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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據 104 年 11 月 26 日我國與日本簽署「亞東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交流

協會間強化災害防救業務交流合作備忘錄」，雙方原則每年輪流舉辦有關防災之

各種主題之意見交換，並視需要辦理專家交流。因此，繼 105 年 3 月 23 日至 25

日日本內閣府防災擔當官員齊藤馨參事官等 6 人組團訪問我國後，105 年 12 月 2

日至 6 日改由我方組團赴日拜訪日本靜岡縣及東京內閣府，雙方輪流進行臺日災

害防救業務交流座談暨觀摩參訪。 

鑑於日本為亞洲地區災害防救研發、規劃及執行體系之翹楚，另為瞭解日本

從中央內閣府到地方政府(縣、市、町、村)的防救災規劃與執行，本次除參加日

本內閣府主辦的相關議題座談會、觀摩靜岡縣災害防救演練、參訪災害防救設施

外，並蒐集日本防救災相關災害防救體系架構、地方政府演練作業流程、設施及

技術等資料，以作為未來執行災害防救應變作業、中央與地方情資整合、演練評

核、縣市災防能力評估等課題之重要參考。 

整體行程包括：(一)靜岡縣沼津市沼津港的海嘯對策設施：沼津港築山海嘯

避難場所、沼津港航路水門之重力式防海嘯閘門、沼津市多比舟越避難處所、沼

津市多比上道海嘯避難場所、清水區三保交流廣場的海嘯鋼骨避難塔等。(二)靜

岡縣地域防災訓練觀摩：藤枝市青島東小學校自助與共助之地域防災訓練、市立

綜合醫院二次傷事輕重分類、下水道式臨時廁所安裝實作、二次避難場所參訪。

(三)静岡縣地震防災中心參訪、靜岡縣地震對策簡報。(四)日本內閣府交流座談

議題：日本災害救助政策、日本地震保險運作、我國停班停課辦法的設計與運作。

(五)六本木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防災監控中心參訪、瓦斯及油料發電機

設施及高樓層主動重力阻尼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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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日災害防救業務交流座談 

暨觀摩參訪 

出國報告 

 

一、 目的 

104 年 11 月 26 日我國與日本簽署「亞東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

間強化災害防救業務交流合作備忘錄」，雙方原則每年輪流舉辦有關防災之各種

主題之意見交換，並視需要辦理專家交流。該備忘錄之簽訂，係依本院 102 年 9

月 26 日第 3366 次會議院長（江前院長宜樺）決定事項，略以：臺日之間進行防

災論壇或其他相關事項辦理……由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協調 1 節。本辦公室奉核

成立「臺日防救災交流合作促進小組」，由本辦公室周主任國祥擔任召集人，積

極促成簽訂該備忘錄之共識。為此，臺日雙方歷經多次會晤及 1 年多的意見交換

與確認，最終確立備忘錄之核心項目為：災害管理經驗交流、強化相互支援、防

災資訊交流與每年進行臺日間防災領域意見交換等，本次赴日交流座談及觀摩參

訪即基於該備忘錄所揭示之核心項目。 

另鑑於日本為目前亞洲地區在災害防救研發、規劃及執行體系之翹楚，且為

瞭解日本從中央內閣府到地方政府(縣、市、町、村)的防救災的規劃與執行，本

次赴日行程拜訪了日本靜岡縣及東京內閣府，除參加日本內閣府主辦的相關議題

座談會、觀摩靜岡縣災害防救演練、參訪災害防救設施外，並蒐集日本防救災相

關災害防救體系架構、地方政府演練作業流程、設施及技術等資料，希冀作為未

來執行災害防救應變作業、演練評核、縣市災防能力評估等課題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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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研究、工作會議紀要 

此次參訪行程大致可分為靜岡縣的海嘯對策設施現地考察、靜岡縣藤枝市之

地域防災訓練觀摩、静岡縣地震防災中心參訪、日本內閣府交流座談、六本木東

京中城(Tokyo Midtown)參訪等五部分，以下將分章節敘述。 

（一）靜岡縣的海嘯對策設施現地考察 

靜岡縣的海嘯防護標準主要是以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之情境進行調整，並

於 2013 年 6 月完成地震災害的防救災設定。現地參訪由靜岡縣危機管理部危機

政策課調整班櫻井 克俊班長及中西 隆之主任陪同進行現地說明。 

 

