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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都市防災、減洪設施 

本所 101 年度「國際災害研究與應用工作研討會」派員出國計畫，由安全防

災組陳建忠組長參加，國內尚有其他防災研究的專家學者及機構成員一同前往進

行交流。旨揭研討會係國際具影響力之緊急事務管理與防減災規劃專業者國際研

討會匯集當前國際間重要災害管理的研究議題，每年舉辦 1 次，由科羅拉多大學

自然災害防制中心主辦，，本次研討會於 7 月 14 日至 17 日假美國丹佛召開，包

括一系列之學術研討會、實務與案例研討工作坊等相關活動，會議主要議題包

括：(1)乾溼環境課題、(2)社區規劃走向、(3)風險教育發展、(4)關注敏感課題、

(5)復元與恢復力等。並就近考察都市減洪設施，本次研討會相關資料可供本所

防災議題規劃，並納為本所研究方向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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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緣起與目的 
 

美國 Natural Hazards Workshop 是由 Natural Hazards Center 自 1975 年起開

辦，每年在科羅拉多州的丹佛地區所舉辦，今年是第 37 屆，是美國社會科學界

最重要的災害管理研究及應用研討會。雖然與會者多為世界各國美國聯邦、州

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地方災害緊急防救人員，另外尚有社會科學者、民間非營

利組織、顧問機構等專業人士參加，因為 Natural Hazards Center 是以連結各學

術與實作領域、促進各領域間交流為最高原則，故也有許多社會科學以外，以

及政策擬定、操作者參與。雖然研討會主軸是以美國經驗為主，參與者則來自

世界各國，亞洲地區則包含臺灣、日本、中國等等。會議形式藉由除大會邀請

貴賓演講，尚有專題報告，工作坊等以小組分場面對面座談的討論方式，達成

最深入且有效的成果與經驗交流。 

 

本所歷來僅曾於 94 年派員參加此 Workshop，從中除吸取災害最新治理觀

點與作法，亦同與會者分享臺灣經驗。本次台灣前往參加者，除本所一人以外，

包尚有國內大學及研究單位參加合計 7 人，另包括國家災害防救中心陳亮全主

任（發表主題為地方行政人員對於水災調適策略之認知）、以及長榮大學薩支平

教授（主題為淹水預警對家戶應變行為的影響）、邵珮君教授（主題為莫拉克颱

風災後遷居型重建）、台北大學洪鴻智教授（主題為社會資本、社會參與氣候變

遷 調 適 能 力 ）， 會 後 續 於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mmittee on Disasters 

Researchers Meeting 進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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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考察過程 
 

本次考察計畫自 7 月 12 日至 5 月 20 日合計 8 天，除路程外共分為 2 大部

分。首先是 7 月 14 日至 7 月 17 日參加第 37 屆國際災害研究與應用工作研討會，

而於 7 月 18 日前往兩地區現地考察都市地區雨洪防制規劃與減洪設施，行程安

排如下表所示： 

本次參訪行程表 

日期 活動內容 備註 

7 月 12 日(四) 

～ 

7 月 13 日(五) 

1、台北-美國洛杉磯 

2、美國洛杉磯-丹佛 路程 

7 月 14(六)～ 

7 月 17 日(二) 

3、參加開幕式及研討會專題講 

4、參加研討會專題報告 

5、參加專題座談會 

會議 

7 月 18 日(三) 6、參觀丹佛地區都市防災設施 路程 

7 月 19 日(四) 
7、美國丹佛-美國洛杉磯 

路程 

7 月 20 日(五)  8、美國洛杉磯-台北  路程 

以下就各段行程之考察內容分別概述。 

一、國際災害研究與應用專題研討會情形 

註冊報到首日，當場即利用機會拜訪 Kathleen Tierney 教授，其目前擔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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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拉多大學波爾德校區 Natural Hazards Center 主持人，曾於 2005 年初接受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邀請，來台擔任防災成果發表會專題演講的貴賓，與台灣

關係良好。因此此次參訪對於日後相關部會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在防救災

管理技術研發及落實應用方面有實質的助益。 

 

註冊報到 拜訪大會主持人 

 

第37屆國際防災研討會，茲整理會議主題分類如下: 

