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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 減災、韌性、災害風險、仙台減災綱領

為執行108年度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預算出國計畫「108度核定派員出國計畫

「01-參加2019聯合國減災署全球減災會議」，派員參加2019聯合國減災署全球

減災會議，此會議於108年5月13日至17日於瑞士日內瓦召開，會議主題為「韌

性 的 投 資 獲 利 ： 邁 向 永 續 及 包 容 社 會 」 （ Resilience  Dividend:  Towards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Societies），會議目的係為降低災害風險及提升國家與

社區災害韌性，會議邀集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學界及防減災實務人員，就

如何落實聯合國2015年仙台減災綱領，透過交流及研討，檢討全球減災執行進

程及策略，將可供我國推動減災與韌性都市相關政策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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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為瞭解國際減災策略之推動發展趨勢，以供本部研擬相關政策之參考，本

所派員參加由聯合國減災署(United Nations Disaster Risk Reduction，UNDRR)主

辦，於5月13日至17日假瑞士日內瓦國際會議中心召開「2019聯合國減災署全

球減災會議」（Global Platform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本次會議主題為

「韌性的投資獲利：邁向永續及包容社會」（ Resilience Dividend: Towards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Societies），計有來自世界182個會員國、34個聯合國

所屬機構、超過70位各國部長級官員、47個非政府組織等共3800餘人參加。會

議目的係為降低災害風險及提升國家與社區災害韌性，會議邀集各國政府、非

政府組織、學界及防減災實務人員，就如何落實聯合國2015年仙台減災架構，

透過論壇交流及跨部門研討，滾動檢討全球減災策略。對我國掌握國際減災策

略最新動向並與國際接軌，以及本部研擬災害韌性相關政策措施、本所修正建

築與城鄉安全防災韌性科技計畫內容，有所助益。

聯合國前於2015年3月在日本仙台召開第三屆世界減災會議，並於該會議

通過「2015-2030 仙台減災綱領」1，於綱領內臚列七大全球目標，以協助評估

全球達到此綱領的成果和目標之執行進度，並以每兩年一度召開聯合國減災署

全球減災會議（Global Platform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以檢視目標達成

之進程與提供各國交流之平台。

1為協助評估全球達到此綱領的成果和目標之執行進度，2015-2030 仙台減災綱領已協議出七大全球目標。這些
目標將在全球層級評估並以適當指標做為輔助。各國建立的國家目標與指標將有助於達成此綱領的成果和目
標。七大全球目標為：
(a)至2030年前，實質地降低全球因災害的死亡率，以2005-2015年與2020-2030年，全球因災害平均死亡率（

每10萬人的因災害死亡人數）進行比較。
(b)至2030前實質地減少因災害影響的人數，以2005-2015年與2020-2030年，全球受災害影響平均人數（每10
萬人的受災害影響人數）進行比較。

(c)至2030年前，在全球各國，相對於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減少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
失。

(d)至2030年前，實質地減少災害對關鍵基礎設施的破壞，以及造成基本服務的中斷（例如有關醫療健康與教
育之設施），並包含發展其耐災能力。

(e)至2020年前，大幅增加具有國家和地方減災策略的國家數目。
(f)在2030年前，透過持續與充分的支援，大幅度強化針對開發中國家的國際合作，使其能改善國家作為以落

實此防災綱領。
(g)至2030年前，實質地改善民眾對多重危害的早期預警系統和災害風險資訊與評估的資訊之可及性和管道。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編譯，2015-2030 仙台減災綱領，第5頁，取

自https://www.ncdr.nat.gov.tw/Files/News/2015100815005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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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出國行程

(一)活動名稱:108年度核定派員出國計畫「01-參加2019聯合國減災署全球減

災會議」。

(二)活動日期:108年5月11日至5月19日，合計9天(活動行程如下表1)

                    表1「2019聯合國減災署全球減災會議」行程表

日期 活動內容 備註
5月11日

(週六)

1、台北-經荷蘭阿姆斯特丹-瑞士日內瓦 出發

5月12日

(週日)

2、台北-經荷蘭阿姆斯特丹-瑞士日內瓦 到達

5月13日

(週一)

3、預備會議-第四屆世界重建會議（第一天

）

5月14日

(週二)

