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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次參訪內容包括 1. 美國舊金山 Google 總部，目的為瞭解

Google Crisis response 與 Public Alert Team 運作情形，並就災害示警

資料標準化及其他技術如 person finder 等進行交流合作。2. 紐約市

紅十字會，其目的為了解美國防災單位在災害資訊的運用及規劃，以

及 2012 年 Sandy 颶風時的救災運作情形。參訪舊金山 Google 總部時

間為 8 月 5 日，參訪紐約市紅十字會的時間為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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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依 101 年 11 月 2 日「災害應變創新服務展示會議」決議，關於

災害國際示警 CAP 標準，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擔任窗口，協調

相關災防單位，訂定 CAP 準則轉換資料。 

本年度已產製颱風警報、豪大雨警示、淹水警戒、土石流警戒及

道路中斷等 CAP 即時警示資料，Google 公司並成功導入應用這些資

料，並建置 Google Crisis Response、Public Alert 等服務。 

本次參訪美國舊金山 Google 總部，目的為瞭解 Google Crisis 

response 與 Public Alert Team 運作情形，並就災害示警資料標準化及

其他技術如 Person  Finder 等進行交流合作。 

其次參訪紐約市紅十字會，颶風(Sandy) 2012/10/22 熱帶低壓於

加勒比海生成，並於當日晚間增強為熱帶風暴(Sandy)，並持續往北，

之後在 10/29 以 C1 級颶風登陸美國東岸大西洋城，最大風速達

150km/h，暴風半徑約 790km；鑒於颶風(Sandy)對於美東造成嚴重災

情衝擊，引發紐約等都會地區關鍵設施如：地鐵、資通訊、供電、醫

療防洪能力等等問題，本次參訪，至紐約了解美國 2012 Sandy 颱風

救災運作情形，希可提供國內防救災精進之參考。 

 

貳貳貳貳、、、、參訪過程參訪過程參訪過程參訪過程    

參訪舊金山 Google 總部時間為 8 月 5 日，上午參觀 Google 公司

園區，下午就 Google發展 Crisis Response的經驗、臺灣 Crisis Response 

V1版總結與展望與Google Crisis Response 產品的未來等議題交換意

見。 

參訪紐約市紅十字會時間為 8 月 8 日，紅十字會就珊迪颱風侵襲

期間紅十字會在提供避難協助、供應災民飲食、協住災民身心復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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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進行簡報。 

    

一一一一、、、、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Google Google Google Google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Google 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跨國科技公司，其最著名的網際網路

搜尋技術、雲端運算以及廣告等領域之技術應用，均影響甚且改變了

本世紀人類的生活，Google 公司也開發並提供大量的網際網路產品

與服務，據推測，Google 在全世界均布置有資料中心，超過百萬台

的伺服器營運著， 每天要處理數以億計的搜尋請求和約 24 PB 使用

者生成的資料。 

 

 
Google 園區 

 

Google 公司提供豐富的線上軟體服務，如雲端硬碟、Gmail 電子

郵件，Google+社群網路服務、Google 地圖、日曆、YouTube影音……

等等。 

Google 的產品同時也以應用軟體的形式進入使用者桌面，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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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hrome 網頁瀏覽器、Google Talk即時通訊工具、Picasa 圖

片整理與編輯軟體等。另外，Google 也進行了行動裝置的 Android

作業系統以及小筆電的 Google Chrome OS 作業系統的開發，其發展

的領域愈見廣闊，技術層次也所向披靡。 

Google Crisis Response 是 Google長期推廣的全球計畫，希望

藉由與當地政府合作，透過開放式資料提升災害示警資訊對災害防治

的效用。自民國 101 年下半年起，Google 著手推出「Google 台灣災

害應變資訊平台」，結合來自中央氣象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公路總局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政

府重大災害防治單位提供的災害資訊，並針對台灣特殊的氣候與地理

條件，劃分成颱風、豪大雨、土石流、淹水、河川與水位警戒等多個

類別，透過 Google Search、Google Maps 或行動裝置的 Google Now

功能，提供我國民眾最準確、及時的災害示警資訊。 

 
參訪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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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 Google 之內容包含三項主題如下： 

 

((((一一一一) Google) Google) Google) Google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Crisis ResponseCrisis ResponseCrisis ResponseCrisis Response 的經驗的經驗的經驗的經驗    

Google 發展 Crisis Response 以及網路應用服務數年的經驗，

並歸納出在災害期間，民眾最迫切的資訊需求如下： 

1111、、、、發生發生發生發生了了了了什麼事什麼事什麼事什麼事？？？？    

(1)情況有多糟? 

