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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氣候變遷
環境惡化
極端氣候
巨災常態化

全球
趨勢

〔4〕

我們，

準備好面對
不安全的未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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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
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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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的責任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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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自助、共助、公助的合作減輕災情

市民 [自助]

 守護自己的生命

 具備正確的知識

 進行住家的耐震
補強等



區域 [共助]

 守護自己的城市，
組成「自主防災組
織」、「消防團」、
企業團體自衛消
防隊

 招募災害志工

行政 [公助]

 由消防機關、警察、
自衛隊投入救援活動

 地方政府提供受害
者救援

 於法律上提供重
建救援

10

Whole Community
Approach to Recovery
and Emphasizes
PreDisaster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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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責任分擔



7

13

14



8

15

1616



9

17

擴展的責任分擔

18

行政機關和志工組織的差異

基於法令規定，具有權限和責任，且視平等、公平

為最大原則。

即使被人拜託也不循私行政機關

即使沒人拜託也願意協助

無可依據的法令、權限，即使遭人批評做法不夠平

等，卻能夠立即處理當前發生的任何狀況。

志工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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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阪神淡路大地震後，正式開始
災害志工活動

發自內心「想要幫助他人、貢獻⼀⼰
之力」

由於缺乏前例，⼀切從摸索開始

總計130萬名以上志工參與，又稱之
為「志工活動元年」

非政府組織、

非營利組織、

大學、建設公

司、食品企業

組織、團體

醫師、護理人

員、藥劑師、

律師、看護、

社工、建築師

專業志工

志工經驗較少

的人（不限資

格或專業技能）

一般志工

豐富災害志工

經驗的人

志工活動企劃人員

20

災害志工的任務

災害志工「協助受災者自立」

日本具備災後立即設置志工中心、志工

人員從全國各地立即動員至災區集結的

應變能力。

搬運
整理物資

打掃
清理善後

為災⺠
烹煮食物

各種諮詢

醫療救護
建康管理

提供育嬰
托兒服務

協助災⺠
購物搬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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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志工中心
 多為公設⺠營。

 設置在社會福祉協調會、其他公

共設施、停車場等場所。

 大部分由社會福祉協調會職員擔

任核心人物。

刈羽村災害志工中心

志工召集

志工救援中心

22

撫慰受創心靈和發現災⺠需求

 災⺠的心理輔導非常重要，

行政機關僅能協助派遣心

理諮詢師前往災區等。

 志工組織則可藉由為災⺠

提供砲足湯服務，了解災

⺠真正的心聲和需求。

由學生志工組成的足湯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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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時災 時

 初期滅火

 救出、救援

 資訊的收集、傳達

 避難引導

 避難所的管理、營運

平 時平 時

 區域內的安全檢查

 防災知識的推廣、
啟發

 防災訓練

自主防災組織體系

發生大規模災害時，守護居

⺠性命、防止災害擴大

藉由防災訓練，進行居家安

全和危險區域等檢查活動，

防止大規模災害的發生

2424

HANDs！青年交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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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起

招 募 對 災 防 領 域

滿 懷 熱 誠 的 青 年

26

自身
專業

團隊
合作

+ 超越國界
的網絡

=

提供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的青年們

教育訓練的交流平台

計畫發起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

在亞洲地區展開災害預防活動

日本 印度 緬甸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尼泊爾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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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每 一 個 人 都 可 以

成 為 防 災 種 子

2828

宗 旨

了 解 實 際 需 求

營 造 社 區 防 災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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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上 申 請

申 請 年 齡

18∼35歲

HANDs 官網

須至受災地區

完成考察行程

獨立處事能力
‧國內外培訓

‧生活各事項

透過Study tour
提出專案計畫

基金會評核
將獲得經費援助

Study tour

實質推動
專案計畫

申請資格
&

所需能力

計畫
流程

性格涵養
‧尊重他國文化

‧積極參與等性格

30

考 察 行 程

現地考察

受災地區

進行考察

角色扮演

成員進行發想

獲得更多資訊

活動設計

依步驟2所得資訊

設計活動專案

專案落實

確實執行

活動專案



16

31

建立領袖風範

激發災害防救推動

最佳作法

宗 旨

思考
解決的方式

扮演
多元的角色

創造
希望與夢想

 HANDs

極先進、新穎的想法，獨特的想法

激發人們有真正價值的作為。

透過扮演

社會上不同立場的角色方式

使專案符合社區實務需求

 HANDs代表希望與夢想

意識自身可為⺠眾帶來希望與夢想

督促要以多數人的希望與夢想行動。

3232

跨 領 域 合 作

風．水．土 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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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土向人帶來啟發的種子

影響當地，並注入新的活力。

準備土壤歡迎風向人的種子

並隨時提供所需的物質。

土向與風向的仲介者

支持朝共同目標努力

風向型態人

HANDs
成員

土向型態人

在地居民

水向型態人

HANDs
各領域
專家學者

HANDs成員

橫跨各領域

專 業 人 才

3434

課 程

透 過 創 意 將 防 災 知 識

注 入 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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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個人擁有的知識、經驗與熱情

是開創安全、美好社會的重要媒介

36

韌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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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igation

38

Recovery

ResilienceResilienc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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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災
害
防
救
要
領

面對災害的

態度

40

韌性社區的目標

提升⺠眾
危機意識01
培養自助
共助能力02
強化
社區韌性03

建立
社區防災
推動機制

05

韌性社區
自主運作04



21

41

韌性社區推動面相
建立
夥伴關係01
評估
潛在風險02

擬定策略
並落實03

強化應變
復原能力05

建立
推動機制04

1-1 宣導與推廣

1-2 ⿎勵社區⺠眾參與

1-3 調查與彙整參與⺠眾資料

1-4 結合社區組織

1-5 結合其他單位與合作

1-6 參與防災士訓練

2-1 提升社區災害風險意識

2-2 歷史災害調查

2-3 潛勢分析

2-4 評估風險

3-1 擬定行動計畫

3-2 排定順序，落實行動計畫

4-1 組成推動小組

4-2 建立機制遴選社區

4-3 建置推動記錄檔案

4-4 研擬持續運作計畫

4-5 申請參與標章

4-6 辦理經驗交流

5-1 辦理演練

5-2 擬定復原計畫

5-3 補充應變所需裝備

42

韌性社區推動流程
縣市組成
推動小組

公所組成
推動小組

機制建立遴選社區提報資料

工項執行

防災士
培訓

標章申請

頒發標章持續運作再次認證 頒發標章持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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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士制度

44

臺灣防災士規劃分類

社區社區

學校學校 企業企業

醫療、
⻑照
醫療、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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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防災士角色

組織
推動核心
組織

推動核心

組織主要
執行者
組織主要
執行者

防災工作
的宣導者
防災工作
的宣導者

組織與政府
溝通協調
組織與政府
溝通協調

組織與政府
聯繫窗口
組織與政府
聯繫窗口

46

培訓目標

01 熟悉組織防災工作推動

02 熟悉基層防災事務

03 執行、推展防災工作



24

47

”
47

以判斷原則的教育
取代標準答案的訓練

48

”

讓防災成為⼀種生活態度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