4、預備會議-第四屆世界重建會議（第二天

）

5月15日

(週三)

5、會議開幕第一天（第三天）

上午-仙台減災宣言實施之進展

中午-宣布公開2019全球評估報告 

下午-國家與地方減災策略之促進

5月16日

(週四)

6、正式會議第二天(第四天)

上午-對風險告知的公私部門投資

下午-開啟韌性的投資紅利

下午-不拋下任何人：於風險下的地方行動與

培力
5月17日 7、正式會議閉幕(第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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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 上午-整合仙台架構、2030永續發展議程與巴

黎協定的實施

下午-達成包容氣候變遷及災害韌性的最前線

都市
5月18日

(週六)

8、瑞士日內瓦-經荷蘭阿姆斯特丹-台北 返國

5月19日

(週日)

9、瑞士日內瓦-經荷蘭阿姆斯特丹-台北 路程

二、會議研討情形

 茲就會議研討內容略述如下:

圖1   第四屆世界重建會議會場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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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第四屆世界重建會議講員發表討論

（一）預備會議-第四屆世界重建會議（第一天）

於2019聯合國減災署全球減災會議召開前，當作該會會之預備會議

-第四屆世界重建會議(the World Reconstruction Conference) 先於2019年5

月13日至14日在日內瓦召開，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組織、國家和地方政

府、公民社會、私部門、學術界等共1000多人與會。該會議由世界銀行

減災與復原全球機構、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聯合國減災署和歐洲委員會

聯合舉辦。 本屆主題為「具包容性的韌性復原」 (Inclusion for Resilient

Recovery )，重點關注所有社會群體都能獲得的包容性復原，這是成功

復原過程的關鍵先決條件，藉此過程建立永續與長期韌性。

1.議題：不拋下任何人(Leave no one behind )

會議指出過去幾十年來取得令人矚目的發展成果。然而，數億人

被排除在人類發展，創新，經濟增長或人類發展之外全球化的好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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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自然事件，包括氣候相關事件，破壞發展收益和導致脆弱性和排

斥性增加，平均每年損失超過5000億美元及以上，以及每年有2600萬

人陷入貧困。

包容性確保於災前和災後階段所有團體和個人的充分及有意義地

參與和領導，並促進所有人面對風險時的權利和機會平等，並對所有

人的各種特徵，能力和脆弱性作出反應。包容性方法可以帶來社會凝

聚力，並為遭受災害的社區建立調適力。會議指出，過去幾十年來取

得令人矚目的經濟發展成果，然而自然災害事件如氣候事件，消耗掉

開發利益，並導致脆弱性增加。全球年平均均損失超過5000億美元，

每年有2600萬人陷入貧困。某些族群在遭受災害時會被拋在後面，其

原因可用「歧視、地理、治理、社會經濟地位、衝擊和脆弱性」等5個

交叉因素來解釋，並需要對此等因素加以因應、形成解決方案。

2.議題：營造更好重建( Building back better)

會中提出營造更好重建的原則包括：(1)做不受傷害的準備，從過

去吸取教訓，避免對未來的復原造成不必要的傷害;(2)機構必須對尋求

其幫助的人負責;(3)受災民眾應該是決策者;(4)必須優先考慮復原當地

經濟和生計;(5)重建和復原工作必須有多樣性之認知 ;(6)應允許社區盡

可能使用自己的資源;(7)重建必須考慮到未來的危害和風險等。

 3.議題：社區主導的災後復原(Community-led recovery)

會議強調社區主導的災後復原的重要性，並討論參與復原和重建

過程的機構和組織如何與社區合作。 讓社區參與復原是絕對必要的，

因為只有10-20％的受災人員得到外部機構的協助。 大多數受災民眾依

靠自己和社區進行復原。會中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介紹如何成

功地將社區參與的經驗從日本轉移到菲律賓，在菲律賓透過社區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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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改善災後土地使用和搬遷規劃。他建議將重點放在非結構性措施

