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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2013年世界衛生組織社區安全推廣中心於墨西哥梅里達市舉辦

「第 21 屆國際安全社區研討會」，研討會以專題演講、學術論文簡

報、海報展示等方式進行，共有全球 24個國家，超過 300人參與，

本會辦理之「健康原氣、安全部落－原住民事故傷害防制計畫」專管

中心主持人郭憲文教授受邀於本次研討會口頭發表臺灣原住民事故

傷害之流行病學及防制成果，與國際分享本會推展原住民部落(社區)

之成效，成果備受國際肯定。 

 

貳、 背景說明 

    「安全社區」指的是一個社區能在社區居民的共識下，結合社區

內所有資源，共同為減少各種意外或故意性的傷害，營造更安全的環

境、促進人際和諧、增進每個人身體、心理與社會全面的安適而不斷

努力的活動。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 100年全國因事故傷害而致死總人數為

6,726人，粗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 29.0人，為全國 10大死因第 6名，

另依據本會 100年原住民族人口及健康統計年報資料顯示，原住民族

事故傷害死亡居原住民10大死亡第4名，粗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65.8

人，約為全國的 2倍，原住民事故傷害死因之排名雖逐年下降，但死

亡者多為中壯年勞動力人口，此為原住民族家庭及社會之重大損失。 

    有鑑於此，本會自 93 年度起推動「節制飲酒、促進健康計畫」

補助部落(社區)組織規劃自主性之健康促進方式，重塑原住民家庭健

康活力。為推廣環境健康與安全之觀念，增進部落(社區)居民對事故

傷害的認知，營造健康安全之部落(社區)，本計畫自 95 年度起調整

實施內容至今，增加居家、學校、道路、農事、水域及休閒旅遊等面

項事故傷害防制之項目，並將計畫名稱調整為「健康原氣、安全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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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事故傷害防制計畫」，每年度補助部落(社區)組織推動計

畫，並藉由專業團隊提供專業的輔導關懷平台，提升部落組織執行計

畫之效能，期能建立一個永續發展的原住民部落安全社區。 

 

參、 參加目的 

    2013年於墨西哥梅里達市所舉辦的「第 21屆國際安全社區

研討會」全球與會成員包括 24個國家、300多人，除當地政府

官方代表外，亦有民間組織、事故傷害防治及安全社區領域的專

家學者、社區民眾等。近年來經由政府與民間的努力，臺灣原住

民族的意外事故死亡率已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希藉由參加國際安

全社區研討會，瞭解國際間降低事故傷害發生之有效策略並進行

國際交流、收集各國安全社區模式相關資訊，以作為未來規劃原

住民事故傷害防制相關計畫之參考。 

肆、 參訪行程 

日 期 活 動 內 容 

10/19-20 10/19  由臺灣桃園起飛至美國洛杉磯轉機至墨西哥     

       墨西哥市。 

10/20  由墨西哥墨西哥市轉機抵達墨西哥梅里達市。 

10/20-23 

10/20  參與「第 21屆國際安全社區研討會」開幕式  

       與晚宴，住宿梅里達市。 

10/21  於「第 21屆國際安全社區研討會」張貼本會  

       歷年「健康原氣、安全部落－原住民事故傷害 

       防制計畫」成果海報。 

10/22  本會「健康原氣、安全部落－原住民事故傷害 

       防制計畫」專管中心主持人郭憲文教授於 

      「第 21屆國際安全社區研討會」口頭發表論 

       文「臺灣原住民事故傷害之流行病學」。        

10/23  參加臺灣國防大學白潞教授在「第 21屆國際  

       安全社區研討會」發表論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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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活 動 內 容 

10/24  離開梅里達市搭機往墨西哥市。 

10/24-25 

10/24  住宿墨西哥市，並參訪墨西哥市。 

10/25  參訪墨西哥 Cuautitlán 省 Izcalli市安全社   

       區相關機構。 

10/26  離開墨西哥市搭機往美國洛杉磯轉機。 

10/26-27 
10/26  由美國洛杉磯轉機回臺灣。 

10/27  抵達臺灣。 

 

伍、 「第 21屆國際安全社區研討會」議程、主題及參與 

    之議題重點說明 

一、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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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會討論主題 

 

三、 參與之議題重點說明 

    2013年世界衛生組織社區安全推廣中心於墨西哥梅里達市

舉辦「第 21 屆國際安全社區研討會」，研討會以專題演講、學術

論文簡報、海報展示等方式進行。大會開幕典禮主席致詞時特別

強調安全社區的工作，最重要的是鼓勵社區居民參與，安全有效

的介入性措施也很重要，而要實現一個安全的社區環境，為每一

社區居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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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參與之學校安全與道路安全議題中，與會之社區代表因與簡