本次第 37 屆「國際災害研究與應用工作研討會」正式會議於 7/14~7/17

舉行，討論議題相當豐富，詳細議程見附錄 2，本次參加，旨在瞭解國際間社

區防災的研究趨勢，以及汲取歷經洪災、龍捲風或地震等大災難後的重建經驗，

重點分述如下。 

 

（一） 專題演講重點 

主題：Adaptive to New Realities: Strengthening CommunityResilience in a 

Time of Change。 

主講者：David Kaufman，前 FEMA 政策分析中心主任。 

 

講者首先界定近年來美國主要社會變遷，包含都市化、海岸人口成長、高

齡化、高度依賴科技、所造成的資訊焦慮、以及聯邦在州政府財政提供上扮演

重要角色、國際依賴、健康狀況全球化、非正式組織因此而崛起。而 FEMA 出



 4

版的手冊<<Crisis Response and Disaster Resilience 2030:Forging Strategic Action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即有提及，要能因應緊急狀況，必須要了解社會變遷

的原因、培養共識、跨部會與跨單位合作（例如，設施、系統、計畫、服務間

的合作）、針對並非一成不變的需求，事先規劃因應對策，並立即採取行動。 

主講者認為，過去觀察發現，緊急時候民眾覺得信任的對象或資訊管道，

已漸漸從正式社會網絡轉移至非正式社會網絡。另外，因為民眾通常不會遵循

別人替其設計好的計畫，政府單位（正式網絡）在作規劃時，應要採取從下而

上的方法，了解使用者需求及行為模式，或由使用者參與設計。 

主講者強調自助和互助的重要性，因為居民是災害發生第一時間的應對

者。另外，經驗亦發現，成功的災害復原過程通常是由災民自己主導。所以，

學界可以扮演的角色，或許是從行為科學的研究成果，分析居民行為模式，以

評估出較好的自助、互助模式。 

提問者認為主講者歸納之架構欠少對弱勢族群的討論，主講者回應時認

為，弱勢族群之於災害治理，最重要的議題是經濟資源取得。 

 

(二)專題座談會重點 

1. 氣候變遷和極端事件︰科學和實踐 

今年 3 月，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政府機構提出氣候變遷下極端氣候和

災難危險的調適報告，簡稱 SREX 報告。該報告在氣候變遷和極端氣候的

關係提出科學研究的成果，有助於了解氣候變遷及極端氣候對人類造成的

影響，例如對社會脆弱度的影響。報告也概述科學家目前的共識和意見相

左之處，提出許多尚待驗證的假設，以及如何應用工程手段對氣候變牽及

極端氣候進行調適，以減少社會和經濟的損失。在本次會議裡，不同領域

的研究人員將進行報告，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作為相關從業人員決策

和執行的參考。   

主席︰凱瑟琳‧蒂爾尼，科羅拉多大學自然災害中心 

講者：麗莎‧迪林，科羅拉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比爾‧特拉維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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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拉多大學博爾德分校；布萊德‧尤德爾，Western Water 

Assessment 

 

2. 地區調適計畫︰更好的計畫，更有彈性的社區？ 

十多年前，國會提出調適策略，由聯邦政府對進行危險災害減輕計畫

的社區提供經費援助。目前為止，FEMA 已執行約 20,000 件社區危險災害

減輕計畫，檢視這些社區防災策略執行成果相形重要。本次會議將對 4 個

重要議題進行討論︰(1)社區危險災害減輕計畫成效為何？(2)社區危險災

害減輕計畫如何運作？(3)是否由適當的人員負責社區災害減輕作業？(4)

聯邦政府對計畫內容的指導是否簡單明瞭？    

主席︰Ken Topping，Cal Poly 州立大學，San Luis Obispo  

講者：伊芳恩‧海德，科羅拉多緊急管理部門；Evelio Astray-Caneda 

III，佛羅裡達國際大學；凱瑟琳‧史密斯，聯邦緊急事務管理

局；Ken Worman，加利福尼亞緊急事件管理代理 

組織︰Ken Topping，Cal Poly 州立大學，San Luis Obispo 

 