和開發工具上，這些工具可以很容易地傳播到其他受影響的地區。

會議表明直接參與社區，並將社區居民當成平等的夥伴，進行規

劃、實施和監測、復原和重建等工作，可確保這些策略符合社區需求

並提升其功效。雖然欲達成有意義的社區參與需要花費時間，但其可

更順利地實施復原計畫與達到更具永續性之長期性結果。會中成員一

致認為，尚需要加強社區能力，並在基層組織及地方與國家之間建立

信任關係。

（二）預備會議-第四屆世界重建會議（第二天）

 1.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綠色復原：2018年印度喀拉拉邦(Ecosystem based

Recovery: the case of Kerala Floods 2018)

會中介紹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係該國靠阿拉伯海的水鄉澤國)喀

拉拉邦最近發生的災害，並從各個角度討論災後復原，包括環境和社

會包容性。並指出2018年8月洪水的影響以及喀拉拉邦作為社區所展示

的堪稱典範的復原力。此案例突顯出重點為：

(1)風險資訊為基礎之土地利用規劃，是重建永續的基礎。

(2)促進生態安全道路和綠色基礎設施（如路邊植被和沿海綠化帶）的

建設是一種非常具有成本效益的手段，可以增強抵禦災害事件影響

的能力。

(3)採取綜合性水資源管理，例如「為水提供空間」，以更永續的方式

減少災害風險。

(4)洪水過後建築施工的方法需要轉變範式，需要遵循「以人為本」的

方法，採用適當的技術和材料。

        另外與會人員提出以下建議：

(1)包容性對任何重建工作都至關重要，這包括確保在任何永續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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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認真對待婦女的作用，而不僅僅是因為它是必需的。

(2)投資綠色基礎設施和水資源綜合管理可以是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

應該在所有恢復和重建工作中予以考慮。

(3)社群媒體和青年團體在災害發生期間和之後可以發揮的積極作用(可

將經驗以記錄在系統中並傳承）。

(三)全球減災會議(第一天)

本 屆 全 球 減 災 會 議 將 討 論 2019 年版減 災 全 球 評 估 報 告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2019)等問題。它將以「韌性股利：邁向永續和包容性

社會」為主題召開。第一天討論側重於：評估自前次全球減災會議以來

所取得的進展。全球會議將進一步：在全球風險趨勢以及利益關係者的

自願承諾背景下，討論監測和審查「仙台減災架構」實施進展情況;根據

仙台目標E，與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和巴黎氣候變遷協定相結合，評估國

家和地方減災策略和計畫的制訂和實施情況;建立夥伴關係，分享有關災

害風險的政策，規劃和投資的實施和知識，包括發展和氣候問題;並促進

災害風險管理（DRM）在其他相關部門的整合。

圖3  全球減災會議會場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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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全球減災會議大會開幕式

圖5  全球減災會議開幕-仙台減災綱領之優先目標-行動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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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議 題 ： 實 施 仙 台框架 的 進 展  -  全 球 和 區域觀點 ( Progress in

implementing the Sendai Framework – glob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會中指出依據統計數據，自2008年以來災害造成約2.65億人流離

失所，比起地區衝突引發的數量多3倍。另由聯合國減災署指出災害

影響人數達數百萬人及全球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與會人員提出以

下建議：

(1)所有開發規劃和投資都需要有風險資訊。

(2)需要加強國際合作，減少災害風險的永續融資機制以及建立韌性

能力的公私夥伴關係。

(3)在國家層面的減災策略、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和永續發展計畫之間

的規劃和實施應加強連結性。並需轉化為具體行動，並與地方計

畫和實施相串連。

 (4)制訂與實施國家、地方減災策略時，需採行具包容性、參與性和

協同性方法。為使早期預警有效，在規劃和建立系統時需要社區

的充分參與，以根據警報觸發所需的行動。

2.議題：國家和地方減少災害風險戰略的進展 – 實現仙台框架的第一

個目標（Advances in national and local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strategies

– towards meeting the first of the Sendai Framework targets ）

會中討論認為國家減災策略，如果不延伸到地方層級，則無法收

到效果。如果沒有地方減災策略，將會影響到仙台減災綱領的有效實

施。因此，需更加關注在地方層級，確保不僅制定地方減災策略，而

且需確保其成功實施。此需以具備政治支持和領導力，並以在地智慧

和在地解決方案為基礎。減災策略可以促進政策一致性，並成為有效

風險治理體系的關鍵組成部分。會中強調需要將減災策略納入國家發

展計畫（NDP），以確保具有充足的經費。並呼籲減災策略成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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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和財政政策的一部分。減災策略不能是一個單獨的策略，而是應

