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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國 慶  

劉國慶水利技師事務所負責人 

摘  要 

臺東縣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型態分為都會及鄉村兩類，淹水致災成因包括破堤溢淹、

排水系統不良易積水、鄰近地區積水迴流，複合型災害等數種，並需考量是否有河川、

土石流潛勢溪流、丘陵阻隔需採分區避難，社區內有無合宜避難處所等諸多差異，因此

依社區特性擇定水災疏散避難原則。經臺東縣政府、執行團隊與社區領袖研商，並參酌

民眾交流意見及社區幹部疏散避難知能強會中討論共識，規劃之水災疏散避難原則計有

「垂直疏散避難」、「分區疏散避難」、「區內就近避難」、「異地疏散避難」及「聯

合疏散避難」等。 

臺東縣民國 101年及 102年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配合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守望

相助隊或巡守隊、媽媽教室等之串連，共同推廣營造自主防災社區理念，並透過意見交

流回饋廣納住民意見，聽取在地聲音以符合水患疏散避難措施確實可行，藉由交流溝通

宣導防災避難理念，於發生水患時能儘速疏散至安全地點。 

一、 前言 

近年來水利署積極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本人有幸參與臺東縣101、102年度

推動計畫，帶領工作團隊執行社區訪視、環境踏查、計畫說明會、交流活動、社區

組織成員教育訓練、幹部疏散避難知能強化、社區防汛演習、成果座談會等各項。

有別於聘請講師推廣方式，各場活動均由本人與三位工程師擔任主講(持)人，冀由

水利專業背景人員與社區民眾的意見交流，利用滾動式策略討論來有效推動水患自

主防災社區。 

臺東縣101年度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包括卑南鄉溫泉村及太麻里鄉泰和村、三和村

3個社區，102年度推動社區為金峰鄉嘉蘭村及臺東市東海里、光明里、豐田里共4

個社區，位置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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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東縣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位置圖 

二、 社區環境概況 

溫泉村為縱谷地形，可飽覽群山奇嶺之美，加上終年川流天然溫泉散佈於知本

溪谷之間，因此以知本溫泉聞名全國原住民美食及各式山菜野味的食堂林立，別具

東臺灣獨特風情。泰和村為太麻里鄉之商業、政治及經濟中心，村民多從事農業及

服務業，農業以種植水稻及釋迦、芒果、枇杷、荔枝等為主，區內觀光景點有金針

山休閒農業區、千禧曙光紀念園區及鐵、公路沿線海岸景色等。三和村因黑潮帶來

許多迴游性魚類，使得居民每天早晚收魚一次，吸引大批民眾前來購買新鮮的魚貨，

而農產品則以釋迦、荖花及荖葉為主。 

嘉蘭村民以原住民為主，民國42~44年政府先後將居住深山之比魯、介達、近黃

及賓茂遷至平地，約民國55年屏東縣霧台鄉部分魯凱族陸續遷居嘉蘭村，造成村內

腹地不足，遂於民國64年闢建新富社區(位於嘉蘭村地勢較高處)，形成新富與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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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社區，並為鄉治所在；另於莫拉克風災後，由臺灣紅十字會、臺灣世界展望會分

別於多利溪兩岸興建嘉蘭村東、西側永久屋安置災民。 

東海里、光明里、豐田里均位於臺東市鄰太平溪處，東海里、光明里屬都會型

社區，里民以公教人員及從事商業為主，豐田里則偏向鄉村型社區，居民多從事農

業，另有零星工業廠區分佈。 

  

溫泉村溫泉飯店林立 泰和村入口巨大釋迦模型 

  

嘉蘭村原住民意象圖騰 東海里鯉魚山風景區 

  

光明里佛光山日光寺 豐田里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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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區淹水致災成因 

溫泉村地勢較高，就淹水模擬而言屬低淹水潛勢區域。但由於知本溪上游地質

條件不佳，加上受人為開發影響，河道土砂產量較高並有數條土石流潛勢溪流通過，

於彎道水流直接衝擊處有潰堤風險，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莫拉克颱風期間，曾發

生知本溪洪水溢頂掏空堤後造成潰提，金帥飯店倒塌為水災代表事件。 

泰和村主要高淹水潛勢地區位於太麻里溪旁，莫拉克颱風期間泰和村雨量並不

高，惟因太麻里溪上游山地門地區洪水沿河道下衝，造成破堤漫淹而有嚴重災情。

三和村境內並無水系，高淹水潛勢地區位於北側鄰美和村界，主要致災成因為美和

村排水不良，積水迴流至三和國小旁再排入美和村低地。 

嘉蘭村境內主要為山地地形，以水災及土石流之複合型災害為主。嘉蘭村南側

鄰太麻里溪處為高淹水潛勢地區，其致災成因與泰和村相同，於莫拉克、凡那比颱

風期間曾有嚴重災情發生；主要部落另有土石流潛勢溪流(多利溪)通過。東海、光

明及豐田里早期均發生嚴重水患，近年隨著太平溪整建堤防保護及加強區域排水治

理，已大幅降低各里淹水潛勢，目前較易積淹水區位於雨水下水道或排水系統未完

善處。 

  