3. 綠色規範和標準的未來︰有抵抗災難的能力嗎？ 

ICC-700 綠建築標準、國際綠營建規範(IGCC)及美國綠建築協會的領

先能源與環境設計(LEED)將越來越影響建築物的設計、建造及營運。綠色

(green)普遍被認為有改進性能的意思，常用於形容能源節省、水的使用效

率、室內環境居住品質以及和場所多功能發展等效益。採用綠建築設計概

念的建築已逐漸流行，因此綠建築是否能抵抗自然災害的影響將是重要的

課題。本次會議討論重點為綠建築規範、如何規定建築物的使用年限，以

及永續抵抗自然災害的調適策略。 

主席︰愛琳‧沃爾什，聯邦緊急事務管理局 

講者：愛琳阿什利，公司；安東尼‧弗洛伊芳德，Scottsdale 市，亞利

桑那；Jeremy Sigmon，美國綠建築委員會；蓋理‧埃利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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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建築師聯合會 

組織︰愛琳阿什利，公司 

 

4. 社區災害調適策略︰國家研究委員會的發現和指導 

2010 年，科學、工程及國家政策委員會與國家大學防災聯盟起動社區

災害改進調適策略計畫。他們被要求定義這個計畫為國家級計畫，對美國

逐漸面臨的災害，提供國家級的改善目標、災損底線及調適策略。他們於

該計畫述及美國的調適策略、遇到的瓶頸及執行上的困難，並提出關於提

升國家級調適策略方法的結論與建議。今年初夏，他們的主要成員將為本

次會議進行報告。 

主席︰Susan Cutter，南卡羅來納大學危險和脆弱研究院 

講者：Monica Schoch-Spana，匹茲堡大學 Biosecurity 中心；吉羅德‧

加洛韋，馬利蘭大學；艾理斯‧史丹尼，Dewberry 

組織︰勞倫亞歷山大-奧古斯汀，國家大學防災聯盟，Susan Cutter，

南卡羅來納大學危險和脆弱研究院 

 

5. 日本研究會議︰2011 東日本大地震和海嘯災難後初期的復原 

這會議將對 2011 東日本大震災後之反思和復原期程進行概述，並討

論緊急繪圖隊繪製大眾化可應用之防災潛勢圖資供全國緊急與復原管理

辦公室於緊急災難時使用，以及建立岩手縣地區協助整體復原工程的相關

資料庫。     

主席︰立木茂雄，同志社大學 

講者：田村圭子，新潟大學；猪口宗徳，新潟大學；真紀立夫，京都

大學 

組織︰林  春男，京都災難預防研究院；立木茂雄，同志社大學 

 

6. 把社區防火帶到下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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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社區計畫已有 10 年且發展迅速。最近國際防火協會主席的準備﹗

設定﹗執行﹗計畫及火災適存社區開始擴大應用長時效防火技術於減少

生命、財產及位於城市與郊區間自然資源的損失。本次會議將討論如何持

續面對永續防火社區的挑戰，如何實施保險制度，以及解決涉及的各種層

面問題，並且建立有效的預警系統與防災伙伴關係的模式。    

主席︰David Nuss，美國國家防火學會 

講者：新基斯‧沃利，美國國家防火學會；莫利‧莫厄裡，美國國家

防火學會；Hannah Brenkert-Smith，科羅拉多大學博爾德分校 

組織︰基斯‧沃利，美國國家防火學會 

 

7. 鄉鎮防災的規劃及應用的升級 

很多的經費已用於改善城市地區的防災。在鄉鎮，防災調適的層級，

準備，緊急反應和災難恢復則較少被知道。最近的研究已經集中於增加與

脆弱度有關的意識並且在提升鄉鎮防災調適能力。本次會議將討論天然災

害發生時，如何規劃防災調適策略，執行過程中的突發狀況以及提出策略

改善鄉鎮永續防災管理能力。本次會議的講者也將強調網路訊息的傳輸如

何影響個體與集體防災調適的意識。     

主席︰勞裡‧皮爾斯，皇家凱道大學 

講者：珍妮弗‧霍尼，北卡羅來納大學查珮兒希爾分校；珍妮特‧薩

頓，科羅拉多大學科羅拉多斯普林斯創傷，健康和危險中心；

羅賓‧康克斯，皇家凱道大學 

組織︰珍妮弗‧霍尼，北卡羅來納大學查珮兒希爾分校；勞裡‧皮爾

斯，皇家凱道大學 

 