融入所有計畫，將其納入發展和財政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如土地使用

規劃等，才是更有效利用資源和具包容性之作法。

3.議題：2019年全球評估報告（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2019，GAR2019) 

 由全球暖化變動軌跡認識到快速且非線性變化的現實，與系統性

風險的累積，會議強調應加快提出具雄心的行動，以及實現仙台減災

綱領的成果和目標之急迫性。會中強調需努力事項：

(1)政府需加強努力瞭解社會、生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暴露和脆弱性

，並制訂基於系統的跨領域風險管理方法。風險評估、規劃和策

略必須側重於包容性和平等性，以有效促進提升整體社會的韌性

。

(2)要求在資訊技術部門的基礎設施投資，以確保在各行政層級可更迅

速地進行線上呈報和損失計算，同時建立數據科學、統計分析、

計量經濟學、製圖和地理資訊能力。

另外與會人員建議：

(1)過去不再是未來的指標，目前用於描述未來的指標並不像我們想要

的那樣具有相關性。記錄和報告損失很重要，並將繼續呈現在全球

評估報告（GAR）中，但過去不足以作為未來風險的預測指標。 

(2)GAR2019展現自然和人為風險及其管理的現實。如果GAR要充分

報告仙台框架的成果和目標的實現情況，我們需要對風險及其減少

進行更系統的理解，並利用知識，專業知識和決策支持框架。

(3)GAR2019描述災害如何以不平等的方式影響國家、社區和民眾。

災害擴大現有的社會經濟不平等現象，進一步使那些已經脆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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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不利地位。

4.議題：國家和地方減少災害風險戰略 - 將各級行動結合起來(National

and  local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strategies – bringing together action at all

levels) 

會中呼籲各國政府為制訂和實施在地減災策略提供有利環境、立

法架構、指導和支持。並呼籲各地方市長提供領導並積極參與減少城

市的災害風險。另建議為確保實施減災策略的經費，呼籲國家和地方

政府需要讓所有發展部門和其他利益關係之各方參與（包括私部門、

公民社會和其他方面），以探討籌資機制和研擬方案。部門發展計畫

是實施減災策略活動的資金來源，財政部門和規劃部門必須參與對話

，以協助確定減災策略投資的優先順序。會議討論強調國家和地方政

府需要探索更妥善地與多方利益關係人接觸，例如私部門通過風險投

資和減輕自身投資，以及向政府和合作夥伴提供風險相關服務，來協

助制訂和實施策略;而公民社會組織和學術界之協助可消除地方政府和

社區的差距，並擬定技術上可行的解決方案。

會議討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國的風險管理考慮因素，其中各國

財政部門和經濟部門制訂合作的方法和指南，以確保公共投資計畫可

納入減災策略加以整合。尚比亞強調減災策略在公共基礎設施機制中

，實際整合公共投資工作和規劃的經驗，例如該國將減災資訊納入農

業、土地利用規劃、公共工程等部門規劃過程。另從私部門角度來看

，某些考慮風險因素整合的良好做法，需經強而有力的證據證明考量

風險因素的投資可以帶來眾多業務利益，方能使建設投資者和利益相

關者做出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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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全球減災會議會議討論狀況

(四)全球減災會議（第二天）

本日會議側重於風險告知的公共和私人投資，包括基礎設施投

資和創新投資方式。

1.議題：風險告知的公共和私人投資(Risk-informed 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s)

會議重點討論將減災策略流程與公共和私人投資聯繫起來的機

會。會議展示風險告知投資計畫的方法和進展，以及確保投資明確

考慮當前和未來風險的挑戰。會中提到大量城市發展是短期的和投

機性的，並未考量減災策略，例如在風險區域的住宅開發、違章住

宅地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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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建議：

