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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前言

(一)現況與趨勢分析

(二)目標與願景

(三)策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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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區間 極端強降雨颱風發生頻率統計

2010~2015

2000~2009

1990~1999

1980~1989

1970~1979

2010梅姬、2011凡那比、2012天坪、2013天兔、2014鳳凰、
2015蘇迪勒

發生頻率(颱風個數/10年)

0.2 0.4 0.6 0.8 1.0 1.20

2000象神、2001納莉、2001桃芝、2002納克莉、2004敏督莉、2005海
棠、2007柯羅莎、2008辛樂克、2008薔密、2008卡玫基、2009莫拉克

1990楊希、1996
賀伯、1998瑞伯

1973娜拉、1974
貝絲、1978婀拉

1987琳恩、
1974莎拉

極端颱風事件 ─ 趨於頻繁發生

• 2000年以前發生極端強降雨颱風之頻率約3~4年一次
• 2000年以後發生頻率約平均每年發生一次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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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重大坡地災害空間分布圖

面臨大規模坡地崩塌災害

小林村災前

小林村災後 4

 1982/08/11西仕颱風：新北市林
口台地及五股地區坑溝災情慘重

 2004/08/22艾莉颱風：新竹縣五
峰鄉及尖石鄉大型邊坡崩塌

 2004/07/02敏督莉颱風：大
甲溪嚴重土石災害

 2000/02/21二二一豪雨：
受921地震影響，中南部
五縣市嚴重土石流災害

 2001/09/17 納 莉颱
風：雲林古坑10多戶
民宅遭土石淹沒

 1985/08/21尼爾森颱風：南投
信義鄉發生嚴重土石流災害

 1986/08/22韋恩颱風：南投信
義鄉豐丘及十八重溪發生嚴重
土石流災害

 1994/08/12道格颱風：南投山
區山洪爆發嚴重土石流災害

 1996/08/01賀伯颱風：造成南
投信義鄉嚴重土石流災害

 1987/10/23琳恩颱風：新
北市瑞芳汐止平溪貢寮
三芝發生嚴重土石災害

 2001/10/31象神颱風：
本部及東北部山區發
生嚴重土石災害

 1990/06/23歐菲莉颱
風：花蓮秀林鄉銅門
村發生嚴重土石流災
害

 1994/07/10提姆颱風：
花蓮豐濱東興部落發
生嚴重土石流災害

 1999/10/16瑞伯颱風：
花蓮鳳林鄉鳳義里發
生嚴重土石流災害

 2001/07/30桃芝颱風：中
部與東部山區發生嚴重
土石流災害

 1991/08/23耐特颱風：台
東太麻里多良村發生嚴
重土石流災害

 2009/08/05莫拉克颱風：
高雄甲仙小林村發生嚴
重大規模坡地崩塌災害



105年0206地震的衝擊影響

建物安檢問題

土壤液化問題

面臨大規模地震災害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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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府所面臨之關鍵問題有：

• 氣候變遷的衝擊影響，發生極端降雨淹水事件風險增大

• 致災天氣系統之監測能量有待提升，包含監測設施及整合
分析技術等

• 複合型災害發生頻繁，預警技術與評估能力有待提升

• 天然邊坡各尺度與高精度量化災害潛勢、預警及衝擊評估
工具不足

• 國土與環境監測及永續工程技術及遙測技術在防災之應用
等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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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說明 (1/2)



• 都會區公私有建物、重要設施急需提升耐震能力

• 亟需研發近斷層抗震技術以降低災害衝擊

• 增進防災感測技術

• 如何結合民間、企業及社會媒體建置防災大數據庫與平台
及其應用

• 職場安全監測及監控，提升國內職安產業的水準

• 推動工業安全管理自動化訊息，透過雲端服務整合各式資
訊，增進工業安全管理

• 培育防災科技研發人才、創造就業機會、促進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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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說明 (2/2)



趨勢分析

1.台灣百年平均溫度不
斷攀升之趨勢

2.台灣年平均降雨量有
旱澇加劇之趨勢

1901-2010 年 13 個平地代表測站之溫度距
平均時間序列圖(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台灣豐枯水年變化(經濟部水利署) 8

年平均溫度

年雨量



3.面臨極端災害事件以“複合型災害”發生
氣候﹅人為社會環境的變遷，將激化災害的規模與複雜程度，造成天然
與人為災害同時發生的複合型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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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2015年全球災害損失
(資料來源：瑞士再保險公司)