圖 1. 靜岡縣的海嘯對策設施現地考察位置 

參訪的地區分別是位於海嘯波高 0.5 公尺到達時間為 3 分鐘及海嘯波高 3 公

尺到達時間為 4 分鐘的沼津市(如圖 1 中的壹區)，踏勘的地點分別為 01_沼津港 

築山、02_沼津港 航路水門、03_海嘯避難_沼津市 多比舟越、04_海嘯避難階段

_沼津市 多比上道，上述四個設施相對位置詳如圖 2。 

另一參訪地區為位於海嘯波高 0.5 公尺到達時間為 2 分鐘及海嘯波高 3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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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時間為 3 分鐘的清水區(如圖 1 中的貳區)，踏勘的地點為 05_三保交流廣場_

海嘯避難塔。 

 

圖 2 沼津市內海嘯災害防救災設施位置 

1. 沼津港築山海嘯避難場所 

沼津港 築山海嘯災害避難場所的設計概念，主要是考量發生最大海嘯時的

高度約為 6.8 公尺，雖然在海岸邊有高達 9 公尺的海堤可直接保護該地區，但考

慮到海嘯一旦從週邊溢入，僅 6 分 30 秒即可造成 1 公尺左右深度的淹水，故必

須於該處建立避難場所。該避難場所標高為海平面 14公尺(地面高度約 8.5公尺)，

築山的頂部避難場所 85 平方公尺，底下避難場所 40 平方公尺，可供 340 人左右

撤離避難，頂部的避難廣場亦置放可供避難民眾使用的保暖設備。 

該避難場所面對海岸的右下方為常盤幼兒園，約有 80 名 0 至 5 歲幼童及 20

名工作人員，幼兒園 2 樓以上的海拔高度為 10.5 公尺，建築面積 362 平方公尺，

亦可作為海嘯垂直避難場所。另於幼兒園旁邊設有一處放置救災工具之器材室，

可供工作人員防救災時使用，而器材室左方則為瓦斯廠。築山避難場所四周種植

約 3 公里長的千本松，除美化環境外，亦有減緩海嘯衝擊之功能(如圖 3 所示)。 



 

4 

 

圖 3 沼津港 築山海嘯災害避難場所及週邊設施 

2. 沼津港航路水門之重力式防海嘯閘門 

水門於 2004年 9月竣工，安裝在連接沼津港內港和的外港之間(如圖 4所示)，

高度 9.3 公尺、寬 40 公尺、重 406 噸，為日本最大水門，主要是為了防範海嘯

所建置，當外海發生 6 級震度以上地震時，自動控制系統就會啟動而自動降下水

門，以減緩海嘯侵襲。若是遇到太平洋的海嘯警報時，亦能以人工操作方式將水

門降下，以保護沼津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此外，該水門地勢因具有較周圍高之優勢，於災害發生時，可作為臨時的海

嘯避難場所；平時則開放遊客參觀，透過安裝在水門兩側的電梯上升至標高 30

公尺的觀景走廊，可看到富士山、赤石山脈(南阿爾卑斯山)等景色。 

該處亦模擬海嘯波高 4.8 公尺時之情境，繪製出沼津港內可能淹水 2 公尺及

0.5 至 1 公尺時，木造房屋流失及破壞之範圍區，並將有關緊急避難協力所、回

報無線電塔、公民館及自治會館等位置標示於防災地圖上，街道中亦隨處可見海

嘯避難指標，以及可用於海嘯避難之較高建物指引(如圖 5 所示)。 



 

5 

 

圖 4 沼津港航路水門之重力式防海嘯閘門及防災地圖 

 

圖 5 沼津港內的防災避難標誌與場所 

3. 沼津市多比舟越避難處所 

該處所曾為坡地崩塌災害之處，故靜岡縣將其改造為海嘯避難處所。建設費

用約 8,818 萬日圓(靜岡縣負擔 6,500 萬日圓，沼津市負擔 2,318 萬日圓)，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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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尺，避難臺的面積 600 平方公尺，以 1 人 1 平方公尺計算，可以同時收容

600 人，下方處亦放置著防救災的緊急使用器材(如圖 6 所示)。 

 

