保持
局於100年間針對相關道路「上下邊坡不可分割」之治理範圍、
整治權責之劃分依據出現爭議，多次開會協調。 
 
 歧見： 
• 交通部：建議以致災成因作為整治權責之劃分依據，並作為

通案性原則，避免道路邊坡管理權責全歸責於道路主管機關。 
• 農委會林務局、水保局：依行政院函發之「坡地崩塌防災權

責分工表」，有關道路「上下邊坡不可分割」之治理主辦機
關為交通部，相關問題只能由具體個案討論協議分工處理範
圍，難以通案規範，故交通部不宜以個案路段情形，援引為
通案之整治權責分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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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權責分工 

 結論： 
• 行政院秘書長函(100.5.18) 
  「仍請依本院99年11月24日函示及工程會99年8月2日函
示之指示事項辦理。」 
 

• 工程會相關會議決議（99.8.2） 
1. 公路單位應在確保邊坡安全之前提下取得路權作為道路用地，

路權外之適當範圍內亦應訂定巡察機制並通知主管機關改善。 
2. 對邊坡治理需個案協調一節，宜透過既有溝通平臺。 
 
• 行政院函(99.11.24) 
     請交通部依職權主辦道路上下邊坡維護及用路安全事項，並負

責統籌協調本院農委會、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等相關機關，持
續辦理。 



(三)漂流木 

1.分工原則：屬地主義 
2.相關法令： 

1)森林法S15-5：天然災害發生後，國有林竹木漂
流至國有林區域外時，當地政府需於1個月內清
理註記完畢，未能於1個月內清理註記完畢，當
地居民得自由撿拾清理。 

2)災害防救法S72：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應實
施災害應變措施，其實施項目如下：漂流物、沈
沒物及其他救出物品之保管、管理。 

3)水利法S76、商港法S16及漁港法S17亦訂有緊
急打撈清除漂流木規定。 

25 



(三)漂流木 

3.行政院農委會訂定「處理天然災害漂流木應注意事項」， 
  以「清理」漂流木為例，分工情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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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分工單位 

國有林區域內 各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 

水庫（蓄水範圍內） 各水庫管理機關（構） 

河川 中央管河川 水利署各河川區 

縣市管河川 直轄市、縣(市)政府 

攔河堰 攔河堰管理機關 

海堤 一般性海堤 水利設施主管機關 

事業性海堤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海灘(岸) 直轄市、縣市政府、土地管理機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商港、漁港、軍港、軍用海灘 各管理機關 

工業港 經濟部核准投資興建及經營管理工業專用港之公民
營事業 

私有地（農田）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必要時得洽當地林區營
管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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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堰塞湖 

1. 分工原則：屬地主義，已發生堰塞湖地點之轄區， 
由該轄管單位負責。 
 

2. 權責單位：經濟部（水利署）、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林務局）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等。 
 

3. 監理機關：由轄管單位之上級機關擔任監理單位
（農委會、經濟部），負責監督執行機關治理。 
 

4. 相關疏散撤離工作由縣市政府負責執行，相關監
測、危險度評估、預警等由權管中央部會協助提
供；縣管河川部分，請經濟部水利署協助。  



 處置項目： 
衛星影像監控：掌握堰塞湖地點 

地形圖資蒐集：評估危險度 
現場初步調查：保全對象建檔 
地形水深測量：建立應變機制 
壩體安全評估：建立監測體系 
下游社區安全評估：辦理疏散演練 

初步調查

堰塞湖形成

社區安全性評估

疏散避難
計畫

危險度
初步評估

持續監控

無立即危險

緊急處理對策

中、高危險度

資料彙整與分析
（初步評估 ）

警戒範圍
訂定

防災預警與通報

潰壩警戒
基準訂定

詳細調查與長期監測
(包括崩塌區 、堰塞湖與下游河道 )

衛星影像監測

結束

緊急工程措施

Yes

長期演變趨勢評估
（包括緊急工程措施檢討 ）

持續監控

是否破壞 N o

長期處理對策

緊急工程
實施

現地調查與測量作業

緊
急
處
理
階
段

中
長
期
處
理
階
段

初步調查

堰塞湖形成

社區安全性評估

疏散避難
計畫

危險度
初步評估

持續監控

無立即危險

緊急處理對策

中、高危險度

資料彙整與分析
（初步評估 ）

警戒範圍
訂定

防災預警與通報

潰壩警戒
基準訂定

詳細調查與長期監測
(包括崩塌區 、堰塞湖與下游河道 )

衛星影像監測

結束

緊急工程措施

Yes

長期演變趨勢評估
（包括緊急工程措施檢討 ）

持續監控

是否破壞 N o

長期處理對策

緊急工程
實施

現地調查與測量作業

緊
急
處
理
階
段

中
長
期
處
理
階
段

(四)堰塞湖 

堰塞湖處置及應變流程 



(五)疏散避難SOP 

中央政府 縣市政府 鄉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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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應撤

離村里 

○ 

(協助鄉鎮) 

◎ 

(統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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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備註：◎-主辦、○-協辦、△-支援 



(五)疏散避難SOP 

中央政府 縣市政府 鄉鎮公所 村里 備註 

6. 建立應撤

離名冊 

△ 

(協助並確認) 

○ 

(綜整名冊) 

◎ 

(統籌負責) 

7. 通知應撤

離民眾 

○ 

(協助並確認) 

◎ 

(統籌負責) 

含集合時間

地點 

8. 提供交通

工具 

△ 

(其他支援) 

◎ 

(統籌負責) 

○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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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備註：◎-主辦、○-協辦、△-支援 



(六)海嘯運用防空警報SOP 

內政部於100年12月14日函頒「運用防空警報系統
發布海嘯警報標準作業程序，明訂分工事項。 

31 

1 氣象局將海嘯警報單傳送海嘯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內政部【消防署】）、防空警報系統主管機關（內政部
警政署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及各地方縣（市）政府。 

2 
 

內政部（消防署）接獲氣象局海嘯警報單，經報請部長核
示後，通報警政署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透過防空警報系
統下達各縣（市）警察局民管中心。情況緊急時，得先行
口頭通知，書面後補。 

3 
 

各縣（市）警察局民管中心受命後，針對警戒區域，透過
區域警報台，發布海嘯警報。 

4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接獲氣象局海嘯警報時，本諸
權責決定通知轄區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針對警戒區域透
過警報臺，發布海嘯警報。 



 

海嘯警報發布流程圖 
 

 

 

 

 

 

 

 

 

 

 

 

 

 

 

 

 

 

 

 

 

 

 

 

 
 

啟動 

通報 

通知 

下達 

通報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發布海嘯警報) 

直轄市、縣(市)政府 

(本諸權責決定) 

通報防空警報系統主管機關 

內政部(警政署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 

海嘯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內政部(消防署) 

直轄市、縣(市)警察局 

(民防管制中心) 