太麻里溪河口堤防潰堤 知本溫泉區金帥飯店倒塌 

四、 社區民眾具防災意識 

若社區曾發生嚴重水患，民眾對水患防災意識較易產生共鳴，台東縣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居民於颱風暴雨期間經常自發性加強巡視警戒並參與防救災工作。以溫泉

村為例，莫拉克颱風期間，村長曾召集社區發展協會成員協助溫泉橋封橋作業，避

免不知情民眾誤闖災區，並疏散知本溪高灘地臨時停車場遊覽車，經由藥山產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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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至安全地點。再以嘉蘭村為例，社區發展協會及守望相助隊成員平時防災演練已

訂定災害發生時之巡視制高點，分區防救災之組織編組，並因應各聚落規劃避難處

所，近期剛完工之西側永久屋育樂教室及施工中之東側永久屋多功能教室，均為其

擇定分區避難處所。 

五、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理念 

「社區」為災害防救體系中最基礎且最重要的環節，為有效減少水患對地方造

成之災害威脅，推動以社區基層為主體，藉由社區防災組織之建立、管理與運作，

配合防災宣導與訓練，進行災前整備工作，強化社區民眾防災能力，減少災害發生

機率。臺東縣政府針對災前整備與災中應變以及災後正確之復原重建知識不單在社

區開設宣導課程，並深入至社區中的學校單位，讓社區中不分年幼都能了解自主防

災之重要，進而發展出從災變中迅速復原與調適之能力，成為具有自主抵抗災害能

力之社區。 

  

豐田國小宣導活動 嘉蘭國小宣導活動 

六、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情形 

臺東縣政府於計畫開始之初，即針對選定之示範社區進行電話訪問及實地社區

訪視，向村里長及社區領袖說明「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之計畫目的、執行理念與工

作重點，並確認社區中有哪些可一同參與防災社區營造的夥伴，以提昇工作效率。

另外，經由村里長等地方領袖口述與關懷訪視社區歷程，來瞭解社區的人文特色及

掌握目前社區的最新動態，再經由社區訪視的反應回饋，依社區特性與需求來彈性

地調整執行方式，讓計畫成果更為落實、更具成效、更符合地方需求與期待。 

說明會重點在於讓社區幹部、社區核心人物及熱心社區事務的居民，明白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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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重要性、執行流程及疏散避難構想，並與其建立信任及夥伴關係，希望之後能

透其人際脈絡及適當管道協助動員社區民眾一同參與自主防災，配合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守望相助隊或巡守隊、媽媽教室等之串連，共同推廣營造自主防災社區理念，

並透過意見交流回饋廣納住民意見，聽取在地聲音以符合水患疏散避難措施確實可

行，藉由交流溝通宣導防災避難理念，於發生水患時能儘速疏散至安全地點。 

   

   

在社區環境踏查與保全對象調查部分，由村里長及社區耆老陪同勘查發生過災

害地點，協助社區居民瞭解災害問題點，並實地訪談災害地點鄰近住戶以瞭解災害

狀況。在工作團隊協助下，讓居民思考水患發生之可能因應作為，並將水災危險潛

勢區域地圖與相關數據整合後，繪製成社區環境診斷圖並建置資料庫，以確立社區

「易致災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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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不只是防救災設備等硬體的加強，更包括民眾對於災害認知、社區認

同及行動力提升。社區組織成員教育訓練重點包括：宣導水災疏散避難作業程序、

解說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組織架構、現場教導行動水情操作、相關宣導影片或系統簡

介。社區幹部疏散避難知能強化宣導內容則主要有：宣導水災疏散避難原則、水災

防災疏散避難警戒值、解說雨量筒使用說明、簡介防災背包及相關注意事項、社區

水災防災地圖討論。 

為期在洪災來襲時能迅速安全的避難及撤離，辦理多場自主防災社區防汛演習，

經由情境、實兵演練讓社區居民對避難路線、避難場所以及各組任務落實，以達到

災前預警與疏散避難之目的，提升社區抵抗、承受災害衝擊之能力。考量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非屬災害搶險之救災單位，且無警消、醫療體系之指揮權，社區防汛演習

著重於強化災害通報能力及協助水災疏散避難之巡視警戒、疏散引導、避難收容等

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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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水災疏散避難原則訂定 

