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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國已經充分認知到自然災難帶來的破壞性後果。相關

國際架構及倡議活動逐步將跨學科科學與利益相關方的知識結合起來，以有效

地管理減災。Belmont Forum Collaborat ive Research Action Scoping Workshop 

(DR3)匯集來自國際災害研究和利益相關者的代表，以及對災害風險研究和管

理投資感興趣的資助組織(計劃)成員，藉由議題討論，凝聚各方共識，研擬預

計於 2018 年啟動的“減少災害風險和抵禦能力(DR3)”合作研究行動之共同主

題和優先事項。  

本次會議我國代表除陳于高前司長（現職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系教授）與筆

者代表科技部與會外，另有災害防救領域專家學者一同與會，包括國立成功大

學副校長陳東陽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謝尚賢教授（兼行政院災害防

救應用科技方案執行秘書）、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秘書李維森

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謝其泰博士等人，一同為我國在防災科技上

的努力成果向國際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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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及目的 

臺灣地小人稠，位處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板塊交界的活動帶上，地震發生十分頻

繁，又四面環海，位處太平洋西岸，在颱風即有可能侵襲的路徑上，時常面臨颱風與

地震所造成的多重威脅。根據世界銀行發行之 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 (2011) 指出：全球約 25%陸地人口比率面對 1 項以上的天然威脅，但在臺灣，

約 90%陸地人口比率面對 2 項以上、73%陸地人口更是面對 3 項以上天然災害威脅，

堪稱是天然災害高風險地區。在歷經多次的大型天災後，我國目前防災的是以「遠離

災害、躲避危險」為最高指導原則，在無法改變環境的態勢下，除提升預警與監測的

科學技術與研究外，平時就需掌握地質、水文、大氣、天氣、氣候、海洋等環境的基

本資料與監測變異，以預防與避免災害造成國人生命財產的威脅。另外災害防救具有

國際性與區域性，區域型災害的經驗可提供鄰近類似條件的國家作為以後的防救災參

考，並可連接國際，以模組式推廣經驗。 

近幾十年來，全球社會已經充分認知到自然災難帶來的破壞性後果。相關國際

架構及倡議活動逐步將跨學科科學與利益相關方的知識結合起來，以有效地管理減

災。Belmont Forum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ction Scoping Workshop(DR3)匯集來自國際災

害研究和利益相關者的代表，以及對災害風險研究和管理投資感興趣的資助組織(計

劃)成員。目標是確立預計於 2018 年啟動的“減少災害風險和抵禦能力(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Resilience, DR3)”合作研究行動之共同主題和優先事項。首屈一指的防災

學研單位現在所關注的最新議題與災害的主要研究領域以做為學門規劃的參考。「他

山之石，可以攻錯」以期學門未來的規劃研究課題更能兼顧本土化與國際化，使未來

的防災科學技術研究能在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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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與過程 

一. 地點與行程 

 

地點：義大利(佛羅倫斯)  

 

 

二. 行程 

 

日期 地點 行程 

106.6.3 

(六) 臺灣(桃園)-德國(法蘭克福) 去程 

106.6.4 

 (日) 德國(法蘭克福)-義大利(佛羅倫斯) 去程 

106.6.5 

  (一) 義大利(佛羅倫斯) 會議 

106.6.6 

 (二) 義大利(佛羅倫斯) 會議 

106.6.7 

(三) 義大利(佛羅倫斯) 會議+Field Trip 

106.6.8 

(四) 
義大利(佛羅倫斯) - 德國(法蘭克福) 會議+返程 

106.6.9 

(五) 
德國(法蘭克福) -臺灣(桃園) 返程 

106.6.10 

(六) 
臺灣(桃園)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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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情形 Belmont Workshop –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Resilience 

(DR3) 

貝蒙論壇(BF, Belmont Forum)前身為國際全球變遷政府間聯合基金會(IGFA,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of Funding Agencies for Global Change Research)，於 2014 年 10 月，貝

蒙論壇與 IGFA 合併，會員為國際間推動全球變遷研究之各國補助機關或法人機構，

宗旨為有效支援及規劃全球變遷相關研究。科技部於 2015 年成為論壇正式會員，是

我國於國際事務可以對等身份與會之國際性大型科學組織之一，聯絡人為科技部自然

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司司長（因職務調整，現由前司長陳于高教授續其任務）。 

貝蒙論壇之推動方式以各會員國補助其本國學者研究團隊的研究經費為基礎，

進行多邊協議研究行動方案之推動(Collaborative Research Actions; CRA)，主要研究課題

著重於全球變遷及永續發展議題進行相關跨國 CRA 實質合作的推動，每年以推動 2-3 

CRAs，並於每年大會中評估與討論新提的 CRAs，以及目前正在進行中的 CRA，我國

目前亦成立計畫辦公室並積極參與多項 CRA，推動實質參與及共同領導的 CRAs 及

ERANET 包含: 資訊基礎建設和資料管理、永續都市全球倡議(SUGI)糧食-能源-水鏈

結。保持關注的 CRAs 則有: (1) 永續轉型; (2) 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情境-II；(3) 

