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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本次出短期研習於 103 年8 月24 日自9 月3 日赴日本東京大學「高齡社

會總合研究機構」拜訪大方純一郎教授(因身體不適由後騰純特任助教代為接

待)，就高齡化社會中大規模災害之問題與逆轉契機，及軟硬體準備；東京大學

「都市基盤安全工學國際研究中心」拜訪加藤孝明準教授，就大都會區對大規模

震災之因應對策；東北大學「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拜訪村尾修教授，311就震

災檢討與防災新思維進行訪問研習。同時參加日本都市規劃家協會協助東北受災

地區(釜石、三陸地區)進行海襲擊地區重建規劃會議，以及實地訪時當地重建現

況；並至東京都附近多摩新市鎮觀察高齡化現象及改善狀況。本次短期研習，除

瞭解日本高齡化社會跨領域的對應策略外，也實地瞭了解高齡化社會面對巨大災

害遭受的衝擊及人口流失下重建困境；同時也探索日本311災後重建及防災之新

思維與新方向，提供我國防災政策、規劃及研究方向修正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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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 

鑒於我國高齡化趨勢日趨嚴重，高齡少子化將造成社會結構的變動下，人

口減少、經濟力下降、人力資源不足、家庭組成、人際網絡薄弱，高齡化社會的

議題不僅止於醫療、福祉、經濟、產業領域，面對災害衝擊、防災應變、復原重

建更呈現脆弱化現象(Vulnerability)，面對未來高齡化社會之防災應有新思維與事

前準備，因此借鏡於日本 311 震災，以東北高齡化嚴重地區遭受複合性巨大災害

之經驗，做為我國未來高齡會社會規劃防災準備、應變、復原、重建對策參考。 

本次主要至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總合研究機構」就高齡化社會中大規模災

害之問題與逆轉契機，及軟硬體準備；東京大學「都市基盤安全工學國際研究中

心」就大都會區對大規模震災之因應對策；東北大學「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311

就震災檢討與防災新思維進行訪問研習。同時就近至東北受災地區防查重建現

況，並參與當地居民重建會議瞭解日本專業團體協助居民重建互動過程；以及至

東京都附近多摩新市鎮觀察高齡化現象及改善狀況。 

 

預期獲得效益如次： 

1. 探討日本高齡化社會防災策略，提供我國邁向高齡化社會中有關防災政策

規劃及本所防災科技計畫發展之參考。 

2. 蒐集大都會區之防災準備計畫，完善我國防災計畫內涵，及本所防災科技

計畫課題內容。 

3. 藉由日本 311 震災經驗，發掘高齡化社會及複合性災害之議題、因應作為

與防災新思維，提供我國防災政策、規劃及研究方向修正參考。 



 

4.  

行程表: 

日 期 活 動 內 容 備 註 

8月 24日(日) 1、台北-東京 路程 

8月 25日(一) 

~ 

8月 28日(四) 

1.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總合研究機構」訪問研習-以高

齡化社會大規模之災害預防、應變、復原、重建為

主題，主要項目包括： 

(1)高齡化社會於 311 震災所呈現的問題與逆轉契

機 

（2）高齡者個人於災害預防、應變、復原、重建

之關鍵性議題與理想模式 

（3）高齡化社會(Manpower 不足、經濟力低下、

social capital 缺乏) 面對巨災應有的軟硬體新作

為以及平日的準備 

（4）日本對於未來超高齡社會鉅災之準備 

2.東京大學「都市基盤安全工學國際研究中心」訪問

研習，以大都會區對大規模震災因應對策為主題，

項目包栝： 

(1)東京都對預測中之東南海・南海地震相關因應計

畫 

(2)東京都做為首都大都會區，對減災、應變及復原

重建之特殊作為 

(3)311 震災後東京都防災計畫因應大規模複合性災

害之修正 

(4)東京都建築耐震評估補強之問題、成效與後續發

展計畫 

東京 

8月 29~8月 31 日 

(五~日) 

1.東京—岩手縣受災地區 

2.受災地區現地訪查(釜石、大船渡、三陸) 

3.釜石—仙台 

路程 

受災地區 

現地調查 

路程 

9月 1 日(一) 

~ 

9月 2 日(二)  

1.東北大學「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訪談研習 

-以 311 震災檢討與防災新思維為主題，主要項目

包括： 

(1)311 大規模、複合性災害罹難減少對策 

(2)311 大規模、複合性災害避難、復原、重建各階

段遭遇之重大困難、重要議題與對策檢討(例：

 

 

 

 

仙台 

 



 

高齡化、複合性災害、智慧化科技發展) 

(3)311 震災後高齡者長期安置方式、問題與現況 

(4)311 震災後防災理念的變動，以及防災、復原、

重建的新議題及新發展 

(5)311 震災後防災法令、制度、計畫之變更與政策

變動 

(6)311 震災後防災領域新興研究方向與研究重點 

2.仙台—東京 

 