8. 天然災害對環境的影響 

這個會議將聚焦於土地使用，土壤和水污染等天然災害對環境的影

響，尤其是漏油和化學分散劑的污染常是災區居民憂心對身體健康有不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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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的重要議題。本次會議的講者將加強說明天然災害和不斷發生的人為

災害對環境的影響。本次會議討論的內容將找出地區應注意的環境災害議

題以及建立立即反應機制以提供社區更多元化的地區性防災調適策略。    

主席︰菲利普‧巴爾克，北卡羅來納大學查珮兒希爾分校 

講者：潘蜜拉‧詹金斯，新奧爾良查特大學；湯姆‧巴爾克蘭，北卡

羅來納州立大學；黛娜‧格林，北卡羅來納大學     

組織︰黛娜‧格林，北卡羅來納大學 

 

9. Silver Jackets: 調控資源以整合洪水風險管理解決辦法 

2005 年開始，美國陸軍工兵署 Silver Jackets 計畫持續支援整合單一機

構來執行減少洪水危險、抵抗洪水與水災重建的支出。Silver Jackets 計畫

成員不同於以往，他們都是來自與聯邦政府單位有合作經驗的 USACE、

FEMA，以及實際參與地方政府或自治區洪水防災推動的單位。現有 33 個

Silver Jackets 計畫團隊和眾多的州政府正努力整合出單一機構中。最近，

USACE 為個別的 Silver Jackets 計畫團隊提供資金鼓勵找出整合洪水風險

管理的解決辦法，其重點在有效率調控現有的資源，以及提出證明使民眾

能相信 Silver Jackets 計畫是可以成功的。同時，FEMA 的危險潛勢地圖已

朝實際應用規制化發展中。本次會議將討論各級政府及相關單位成功執行

Silver Jackets 計畫的原因以及面臨哪些挑戰。    

主席︰勞瑞‧拉森，國家洪泛區協會經理   

講者：珍妮弗‧鄧恩，美國陸軍工兵署；麥克‧安德森，Stantec；Mark 

Stephensen，愛達荷州的國土安全局；湯姆‧莫裡，堪薩斯州

農業部   

組織︰愛德華‧赫克，美國陸軍工兵署水資源工程研究所 

 

10. 防災調適的基本知識與複雜網絡 

建立社區對自然災害的調適策略一直被廣泛的討論著，但只有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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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探討利用政策技術強化調適策略。各式各樣的防災調適政策是有用

的，包括內部機構間的網路管理，社區的規劃和發展，社區社會化的資源

和網絡。本次會議將說明利用防災調適基本知識作為架構，組織由複雜的

議題，管理、領導和永續所形成的網絡。       

主席︰尼斯‧溫格，國家科學基金會 

講者：路易士‧康福特，匹茲堡大學災難管理中心；大衛‧約翰遜，

密蘇里州立大學；Naim Kapucu，中佛羅裡達大學；Branda 

Nowell，北卡羅來納州立大學 

組織︰Naim Kapucu，中佛羅里達大學 

 

11. 經歷龍捲風侵襲的社區如何恢復 

過去 5 年已發生多件龍捲風侵襲及由龍捲風造成的相關災難事件。

2007 年，一個 F5 等級的龍捲風破壞了大約百分之九十五的堪薩斯州葛林

斯堡市。2011 年，另一個 F5 等級的龍捲風則重創密蘇里州卓柏林市嚴重

的損傷，造成大規模的破壞及 160 人死亡。麻薩諸塞州去年也遭受龍捲風

的襲擊，在蒙森市有數百個社區家庭及公司行號遭到破壞。本會議的特色

在於來自上述三個災區的防災人員分享面對龍捲風災難的經驗，並依本次

會議主題，報告如何克服災區重建的巨大挑戰。  

主席︰Dennis Mileti，科羅拉多大學自然災害中心   

講者：Gretchen Negers，麻薩諸塞州蒙森市；Edward Thomas，卓柏林

學校；Bob Dixson，堪薩斯州葛林斯堡市   

組織︰Kristina Peterson，新奧爾良查特大學；愛德華‧托馬斯，國家

災害減輕協會；Shirley Laska，新奧爾良大學 

 

 

12. 災難後環境的防災調適策略 

歷經卡催娜和莉塔‧路易絲安娜等颶風造成的嚴重災害後，聯邦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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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署（FEMA）提撥 14.7 億美元規劃大型防災調適計畫（HMGP）以減

