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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字：高齡社會、智慧城市、智慧防災、智慧社區、坡地災害、無障礙 

本次考察由陳所長瑞鈴、賴副研究員深江、張助理研究員志源執行。透過

本次考察，瞭解日本智慧防災技術發展狀況、坡地災害相關法令制度變革與政

策、智慧社區、高齡者居住環境及無障礙環境之設計內容。 

本計畫之研習行程共計 7日，主要行程為參訪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

所、柏之葉智慧社區、國土交通省國土技術政策總合研究所、株式會社富士通

研究所、社會福祉法人銀翼及廣島縣政府。可分成三種拜會參訪行程，第一種

屬於機關、研究機構拜會行程，主要拜會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株式

會社富士通研究所、國土交通省國土技術政策總合研究所及廣島縣政府土木建

築局砂防課，第二種屬於民間福祉法人照護機構拜會行程，主要拜會社會福祉

法人銀翼，第三種行程屬參訪行程，主要參訪柏之葉智慧社區及東京都丸之內

車站。供本所 106-109 年推動高齡者安全安心生活環境科技發展中程個案計畫

及 104-107 年都市與建築減災與調適科技精進及整合應用發展計畫之參考。 

考察建議包括下列幾項：一、建議針對先進國家身心無障礙環境法令進行

研究；二、建議針對智慧設施設備導入高齡友善環境進行研究，以健全國內高

齡照護環境；三、推動智慧科技應用於都市及建築防災俾提升災害韌性之相關

研究；四、因應第一線人員需求推動都市及建築災害韌性之相關研究；五、推

動具有法令基礎之山坡地社區管理制度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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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本計畫依據 105 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基金管理會核定之「推動多面

向智慧城市及建築防火與 BIM 技術先期計畫」，赴日本執行其子計畫「高齡

友善及防災智慧城市研習行程」。 

本計畫之研習行程共計 7 日，主要行程為參訪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

究所、柏之葉智慧社區、國土交通省國土技術政策總合研究所、株式會社富

士通研究所、社會福祉法人銀翼及廣島縣政府。可分成三種拜會參訪行程，

第一種屬於機關、研究機構拜會行程，主要拜會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

所、株式會社富士通研究所、國土交通省國土技術政策總合研究所及廣島縣

政府土木建築局砂防課，第二種屬於民間福祉法人照護機構拜會行程，主要

拜會社會福祉法人銀翼，第三種行程屬參訪行程，主要參訪柏之葉智慧社區

及東京都丸之內車站。 

行程規劃包括瞭解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之建築物無障礙研究成

果及無障礙設施實驗室；瞭解柏之葉智慧社區面臨超高齡社會，為居民提供

健康支援設施、實質建築物與戶外環境設計及地區能源管理系統(AEMS)；瞭

解國土交通省國土技術政策總合研究所針對災害弱勢者避難支援、坡地災害

風險評估、複合性災害因應等研究及相關制度；瞭解株式會社富士通研究所

對坡地崩塌、滑動、土石流災害開發出的自動偵測網路技術及防災系統；瞭

解社會福祉法人銀翼如何導入外骨骼機器人提供照顧人員去照顧老人及相關

先進的設施設備；瞭解廣島縣政府如何指定土砂災害警戒區域、特別警戒地

區域及其基礎調查結果之公告與說明機制。 

透過本次考察蒐集日本智慧防災技術發展狀況、坡地災害法令制度變革

與政策、智慧社區、高齡者居住環境及無障礙環境之設計內容。拜訪日本政

府、學術及產業界，進行交流，拓展國際視野，提升未來國內建築防災、智

慧社區及高齡環境改善之研究及推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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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過程 

一、行程規劃 

預定日期 參訪地點 研習內容 

2 月 5 日 

(週日) 

臺灣(臺北)→日本

(東京) 

 

2 月 6 日 

(週一) 

1. 國立研究開發

法人建築研究

所（筑波市） 

2. 柏之葉智慧社

區（千葉縣） 

1. 對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近

年所作的無障礙研究成果及實驗室

進行瞭解。 

2. 針對柏之葉智慧社區之地區能源管

理系統(AEMS)、實質建築物與戶外

環境設計及健康支援設施進行瞭

解。 

2 月 7 日 

(週二) 

1. 國土交通省國

土技術政策總

合研究所（東

京） 

2. 參訪東京丸之

內車站無障礙

設施設置(東京

都) 

1. 針對國土交通省國土技術政策總合

研究所進行災害弱勢者避難支援、

坡地災害風險評估、複合性災害因

應等研究及制度加以瞭解。 

2. 針對東京丸之內車站之無障礙設施

設備內容進行瞭解。 

2 月 8 日 

(週三) 