臺東縣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型態分為都會及鄉村兩類，淹水致災成因包括破堤溢

淹、排水系統不良易積水、鄰近地區積水迴流，複合型災害等數種，並需考量是否

有河川、土石流潛勢溪流、丘陵阻隔需採分區避難，社區內有無合宜避難處所等諸

多差異，因此依社區特性擇定水災疏散避難原則。 

溫泉村位處山區與丘陵地，住戶分佈甚為零散，受知本溪劃分及幾條土石流潛

勢溪流通過，考量水災疏散避難時民眾安全性，以「分區疏散避難」為原則，共規

劃清覺寺等4處水災避難處所。溫泉村活動中心位於溫泉路旁，交通十分便捷，設有

廣播系統及備有救難物資可供水災臨時收容運用，規劃為溫泉村社區水災救災指揮

中心，並作為救難物資集散管理處所。若水患災情嚴重，避難民眾超過前述水災避

難處所可容納人數，再以溫泉國小作為備用避難處所，並與鄰近之溫泉村活動中心

結合，擴大成立社區水災救災指揮中心。 

泰和村境內尚無合適之水災避難處所，以「異地疏散避難」為原則，規劃大王

國小作為泰和村水災避難處所，若水患災情嚴重，避難民眾超過大王國小可容納人

數，再以太麻里鄉公所三樓作為備用避難處所。太麻里鄉公所為該鄉行政中心，交

通便捷且設有廣播系統，規劃為泰和村社區水災救災指揮中心，因鄰近大王國小，

可統籌支援相關救難物資。 

三和村及美和村水患成因息息相關，且兩村相鄰，水患發生時由村民擇最近處

所避難，採取「聯合疏散避難」原則，規劃三和村活動中心、美和國小作為水災避

難處所。三和村活動中心交通便捷且設有廣播系統，備有救難物資可供水災臨時收

容運用，規劃為三和村社區水災救災指揮中心；舊美和活動中心備有救難物資，且

設有村辦公室，規劃為美和村社區水災救災指揮中心。 

嘉蘭村社區住戶較為分散，且主要聚落有土石流潛勢溪流(多利溪)通過，考量

水災疏散避難時民眾安全性，以「分區疏散避難」為原則，規劃嘉蘭村活動中心、

嘉蘭國小、西側永久屋育樂教室分別作為新富社區、嘉蘭社區及西側永久屋水災避

難處所，東側永久屋多功能活動中心完工後，亦可納入避難處所考量。嘉蘭村活動

中心地勢較高且備有救難物資，可作為社區救災指揮中心。 

東海里內高樓林立且淹水潛勢不高，水災時應以「垂直疏散避難」為主，低矮

房舍居民再至避難處所暫置。因東海里受鯉魚山阻隔，規劃以臺東大學及東海國小

兩處「分區疏散就近避難」，惟臺東大學離海較近、東海國小地勢較低，宜注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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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通路及避難安置樓層。東海里目前尚無社區活動中心，暫以里辦公室作為社區救

災指揮中心，相關救難物資由臺東市公所統籌調配。 

光明里及豐田里多已建成且淹水潛勢亦不高，建議居住於高樓大廈之一樓住家

可以垂直疏散方式往二樓以上直接避難，降低水災疏散時之安全顧慮。佛光山日光

寺相關物資齊全並設有停車場，豐田里活動中心交通便利且地勢較高，分別規劃為

光明里及豐田里水災避難處所，惟兩里並無救難物資備援，若發生嚴重水患時，可

請臺東市公所統籌防救災事宜及調配發放救難物資。 

八、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經驗分享 

(一) 因應各社區淹水致災成因不同，宜就環境特性編訂不同之避難疏散計畫。經臺

東縣政府、執行團隊與社區領袖研商，並參酌民眾交流意見及社區幹部疏散避

難知能強會中討論共識，規劃之水災疏散避難原則計有「垂直疏散避難」、「分

區疏散避難」、「區內就近避難」、「異地疏散避難」及「聯合疏散避難」等。 

(二) 依社區環境特性，溫泉村、嘉蘭村及泰和村著重於河川水位之警戒，三和村、

東海里、光明里及豐田里則偏向於雨量之警戒。另依莫拉克風災經驗，由於在

臺東河川部分在風災期間水位及雨量並無明顯增加，但是屏東地區降雨逕流匯

入太麻里溪上游，導致臺東縣下游地區水位瞬間暴漲，迫使民眾反應不及而造

成嚴重災損，因此建議位於太麻里溪下游的嘉蘭村及泰和村，在災害情形中尚

需注意屏東縣三地門雨量站之降雨情形。 

(三) 溫泉村、嘉蘭村及泰和村於莫拉克颱風期間均曾發生嚴重水患災情，地方領袖

及民眾參與防災社區推動較為積極，其他村里則較關注於水患改善工程。 

(四) 因溫泉村及嘉蘭村均屬水災及土石流之複合型災害類型，相關單位已辦理多次

防災教育宣導及演練，就工作團隊與民眾互動瞭解，對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

計畫最大之收穫為：分區疏散避難原則、水災未發生前預警避難觀念、注意河

川上游降雨情形。 

(五) 目前防災社區推動以工作團隊宣導為主，建議未來可由政府機關補助經費，社

區自行辦理教育訓練及防汛演習，再依其成效核撥適度獎勵金，俾落實社區能

夠自主防災之目的，並增加社區民眾參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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