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福利機構對應水災避難撤離標準及
應變作業原則之研究
Study on Flood Evacuation and Response Procedures 

for Senior Citizens’ Welfare Institutions

本研究就水災情境，以老人福利機構為對象，結合機
構特性，如所收容之失能或行動不便之長者特性，分
析如何協助機構建立災害避難撤離標準。透過具可行
性之原地及異地避難機制或原則之建立，可協助老人
福利機構在標準作業流程及指引下，提升機構之應變
效能，增進防災韌性，並維護機構住民之安全。

計畫目的

本研究透過二手資料、深度訪談、專家/焦點座談、現
地調查、調查研究等方式蒐集資料，並運用GIS、統
計等工具進行分析。藉由所蒐集之資料及分析結果，
本研究據以擬定避難撤離標準及應變作業原則

研究方法

資料分析
• GIS分析

• 約200家(18%)機構在極端的
降雨事件(600mm/d)下有顯
著淹水風險

• 專家座談建議
• 應考慮建築特性，指認風險
• 風險辨識需考量多樣情境
• 災害有時序概念，考慮機構

準備所需前置時間
• 應結合機構建築、住民及整

備特性考量撤離機制
• 應考量機構住民撤離地點特

殊性及交通運籌之議題
• 應架構在現有法規機制下設

計
• 如原設計另創警戒分級，可

能有執行之困難
• 撰寫內容應考量機構與政府

立場之平衡

• 老人福利機構進行就地避難或異地避難決策時，必須分析決策者；了解事
件指揮系統、掌握災害特質、機構所在區位、災害潛勢；分析疏散地點、
交通方式、物資供應、員工人力、收容者特性、機構之建築結構特性等。

• 上述事務並非在災害發生即可進行，而需要透過計畫程序加以思考，並在
平時訓練及演練中讓員工、住民熟悉應變流程，並加以驗證計畫的合理性。

• 在未來，政府應透過政策作為，強化機構對於其災害應變之整備，減少機
構進行疏散避難之阻力，進而使機構得以透過機構所能運用之資源，在災
害發生前即完成原地垂直避難抑或異地避難。

• 機構風險特性

• 環境特性
• 日降雨量450mm，淹水>50cm

• 10年內嚴重淹水，或執行疏散撤離

• 200m有寬50m以上河川

• 鄰接魚塭或水田，或自身或鄰近機構曾發生淹水

• 建築特性
• 樓高1樓

• 兩層樓，但屋頂為鐵皮屋頂

具上述建築特性 不具上述建築脆弱性

具上述環境脆弱性 第一類機構 6% 第二類機構 18%

不具上述環境脆弱性 第三類機構 20% 第四類機構 56%

電視 新聞網站 縣市政府 氣象局 水利署
73% 61% 36% 67% 38%

• 機構之天氣監控資訊來源

• 災害境況 vs. 行動決策

• 機構對於「預防性撤離」有諸多考量，需透過其他方式予以促進

• 淹水一級警戒

• 59%表示會執行原地垂直避難或

異地避難，其他為不會或再看看

• 機構外圍淹水

• 81%表示會執行原地垂直避難或

異地避難

• 附近路面淹水

• 65%表示會執行原地垂直避難或

異地避難

• 機機構內淹水

• 92%表示會執行原地垂直避難或

異地避難

豪雨特報
海上颱風警報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淹水二級警戒
河川二級警戒水位

淹水一級警戒
河川一級警戒水位

縣市或鄉鎮依法
強制其撤離

第一類機構 •應變機制啟動
•災害資訊蒐集
•疏散準備

•疏散執行(異地) •疏散執行(異地) •強 制 疏 散 執 行
(異地)

第二類機構 •應變機制啟動
•災害資訊蒐集

•疏散準備(原地垂
直優先)

•疏散執行(原地垂
直優先)

•強 制 疏 散 執 行
(原地垂直或異
地)

第三類機構 •應變機制啟動 •災害資訊蒐集 •疏散準備(異地) •強 制 疏 散 執 行
(異地)

第四類機構 •應變機制啟動 •災害資訊蒐集 •疏散準備(原地垂
直優先)

•強 制 疏 散 執 行
(原地垂直或異
地)

• 應變行動與疏散時機參考

• 應變作業原則

擬定應變計畫 建立應變編組 進行演練 採取減災措施

災前培力及社會

網絡建立

妥適啟動編組及

輪替

妥適原地垂直避

難空間規劃

妥善垂直避難準

備、執行

維持垂直避難後

之持續照護

完善異地避難場

所/交通/運籌

妥善異地避難準

備、執行

維持異地避難後

之持續照護

災後復原與返回

結論與建議

撤離標準及應變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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