圖 6 多比舟越避難處所位置圖 

4. 沼津市多比上道避難場所 

當日本氣象廳發布因地震所引起的海嘯警戒資訊時，該地區的廣播系統會立

即發出海嘯避難警報(如圖 7 左下方播音器)，並由當地受過避災訓練的村里區長

等幹部負責引導居民避難，而居民則遵循平時演練方式，以先自助後左鄰右舍互

助的防救災精神，於 3 分鐘內依避難標誌牌(如圖 7 右下方避難標誌牌)的指示，

到達前往避難處所的階梯(如圖七正中間鋼骨階梯)，該階梯所在位置的地面標高

為海平面 2 公尺，淹水深度為 6 至 8 公尺(如圖 7 左下方電線杆上的說明)，故需

要藉由階梯爬上標高 20 公尺的避難處所(如圖 8 所示)。依據說明，居民必須待

在此高處避難所至少 6 小時後方能完成避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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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沼津市多比上道避難路徑及場所 

 

圖 8 標高 10 公尺及標高 20 公尺之遠景 

5. 清水區三保交流廣場的海嘯鋼骨避難塔 

受到東日本大地震海嘯的歷史經驗教訓，靜岡縣自 2012 年起分別在駿河區

的西島大濱公園、駿河區的下島鹽田公園、清水區的三保交流廣場等三地興建鋼

骨避難塔，分別可避難 400 至 520 人。 

本次主要參訪位於清水區的三保交流廣場(如圖 9 所示)，該避難塔高 7.1 公

尺(單層)、面積 421.66 平方公尺、收容最大 580 人。三保交流廣場於海嘯避難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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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已建立可供當地居民平時休憩遊玩的公園，當天現地踏勘參訪時有 6 至 7 位

小朋友於塔下遊戲，周圍環境亦有杜邦公司的三井氟化學品工廠。 

 

圖 9 三保交流廣場的海嘯鋼骨避難塔 

（二）靜岡縣藤枝市之地域防災訓練觀摩 

靜岡縣依據 1944 年的東南海地震，將每年 12 月第一個週日訂為全縣的防災

演練日，由全縣進行主題式的演練。 

2016 年靜岡縣地域防災訓練重點訓練項目為： 

1. 自助的促進 

(1) 確認住宅耐震化以及家具固定 

(2) 以自主防災組織、事業所、學校為單位來推想海嘯高度以及到達時間的

掌握、避難路徑以及避難設施場所的確認 

(3) 家庭內的儲糧、緊急物資確認 

(4) 讓居民了解收到緊急速報電郵後，即應採取之自主防災行動 

2. 模擬災害的正確認識(提升對地震受災模擬的理解) 

(1) 以地震受災模擬為基礎，透過 DIG(災害紙上訓練)實地檢驗，以掌握各

地區可能發生的災害 

(2) 為縮短避難時間，於通往海嘯避難設施之路徑，設置明顯易懂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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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兒童、學生之防災意識 

(1) 防災講座的實施 

(2) 呼籲中學生等年輕世代參與地域防災訓練，以培養地區防災活動人才 

(3) 活用縣內的防災社群軟體 

4. 共助的實踐 

(1) 積極活用地域防災指導員及地域防災人才庫登錄，提升地區防災能力 

(2) 培養當地的避難領導人員 

(3) 自主防災組織本部營運程序手冊的檢視 

(4) 避難行動需支援者的所在地的掌握及呼籲參與地域防災訓練 

(5) 適當保管防災器材，並透過訓練培養可活用防災器材的人才 

5. 實施可實踐的訓練 

(1) 基於當地狀況，確認具體的災害對策，推動實施可實踐的地域防災訓練 

(2) 可自主營運的避難所開設營運訓練及避難所生活體驗訓練、避難所營運

遊戲的實施 

(3) 針對事業所，呼籲參與地域防災訓練 

(4) 避難所營運決策組織內需有一定比例的女性參與，以建構可反映女性需

求的避難所營運體制 

6. 建全易孤立地區之直昇機受援機制 

(1) 居民在受災時，可安全引導直昇機停靠之訓練 

每年持續性實施的訓練項目為： 

1. 自助 

(1) 居家空間安全性的確保 (住宅耐震化、家具固定、緊急物資儲備) 

(2) 災害發生時，收集資訊方法的確認 (手機設定可接收緊急速報電郵、災

害用的留言電話為「171」、留言版為「web171」) 