(1)優先事項1：瞭解災害風險

a.應分享國家預算和公司資本投資的最佳實踐方法，關於現有風

險的準確性、最新訊息、風險整合和風險定價的共享經驗，以

實現互利。

b.有關社區自願升級地方法規以應對風險之案例，可提供想在沒

有政治決策的情況下出現自願標準之地區參考。

c.透過新興技術如何整合減災策略，例如在亞太地區進行與災害

相關的衛星應用。這些技術有助於災害風險管理，可以將災害

風險因素納入公共或私人投資評估，包括如何使這些投資更具

韌性。

(2)優先事項2：加強災害風險治理，以管控災害風險

a.私部門必須加強對氣候行動措施的參與，例如開發創新性的私

人金融工具，這些金融工具有可能將私人融資引向關鍵的永續

性解決方案。

(3)優先事項3：投資於減少災害風險以提高韌性能力

a.由經濟部門領頭的拉丁美洲主要國家正透過知識共享，制定減

災風險知識經濟規劃之的指南和案例研究，推進減災策略在公

共投資中的整合，並提供可行的合作模式。 

b.部分非洲國家已開始通過區域政府間機制進行風險量化分析，

以支持損失和損害數據庫及其在災害風險建模的應用。

c.在規劃或評估投資時，在辨識、量化和整合災害風險因素（風

險定價）方面仍存在許多挑戰和侷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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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風險告知的公共和私人投資專題討論

2.議題：不拋下任何人–投資當地行動並對最有風險的人進行培力

(Leaving no one behind – investing in local action and empowering

those most at risk )

討論重點在於優先考慮那些在發生災害時受到影響最嚴重 、

社會風險最高的成員，以便在減災政策和融資方面得到應有的重

視。其中包括窮人、社會和地理上處於邊緣地位的老年人、婦女

、兒童和身障人士。於討論有效的包容性減災方法時，強調早期

和密切參與是建立信任和理解風險群體需求的關鍵。這種理解的

包括收集有關其數量、人口統計和地點的訊息，以加強災害衝擊

前的準備工作。此外，重點是建立當地組織的能力，供作滿足這

些社區需求的有效方式。政府可以採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標準化作

業程序和改變國家規劃工作，使風險群體更容易獲得交通和應變

救援等服務等，以創建具備包容性之方法。立法者可以通過保護

高危險族群的合法權利（包括提供法律文件）來促進包容性。通

常處於災害前沿的地方政府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但需要獲得適當

的權力和資金來規劃適合其背景條件的行動。可增加為低風險和

高風險群體準備的融資工具，包括對基於指數的保險的國家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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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創新的公私合作關係。需要對此類金融工具進行更多

研究，以便為政府更廣泛採用建立政策之佐證基礎。

3. 議題：釋放韌性股利(Unlocking the resilience dividend )

論及韌性股利首先是拯救生命和減輕痛苦，這符合每個人的

利益。韌性股利還涉及對減災策略的投資，將其作為發展、扶貧

、財政穩定和永續經濟增長的一部分。會中強調金融和私部門日

益認識到迄今為止與災害有關的隱藏業務風險，應當承認複雜風

險的連鎖效應及其對金融風險的影響，並提請金融部門注意。

討論鼓勵更多風險投資的一個關鍵角度是更好地促進和發展

風險知識投資和商業戰略的財務和經濟激勵。同樣，各國需要與

投資戰略相匹配的長期韌性計畫與治理改革。在此範圍內，減災

與氣候變遷調適之間更密切連結以及永續金融是一個先決條件。

會中強調基於預測的融資和其他長期融資機制，需要更多科

學技術在決策方面提供支持，例如對氣候變遷進行建模和設定情

境，以對長期韌性策略進行壓力測試。與此同時，需滿足科學知

識與實際狀況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對此，較佳之做法是例如在

歐盟永續金融倡議之氣候相關金融資訊揭露小組和COP24（聯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4次締約各方會議 ）主要公司的承諾聲明

中規定，上市公司財務報告需揭露氣候變遷風險資訊，因而獲得

執行之驅動力。釋放韌性股利有賴於對韌性之投資，而不僅是減

少災害風險。 2019年氣候行動高峰會議將是議定解決方案的重要

機會。

會議與會人員所提建議：

(1)需要加速結合減災、氣候調適和永續金融之聯繫合作，共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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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永續發展2030年議程」，並實現韌性股利。氣候行動高峰