4.災害損失有逐年增加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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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損失
未保險損失

總經濟損失 = 保險損失 + 未保險損失

10年移動平均 (總保險損失)
10年移動平均 (總經濟損失)



5.天然災害發生次數及受影響人數呈現上升趨勢

資料來源：緊急災難資料庫EM-DAT

影響
人數

次數

死亡人數

死
亡
人
數

發
生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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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影
響
人
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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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發展物聯網智慧生活時代

• 智慧國土監測

• 大數據資料整合
分析

• 社群網路資料萃
取

12

智慧生活

基礎建設

智慧國土

網路經濟

透明治理

智慧醫療



7.建構職場智慧安全的作業環境

• 強化安全監控之
即時性

• 提升環境感測技
術的應用性

• 打造全方位的智
慧型安全職場

圖片來源：http://www.digitim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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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發展提升都會區與
流域綜合治理與耐災能力

之技術

策略3：提升關鍵設
施防震耐災能力

策略2：提升國土坡地
及自然資源永續與耐

災能力

子題(三)：精進防災科技減少災害衝擊

強化智慧監測及安全環境

研發
職場
智慧
安全
感測
監控
技術

發
展
智
慧
防
災
科
技

策略5策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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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總目標：
建構智慧監測與耐災環境
巨量資料整合加值雲端服務
精進風險管控及複合預警研判技術
打造安全與耐災的生活圈

策略一：發展提升都會區與流域綜合治理與耐災能力之技術
耐災：強化流域災害預警技術與安全管理機制，提升流域全災害耐災的
能力
安全：因應氣候變遷極端降雨衝擊，發展智能科技提升強化國土抗災能
力，打造永續安全的都會生活圈

策略二：提升國土坡地及自然資源永續與耐災能力
強化國土坡地與自然資源耐災永續能力，發展智能科技打造健康安全生
活圈

(二) 目標與願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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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提升關鍵設施防震耐災能力
穩固：強化地震工程研究技術能量，研發經濟有效之耐震評估與補強相關
技術，建設「不倒翁」城市
持續經營：促進產學界之技術合作，提升關鍵設施耐震性能與風險管理能
力，創造人民公共安全與企業持續經營之雙贏局面

策略四：發展智慧防災科技
營造智慧防災防護與應用環境

策略五：研發職場智慧安全感測監控技術
智慧型的安全職場：應用資通訊科技、物聯網科技、智慧穿戴裝置及各類
感測裝置，建構職場安全監控環境，打造全方位的智慧型安全職場

(二) 目標與願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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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綱/策略 措施 主辦 協辦

1.發展提升都會區與
流域綜合治理與耐
災能力之技術

(1)因應短延時強降雨事件衝擊，提升
都會區水災防治技術能量

(2)強化流域水災綜合治理技術，建構
耐災的水環境生活圈

經濟部
交通部
內政部
農委會
科技部

2.提升國土坡地及自
然資源永續與耐災
能力

(1)提升非都市計畫區域之坡地耐災能
力，有效管理流域土砂運移

(2)因應劇烈天氣及劇震衝擊，強化都
市計畫區域周緣山坡地耐災能力，
以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3)建置國土監測系統及防災大數據庫，
提供動態之國土與自然資源永續經
營資訊

(4)建構坡地災害智慧防災網路，提升
民眾及應變指參系統之即時決策資
訊

農委會

交通部
內政部
經濟部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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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措施 (1)



題綱/策略 措施 主辦 協辦

3.提升關鍵設施防震
耐災能力

(1)研發關鍵設施防震技術與策略，
降低關鍵設施震損風險

(2)研發近斷層抗震技術，以降低近
斷層地震引致之災害

科技部

交通部
農委會
經濟部
內政部
衛福部

4.發展智慧防災科技

(1)強化災害感知監測能量
(2)強化防災巨量資料處理與分析能
力

(3)增進民眾對於防災資訊的可及性
科技部

交通部
農委會
經濟部
內政部
通傳會
原能會

5.研發職場智慧安全
感測監控技術

(1)因應重大職災衝擊，研發職場安
全防災監控技術

(2)強化職場安全監測資料傳遞之準
確度及即時分析技術

(3)增進職場安全風險資訊之主動發
佈機制

勞動部
科技部
交通部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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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策略、措施 (2)



