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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許多的東南亞國家都位於板塊邊界處，因此地震活動頻繁，規模

M>7 的地震在某些地區的發生率也很高，許多世界著名的災害型地震也是

發生在這些東南亞區域，其中包括 2004 年蘇門達臘地震(印尼)、2008 年

汶川地震(中國)與 2015 年尼泊爾地震(尼泊爾)等。因此，為了讓東南亞

各國可以分享彼此的地震災害經驗與研究成果，南洋理工大學的地球觀測

所(EOS)舉行為期兩天的研討會，邀請 11個國家的學者專家共同參與，也

希望透過這次的討論交流，開始各國間的研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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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許多的東南亞國家都位於板塊邊界處，因此地震活動頻繁（附錄一）。

其中，像是巴基斯坦或印尼等國家發生規模 M>7的地震頻率也很高。更有

甚者，許多世界著名的災害型地震也有許多是發生在這些東南亞區域，例

如：2004年蘇門達臘地震(印尼)、2008年汶川地震(中國)與 2015 年尼泊

爾地震(尼泊爾)等，都造成許多重大的災害與生命的損失。由於有些國家

受限於經濟與政策因素，即使不斷受到地震災害的重創影響，其地震相關

的研究仍發展有限。因此，為了讓東南亞各國可以分享彼此的地震災害經

驗與研究成果，南洋理工大學的地球觀測所(EOS)舉行為期兩天的研討

會 ：「 Frontiers in earthquake hazards science and earthquake 

preparedness: Reducing the risk and promoting resilience」，邀請

11個國家的學者專家共同參與，並希望透過這次會議中的演講與海報展示

的討論交流，可以促成各國之間的研究合作發展。 

 

過程： 

考量到每個國家都有其地震災害相關的特殊經驗與研究成果，這次的

研討會希望各國都能夠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展現成果以及和所有參與者的

討論，因此在會議的議程安排為各國都有 30分鐘的報告以及隨之有 30 分

鐘的開放討論。此外，也有研究成果的海報展示，希望大家能有更進一步

的細節分享交流（詳細議程如附錄二）。因為必須在為期 2 天的研討會安

排 11個國家的報告，因此每天都是早上 7:30集合出發去會場準備，從 8:30

開始第一場的演講，密集式的報告與討論一直進行到每日下午 6:00結束，

附錄三為期間幾個比較特殊的片段。另一方面，這次研討會為了給年輕學

者較多的時間可以展現研究成果，安排許多時段為海報的報告與討論，從

第一天開始就可以張貼海報，大家隨時都可以自由討論交流，而我的海報

內容如附錄四所示，主要是整合 TEM(Taiwan Earthquake Model)與自己針

對台灣歷史地震與近代地震的寬頻強地動模擬，希望透過進一步了解這些

地震的行為，增加未來地震防災、減災的能力。在兩天的會議期間，有需

多國家的學者對於我們的研究很有興趣，也希望可以透過合作幫助他們發

展這類型的地震模擬。 

 

 



2 

 

心得及建議： 

對於地球物理或地震學這個領域來說，以往參與的國際會議很多是在

歐美或日本、紐西蘭等國家舉辦的，與會人士也來自世界各地，研究報告

涉及的議題與地區也包羅萬象，因此很少特別注意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地震

相關研究發展。對於整個東南亞而言，新加坡算是各類天然災害都很少的

國家，但有鑑於近年來許多著名天然災害頻繁地發生於東南亞地區，新加

坡政府於南洋理工大學成立地球觀測所(Earth Observatory of Singapore, 

EOS)，且重金禮聘世界各國的優秀人才，除了希望可以培訓新一代的優秀

科學家，亦著眼於成為整合東南亞國家共同發展天然災害研究的領導者。

對於新加坡政府能有如此的遠見與政策，著實感到佩服。 

大部分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狀況都不甚理想，因此在資源有限狀況下，

天然災害的議題往往都被排在次級發展項目，例如：巴基斯坦常有規模 M>7

的地震發生，但其國內的地震學家不到 5 人；而緬甸至今沒有屬於自己國

家的地震測站，這幾年才要開始透過國際合作架設地震測站。在整個會議

過程中，不難發現臺灣在東南亞地區算是地震學研究的佼佼者，在資源方

面也相對充足，因此有許多國家學者都希望與我們合作。但若相較於其他

先進國家，我們還是有許多不足之處，例如：新加坡與日本政府願意大力

支持發展防災相關研究。由於臺灣本身特殊的地理環境條件，無法避免如

颱風、山崩、地震等天然災害的頻繁發生，尤其本島內的斷層密布又有 4

座核電廠，政府更應該提昇對地震災害研究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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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研討會資料封面。圖片中顯示東南亞國家的地震活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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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研討會議程。其中有 11個國家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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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附錄三：會議期間的特殊片段。(a)研討會的開場介紹；(b)海報成果討論與交流；(c)緬甸

的地震災害機率警示；(d)印度過去 200 年內發生規模 M~8 的地震分布；(e)尼泊爾近期的

災害地震；(f)巴基斯坦學者的結語：「Alert Today, Alive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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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這次研討會報告的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