會議將是該進程的下一個重要里程碑。

(2)應通過倡導包含女性和年輕投資者在內的做法，以及透過監管

架構的積極運作來激勵風險投資行動。

(3)公共門和私部門之間的伙伴關係是新投資的催化劑，需要建立

信任，可以進行有關既得利益和問責制度的對話空間，以及提

供必要的激勵和檢查機制。

 (4)公部門和私部門共同確保具有風險訊息、共同規劃、數據交換

和有利環境之投資等項落實，以及監管架構，從而減少災害風

險和損失。

4. 議題：全球風險評估架構(Global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

全球風險評估架構（GRAF）由聯合國減災署(UNDRR)發起

，以響應專家團體在研究科學和風險性評估方面的創新需求，此

與仙台減災綱領所述的危害和風險範圍擴大相互一致。隨著越來

越多的國家和其他決策者尋求更好的風險訊息以做出更好的決策

，加以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捐助者、開發機構和社區組織找到

現有評估工具效率不佳之處，還有風險的多向度特性，均期待

GRAF 發揮最大的影響力。GRAF是一個網路和平台，提供解決

方案，以實現仙台架構的2030年目標和風險訊息永續發展的成果

。在聯合國的主持下，全球架構協議是獨一無二的，旨在培養跨

學科活動，以提供可行的選擇，以應對脆弱性、暴露及系統性風

險的出現和累積。 GRAF促進跨學科和區域的合作，並組建風險

科學團體(將自然科學者、社會科學者、捐助者、投資者、業界及

最重要的風險訊息用戶結合在一起）。

用於量化和討論既往風險的工具不再適用，而尋求簡化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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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透過歸納方式得出確信性（certainty）的方法嚴重低估風險，並

未準確反映氣候變遷與發展，無法解釋暴露、脆弱性等的各種驅

動力因素的動態。利益關係者使用不完整的資訊做出決策，但他

們也期望努力收集，促進和簡化風險訊息的理解過程，從而以更

好的證據基礎做出決策。 GRAF探索並提出思考和溝通風險的新

方法，作為 實現 2030 年 永 續 發 展 議 程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仙台架構(Sendai Framework)，巴黎協

定(the Paris Agreement)，新城市議程(the New Urban Agenda) 和其

他相關全球協議的目標和成果的重要組成。

會議與會人員所提建議：

(1)更妥善地規劃與國家和地方發展計畫相結合，同時確保發展和

復原的機構之間的有效協調。

(2)通過以人為本，以需求為導向的包容性復原來更好地重建。這

有助於瞭解人們的需求、脆弱性和當地環境對於復原韌性的複

雜性，並提供運用在地知識、經驗、資源和能力的獨特優勢的

機會。

 (3)國家和社區需要做好充分準備，以便更好地重建，確保在需要

之前制訂實施計畫、標準、機制、做法、財務和人力等資源。

(4)世界銀行確認其致力於到2020年實現包容身障人士的發展，並

致力於通過其計畫和融資來解決包容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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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球減災會議（第三天）

側重於：氣候與災害風險行動，包括綜合國家政策，戰略和規

劃，創新的財務和社會手段，提高預警意識，備災和社區復原力。

1.議題：追求仙台框架，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和巴黎協定之間的一致

性 (Pursuing  coherence  between  the  Sendai  Framework,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Paris Agreement)

各國和社區團結一致，需要在一個以不斷升級和更加複雜的氣

候和災害風險為特徵的世界中保護人們當前和未來的福祉。發言者

強烈要求在整個「永續發展2030年議程」的各個支柱之間加強一致

性和加強協調，作為提高抵禦能力的總體努力的一部分。對彈性和

永續發展採取連貫一致的方法，更有效地利用能力和財政資源。它

還建立在風險管理方法的基礎上（基於評估，理解和管理）  以指

導國家發展。這種方法可確保開發不會產生額外風險且能降低風險

。因此，為保護開發收益免受災害和氣候變遷的影響。會議結論是

為加強「2030年議程-永續發展目標」、巴黎協定和仙台架構等三

大支柱之間的一致性，有必要繼續加強負責執行每項協定的相關委

員會的政治意願和承諾，這包括加強協調制訂可達協調一致的國家

政策和計畫。此外，與會者呼籲重新關注加強政策流程的能力，將

各級治理體系中的風險管理納入當地實際的決策主流內。加強數據

收集和管理仍然是支持綜合實施、監測和評估進展和差距的關鍵因

素。

會議與會人員所提建議：

(1)利用自願國家審查作為監測「2030年議程」整體實施情況的有用

工具，並為韌性和永續發展制定長期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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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要引發更大的政治意願，以打破制度的不連貫性，造成政策重