附件資料

附件資料為議題二子題(三)中五項策略之措施與細部分工



策略一：發展提升都會區與流域綜合治理與耐災能
力之技術

措施 說明

1.因應短延時強降雨
事件衝擊，提升都
會區水災防治技術
能量

• 強化氣象短延時強降雨即時監測技術
• 掌握都會區域易致災區域，強化水災害風險評估技
術

• 提升都會區複合災害預警技術
• 都會區智慧防災管理技術
• 都會區海綿滯水截水技術

2.強化流域水災綜合
治理技術，建構耐
災的水環境生活圈

• 強化流域氣象致災性天氣系統監測技術
• 掌握流域「水」的動態趨勢，強化流域水文環境監
測技術

• 掌握易致災區域，強化流域水災風險評估技術
• 提升流域複合災害預警技術
• 流域智慧防災管理技術
• 流域保水滯洪減洪分洪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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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提升國土坡地及自然資源永續與耐災能力

措施 說明

1.提升非都市計畫區
域之坡地耐災能力，
有效管理流域土砂
運移

• 提升大規模崩塌、土石流、堰塞湖及複合型災害評
估能力

• 提升山區聚落安全
• 提升山區交通耐災及應變能力
• 提升劇震下山區耐災能力與減災技術
• 提升永續工程治理技術
• 提升流域土砂管理技術

2.因應劇烈天氣及劇
震衝擊，強化都市
計畫區域周緣山坡
地耐災能力，以保
護民眾生命財產安
全

• 都會區長延時強降雨災害防治技術
• 提升都會周緣山坡地劇震耐災能力
• 發展視覺化全災害動態境況模擬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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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提升國土坡地及自然資源永續與耐災能力

措施 說明

3.建置國土監測系統
及防災大數據庫，
提供動態之國土與
自然資源永續經營
資訊

• 運用高科技遙測技術進行國土監測
• 提升劇烈天氣山區降水預估能力及精度
• 提升大規模崩塌及活動性監測能力
• 提升國土監測運作能力
• 建置防災大數據及開放資料運用
• 提升天然災害預警能力

4.建構坡地災害智慧
防災網路，提升民
眾及應變指參系統
之即時決策資訊

• 提供公開防災訊息服務平台
• 建立全災害管理架構及資訊系統
• 推動光電與機器人產業研發新觀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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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提升關鍵設施防震耐災能力

1.研發關鍵設施防震
技術與策略，降低
關鍵設施震損風險

• 高科技園區最具威脅斷層調查與監測
• 關鍵設施地震風險管理技術建立
• 關鍵設施耐震能力提升

2.研發近斷層抗震技
術，以降低近斷層
地震引致之災害

• 近斷層地震動特徵研究
• 近斷層地震耐震評估補強技術研發

措施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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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四：發展智慧防災科技

1.強化災害感知監測
能量

• 提供穩定、正確的防災監測資訊
• 研發創新感測技術
• 提升國土監測運作能力
• 結合天然災害防災體系與資訊管理系統，依複合型
災害類別，鑑別輻射事故對第一線應變環境與人員
危害度，建立輻射類別緊急應變工作平台

2.強化防災巨量資料
處理與分析能力

• 研發巨量資料快速蒐整分析技術
• 提升天然災害預警能力
• 利用科技分析弱點，建立輻射監測智慧網，結合大
數據分析主動判視環境背景輻射之變異，提出預警
警訊

3.增進民眾對於防災
資訊的可及性

• 研發穩定可靠之資訊傳遞技術
• 建立各類防災資訊主動發佈技術
• 輻射監測數據資料科普化，整合災防資訊，提供多
管道之輻射訊息服務

措施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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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應重大職災衝擊，
研發職場安全防災
監控技術

• 運用智慧科技提升安全巡檢效能
• 整合氣體感測技術發展智慧監控技術

2.強化職場安全監測
資料傳遞之準確度
及即時分析技術

• 提升監測資訊傳遞率及準確率之技術
• 提升風險分析及緊急應變之決策支援

3.增進職場安全風險
資訊之主動發佈機
制

• 研發環境風險與人員感知警報驅動技術
• 研發穩定可靠之緊急應變主動發送技術

措施 說明

策略五：研發職場智慧安全感測監控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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