 

 

 

 

 

 

路程 

9月 3 日(三) 

1.多摩新市鎮考察 

—高齡化現狀及修正對策 

2.東京-台北 

東京 

路程 

 

 



 

貳貳貳貳、、、、研究與交流過程研究與交流過程研究與交流過程研究與交流過程    

一一一一、、、、東北大學東北大學東北大學東北大學「「「「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IRID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Disaster ））））」」」」參訪研習參訪研習參訪研習參訪研習    

東北大學「「「「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IRIDeSIRIDeSIRIDeSIRIDeS）」）」）」）」成立於2012年，係日本311大

震後所成立跨領域災害研究機構，它充分反應日本311震災後防災領域共同的省

思，以「「「「實踐性的防災學實踐性的防災學實踐性的防災學實踐性的防災學」」」」為機構發展使命，強調活用311東日本大震災調查研

究及重建工作中所獲得的經驗與知識，轉化為國家自然災害對策、社會及國民面

對未來巨大災害減輕、應對處置及事前準備等問題的具體解決對策。 

該機構涵蓋6個次部門，包括： 

1.「「「「災害風險研究部門災害風險研究部門災害風險研究部門災害風險研究部門」」」」--主要融合遙感、數值模擬、GIS之新方式，以解明311

震災(海嘯)受災機制(メカニズム)、進行地區脆弱度評估，再以此為基礎進

行防、減災技術更新及再構築； 

2.「「「「人與社會研究部門人與社會研究部門人與社會研究部門人與社會研究部門」」」」--包括以心理、行為學探索個人之災害認知、行動模式(メ

カニズム)及現地調查資料為基礎，對建構與災害對應緊密連結社會體系之

方法提出建議，災後社會經濟支援需求量化推估模型及決策支援系統建構、

另外也強調法制修正及災後地域歷史文化的延續保存； 

3.「「「「地域地域地域地域・・・・都市再生研究部門都市再生研究部門都市再生研究部門都市再生研究部門」」」」--以受災地區再生為目標，由再生計畫技術(確保

醫、職、住及安全市街地計畫再生技術)、除污科學研究、地域安全工學、

災害機器人技術及國際防災戰略5個分枝部門所組成； 

4.「「「「災害理學研究部門災害理學研究部門災害理學研究部門災害理學研究部門」」」」--從宇宙變動觀點進行巨大災害發生機制研究； 

5.「「「「災害災害災害災害醫醫醫醫學研究部門學研究部門學研究部門學研究部門」」」」--災害相關醫學、核災防護及醫療情資相關研究； 

6.「「「「情報管理情報管理情報管理情報管理・・・・社社社社會會會會支援支援支援支援部門部門部門部門」」」」--建構311災害檔案(記憶、紀錄、事例及相關見

解収集與解明)，以此為基礎，從歴史・文化、環境、産業觀點考量與市民

形成共識，支援受災地方政府及社區進行重建、學校、地域安全及景觀規劃

設計工作，同時累積經驗做為日本預期將發生之東海・東南海・南海地震對

策活用。另由於該機構重視國際經驗的交流與活用，各部門均附設國際研究



 

部門。 

本次以本所都市及建築防災之研究領域為中心，至該機構「「「「地域地域地域地域・・・・都市再都市再都市再都市再

生研究部門生研究部門生研究部門生研究部門」」」」村尾修教授村尾修教授村尾修教授村尾修教授之之之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際防災際防災際防災際防災戰戰戰戰略研究略研究略研究略研究室室室室」」」」進行研習，同時也對村尾村尾村尾村尾

教授就本所防災研究進行簡報(如圖 1 )。 

 

 

 

 

 

 

 

 

 

 

 

 圖  1  向村尾修教授簡報內容示意圖 
村尾修教授所村尾修教授長期關注國際災害經驗的研究，所主持「「「「國際國際國際國際防防防防

災災災災戰戰戰戰略研究略研究略研究略研究室室室室」」」」主要致力於都市防災與復興重建相關之國際戰略，綜合領域專

業，從防災及復興重建戰略觀點，配合各國之自然、經濟及社會狀況特性，與國

際合作進行災害風險管理、防災戰略、災後重建、再生戰略分析應用。村尾修教

授並曾於台灣 921 震災之際來台進行地查，亦特別針對重建過程中空間變遷進

行短期研究，另外也曾從事 2004 年印度洋海嘯災害、2007 年祕魯地震調査、

建築物重建過程訂量評估等。近期則致力於導入國際防災經驗應用，輸出日本長

年累積防災實務經驗，如震災脆弱度分析及 Hazard Map 於開發中國家應用與

回饋檢討。 

 



 

 

 

 

 

 

 

 

 

 

 

 