(3) 居住地預想受災情況的再確認 (了解自己居住地區危險性的研修會，並

利用 DIG(災害紙上訓練)確認自家避難方式及危險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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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助 

(1) 自主防災組織體制確認 (利用各式檢查表確認自主防災倉庫內的防災器

材、用品數量及使用方法；進行尚未實施的訓練內容；受災時初步採取

體制確認；自主防災組織本部營運程序手冊檢視) 

(2) 地區居民的安危確認 (地區內的安危確認以及避難支援方式檢討；活用

居民名冊以及避難行程須支援者名冊、海嘯時須避難名冊等實施安危確

認訓練) 

(3) 事業所的合作確認 (為建立地區以及當地公司企業的合作機制，呼籲一

起參與訓練、確認其所擁有的人力物力等資源。當災害發生，員工及客

戶無法回家時，確認事業所能提供之空間及必要物資) 

(4) 避難所的設置營運(為順利開設避難所，可活用避難所營運遊戲「避難所

HUG」，進而實施避難所設置營運訓練。以地區居民為對象，進行避難

所生活體驗訓練。建立女性一同參與的組織架構，以建立可反映女性需

求的避難所。另外也請當地外國人一同進行避難所生活體驗訓練，並確

認當地的外國人接納體制) 

3. 其他 

(1) 需特別照顧者的因應 (進行「避難行程需支援者名冊」的更新；支援體

制建全確認；檢討特別需要看護居民的避難所接納體制及看護機構的合

作；建立在自家進行避難生活的「在家受災者」，其必要資訊傳達及食糧、

生活必需品的送達機制) 

(2) 與外部的連繫 (透過各種訓練，確認市町本部及自主防災組的工作分擔；

實施與災害志工合作進行的救援活動、物資收容等訓練；實施與醫院、

診所、醫療團體合作進行救護所的開設、營運、緊急救護、檢傷等訓練) 

於靜岡縣藤枝市所觀摩的防災演練，情境設定為沿南海海槽大規模地震，地

震規模超過 6，地震和海嘯發佈時間在當天上午 9 時。會場安排於靜岡縣藤枝市

的青島東小學校，計有 7 個自主防災組織參與，參與人數約 1,600 人(含國、高中

生 50 人、需避難協助者 140 人)，主要訓練內容包括：初步檢傷訓練、重症病患



 

11 

運送訓練、與急救醫院合作進行 2 次檢傷訓練、避難生活因應訓練等。另由自主

防災會一同參與的訓練包括：倒塌房屋等救援訓練、滅火訓練、利用人孔蓋連通

污水下水道的空間製作臨時廁所等。藤枝市防災演練時程表及地點詳如圖 10，

此次觀摩的主要地點為藤枝市青島東小學校運動場、市立綜合醫院、下水道式臨

時廁所安裝及二次避難場所參訪，以下逐一說明。 

 

圖 10 藤枝市防災演練時程表及地點 

1. 藤枝市青島東小學校自助與共助之地域防災訓練 

青島東小學校運動場的演練準時於上午 9 點警報聲響後開始，參演人員開始

活動且沒有安排任何長官致詞(帳篷內坐了數位當地的議員及市長觀摩)。首先，

由國、高中學生們搭起了帳篷，其它4座帳篷則由民眾帶領現場的小孩共同搭起，

並攤開防水地墊供民眾使用；而攜帶寵物的民眾、抱著嬰兒的父母、坐著輪椅的

高齡者亦共同參與。 

接著，民眾逐漸往運動場中間集合，仔細聆聽如何進行傷者一次檢傷的過程、

簡單的救護方式、運用裝水袋汲取食用水、消防滅火的演練、煙霧室的體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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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房屋倒塌救援及參觀。而自行參與的防災組織則開始展示氣壓式千斤頂、防災

食品、電器安全須知、架設通訊設備、警報器的種類與應用展示、警備隊的搬運

及清理災害現場。演練過程中，當地的議員們從頭參與演練，並注意每一個細節，

並於演練結束後進行討論，演練場所配置圖如圖 11 所示。 

 

圖 11 藤枝市青島東小學校運動場演習項目位置 

2. 市立綜合醫院二次傷事輕重分類 

在市立綜合醫院的主要訓練內容為接收東小學校運動場的傷患，由醫護人員

進行 2 次檢傷訓練及探討醫院收容能力，而醫院內的支援調度則由身為該醫院的

主管人員指揮，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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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市立綜合醫院演練過程 

