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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醫護人員與救護車在旁待命，現場交通要管

制，安全要維護，家屬傷痛要安撫，殯葬事宜要

準備，倖存者要緊急安置，救災物資要籌募管理，

志工人力開始募集，災損資料要精確掌握，救災

資訊要迅速公開。

緊急收容中心通常設在鄰近學校、活動中心、

廟宇等有水電、浴廁、臥舖的地方，能維持生活

必需。雖無法舒適，但要尊嚴、安全。進住昂貴

旅館難持久，也不實際。緊急收容中心由社會工

作人員管理與提供服務，例如：悲傷輔導、創傷

壓力舒緩、需求評估等，志工分發物資與陪伴災

民。

只要是跨縣市或大型的災難，統籌支援責任

就是中央政府。中央有權調動軍隊、統合部會、

指揮區域醫院、動用財主系統資源，甚至宣布緊

急命令；而地方政府最熟悉地方政治、社會、文

化脈絡。除非地方政府癱瘓，或是需求人力、機

具超出地方政府層級能力之外，否則，分工方式

應該是地方指揮第一線救災作業，中央調動資源

協助。如此才不會相互扞格。

救災第二步：短期安置
緊急救援接近尾聲，要啟動災民短期安置。

緊急收容中心會因生活條件限制、疾病感染、文

化不適應，或資源撤離，而必須及早關閉。政府

應將災民轉送到可以居住較長期間的地方，例如：

興建組合屋、借住軍營，或租用宿舍，以利進行

醫療、教育、就業等服務、家庭與社區重建、產

業復原。同時進行以下工作：

首先，應加速徵調人力、機具，進入災區，

清理淤泥、垃圾、人畜屍體、消毒、排水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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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
難考驗臺灣。2014年 7月 23日復興航空
222號班機空難，機上人員 48人死亡，10

人重傷，並波及 11棟民宅，5人輕傷。7月 31日
高雄發生氣爆事件，死亡 30人，受傷 310人。
災難具突發性、難預料、不熟悉、地區性、

重傷害的特性。因此，每一災難發生都嚴厲地考

驗政府的應變能力。依世界銀行的《天然災害熱

點：全球風險分析》（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2005）報告指出，臺灣可

能是世界上最易受到天然災害衝擊的地方，因為

臺灣約有 73%的人口居住在颱風、水災、地震，

及其他天然災害可能衝擊的地區。

經歷了 1999年 921大地震之後，2009年發

生莫拉克風災，政府似乎沒有從災難中學到如何

救災。中央政府對災難救援的遲鈍與漠視、過多

的政治考量、中央與地方救災分工不清、地方政

府經驗不足等都造成救災步伐混亂與效率低。在

備受批評後，政府就加速安置的腳步，過度重視

重建結果，迷信用錢擺平，忽略災民參與過程，

導致快速將原住民為主（占 72.5%）的災區 160

處，劃定為不安全地區，強制遷徙一萬多居民到

20處永久屋社區，3546戶。造成原住民部落離散、

生計困難、文化斷裂的後遺症。而這樣的戲碼持

續在上演著。

救災第一步：緊急救援	
一般說來，救災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緊

急救援，救人第一。即使眼看著財務受損，也必

須保命為要。救人的黃金時間是 72小時，最多 7

天。不管是地震、水災、火災、爆炸，所有用得

上的機具都要調動前來支援，國軍要立即指揮上

災難考驗臺灣



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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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天氣炎熱或陰雨，容易引發社區感染。此時，

對災區仍應進行交通管制，除救災人員、當地居

民外一律限制進入，避免災區觀光干擾救災。此

外，如果災情嚴重地區，中央政府應協調資源豐

沛的縣市認養受災縣市，包括專業人力、機具、

物資等整隊進入協助，才不會讓災區成為散兵游

勇割據的地盤。

其次，文化要保存。不要把所有文化、歷史

記憶，連同磚瓦、垃圾、汙泥被挖土機一次剷除。

第三，災害救助與便民措施。迅速清查受災

傷亡人員、財產、農漁作物、工廠、商店等損失，

盡可能標準一致、簡便行政、快速補償，避免擾

民與不公平。但是，不要任意加碼，破壞行情，

滋生困擾。 

第四，學童教育安置。不管是失依兒童，或

學校損毀，學童都必須安置到有社會支持的新學

校。尋求親友協助安頓是最理想的，如果沒有親

友，安置學校的家長會應出面認養受災學童，其

學費、書籍簿本、服裝、午餐等費用由政府補助。

第五，立即進行社會生活重建。災難復原的

最高指導原則是及早恢復災民的生活能力。提供

轉學、課業輔導、就業輔導、災後創傷壓力紓解、

老人與身心障礙者照顧、醫療等服務。此時要善

用災民的自助與社區互助力量，避免政府一手主

導，造成災民無力、無助感的延長。

第六，救災人員的壓力紓解。現場救災人員

在緊急救援階段，忘我地投入救災，看到、聞到

災難現場慘狀與屍體，替代性創傷壓力會累積，

必須盡速請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介入協

助其進行壓力紓解（debriefing）。

第七，募款與物資管理。嚴謹管理募款與物

資，在慌亂中最容易出錯，務必專人專責管理，

人民的愛心要珍惜。多頭馬車的募款計畫，最容

易引發紛爭。

第八，協商長期安置計畫。短期安置有時限，

最多兩三年。長期安置是要讓受災部落、社區重

建家園。千萬不可單從政府、都市、漢人、工程、

專家的角度看問題。一旦災難救援結束，通常也

是災民必須自力更生的開始，族群、文化、社會、

經濟視角的考量，才是務實。

第三步：社區重建
第三階段是社區重建。長期安置不只是建築、

房舍、住家（house）的安排，而更是家（home）、

鄰里、社區、就業、教育、文化的整體生活規畫。

家園殘破、河山變色，重建之路，不可輕率。否

則不但無法療傷止痛，反而雪上加霜。

救災是一門知識，也是一種態度，無知與傲

慢是救災的天敵。 （本期專欄策畫／社工系陳

毓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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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社會學系社會工作組學士、碩士。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社會福利學院（School of Social Welfare）博士。現任

臺大社會工作學系教授。曾任臺大社會學系主任，臺北縣副縣

長，行政院政務委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工作方法、比較社會

政策、福利國家。曾主持國科會「高齡社會的來臨：為 2025 年

的臺灣社會規劃之整合研究」、「災難救援社會服務模式的建立：

以莫拉克風災為例之整合型研究計畫」等大型研究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