疊和效率低下對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3)需要加強針對所有政府部門和符合當地實際的各層級的規劃和預

算編制納入風險的方法。

(4)追求更多人參與的治理體系和機制。

2. 議題：確保於制訂及實施國家減災策略和國家調適計畫（NAP）

雙方面進 行 協調 (Ensuring coordin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Strategies  and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s (NAPs) )

討論制訂及實施國家減災策略和國家調適計畫（NAP）的協

調方法，如何有助於加強地方和國家的韌性。欲將氣候和災害風

險管理置於發展的核心，需要長期願景、政治和利益關係者的支

持以及增強的治理能力。雖在制訂韌性能力相關建構措施的規劃

、評估和實施方面取得進展。 但仍然存在包括需要更多的能力建

設支持、 制度不連貫之孤島狀態持續存在，以及圍繞在數據、，

規劃和投資流程的挑戰等項障礙。

會議與會人員所提建議：

(1)需要一種更加動態的發展方法， 即可預測未來風險之新穎方

法 。目前的思考和行動仍然基於幾十年前所開發的模型。

(2)需要加強努力使用共享方法進行數據蒐集、管理和分析，以

支持更緊密結合的氣候變遷調適（CCA）和減少災害風險

（DRR）之行動。

(3)由於跨境風險因素的影響日益增加，需要從地方到全球的各

個層面解決風險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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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議題：綠色、藍色和灰色基礎設施在減少災害風險中的角色(The

role of green, blue and grey infrastructure in reducing disaster risk )

韌性基礎設施的概念和實踐為實現風險知識發展的目標提供

具體措施。綠色（植栽）、藍色（河川湖泊）和灰色（耗用資源

打造硬體）基礎設施構成關鍵基礎設施的關鍵部分。基於生態系

統的減災和調適，除採用與灰色基礎設施之混合方式之外，僅採

用綠色和藍色基礎設施來提高韌性災能力仍然有限，惟鑑於經濟

、生態、社會和生物多樣性等好處，顯示出仍具巨大的希望。菲

律賓，瑞士和法國的成功為其他國家提供經驗教訓。會中討論開

發這些基礎設施組成的比較優勢，並探討可從其互補性中獲得的

最佳效益。例如，綠色和藍色基礎設施提供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

，解決減災問題，並通過減少對資源密集型灰色基礎設施的依賴

，有助於因應氣候變遷。 

由於大多數綠色和藍色基礎設施投資來自公共預算，因此在

確保私部門投資方面仍存在挑戰。但通過制定標準和將利益貨幣

化來加強商業案例可以增加私人投資。雖然有很好的方法可以對

灰色基礎設施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但還需要對如何為綠色和藍色

基礎設施進行類似分析進行更多研究，目前綠色和藍色基礎設施

依賴於多種標準和指標。因此，為加強投資與發展，金融和工程

部門需要轉變範型，轉向「建設與自然」、或「工程與自然」方

法，以設計有效、永續的自然解決方案，其中與利益關係者的包

容性方法是作業過程的一部分。

會議與會人員所提建議：

(1)生態系統方法以包容性方法為基礎，這意味著不拋下任何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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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透過生態系統降低脆弱性，使婦女、青年、原住民

（IPs）等主要利益關係人能夠作為風險管理者，以自己的方式

貢獻自己的知識或和專業知識。

  (2)綠色和藍色基礎設施有助於預防災害、提供保護等功能，可透

過加強糧食和水資源安全來減少其脆弱性。 因此「綠色和藍色

基礎設施」應列為國家和地方減災策略目標（e）的組成。

  (3)監測、揭露和增加「綠色和藍色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將使

各國能夠證明其可實現仙台架構目標、永續發展目標和巴黎

協定。

4.議題：成為實現包容性氣候和災害復原力的最前沿城市(Cities on the

forefront of achieving inclusive climate and disaster resilience )