1. 株式會社富士

通研究所（神

奈川縣川崎

市） 

2. 社會福祉法人

銀翼（東京） 

1. 針對株式會社富士通研究所以坡地

崩塌、滑動、土石流災害為對象，

開發使用自動偵測網路技術，並已

實用化之防災系統進行瞭解。 

2. 針對社會福祉法人銀翼導入外骨骼

機器人，提供照顧人員使用照顧老

人服務進行瞭解。 

2 月 9 日 

(週四) 

東京→廣島  

2 月 10 日 

(週五) 

廣島縣政府土木建

築局砂防課（廣

島） 

瞭解廣島縣政府如何制定針對土砂災害

警戒地區、特別警戒地區之指定及其基

礎調查結果之公告與說明等機制，以供

作臺灣坡地防災管理之借鏡。 

2 月 11 日 

(週六) 

日本(廣島)→臺灣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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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內容 

（一）2 月 5 日行程 

本日由臺灣出發前往日本，於上午 7 點 30 分在臺灣台北松山機場航廈集

合，飛機於臺灣時間上午 9 時起飛，於日本當地時間中午 12 時 40 分抵達東

京羽田國際機場。 

本次考察行程主要以日本電車作為交通工具，購買日本的 PASMO 票卡

（類似我國的捷運卡），以利方便刷卡進出車站，於下午 3 點入住預訂旅館。 

在前往旅館的過程中，發現日本羽田國際機場無障礙設施完善，包括坡

道、無障礙電梯、無障礙廁所等。從東京羽田國際機場到東京市區的電車，

車廂內有提供旅客行李架放置沉重的行李。從東京的火車站月台到預訂旅館

的道路路面都極為平順，路面有高低差時會有斜坡道連結，人行道也極為平

緩，使拖運行李旅客能夠方便行進。 

（二）2 月 6 日行程 

 1.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 

上午拜會位於日本筑波市的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針對日本近

年所作的無障礙研究成果及實驗室進行瞭解。 

日方接待人員主要有該建築研究所理事西山功博士、住宅與都市研究臼

井浩一組長、企劃部國際研究參事森正志博士、建築生產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小野久美子博士等。 

首先由森正志博士先介紹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整體研究方

向，包括在住宅、建築、都市計畫的研究重點。再由研究員小野久美子博士

介紹該所從通用設計觀點，進行多機能廁所研究的成果，這些成果將作為日

本無障礙法規條文改善，然後介紹日本現行「高齢者、障害者等の移動の円

滑化に関する法律」及「高齢者、障害者等の円滑な移動等に配慮した建築

設計標準」主要架構內容。為了因應 2020 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將在日本東

京舉行，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針對「高齢者、障害者等の円滑な移

動等に配慮した建築設計標準」的輪椅觀眾席位設置等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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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

所入口 

圖 2-拜會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

研究所 

  
圖 3-進行無障礙法規改善相關簡報 圖 4-與日本建築研究所相關人員合照 

  
圖 5- 日本建築研究所實驗室設備 圖 6-日本建築研究所行動不便者避難

設備實驗 

再來由住宅與都市研究組臼井浩一組長介紹為因應日本超高齡社會之社

區營造，製作可讓高齡者找到生存意義及健康生活之社區營造手冊。仔細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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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該手冊之內容，主要包括下列幾個部份： 

（1）促進高齡者外出輕鬆地停留場所之塑造與經營手法，例如高齡者與

兒童一同活動之場所、高齡者可自由地使用時間之茶館等。 

（2）讓高齡者與社會保持聯繫，促進高齡者參加地區活動之手法，例如

公園環境清潔活動、道路環境打掃活動等。 

最後，小野久美子博士帶領導覽通用設計實驗室，參訪行動不便者避難

設施之實驗設備，及為因應不同類型之行動不便者，改善樓梯級高與級深的

實驗設備。 

 2. 柏之葉智慧社區 

下 午拜訪位於日本千葉縣的柏之葉智慧社區(Kashiwa-no-ha Smart 

City)，日方接待人員主要有日立公司（HITACHI）服務事業推進本部事業主

管戶辺昭彥先生、主任技師市原貴史先生、項目開發部總經理福原照代先生，

台灣日立亞太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梁琼瑜女士及業務經理鄭世新先生等。 

柏之葉智慧社區強調「環境共生」、「健康長壽」、「新產業創造」，

提出了「明日城市的新願景」，該社區由三井不動產株式會社、日立公司及

當地的大學共同攜手完成。 

該社區都市計畫土地開發之緣起，是因韓戰停戰後不久，美國空軍於柏

之葉（現在為東京大學、千葉大學兩所大學的校區以及縣立柏葉公園）附近

地區 188 公頃土地建造一處通信基地，在高速經濟成長期的 1961 年，三井不

動產在此建造「柏高爾夫俱樂部」，並正式開業，至 2001 年關閉為止。另美

國政府於 1979 年將此空軍通信基地所在土地全部歸還日本。 

根據柏市的城市建設規劃要求，柏之葉地區自 2000 年起，開始著手面積

達 273 公頃的規劃改造事業。隨著 2005 年筑波快速線（Tsukuba Express）的

開通，柏之葉學園站加入營運，提高交通便利性。2008 年由千葉縣、柏市、

東京大學及千葉大學共同參加的「柏之葉國際學園都市構想」計畫，受到各

界極大關注。此外，「學術研究城市・柏之葉」旨在成為官民學攜手合作、

任何人皆可參與的城市建設實驗計畫，於 2011 年 12 月獲日本內閣府選定為

「綜合特區」及「環境未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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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日本柏之葉都市計畫開發前之空