警戒區各警報臺 

(發布海嘯警報) 

陳請部長核示 

運用防空警報系統

發布海嘯警報 

是 

通知警戒區域

直轄市、縣(市)

政府加強警戒 否 

是 

否 

加強警戒區域

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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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特點 

災害分類 主管機關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  內政部 

水災、旱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輸電線路災害、礦災  

經濟部 

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  農委會 

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交通部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環保署 

其他災害  
依法律規定或由中央災害防
救會報指定之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  

33 

(一)災害指定由單一部會主管：災害防救法第3條 



災害預防 

減災規劃 

應變整備 

善後復原 

(二)主管機關協調整合 

34 



例1.複合式災害：颱風 

颱風本身的災害： 

• 風災 

颱風衍生的災害： 

• 水災 

• 土石流 

•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 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35 

(三)複合式災害需要跨域合作 



例2.複合式災害：地震 

地震本身的災害： 

• 海嘯 

• 坡地災害 

地震衍生的災害： 

• 火災 

•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 陸上交通事故 

• 海嘯→核能災變與其他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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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複合式災害需要跨域合作 



(四)應變中心作業特點 

為臨時性的任務編組 
 

 災害防救防法第13條： 
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首長應視災害之規模、性質、災情、影響層面及緊
急應變措施等狀況，決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及
其分級，應於成立後，立即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
人，並由召集人指定指揮官。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得視災情研判情況或聯繫需
要，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立即成立地方災害應變
中心。 

37 



(五)中央災害防救體系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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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政府災害防救體系圖 

(五)中央災害防救體系 
 



(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任務 

災情蒐集、評估 
處理、彙整及報告 

掌握災害狀況 
即時傳遞災情 
通報應變處理 

人力、物資調度支援 

縱向指揮、督導 
橫向協調、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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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鄉鎮市區 
災害應變中心 

直轄市、縣(市) 
災害應變中心 

情資研判 經費 救災資源 

支援 

請求 

協調 

指揮 
災害現場 

跨縣市相互支援 
民間及企業團體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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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指揮官 

 指揮官：1人 

• 由院長指定該次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首長擔任 

 協同指揮官：1～5人 

• 由院長指定該次災害相關之其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首長擔任 

 副指揮官：1～5人 

• 由指揮官指定之 

• 風災時由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農委會次長、
副主委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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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指揮官 

多種災害同時發生： 

• 分別成立應變中心或指定其一成立應變中心 

風災、水災、土石流互有因果關係： 

• 內政部 

先地震或海嘯，再核災： 

• 內政部先成立，原能會加入協同指揮官；地
震海嘯狀況處理完畢後，移轉為原能會擔任
指揮官，內政部為協同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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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與應變中心作業之部會 

44 

災害類別 參與部會(個) 

風災 17 

震災、海嘯 21 

火災、爆炸 9 

水災 16 

旱災 10 

公用氣體與油
料管線災害 

10 

寒害 8 

災害類別 參與部會(個) 

土石流災害 14 

空難 12 

海難 13 

陸上交通事故 7 

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 

11 

礦災 9 

森林火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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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編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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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 

： 

： 

： 

農 

委 

會 

內 

政 

部 

衛 

生 

署 

環 

保 

署 

新 

聞 

局 

交 

通 

部 

經 

濟 

部 

教 

育 

部 

國 

防 

部 

國
防
部
、
海
巡
署
、
警
政
署
等 

發
言
人
辦
、
災
害
主
管
機
關
等 

災 

防
辦 

、
災
害
主
管
機
關
等 

昔制 今制 

指揮官直接面對各部會
協調費時、效率低 

因本位主義，或進駐人
員層級過低、專業不夠
影響協調整合 

分組運作加強協調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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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指揮官視實際情形彈性啟動功能分組，
各分組成員機關應派遣人員進駐。 

各分組由主導機關召開會議，並於應變中
心工作會報提報任務執行情形。 

協調聯繫工作於各分組進行，各分組無法
協調事項由指揮官協調。  

(十)功能編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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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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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 3.00

3.00+

單位: 公尺

0.50 - 1.00

1.00 - 2.00

2.00 - 3.00

3.00+

單位: 公尺

水系

鄉鎮界

村里界

圖 例

水系

鄉鎮界

村里界

圖 例

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會
同氣象局、水利署、水保局、
災防辦召開會議，研判可能
造成危害之區域及程度，並
提出應變措施建議。 

於工作會報中提報，並通知
地方政府。 

以分析研判組運作為例 

(十)功能編組運作 



(十一)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行政院前院長唐飛為強化國家救難機制，於89年7
月24日，責成國防部空軍作戰司令部以任務編組
方式成立「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統籌、
調度國內各搜救單位資源，執行災害事故之人員
搜救及緊急救護之運送任務，以有效整合運用救
災資源。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於91年12月31日移
由內政部消防署承接，仍維持任務編組運作。 

 99年8月4日災害防救法修正公布，賦予國搜中心
設立法源，並於99年12月2日完成法制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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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雨量站名 發生日期 天氣系統 雨量(毫米) 

1 澎湖 1974/07/06 西南氣流 214.8  

2 彭佳嶼 2002/07/10 娜克莉颱風 186.0  

3 蘇澳 2010/10/21 梅姬颱風及東北季風 181.5  

4 新城 2005/10/02 龍王颱風 167.5  

5 南區氣象中心 1947/07/29 西南氣流 163.3  

6 東吉島 1987/05/18 鋒面 158.0  

7 恆春 2005/09/23 丹瑞颱風 156.5  

8 南港 2004/09/11 海馬颱風 151.5  

9 春日 2003/08/03 莫拉克颱風 150.5  

10 大武 1956/04/23 賽洛瑪颱風 148.2  

1小時累積雨量排序表 
＊99年梅姬颱風環流蘇澳站時雨量創本島新高 

 背景：民國99年10月21日至23日，臺灣受到梅姬颱風環流及東北季風之
共伴效應影響，宜蘭、花蓮地區降下豪雨，宜蘭縣各地均傳出淹水災情
，蘇澳更出現有紀錄以來第三高的降雨量，一小時降下181.5毫米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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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分析：梅姬颱風 

三、跨域溝通與協調 



 
(一)案例分析1：梅姬颱風 

 災情：梅姬颱風共造成38人死亡，其中，以22日
蘇澳白雲寺發生土石流以及蘇花公路台九線蘇花
段多處坍方中斷，造成弘泰旅行社、創意旅行社
遊覽車以及民眾小貨車失聯最為慘重，農業災損
高達1億3,59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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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分析2：凡那比颱風 

 背景：99年9月17日至20日，中央氣象局發布凡那比海上
陸上颱風警報，造成高屏地區多處淹水，損失慘重。 

 

 

 

排序 站名 發生日期 天氣系統 雨量(毫米) 