(2)我現在該怎麼辦? 

(3)哪些路可以讓我撤離? 

(4)哪些區域會變得更糟?或更好些? 

2222、、、、我關心的人在哪我關心的人在哪我關心的人在哪我關心的人在哪????    

(1)我怎麼連絡到他們? 

(2)他們現在在哪? 

(3)有任何人知道他們現在在哪? 

3333、、、、我需要的資源在哪我需要的資源在哪我需要的資源在哪我需要的資源在哪????    

(1)我需要避難場所。 

(2)我需要水、電力、食物、醫療。 

(3)我需要資源，該怎麼做? 

(4)我怎麼幫助別人? 

其次從歷次大型災害事件中學到的經驗如下其次從歷次大型災害事件中學到的經驗如下其次從歷次大型災害事件中學到的經驗如下其次從歷次大型災害事件中學到的經驗如下：：：：    

1、從 2010 智利地震、2010海地地震、2011紐西蘭基督城地震、2011

日本震災等大型災害事件的經驗看來，網路有線、無線多路由的

特性，網際網路的可用性在災害中出乎意料外的好。下圖是 2010

年智利地震時的網路流量狀態，紅線是地震發生的時間點，可以

發現地震發生當下流量瞬間降低，但隨後幾天則逐漸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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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民眾需要當地訊息：有很多很好的警戒資訊，但給當地民眾

的具體行動支援的訊息卻很少，如珊迪颶風中民眾極需知道哪個

加油站還有油。 

 

 

 

 

 

 

 

    

    

 

加油站狀態資訊 

3、大型災害需要 Google 等級的強大雲端服務能力 

大型災害發生時，民眾紛紛上網查詢災害狀況，官方網站面

臨突發的大量查詢需求經常無法承受，尤其是近年來提供地圖服

務成為常態，伺服器往往無法承受瞬時大量的服務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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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眾會自發地提供訊息，唯這些資訊需要統整(資訊標準)，以方

便利用交換。 

如： 

(1)珊迪颶風中民眾回報加油站狀況。 

(2)災害期間尋人、失蹤的訊息。 

(3)日本 311 震災時利用民眾車輛 GPS座標判別道路是否中

斷。 

(4)志工及需求。 

    

5、行動裝置使用比率攀升 

民眾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平板電腦等攜帶裝置查詢災害資

訊的比例相較於桌上型電腦有增加的趨勢。 

    

Google Google Google Google 災害應變的工具災害應變的工具災害應變的工具災害應變的工具：：：：Person FinderPerson FinderPerson FinderPerson Finder    

    

 
Google Person F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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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 ) ) 臺灣臺灣臺灣臺灣 Crisis Response V1Crisis Response V1Crisis Response V1Crisis Response V1 版總結與展望版總結與展望版總結與展望版總結與展望    

統計本年度蘇力颱風期間 Crisis Response 相關系統使用量： 

1、 Public Alerts 使用量： 

(1)總計有大於 1 百萬人次的點閱率。 

(2)有 30 萬人次觀看詳細的內容。 

(3)有 70%以上的流量來自於行動裝置。 

 

 

 

 

 

 

 

 

 

 

 

 

 

Google Public Alerts 

 

2、 Crisis Map 使用量 

(1)有大於 30 萬人次的點閱率。 

(2)平均點閱後停留時間大於 25分鐘。 

(3)大於 20,000 人次觀看時間超過 1小時。 

(4)大約 30%流量來自於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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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動裝置平均瀏覽時間 7分鐘。 