照圖。(資料來源：現場報告之簡

報內容。) 

圖 8-日本柏之葉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

畫圖。(資料來源：現場報告之簡

報內容。) 

此次參訪主要針對柏之葉智慧社區之地區能源管理系統(AEMS)、實質建

築物與戶外環境設計及為居民提供健康支援設施內容進行瞭解。可以看到

「柏之葉大學城」由政府、民間、學校聯合經營，範圍以筑波快線柏之葉校

園站為中心的全市。規劃主題為環境共生、健康長壽、創新產業，以創造安

心、安全、永續智慧城市。目標是通過自然能源和未利用能源的發電及蓄電、

街區間電力相互調度、居民參加節能活動等建立成抗災害能力強的社區。 

此外，日立公司的接待人員帶領眾人參訪柏之葉社區內的健康研究所，

以及提供居民生活及創業使用的場所，讓眾人瞭解智慧建築與健康照護環境

如何相互結合。 

日本柏之葉智慧社區最重要的特色，是提升防災因應能力之緊急電力調

度工作 AEMS(地區能源管理系統)，目標在創建自主經營的供電網路並擴充功

能，並發展成為「智慧電網」。於發生災害時，該社區可經由利用再生能源

及蓄電池，對能源進行合理分配，使 BCP(事業持續計畫)、LCP(生活持續計

畫)得以實現。在柏之葉社區的核心地區內，即使在發生停電時也能連續 3 天，

保障平時六成左右的電力供應，還可為住宅大樓之消防電梯、照明設備以及

公用區域提供電力，並經由地下水抽水泵的供電而確保生活用水，確保城市

生活所需用水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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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與日立公司接待人員合照 圖 10- 參訪日本柏之葉智慧社區內健康

研究所 

  
圖 11-日本柏之葉智慧社區內之健康研

究所相關體適能檢驗設施 

圖 12-日本柏之葉智慧社區設置健康研

究所 

  
圖 13-日本柏之葉智慧社區內提供社區

內居民使用的室內空間 

圖 14-日本柏之葉智慧社區內室內公共

空間 

（三）2 月 7 日行程 

1. 國土交通省國土技術政策總合研究所 

承蒙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亞東關係協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

組、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東京本部等單位之協助，得以假公益財團

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東京本部與該所進行交流。並由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

處經濟組何天賜秘書及交流協会總務部長田洋司副長陪同，該所計有榎村康史

國土防災研究官、建築研究部石原晃彥建築災害對策研究官、建築研究部構造

基準研究室主任研究官諏訪田晴彥博士、都市研究部都市防災研究室長竹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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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士、住宅研究部住宅生產研究室室長布田健博士、道路構造物研究部道路

地震防災研究室室長片岡正次郎博士、道路地震防災研究室今長信浩主任研究

官等多位專家出席。交流主要內容如下。 

（1）對超過設想外力與複合性自然災害之危機管理 

內容包括 A.建構超過設想外力與複合性天然災害之影響構造分析：收集歷

史上巨大災害案例，依照災害之時間軸整理受到外力與受害、因應與復興之時

間序列，整理成為影響圖；B.災害發生情境建構手法檢討：將不同領域受害依

在地觀點加以連結，俾朝向可檢討在地之受害連結到基礎設施功能所發生障礙、

對該區域所造成生活障礙或經濟障礙等連鎖影響，建構出「受害之連鎖樹狀

圖」；C.災害風險與影響程度分析手法檢討：依照災害所造成障礙重大性、可

能性及深刻程度加以評估，檢討災害所造成障礙重大性及操作選項實施困難度，

整理對策優先性；D.超過設想外力與複合性天然災害之危機管理策略檢討：就

所開發手法支援進行具體作業而編製工具；E.著重與洪水所形成複合性天然災

害之基礎防災設施整備與管理檢討。 

（2）震災害避難模擬技術 

係考慮地震發生時引發市區發生火災，為減少人員傷亡，針對火災發生時

居民移動至避難場所之避難狀況透過電腦模擬加以確認。模擬系統主要內容包

括 A.市區火災電腦模擬：以每一棟為資料單元，計算各棟建物出火時之延燒狀

況；B.市區火災避難電腦模擬：使用「多元代理人」（multi-agent ）模型推估

火災發生時，居民從所在建物移動至避難場所之避難狀況；C.避難場所與避難

路徑選擇，基本上選擇最為靠近之避難場所與避難路徑、於到達每個交差點時，

再選擇一次避難場所與避難路徑、於到達避難場所時，若遇到火災逼近時，再

進行避難；D.可用事前設定因建物倒塌致道路無法通行之狀況，刪除無法通行

之路徑，模擬道路封閉下之避難行動；E.可按各個時段到達避難場所人數、已

於避難場所避難中之人數、避難失敗人數加以輸出資料。依照計算結果可統計

出各交差點、各道路於不同時刻之避難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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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會後於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