1 瑪家 2010/09/19 凡那比颱風 626.5  

2 阿里山 1996/07/31 賀伯颱風 616.5  

3 阿里山 1996/08/01 賀伯颱風 608.0  

4 彭佳嶼 2002/07/10 娜克莉颱風 605.5  

5 奮起湖 1996/08/01 賀伯颱風 579.0  

6 甲仙 2008/07/17 卡玫基颱風 577.5  

7 北寮 2008/07/17 卡玫基颱風 573.0  

8 新發 2008/07/17 卡玫基颱風 567.0  

9 北寮 1997/08/29 卡絲颱風 566.5  

10 奮起湖 1996/07/31 賀伯颱風 564.5  

6小時累積雨量排序表 
*99年凡那比颱風瑪家站6小時累積雨量為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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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 

 凡那比颱風造成2人死亡，111人受傷；收容6,172人，1.6萬人
撤離；全台農、漁業損失逾21億元，高屏地區多處淹水。 

 

 淹水地區包括高雄市楠梓區、左營區、鼓山區、三民區主要道
路皆成一片汪洋，愛河水位暴漲淹至路面，高雄市19日降雨以
楠梓區累計降雨量618毫米最多，已逼近200年降雨頻率(連續
6小時降雨逼近600毫米)；屏東瑪家鄉瑪家測站19日6小時累
積雨量達626.5mm，為歷史新高。 

 

 中央全力支援：救援人力計投入61,403人次，出動直升機28
架次，各式車輛、艦艇（含橡皮艇）、機具共10,546部，救出
10,497位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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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分析2：凡那比颱風 



合作：地方相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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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分析2：凡那比颱風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聯合報 

疏散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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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分析2：凡那比颱風 



(一)案例分析3：南瑪都颱風 

 背景：強烈颱風南瑪都為民國100年唯一登陸本島之颱風 
，8月27日自台東大武登陸，全台22縣市均成立應變中心
因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總計召開12次工作會
報、14次情資研判會議、29份傳真通報以及發布11次新
聞稿（含記者會），積極和進駐部會、地方政府、民眾進
行溝通與協調。  

 災情：造成花蓮、台東、高雄及屏東等縣市多處積淹水，
農業災損統計高達1億8,885萬7000元，成功撤離11,163 
人，最高收容人數為4,812人。 

 中央全力支援：國軍投入救援人力計投入22,267人次，計
有11市縣內20區44鄉鎮市進行撤離作業，總計撤離居民
11,163人，救出10,497位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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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地方充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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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分析3：南瑪都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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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瑪都颱風創下0死亡率/0失蹤率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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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分工vs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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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結 



協調 &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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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結 



 

 美國公共行政學者Dilulio, Garvey  
and Kettle (1993)： 

「為了有效服務人民，公共管理者
必須尋找跨越現有組織疆界的工作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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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結 



建立長期互動 

良好溝通機制 

善用非正式組織 

強化領導功能 

培養跨域協調者（boundary spanners） 

資料來源：陳敦源、王光旭，《跨域協調：組織間政策執行的管理「眉角」》 
63 

跨域溝通與協調之建議： 

二、小結 



期許自己成跨域溝通者、協調者與管理者 

在複雜的組織疆域中尋找跨越的路 

在其他機關當中尋找合作伙伴一同解決問題 

盡力改善政府的表現與回應力 

資料來源：陳敦源、王光旭，《跨域協調：組織間政策執行的管理「眉角」》 64 

跨域溝通與協調之目標： 

二、小結 



不跨則垮， 

也就沒有什麼好誇的！ 

 
-中山大學吳英明教授 

 

 

65 資料來源：陳敦源、王光旭，《跨域協調：組織間政策執行的管理「眉角」》 

二、小結 



馬總統任臺北市長期間訂有「台北市政府各機關加強橫向  

聯繫要點」，並勉勵機關同仁： 

寧可撈過界 

不可踢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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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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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次數及時數，為近三年最高紀
錄，各級政府災害防救人員均應變得宜，幸未造成重大傷
亡，期勉各級政府持續精進應變處置效能，即時調度資源
，迅速因應各類救災需求。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就101年總體災害概況，彙整各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截至101年12月31日止，各類災害發生
、應變情形及傷亡、財損等統計資料，研提分析及建議事
項，以供各級政府未來推動災害防救措施及政策之參考。 

參、101年總體災害概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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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1年總體災害概況報告 

 101年中央氣象局發佈海上陸上
警報計有泰利、蘇拉及天秤等3個
颱風侵襲影響臺灣。 

 西太平洋地區颱風生成個數、侵
臺數（發佈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維持在平均值附近。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年   份 生成數 侵臺個數 

60～100年 
（41年長期平均值） 

25.7 3.6 

96～100年 
（近5年平均值） 

20.6 2.8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4 3 3 3 1 

101年 25 3 

西北太平洋地區颱風生成及侵臺個數 

一、西太平洋颱風生成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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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及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颱風名稱 莫拉克 梅姬 蘇拉 天秤 美國珊迪 寶發 

警報時間 
98/08/06 

～ 

98/08/10 

99/10/21 

～ 

99/10/23 

101/07/30 

～ 

101/08/03 

101/08/21 

～ 

101/08/28 

101/10/22 

～ 

101/10/31 

101/12/04 

～ 

101/12/09 

強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強烈 

颱風警報期間
累計最高總雨

量(mm) 

3004.5 

（嘉義阿里山） 
1195.5 

（宜蘭蘇澳） 
1920.5 

(宜蘭太平山) 
887.5 

(臺東金峰) 
508.0 

(馬里蘭州伊斯頓) 

234.0 

(CALAYAN) 

10級暴風半徑
(km) 250 100 220 180 823 50 

最大風速(km/h) 144 173 137 162 175 185 

近中心最低氣
壓(hPa) 955.0 935.0 960.0 945.0 940.0 930.0 

死亡人數 703 38 6 0 221 
1046 

(不含失蹤841) 

損失金額估計 1,998億(台幣) 13億(台幣) 62億(台幣) 13億(台幣) 524億(美金) 5.9億（美金） 

致災原因 強降雨 強降雨 強降雨 
2度登陸侵襲
臺灣南部 

強降雨及暴潮淹水 
狂風暴雨，引發洪
水及山泥傾瀉 

疏散人數 24,950 3,453 9,713 8,428  375,000（紐約市） 300,000 

101年侵臺颱風與其他風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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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地區地震趨勢 
 
 