(6)桌上型電腦平均瀏覽時間為 34 分鐘。 

 

 
Google Crisis Map 

 

 

另外從使用者回饋及搜尋型態分析發現，使用者想要更多資訊，

如：當地電力中斷、雨量、風，停班停課，大眾運輸工具停駛，道路

中斷等等情況。 

因此短期間的更新目標包括： 

1、 在適當的地方發送警示資訊 

2、 海上颱風警報時顯示海上警戒區域名稱 

3、 改進颱風 KML 

 

中長期的的更新目標則是： 

1、 將現存颱風、地震、水庫、道路中斷 CAP資料上線 

2、 改良現有系統的維運能力、警示延遲與伺服器負荷 

3、 規畫更多的警示內容，如停班停課、交通、鐵道、道路

及避難場所開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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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 ) ) Google Crisis Response Google Crisis Response Google Crisis Response Google Crisis Response 產品的未來產品的未來產品的未來產品的未來    

1、Google Public Alerts的延伸 

Google 想把整個 Public Alerts 系統 API化，意即開放使用

者客製化，未來防災單位可以客製化自己的 Public Alerts資料

內容。另外可以整合其它網站的大眾提醒訊息，並利用現有的

Google開發者生態環境，整合現有應用功能，如簡訊與網路訊息

互相轉換。 

(1)擴展災害相關地理資料 

利用 Google 既有的 spreadsheet、fusion table 等功能可

讓使用者上傳文數字資料，經由內部處理機制空間化繪製成主題

地圖後，透過 Google+、Google Earth、Google Map等展示工具

呈現。 

 

 

資料彙整及發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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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眾產製資訊 

透過手持裝置上方便的輸入介面，讓使用者分享在地即時資

訊，如此產製出來的即時狀態地圖再分享給其它使用者。如民眾

可分享災區加油站是否還有油料，以及加油等待時間等訊息，這

些地圖最終顯示在地圖上，其它民眾看到此加油站若已經沒油，

就不用花費時間排隊。 

 

民眾資訊回饋網頁 

 

 

(3)擴展社群利用地圖進行防災相關工作的能力 

Google Crisis Map 開放協同合作功能，讓使用者可以共同

編輯符合自己業務需求的防災地圖，不再受限原本固定的圖層數

量、比例尺等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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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risis Map 支援協同製作 

    

    

二二二二、、、、參訪紐約紅十字會參訪紐約紅十字會參訪紐約紅十字會參訪紐約紅十字會    

紅十字會是一歷史悠久的國際人道組織，致力於保護人的生命和

健康，保障人類尊嚴，防止並減輕人類疾苦，不因國籍、種族、宗教

信仰、階級和政治觀念而有任何的歧視。世界各國幾乎都有自己的國

家紅十字會，目前共有 186個國家紅會得到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承認並

被接納為聯合會正式會員，根據國際人道法原則和國際紅十字的章程，

每個國家的紅十字會在本國開展工作，並依據其具體情況和能力，承

擔一些國際人道法或運動職責並未直接界定的人道工作。在很多國家，

紅十字會提供應急醫療服務而與衛生系統關係密切。 

紐約紅十字會位於紐約市，擔負著紐約地區的人道救援任務，並

運用其豐富的軟硬體救援設施，致力於災害緊急救助的工作。 

紐約紅十字會分享在珊迪颶風侵襲期間的災害應變經驗： 

((((一一一一) ) ) ) 紅十字會在災害應變時的角色紅十字會在災害應變時的角色紅十字會在災害應變時的角色紅十字會在災害應變時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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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紅十字會在災害應變提供如下的協助事項： 

1. 避難協助：在紐約市的海濱暴風疏散計畫中，紅十字會是避

難所運作的工作伙伴。 

2. 提供飲食：透過車輛機動發送或定點發送包裝食物、熱食、

飲水，紅十字會可以和當地團體或供應商合作執行供餐作

業。 

3. 輔導轉介服務：紅十字會可訓練人員提供災民身心健康支援。

紅十字會也幫忙轉介個別災民給其它組織機關提供進一步

協助。 

4. 慰藉物資：發送給受災社區清潔工具、鏟子、耙子、籃子、

尿布等工具。 

 