會東京本部與會人員合影 

圖 16-於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東

京本部交流討論情形 

 

 

圖 17-國土交通省國土技術政策總合研

究所於 2014 年進行實尺寸載重

耐震實驗。(資料來源：現場報

告之簡報內容。) 

圖 18-抑制結構變形之設計方法。(資

料來源：現場報告之簡報內

容。) 

 

 

圖 19- 複合災害之受害影響關聯圖。

(資料來源：現場報告之簡報內

容。) 

圖 20-複合災害之對不同設施之受害影

響圖。(資料來源：現場報告之

簡報內容。) 

 

  



10 
 

（3）建築物地震減災因應對策： 

就災害據點建築物之機能維持技術進行說明。  

A.「開發災害據點建築物之機能維持技術—朝向地震、海嘯、龍捲風後仍可

繼續使用之建築物」:為抵禦各種災害造成之外力，需要以低成本滿足災害據點

建築物需具備機能，因而進行技術研發與研擬設計指針。內容包括開發可防止

建物變形、天花板受損之構造手法、可對應海嘯之沖刷力、龍捲風夾帶旋轉物

體之衝擊力的設計方法等，此等成果將彙整成「災害據點建築物設計指南」，

以期普及在災後亦能發揮功能之韌性災害據點建築物。 

B.「開發災害據點建築物之機能維持技術—活用扶壁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

損害防止設計法」:就結構設計觀念由過去之「安全極限」提升為「損傷極限」，

以期呼應社會對建築物於震災後仍能維持使用、就建築物因地震致功能劣化需

快速回復等需求。過去以來之結構設計因扶壁（buttress）之性能評估複雜而未

能納入，惟近年來評估方法相關研究有所進展。因而此研究構思出「立柱加上

扶壁」之構造，並進行實尺寸建築物載重實驗研究，結果令人滿意。由於採用

此種新型構造比起現行構造僅增加少許成本，故將納入以災害據點建築物為對

象所研訂之「災害據點建築物設計指南」內。 

2. 日本東京丸之內車站 

下午參訪日本東京都丸之內車站，主要為瞭解該車站內外的無障礙設施

設置狀況。 

東京都丸之內車站位在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丸之內一丁目，為東日本旅

客鐵道（JR 東日本）、東海旅客鐵道（JR 東海）、東京地下鐵的鐵路車站。

不但是日本多條鐵道路線的起點站，也是東京主要的交通樞紐之一。 

東京都丸之內車站於 1914 年建造，在車站建造階段，曾被冠以「中央車

站」之名，並在落成典禮當天，被重新命名為「東京車站」。自此車站促進

周遭商業區域的興盛，成為東京的中心地帶。這棟建築物已被指定為日本重

要文化財。 

由於歷史悠久，該車站經過大幅整修，於 2012 年 10 月整修完畢，恢復

原貌，重現 100 年前的歷史風華。車站內、周邊及地下街是廣大的商圈，包

括舉辦活動的廣場、購物區、咖啡店和餐廳等設施。 

東京都丸之內車站建築物的結構以強化混凝土重新建造，而三樓外牆則

以面磚修復。一樓與二樓原有的紅磚結構被加以保留，而外牆覆面則以面磚

修復至其原始樣貌。還了使車站能承受大型地震，技術面上還加強其隔震的

性能。作為日本重要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的設置極為完善，同時將建築物及

車站周邊路面一起考量，使旅客可以拖運行李搭乘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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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物內有完善的無障礙通路，包括室內通路走廊、室外通路、高低

差處有坡道、無障礙廁所、無障礙電梯等。與台灣無障礙設施不同的地方，

包括有專為視障者提供的無障礙電話、售票口及點字地圖。 

整體來說，東京都丸之內車站無障礙設施完備，另值得學習的是該車站

作為文化財，修建時重視原樣的保存，並增加隔震及構造的強化，可在車站

內見到原站體與新設施並陳及再利用之特色。 

  
圖 21-參訪日本東京都丸之內車站 圖 22-日本東京都丸之內車站外部立面 

  
圖 23-日本東京都丸之內車站通往月台

之坡道 

圖 24-日本東京都丸之內車站通往地下

月台之電扶梯及導盲磚 

  
圖 25-日本東京都丸之內車站無障礙廁

所外之點字地圖 

圖 26-日本東京都丸之內車站隔震設

施，產生新舊界面的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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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日本東京都丸之內車站內無障礙