規模(ML) 
地震個數 

90年 
2001 

91年 
2002 

92年 
2003 

93年 
2004 

94年 
2005 

95年 
2006 

96年 
2007 

97年 
2008 

98年 
2009 

99年 
2010 

100年 
2011 

101年 
2012 

平均／年 
Average/

Year 

7≦M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1  

6≦M＜7 3  6  2  3  2  5  2  0  4  2  0 3 2.7  

5≦M＜6 13  30  24  15  26  18  16  19  21  32  15 21 21  

4≦M＜5 203  244  220  176  238  209  149  166  184  133  147 150 185  

3≦M＜4 1,450  1,984  1,556  1,406  1,487  1,582  1,568  1,513  1,583  1,254  1,347 1,102 1,486  

2≦M＜3 7,827  13,298  11,464  9,196  9,334  8,473  8,066  8,461  9,220  8,815  8,505 7,109 9,147  

M＜2 6,748  12,535  12,183  10,986  11,006  7,772  6,621  8,229  9,347  13,014  11,782 22,987 11,103  

合      計 
Total 16,244  28,097  25,449  21,783  22,093  18,059  16,422  18,388  20,359  23,250  21,796  31,372  21,944 

有感次數 
Number of Felt 

Events 
992  1,800  1,235  781  1,105  785  583  651  795  754  775 987 937  

發布次數 
Number of 
Reported 

136  196  148  113  167  110  91  102  154  153  172  214  146  

*:93年10月15日, ML=7.1, 深度91.0公里, 震央位置：日本與那國島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自動即時觀測系統自101年1月1日起由12位元記錄器更新為24位元
，地震資料解析度大增，對微震及遠地地震偵測能力大為提昇，因此，規模小
於2之地震個數幾乎倍增。 

 101年6>M>3之地震個數與平均值相比尚顯不足，加上100年並未發生M>6之
地震，累積能量及應力大小具有規模6.0～7.0地震發生之潛勢。 

 目前資料分析臺灣地區M>7之地震發生機率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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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小時累積雨量最大值紀錄排序 

排名 縣市 鄉鎮 雨量站 
累積雨量

(mm) 
發生 
時間 

影響天氣系統 

1 屏東縣 恆春鎮 恆春 167.5 08月24日08:00 天秤颱風 

2 屏東縣 恆春鎮 墾丁 160.0 08月24日 天秤颱風 

3 屏東縣 恆春鎮 恆春 116.5 08月24日07:00 天秤颱風 

4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 109.0 07月25日 午後熱對流 

5 新竹縣 竹北市 新竹 105.0 06月11日 
西南氣流及華南梅雨

(610水災) 

6 臺南市 永康區 永康 95.0 07月24日 午後熱對流 

7 屏東縣 恆春鎮 恆春 89.5 08月24日09:00 天秤颱風 

8 臺南市 永康區 永康 81.5 05月20日 梅雨 

9 新北市 烏來區 福山 80.5 08月02日 蘇拉颱風 

 10 新北市 永和區 永和 80.0 06月12日 
西南氣流及華南梅雨

(610水災)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三、台灣地區降雨趨勢 

 相較往年，101年梅雨及午後熱對流降雨愈趨瞬間強降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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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小時累積雨量最大值紀錄排序 

排序 站  名 
降水量 

(mm) 
發生日期 影響天氣系統 

1 澎湖 189.8   1974年07月06日 西南氣流 

2 彭佳嶼 186.0   2002年07月10日 娜克莉颱風 

3 蘇澳 181.5   2010年10月21日 梅姬颱風及東北季風 

4 新城 167.5   2005年10月02日 龍王颱風 

4 恆春 167.5  2012年08月24日 天秤颱風 

6 月眉 165.5   2002年03月26日 鋒面 

7 彭佳嶼 164.0   2002年07月10日 娜克莉颱風 

8 鳳美 160.5   2004年09月12日 海馬颱風 

9 墾丁 160.0  2012年08月24日 天秤颱風 

10 福隆 157.5   2004年10月25日 納坦颱風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三、台灣地區降雨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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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24小時累積雨量最大值紀錄排序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排名 縣市 鄉鎮 雨量站 累積雨量
(mm) 發生時間 影響天氣系統 

1 新北市     樹林區 山佳             1032.5 06月11日 西南氣流及華南梅雨
(610水災) 

2 新北市     坪林區 坪林             883.0 08月01日 蘇拉颱風 

3 新北市     坪林區 四堵             841.5 08月01日 蘇拉颱風 

4 新北市     雙溪區 泰平             806.0 08月01日 蘇拉颱風 

5 新北市     烏來區 福山             796.0 08月01日 蘇拉颱風 

6 新北市     烏來區 桶後             779.0 08月01日 蘇拉颱風 

7 新北市     新店區 屈尺             753.0 08月01日 蘇拉颱風 

8 新北市     石碇區 石碇             737.0 06月11日 西南氣流及華南梅雨 
(610水災) 

9 新北市     平溪區 火燒寮           713.0 08月01日 蘇拉颱風 

10 新北市     汐止區 五指山           709.0 08月01日 蘇拉颱風 

三、台灣地區降雨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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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最大24小時降水量最大值紀錄排序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排名 縣市 鄉鎮 雨量站 累積雨量(mm) 發生時間 影響天氣系統 

1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阿里山          1748.5 1996年07月31日 賀伯颱風 

2 嘉義縣    阿里山鄉 阿里山          1623.5 2009年08月08日 莫拉克颱風 

3 嘉義縣    竹崎鄉 石磐龍          1583.5 2009年08月08日 莫拉克颱風 

4 嘉義縣    竹崎鄉 奮起湖          1572.5 2009年08月08日 莫拉克颱風 

5 高雄市    桃源區 南天池          1448.5 2009年08月08日 莫拉克颱風 

6 屏東縣    三地門鄉 尾寮山          1414.0 2009年08月07日 莫拉克颱風 

7 屏東縣    三地門鄉 尾寮山          1402.0 2009年08月08日 莫拉克颱風 

8 嘉義縣    大埔鄉 馬頭山          1380.0 2009年08月08日 莫拉克颱風 

9 高雄市    桃源區 溪南            1340.5 2009年08月08日 莫拉克颱風 

10 高雄市    桃源區 御油山          1290.0 2009年08月08日 莫拉克颱風 

30 新北市     樹林區 山佳             1032.5 2012年06月11日 
西南氣流及華南梅雨

(610水災) 

- 新北市     坪林區 坪林             883.0 2012年08月01日 蘇拉颱風 

三、台灣地區降雨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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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中心 主導部會 開設時間 撤除時間 開設時數 

99年 總計開設時數554.0小時 

100年 總計開設時數272.0小時 

101年 

610水災 經濟部 6月11日12:00 6月16日18:00 115.0 

泰利颱風 內政部 6月18日15:30 6月21日18:00 74.5 

杜蘇芮颱風 內政部 6月28日08:30 6月29日09:00 24.5 

蘇拉颱風 內政部 7月30日21:30 8月 3日 15:30 90.0 

海葵颱風 內政部 8月  6日12:30 8月 7日18:00 29.5 

啟德颱風 內政部 8月14日15:30 8月15日18:00 26.5 

天秤颱風 
(第一階段) 內政部 8月21日14:30 8月25日15:00 96.5 

天秤颱風 
(第二階段) 內政部 8月26日11:30 8月28日24:00 60.5 

杰拉華颱風 內政部 9月27日02:30 9月28日20:30 42.0 

總計開設時數559.0小時 

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情形 

99-101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期間統計  

資料來源：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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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中心 強度 警報類型 地方政府應變中心成立情形 