少天然災害對生命和財產的損失。由州及地方政府直接撥付數百萬美元於

HMGP 來提升建築物高度超過平均每年淹水高度。   

以紐奧良作為研究案例，說明地方政府利用 HMGP 經費來積極解決地

區淹水問題，而不是補貼個人財產的損失。提高建築物高層是對有淹水潛

勢建築物的標準防災調適策略，這個慣用的方法對於社區淹水風險的降低

具有很好的成效。  

本研究檢核政府相關單位在使用 HMGP 經費減少淹水暴露危機所採

用眾多調適策略的優先順序及效溢。分析重複發生水災的損失及來自國家

水災保險計畫的嚴重損失數據顯示，對於重複發生水災的地方最佳的處理

方式即購買居住該地方民眾的資產、升級該地方的排水設備、改善面臨暴

雨的風險管理方式及嚴格落實執行建築相關規定。 

連結州及聯邦政府資源可降低每年洪水發生機率的百分之一，這樣的

方式可提供地方政府有效利用 HMGP 經費獲得最佳調適策略以減少未來

可能發生水災的損失。     

 

MIRIAM BELBLIDIA，新奧爾良市 

 

二、參訪都市防災設施 

(一)參訪 Broomfield 市防減洪設施 

Broomfield 是大會開會所在地，週邊多為高業區以及大型休閒場所，距科

羅拉多大學 BOULDER 校區及其所設防災中心僅約 20 分鐘車程，附近之建築

基地亦運用整体開發方式，且多屬坡地地形，開會地點位居上游及地較高地區，

因此並不會發生洪水災害，惟其有控制開發逕流量之必要，因此利用地形設置

的滯減洪設施，處處可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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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減洪設施(一) 滯減洪設施(二) 

 

在此之滯減洪設施亦巧用谷地地形，本次大會係於風景優美地區，地形高

低起伏，因此，集地利用規劃是將集水區以及水路整体設計，並於下方低漥地

設置自然貯洪池。以便在上游地區於暴雨時，能在第一時間就將洪水暫時貯存，

降低下游地區受洪害的機率，在山丘頂部則施作眺望休憩場所。 

 

眺望休憩場所 眺望休憩場所 

 

研討會場地週遭，所植花木，經詢非以色彩美觀為主，也非講求本土原生

種植物，而是以能配合當地季節氣候之耐旱條件為要。停車場及相關設施亦配

合地形及排水坡度之需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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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旱植物 停車場坡面排水 

 

(二) 參訪 Westminster 市防減洪設施 

威斯敏斯特 （Westminster, Colorado）是美國科羅拉多州的一個城市，位

於州府丹佛西北。行政上分屬傑佛遜縣和亞當斯縣。面積 85.1 平方公里，2006

年人口 105,753 人，是該州第七大城市。 

本次參訪的是住宅區及週邊公共設施有關都市防減洪設施，首先是河川上

地區，由於正值乾旱期，而且沒有明顯水源源頭。而本住宅的上方是旅館區，

存有各種休閒、商務型旅館，而在旅館區上方則是便利商店、小型零售店等相

關商業設施。在溫蒂漢堡旁邊，己設有穿越銜接橫向主要幹道公路上方集水區

的大排，此一大排右側己就地取材，使用洛磯山當地的石材做為主排水道的緩

衝坡面，另一側則運用植栽，以實施美化。 

設於建築基地或計畫街廓之陰井，種植當地原生種植物，以過濾自建築物

排放出的污水，做初歩的水質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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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排水溝 初歩的水質淨化 

 

建築基地街角多以喬木或灌木簇群布植，以具有美觀之效果，這些景觀設

施座落所在的區域，亦使用當地加以輾碎石材(由舖設材料為粉紅或錯紅色可證

是當地石材)， 並非以混凝土施築，如此，可推測其下方即具有滲透及功能，

可將污水或雨水於地表透過此途逕，入滲地下。 

 

地表入滲工法(一) 地表入滲工法(二) 

 

 

部分建築基地，與大排水溝臨接處，不採隔離防堵方式，而是以順接，兩

者並無明顯界，且該處均是處於水流較緩、坡度較平的場所，而且該段排水溝

的橫斷面均與原排水溝比較，大有數倍之多，有雨洪時，可做緩衝區，與本(內

政)部，在今年推動的都市內水防治的策略不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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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洪緩衝區(一) 雨洪緩衝區(二) 