電話設備 

圖 28-日本東京都丸之內車站室內空間 

  
圖 29-日本東京都丸之內車站室外，建

築與地面界面之隔震設施 

圖 30-日本東京都丸之內車站無障礙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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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 月 8 日行程 

1. 株式會社富士通研究所 

        富士通公司所屬富士通研究所位於川崎市，本次由我國經濟部「台日產業

合作推動辦公室」(Taiwan-Japan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Promotion Office , TJPO)

海老原信義顧問陪同拜會，並由該所網絡系統研究室主管研究員山下浩一郎博

士及環編平台研究室鈴木貴久先生等代表接待。 

簡報介紹富士通研究所與我國工研院資通所合作研發之自律型感測路技術

防災系統。該系統為突破減災、防災系統實際能進行的監測範圍受到限制的現

狀，達成大範圍資訊收集之目標，富士通研究所與我國工研院資通所合作開發

之感測系統，能讓多個具有自行發電設備之小型感測器透過無線傳輸相互連結，

經由自律型感測網路，在可能發生崩塌之地點進行資訊收集(例如位移、地下水

位、土壤水分)，並可透過遠端遙控由控制中心發布指令予每一具感測器。 

此系統之優點在於部份感測器電力不足或發生故障，整套系統仍然可藉由

自律感測器點對點(node)間之無線傳輸而繼續正常運作。傳統監測儀器常因受

限於有線線路設置受到地形地貌與植被阻礙，無法對監測範圍達成全面監控，

惟自律感測器在設置上可因應地形地貌調整區位，只需電力正常供應且點位之

間傳輸不受障礙物阻隔，系統仍可維持運作。此一感測網路並於我國苗栗國立

聯合大學等地邊坡完成實證研究，目前此項合作開發計畫已告結束，研究成果

已移轉至富士通總公司進行商品化運用。另其研發技術亦透過產學合作，由長

崎大學工學院基礎設施延壽中心(Infrastructures Lifetime-Extending Maintenance 

Research Center )進行技術人員培訓 。 

 

  
圖 31-於富士通研究所與會人員合影 圖 32-於富士通研究所簡報討論情形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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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於富士通研究所簡報討論情形

（之二） 

圖 34-於富士通研究所簡報討論情形

（之三） 

 

 

圖 35-傳統邊坡人工監測方式。(資料

來源：現場報告之簡報內容。) 

圖 36 自律型系統邊坡感測方式。(資料

來源：現場報告之簡報內容。) 

 

2. 社會福祉法人銀翼 

下午參訪社會福祉法人銀翼，由該機構的理事長石川公也先生及相關工作

人員帶領大家參訪該機構的相關設施與設備。 

社會福祉法人銀翼是位在東京都新富町車站附近的一間私有高齡福利設施

服務機構，是一間優質的以社區為基礎的照顧福利機構。長期照護老人有 40 名，

短期照護老人有 6 名，日間照護的有 34 人。該機構共 8 層樓鋼筋混凝土建築，

總建築面積為 2,359.09 平方公尺。長期照護房間中，有 7 間是 4 人同房，6 間 2

人同房。短期照護房間中，有 1 間是 4 人同房，1 間 2 人同房。 

該機構理事長石川公也先生說明日本因應未來高齡者照顧環境，引進外骨

骼機器人，可以協助被介護者的搬移、換尿布、換床單及協助入浴的功能，該

機構的設施是極為先進的。 

在現場的參訪中可看到外骨骼機器人如何提供照顧人員去照顧高齡者，另

外有些特別設施設備，包括非接觸床邊監測系統，該監測系統適用於老人與失

智症者，防止他們在床邊跌倒；介護機器人可協助高齡者行走；機器人 Pe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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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教導高齡者作體操與運動，洗澡機可協助高齡者洗澡。 

 

  
圖 37-理事長石川公也先生介紹社會福

祉法人銀翼相關設施設備 

圖 38-參訪社會福祉法人銀翼照顧機械

人 

  
圖 39-社會福祉法人銀翼內機器人

Pepper 教導高齡者作體操與運動 

圖 40-社會福祉法人銀翼之洗澡機，可

協助高齡者洗澡 

  
圖 41-協助照顧人員去照顧高齡者之外

骨骼機械人 

圖 42-照顧機械人可協助高齡者步行與

復健 

（五）2 月 9 日行程 

從日本東京丸之內車站搭乘新幹線前往廣島，入住預訂的旅館，並準備

隔天前往廣島縣政府相關的訪談資料。 

（六）2 月 10 日行程 

拜會廣島縣土木建築局砂防課，擬瞭解廣島縣政府如何制定針對土砂災

害警戒地區、特別警戒地區之指定及其基礎調查結果之公告與說明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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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作臺灣坡地防災管理之借鏡。本次由該局土砂法指定推進部門淺岡英二