3. 下水道式臨時廁所安裝實作 

居民在避難期間最需要的除了食物外就是臨時廁所，故東小學校利用污水下

水道人孔蓋的空間製作臨時廁所，成為此次演練對外說明的重點之一。演練過程

先以塑膠片架設出空間，以十字工具將人孔鐵蓋轉出，再將第二層的孔蓋以手動

方式取出，之後配合人孔蓋周圍的四個白色點鎖上固定馬桶用的鐵片，最後將移

動式馬桶底部與鐵片上的螺絲予以鎖上，完成架設。操作過程中，除了人員操作

說明外，民眾也紛紛上前詢問及動手操作以確認程序(如圖 13 所示)。 

 

圖 13 下水道式臨時廁所安裝實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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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次避難場所參訪 

日本的避難場所分成為一次及二次避難場所，當居民住家遭受災害時，會先

到住家附近的避難所先進行一次避難，且一次避難所均為適用於複合型災害之地

點。若一次避難所遭受災害或是收容人數過多時，則會移動到較大空間的二次避

難所，此處即為青島東小學校的體育場。該避難場所的安全係數甚高，物資則存

放於閒置無使用的教室，需要時可隨時取出，而食物保存期限多為 5 年，並以加

水即可食用的食物為主，一旦快過期時，會在每年 2 次的防災演練中分送給參與

民眾。對於避難居民的寵物，如一般貓狗，會有寵物活動區以避免傷人；至於特

殊寵物，則會在平常時宣導居民避難時要自行處理。 

 

圖 14 東小學避難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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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静岡縣地震防災中心參訪 

靜岡縣因面對東海地震區(如圖 15)，為更加瞭解此區域地震的知識與提升防

災對策，遂於 1989 年設立地震防災中心。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除了研究地震對

靜岡縣各地區所造成的災害情境，以研擬因應對策並推廣給縣民實際演練外，同

時也培育各個領域的地震防災領導人才。本次參訪主要是瞭解靜岡縣地震防災策

略的擬定方式與應用過程，亦瀏覽其防救災產品(如圖 16 所示)。 

 

 

 

 

圖 15 日本沿海地震分區 

 

 

 

 

 

 

 

 

 

 

圖 16 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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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靜岡縣地震對策簡報 

靜岡縣政府最重要的災害問題即東海地震，由歷史記錄來看，平均約 100 至

150 年會發生一次大地震(如 1498 年明應(M8.4)、1605 年慶長(M7.9)、1857 年安

政(M8.4)、1946 年南海(M8.0)等)，故該縣對於地震的情境設定及人民的防災訓

練均嚴肅以對。 

首先是災害的情境設定，靜岡縣是以東海地震(M8.0)為基礎，配合 2011 年

東日本大震災(M9.0)及 2012 年南海地震(M9.0)的災害情境(如圖 17、圖 18)，設

定出 2013 年的第 4 次地震被害想定策略，內容包括海嘯、地震及火山等災害對

策。其中在地震-海嘯對策方面，預計 10 年內將被害人命從 105,000 人減少 80%，

包括因地震造成的傷亡由 9,000 人降低至 4,000 人，海嘯造成的傷亡由 96,000 人

降低至 16,000 人，預估相關的防災費用約為 4,200 億日圓。 

靜岡縣因應地震-海嘯的災害對策為公助、互助及自助。在公助方面，依據

地震-海嘯的災害情境模擬分析結果，分別於沿海地區建立以土堆疊而成且足堪

使用 150 年的防海嘯堤防、沼津港內的行道水門、沿河岸的重力式水門、居民警

報廣播系統、整備避難路線標誌、因應地形特色的各類避難場所以及不同情境的

災害演練等。 

 

圖 17 日本南海巨大地震想定震源斷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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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日本南海地震震度最大值分布圖 