((((二二二二))))    珊迪颶風應變時序珊迪颶風應變時序珊迪颶風應變時序珊迪颶風應變時序    

1. 10月 22日 

熱帶暴風自加勒比海形成。 

2. 10月 24日 

珊迪升為 1級颶風，侵襲古巴和海地。 

3. 10月 25日 

紅十字會開始調度裝備物資以因應對美國的影響。 

4. 10月 27日 

珊迪颶風延著佛羅里達外海向東北移動，北卡羅萊納州、弗

吉尼亞州開設避難所。 

5. 10月 28日 

珊迪颶風延著東岸向東北移動，共開設了 190 個避難所。 

6. 10月 29日 

(1) 紅十字會已經在 11 個州開始作業。 

(2) 紐約紅十字會與紐約市災害管理辦公室、SEMO、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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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ers 和其它組織一起評估颶風對紐約市、長島

和哈德遜山谷等地的影響。 

(3) 紅十字會連絡地區首長官員取得資訊並協調應變作

為。 

(4) 珊迪颶風晚間八時於大西洋城附近登陸。 

 

((((三三三三) ) ) ) 珊迪颶風應變作為珊迪颶風應變作為珊迪颶風應變作為珊迪颶風應變作為    

1、 於長島到哈德遜山谷間開設避難所。 

2、 紅十字會災害行動隊(Red Cross Disaster Action Teams)進

行災損評估，提供給 First Responders，並訪視避難所以決

定颶風通過後災民的需求。 

3、 紅十字會在 Staten Island 和 Long island的儲備物資發放

給災區及避難所。 

4、 紅十字會心理輔導專員赴受災區提供心理照護。 

5、 11月 1日，國際資源(受訓過的應變人員、 物資及設備)已經

進駐五個受災最嚴重的行政區。 

6、 11月 3日，在 Queens、Staten Island 和 Long Island設立

災區廚房供餐。 

7、 每日供餐 10000份，透過定點及車輛發送。 

8、 每日分送給災區清潔用品、手套、尿布等物資，發送地點設

在受災最嚴重的區域。 

9、 11/3-4 和 11/10-11兩個周末透過 4000位紅十字會志工發送

1 百萬份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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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迪颶風救助物資統計 

 

 

紅十字會的合作伙伴 

 

 

((((四四四四))))未來未來未來未來加強加強加強加強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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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其它團體合作關係 

紅十字會與官方非官方單位皆有連繫，並參與災害應變的分

工協調會議，未來將加強與地方社群的關系，進一步合作災害應

變工作。 

 

2、 大型災害供餐能力 

大型災害影響空間範圍大，需受照護的災民數量多，如何能

夠短時間利用有限的資源提供最大的供餐能力，且因應空間範圍

廣闊，如何機動建立供餐點也是一個挑戰。 

 

3、 大規模大區域災害的資源調度佈署能力 

大區域災害應變的問題不僅是供餐能力，還有資源的發放，

救難人員的服務，如何能克服空間上的障礙，迅速佈署。 

((((五五五五) ) ) ) 紐約紅十字會設施紐約紅十字會設施紐約紅十字會設施紐約紅十字會設施    

運輸裝備運輸裝備運輸裝備運輸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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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紅十字會的運輸車輛倉庫紐約紅十字會的運輸車輛倉庫紐約紅十字會的運輸車輛倉庫紐約紅十字會的運輸車輛倉庫    

  

移動供餐廚房移動供餐廚房移動供餐廚房移動供餐廚房                移動供餐廚房內部移動供餐廚房內部移動供餐廚房內部移動供餐廚房內部 

 

 

具備越野能力的通訊指揮車具備越野能力的通訊指揮車具備越野能力的通訊指揮車具備越野能力的通訊指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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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情中心戰情中心戰情中心戰情中心 