報之專家見解不同而有一場精彩的對話，其他與會之代表也分享各自

國家所面臨之議題，因應國情、社區屬性不同，因而衍生出因地制宜

之介入性措施。藉由簡報、詢答、分享等交流方式，在有限的時間裡，

瞭解到社區安全已是國際化的議題，如何建構出安全有效的社區網

絡，降低事故傷害發生，為世界各國共同努力之目標。 

本會補助辦理之健康原氣、安全部落－原住民事故傷害防制計畫

之專案管理中心主持人-郭憲文教授受邀於社區安全議題中進行簡

報：「臺灣原住民事故傷害之流行病學 Descriptive epidemiology of 

injury in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及海報展示「2004年

至2012年間臺灣原住民飲酒盛行率Prevalence of habitual alcohol 

use among indigenous Taiwanese from 2004 to 2012」，會中與各

國代表交換推動安全社區之意見，其中多國代表對於臺灣能對於原住

民族社區(部落)進行事故傷害防制計畫表示贊同。 

陸、 參訪 Cuautitlan Izcalli 城市安全社區相關機構 

    Cuautitlan的 Izcalli市是墨西哥國家 121直轄市之一，為

一現代化建設的小城鎮，該市整合社區民眾、政府、私營部門、

社區組織和民間團體等，建立城市整體共識，並採取安全健康促

進相關行動，於 2011年獲得 WHO國際安全社區認證。目前全世

界已有 319個城市通過國際安全社區認證，其中墨西哥有 5個社

區，包括 Cuautitlan的 Izcalli市，該市建立從各個不同的角

度預防意外事故傷害和暴力的執行計畫，不僅提高該市安全風險

指數，減少事故傷害事件和受害環境，確保民眾在生活與工作的

安全環境，以達到 WHO推動國際安全社區認證的預期目標。 

    本次參訪包括該市警察分局交通和公共安全中心、康復和社

會融合中心（CRIS）、動物收養中心、青少年中途之家及雕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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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等，參訪過程中每站皆有專人接待與說明，於本次臺灣為第一

個亞洲到訪的國家，所以獲得該市 Karim Carvallo Delfín市長

的高度重視，除親自接待、主持會議之外，並有該市多位市議員

與市府一級主管參與，分享雙方推動安全社區經驗與成果。 

    參訪行程第 1站為警察分局交通和公共安全中心，由該市警

察分局主管親自簡報說明，該市警察除例行維護治安工作之外，

亦協助社區內之環境清潔工作，簡報照片中可見警察與社區居民

共同在公園內、道路旁或社區閒置空間進行除草、空間美化等，

希藉由警力之參與達到社區環境清潔及安全之目標。 

    參訪行程第 2站為康復和社會融合中心，屬於社區中的社會

福利資源一環，人員配置有醫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藥師、社工等，配備有醫師診間、復健室、水療池等，經

費來源除政府單位補助之外，也自行募款營運。 

    參訪行程第 3站為動物收養中心，藉由收容社區流浪貓犬，

避免動物隨地便溺影響市容及咬/抓傷人事件發生。 

  參訪行程第 4站為青少年中途之家，為一大學附設之中途之

家，空間大且環境多元，讓不想到學校上學的青少年能在中途之

家運用大學的資源，學習木工、園藝、音樂、繪畫等，讓青少年

除了學校之外，還能選擇學習自己有興趣的專長。   

柒、 心得及建議事項 

    此次參與墨西哥梅里達市主辦的「第 21屆國際安全社區研討會」

暨參訪墨西哥市安全社區相關機構行程，於梅里達市的會場中見到許

多來自臺灣地區的人員，除本會補助之臺中市和平社區發展協會之

外，還有國防大學、東華大學、陽明大學、淡江大學、臺北市政府衛

生局、臺大醫院金山院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梨山衛生所、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及大湖鄉衛生所等代表，是會場中出席最踴躍的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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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國家，顯示臺灣對於健康議題及國際事務的關心。 

    目前全球已有近 290個社區(城市)通過 WHO「國際安全社區」認

證，另依據臺灣社區安全推廣中心資料顯示，截至 2013年 10月止，

臺灣已有 19個社區被 WHO認證為「國際安全社區」，其中 3個為原住

民鄉(臺中市和平區、花蓮縣豐濱鄉及嘉義縣阿里山鄉)。意外事件通

常是可預防的，若能依部落(社區)發生意外事件的特性，進行評估及

分析，找出部落(社區)意外事件發生的因子，並針對意外事件的發生

進行有效的介入性措施，將能降低意外事故傷害的發生率，因原住民

族意外事故傷害折損大都為青壯年人口，影響家庭社會甚劇，因此建

議： 

一、 持續整合原住民族部落(社區)資源，辦理「健康原氣、安全部

落－原住民事故傷害防制計畫」，鼓勵績優執行部落(社區)申請

WHO「國際安全社區」認證，培養原住民族部落(社區)國際觀。 

二、 鼓勵原住民族部落(社區)發展自主性的健康促進計畫，由下而

上的方式，整合資源，建立部落(社區)永續發展機制，共同推

展部落(社區)安全，提供部落(社區)居民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

環境。 

三、 每年持續派員參加國際安全社區研討會與國際間進行經驗交流

與學習，並鼓勵原住民族部落(社區)參與，並參訪國外已獲得

WHO「國際安全社區」認證之單位主動與國際接軌。 

四、 邀請其他國家(國外專家學者)參訪臺灣已通過 WHO「國際安全

社區」之原鄉地區，將原住民族部落(社區)降低事故傷害的有

效經驗，提供其他國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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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錄 

一、 「第 21屆國際安全社區研討會」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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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歷年「健康原氣、安全部落－原住民事故傷害防制計畫」

成果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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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會「健康原氣、安全部落－原住民事故傷害防制計畫」專

管中心主持人郭憲文教授於第 21屆國際安全社區研討會」口

頭發表論文「臺灣原住民事故傷害之流行病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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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 21屆國際安全社區研討會」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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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訪 Cuautitlan Izcalli 城市安全社區相關機構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