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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金門地理概況與災害特性



一、金門地理概況(1/4)

 金門位於福建東南方廈門灣內，東與台灣相距約277公里，主
要管轄範圍包括大金門、小金門(烈嶼)、大二膽、烏坵等12座
島嶼。目前設籍人數約為14萬1千人，常住人口約為6萬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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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門地理概況(2/4)

 本縣因地理環境特殊，為臺灣與大陸之間文化、貿易、移民的
中繼站；自民國38年臺海對峙之後，金門頓為臺澎的屏障，並
以秀緻的風光美景獲得「海上公園」之美譽。如今，金門已經
退去昔日煙硝烽火的戰地戎裝，成為觀光勝地，每年約有200
萬名旅客前來拜訪這一座人文及戰役紀念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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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門地理概況(3/4)

 但近年在極端氣候及全球暖化的大範圍影響下，許多類似金門
的小型島嶼均受到如強烈颱風、高溫乾旱、強降雨等過往鮮見
之災害威脅；又加上暖化造成全球海平面上升，如不加以防範
控制，身為海上公園的金門，百年後可能就會變成一座海底公
園，要和尼莫一起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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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門地理概況(4/4)

 因此，為了強化金門這座美麗島嶼面對災害侵襲時的韌性，本
縣依據地區災害特性辦理各項防救災工作，以保障島內居民的
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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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颱風災害
為主，常因強陣
風造成淺根性木
麻黃路樹倒塌阻
礙交通、以及招
牌掉落、電線桿
傾倒或電線脫落
造成電力中斷等
災情。

每年梅雨季及颱
風季節期間 (4-
10月)，因強降
雨，雨水宣洩不
及導致低窪地區
淹水，另當大潮
遇到暴潮 (颱風
來襲 )時，亦會
引起海水倒灌。

金門地區雖未臨
近斷層帶，但依
據中國大陸地震
局相關資料，本
縣地屬東南沿海
地震帶之區域中，
仍有發生地震之
機會。

金門地區自109
年起連兩年年雨
量不足500毫米，
影響地區農業甚
鉅，除協助農民
辦理「農業天然
災害救助」外，
亦超前部署爭取
經費進行農塘浚
深工程。

多為林地與田野
火災，但近年來
有陽明湖大火、
新塘大火等重大
火警。另地區電
廠、儲油糟、金
門酒廠皆為火災
之敏感區，應嚴
加防範，以避免
重大損失。

風災 水災 地震 旱災 火災

二、金門縣災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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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8月3日中國大陸發生首
例豬隻致死率100％之急性動
物傳染病非洲豬瘟，截至今
(111)年9月，本縣海漂豬檢出
非洲豬瘟病毒陽性案例共計
14例，雖未造成本縣豬隻感
染，但由於尚無疫苗可治，為
防堵疫情，部份期間限製本縣
豬肉製品輸台，已對豬肉產業
造成衝擊。

109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
19)肆虐全球，截至今(111)年
9月，已造成全球6億多人感
染、600多萬人死亡，本縣依
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縣
長指示超前部署，縝密規畫各
項防疫措施；自今年起疫情趨
緩，亦配合中央防疫政策逐步
開放，並同步推動多項紓困振
興措施。

本縣於109年出現國內首例牛
結節疹案例，牛隻感染後即便
不死也只剩下皮包骨，無論是
肉牛還是乳牛，感染後報廢率
極高，嚴重影響肉品經濟。縣
長於第一時間即指示成立應變
小組，全面進行消毒，並在中
央協助下緊急進口疫苗，迅速
達到全縣牛隻8成以上的疫苗
覆蓋率。

非洲豬瘟 新冠肺炎 牛結節疹

二、金門縣災害特性(特殊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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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大災害回顧─105年莫蘭蒂颱風

 105年莫蘭蒂強颱重創金門，
造成全島停電24,285戶、停
話1,300餘戶、停水20,366
戶、樹倒500萬餘株，道路中
斷數十條，全縣災損近21億
元，為金門近年來最嚴重之
颱風災害。

 因此本縣近幾年地區災害防
救計畫修訂與民安暨災防演
習情境，均假設莫蘭蒂颱風
之規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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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大災害回顧─107年0507水災

 107年5月7日由於鋒面過境，瞬間大雨造成金門地區時雨量將
近90毫米，日雨量累積超過200毫米，導致本縣多處嚴重淹水，
重災區為烈嶼鄉東林、中墩、金城鎮民族路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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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大災害回顧─107年0507水災

 針對強降雨事件，本縣持續更新
雨量警戒值及易淹水地區災害潛
勢資料，包含下列策進：

淹水地區資料更新。

易淹水地區防汛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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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大災害回顧─生物病原災害(COVID-19)