在自助及互助方面，則以災害地圖之桌遊方式(如災害圖上訓練 DIG 及家庭

內 DIG 等)，由居民自行規劃避難路線，或以演習方式讓民眾啟動避難所的運作，

或進而以自主防災組織進行整個地區的災害因應訓練，或不定時地對家庭進行相

關防災整備宣導，如進行居民住家的耐震補強(必要會提供專家診斷、補強設計

及經費補助等)、住家內各類大型家具的固定及準備一週內的食物及飲用水。 

另考量災害規模過大，靜岡縣還規劃出廣域受援計畫，包括航空運送、緊急

運送、救助及滅火、醫療作為、物資調度及燃料供給等。該計劃以靜岡機場作為

受援物資集結點，並於機場跑道另一側空地，進行日本國內其他縣市及國際救援

演練，如圖 19 所示。 

 

圖 19 靜岡縣地震對策簡報及本次參訪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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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災產品展覽 

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的 2 樓展示著由民間公司設計及製作的救災物資，提供

參觀民眾和自主防災組織，各種可安裝在自家住宅或辦公室的防災產品(如圖 20

所示)。 

 

圖 20 由民間公司設計及製作的救災物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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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內閣府交流座談 

此次臺日災害防救業務交流座談為臺日簽訂災害防救業務交流合作備忘錄

後，首次由我方率團參訪日本，並安排與日本內閣府官員進行有關災害救助政策

及地震保險運作等防救災議題之座談與交流。日方參與座談會人員包括：佐谷說

子参事官(負責災防日及國際交流事務)、後藤隆昭企画調整官(負責事業推動事

務)、佐藤知和参事官(負責地方災害防救行政事務，含災害救助、救助支援）、

駒田義誌参事官補佐(負責災防日及國際交流事務)、森脇淳二主查(負責補給事

務)、関口菜摘子上席政策調查員(負責復原事務)。(參見圖 21) 

 

 

 

 

 

1. 日本災害救助政策 

日本之災害救助法源起於 1899 年的罹難救助基金，但該基金有其使用上的

侷限，直到 1946 年發生南海地震，甫於 1947 年制訂災害救助法，重新制定基金

運作方式及地震發生後之處理措施。災害救助法主要運作方式仍以中央為主，直

到 1999 年後才逐步考量地方，亦即當災害發生時，係由地方負責執行，中央從

圖 21 與會人員 

 (日方由右至左分別為：森脇淳二、駒田義誌、佐藤知和、

後藤隆昭、佐谷說子；左下為関口菜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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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協助及指導，因此，中央有一位專責聯繫的官員，24 小時隨身攜帶手機，以

接聽日本各地方官員的緊急詢問並提供所需的協助(即為佐藤知和参事官)。 

日本的災害救助法適用時機為災害發生時的緊急救助，適用對象為各個都道

府縣，也就是一級行政區，救助種類包括避難所的設置、組合屋、食物、飲水、

生活必需品、醫療及孕婦助產、受災者的救援、助災的修復、學生用品、往生者

的喪葬、大體搜索及處理、障礙物的清除等，費用均由國家負擔。災害救助法中

規定，若是遭受天然災害侵襲，賠償金額最高可達 90%，至於市町村等二級行政

單位，則不在災害救助法的適用範圍內，其災害損失及需求，必須自行設置相關

基金處理。 

另考量到災害發生時的需要補助金，各都道府縣平時所準備的基金，約為每

年稅收的千分之 5，該基金僅限使用於規定之救助種類。至於災害救助金使用時

機，則由受災的都道府縣自行判斷。此外，國家也會協助負擔第一線市町村受災

時之救災及防災相關費用(如圖 22 所示)。 

 

圖 22 日本災害救助政策議題交流 

2. 日本地震保險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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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震災害發生時，復原重建工作分別由 3 個單位處理，首先是公共土木設

施的復建(包括河川、海岸、防砂設備、道路、港灣、漁港、下水道、公園、公

立學校、公營住宅、生活保護措施、兒童福祉設施等)，會依據損壞程度提供 60%

至 80%的補助；農地方面的復建(包括農地、農業用設施、林道、農林水產業、

共同利用設施等)，會依據該地區長年使用狀況及農業內容提供 60%至 80%的補

助；至於中小企業方面，則由災害復原貸款等方式進行支援。例如住宅受損補助

金最高為 350 萬日圓，包括房屋全毀 100 萬日圓、房屋解體 100 萬日圓、居民長

期避難費 100 萬日圓，以及大規模半毀 50 萬日圓。 

此外，若受災的一級行政單位都道府縣判定其受災程度十分嚴重，國家會提

高補助至 90%，都道府縣僅需負擔 10%的損失補償金(如圖 23 所示)。 

 