  圖 2  村尾修教授「「「「國際國際國際國際際防災際防災際防災際防災戰戰戰戰略研究略研究略研究略研究室室室室」」」」災害生命週期研究項目 

由於聯合國繼 2005 年在日本兵庫縣所舉辦之第 2 次世界防災會議後，將

在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4 14 14 14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8181818 日在日本東北召開日在日本東北召開日在日本東北召開日在日本東北召開「「「「第第第第 3333 次聯合國第世界防災會次聯合國第世界防災會次聯合國第世界防災會次聯合國第世界防災會議議議議」」」」

議定後兵庫防災架構，並由東北大學擔負重要任務。在召開第 3 次世界防災會議

前，東北大學以兵庫行動體系 2005200520052005----2015(HFA2015(HFA2015(HFA2015(HFA：：：：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2005200520052005----2015)2015)2015)2015)--------建構耐災國家及地域架構建構耐災國家及地域架構建構耐災國家及地域架構建構耐災國家及地域架構為基礎，回顧東日本 311 震災經驗進行檢

討。 

聯合國的「兵庫行動計畫 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HFA) , 2005 ~ 

2015」，以國家和社區的抗災復原能力為中心(Building Resilience of Nation 

and Comminutes toDisasters)，其行動計畫架構基本內涵含蓋： 

（1）政策法規規劃：降低風險融入政策、法規、計畫、方案及資源分配； 

（2）風險認知與行動：導入科學、技術研發，進行災害風險辨識、評估、監

測與早期警報； 

（3）共同參與及抗災文化：公私部門及各層級乃至社區、個人共同參與、對

話與平臺；以知識、創新和教育建構全面性的 safety and resilience 文

化。 



 

（4）社區為主體的風險管理，及公共設施、建築的耐災力建構。(UN 2005) 

由於村尾修教授是該報告書主要彙整人，贈與「：HFA IRIDeS Review 

Report 2011 年東日本大震災から見えてきたこと」一書，並以此為中心進行

交流研習，茲就其重要發現及足供我國借鏡部分彙整如次： 

1.法制修正方面法制修正方面法制修正方面法制修正方面--------「「「「防災防災防災防災、、、、減災國土強靭化減災國土強靭化減災國土強靭化減災國土強靭化(Resilience)(Resilience)(Resilience)(Resilience)」」」」發展趨勢發展趨勢發展趨勢發展趨勢    

日本因 1959 年伊勢灣風災於 1961 年訂定「災害對策基本法」，並於 1880

年做大規模修正充實國、地方及地域層級防災機能，並於阪神震災後為維持受災

者最低限之生活能力，於 1998 年制訂「被災者生活再建支援法」。311 東日

本大震災後，除了制訂「海嘯對策之推動相關法」、「海嘯防災地域營造之推動

相關法」、「大規模災害復原・重建相關法」及針對近期之未來可能發生之重大

震災「首都直下地震對策特別措置法」及「南海地震相關法令對策相關法」等相

關法令，並修正「都市再生特別措置法」、「災害對策基本法」，另外更值得注

意的是如同世界防災潮流之趨勢，日本正在釐訂以確保國民生命財產、安全・安

心生活以及產業競爭力之「防災、減災國土強靭化(Resilience)」相關法規，並

推動國土強靭化基本計畫。 

2.核災應變核災應變核災應變核災應變—災前未曾意料的課題災前未曾意料的課題災前未曾意料的課題災前未曾意料的課題，，，，核災地域弱勢者及醫院病患避難困難核災地域弱勢者及醫院病患避難困難核災地域弱勢者及醫院病患避難困難核災地域弱勢者及醫院病患避難困難 

福島核災之複合性災害引發大規模遷移，行動自由者可以在災後第一時間

快速遷移，但是身障者、傷病、住院病患、高齢者、嬰幼兒及外國人等避難形成

重大問題。此次福島核電廠 20 km 內有 7 所醫院共有 850 名住院病患，其中

約有 400 名重症病患無法避難遷移，這些避難困難狀況在福島縣的「地預防災

計畫之核災災害對策篇」中並未能事先預測規劃，且在該計畫中規定，病患之避

難工作地方政府不介入由醫院本身自理，因此直到災後第 4天才由首相官邸指

派自衛隊及警察進入該地區協助進行核災污染清理及護送至具有核災防護之醫

療機構避難，而在整體避難過程中共有 60 人在避難過程中罹難。 

日本在福島核災事件發生前，在災害預測中並未將地震、海嘯及核災同時

發生之複合性災害列入考量，基於此教訓於 2012 年設置獨立性「核能規制委員

會/規制廳」，針對自然災害、航空事件、恐怖攻擊等所引發之核災災害預防措

施進行規劃。 

3.巨災巨災巨災巨災専用資源的確保専用資源的確保専用資源的確保専用資源的確保—建構遠距建構遠距建構遠距建構遠距跨域對應性防災夥伴關係跨域對應性防災夥伴關係跨域對應性防災夥伴關係跨域對應性防災夥伴關係 