 109年起COVID-19疫情爆發，
金門、臺灣乃至全世界均和
疫情搏鬥，截至今(111)年10
月防疫工作已邁入新階段，
朝向與病毒共存及逐步開放
之策略發展。

 近兩年全國上下一心，共同
抗疫，是聯合防災作戰的最
佳體現，相關作為及成效已
無庸贅述。

13



貳 各項防減災、整備工作



一、整體防救災執行方向

 公所簡易避難
地圖繪製教學。

 辦理無腳本兵
棋推演。

 建立災害潛勢
調查機制。

地區自主
防災能力

區域
資源共享

促進
民眾參與

結合
地區特性

 發行本縣防災
手冊。

 結合地區觀光
活動辦理防災
宣導。

 推動韌性社區。

 強化縣府、國
軍、各防災單
位區域聯防，
提升資源有效
利用。

 整合民間志工
團體資源。

 推廣在地企業
參與防災工作
及簽署合作備
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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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本縣依據災害防救法及其

施行細則規定，於110年

修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並於同年12月27日經中

央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各鄉鎮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亦於110年完成修訂，並

於11月4日經本縣災害防

救會報備查。

全災型計畫
修訂/更新

金門縣
災防辦

鄉鎮公所 鄉鎮災防會報

各類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

計畫核定
意見調查 修

正
回
饋

修
正
回
饋

修訂
討論

提
交
計
畫

鄉鎮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訂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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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救災圖資更新

 完成火災、水災、地震、風災及電子圖資更新計222幅。

火災

地震

電子
圖資

水災

風災

歷史火災災點圖資更
新。

更新颱風歷史災情統計
資料及災點圖資。

已完成NTU-2DFIM淹
水模式，配合雨量和雨
型，進行二維淹水模擬，
完成更新淹水潛勢圖資
及水災歷史災點圖資。

以 鄰 近 震 源 作 為
TELES境況模擬之參
數，用以推估金門縣
人員傷亡、社會損失
等影響程度，並配合
國震中心資料庫修訂
進行圖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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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續推動韌性社區

 本縣第一期韌性社區(金湖鎮下莊社區)已取得內政部一星韌性
社區標章，並持續運作當中。

 本縣第二期韌性社區擇定金寧鄉古寧社區推動，自110年起持
續辦理防災士培訓及各項防救災工作坊課程，提升社區民眾防
災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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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鄉鎮公所區域治理

 配合內政部災害防救深耕計
畫，推動各鄉鎮公所間災害
防救區域治理工作，藉由建
立合作機制，整合與共享救
災資源、協調防災工作事項、
辦理聯合推演或演練等相關
方式，強化跨區資源整合及
區域防救災能力。

建立區域
治理協商
討論平台

鄉鎮支援
協定與區
域聯防

平時合作
辦理實際
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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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鄉鎮公所辦理災害防救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

 110及111年本縣金沙鎮、金寧鄉及烈嶼鄉辦理共計2場次兵棋
推演、3場次實兵演練，動員所轄各村里及社區民眾參演，有
效強化公所災害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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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擴充本縣水情監測系統

 提報水利署補助建置6支
CCTV，另自籌縣款建置
6支CCTV及2支水位計，
並整合納入本縣水情監測
系統平台。

 截至今 (111)年6月，本
縣已設置CCTV共計30支，
各測站妥善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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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辦理海洋油汙染災害防救演習

 本縣於110年4月16日及5月4日分別辦理海洋油汙染災害防救
演習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規劃4階段共19個課題，並藉實地、
實景之演練方式檢視本縣「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相關標
準作業流程，務實強化各單位平時及災時協調聯繫分工機制。

22



九、辦理複合式災害防救演習

 本縣於111年7月25日辦理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合併火災之複合
式災害防救演習，藉由實地、實景之演練方式，檢視相關標準
作業流程，及減災、整備、應變、復原重建工作是否落實執行，
強化各單位平時及災時協調聯繫分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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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元化防災宣導(1/2)

24

 考量COVID-19疫情影響，本縣亦利用社群媒體平台進行防災
宣導，如消防局官方粉絲專頁線上直播宣導抽獎活動，觸及人
數達4萬餘人。



十、多元化防災宣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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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趨緩後，亦結合本縣地區觀光活動辦理實體防災宣導，如
111年7月27日結合金門夏日音樂季辦理。



十一、各類防救災教育訓練-機關首長教育訓練

災害防救
發展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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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縣110及111年辦理各級機關暨鄉鎮首長教育訓練，分別邀
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王怡文副主任及呂大慶參議進行授課，
提供各首長寶貴的實務經驗及專業知識，期能轉化為未來防災
應變能力，減少災害損失。



十一、各類防救災教育訓練-業務人員教育訓練

 於每年度汛期前，辦理應變管理資訊系統(EMIC 2.0)及防救災
資源資料庫操作教育訓練，強化各編組單位進駐人員系統操作
熟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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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各類防救災教育訓練-小班制教育訓練