 

其次，在旅館建築用地較低一側，運用了傳統式的滯洪池，但擴大了用地

面積，並遍植草，於滯洪池中間地帶始予留設恆常性排水溝，供日常排水使用，

照片中即可見到，在目前乾旱季節，仍在進行排水中。因而型成超大排水溝。 

 

超大排溝(一) 超大排溝二) 

 

(三) 參訪 AURORA 市防減洪設施 

AURORA 市地處平原，極易面臨洪患之苦，經旅美學者，目前任科羅拉多

大學丹佛校區的郭純園教授介紹，更能掌握該市商業區開發與治水全貎。 

就其在丹佛地區工作經驗而言，全區的治水規範是對愈小的基地採愈嚴格

的標準，如果台灣要訂指導原 則不宜太細，其重要事項為：法源、當地水文、

經濟風險分析、設計方法模式、許可作業等。全區洪水治理，由都會區大尺度

的規劃管理開始，考量防洪、沈砂、溼地、洪水流速、深度及安全要求。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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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面則考量設計降雨颱風、梅雨及洪災相關環境問題，第二：降雨量、進水

量、土壤流失量、逕流歷線(可引用國內家學者所做的基礎資料)第三：電腦軟

体(如美國 EPA 開發的，其會隨時更正)。 

在風險安全程度面，應考量全國性的一致標準，無論是供 2 年、10 年 100

年使用的排洪道，大家要將統一的水文標準先確定起來。台灣計算評估標準郭

教授建議可用 SWMM（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暴雨洪水管理模

型），SWMM 是由美國 EP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環境保護

署），是一個動態的降水-徑流類比模型，主要用於類比都市某一單一降水事

件或長期的水量和水質模擬。其徑流模組部分綜合處理各子流域所發生的

降水，徑流和污染負荷。其匯流模組部分則通過管網、管道、蓄水和處理

設施、抽水機、調節閘等進行水量評估。該模型可以跟蹤比較不同延時任

意時刻每個子流域所產生徑流的水質和水量，以及每個管道和河道中水的

流量、水深及水質等情況。 SWMM 自 1971 年開發以來，在世界廣泛應用

於都市地區的暴雨洪水以及其他排水系統的規劃、分析和設計，在其他非

都市土地也被廣泛的應用。目前最新版本是 5.0 版，可以在 Windows 作業

系統下運算，SWMM5 提供研究區輸入的資料進行編輯、比對水文、水力

和水質情況，可顯示項目，包括對排水區域和系統輸水路線進行彩色編碼，

提供時間序列曲線和圖表結果、坡面圖以及統計頻率的分析結果。 

 

商業區未端貯洪池(一)設有清理道路 商業區未端貯洪池(二)右側進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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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洪池出水口(一)水口在直上方 貯洪池出水口(二)水口在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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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心得及建議 

 
本次 9 天考察行程包括參加國際災害研究與應用工作研討會及數處現地參

訪，行程相當緊湊，但也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此行可以瞭解到國際間目前對

於都市防災的趨勢與防災的實施方式，近年來因極端氣候，以致災害頻仍，或

許對國內公部門要進行因應氣候變遷研究都市防災策略，並未受到全面性重視

之時，不啻是一新的契機。不過，氣候變遷及災害防制，存有極強烈的地域因

素，需予以因地制宜問題，以致在研究與討論之際，，目前在國際上深受討論

與爭議，，或許是因為對於人類永續生活的觀念與經濟發展尚需進一歩調適，

否則與國際間為因應氣候變遷在環保意識以及防災投入，仍有有著極大的衝突

與落差。而有關社區防災，非僅是工程手法，尚有非工程方法待了引進運用，

尤其災地區普遍而言， 

本次考察謹提出以下建議： 

1. 都市防災研究與應用宜增列防耐災社區： 

由於國內開始研究都市防災，肇始於國科會，後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因應

日本坂神大地震，及其經驗，逐漸發展成型的都市空間規畫系統，著重都市計

畫面，利用公共設施檢討避難疏散、收容安置六大空間等系統，以供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及都市計畫變更之需，然而，就都市組成而言，居住單元是以家庭為