 

相對於其他國家，日本每年持續定大量投入資源及預算(以 1997 年為例，

防災相關佔國家預算之 8%)，東日本 311 大震災更編訂大量預算列從事重建工

作。鑑於高齡人口減少之社會趨勢，人力資源的確保相形重要，必要建構新形式

的防災支援合作方式。日本在 1963 年的「防災白書」中即指出市民、政府及地

方公共團體均是防災貴重資源，而在 1995 年的阪神震災後提出「共助」理念，

而人力資源的共有即是共助重要之一環，區域間(關西、關東區域)都道府縣及地

域間形成防災 partnership， 但 311 震災後由於災害範圍過於廣泛，區域性的

聯防無法發揮效能，再轉變成跨區域相對性的防災夥伴關係(partnership)。關

西大阪府、和歌山縣與岩手縣，兵庫縣、鳥取縣及徳島縣與宮城縣，滋賀縣、京

都府與福島縣形成災害應變相對應之防災夥伴關係(如圖 3)；長期重建則由

volunteer 與専家協助重建，災後兩年間共派遣 13 万 6 千人次協助重建。 

4.適切適切適切適切資源的資源的資源的資源的活用活用活用活用—受災地區重建能量薄弱受災地區重建能量薄弱受災地區重建能量薄弱受災地區重建能量薄弱，，，，導入專家協助受災地方政府及社區導入專家協助受災地方政府及社區導入專家協助受災地方政府及社區導入專家協助受災地方政府及社區

重建機制重建機制重建機制重建機制 

東日本 311 大震災由於海嘯複合性災害引發廣大地域毀滅式災害，且發生

地點多為沿海偏鄉，原應由受害當地政府自行策定的鄉街重建計畫(復興まちづ

くり)超越當地地方政府的人力與能力與經驗。為了解決這個困難日本國土交通

省導入國家、縣職員及大學教授等專家組成「計畫策定支援會議」，做為政府及

重建居民的中介者，發揮三方資訊交流、問題辨識、對策擬定及共識形成、事業

調整、重建規劃等功能，但也有部分因為實務經驗及行政對應不足的限制。 

 

 

 

 

 

 
圖 3    建構311震災後遠距跨域對應性防災夥伴關係 資料來源：HFA IRIDeS Review Report 2011年東 日本大震災から見えてきたこと 



 

5. 社區及企業參與社區及企業參與社區及企業參與社區及企業參與—地區地區地區地區自主防災組織及自主防災組織及自主防災組織及自主防災組織及企業企業企業企業業務持續計畫業務持續計畫業務持續計畫業務持續計畫（（（（BCP）））） 

日本傳統以「町まち」(街區、街廓，轉譯為歐美理念即為社區之一種)所形

成的社會結構，並在此結構下發展「町會」組織，並在其組織下常年舉辦「祭」

典活動，所以「町まち」與居民的關係緊密連結形成地區強固的向心力，這樣的

傳統也呈現在防災的領域， 因此日本市民或社區參與防災活動已有相當長遠的

歷史。而這個傳統在 1995 年的阪神震災後，再發展更成熟「自助」、「共助」、

「公助」的理念。尤其自主防災組織之消防訓練更強調「自助」與「共助」的重

要性。此外，中央防災會議更針對社區、企業共同參與訂定 Guild line，從 2005

年策定實施 BCP（（（（業務持續計畫業務持續計畫業務持續計畫業務持續計畫））））。 

(1)地區地區地區地區自主防災組織自主防災組織自主防災組織自主防災組織 

日本自主防災組織，在法令上之規制始於 1961 災害對策基本法，根據統

計日本於 2009 年已在 1,658 地域成立 13 萬 9個自主防災組織，其活動範圍

約涵蓋日本 73.5％之家戶，足見其居民防災組織參與的廣泛性及深入基層。 

平日建構的自主防災組織及防災活動確實在 311 震災中發揮重要功能，例

如平日建置的需要支援者名單（如身障人士、高齡者）在避難當時確實發揮功能，

另外，社區共有之災害當時個人安全與否確認機制對於掌握災後行蹤不明之資訊

彙整也有很大的幫助。但由於此次災害規模大過預期，也讓諸多潛藏的問題表面

化，例如指定避難場所不足、指定外避難場所缺乏物資供應等，這些還需再改進。 

(2)企業企業企業企業 BCP災後業災後業災後業災後業務持續計畫務持續計畫務持續計畫務持續計畫 

日本於 2005 年於中央防災会議之特別委員会提出 BCP（業務持續計畫）

並開始普及推動，其目的在通過準備以達到災害時可以企業體受災程度、在災害

應變及重建期間業務亦能持續進行。 

對於 BCP（業務持續計畫）災後成果調查顯示，東日本大震災災時及震後

短期間 BCP（業務継続計画）之有效性調查顯示，震災當時有 44.7％之企業已

有 BCP（業務継続計画）。但在 263 企業中有 65.7% 因為超出 global supply 

chain預估估範圍而有部分機能障礙或問題產生，或完全失去機能的狀況，日本

將以此為經驗繼續再改進。 



 

