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台訪問Q&A
                                          宣導日期：111年 11月 8日

                                  首訪單位：規劃課

                                       受訪人：何文賢工程員

Q1：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之緣起及目的為何?

A1：因全球暖化極端氣候影響颱風降雨型態的改變，面對極端氣候只靠工程建

設已難完全防治，過去日本的救災經驗，「自助-互助-公助」的比例為

7:2:1，由此可見防災教育的重要性。因此自民國99年起，水利署針對易

淹水地區輔導縣市政府開始成立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111年全臺已有

520處(含直轄市、縣市政府自籌建置)。透過防汛組織、教育訓練、演習

演練、社區互訪、定期宣導等活動，不但提升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成員之防

減災能力，更透過社區成員將防減災觀念推廣至一般民眾，使民眾面對水

患時，能更有自救、互救的能力，減輕水患對人民生活之衝擊。

Q2：有關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該如何成立?

A2：有關社區成立，水利署每年大約於6月、7月份期間會通知各縣市政府提

報下年度需成立的社區，由縣市政府將要成立之社區資料提報至河川局及

水利署辦理評比核定後，再交由縣市政府輔導社區成立；而在提報階段中，

在臺東縣部分，臺東縣政府會請由各鄉鎮市公所先進行社區意願調查，並

提供社區曾經淹水照片及位置等相關佐證資料至縣府，縣府就所提資料初

步審查是否位屬淹水潛勢範圍、淹水事實等，在進一步與有意願成立之社

區接洽，了解欲成立社區之整體運作以及說明社區成立後需配合辦理事項，

一來能讓社區了解成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之用意，二來可以更確定社區是

否有意願成立；另金門縣部分，金門縣政府是依據過去颱風、豪雨事件淹

水情形，調查出易淹水區域後委託屏東科技大學輔導成立。

Q3：水患自主防災社區需要執行任務為何?

A3：對於已成立之社區，於整備期間需配合教育訓練、防災演練(協調會議、

巡查溝渠、擺放雨量筒及準備物資等工作)、颱風、豪雨等水情查通報、

組織編組的盤整等任務；另於災中之任務，社區會由村里長或者社區指揮

官通知及指導各編組成員，進行各編組整備工作巡查、架設雨量筒等，社

區也會成立警戒班(觀測氣象資訊)、引導班(路段管制人力安排)、疏散班

(保全住戶疏散工作)及收容班(協助避難收容處所開設作業)等編組，各司

其職做災前、中、後工作。



Q4：目前河川局轄區內已成立幾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A4：本局所轄之縣市為臺東縣及金門縣，臺東縣部分由臺東縣政府自101年起

共輔導18處社區成立；金門縣部分由金門縣政府自99年共輔導 3處社區

成立；本局轄區內目前共計有21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Q5：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之啟動條件與當下的作為為何?

A5：依中央氣象局發布豪雨等級或颱風警報，若社區位於豪雨等級(24小時累

積雨量達 200毫米以上，或3小時累積雨量達 100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或

颱風範圍，則需進行社區啟動，村里長通知各編組成員集合，進行各編組

整備工作巡查、架設雨量筒等，其後續工作就如Q3所述，是事件情況成立

警戒班(觀測氣象資訊)、引導班(路段管制人力安排)、疏散班(保全住戶

疏散工作)及收容班(協助避難收容處所開設作業)等編組，以因應事件發

生。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豪雨特報將自109年 3月1日起新增短延時大豪雨降雨量標準

Q6：對於已成立且在運作之社區有何獎勵?

A6：對於目前已成立且在運作的社區，水利署有訂定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作

業，其目的為鼓勵已輔導成立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持續運轉，強化社區自

主防災作為，期透過本評鑑計畫檢視推動成效，並據以檢討策進，以提升

社區自主防救災能量；在依水災智慧防災計畫績優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獎勵

作業要點，對於獲評鑑列為不同等第之社區會頒給對應之獎勵金，如本

(111)年度的各等第獎勵金為：獲評鑑列為甲等社區獎勵金 5萬元、獲評鑑

列為優等社區獎勵金 10萬元、獲評鑑列為特優社區獎勵金 18萬元、獲評

鑑列為種子社區獎勵金 20萬元。



其社區評鑑方式及所準備之文件資料於評鑑作業規定內有敘明(撰寫內容

如下：相對去年運作之差異說明、社區水災防災計畫之完整性、社區水災

防災計畫之落實推動、汛期間資訊回報狀況（如全民防汛資訊網或LINE

機器人）、其他有助自主防災推廣之成果)，其報名時間會由水利署另行

函文通知縣市政府(如本(111)年水利署於6月底通知，社區報名登記日至

為8月 31日前)，在於期限內將資料由縣府送達至河川局辦理初評再由水

利署辦理複評後，會由水利署通知縣府獲獎之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