 2

防救災工作規劃與施行

各類圖資運用及簡易疏散
避難地圖更新實作

各類災害潛勢與調查機制

災害防救工作推動意見交流

共計4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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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間，訓練不中斷

 採遠距小班教學



叁 災害應變及復原工作



一、持續辦理新冠肺炎COVID-19應變工作(1/5)

 自110年5月19日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提升全國疫情
警戒至第三級，本縣隨即於
5月26日啟動尚義機場快篩
站，並配合疫情發展情形滾
動調整快篩政策。

 自110年5月26日起至110
年10月13日快篩站撤除為
止，期間共計計採檢15,152
人次，有效防堵疫情，並保
全金門醫療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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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續辦理新冠肺炎COVID-19應變工作(2/5)

 因應111年春節期間返鄉人潮，本縣購
買3萬劑家用型快篩試劑，自1月28日起
至2月2日止，由縣長親自率隊於尚義機
場發放供到站鄉親索取，鄉親返家後可
自我操作快速檢測，以避免過年返鄉大
量移動所帶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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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續辦理新冠肺炎COVID-19應變工作(3/5)

 自111年3月30日本縣出現
第一例確診個案起，持續規
劃設置社區採檢站，提供快
篩陽性或有受感染疑慮之民
眾自行前往進行PCR採檢；
另亦設置加強型防疫旅館，
採取醫護駐診，可供輕症及
無症狀者隔離選擇，有效舒
緩醫院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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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續辦理新冠肺炎COVID-19應變工作(4/5)

 本縣於111年5月5日啟動
1999居家照護關懷中心，
一通電話即到位，提供居家
隔離者、無症狀或輕症確診
者生活關懷、健康照護及疫
情諮詢等各項服務，以維持
居家照護、生活關懷及醫療
量能。

33



一、持續辦理新冠肺炎COVID-19應變工作(5/5)
影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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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大旱-抗旱整備及應變(1/4)

 受極端氣候影響，金門地區
自109年起，連續兩年年雨
量不足500毫米，全島湖庫
水位下降，農塘乾涸見底，
水情空前吃緊，嚴重影響小
麥及高粱等農作物收成，造
成農友災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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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大旱-抗旱整備及應變(2/4)

 因應乾旱影響，本縣訂定
「農業旱害災害防救標準作
業程序」，並向行政院農委
會爭取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邀請農糧署北區分署及桃園
改良場蒞臨本縣實際勘災。

 經實勘後，農委會公告本縣
5鄉鎮為「農業天然災害現
金救助地區」、「農業天然
災害低利貸款地區」，並迅
速辦理救助金撥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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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大旱-抗旱整備及應變(3/4)

 除爭取現金救助解決燃眉之
急外，為因應極端氣候未來
可能常態發生，本縣自旱情
發生後，即加強農塘浚深作
業，擴大儲水空間，同時導
入回收水灌溉，提升水資源
使用率，藉由開源與節流雙
管齊下，有效利用水資源，
以期減緩極端氣候對金門農
作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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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大旱-抗旱整備及應變(4/4)

 自109年迄今，本縣已完成
攔蓄水與農塘浚深工程110
多處，至少增加26.7萬立方
公尺蓄水量。

 同時推動水資源永續循環利
用，目前最大每天可回收
5,300CMD，回收比例已近
64%，領先全國。目前刻正
辦理「金門地區水資源回收
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改善
工程」，以期年底達到回收
率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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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設圓規颱風災害應變中心(1/6)

110/10/11

圓規颱風

110/10/12

│

 圓規颱風110年10月8
日生成後，本縣消防局
即密切監控其後續發展。
10月11日上午開始，
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本縣觀測平均風力達7-
8級、最大陣風達9-10
級，轄內陸續傳出路樹
倒塌及廣告招牌掉落災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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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設圓規颱風災害應變中心(2/6)

110/10/11

圓規颱風

110/10/12

│

 10月11日入夜後，風
力持續增強，且各地不
斷有災情傳出，在取得
中央氣象局預報資料後，
因預測風力已達停班停
課標準，縣長宣布自10
月12日0時起停班停課
至18時止。

 本縣圓規颱風災害應變
中心亦於0時起三級開
設。

40



三、開設圓規颱風災害應變中心(3/6)

110/10/11

圓規颱風

110/10/12

│

 中央氣象局於10月12
日上午解除颱風警報，
觀測風力逐漸減弱，在
各項災情大致處理完成
後，本縣圓規颱風災害
應變中心於18時撤除。

 災後環境清理及復原工
作由各鄉鎮公所、環保
局、林務所、養工所及
金防部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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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設圓規颱風災害應變中心(4/6)