二二二二、、、、東京大學東京大學東京大學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總合研究機構高齡社會總合研究機構高齡社會總合研究機構高齡社會總合研究機構（（（（Institute of Institute of Institute of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GerontologyGerontologyGerontology    ））））」」」」

參訪研習參訪研習參訪研習參訪研習    

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總合研究機構（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成立

於2009年，對於日本將於2015年老年人口進階到1/4狀況，將引發社會結構性

的變動，不僅止於醫療、福祉，也涉及經濟、產業、文化領域關聯性的變化，為

此東京大學整合醫學、照護學、理學、工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

倫理學、教育等學域，組成跨領域高齡研究機構，以對未來高齡・招高齡社會可

能產生的課題及對策進行研究，同時培育相關人才，以及聯結國內外其他研究機

關、企業、行政、地域進行資訊、意見活動交流。 

此次至該機構參訪研習，因機構長大方教授身體不適改由後藤純特任助教

接待，並進行大方老師研究室進行從事相關研究。就其311高齡者重建議題可供

借鏡之處說明如次： 

一一一一、、、、    高齡化學門相關綜合領域高齡化學門相關綜合領域高齡化學門相關綜合領域高齡化學門相關綜合領域 

高齡社會總合研究機構鑑於高齡者議題涉及全科學領域，故整合全校系所

共同設置本機構，並為培育國際化高齡社會各領域之領導人才，跨系所開設高齡

化專業碩博士綜合學程。(綜合領域如圖 4 ) 

 

 

 

 

 

 

 

 

 



 

圖  4   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總合研究機構」跨領域學門及其任務分擔示意圖 

二二二二、、、、在地老化在地老化在地老化在地老化的的的的理念與實踐理念與實踐理念與實踐理念與實踐 (Aging in Community) 

為實踐在地老化之理念，提出以醫醫醫醫、、、、食食食食・・・・職職職職(日文發音日文發音日文發音日文發音相相相相同歸同類同歸同類同歸同類同歸同類)、、、、住住住住三

大主軸，建構在地老化之Community及其地域空間。 

1.醫療照護及支援體系醫療照護及支援體系醫療照護及支援體系醫療照護及支援體系 

應涵蓋針對高齡者醫療照後及收容系統以及預防型醫療提供高齡者(及次

世代) 社區統合型的在宅醫療照護體系。 

2.食食食食・・・・職職職職及社會支援系統及社會支援系統及社會支援系統及社會支援系統-- 

藉由供食、聚餐及就業、特別是社會參與及社會交流活性化，防止高齡者

孤立化現象。並從311經驗發現醫療資源不足，是災後高齡臥床者重大困擾，目

前尚有朱高高齡臥床者遠送北海道照護；而食對高齡者是次重要的問題，經由調

查發現，諸多行動自由身心健康的高齡者，甚或女性高齡者進住安養中心的原

因，主要是可以儉省自行料理的工作。 

3.居住支援系統居住支援系統居住支援系統居住支援系統--- 

提供安全安心健康快適且無障礙化之居住空間，在「優遊自在散步、生活

其中」的日常生活圈中創造豐富自在的交流空間。 

 

 

 

 

 

 

 

 

圖  5 柏市--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總合研究機構」在地老化實驗基地 



 

311東北震災該研究機構也赴東北支援假設處住宅重建工作，修正1995年

阪神震災多數高齡者聚集之假設住宅因為人際疏離發生孤獨死現象，故延伸柏市

—醫、食・職(日文發音相同歸同類)、住三軸，並強化311震災之精神主軸「絆」

(人際網絡)的理念落實於釜石市平田地區解設住宅的規劃與設計中，讓高齡者與

其他居民間能有充分交流機會，並藉由共同空間、照護支援及假設住宅社區共同

會議及活動防止高齡者孤獨會現象。 

 

 

 

 

 

 

 

圖 6 、7 釜石平田區高齡假設住宅—留設中走道空間，辦理鉅會以供交流 



 

圖 8 石平田區高齡假設住宅細部設計 

三三三三、、、、東北災區重建訪查東北災區重建訪查東北災區重建訪查東北災區重建訪查    

此次東北地區現地調查，承蒙東京大學生產技術研究所加藤孝明老師引介，

得與NPO日本都市計畫家協會副會長渡會清治先生所率領的規劃團隊，包括東

京大學生產研碩士班學生色田彩惠小姐，一同深入東北受災地區進行現地訪查並

隨行參與地區重建まちづくり委員會中間報告會議，實是一般出國計畫難以獲得

的機會。 

1.山麓以下廣大濱海峽灣平原山麓以下廣大濱海峽灣平原山麓以下廣大濱海峽灣平原山麓以下廣大濱海峽灣平原市鎮市鎮市鎮市鎮，，，，因因因因海嘯侵襲全部夷為平地海嘯侵襲全部夷為平地海嘯侵襲全部夷為平地海嘯侵襲全部夷為平地 