參事、山根大史主任代表接待。 

日本廣島縣與土砂災害防止法修訂有極深之淵源。於 1999 年「6.29 廣

島豪雨災害」，中央政府於 2001 年制定「推動土砂災害警戒區域等土砂災害

防止對策相關法律」（簡稱為「土砂災害防止法」），復因 2014 年「8.20

廣島豪雨災害」，中央政府當年即修正該法部分條文。 

廣島縣自 2003 年起，開始進行土砂災害警戒區域之調查劃設與公告，直

至 2017 年 2 月共計已公告土砂災害警戒區域 17,560 處，特別警戒區域(對

建築物及居民生命身體具顯著危害之區域) 15,839 處。警戒區域劃設程序如

下： 

1.實施基礎調查：依據「土砂災害防止法」第 4 條規定，都道府縣應約

每五年進行一次指定土砂災害警戒區域，以及指定土砂災害特別警戒區域，

與實施防止土砂災害所需對策之必要的基礎調查（包含有陡坡崩塌等發生之

虞之土地相關地形、地質、降雨等狀況，以及有土砂災害發生之虞之土地利

用狀況及其他相關事項的調查）。基礎調查進行方式為：A.周知居民（包括

於縣府網站刊登訊息、運用市町村等自治團體之公關報刊刊登訊息、對當地

代表（如町內會會長等）進行說明、對將納入現地調查土地範圍內之各住戶

致送調查說明資料；B.進行基礎調查（現地調查、區域設定等）；C.基礎調

查結果公告周知（於縣府網站刊登訊息）；D.基礎調查結果公開閱覽；E.對

將納入現地調查土地範圍內之各住戶致送調查說明資料等。 

2.於基礎調查後指定土砂災害警戒區域、特別土砂災害警戒區域：有土

砂災害之虞區域指定為「土砂災害警戒區域」（圖面上標示為黃色區域）、

有建築物受損或對居民造成嚴重影響之虞區域指定為「特別土砂災害警戒區

域」（圖面上標示為紅色區域）。可要求「特別土砂災害警戒區域」內之土

地需經許可方能開發、建物需經結構審查，並得要求有受災損壞之虞建物住

戶搬遷等管制措施，惟就搬遷之情形，政府將提供部分費用補助。另外，位

於警戒區域（黃色或紅色區域）土地可減徵不動產稅；並要求於買賣時，賣

方對此有告知義務。 

3.基礎調查結果公布：都道府縣應將基礎調查結果通知相關市町村長、

都道府縣應將基礎調查結果公告周知、詢問相關市町村長意見。 

4.縣府公報刊登指定土砂災害警戒區域、特別土砂災害警戒區域之內容。 

據了解廣島縣依據土砂災害防止法指定土砂災害警戒區域、特別土砂災

害警戒區域及公布基礎調查結果時，時有居民反彈，但經強調係依法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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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安全所劃設，並與當地居民多方溝通協調而逐漸獲得理解 

  
圖 43-於廣島縣土木建築局砂防課簡報

討論情形 

圖 44-於廣島縣政府前合影 

  
圖 45-廣島豪雨災害分布位置圖。(資

料來源：現場報告之簡報內

容。) 

圖 46-廣島豪雨災害造成災害狀況。

(資料來源：現場報告之簡報內

容。) 

  

圖 47-廣島縣土砂災害資訊平台。(資

料來源：現場報告之簡報內

容。) 

圖 48-廣島縣土砂災害狀況-原設定避

難處所位置需重新檢討。(資料

來源：現場報告之簡報內容。) 

（七）2 月 11 日行程 

本日由日本廣島出發回到臺灣，於上午 7 點在日本廣島國際機場航廈

Check-In，日本時間上午 9 時起飛，於臺灣當地時間上午 10 時 50 分抵達桃

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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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心得 

