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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43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12 月 7 日 16 時 

貳、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蘇貞昌院長兼召集人      紀錄：呂宜軒 

肆、出（列）席者及單位：如后附簽到表 

伍、報告事項 

一、 報告事項一：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42次會議列管案件

辦理情形及備查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決定： 

（一）洽悉。 

（二）有關列管事項部分: 

1、第 1 案「大規模地震災害情境模擬與策略案-有關

情境模擬」與第 3 案「督導離岸風電業者建立整體

安全管理機制，並擬定公共事業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部分，分別請科技部及經濟部持續列管。 

2、第 2 案「大規模地震災害情境模擬與策略案-有關

因應策略」與第 4 案「強化全國橋梁維護管理制

度」部分，分別請內政部及交通部依規劃自行列管

推動，同意解除列管。 

（三）臺中市、高雄市、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嘉義縣、

臺東縣及嘉義市等縣市所報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同意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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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告事項二：公共設施管線圖資建置管理及未來策進作

為。 

決定： 

（一）洽悉。 

（二）過去曾有重大公安事件因管線不清楚，帶來很大的災

害，現代科技進步、國力提升，也更注重公共安全，

本院已核定「邁向 3D 智慧國土─內政地理資訊 3D 化

推動計畫（110-114 年）─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暨管理

系統整合應用計畫」，未來除加強管線資訊整合外，針

對委員所提之議題，請內政部後續推動時納入參考。 

（三）對於委員所提針對災害敏感地區要具有相對應的管

線材質及改善建議，內政部未來執行時，應注意：一、

資料清楚。二、兼顧應公開資料與資訊安全。三、事

涉敏感圖資或地區應有相關對應作為。四、行政層級

或地區間應有的介面磨合，應一次全部整合到位。 

（四）管線資料公開可能引發之資安問題，請沈榮津副院長

與本院資通安全處負責督導；委員所提跨部會協調平

臺，以提升推動效率之建議，請國家發展委員會（以

下簡稱國發會）與內政部整合推動，並督促地方政府

將管線圖資更新規定納入其行政流程，落實管控，加

速進行，以達到精準防災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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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告事項三：旱災因應處置及整備計畫。 

決定： 

（一）洽悉。 

（二）針對旱情，我們無法控制雨水下在哪裡，需利用妥適

調度、輪作或輪灌等方式有效因應。政府要會做事，

要從管理面跟調撥面進行，請經濟部水利署與本院農

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密切配合，妥善利用管

線調撥用水。管理方面請國發會、科技部與經濟部輔

導用水大戶加強使用回收水再利用或應用海水淡化

等科技方法，並配合節水措施，以因應可能的旱象威

脅。 

（三）請經濟部水利署就空間、時間與使用等多元面向，來

規劃確保臺灣未來整體水資源，並請科技部、農委會、

國發會等相關部會配合；例如新加坡利用高速公路之

下層空間，積極開拓雨水收集系統的案例，我國高速

公路的系統交流道空間亦可參考，來儲存寶貴的水源，

也請吳澤成政務委員協助相關部會研議其可行性，朝

讓臺灣不要因為缺水而痛苦，要從淹水轉為親水，變

成好用水。 

四、 報告事項四：台鐵瑞芳-猴硐間豪雨邊坡坍塌路線中斷

搶修、應變及安全管理。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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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洽悉。 