釜石早期是日本鐵工業中心(災前已停業)和漁業為兩大產業，地理形態與

其他受災嚴重地區一樣為峽灣地形，因而風景秀麗漁產豐碩，災前為海濱、漁港

景色相當優美，且發展成為人煙薈萃城鎮，在歷史上有三次海嘯受害經驗，最近

一次是在明治時期，並做有標記，這次311震災之海嘯侵襲，山麓以下廣大濱海

峽灣平原，全部夷為平地。釜石全市約3萬多人，311震災中約有1000多人罹難；

峽灣原有居民約6,000人，罹難及人口外流災後僅剩4,000多人。 

2.指定避難場所缺乏地震二次災害考量導致大量避難人員傷亡指定避難場所缺乏地震二次災害考量導致大量避難人員傷亡指定避難場所缺乏地震二次災害考量導致大量避難人員傷亡指定避難場所缺乏地震二次災害考量導致大量避難人員傷亡 

峽灣平原上僅設有一座木造紀念館，紀念311震災中防災中心附近幼稚園以



 

及災害當時治防災中心避難而犧牲的200名居民。該防災中心(可能為鋼骨構造、

輕量牆被破壞，且高度不足)為海嘯催毀，由於災害發生前才進行避難訓練，並

被當作訓練支臨時避難中心，被告知前來避難居民該防災中心並不安全，但災害

來時仍有大量居民研習訓練習慣前來避難而犧牲。日本311震災中指定震災避難

場所避難居民因海嘯或海嘯後漂移而來火災案例不少。 

 

 

 

 

 

釜石防災中心災前、災後狀況 

 

3.中中中中小學校災前訓練小學校災前訓練小學校災前訓練小學校災前訓練有助於避難績效有助於避難績效有助於避難績效有助於避難績效 

三陸鐵道後原有釜石中小學校，已摧毀，但由於學校平日避難訊連紮實，

在災害避難過程中還協助當地老人一起成功避難。 

4.鋼筋混凝建築物均能抵擋鋼筋混凝建築物均能抵擋鋼筋混凝建築物均能抵擋鋼筋混凝建築物均能抵擋M9.0震災考驗震災考驗震災考驗震災考驗 

釜石市區鋼筋混凝建築物均完好無恙，顯示能夠抵擋M9.0震災考驗，可惜

多為1~2樓建築物，對於海嘯避難無太大幫助。根據日本國土交通省調查1995年

阪神震災全壞建築物中有83.3%、311震災只有4.4%因震災倒塌。這與日本嚴格

的法令與施工水準外，也與1995年後進20年長久以來全國推動實施耐震評估補強

工作有關，而這樣的評估補強工作預計在下一個巨大震災(預測南海、東南海賑

災)課以減少一半人員罹難。 



 

 

 

 

 

 

RC建築物全部倖存               鋼構建築被海嘯衝破外牆 

5.峽灣平原禁止居住峽灣平原禁止居住峽灣平原禁止居住峽灣平原禁止居住，，，，高台移轉已成重建政策方高台移轉已成重建政策方高台移轉已成重建政策方高台移轉已成重建政策方向向向向 

重建進度仍以公共工程較為快速，海邊堤防正重建中，高度約14~15M，部

分地區為維護景觀降到6M左右。由於高台移轉已成重建政策方向，山麓峽灣平

原禁止居住，原住宅使用土地(不包括商業使用土地)由政府出資補償購入，並由

政府出資進行高台開發及公共設施建設，受災戶所領得土地補償金可做為高抬台

移轉重建之土地購置及建造費用，一般所領得土地補償金大約只足以購買新地，

住宅建是費用仍以重建低利貸款支付，一戶30坪二樓木構建築約需750萬元件造

費，對高齡者而言仍是沉重負擔，而高台移轉基地並不大一個地區大約10戶左右。 

高台移轉進度不如預期，除了不同使用別土地補償差異障礙外，高齡者由

於經濟、職業或襄理情感之在地固著性，搬遷困難，也難以達成共識。目前政府

在位於高台上災後廢校的小學原地建造臨時住宅及重建公營住宅，約有10戶的個

別住宅，住戶大部分為高齡者或高齡者夫婦，高齡者在避難與重建過程中容易被

邊緣化。 

 

 

 

 

 

公共工程如火如荼進行中          高台小學廢校作為公營出租住宅基地 



 

 

 

 

 

 

釜石市中心假設商店街         釜石市中心醫院診所標示311海嘯高度 

 