圖 23 日本地震保險的運作議題交流及禮物交換 

（五）六本木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參訪 

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位於日本東京六本木的舊防衛廳原址，由三井不動

產開發，於 2007 年完成，是一棟佔地約 57 萬平方公尺、地下 5 層樓、地上 54

層樓，高度 248 公尺的建築(如圖 24 所示)。該大樓的就業人口約為 1 萬 5 千人，

居民 1 千餘位，並有近百項的商業機構進駐，因此，瞭解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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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人為或天然災害之相關經驗，可作為台灣相關企業防災規劃參考。本次參訪

地點包括：地下 1 樓的監控中心、地下 5 樓的瓦斯及油料發電機(可使用 6 天)及

位於 44 樓的主動阻尼器。 

 

圖 24 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大樓整體建物模型及外觀 

1. 防災監控中心 

防災監控中心主要分為防盜的警備設施及防災的設備設施。防盜的警備設施

會輔以超過 600 架的攝影機及置放各處的緊急電話；防災的設備設施則包括具有

監測功能的火災消防設備及相關的冷卻設施。此外，設施方面還包括電力使用量

監控、溫度及風向控制、衛生設施及控制大樓日光的百葉窗監控運作設施。 

2. 瓦斯及油料發電機設施 

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的發電設備主要是使用瓦斯及油料進行發電。在瓦

斯發電方面，係經由 2 台瓦斯發電機於發電過程中將產生的熱氣導入，藉由其產

生的蒸氣來發電，而不造成污染，其夏天時必須天天開機，冬天時則每週使用 1

至 2 天，並會考量瓦斯相關成本，進行細部發電的調整(如圖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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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料發電機方面，係利用 3 台發電機配合 600 公升的油槽，其使用時機多

於災害發生時啟動，作為防災必須之設備(如照明)，其電量約可連續使用 72 小

時。 

 

圖 25 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大樓的機電設備 

3. 高樓層主動重力阻尼器 

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大樓的高度必須考量防災需求，因此設計時，各樓

層會加入斜支撐以增強結構。另外考量颱風期間的風力及地震亦會造成高樓的搖

晃，於是在高樓層中加入主動式阻尼器(由上方重量 40 噸、下方重量 10 噸的軌

道及 4 個監測器所組成)，避免房屋過於晃動。該設施於 311 地震時曾發揮良好

的防震效果(如圖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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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大樓的高樓層主動重力阻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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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及建議 

本辦公室偕同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辦理 2016 年臺日災害防救業務交流

座談暨觀摩參訪，計 7 人，行程計 5 天，參訪內容包括靜岡縣沼津港海嘯對策設

施參訪、靜岡縣地域防災訓練觀摩、靜岡縣地震防災中心參訪、與日本內閣府交

流座談、六本木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防災中心及主動重力阻尼器參訪，行程

緊湊內容充實，日方對於防救災政策的落實、民眾的參與、規劃的細緻度，均值

得我方借鏡學習。相關行程的心得及建議分述如下： 

（一） 靜岡沼津港海嘯對策設施參訪 

參訪沼津港築山海嘯避難設施、沼津港航路水門重力式防海嘯閘門、沼津市

多比舟越及多比上道海嘯避難設施、三保半島海嘯避難塔等。 

心得： 

1. 量化的減災目標，靜岡縣想定受災人數提出相應之減災對策，預計於 10 年內

將受災人數由 105,000 人減少至 20,000 人。 

2. 災害潛勢資訊的細緻與訊息公告，配合現場設施之高比例尺地圖說明。 

3. 防減災設施的多元應用，以沼津港航路水門重力式防海嘯閘門為例，其多元

功能包括：減少海嘯衝擊、避難、觀光、教育宣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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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作為災害潛勢區訊息公告方式參考。 

2. 作為規劃減災具體目標參考。 

3. 作為減災設施規劃參考。 

（二） 靜岡縣地域防災訓練觀摩 

藤枝市青島東小學校地域防災訓練、下水道式臨時廁所安裝實作、静岡縣地

震防災中心參訪。 

心得： 

1. 完整且符合現況的防災訓練計畫，扎實且徹底的實施。 

2. 民眾自主務實防災演練，並積極參與全力配合。 

3. 發揮創意巧思，解決防災議題。 

4. 鼓勵企業防災，發展防災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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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作為防災產品開發參考。 