（二）臺鐵對災害警覺性已比過去提升，即時進行行控中心

作業，在崩塌前，即發現狀況有異，實施放緩車速、

停駛及疏散旅客等措施，有效避免傷亡發生，顯見災

害預警機制發揮效果。事故發生後交通部公路總局

（以下簡稱公路總局）調撥密集車輛班次輸運旅客有

效減少衝擊，事前預防及事後應變作業均值得肯定，

請臺鐵及公路總局對於辛勞有功人員給予大大肯定

與獎勵。 

（三）此事仍須檢討，臺鐵所經之處多為邊坡，臺灣地震多，

需謹慎留意。目前臺鐵邊坡監測仍以人力觀測為主，

人力久了會疲勞、見所不及。一方面應檢討當初地錨

是否足夠，另一方面檢討長期檢測是否到位，並應仔

細檢討排水功能、邊坡裂痕、植被增長狀況，邊坡保

護工程時間久了容易疲乏，不足以支撐，若水無地宣

洩，加上像本次連續多日雨勢不停，含水量大，排水

又不能發揮，就可能崩塌。經過這次事件，請交通部

儘早運用新的科學儀器檢測臺鐵沿線邊坡，利用科技

化邊坡檢測的機制，引進自動化的監測設備，強化監

測效能。 

（四）感謝現場工作同仁辛苦，也感謝吳澤成政務委員的建

議，先處理邊坡排水，水路要用防水布鋪設好，不能

讓水滲入，沿路洩水並做好引水水路，相關作業請經

濟部水利署及農委會水保局儘快派員協助臺鐵抓水

路、解決邊坡排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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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交通部支援清運，給予施工現場應有的照明設備、

工程機具及替換人力，並給現場人員鼓勵、加油打氣，

也給他們應有的保暖物品。安全第一，先搶通單線，

讓單線雙向通車，同時做好安全區隔，全力協助災害

檢查。臨時替代輸運路線也請內政部協助警力維持交

通順暢。 

 

陸、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核定震災（含土壤液化）、陸上交通事故、森

林火災、生物病原及輻射災害等 5項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草案。 

決議： 

（一）洽悉。 

（二）震災（含土壤液化）、陸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生

物病原及輻射災害等 5 項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草案，

依委員建議，應與地方政府實際作業方式接合並落實，

微調後，照案通過，請內政部、交通部、農委會、衛

生福利部及本院原子能委員會函頒實施。 

 

柒、臨時動議 

陳亮全委員﹕災害防救專職（專業）人力長期不足，尤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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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已是普遍現象， 108 年考試院已通過消防與災

害防救職系，同年 3 月行政院也責成由行政院災害防救

辦公室推動該項業務，但其綱要計畫尚未通過，是否能

盡速推動，各級政府才會有專職（專業）人力處理相關

災害防救事宜。 

決定﹕ 

（一）請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就陳委員所提，消防與災害防

救職系有關之法制進度、中央及地方政府用人現況等

資料進行統整，並盤點人力需求現況，以及未來應推

動之方向，擇期向本人報告。 

（二）公務體系裡之公務人員眾多，但分工與介面要清楚，

為加強在職專長轉換訓練，尤其是災害防救的訓練更

為重要。 

 

捌、散會。（18 時 01 分）  



7/18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43次會議 

 

發言紀要： 

 

壹、報告案 

一、報告事項一﹕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42 次會議列管案

件辦理情形及備查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陳亮全委員：有關大規模地震災害情境模擬與策略案，

未來如何落實到各縣市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如

何接軌﹖ 

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吳武泰主任﹕請科技部在未來 3

年計畫中進行大規模地震之災情推估，提供地方

政府在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地震篇擬訂之參考；在

各斷層尚未推估完成前，依科技部及交通部中央

氣象局、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簡稱 TELES）

等資料，進行災損推估，提供給地方政府修正地

區災害防救計畫上之參考。 

主席提示﹕鑑於先前南方澳斷橋事件，請交通部依規

劃督管全國各縣市橋梁，落實橋梁安全管理工作。 

 

二、報告事項二﹕公共設施管線圖資建置管理及未來策進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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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聆委員﹕ 

