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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組織在自然災害重建中的角色與功能~以台灣世界展望會為例

報告大綱

1. 前言~天然災難頻繁的台灣，人民對災難救援的團體要求更顯迫切。

2. 台灣世界展望會發展緊急救援的重要歷程回顧。

3. 世界展望會在天然災難中緊急救援策略。

4. 88水災（莫拉克風災）台灣世界展望會的救援行動計劃分享。

5. 結語~從救災救援實務中建議民間團體應該有的功能角色。

6. 附件(摘錄倡導性的報導)另一種倡導~聽聽來自災區的呼籲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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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天然災難發生頻率有多高?

圖表 1~台灣十年來的天然災害損失統計彙總表 

天然災害類型 發生次數 

造成人員 

傷亡人數 

(罹難.失蹤,受傷) 

造成房屋 

毀損戶數 

(半倒/全倒) 

非颱風造成的豪大雨成災 11 135  251  

颱風造成得災害 33 2,976  5,945  

地震 8 14,162  105,667  

合計 52 17,273  111,863  

資料來源(摘錄): 內政部消署網站(http://www.nfa.gov.tw-歷年天然災害損失統計 

 



 一次災難救援~到什麼服務階段?設定任務段落?

災民緊急救助
Rescue

災民安置
Relief

家園重建
Rehailitation

救援行動前~覺察 省思



展望會發展人道救援的重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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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策略

 重點工作
 因應環境調整策略方向

 緊急預備

 (早期預警,策略聯盟,準備工作)
 訓練

 倡導

 迅速回應：救援與因應



實例分享

台灣世界展望會之緊急救援災害前預備
計劃（IDPP）

Initial Disaster Prepare Plan



2009年5月15日在澄清湖畔的
IDPP訓練重點是………….

災民安置中心的設置標準與服務項目演練



災難發生時的應變原則

 第一波(期):短期計劃

 災難發生後的一週七
天因應計劃

 災民民生物資的供應

 災民臨時生活住所的
設置

 第二波(期)中短期計劃

 災難一週後~約3個月
的因應計劃

 住屋修建補助/經濟自
立扶助

第三波(期)中長期計劃

災難3個月後~約2~3年的社區重建計劃

社區最大利益遠效的軟硬體重建



回首~8月8日莫拉克風災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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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災前後的太麻里街景



台東太麻里~
金峰鄉/金崙鄉

屏南
淹水區

嘉南高屏
原鄉區

災情嚴重區

金崙工作站

台東中心

恆春工作站

潮州(屏南中心)

屏東中心

旗山中心
(受損)

嘉山工作站
三民鄉工作站

桃源鄉(天賜工作站)
三地門工作站

霧台家婦工作站



台東太麻里~
金峰鄉/金崙鄉

屏南
淹水區

嘉南高屏
原鄉區

前進指揮所的據點

金崙工作站

台東中心

潮州(屏南中心)

屏東中心

旗山中心
(受損)

嘉蘭村的介達國
小佳冬鄉公所



介達國小安置狀況 新富活動中心安置狀況



物資送達新富活動中心



與受災民眾對談



屏南地區同工深入淹水災區服務之景況



屏南地區同工深入淹水災區服務之景況



八八重建專案
工作重點



災害發生後的時程管制要求

行動 時間 

完成初步評估 24 小時內 

送達緊急供需物資 24－72 小時 

災害發生地的七天回應計畫 24 小時內 

設置救助站 48 小時內 

電話通訊系統的設立 48 小時內 

每日的會議召開（電話會議） 自災害發生起 

 



救援工作三階段

階段
別

重點 時間 重點行動

第
一
階
段

緊急救
援期

3-7天 1. 提供民生物資/臨時收容所的數設立
2. 家園清理:-發放清潔用品+-招募志工清理家
園
3.成立「兒童天地」服務災區兒童穫得照顧
，使其父母能安心清理家園

第
二
階
段

短暫恢
復期
(安置期)

第8天-3
個個月

1.受災家戶訪視調查
2.受災戶災害救助補助金發放
。

第
三
階
段

長期重
建期

3個月-1
年或以上

與政府合作1. 臨時住宅2.房舍重建.3.學童校
園之
社區重建至自立發展

依據各區辦製作及演練的~緊急救援災害前預備計劃

Initial Disaster Prepare Plan （IDPP）



住戶數 人口數

阿里山鄉 1,998 6,180

高雄縣 4,448 10,061

屏東縣 12,546 44,038

台東縣 6,948 19,381

小計 25,940 79,660

15個原住民鄉
鄉(佔50%)



原鄉受災村落族群一直訴求

 回家/部落重建

參與重建之主體性被尊重

文化與生計的永續發展

兒童權益的保障







救援重建策略計劃

以受災最嚴重的原鄉為服務群體，運用本會長期在原鄉
服務的合作關係，致力以「以人為本的人道救援」精神，
結合本會Stakeholder資源有規劃地投入救援重工作，強
調品質管理與責信，完成救援重建計劃。



展望會八八水災救援重建工作總覽

台灣世界展望會八八水災救援與重建計劃
98年9月8日公佈於本會網站

項目 計畫 說明

部落遷村或重建 建造永久屋或中繼屋約1000~1200間
包含台東縣金峰鄉、大武鄉、太麻里鄉
中繼屋，屏東三地門、霧台，牡丹等部
落等遷村或重建計畫

社區總體營造 部落遷村或重建之社區總體營造
包含社區文化與活動中心、備災教室、
兒童育樂教室、信仰中心、部落小學等
設計與部分建造

急難慰問與救助金
針對災區因為房屋倒塌、淹水等生命
財產損失之慰問與救助金

短中期安置社工服
務

提供受災居民於安置期間專業社工服
務

特別強調受災居民中原住民弱勢的族群，
如兒童、身心障礙者、或老人

災童生活扶助 加強受災戶兒童生活扶助
提供本會長期服務支援鄉部落受災戶兒
童青少年生活扶助金每人每月1000元為
期兩年

兒童青少年教育、
心理與生活重建

設置12個兒童關懷中心提供兒童遊戲
治療；提供教育支持；建立學生中心
等

社區產業發展
輔導受災原鄉居民社區產業生計發展
(為期2年)

家庭重建
生活適應、家務指導、親職教育、
親子/家庭團體活動…等

心靈重建 心理輔導 悲傷處遇等課程













































救災救援中建議民間團體應該有的功能

 功能1:建構預備防災備災及減災的功能

（能力Capacity）

 功能2:勇於接受跨專業團體的合作聯盟的運作

（合作功能Cooperation）

 功能3:尊重回歸受災區的居民族群的主體性





救災救援中建議民間團體應該有的角色。

 角色1:聆聽者及陪伴者

 角色2:培力者

 角色3:倡導者



謝謝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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