610水災 - 
豪(大)雨 
特報 

台中、南投、雲林、台南、高雄、屏東、台北、
新北、桃園、新竹縣、新竹市、嘉義縣、苗栗、
彰化等14縣市成立應變中心 

泰利颱風 輕度 海上陸上 全台22縣市成立應變中心 

杜蘇芮颱風 輕度 海上 地方政府未成立應變中心 

蘇拉颱風 中度 海上陸上 全台22縣市成立應變中心 

海葵颱風 中度 海上 新北市政府成立應變中心 

啟德颱風 輕度 海上 屏東縣及高雄市政府成立應變中心 

天秤颱風 中度 海上陸上 除連江及金門縣外，全國20縣市成立應變中心 

杰拉華 強烈 海上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及宜蘭市等4縣市成立
應變中心 

101年颱風強度、警報與地方政府應變中心成立狀況 

資料來源：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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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中心 
視察長官 

總統 院長 副院長 

610水災 1 1 3 

泰利颱風 1 2 1 

杜蘇芮颱風 0 0 0 

蘇拉颱風 2 4 5 

海葵颱風 0 0 0 

啟德颱風 0 0 0 

天秤颱風 1 2 4 

杰拉華颱風 0 0 0 

合計 5 9 13 

101年長官視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資料來源：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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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期間運作情形統計 

 應變中心 
工作 
會報 
(次) 

情資研
判會議 
(次) 

新聞稿 
發佈 

(含記者會) 

疏散撤
離人數 

死亡 
人數 

受傷 
人數 

 610水災 11 12 14 8,698 8 14 

泰利颱風 10 3 9 8,862 1 1 

杜蘇芮颱風 2 4 2 - - - 

蘇拉颱風 11 12 12 9,713 7 17 

海葵颱風 4 5 4 - - - 

啟德颱風 4 4 2 - - - 

天秤颱風 21 23 25 8,428 - 8 

杰拉華颱風 6 6 4 - - - 

合計 69 69 70 35,701 16 40 
資料來源：內政部及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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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1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期間疏散撤離情形統計 
年度 災害名稱 疏散撤離人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98 莫拉克颱風 24,950 703 1,555 

99年 

0726豪雨水災 43 - - 

南修及萊羅克颱風  2,437 - - 

莫蘭蒂颱風  919 - 1 

凡那比颱風   16,568 2 61 

1017豪雨 5 - - 

梅姬颱風 3,453 38 97 

小計 23,425 40 159 

100年 
南瑪都颱風 8,203 - 2 

小計 8,203 - 2 

101年 

 610水災 8,698 8 14 

泰利颱風 8,862 1 1 

蘇拉颱風 9,713 7 17 

天秤颱風 8,428 - 8 

小計 35,701 16 40 

資料來源：內政部及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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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天秤颱風應變期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於屏東成立前進指揮所 

資料來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一、為就近協調處理南部地區災害， 
8月24日20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副指揮官簡次長太郎率內政部、
經濟部、農委會、交通部及原民
會等相關單位人員於屏東假恆春
鎮公所成立前進指揮所。 

二、國防部並指派陸軍副司令與第四
作戰區指揮官同步進駐。 

三、前進指揮所運作至8月26日晚間
撤除。 

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情形 



應變中心 
新聞稿發布 
(含記者會) 

媒體正面報導
焦點 

媒體負面報導焦點 

 610水災 14 
預防性撤離執行
徹底；八八風災
後災防體制革新，
防災應變作為更
快速即時 

停班停課（部分縣市未同步、宣布與決策時機過
慢）、洩洪時機爭議 

泰利颱風 9 
颱風路徑改變中央氣象局預報無法提早告知、停
班停課(中部縣市無大風雨出現)、強制撤離引起民
眾抱怨(部分地區風雨未如預期) 

杜蘇芮颱風 2 ---- 

蘇拉颱風 12 
預防性撤離執行

良好 
停班停課（部分縣市民眾對首長決策評價不一）、
花蓮縣政府及鄉公所對疏散撤離作業認知不同 

海葵颱風 4 ---- ---- 

啟德颱風 2 ---- ---- 

天秤颱風 25 

救災人員辛勞 
普遍獲得好評、
部分縣市未停班
停課受好評 

南部及東部受災北部縣市主動發放救助金是否得
宜之爭議、地方質疑中央未及時提供農損及淹水
補助款項、菜價高漲、蘭嶼綠島災情查報問題、
地方政府質疑媒體過度報導災情傷害當地觀光形
象、企業主認為7縣市停班停課過早導致其損失 

杰拉華颱風 4 ---- ---- 

輿論策進建議：國土規劃、治山防洪工程 
81 

101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期間輿情反映 

資料來源：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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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期間災害造成傷亡比較 

年
度 

開設次數
(次) 開設類別 開設時間

(小時) 
死亡
(人) 

受傷
(人) 死亡原因分析 

99 7 水災 
颱風 554 40 159 

電擊1人 
溺斃4人 
坡地災害9人 
梅姫颱風台9線26人土石掩埋 

100 7 
森林火車事故 

海嘯 
颱風 

272 5 116 阿里山森林火車事故 
死亡5人 

101 9 水災 
颱風 559 16 40 

土石掩埋7人(林務局工作站2人) 
溺斃5人(三峽員警1人) 
車禍1人 
墜落山谷3人(林務局巡山員1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及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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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財物損失及估計復建金額統計  

年別及災害別 
總計(單位:新台幣仟元) 

備註 
損失金額 復建金額 

100年 

南瑪督颱風 1,481,366 1,278,475  
88年921大地
震災損金額約
3,622億元。 
98年莫拉克風
災損失金額約
1,998億元。 

寒害 546,877   

阿里山森林鐵路 4,098 34,278 

小計 2,032,341 1,312,753 

101年 

610水災及泰利颱風 
(6/10-6/21) 5,046,531 4,445,402 

蘇拉颱風 
(7/30-8/30) 6,381,022 6,319,579 

天秤颱風 
(8/21-8/28) 1,776,868 784,067 

小計 13,204,421 11,549,048 

資料來源：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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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件年度統計  

年度 

火災

次數 

(件) 

火災

死亡 

(人) 

火災

受傷 

(人) 

99年 2,186 83 308 

100年 1,772 97 288 

101年 1,574 142 286 

資料來源：內政部，火災次數依「火災成災標準及認定標準」認定，
統計至101年12月31日止。 

一、火災發生次數分析： 
101年火災發生次數，均少於99年及100年。火災發生次數1,574次，與
100年同期1,772次比較，減少198次，降幅11.2％。 
二、火災死亡人數分析： 
101年火災死亡人數142人，與100年97人比較，增加45人，增幅46%，主
要係因人為縱火(27人)及自殺死亡(19人)較多所致。 
三、重大火災案件： 
火災案件中以10月23日新營醫院北門分院火災造成13人死亡，59人受傷
，最為嚴重，顯示醫院消防安全及避難逃生仍需加強。 