永續海洋跨領域研究; (4) 災難風險減少與韌性。同時，自 2015 年貝爾蒙論壇亦積極與

新一代國際永續科學計畫-未來地球(the Future Earth)進行合作與分工。我國科技部自然

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司積極參與及瞭解相關活動，以及國際全球變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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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參與貝蒙論壇組織的國家一覽，我國以科技部參與（取自官網 http://www.belmontforum.org/） 

本次 Belmont Workshop(DR3) 會議之具體目標是在 2017 年 6 月之前，定義國際合

作研究行動(CRA)並制定與貝蒙論壇相對應的優先事項清單(研究領域/議題)，以利在

年底貝蒙大會（預定在）通過徵求建議書來實現優先事項(也就是制定方案)。本次會

議為年底貝蒙論壇研討會之議題研擬暨規劃籌備會，擬提出的 DR3 是以 Risk 為基礎

延伸到 Reduction 及 Resilience。目前規劃計畫執行時間為 4 年，主軸應以整合及落實

為基礎，引入國際(區域)整體思考並加入臺灣在地災防經驗，未來應以長期永續及系

統性為目標。 

我國為此次 DR3 論壇會議議題起草與主辦單位之一，除陳于高前司長（現職國

立臺灣大學地質系教授）與筆者代表科技部與會外，另有災害防救領域專家學者一同

與會，包括陳東陽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謝尚賢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

程系教授/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執行秘書）、李維森博士（行政法人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主任秘書/研究員）、謝其泰博士（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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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等。 

本次會議包含 3 場 Keynote 演講、3 場議題式討論、1 場分組討論及現地參訪。6

月 5 日下午會議正式揭開序幕，首先進行第一場 Keynote 演講，主題為 Global overview 

on developments and progresses of the Disaster Reduction Risk, and Resilience，主持人為陳于

高教授及 Antonello PROVENZALE 先生，演說題目分別為由 Dr. Hassan VIRJI 所分享的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Resilience: essential ingredients for Earth System Sustainability，以

及 Dr. Fausto GUZZETTI 所發表之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Forecasting Natural Hazards。隨

後進行 2 場議題式討論，主題分別為 scientific advances i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disaster risk (DR3 theme 1)及，examples of inter- and intra-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on 

disaster reduction (DR3 theme 2)，其中陳于高教授擔任 DR3 theme 2 之主持人。 

首場的專題演講是由 Dr. Hassan VIRJI（the director of the Global Change System for 

Analysis, Research and Training, START）演講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Resilience: 

essential ingredients for Earth System Sustainability， 

Hassan VIRJI 博士在演講中強調，鑑於地球系統科學在轉型變革時期面臨的複雜

挑戰，對現實世界的問題解決有一種新的緊迫感和壓力感。這些挑戰包括在有限的地

球界限內為地球人口提供食物，重視和保護自然界的服務和生物多樣性，向低碳社會

轉型，適應更溫暖更城市的世界。他表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科學學科將不得不

相互協作，並與相關的社會團體進行合作，以確定重要的綜合問題，共同探索成功實

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途徑。這種整合是一個反覆的過程，其中涉及所有利益相關者的

反思。 

第 2 個演講是 Dr. Fausto GUZZETTI 所發表之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Forecasting 

Natural Hazards，講者提到從科學的角度來看，預測自然災害本身就是一項艱鉅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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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每一個特定的自然威脅都有許多複雜的特徵。但最大的挑戰之一是危害機率預

測，因為這很少有一個清晰連貫的機率框架。恰當的機率框架的定義不僅是一個哲學

問題，而且具有巨大的科學含義。例如，客觀數據和模型的合理化，主觀專家意見的

預測/危害模型，或者對獨立數據進行有意義的測試的可能性，都不能做任何形式的的

機率框架。相反，預測和自然災害評估是基於不連貫機率框架的，這種機率首先被認

為是信度程度，然後被用作測試模型的頻率。從實際角度來看，機率預測對決策者提

出了嚴峻的挑戰。 在不確定情況下作出決策意味著不可能做出與事後相同的決定。講

者認為沒有「正確的」或「錯誤的」決定，而是「合理」或「不合理」的決定。這可

以通過適當的方式實現定量預測和理性決策程序。講者在地震和火山情境下，強調需

要在整個決策過程中闡明合作夥伴的角色和責任。這種區分允許所涉及的每個合作夥

伴保護其具體評估的完整性，並建立清晰的、合理和可審計的決策協議，另外必須充

分合理和道德地使用科學訊息來降低社會風險是非常重要的。 

演講之後進行 2 個討論主題，主題 1 是對於災害風險的確認和評估科學上進展

（scientific advances i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disaster risk），主題 2 是跨學門