與會者重申氣候變遷調適與減少災害風險之間的一致性和相互

聯繫是實現永續發展的關鍵。城市將繼續增長、城市人口將繼續增

加，而氣候變遷影響將繼續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無計畫的城市化

最終將增加民眾以及現有和潛在移民的脆弱性。會中強調城市規劃

可結合減災和氣候變遷調適與的長期願景。政治意願和承諾仍然至

關重要，而公職人員必須採取系統思考方法，將風險管理納入發展

規劃內。

人力和財政資源有限下，綜合性方法將有助於城市妥善運用有

限的可用資源。洪都拉斯的特古西加爾巴被認為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多部門政府和非政府利益攸關方之間的合作與協調將需要進一步

推動，無論在地方或國家層級，迫切需要多層級政府之間的縱向協

調。就牙買加而言，在得到中央政府的全面指導、支持協調和衡量

進展下，地方政府有權規劃及稽徵地方收入，並根據當地法規採取

必要措施，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會人員強調地方層級的韌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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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必須包括城市和農村，城市韌性的挑戰與農村發展密切相關。必

須提供城鄉移民選擇，以轉移其遷移到城市環境的希望，並避免進

一步增加違章住宅區和城市貧民的脆弱性。並增加其獲得基本公共

服務和公共基礎設施的機會，賦予可謀生之生存權利和增加風險知

識，是政府必須為城市與鄉村居住人口提供的基本支援。地方政府

解決方案必須是具備創新和包容性，瑞士日內瓦市強調有必要與公

民和社區合作，共同創造應對挑戰的責任。跨界風險管理還必須考

慮城鄉差距，強調系統思維方法和變革適應。

會議與會人員所提建議：

(1)地方當局必須將災害和氣候調適能力制度化，以實現永續發展，

並且必須使其成為城市發展規劃的必要組成部分，以確保在政治

議程中保持風險降低和提昇韌性，以得到所有利益關係者的參與

和承諾。

(2)需要基礎廣泛的多部門城市規劃，其中包括變革性的調適方法，

以確保城市中心的永續和韌性成長。地方層級的發展必須在城鄉

差距中保持平衡，對勞動力和土地市場採取更具領域性途徑

（Territorial Approach）的思考方式，從「不拋下任何人」到「

不拋下任何地方」。

(3)融資仍然是實現當地韌性的關鍵挑戰之一。城市可以基於對局部

風險和優先需求的瞭解來善用其有限的資源。

 (4)將公民和弱勢群體更積極地納入規劃過程，使其成為共同創造者

，將是有效的一種解決方案，這對地方政府實現韌性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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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心得

本次參加「2019聯合國減災署全球減災會議」獲致下列心得：

(一)將減災策略納入國家發展計畫（NDP），方能確保具有充足的經費。

減災策略不應是單獨的策略，而應融入各項計畫，納入發展、財政及

其他政策方是有效利用有限資源和具有包容性之作法。

(二)社區主導的災後復原可將重點放在非結構性措施和開發工具。以風險

資訊為基礎之土地利用規劃，是重建永續的基礎。

(三)投資綠色基礎設施和水資源綜合管理是極具有成本效益的手段，可以

增強災害韌性能力。採取綜合性水資源管理可更永續地減少災害風險

。

(四)包容性作法可促使各類族群所有民眾面對風險時，擁有平等的生存權

利和機會。並可對所有族群的依據其特徵、能力與脆弱性加以因應。

(五)優先考慮在發生災害時受到影響最大、社會風險最高的弱勢族群，以

便在減災政策和融資方面得到應有的重視。

(六)政府需加強努力瞭解社會、生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暴露和脆弱性，

並制訂基於系統的跨領域風險管理方法。風險評估、規劃和策略必須

側重於包容性和平等性，以有效提升整體社會的韌性。

(七)私部門必須加強如開發創新性的私人金融工具等對氣候行動的參與，

這些金融工具可能是將私人融資引向關鍵的永續性解決方案。

二、建議

(一)建議推動減災策略融入各層級空間計畫之研究，俾有效利用有限資源

。

(二)建議強化綠色基礎設施和水資源綜合管理之研究，以提昇災害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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