主，在生活園來看，最小單元即為社區，在面對災害時，需要各種的生活設施，

其項目即與都市防災空間系統一致，且社區居民於平時即多有來往，關係緊密，

為因應災害，更易型成一生命共同体，本次研討會工作坊研討議題大架構，諸

如：(1)社區乾溼環境課題、(2)社區規劃國際走向、(3)社區風險教育發展、(4) 社

區關注敏感課題、(5)社區重建與恢復力等議題可供研究層面多，對於因應氣候

變遷防災技術日新月異的進步速度，以及國際上風險意識趨勢，對於國內相關

都市計畫法規，如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增訂社區規劃手冊，以調整

在世界銀行評定世界各國災害風險將台灣列覆蓋在三種災害的第一名之負面印

象。而本所「都市與建築安全減災與調適科技發展中程計畫（3/4）」也有提到

提出山坡地建築開發總量管制與永續利用策略，結合山坡地社區安全防治輔導

與推廣經驗，研提公私合作之山坡地社區安全維護制度。如能充到非山坡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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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災潛社區，則更能達到人與建築及都市俱能永續防災安全之目標。因此，期

望藉由本此考察之成果，可以擴展在未來規劃課題及相關研究中。 

2. 都市計畫參考美國防減洪整体規劃： 

美國科羅拉多州之丹佛地區，無論是 Broomfield 市、Westminster 市或

AURORA 市，綜觀其都市綜合規畫與建設，鮮少有大挖大填、大型整地的情形，

反之，在國內無論是公共或民間開發工程卻為多見，在各現地參訪結果，多係

將主要路 先行順應地形開闢，並具体考量都市排水，依地形留設天然的滯洪

池，各建築基地，要開發時，方予逐歩局部小整地並依應留設的雨洪設施配置

於基地內。深值我國借鏡，惟美國地幅員廣闊，建築基地大至數公頃者，比比

皆是，則其應留設之法定空地兼作減洪設施，十分容易，而台灣地狹人稠，建

築密度甚高，土地皆採高度利用，所餘法定空地有限，是宜尋求建築物及建築

基地地下空間，如戶外法定車空間、建築物基礎部分等處設置雨洪水暫存貯留

設施，平時可做節水再利，洪水汛期時，則可暫予貯留洪水，待水退後再予放

流適度時調節。 

3. 編製都市計畫內水防治減洪審議手冊要項： 

內部部年內己課責建築研究所提供相間都市內水防治相關成果供營建署作

成都市計畫相關審議規範，其依計畫管理層級可分成三級，即，都市計畫、都

市設計之審議，以及建築許可之審查。美國科羅拉多州所使用的科羅拉多都市

排水總體規劃設計規範(Urban Storm Drainage Manual Volume)計有三冊，第一

冊：排水系統設計規劃時應考量之基礎理念；第二冊：排水系統構造物規劃設

計、不同地區之設計範例 ；第三冊：排水系統之後續維護管理 。經與國內雨

洪專家學者討論其中第一冊及第二冊較適合訂為相關法令、規範及手冊，依其

項分如下表。 

都市排水總體規劃設計規範 台灣可參考制定之規範 

排水系統方針 － 

排水系統法規 下水道法 

排水系統規劃 內政部雨水下水道設計指南 

降雨 
台北市雨水下水道規划手冊 

水文設計應用手冊 

第一冊 

逕流 
內政部雨水下水道設計指南 

台北市雨水下水道規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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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入流口/雨水下水道 內政部雨水下水道設計指南 

主幹道排水系統 內政部雨水下水道設計指南 

水工構造物 
台北市雨水下水道規划手冊 

水土保持手冊 

涵管 內政部雨水下水道設計指南 

蓄水 經濟部水利署之參考手冊 

防洪 經濟部水利署之參考手冊 

第

第二冊 

 

植生復育 經濟部水土保持手冊 

暴雨管理及規劃 － 

最佳管理作業選擇 － 

計算 WQCV 與減少的量體 － 

最佳管理作業的處理 － 

最佳管理作業源頭控制 － 

最佳管理作業維護 － 

第三冊 

最佳管理作業建設 － 

 

 

 

 

 



 20



 21

附錄-1  2012 年 37 屆「國際災害研究與應用工作研

討會」座談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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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2  2012 年國際防災研究人員委員會議論文報

告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