一、應學習日本建築物無障礙設計標準制定與設置之精神 

本次考察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並參訪東京都丸之內車站過

程中，見到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透過建築法規研究與實驗室建立

相關科學數據，提供給日本國土交通省制定相關法規。同時該所針對 2020 年日

本東京奧運的來臨，與時俱進修正「高齢者、障害者等の円滑な移動等に配慮

した建築設計標準」，以符合屆時大量來日本觀賽之行動不便者需求。另外該

所透過實驗室建置，進行人體工學及相關通用設計環境的實驗，注重基礎研究

累積實驗數據，提出符合日本在地的人體工學數據，作為擬定相關設計規範、

標準之依據，值得我國參考學習。此外，該所研究範疇並不侷限於建築硬體設

施面之研究，以住宅及都市研究組而言，擴及到社區空間營造之軟體管理面之

研究，例如推動高齡化社會之社區營造，可供未來參考。 

另外，在日本東京都丸之內車站之參訪中，可以看到該車站重視交通場站

建築與周邊整體環境無障礙的建構，除了在車站內具備完善的室內通路走廊、

室外通路、坡道、無障礙廁所、無障礙電梯，車站內部與周邊道路的界面皆非

常平順，並且無障礙環境重視視障者需求，提供完善的點字設備與語音服務，

值得我國學習。 

日本為因應超高齡社會來臨，將無障礙設施設置之思考層面擴大，對身體

障礙者權益的維護擴展到智能、精神、發育等方面的障礙者皆納入適用對象範

圍，同時對高齡者之使用行為特別注意。分析日本與我國建築物無障礙法令制

度不同之處，在於日本將原特定建築物和交通無障礙設施之設置，擴展到道路、

戶外停車場、都市公園等，並由原先進行無障礙空間化之重點對象區域擴展至

無設置旅客設施的區域。此與我國現行將建築、公園、道路無障礙設施各自獨

立改善及設置之思維不同。 

至於日本建築物無障礙法規之特殊性在於以「促進高齡者、身障者等順暢

移動之法律」為母法，如同在參訪中所提的，該母法共 64 條，整合建築、道路、

公園、車輛、補助之措施。再從相關子法細訂母法所規定之內容，其思維與我

國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7 條作為建築及活動場所無障礙環境改善之

母法不同。至於日本建築物無障礙設計標準之依據源自「顧慮到高齡者、身障

者等順暢移動之建築設計標準」，該標準分成「顧慮到高齡者、身障者等的建

築物整備促進」、「單位空間等之設計」、「設計案例集」、「基本尺寸等」

等，標準之內容強調建築物整體計畫概念、重點、各種用途的檢查重點、災害

時避難、引導設施等內容，另該標準強調無障礙整體設計重點，其關切點放在

通用環境的考量與整備上，設施設置多樣性。未來我國思考如何進行建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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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公園空間無障礙環境制度之整合，可以日本之制度做為參考。 

我國未來應該重視推動建置地域性「高齡者身心無礙之社區生活圈」思維，

統整規劃建築物、騎樓、人行道與都市公共設施等，去除空間行動障礙，提升

國內高齡友善品質。另外，應跳脫過去僅偏重處於肢體障礙高齡者之需求，重

視特殊身障者，如聽障及視障者及認知障礙者之行為模式，延伸以個人行動及

居家生活等輔具，強化補足居家環境場所空間與使用者介面的聯繫，將醫療與

照護服務及科技與硬體環境配合，以更全面、更細緻的研究及推動高齡安全安

心生活環境。並加強進行人體工學計測研究、行動不便者及失智症者行為調查。 

 

二、未來應加強智慧設施設備導入高齡友善環境之研究 

從日本社團法人銀翼的參訪過程中，可見到該機構透過機械人進行高齡照

護，外骨骼機器人可協助照顧人員照顧高齡者，並有特殊設備，協助高齡者床

邊監測、教導高齡者作體操與運動及洗澡等。 

另在日本柏之葉智慧社區參訪中，可見到該案最大特色是針對超高齡社會

來建置環境，最重要的智慧化設施是地區能源管理系統(AEMS)。同時，柏之葉

智慧社區是由政府、民間、學校聯合經營，規劃主題為環境共生、健康長壽、

創新產業，以創造安心、安全、永續智慧城市。從參訪看到實質建築物與戶外

環境設計，及為居民提供健康支援設施等內容，能夠帶動創新產業及活絡地區

目的。值得我國學習。 

從參訪的案例中可見到環境建置與科技整合之趨勢，未來應加強智慧設施

設備導入高齡友善環境之研究，重視亞健康高齡者、聽障、視障及認知障礙者

之行為模式，探討居家生活輔具，將醫療與照護服務及科技與硬體環境配合。 

國內現行有《CNS 15390 身心障礙者輔具－分類與術語》標準及輔具「主

要任務功能」分類，建議未來可朝探討「個人行動輔具」、「居家生活輔具」、

「住家及其他場所之家具與改裝組件」如何補足居家及活動場所空間與使用者

介面的聯繫，讓環境之設計與建置更能符合高齡者生活便利需求，甚至將現有

的醫療與照護服務政策及科技應用適當的硬體環境配合，以發揮更大之整體效

益。 

 

三、推動智慧科技應用於都市及建築防災俾提升災害韌性之相關研究 

呼應國家發展委員會研提「Taiwan 2020(創意臺灣)政策白皮書」內「智慧國

土」構面計畫，智慧國土係以國土的永續價值為出發點，運用網路智慧，建立

人、環境及社會三個面向的互動關聯，推動以 ICT 為基礎，建立高度感知

http://rdec.moi.gov.tw/Management/Plan/Schedule.aspx?Id=103301070000G0042
http://rdec.moi.gov.tw/Management/Plan/Schedule.aspx?Id=103301070000G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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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ed)、網路(Interconnected)及智慧(Intelligent)策略整合架構，並透過災防