和跨學科的減災合作的例子（examples of inter- and intra-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on 

disaster reduction）這 2 個議題主要是與會各國的專家學者，就科學對於災害評估的方

法與理論發表意見並進行討論，此會議是採開放式討論，會中並沒做成結論。 

6 月 6 日上午進行第二場 Keynote 演講，主題為 Broader spectrum for DR3 

implementation with government, scientific community, NGOs, citizens, …，主持人為陳于高

教授。演說題目分別為由李維森主任秘書演講「Smart Preparedness and Capacity Building 

for Enhancing Regional Disaster Resilience」，以及 Mr. Salvano BRICENO 以「現階段對於

降低災害風險的挑戰（Current challenges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為題進行演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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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李維森博士的演講提到臺灣位處世界高災害風險區，每年遭受的災害不計其

數，尤其近幾十年來面對各種災害（颱風、洪水、地震、土石流等單一種類或複合式

災害），從各種災害中政府與民間記取教訓，並發展臺灣在地的防災與救災模式。講

者介紹臺灣曾發生的主要各類型災害，對與會各國專家來說皆感到不可思議，另外提

到我國所推動的「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將防災科技落實到民生應用，對於確實

降低災害損失，各國代表均多所讚賞。 

Mr. Salvano BRICENO 演講之 Current challenges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則介紹

目前世界各國的防減災面臨的挑戰，並以聯合國推動的兵庫行動綱領和 2015 年的仙

台宣言為起點。自 2005 年以來，各國一直通過兵庫行動綱領來應對這一挑戰，該綱

領主要目標在 2015 年時將大幅減少各國和社區的生命和社會，經濟和環境資產的災

害損失。這個演說對於兵庫行動綱領的背景下如何管理災難風險的理解，以及政府面

臨的挑戰和問題，也讓大家面對自己的機會。災害風險管理降低不確定性，增強人們

信心，降低成本，創造價值。認識現在風險管理需要轉化為 2015 年後新的減少災害

風險框架中更系統的方法 2015 年 3 月在日本仙台被聯合國會員國採納。加強的災害

風險管理政策指標提供了及時指導，以支持 2015 年後減少災害風險之綱領（即仙台

綱領）。 

隨後進行第 3 場議題式討論，主題則為 Actions through co-designing, coworking and 

co-implementing among key stakeholders to build disaster resilience (DR3 Theme 3)，主持人為

Dr. Hassan VIRJI，我方代表成功大學陳東陽副校長及台灣大學謝尚賢教授於討論中提

出我國政府在面臨天災時之因應對策及後續做為，並將推動「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

技方案」的產官學鍊結的經驗與國際友人分享，亦獲得與會成員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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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下午進行第三場 Keynote 演講，主題為 To accelerate DR3 for 

accommodating various demands of disasters: Natural, Technological, Social，主持人為 Hiroshi 

TSUDA（津田博司）。演說題目分別為由 Dr. Mikiko ISHIKAWA（石川幹子）所分享的

Lessons learned from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in 2011 ~ Restoration Process & Roles of 

Multi Stakeholders，以及 Dr. Fumiko KASUGA（春日文子，日本 Future Earth 全球中心主

任）所發表之 Risk, Life and Science。 

石川幹子博士是日本中央大學人間總合理工學科教授，她以 311 東日本大地震

為範本，分享日本從這次大地震災後恢復過程中，各方參與的相關利益者的角色。她

提到民眾、科學家、政府、企業在這次大規模災難中，在災後的投入、公部門與私部

門的共同合作經驗，使得日本快速從災難中恢復，科學界與業界也提升之後地震海嘯

的預警技術。 

春日文子博士是日本 Future Earth 全球中心主任，她以全球變遷、永續發展的角

度分享如何面對現今全球天氣變化急遽的環境下，對於災害與全人式永續發展、公共

衛生、健康的鍊結議題進行分享，並以日本當地為例，原本是高危險與高污染區，以

公民參與並透過科學家的進駐研究，提供資料和證據給政府，並喚起民眾的自覺，使

環境、民眾與工商業達到平衡，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隨後進行分組討論，主題為 Science Priorities to explore opportunities and gaps related 

to DR3。本次會議的目的在於凝聚共識，以利後續推動防災國際合作之議題，因此各

國代表就科學上的重點議題進行發表包括地震、颱風、颶風、豪大雨等天然災害，甚

至包括人為災害亦有專家發表看法。另外因為各國的經濟條件不同，可投入的資源亦

有所差異，對於各國可能的合作方式大家也提出看法。 

分組討論結束後隨即由主辦單位安排 Palazzo Medici Riccardi, Exhibition of the 50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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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versary of the flood in Florence “La bellezza salvata”參訪。謝尚賢教授也針對該議題