 

各功能分組人員在此協調運作各功能分組人員在此協調運作各功能分組人員在此協調運作各功能分組人員在此協調運作 

 

 

新聞媒體監控新聞媒體監控新聞媒體監控新聞媒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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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線電通訊室無線電通訊室無線電通訊室無線電通訊室 

 

 

           轄區範圍內地圖轄區範圍內地圖轄區範圍內地圖轄區範圍內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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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    

Google.org 屬於非營利性質之組織，其主要目的在協助受災害的

人們能夠快速獲取所需資訊，並透過 Google 公司相關工具，人們能

夠快速度過難關。 

紐約紅十字會雖是地區性的一個人道救援組織，然國際間各國的

紅十字會、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及相關的國際聯合會等在共同的基本原

則、目標、標誌和章程下，已組織成跨國界的龐大人道救援組織，歷

年來在各種重大災難時，都充分展現了其無可取代的救援力量，給予

受災人民及時的幫助，使受災地區與人民可以快速復原。 

本次參訪目的主要在了解在災害應變與復原過程當中，如何協助

遭受災害衝擊的人們，快速獲取資訊，並且能夠充分運用資訊協助他

們儘快度過災害歷程。並從 2012 年桑迪颶風的 Google.org 及美國紅

十字會的應變復原經驗，了解如何運用科技於災害防救。以下為參訪

後之相關結論與建議： 

1、因應巨災衝擊，應思考確保如何各項關鍵資訊設施持續營運，並

快速公布正確的資訊，以穩定民心。 

從過去的災害經驗中得知，人們在災害中對於資訊的需求，

就如同對水、空氣需求一樣重要。因此建議政府應該及早思考如

何在巨災衝擊下仍能維持關鍵基礎設施正常且持續營運，並且因

應災害中不同時程需求提供各類民眾需要的資訊，協助民眾度過

難關。 

2、建議善用民間力量，建立防災公私部門夥伴關係，共同合作進行

防救災工作。 

災害對於民眾的衝擊，涵蓋層面廣泛，若單以政府本身力量，

往往無法面面俱到，因此建議應該於平時即建立結合公私部門夥

伴關係，以因應災害緊急事件。例如在美國桑迪颱風期間，透過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政府負責提供相關災害公開資訊，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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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民間如 Google 的力量，相關資訊（如收容所及道路通組等資訊）

得以快速讓民眾在不同網站上得知，一方面可紓解大量需求同時

湧入政府網站的壓力，另一方面也透過多方技術，讓不同裝置均

可快速獲知相關資訊。另外，過去幾年國內在災害發生後，很多

慈善團體均會伸出援手協助受災的民眾恢復家園並度過難關，建

議未來可以參酌美國紅十字會與其政府之合作模式，透過互相合

作力量共同抵抗災害衝擊。 

3、 建議持續制定相關防救災資訊標準 

國內在災害示警標準的發展上為與國際標準接軌，決定以

OASIS CAP V.1.2為基礎，設計國內災害共通示警協議標準版本。

101 年起，在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與災防辦公室指導下，結合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交通部公路總局、經濟部水利署及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單位優先參與

國內的共通示警協議制定與發布作業。相關標準及資料並已開始

試行運用，並獲得良好之回應，本次在參訪 Google.org 後，更加

了解民眾在災害當時的需求，建議未來應持續相關工作進行，讓

民眾能快速獲得防救災資訊進行防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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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Google(8/5) 

時段時段時段時段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10:00-12:00 參觀 Google Campus 

13:00-14:00 Google 發展 Crisis Response 的經驗 

14:00-15:00 臺灣 Crisis Response V1 版總結與展望 

15:00-16:00 Google Crisis Response 產品的未來 

 

 

參訪紐約紅十字會參訪紐約紅十字會參訪紐約紅十字會參訪紐約紅十字會(8/8) 

1. 紐約紅十字會在珊迪颱風期間的作為 

2. 運輸裝備介紹 

3. 參觀戰情中心 

4. 參觀媒體監控室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維基百科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