2. 作為災防對策規劃及自由演練參考。 

3. 作為防災訓練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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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內閣府交流座談議題 

日本災害救助政策、日本地震保險運作、我國停班停課辦法的設計與運作。 

心得： 

1. 日本災害救助已有專法(災害救助法)規範，且在法中明訂救助基金，已制度

化推動，包括原則、經費來源、運作機制、救助對象等。 

2. 依循「仙台減災綱領」，對於災後復原依循 Building Better 的原則，針對災

後支援對象，包括：公共土木工程復原、農業災害補償、受災民眾的生活復

原、中小企業貸款支援等。 

建議： 

1. 日本政府對於農業損失的掌握，來自歷年農戶收入之資料，而非損害面積的

估算，這樣的計算方式似乎可作為我國在農損估算之參考。 

2. 日本對災害救助基金的使用項目，保持相當的彈性，尤其可以運用在整備階

段的物資儲備。 

（四） 六本木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 

六本木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防災中心參訪、主動式質量阻尼器參觀。 

心得： 

1. 企業主動負擔社會責任，並提出「逐年優化」的概念，在規劃設計時維持彈

性，確保成長改善的可能。 

2. 災防作為與設施，符合災害情境想定，依據過去案例，提出合適的規劃設計。 

建議： 

1. 日本六本木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主動式質量阻尼器具備質量需求小、所

需空間少等優點，惟需搭配持續營運系統，以確保阻尼器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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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出國收穫 

本次臺日災害防救業務交流座談暨觀摩參訪，乃鑑於日本為目前亞洲地區災

害防救研發、規劃及執行體系之翹楚，須深入瞭解日本從中央內閣府到地方政府

(縣、市、町、村)的防救災規劃與執行，故赴日拜訪日本靜岡縣及東京內閣府，

參訪災害防救設施與觀摩靜岡縣災害防救演練，並蒐集日本防救災相關災害防救

體系架構、演練作業流程、設施及技術等資料。 

從參訪中得知，日本的防災規劃與落實是一體的，首先是由相關政府單位如

靜岡縣的地震災害中心進行災害情境設定，如靜岡縣是以東海地震(M8.0)為基礎，

配合 2011 年東日本大震災(M9.0)及 2012 年南海地震(M9.0)的災害情境，設定出

2013 年的第 4 次地震被害想定策略，預計在 10 年內將受災人數 105,000 人減少

80%，預估相關的防災費用約為 4,200 億日圓。 

接著配合科學研發成果協助，完成地震-海嘯的災害情境模擬分析結果，再

分別於沿海地區建立如 01_沼津港 築山、02_沼津港 航路水門、03_海嘯避難_

沼津市 多比舟越、04_海嘯避難階段_沼津市 多比上道及 05_三保交流廣場_海

嘯避難塔等相關的防護系統、預警系統及避難場所。 

日本擬定不同情境下自助及互助方面的災害演練，讓民眾熟悉這一系列的防

災過程及作為，如在靜岡縣藤枝市青島東小學校所觀摩到的防災演練，主要訓練

內容包括：初步檢傷訓練、重症病患運送訓練、與急救醫院合作做 2 次檢傷訓練、

避難生活因應訓練等。而自主防災共同參與的訓練包括：倒塌房屋的救出、救援

訓練、滅火訓練、利用人孔蓋的空間製作下水道式臨時廁所等。演習過程中還讓

民眾可以啟動避難所，並以自主防災組織進行災害因應訓練。 

在與日本內閣府交流座談中，則瞭解到日本災害救助政策的沿革、適用對象

與時機、國家協助第一線單位等作法。至於日本地震保險方面的運作、主辦單位、

補助的方式與金額，亦有所收穫。在六本木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的參訪，則

瞭解到企業防災的作法及防災產業的作為與方向。 



 

30 

整體而言，藉由此次實際的座談與觀摩過程，日方對於政策研擬的考量及落

實、中央協助與指導地方的方式、民眾的參與、防災演練規劃設計的細緻度等，

均非常值得我方借鏡學習，對於後續執行災害防救應變作業、中央與地方情資整

合、演練評核、縣市災防能力評估等課題亦將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