五、其他各類災害發生趨勢 

自殺 
人為 

縱火 

電氣 

設備 
菸蒂 

爐火 

烹調 
玩火 

施工 

不慎 

敬神掃 

墓祭祖 

瓦斯漏
氣爆炸 

其他 合計 

99年 

死亡 

人數 
3 11 26 4 3 1 0 2 3 30 83 

百分比 3.6％ 13.3％ 31.3％ 4.8％ 3.6％ 1.2％ 0％ 2.4％ 3.6％ 36.1％ 100％ 

100年 

死亡 

人數 
8 7 29 5 2 0 0 1 3 42 97 

百分比 8.2％ 7.2％ 29.9％ 5.2％ 2.1％ 0％ 0％ 1.0％ 3.1％ 43.3％ 100％ 

101年 

死亡 

人數 
19 27 22 13 5 4 3 2 5 42 142 

百分比 13.4％ 19.0％ 15.5％ 9.2％ 3.5％ 2.8％ 2.1％ 1.4％ 3.5％ 29.6％ 100％ 

火災死亡起火原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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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害統計  

年度 件數 災損金額(千元) 

99 3 1,041,327  

100 2 564,354  

101 4 131,007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項次 時間 地點 簡要案由經過 

1 101年1月 台南市 
受強烈大陸冷氣團及寒流籠罩影響，台南市七股區因受低溫危害，漁產災損顯現，本
次災損經台南市政府通報被害面積，損失金額42萬5仟元,主要係虱目魚受害， 

2 101年1-2月 
台中、新竹、苗栗、
南投、嘉義、台南及
宜蘭等7縣市 

受強烈大陸冷氣團及寒流籠罩影響，部分地區因受低溫危害，農作物及漁產災損顯現。
本次災損經各直轄市、縣政府通報，造成農作物被害面積，損害程度27％，換算無收

穫面積，損失金額1億2,005萬元，主要係高接梨穗及草莓受害；漁業部分主要為虱目
魚受害，被害面積，損失金額1萬5仟元。 

3 101年3月 南投縣 
受強烈大陸冷氣團籠罩影響，南投縣局部地區因受低溫危害，轄內農作物災損顯現。
本次災損經南投縣政府通報，農作物被害面積，損害程度37％，換算無收穫面積，損
失金額846萬7千元，主要係該縣轄內紅龍果受低溫危害致生長枝條凍傷。 

4 101年12月 
彰化、台南及高雄等3
縣市 

受寒流籠罩影響，局部地區受低溫危害，農作物及漁產災損顯現。本次災損經各直轄

市、縣政府通報，造成農作物被害面積40公頃、損害程度5％、換算無收穫面積2公頃，
損失金額約116萬元。漁業部分主要為虱目魚養殖魚塭受害，損失金額約89萬元。 

 

五、其他各類災害發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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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交通事故災害統計 

資料來源：內政部及交通部 

一、101年道路交通事故件數、傷亡人數，均較往年下降。 
二、交通事故以101年5月7日國道5號雪山隧道大客車追撞前方車輛，造成2死34傷，

以及12月9日新竹縣尖石鄉大客車翻落山谷，造成13死10傷最為嚴重。 
三、甲級陸上交通災害共計7件，較往年增加，分析其原因為遊覽車交通事故較往

年增加。 
四、101年因天然災害導致道路災害處數高於99年及100年，但並未造成人員傷亡，

顯示天然災害發生時，公路單位預警性封閉作為，已有效降低人員傷亡。 

年度 
交通違規 

舉發件數 

道路交通事故 
道路災害 

A1類 A2類 甲級災害規模 

 件  數  死  亡  受  傷  件  數  受  傷  件  數  死  亡  受  傷 
道路 

損害處數 

人員 

死亡 
說明 

99 9,575,241 1,973 2,047 774 217,678 292,990 4 8 70 300 26 

梅姬颱風台九
線道路崩塌人
車遭土石掩埋 

100 7,790,379 2,037 2,117 858 233,739 314,343 2 1 34 228 - 

101 8,031,826 1,785 1,844 787 214,942 287,592 7 19 164 351 - 

備註 
A1類係指造成人員當
場或24小時內死亡之

交通事故 

A2類係指造成人員受
傷之交通事故 

甲級災害規模指陸
上交通事故10人以

上傷亡案件 

天然災害 

(每一處災
害列為一件) 

五、其他各類災害發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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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案件統計  
原因 

年度 
總計 碰撞 

觸礁 
或擱淺 

失火 爆炸 洩漏 傾覆 
機器 
故障 

非常 
變故 

其他 

99年 250 77 21 22 0 1 3 80 6 40 

100年 233 62 19 12 5 2 6 69 9 49 

101年 83 24 6 2 1 3 5 10 2 30 

資料來源：交通部 

海事案件船體損害統計 

年度 船損 船沉 

99年 57 28 

100年 74 18 

101年 53 12 

海事案件人員傷亡統計 

年度  
總計 船員 旅客 

死亡或
失蹤 受傷 死亡 

或失蹤 受傷 死亡或
失蹤 受傷 

99年 40 7 39 7 1 0 

100年 81 46 66 12 15 34 

101年 
25 

(本國23、
外籍2) 

15 
(本國11、
外籍4) 

24 15 1 0 

一、101年海事案件中，以3月19日本國籍「海翔8號輪」(2698總噸)，由基隆港
出發，駛往花蓮，因船身結構不穩，機械故障，於行經基隆外海6海浬處沉
沒，造成6人死亡，2人失蹤乙案最為嚴重。 

二、101年海事案件統計與前年度比較，原因以碰撞及機器故障最多，101年度該
等件數已有減少，人員傷亡數亦減少，未來應持續加強宣導防範人為疏失。 

五、其他各類災害發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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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安全案件統計  

