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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與經額

風雨災害有 洪水,風災,坡地災害甚至乾旱等

 2009莫拉克颱風:直接損失2000億 (0.162% GDP)

 2011年泰國洪災，1.35兆元損失

 Maplecroft(2012) 發表 Natural Hazard Risks Atlas報告，

全球197個國家之經濟遭受地震活動、海嘯、火山爆發、地層滑
動 (受到地震或豪雨影響)、洪水、熱帶暴風及氣旋、溫帶氣旋、
風暴潮、強烈風暴、野火及乾旱等12項天然災害威脅進行評比。

臺灣、日本、中國及墨西哥同列風險暴露程度最高國家

(但是台灣風險高低區的面積達70%國土面積)

 國外投資意願降低



1961-2012 台灣自然災害損失統計

農業,公路,水利公共建設
每年都在200億上下

交通水利損失是以重建經費計算,其隱含的農
業,工業,商業產值一般為重建經費的5倍,且
時間很長

巨災



災害損失
1.直接損失是指災害第一時間所造成的損失。
如人命傷亡、房屋損毀、道路中斷以及公設損壞等等。

直接損失的大小是第一時間內反應災害規模大小的重要指標。

目前直接損失不包含民眾自行負擔的修復與醫療成本。

直接損失估算一般就當作該次災害的損失。

2.間接損失即泛指直接損失之外的所有損失。
例如房屋遭損毀，居民後續無處可住;災區經濟活動停止受

創，減少的收益;災害造成人命傷亡，災民後續的健康

及心理問題等，都屬於間接損失範疇。

間接損失會反映在災害區域與其相關事業生產毛額上(GDP)

間接損失一般為直接損失的 1.5~10倍 (以5年計算)

政治效應=選票??



莫拉克颱風

桃芝,納莉

國家生產毛額 (百萬美金)中華民國



觀念一

災害損失是長期的(至少必須考慮兩年)

只計算政府部門修復支出

是超低估災害損失

連續災害或巨災均可嚴重影響全面經濟



政府面對巨災財務策略
策略一：多元財務分散、因物制宜規劃

策略二：巨災風險精算、部會分工整合

以提供政府於「巨災風險財務分散與轉移機制」

巨災定義:
損失金額達到2500萬美金(75億新台幣)

假設:
不會高頻率發生,可以用保險制度降低公私部門損失
事實:

頻率日增,保險與債卷提供意願日低



觀念二

極端氣候下風雨災害頻率增加
會壞的,會壞更快更頻繁

必須加強災害潛勢區域概念
避開,加強維護或改變設計

尊重大自然
加強循環性資源利用

可以有短期性避減災措施
不該有長期性改變或悖逆大自然作為



風雨災害防治架構
中央防災中心(資料收集,決策)

地方回報 地方處理

為一自上而下的系統

災害防救法
第 34 條 鄉（鎮、市）公所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縣（市）政府應主動派
員協助，或依鄉（鎮、市）公所之請求，指派協調人員提供支援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該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應主動派員協助，或依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請求，指派協調
人員提供支援協助。

 因此地方只要不具有能力,一切都必須由中央處理



觀念三

防災應該是全民運動

僅靠中央決無法達成

我國目前已經完成強而有力的中央與資訊系統

是時候把全民防災觀念推廣

以建立更安全的國家

與更蓬勃的防災產業



方向
極端或跨行政區域事件才由中央處理
資訊公開,教導民眾利用
一般性災害或小面積事件 地方自行處理

(協力機構,開口廠商)
地方亦可自行結盟處理特殊災難
居民可以自行應對  潛勢區域公告後的,

安全處理區
以民眾盡力降低自身環境的災損為目標



106年度科技部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司
「中央與地方災害情資整合管理研究試辦計畫」

計畫主持人資格：

(1) 須符合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不接受已退休人員）。

(2) 可視邀請在地相關領域或鄰近學校的學者組成團隊擔任共同主持人。

工作
(一)、地方災害基礎資料建置與檢覈
(二)、地方災害特性研究
(三)、災害應變情資運用與分享
(四)、地方重點產業防減災分析

這是好的開始,但是仍然維持上到下,只有教授能參與的限制
必須開放到村里,但由專家(非教授)審查的程度,
才有可能發展防災產業



1. 經濟部資訊開放小組
加速big data建立與開放

2. 防災產業輔導與監督小組(學產,產(學))
建立產學界互相協助機制
建立產學界協助民眾機制

3. 鼓勵民間參與條例
4. 鼓勵人民自救方法研究
5. 建立ISO檢校單位 (保障品質與出口)

防災產業預備工作



1. 各項數據應用APP
2. 防災監測的普及(工程,房舍,農漁)
3. 防災物品 (急救包,防水閘門,UAV,

福衛圖片,防災APP)
4. 中水系統,海綿城市(綠化)
5. 教育訓練
6. 技術輔導(地方防災產業)

已成熟的內需防災產業



1. 防災團(類農耕隊)
2. 防災物品外銷(急救包,監測設備,UAV,

福衛圖片,防災APP)
3. 教育訓練
4. 技術輔導
5. 防災系統(政治)
如何防災才有效,何處何時會有災害??

已成熟可外銷的防災產業



未開發的領域
颱風災害,農產與魚產的防治
養殖蚵 緊急減浪措施 或 活動架
農產  集雨系統 與 緊急排水系統
資源  緊急供水供電系統
高科技產業  緊急用水 與 交通便道
防災個人產品食物,電,水,通訊,衛生,安全



防災產業全面推動

目前以專家為發展防災唯一對象
政府為防災研發成果施用主要對象
永遠讓民眾認為
防災是政府的責任
民眾只要等待被救
地方政府只要申請救災與補助

全民發展防災產業
必須有鼓勵措施
例如經濟部給予中小企業(或產學)發展防災產品
必須評估緊急時或災後,能有多少防災救災效益
然後給予最佳產品或公家通路等獎勵



謝謝聆聽
希望大家能共創更安全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