以 I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 on Solution-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為題，以臺灣學界

的實際作為，對與會的國際友人說明我國學界對於防減災的研究與貢獻。 

6 月 7 日上午進行前日分組討論之成果發表，以及前述活動之建議與提問時間。

下午則針對後續國際合作研究行動(CRA)及制定貝蒙論壇相對應的優先事項清單(研究

領域/議題)進行討論，並確立時間表，以利年底貝蒙論壇之舉行。 

本次會議亦安排 Field Trip，到 Palazzo Medici Riccardi, Exhibit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lood in Florence “La bellezza salvata”參訪。回溯至上世紀（1966 年的

11 月 4 日），當時義大利發生洪災，阿諾河的水位因暴潮上漲到創紀錄的 1.94 公尺，

造成多人喪生且大量古蹟及藝術作品被毀。今年恰好為佛羅倫斯大淹水 50 週年，參

訪的古蹟也保留當時淹水之水位高度線，另外還有以及許多受損之古蹟文物修復過程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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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會場會議海報（具體呈現我國科技部 logo） 

 

圖 3.  會議進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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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李維森主秘發表演說 

 

圖 5. 謝尚賢教授發表演說 

 

圖 6. 陳東陽副校長提出建言 



12 
 

 

圖 7. 陳于高教授與其他國家代表交換意見 

 

 

圖 8. 災防科技中心李維森主任秘書分享我國災防經驗 

 

圖 9. 分組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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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筆者與會議海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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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本次參訪是筆者至科技部任職後與國內災防領域學者一同參加國際論壇討論會

議，從以下幾個面向闡述本人此次參訪的心得與建議，供日後推動相關研究規劃之參

考。 

1. 防災學術研究本土化與國際化： 

與國外機構合作，藉由國際合作，將自己開發的技術輸出至國外，除展現自己

的研發能量外，重要的是將我國的災防科技研發成果推上國際舞台。藉由此次會議與

國際其他國家進行交流，筆者覺得我國防災界的科學研究與成果之推廣工作與國際參

與度仍有待努力。因此建議學門應扮演更積極得角色，至少將科技部補助的研究計

畫，在不違反著作權與研究者的意願下，將研究成果提供給政府相關部門參考，另規

劃在議題設定下，國內研究團隊進行跨域國際合作，透過此一合作平台，使我國防災

的技術國際化，並居領導地位。 

2. 防災課題的規劃應由地區連結全球性 

目前我國防災科技透過科技部自然司防災學門進行基礎科研，和災害防救應用

科技方案串連各部會的災防科技研發，已有效串連研究和政府施政與災害應變。而在

跨領域的整合研究（例如跨地球科學、工程與社會科學，甚至結合 AI、IoT 最新科技

等不同領域）是未來的發展目標。建議在進行學門發展規劃時，應確實將此設定為目

標，透過重要議題設定，以主動規劃案方式進行跨域整合研究，尤其是自然工程科學

與社會科學的合作，是學門未來應努力的目標。 

3. 全面性防減災科研專責機構之設立 

我國目前尚未建立一個能瞭解國內災防整體情況及與國際災防學術機構接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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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單位，故無法直接性的與次區域、跨界和進行雙邊合作，以減少我國災害之風

險。專責單位之設立目標為能夠積極參與「全球減災論壇」與區域性減災風險平台與

主題減災性平台，經由定期評估有關於災害風險資訊政策、項目和投資之執行進度並

分享實踐方法和相關知識，包括發展氣候議題、在適當時機下促進災害風險管理納入

其他相關部門的整合等。區域性政府間組織在減少災害風險之區域性平台中應該扮演

重要的角色等。而相關專責科研機構的建立可以有助於以下工作推動：1.加強對於全

球災防研究變化之了解。2. 創建研究機會，培訓科學家及開發專業人員。3.以科學家

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加強決策者對災防風險的理解。4.促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之合作

區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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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攜回資料 

1. 議程 

2. 討論議題 

3.貝蒙論壇介紹 
















































	地點：義大利(佛羅倫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