資料來源：行政院飛安委員會 

101年度重大飛安案件計9案 

年度 件數 人員死亡 備註 

99 5 - 

100 6 1 超輕型載具 

101 9 3 大鵬航空 

事故日期 航空器種類 事故簡述 事故地點 事故屬性 營運類別 

101.3.25  B747-400  
桃園機場東北方50浬，駕駛艙儀表出現客艙高度
異常警訊，飛航組員立即執行緊急下降程序並向
航管宣告”緊急狀況”  

桃園機場東北
方50浬  

客艙失壓  民用航空運輸業  

101.5.2  ATR-72  
爬升至高度5,000呎時，駕駛艙儀表出現滑油壓力
擺動，1號發動機火警警示燈亮，飛航組員使用滅
火瓶、發動機關車並向航管請求回航  

松山機場東方4
公里高度5000

呎  
機械故障  民用航空運輸業  

101.5.16  MD-82  落地時，航機停止於臨時跑道末端燈後方  馬公機場  偏離跑道  民用航空運輸業  

101.6.20  B737-800  
落地後，誤入後半段已關閉之N7滑行道，駕駛員
試圖轉回跑道時鼻輪駛入草地  

桃園機場  偏離跑道  民用航空運輸業  

101.8.12  A330-300  落地時，約於距跑道端3,000呎附近偏出跑道  桃園機場  偏離跑道  民用航空運輸業  

101.8.17  ERJ-190  落地時偏出跑道  馬公機場  偏離跑道  民用航空運輸業  

101.8.30  BN-2  
執行空拍作業，至宜蘭、花蓮山區交界後，組員
向航管申請「目視飛行」後失聯  

花蓮機場西南
方約100公里  

飛機操控下撞
地(CFIT)  

普通航空運輸業  

101.8.24  A330-300  
高度3,400呎時，出現客艙失壓狀況，飛航組員宣
告緊急狀況  

香港東北東方
155浬  

客艙失壓  民用航空運輸業  

101.9.13  A330-300  落地過程中曾短暫偏出跑道並造成跑道邊燈損壞  松山機場  偏離跑道  民用航空運輸業  

五、其他各類災害發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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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飛安委員會 

大鵬航空搜救處置後續作為 
本院江副院長宜樺於101年9月5日召開檢
討會議，會中除檢視及還原全案處理過程，
並確認執行單位符合相關標準作業程序，
從而檢討修正相關災害作業規範。會議決
議主要精進作為如下： 

一、地方政府獲悉發生空難，應視災害規模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小組）或緊
急應變小組，並通報交通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處置情形。  

二、交通部重新檢視臺北任務管制中心（MCC）組織定位及作業程序，並
請交通部民航局加派專業協調官人力進駐國搜中心。  

三、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及內政部消防署吸取本次搜救案件經驗，重新
檢視修訂相關搜救應變作業規定，並加強內部納編各機關協調官之溝通
協調。 

四、未來如有未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標準之空難搜救案件發生時，由行
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比照風災處理模式，適時提醒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進行處理。 

五、其他各類災害發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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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執行概況 

  
  
  

傷患 
運送 

海難 
搜救 

海難 
協調 

信號 
查證 

山難 
搜救 

空難 
搜救 

器官 
移植 

災害 
救助 

案件 
小計 

99年 42 151 34 113 26 4 0 21 391 

100年 4 165 35 90 36 1 0 5 336 

101年 7 138 27 61 24 3 0 6 266 

資料來源：國搜中心，統計至101年12月31日止。 

海難搜救案件比例最高達46%，其次即
為船舶及航空器之遇險信號查證佔26%，
另海難協調案件亦佔10%。其他各類案
件中，以山難搜救佔9%及傷患運送佔
5%案件數量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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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析及建議 

風災疏散撤離作業部分 

落實疏散撤離有效降低傷亡 
目前世界各國面對氣候變遷，天然災害如颱風及豪雨等，
頻繁發生，疏散撤離仍為確保人命最有效之防救災應變
作為。 

一、請各級政府持續落實疏散撤離作業，以有效低降民眾災時
不必要傷亡。 

二、請地方政府針對偏遠，且仍依賴便道(橋)交通地區，設置
及強化緊急避難設施，重症病患等弱勢族群，災前落實執
行異地撤離安置。平時請持續深化社區自主防災及避難演
練，以提升災時避難效能。 

三、地方政府平時應確保收容場所之各項物資整備及設施，並
定期檢討收容作業，以期各項作業流程標準化及細緻化。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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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應變部分 

公務員救災因公4人殉職 
101年度死亡共計16人，其中公務人員因公殉職4
人(其中2人為外出執行公務，2人為值班留守)，
人數比率較高，顯示救災人員安全有必要持續加
強及重視。 

請各級政府重視救災人員安全，建議中央各部會
平時督導訪評作業應加強救災安全項目，引導基層
重視及落實確保自身安全。 

建議事項 

七、分析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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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應變部分 

未來有發生規模6.0～7.0地震之潛勢： 

中大型地震個數與平均值相比尚顯不足，能量及應力累積大

小具有規模6.0～7.0地震發生之潛勢。目前資料分析臺灣地區

M>7之地震發生機率較小。 

 為減少強震導致之傷亡，本院已將強震境況模擬納為演練主軸，辦
理101年「國家防災日」，整合「地震兵棋推演」、「核安演練」
及「全國學生地震演習」為演練重點，當日動員各級學校超過200
萬以上學生同時進行地震避難掩護，訓練學生正確本能掩護反應，
自我保護。102年「國家防災日」將持續以科學推估為基礎，以強
震境況模擬作為演練主軸，強化民眾對強震之風險意識。 

 由災害經驗中推估可能之跨縣市大規模災情，結合萬安演習，辦理
區域型演練，以驗證大規模地震及複合型災害整備應變能力。 

建議事項： 

七、分析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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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應變部分 

七、分析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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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雨應變部分 
一、梅雨及午後對流降雨愈趨瞬間強降雨模式 

101年小時累積雨量最大值紀錄排序前10名中，梅雨及午後對流降
雨即佔5名(其餘均為颱風)，顯示不僅颱風可能帶來強降雨，梅雨及
午後對流降雨之瞬間強降雨，亦將帶來威脅。 

二、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於中央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時，均通報主管機
關及相關部會，並已建立平時各部會及地方政府之通報連繫機制，
即時要求各級政府加強監控災情及啟動應變作為，經濟部水利署亦
適時啟動應變小組或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實施應變。 

三、台北市、新北市及台南市均已調整豪雨應變中心開設標準 
主要調整方向為除參考中央氣象局發布之豪(大)雨特報外，並加入
重點行政區之降雨觀測，以及抽水站實際運作情形，從而決定水災
應變中心一級或二級開設時機。 

請各級政府於汛期加強監控即時雨量，考量瞬間強降雨將
造成局部地區淹水，應視地區特性檢討水災應變中心開設
時機，以提早實施應變作為。 

建議事項： 

七、分析及建議 



96 

火災預防部分 

火災發生次數下降，惟死亡人數上升， 
醫院重大火災引發各界注目 

101年火災發生次數已較往年下降，但火災死亡人數與
100年同期比較增加，主要係因人為縱火及自殺死亡較多
所致。另新營醫院北門分院火災造成重大傷亡，顯示醫院
消防安全及避難逃生仍需加強。 

請內政部持續辦理防火宣導，並要求地方政府警政及消防單位，
協請檢調單位適時啟動縱火聯防機制，以有效減少縱火案件發
生。另請就醫院等弱勢避難族群聚集場所，加強辦理火災逃生
演練，以減少不必要火災傷亡案件發生。 

