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因應汛期防災備災輔導訪查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13日高市社救助字第 10130937000 號函訂定 

 

一、 緣起：近年颱風豪雨造成本市偏遠地區及部落受創嚴重，部分都會地區

淹水情形嚴重，至今尚未完全恢復，對於汛期來臨前，必須做更週全之

準備與防範。為了解有關各區災民收容及物資整備情形，並給予必要之

協助，特訂定本計畫。 

 

二、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三、 實施對象：本市各區區公所，並依危險潛勢區分以下 3級： 

(一) 山地易孤立地區：轄內部分或全部區域有道路中斷危險之虞，或易

受土石流影響而致住屋毀壞等綜合性災害。區域為六龜區、甲仙區、

杉林區、茂林區、桃源區、那瑪夏等 6區。 

(二) 淹水潛勢地區：轄內部分或全部區域有淹水致災之虞。區域為左營

區、楠梓區、三民區、鼓山區、大寮區、大社區、大樹區、鳥松區、

仁武區、岡山區、橋頭區、湖內區、永安區、彌陀區、梓官區、旗

山區、美濃區 17區。 

(三) 都會及低淹水潛勢區：轄內部分或全部區域近年災情不大，仍應進

行防救災物資及災民收容整備。區域為鹽埕區、新興區、前金區、

苓雅區、旗津區、前鎮區、小港區、鳳山區、林園區、燕巢區、田

寮區、路竹區、茄萣區、阿蓮區、內門區等 15區。 

 

四、 實施期程：每年 3月 1日起至 8月 31日止 

 

五、 辦理方式： 

(一) 針對山地易孤立地區之區公所於每年防汛準備期起至汛期結束止，

由本局分三階段進行實質訪查輔導。 

(二) 針對淹水潛勢地區、都會及低淹水潛勢區之區公所於每年防汛準備

期起至汛期結束止，以書面查核為原則，必要時得由本局會同相關

單位進行實質訪查輔導。 

實質訪查輔導辦理方式如下： 

第一階段： 

由本局委請本市「避難收容暨備災訓練中心」之專門人員先行於防災

準備期與受訪區公所商定訪查時間，並就當年度防備災業務整備情形

進行輔導訪查及協助公所擬定當年度工作與執行計畫，以利業務推行。 

第二階段： 



(1) 由本局會同本市「避難收容暨備災訓練中心」於防汛準備期與受訪區

公所商定訪查時間，並由救助科科長以上人員率相關承辦人及民間

防救災團體進行實地訪查，並參考本市「避難收容暨備災訓練中心」

於第一階段之實際訪查內容及問題進行檢視，藉以瞭解當年度相關

防備災業務辦理情形。 

(2) 受訪區公所安排一級主管人員主持會議，準備訪查重點書面資料並派

員口頭報告後針對議題討論。資料及報告內容需敘明轄區內易致災

地區之區域及避難收容所設置情形、各區域現有物資及後續整備狀

況等(如訪查重點)。 

(3) 由受訪區公所邀請民政、社政、防救災承辦人、村里長、社區理事長、

自治會幹部、生活重建中心、相關民間社福慈善團體等一併出席，

藉以進行交流並共同研商相關事宜。 

(4) 請受訪區公所於會後陪同訪查規劃之災民收容所及物資儲備處所。 

(5) 訪查後 10日內由本府社會局函送訪查及會議紀錄，受訪區公所需於

訪查後 30日內擬定改善計畫及執行成果送本府社會局備查。 

第三階段 

(1) 由本局與受訪區公所商訂複查時間，並由承辦人員率隊依第二階段

函報之改善結果再次實地訪查，釐清各狀況是否已確實改善。 

(2) 受訪區公所承辦人協助本局至各災民收容所及物資儲備所逐一進行

實質訪查，並由區公所協助聯繫里長、里幹事等第一線承辦人員，

俾利實際瞭解各里需求，並盤點現存物資、檢視物資保存及發放清

冊是否已確實備齊及盤點。 

  

六、 訪查重點： 

（一） 瞭解目前轄區內之高危險區域、易致災、易成孤島的區域或村里聚落

為何？防災策略及因應措施。（如避難收容所設立狀況、物資儲備情

形等。） 

（二） 該區域或聚落之常住居民約有多少？另是否已針對轄區內老弱婦

孺、孕婦、身心障礙者、慢性病、洗腎患者等弱勢對象進行調查及統

計、列管？進度以及結果為何？ 

（三） 災時如需進行撤離安置之策略，例如是否分批撤離安置？第一批撤離

安置之人員及資格為何？預定撤離安置人數以及地點等…？是否與

地方居民取得疏散及避難之共識？撤離使用之交通工具等？ 

（四） 各避難收容點的地點、位置，是否已宣導民眾週知？現有之設施設備

(發電機、油料、盥洗用具等)及儲備地點與數量，以及預定補充(補

助或自購)準備之數量及內容。 

（五） 莫拉克風災時以及 99至 100年間本局補助購買或提供的非民生物資



保存情形，例如發電機、鍋具、爐具、貨架等相關物品保管存放情形。 

（六） 災民救濟民生物資之整備作法、及實際儲存數量。 

（七） 災民救濟民生物資開口協定契約簽訂情形。 

（八） 前一年度訪查輔導建議改善事項執行情形。 

（九） 防備災工作尚需要協助及不足之處。 

 

七、 預期效益：藉以及早瞭解年度防備災業務之整備及運作情形並確實改

善、因應之。 

 

八、 本計畫奉核後施行，並依實際情況修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