6.參與地區重建參與地區重建參與地區重建參與地區重建まちづくりまちづくりまちづくりまちづくり委委委委員會中員會中員會中員會中間報告間報告間報告間報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本次有幸與NPO日本都市計畫家協會副會長渡會清治先生所率領的規劃團

隊，參與釜石漁業學社、浦濱及泊地區、甫嶺地區地區重建まちづくり委員會中

間報告會議。 

NPO日本都市計畫家協會係以義工身分協助該三地區自主成立之「重建ま

ちづくり委員會」檢討峽灣平原禁止居住地區(低地地區)重建規劃，會中副會長

渡會清治先生也將我當做正式成員之一，並正式介紹給與會居民，也要求我能參

與會議提案建言，並於會後(通常是晚上)馬上召集檢討修正規劃方向，對於他們

的工作精神實在感佩。 

但觀察這些地區共同面臨問題高齡化、人口流失問題，硬體重建並無法幫

助地方復原，但是受限於現行まちづくり(社區營造)手段，多半沿用觀光、人文

產業及相關活動帶動方式試圖震提振地方產業，其實是有其極限，尤其會議中居

民仍著重於人口稀少及外流年輕人口回巢，從個人觀點地區重建應導入產業、企

業、社會專家與觀點，從產業面尋求突破，亦即重建除了卻報居民的居住權外，

對地域而言，尋求都市復原或避免受災地區衰頹，產業再造或創新相較於公共建

設、都市計劃或まちづくりまちづくりまちづくりまちづくり(社區營造)更加重要。 

 

 

 

 



 

 

 

 

 

 

 

 

 

參與地區重建まちづくり委員會中間報告會議 

 

 

 

 

 

 

 

    

    

    與與與與日本都市計畫家協會副會長渡會先生合影     一本松照片                                

    

    

四四四四、、、、東京多摩新市鎮東京多摩新市鎮東京多摩新市鎮東京多摩新市鎮 

 

東京多摩新市鎮(據東京車程30~540分鐘)，在都市計畫或建築界是新市

鎮開發楷模，但近期高齡空洞化問題嚴重，儼然再成為都市計畫或建築界高齡化

都市衰頹檢討的樣本。多摩新市鎮自1966開發，1971年第1批居住者進住諏訪

及永山地區，已有40 多年歷史除了建築物老朽、設備(電梯等)不符高齡者居住

需求外，年輕人外移地區空洞化，無法支撐生活所需商店、服務業，更加加重社

區高齡者生活的困難。  
實地走訪新市鎮，發現在規劃上問題及近期再生解決對策，說明如次： 

1. 新新新新市鎮市鎮市鎮市鎮開發開發開發開發之之之之階級階級階級階級化化化化及及及及兩極兩極兩極兩極化化化化 

由於多摩新市鎮延日本京王鐵道開發，市鎮中心部公共設施完善居住品質

優良，相對居民年齡分布較均勻、生活水準也比較優異，但是在規劃之初；相對

市鎮中心其他地方尤其早期開發諏訪及永山地區，雖已有重建更新建築案例，但

居民有兩極化現象幾乎全是高齡者及求學或初出社會年輕世代，亦即經濟力較低



 

落的族群。因為規劃與設施投入之空間規劃，造成整個地區(經王沿線)居民階級

區別及各別地區的年齡世代兩極化現象。 

2. 人人人人造造造造都市都市都市都市，，，，地勢地勢地勢地勢、、、、生活機能生活機能生活機能生活機能不足不足不足不足，，，，不不不不適合高齡者居住適合高齡者居住適合高齡者居住適合高齡者居住 

多摩新市鎮延山開發，住宅群居位於半山腰上，周邊環境缺乏手扶梯等交

通工具，社區可及性不足，以諏訪及永山地區為例只有一處便利商店、及幼兒園、

買菜購物必須步行到20~30分鐘的車站地區，不近生活不便，整個社區人煙渺

茫，人際交流也很困難，更加深高齡者脫離社會，被邊緣化的趨勢。  
3. 再生策再生策再生策再生策略略略略 

目前多摩新市鎮已逐漸更新重建，並就提供高齡者健康維護支援、導入

30~40歲居民、居住空間reform改善活化，近鄰車站等生活中新整頓、都市公

共設施補強、土地轉換利用、學校再利用等策略進行都市活化。 

 

 

 

 

 

 

多摩新市鎮住宅區外部基地位於山腰上     多摩新市鎮公園人煙罕至 

 

多摩新市鎮中心區                     多摩新市鎮老舊公寓(無電梯)        



 

參參參參、、、、心得及建議事項心得及建議事項心得及建議事項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 、 日 本 311 震 災 後 以 聯 合 國 減 災十年 計 畫 之兵庫行 動 體系 2005 - 