建議事項： 

七、分析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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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交通事故災害預防部分 
一、交通違規、事故件數及傷亡件數均持續下降，惟雪山隧

道及新竹縣尖石鄉大客車重大車禍造成多人傷亡，甲級
災害陸上交通事故增加。 

二、道路災害次數高於往年，但並未造成人員傷亡，顯示災
時公路預警性封閉發揮作用。 

一、中央災害第15次委員會，江副院長裁示，由災防辦公室
邀集內政部及交通部研商長隧道救災權責與能力劃分；
另請交通部持續加強長隧道災害應變處置作為，並將相
關檢討報告送交內政部消防署參考。 

二、交通部業於12月14日邀集相關單位檢討車輛行駛山區相
關注意事項及加強駕駛專業訓練，並預計於102年5月
訂定大客車依營業用途及配備等級。 

建議事項： 

七、分析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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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緊急通報部分 

重大災害發生時，部分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未依通報規定，
即時將災情資訊通報本院長官。 

一、各中央災害業務主管機關平時除隨時發布預警資訊及通報各地方
政府外，遇有重大災害發生時，應依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規定(甲
級災害規模)通報本院，以利各級長官即時掌握災情。 

二、本辦公室業於101年5月21日邀集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各
地方政府建立「災害預警通報聯繫窗口」，請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於平日未成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時，責由所屬災害預警通報
聯繫窗口，受理各中央災害業務主管機關發布之預警通報，即時
啟動應變作為，並將災情資訊通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建議事項： 

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立即透
過各種傳訊工具，迅速依規定通報本院相關災情， 俾供首長及主管
單位採取各種必要之應變措施。 

七、分析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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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時媒體常過度報導誇大災情部分 

災時媒體常過度報導災情，造成民眾誤解。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平時推動建立媒體自律機制，災時如有媒
體過度報導災情，或甚至不實報導情形發生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應即時介入處理，或於事後處置裁罰，避免不實災情報導影響地
方觀光產業，甚而打擊救災人員士氣，影響政府整體形象。 

建議事項： 

天秤颱風時，如屏東墾丁、台東蘭嶼及綠島災情，在資訊仍不明確
情形下，媒體即過度報導誇大，或不斷重播舊災情畫面，造成民眾
誤解，也影響地方觀光產業。地方政府迭有反應，希望能與媒體加
強溝通，避免誇大不實之新聞重覆出現。 

七、分析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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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及研議巨災財務風險管理對策 
巨災可能對政府財務、預算、債務管理、企業體營運等造成巨大衝擊 

本案依101年11月22日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15次會議，江前副院
長對巨災財務風險分擔之裁示辦理，除已召開協商會議外，並邀集財
政部、本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相關部會及國內外對巨災財務分散
研究專精之專家學者，研議「巨災財經風險分擔與管理機制政策（草
案）推動構想」，規劃適合我國推動之巨災財務風險管理之具體措施
與對策，以降低巨災對財經的衝擊。 

建議事項： 

在本屆APEC財政部長會議中，天然災害對政府財政與金融的衝擊與如
何因應列為重要議題；世界銀行(World Bank)、G20及OECD國家越
來越重視天然災害的財務風險管理，政府應極力減緩巨災帶來的財政衝
擊，及能有效籌措資金以回應災害應變與復原計畫，而有效的風險分攤
應於災前即著手研議，非災後再予以處置，其對策包括：巨災基金、以
市場為基礎的天災保險、風險融資工具分攤風險等。 
 

七、分析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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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單位整備訓練部分 

上半年辦理演習整備，下半年業務訪視，已是中央及地方政府重
要災害防救整備訓練工作，未來每年演習將納入各參與部會所提
出之優缺點，做為辦理演習主題。並感謝各所屬同仁於辦理期間
至各地方政府督導演習及訪評，請持續配合相關計畫推動。 

建議事項： 

101年度各防災單位整備災害演訓規劃辦理情形 

一、本辦公室結合各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辦理大規模區域性演習，共
計25場次，上半年辦理災害防救演習及直轄市、縣(市)首長災害防
救研習會，下半年進行災害防救業務訪評、921國家防災日演練、
101年度中央與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研討會及莫拉克重
建區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訪視。 

二、中央各部會(含內政部、經濟部、農委會、交通部、原能會、教育
部等)協同地方政府辦理小規模或鄉鎮市演練，共計133次兵棋推
演、203場次演訓，並6056幅防災地圖與地方政府及鄉鎮市區。 

七、分析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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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結 

綜觀國際上101年10月「珊迪颱風」與12月「寶發颱風」
分別侵襲美國與菲律賓，造成嚴重人命傷亡與經濟損失。
我國本年度經歷610水災、蘇拉颱風、天秤颱風等挑戰，在
中央與地方密切合作下，有效降低災害損失及人員傷亡，
於天然災害防救工作上整體表現積極正向。 

颱風名稱 莫拉克 梅姬 天秤 蘇拉 美國珊迪 寶發 

警報時間 
98/08/06 

～ 

98/08/10 

99/10/21 

～ 

99/10/23 

101/08/21 

～ 

101/08/28 

101/07/30 

～ 

101/08/03 

101/10/22 

～ 

101/10/31 

101/12/04 

～ 

101/12/09 

強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強烈 

颱風警報期間累計最
高總雨量(mm) 

3004.5 

（嘉義阿里山） 
1195.5 

（宜蘭蘇澳） 
887.5 

(臺東金峰) 
1920.5 

(宜蘭太平山) 
508.0 

(馬里蘭州伊斯頓) 

234.0 

(CALAYAN) 

10級暴風半徑(km) 250 100 180 220 823 50 

最大風速(km/h) 144 173 162 137 175 185 

近中心最低氣壓(hPa) 955.0 935.0 945.0 960.0 940.0 930.0 

死亡人數 703 38 0 6 221 1046 

損失金額估計 1,998億(台幣) 13億(台幣) 18億(台幣) 64億(台幣) 524億(美金) 5.9億（美金） 

致災原因 強降雨 強降雨 
2度登陸侵襲
臺灣南部 

強降雨 強降雨及暴潮淹水 
狂風暴雨，引發洪
水及山泥傾瀉 

疏散人數 24,950 3,453 8,428 9,713 375,000（紐約市）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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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鑑非天然災害事故中，火災災害雖然發生
次數減少，人命傷亡數較往年增加，而公路災
害甲級事故及飛安事故亦較往年增加。請主管
機關加強減災、整備及應變等相關措施，有效
降低人命傷亡及財產損失。 

八、小結 



President 

Profits-oriented (利益導向) 

Relationships (關係) 

Emotional language (訴諸情感的語言) 

Simplicity (簡單明瞭、真誠坦率) 

Inspirational status (鼓舞人心、勵志的) 

Dramatic moments (戲劇性的時刻) 

Energy (活力) 

Non-verbal language (非語言) 

Trust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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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