（一）管線穿越下水道是需要再加強的部分，油氣會

延著管線流動，發生災害時就會延著下水道前

進，容易造成較大問題；因此，建議務必要調

查清楚及管理方式。 

（二）民間業者之管線才是目前建置圖資的盲點，建

議應思考其圖資建立及管理的機制，尤其是穿

越下水道的部分。 

（三）其上所述是針對施工圖或竣工圖的部分，而舊

有管線是否應建立查核機制，因舊有圖資的管

線位置與實際管線位置，可能產生差異。 

謝正倫委員﹕管線立體交叉或穿越的改善問題，其實

香港在 15 年前已執行 3D 地下管線圖資管理，而

由內政部營建署簡報中得知，3D地下管線圖資仍

需到下一階段才會完成，希望可以加速趕工。 

周天穎委員﹕國內過去多年在推動國土資訊系統，其

中有關圖資相關資訊與管理分屬在相關部會中，

先前在國發會底下之「國土資訊推動工作小組」，

有許多重要管線資料及地籍等基本相關資料，由

該小組定期召會檢視，但該小組於前（107）年已

解散，因其不同管線分屬在不同部會轄管，是一

項跨部會整合作業，因此，是否應重新重視空間

資料等資訊整合作業，建議是否由國發會重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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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國土資訊推動工作小組或成立諮詢顧問委員

會採定期召會方式的上位小組，來重整其 3D 國

家底圖、道路資訊與公共管線等管理方式。 

劉佩玲委員﹕在進行 3D 圖資建置過程中，應考量資

料開放及資安問題。 

馬國鳳委員﹕大規模地震演練中，管線是很重要的一

環，尤其是瓦斯管線，因為火災是地震災害擴大

很重要的另一元兇，因此，國外研究（尤其是日

本）中得知，其管線在特別的地質敏感區會採用

較好的管線，避免地震震動造成斷裂，可以參酌

如何應用到各縣市鄉鎮；另建議在斷層帶附近之

瓦斯管線，各單位經費許可下，並更換新的管線，

避免地震造成破壞。 

內政部吳欣修署長﹕ 

（一）林美聆教授所提之過去舊有公共事業之管線

的圖資查核困難的現況，目前的處理方法是藉

由地方政府過往經驗進行初步調查，必要時採

現地開挖，因此，舊有管線之圖資建立與查核，

即是下一階段要執行之重點，會進行全面調查；

而連接下水道部分，目前可透過下水道改建計

畫，進行調整，避免管線重疊。 

（二）目前國發會 9大地理資訊系統裡都各自運作，

周天穎教授所提建議重新建構整合先前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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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資訊推動工作小組，因 9大分組中，內政部

即囊括 5項，在推動國家 3D底圖部分之目標，

即是先將公共管線整合至國家 3D底圖系統裡，

最後國家 3D 底圖會開放系統，目前仍在建置

及整合階段，若未來國發會能統一整合是最好

的做法。 

（三）另外，目前 3D 圖資系統大多是竣工圖資訊，

現地資訊完整性不夠，目前透過施工進行現地

調查後，再進行 3D 圖資建置；另一方面，竣

工圖資訊可能會跟現有管線交疊的部分，此部

分將列入下一階段之重點調查項目，主要目的

在於 3D 圖資格式建置與更新。 

內政部徐國勇部長﹕ 

（一）後續會研議國家 3D底圖圖資之開放權限及範

圍、資安問題等。 

（二）105 年至 109 年，針對都市計畫區建置道路 8

公尺以上之圖資；而現階段主要建置都市計畫

間各管線之聯繫（包括市道、區道、縣道、鄉

道等），進行跨區域整合。 

 

三、報告事項三﹕旱災因應處置及整備計畫。 

林美聆委員﹕乾旱問題要配合氣候變遷的趨勢來檢

討，未來乾季會越來越乾，濕季會越來越濕，近

幾年開始，臺灣受颱風影響機率少，降雨量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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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而臺灣是個缺水的地方，因地形關係，留

不住降水，只能藉由季節性降雨、季風、梅雨等

來源，一旦某一節氣沒有相對性的降雨量時，臺

灣即面臨乾旱現象，因此，建議要有全面性中長

程對策來因應此狀況。 

謝正倫委員﹕ 

（一）降雨趨勢如林美聆教授所述，雖然全年降雨量

沒有與過往差異大，但乾季越來越乾，濕季越

來越濕，問題是濕季下的雨量，水庫不一定能

全部存留，因此，確實需要有通盤性檢討。目

前供水方向大多以需求面來規劃，若現在降雨

趨勢變常態的話，臺灣的供水政策即要進行通

盤檢討，尤其是農業政策。 

（二）以八田與一案例來說，除了興建臺南的烏山頭

水庫外，另一項農業政策即為採行農作物輪耕；

因此，若水的供應面不符需求面時，已到了需

要進行通盤檢討的階段。 

陳亮全委員﹕氣候變遷的推估，除了降雨量以外，也

會對空間分布進行部份推估，所以，降雨量與空

間的推估也是未來可以參酌的方向。 

周天穎委員﹕水的問題涵蓋面很大，分屬在民生用水、

工業用水、農業用水等，而農業用水的抗旱對策

採停灌方式，而工業用水的抗旱對策是否可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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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朝回收方式來要求，另民生用水的抗旱對策是