110/10/11

圓規颱風

110/10/12

│

 災情概況：

 圓規颱風影響期間，總
計造成路樹災情82件、
廣告招牌災情10件、積
水災情1件、民生設施
災情5件、其他災情22
件，共計120件災情。

42



三、開設圓規颱風災害應變中心(5/6)

110/10/11

圓規颱風

110/10/12

│

 鑒於圓規颱風未發布海
上陸上颱風警報仍因其
外圍環流挾帶強風造成
多起災情，本縣配合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
業要點」修訂，於111
年汛期前完成修訂本縣
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將風災災害應變中心開
設時機納入「受颱風外
圍環流影響時之風雨預
報數據」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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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設圓規颱風災害應變中心(6/6)

110/10/11

圓規颱風

110/10/12

│

 各鄉鎮亦同步於111年
上半年災防會報提案修
訂所屬應變中心作業要
點，將圓規颱風策進檢
討納入，強化風災應變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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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年度災害防救工作重點與
創新作為



一、COVID-19防疫迅速應變、穩健開放

 借鏡歷年民安及災防演習經驗，將災害管理原則移植防疫措施，
舉凡入境管制、物資供應、複式防疫、境外阻絕、城市合作及
防疫酒精發放等，境內維持0確診個案2年有餘，並配合中央防
疫政策逐步穩健開放，恢復常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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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防疫旅館火災搶救演練

 本縣於110年7月14日辦理防疫旅館火災搶救演練，演練項目
包含旅館自衛消防編組、人員疏散避難、分流轉送等，演練全
程亦謹守防疫措施。期能藉由本次搶救演練，建立民眾前瞻性、
整體性思維，完善災害搶救大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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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衝擊經濟，加大振興力度

 繼109年推出「1+1振興券」後，110年因疫情三級警戒嚴重衝
擊民生經濟，除針對在籍縣民發放現金5,000元紓困金外，更
加碼發放3,000元振興券，藉以活絡地區商業及觀光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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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放快篩試劑抵用券，減輕弱勢家庭負擔

 為減輕弱勢家庭負擔，
本縣發送地區中、低
收入戶一式兩張、面
額500元的快篩試劑
抵用券，可至特約藥
局與衛生所兌換2盒、
共10份快篩試劑，計
有381個家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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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災教育向下扎根

 本縣中正國小師生參加第62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以「別創
新『格』---防災創意智慧格柵初探」為研究主題，關注極端
氣候下降雨異常，為解決短延時強降雨導致地區積淹水情形，
設計出加速排水的格柵，再度蟬聯全國第二名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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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發行防災手冊，提升民眾災害自助、共助能力

 結合110年921國家防災日，發行本縣防災手冊，以圖文並
茂、淺顯易懂的方式，使鄉親了解本縣天然及人為災害潛
勢，並在平時做好防減災整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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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掌握農業災害潛勢-契作e把抓

 本縣農業試驗所開發「契作e把抓」資訊系統，針對地區農業
高粱及小麥種植區位設有專屬圖層，配合風向、風勢、溫度等
資訊，可應用於相關災害之預警、防範、災損評估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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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智慧路燈管理系統，榮獲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

 本縣養護工程所開發「智慧路燈管理系統」，藉由路燈上的
QR-CODE串聯整合報修系統、景點資訊、警消連線等多種功
能，並獲得2021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由蔡總統親自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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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持續規劃金門大橋災害應變機制

 金門大橋自101年起興建至今，耗時10年終於在今(111)年7月
22日全橋合攏，本縣持續針對大橋通車後可能遭受之災害進行
探討、撰擬複合性災害應變計畫，並規劃於通車前、後辦理防
救災兵推及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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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積極爭取小三通復航

 「與病毒共存，恢復日常生活」為當前防疫政策，考量我國邊
境已鬆綁開放，本縣持續以積極、正面的態度爭取小三通逐步
復航，除辦理防疫演練外，亦拜會陸委會邱太三主委並獲得正
面回應，相信未來小三通復航能為本縣後疫情時代經濟帶來強
而有力的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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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本縣地處離島，四面環海，過去發生重大災害，第一時間

僅能依靠本縣既有災防能量獨立作戰、自力救濟，其策進作為

在於平時減災、資源盤點、研析可承受之災情，並於災中整合

地區資源進行搶救作為。

災害規模超越本縣救災能量時，即時通報台灣本島請求支

援，提昇救災效能，力求最短時間完成搶救及復建工作，讓居

民恢復正常生活。

在2022年以及未來，極端氣候及疫情等不安定因素仍然

持續影響全球及金門，新型態災害例如跨海大橋等，也是本縣

必須面對的課題。本縣相當重視災防工作，近年成績亦受中央

高度肯定，在此後疫情時代，本縣各防救災單位將與中央齊心，

持續辦理各項災防工作，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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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長官及評核委員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