領域的具體實踐，落實永續發展。國內於歷經多次的巨大天然災害後，採取

「遠離災害、躲避危險」為最高防災指導原則，在無法改變環境的態勢下，平

時就需掌握所有環境的基本資料與監測變異，在災害來臨前提早提出警告，使

民眾得以及時因應，以降低災害造成生命財產的威脅。自參訪株式會社富士通

研究所可看到智慧科技與防災結合運用已成為未來防災科技發展之趨勢，且未

來需仰賴智慧科技研發人員與都市建築防災研究人員以跨領域合作方式進行，

惟需雙方建立可相互理解之共通基本技術知識，以利技術整合。另外，防災智

慧科技研發初期即宜考量技術應用之成本課題，以利推廣普及應用。 

 

四、以提升第一線人員解決問題之技術能力為目的進行相關研究，並推動跨部

門之整合性災害研究 

自與國土交通省國土技術政策總合研究所交流獲悉，該所防災研究業務涉

及建築研究部、都市研究部、住宅研究部、道路構造物研究部等部門，其組織

及人力相較本所更為充裕，研究內容及分工更為細緻。另其組織任務與本所相

似，皆注重應用性研究，並以研究產出規範、標準、指南、手冊等制度化成果

為主要目的。就本次交流所見該所進行跨組織部門之整合性災害研究，並以

「可資提升第一線人員解決問題之技術能力」為軸，針對過去之重大災害進行

大型調查研究，跨部門動用所內研究人力及資源，加上中央、地方政府相關單

位協助，不畏艱難持續數年累積相關調查研究資料，並完成綿密之災害因果關

係體系與影響程度分析等項成果，係其他單位無法達成且極具參考價值之研究

成果，頗值得吾人學習。 

 

五、推動具有法令基礎之山坡地社區管理制度相關研究 

於參訪廣島縣政府土木建築局砂防課所見，於中央政府指導下，廣島縣政

府就指定土砂災害警戒區域、特別警戒區域，及其基礎調查結果之公告與說明

等機制，已建立完整之操作程序，惟於實際依法指定土砂災害警戒區域、特別

土砂災害警戒區域及公布基礎調查結果時，仍時有居民反彈。雖有法令依據，

尚需須與當地居民進行災害風險溝通方能逐漸獲得理解，此亦值得吾人未來推

動山坡地社區自主管理制度研究時參考。另日本就納入警戒區域內之土地除有

開發管制、建物結構審查等強制措施外，並對有搬遷之情形，政府提供部分費

用補助。另外位於警戒區域土地可減徵不動產稅，並要求於買賣時，賣方對土

地位於警戒區域之情事有告知義務。推動具有法令基礎之山坡地社區管理制度

相關研究，並應納入管制手段、財政補助及不動產交易資訊揭示義務等項實施

工具，以期發揮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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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一、建議針對先進國家身心無障礙環境法令進行研究。人口快速高齡化是先進

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美、英、日本、西歐、北歐各國，甚至南韓、新加

坡等均因應其國情、社會制度來調整無障礙環境相關法規。我國於 107 年

將進入高齡社會，因應先進國家身心無障礙環境法令趨勢與時俱進，應加

強針對先進國家無障礙環境法令進行研究。 

二、建議針對智慧設施設備導入高齡友善環境進行研究，以健全國內高齡照護

環境。由於高齡者之五感及身體老化會引發相關退化現象，包括肢體障礙、

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器官障礙、認知障礙、精神障礙、認知障礙等，應

針對智慧設施設備導入高齡友善環境進行研究，以創造符合高齡者使用之

優質無障礙環境。 

三、推動智慧科技應用於都市及建築防災俾提升災害韌性之相關研究。平時掌

握各種環境基本資料與監測變異狀況建立觀測資料庫，設定設施警戒基準，

透過大數據分析結合智慧科技傳輸訊息給民眾，俾利於災前預警降低災害

風險。 

四、因應第一線人員需求推動都市及建築災害韌性之相關研究。自過去之巨災

經驗汲取防災知識，由系統觀點進行跨部門之整合性災害研究，找出既有

防災對策、基準等項缺失，提出改善建議，以協助第一線人員提升解決問

題之技術能力。 

五、推動具有法令基礎之山坡地社區管理制度相關研究。坡地社區建築及使用

安全管理制度建構需具備法令依據，以法令之強制力再加上開發建築管制、

財政補助、災害風險溝通及交易資訊揭示等項機制，方能發揮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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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建築研究所簡報資料（Outline of BRI）  

二、土砂災害建築管制簡報資料 

三、地震避難模擬技術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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