否可以透過教育、節約水源等方式來進行，但各

層面似乎已到應該要全面思考供水及未來缺水

時整體性調配方案的時機。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 

（一）由氣候變遷等報告資料顯示，確定桃竹苗地區

未來乾旱機率增加 40%，未來嘉南地區乾旱機

率也大幅提高。 

（二）農業用水的抗旱政策，未來調整方式是未來將

配合整體稻作的區域停灌，例如，桃竹苗地區

是 2 年 4 期的灌溉模式，其抗旱規劃為每 4期

將採停灌 1 期。 

（三）除了減少需求的作法之外，任何水庫集水區上

的水土保持要 100%做好，留住降雨量。 

（四）此波旱情水源分配，就算全部供給於農業用水

仍是不夠的，因此，才做出停灌的決定，並非

優先犧牲農業，把水源提供給民生用水及工業

用水。 

（五）此次乾旱是逐漸影響臺灣，目前盤點出乾旱影

響的作物面積達 7000 餘公頃，損失金額將高

達 10~20 億元；因此，因應氣候變遷，抗高溫、

乾旱及病蟲害之品種或作物，需即刻盤點。對

於未來年均溫可能增加 1o C，其溫度變化及降

雨量交互作用下，將對農業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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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調適對策即將完成，農委會樂意提供委員完

成後的報告。 

主席提示﹕ 

（一）「四郊田畝皆枯竭，久旱俄然三日霖，花果草

芽俱潤澤，始知一雨值千金。」以現在苗竹桃

的停灌補助近 20 億元，再加上明年 1 期作物

停耕，其補助以百億元計算，已不只是一雨值

千金。 

（二）停灌是不得已的決定，即使現在全部的水源都

用來灌溉也不夠。由於本人來自於農業縣，非

常清楚一雨成災、未雨旱災的痛苦，且又當過

臺北縣長，所以對於農業需要灌溉，以及工商

大縣需要用水，了解其中的辛苦。 

（三）經濟部水利署多次在院會報告整體水資源運

用規劃的情形，今年是臺灣 56 年來首次沒有

颱風進來，所以雨量缺乏，感謝農委會主委陳

吉仲及經濟部長王美花率相關團隊及早因應，

桃竹苗的停灌補助工作做得圓滿，明（110）

年嘉義與臺南的一期稻作及早從播種就開始

停灌補助，相關作業皆因行政能力有效率，及

早因應，所以農民也有心理準備。 

（四）政府從非洲豬瘟把守住、防疫成功，讓國人同

胞深刻感受同舟一命，對自己有自信，相信政

府，讓我們在面對危機時，國人願意相信並配

合政府的規劃。此次防疫成功，真的要感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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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國人同胞一起努力，除了醫護人員、口罩國

家隊等相關協助防疫工作的同仁合作。 

 

四、報告事項四﹕台鐵瑞芳-猴硐間豪雨邊坡坍塌路線中

斷搶修、應變及安全管理。 

林美聆委員﹕有關潛在危險邊坡，目前鐵道行經山區

的路段頗多且貼近山壁，因此，實在需要全面性

巡檢，找出可能易致災之路段，危險路段可能會

有既有圖資，比如山坡地質敏感的圖資，都會有

相關評估資料，另外，建議需要注意曾發生災害

點位之路段，可能會有重複發生災害的特質。其

整體性管理上可以先確定易致災處，再來評估此

路段致災風險度。因此，全線巡檢、既有圖資、

既有歷史災害紀錄等是檢討改善的重點方向，從

中判斷何處是我們務必要注意的路段；而在工程

改善之前，要清楚管理作為，以減少災害的發生。

此次事件有預早發現，無論透過監測、人為示警

等方式，而沒有造成傷亡，代表目前皆有做到提

早因應的作為。 

謝正倫委員﹕ 

（一）呼應林美聆委員，山崩或崩塌有復發及擴大的

特性，同一處只要以前發生過崩塌，其周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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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擴大的可能性；所以，歷史資料的調查是非