2015(HFA：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2005-2015)--建構耐災國

家及地域架構為基礎，回顧檢視東日本 311 震災經驗，歸納幾項重要議題

即： 

(一)因日本居民長久參與防災自主組織防災自主組織防災自主組織防災自主組織的經驗對災後應變具有實質的效

益，而災前 2005 年推動的企業業務持續計畫企業業務持續計畫企業業務持續計畫企業業務持續計畫（（（（BCP））））也在本次 311

震災中發揮功能； 

(二)另外，海嘯及核災對災害弱勢者海嘯及核災對災害弱勢者海嘯及核災對災害弱勢者海嘯及核災對災害弱勢者如如如如高齡者及重高齡者及重高齡者及重高齡者及重症症症症病患避難困難病患避難困難病患避難困難病患避難困難是災前

防災計畫始料所未及，導致大量人員傷亡； 

(三)而日本總體檢討災害經驗並參酌國際趨勢，以以以以韌韌韌韌性化性化性化性化(Resilience)

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為主題著手推動著手推動著手推動著手推動「「「「防災防災防災防災、、、、減災國土強減災國土強減災國土強減災國土強靭化靭化靭化靭化(Resilience)」」」」相關法相關法相關法相關法規規規規，，，，

並推動並推動並推動並推動國土強靭化國土強靭化國土強靭化國土強靭化基基基基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這些優劣經驗的檢討及國土(都市)防災

發展方向均值得我國借鏡參考。 

二、 我國高齡化趨勢日趨嚴重，高齡少子化將造成社會結構的變動，呈現人口

減少、經濟力下降、人力資源不足、家庭組成、人際網絡薄弱現象，高齡

化社會的議題不僅止於醫療、福祉、經濟、產業領域，面對災害衝擊、防

災應變、復原重建更將脆弱化(Vulnerable)，面對未面對未面對未面對未來來來來高齡化社會之防災高齡化社會之防災高齡化社會之防災高齡化社會之防災

應有應有應有應有新思維新思維新思維新思維與與與與事事事事前前前前準備準備準備準備，，，，未未未未來來來來在在在在我我我我國的防災國的防災國的防災國的防災基基基基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防災防災防災防災白書等白書等白書等白書等應應應應加加加加入入入入

高齡社會防災議題高齡社會防災議題高齡社會防災議題高齡社會防災議題即早即早即早即早規劃規劃規劃規劃因應因應因應因應。 

三、日本東北地區在 311 震災前人口稀少及外流已成問題，因此在災前已開始

推動集約化規劃(如小學遷併校)，在災害在災害在災害在災害衝擊衝擊衝擊衝擊下高齡化下高齡化下高齡化下高齡化、、、、人人人人口流失口流失口流失口流失現象更現象更現象更現象更

加嚴加嚴加嚴加嚴重重重重，，，，嚴然嚴然嚴然嚴然成成成成為為為為阻礙阻礙阻礙阻礙重建重重建重重建重重建重要影響要影響要影響要影響因因因因素素素素，這些問題從參與居民重建會議

可以強烈感受其憂慮與不安。重建問題其實是超越都市規劃或工程領域，

但由於地區重建過程缺乏經濟及社會專業參與，缺乏具有創見的產業規劃，

單只沿沿沿沿襲都市計畫襲都市計畫襲都市計畫襲都市計畫「「「「町町町町づくりづくりづくりづくり((((社區社區社區社區總總總總體體體體營造營造營造營造))))」」」」手段或公共手段或公共手段或公共手段或公共建建建建設設設設，，，，不論不論不論不論建建建建

設設設設再再再再優良優良優良優良，，，，都難以都難以都難以都難以超越衰頹超越衰頹超越衰頹超越衰頹困困困困境境境境。。。。因因因因此此此此重建重建重建重建除了除了除了除了確保災後確保災後確保災後確保災後居居居居民民民民居住居住居住居住權利外權利外權利外權利外，，，，

在高齡化在高齡化在高齡化在高齡化少子少子少子少子化社會化社會化社會化社會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防止都市防止都市防止都市防止都市衰頹是衰頹是衰頹是衰頹是重建重重建重重建重重建重要要要要的課的課的課的課題題題題。。。。    



 

四、長久以來都市規劃或開發多沿襲傳統理念，以都市發展為基調進行規劃，忽

略隨著時間變動高齡化、人口衰頹的現象，東京都多摩新市鎮空洞化現象及

東北重建區部分公營住宅多為單身老人或夫婦居住即反應此等現象。因此，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近近近近年年年年來逐漸出現來逐漸出現來逐漸出現來逐漸出現「「「「人人人人口口口口減減減減少時代少時代少時代少時代都市都市都市都市規劃規劃規劃規劃理理理理論論論論」」」」及及及及「「「「集約集約集約集約都市理都市理都市理都市理論論論論」」」」等等等等

論述論述論述論述及實踐及實踐及實踐及實踐。因此面對高齡少子化社會，除了進行建築空間及設備的改善外，

亦可從都市發展及社會體系政策的角度規劃高齡少子化社會空間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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