常重要的。 

（二）由簡報中得知，只有 20 餘處的崩塌危險路段

及處置，請問，A、B、C 等三級的潛在危險路

段總數多少﹖其總數與鐵路行徑的山區道路

長度來看危險路段的所佔比是否合理﹖ 

（三）為及早發現，除了靠自動監測之外，定期檢查

是更為重要，因此，A、B、C 等三級若數量多

且定期檢查，再利用自動監測，將可能是較好

的因應管理措施。 

（四）建議將 A、B、C、D 等四級共 3000 餘處可能

危險之邊坡，跟歷史災害之邊坡資料點繪重疊

上去比對，有可能在分級邊緣的邊坡，因考量

周圍擴大崩塌的可能性，而在分級上有所調整。 

周天穎委員﹕建議邊坡的巡查或檢測方式，善用科技

化的方法，比如感測器、影像辨視或其他儀器，

可以提供較好的監測及預警；邊坡全面巡檢，必

要時，可能危險之邊坡設置相關監測及預警儀器。 

交通部林佳龍部長﹕以次事件反映極端氣候下造成

交通設施的衝擊，將會全面性檢討；該地段是沙

田，在近 2 個月連續下雨、排水不良，所遭受的

衝擊大且快。交通部近年有個 6 年期的行車安全

改善計畫，3 年前委由聯合大地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進行相關調查，目前有 17 個危險邊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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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改善，但未包含此路段，顯示先前之調查明

顯不足，或因連日下雨造成邊坡危險的情形，同

時也發現因連日下雨造成東北角落石嚴重。另有

25 處邊坡落石的情形，已列入邊坡預警管理系

統裡，但預警與實際處置作為，後續將會進行檢

討及改善。而此次整體因應處置標準作業流程雖

屬合宜，但風險角度來說仍偏高，此部分將檢視

邊坡管理手冊及相關辦法，是否仍有不足之處。

本案除個案處理之外，交通部將會全面檢視，並

請專家協助指導。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張政源局長﹕ 

（一）目前調查結果，B 級 17 處、C 級 1381 處、D

級 2655 處。 

（二）臺鐵全線有 533 公里之邊坡必須進行監控，在

106 年委由聯合大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全面檢視及建立監控作業系統，檢視方式是在

臺鐵路權範圍外 20 公尺，目前邊坡皆採此標

準進行，此次發生災害之路段，是在臺鐵路權

範圍外 90 公尺，已不在當時的監控範圍內。

未來會針對此部分進行檢討，是否要擴大監控

規模，為此也務必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而

安全是不能打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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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行邊坡分級時是有參考歷史災害資料，建立

邊坡監測也採科技化的方式，對於可能復發及

擴大崩塌的建議，會特別列冊管理及加強注意，

也會在邊坡強度分析上進行檢討與強化。 

 

貳、討論案﹕核定震災（含土壤液化）、陸上交通事故、

森林火災、生物病原及輻射災害等 5項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草案。 

陳亮全委員﹕大規模地震推估模擬應要應用到地方

政府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如何落實推動﹖ 

內政部徐國勇部長﹕ 

（一）大規模震災之模擬已在今年度 921 國家防災

日已落實演練，相關部會皆配合演練，未來將

會加強推動辦理。 

（二）依據震災（含土壤液化）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一定會落實到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地方政府

務必依據業務計畫內容一步步檢視，中央也

會至地方政府（消防局、鄉公所等）進行督導

與檢視。 

吳澤成政務委員﹕中央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核定後，

會提供給地方政府，讓其詳實修正於地區災害防

救計畫。 

主席提示﹕計畫有可能與實際執行時接不起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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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統合性，請內政部部長與吳澤成政務委員協

助整合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