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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社區納入韌性城市「低脆弱度」與「高回復力」概念，指社區具備災害容
受力，對於災害能夠快速反應及回復，瞧了社區環境能夠承受災害衝擊外，也
強調能快速反應並自災害中復原重建。

韌性
社區

韌性社區

的內涵

推動

緣由

合作推動

人員及

組織

標章

申請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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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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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社區是什麼？

執行社區
防災基礎工作

平時建立
復原重建共識

維持
運作機制

進行環境踏勘，建立

社區內防救災資料、

製作防災地圖、討論

防救災議題、平日巡

檢及管理維護，以及

實際推演及演習等工

作事項。

於災前與社區居民及

專業技術人員，例如：

水電工程師、通訊商、

保險業、房仲業或法

律顧問等討論並訂定

復原重建機制，取得

共識並簽訂合作備忘

錄，確保災後復原重

建階段的措施及願景。

社區預先規劃、安排

工作期程、分工合作

及檢討改善機制，使

韌性社區能在一個完

善的系統下，持續執

行災害防救工作、降

低災害的風險及促進

居民、組織及企業的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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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韌性社區為「具災害的容受力，並對

於災害能夠快速反應及回復」的社區。當一個社

區具備強而有力的社區意識，對於災害能夠快速

反應及回復，並且可以持續正常運作，我們就可

以稱這類的社區為「韌性社區」。

韌性社區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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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區
民眾對災害
的危機意識

培養其
自助、互助
的能力

凝聚社區
向心力

鼓勵
民眾參與
防災工作

推動韌性社區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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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社區民眾對災害的危機意識，凝聚社區向心力，鼓
勵民眾參與防災工作，培養其自助、互助的能力

• 期望串連鄰近單位，如學校、志工團體、長期照顧機構，
乃至企業等，來共同參與社區防救災工作。

• 找出並評估社區潛在的災害風險，依照社區資源與能力
來排定改善順序，而後加以落實，並強化復原重建能力，
藉此強化社區韌性。

• 促使社區建立起維持運作機制，持續執行災害防救工作。

推動韌性社區的目的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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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應該參與韌性社區

民間團體

居民
(防災士)

企業

學校

市.公所
行政部門

當地
專業技術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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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社區的推動方法

社區防災工作

1. 認識社區環境
2. 清點社區組織
3. 清點社區資源
4. 清點避難弱勢者
5. 建立防救災組織

6. 災害防救工作融入日常生活
7. 社區環境診斷
8. 防救災對策工作坊
9. 擬定社區防災計畫
10.實際推演及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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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社區的推動方法
韌性社區維持運作機制

01 規劃工作項目

02 擬定工作期程

03 分工合作機制

04 持續的檢討與改進

05 評估新的脆弱點

06 紀錄及整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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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災前復原重建策略-建立復原重建組織

建立復原重建組織時，應該儘量尋找各方可以在復原階段提供
幫助的組織或人員，其中需包含社區內居民或組織、社區外部
組織及專業人士等，先討論出復原重建組織架構、合作意向及
未來願景。 社區內部

社區外部
組織

專業人士

*建議復原重建組織成員，避免與社區防救災組織成員重複，
可能因工作時間重疊或過於疲累，造成無法執行工作。

專業領域 相關之專業背景人員或單位

政府部門 政府官員、進行資源挹注及協調。

規劃 都市計畫、建築、景觀、公共行政背景，協助社區發展規劃。
大眾傳播 媒體、資訊背景，可即時傳遞災情及請求外部資源協助。

醫療及社會服務 專業醫療人員、社工、NGO，進行醫療疏散及支援服務。

房仲業 開發商、建設公司、合宜住宅單位。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師、結構學專家。

經濟 勞工部門、企業代表、社區發展代表、銀行人員。

法學 法律背景人員。

自然及人文資源 自然保育人員、古蹟維護師、博物館及圖書館組織人員。

保險 財產、人身、醫療等相關保險人員。

韌性社區的推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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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災前復原重建策略-了解社區可能遭受的衝擊

準備 假定 訂定

訂定復原重建各階段
所需時間及機制
• 空間規劃
• 社區組織協助
• 外部協助
• 設施種類
• 設施功能
• 維生管線恢復
• 其它

韌性社區的推動方法

假定社區受災範
圍、製作圖面事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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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立工作項目及
負責單位

• 成果發表及建立
共識

• 確認所需資源及
提供組織

• 資源盤點

復原重建機制檢核表

韌性社區的推動方法

社區災前復原重建策略-

建立復原重建共識

社區災前復原重建策略-

檢核復原重建事項
及簽署合作備忘錄

社區災前復原重建策略-

建立可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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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災前復原重建策略-定期推演並更新復原重建機制

兵棋推演測試
可行性並改善

定期討論修正
復原重建機制

韌性社區的推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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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社區標章乃是鼓勵社區參與韌性社區推
動的象徵，獲標章者代表該社區曾參與韌性
社區推動，並按要求完成各項工作，社區獲
得標章可視為其積極強化社區的韌性，但並
不代表可完全規避災害風險。

未來申請韌性社區標章

韌性社區的推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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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星申請流程深耕3期
社區

自主辦理
之社區

直轄市、縣(市)
提報社區清冊

直轄市、縣(市)
檢核工作項目

消防署提供社區
網站帳號密碼

社區辦理韌性社
區各項工作

社區管理及上
傳資料直轄市、
縣(市)提報社區

申請表

視情況實地
訪視社區

辦理書面審查

依照審核結果，
補足資料
或工作項目

中央業務
主管機關審核

頒發韌性社區
1星標章

申請韌性社區標章-1星申請流程

韌性社區的推動方法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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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韌性社區1、
2、3星標章

已獲得1、2、3之
社區持續運作兩年

直轄市、縣(市)檢
核工作項目

社區取得2、3星標章

直轄市、縣(市)
提報社區申請表

依照審核結果，
補足資料或工

作項目

中央業務主管
機關審核

申請韌性社區標章-2星、3星申請流程

韌性社區的推動方法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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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工作項目 具體措施範例 建議產出成果(佐證)資料

面向一：
建立夥伴與合
作關係

1-1建立社
區防災組
織並結合
社區既有
組織

1.建立韌性社區組織
2.調查社區既有組織
3.結合社區既有組織(包含企業)來推動韌性社區。
4.掌握社區居民屬性及特性。
5.建立防救災人才清單

1.社區防災組織資料。
(包含窗口對應機制、代理人機制)
2.社區既有組織清單。

1-2派員參
與防災士
訓練

1.社區推派至少兩名人員，依「防災士培訓及認證管理要點」參與防災士
培訓，並經培訓合格。
2.防災士能作為協助者的角色實際參與韌性社區工作。 1.防災士人員名單及證書影本

2.防災士參與的社區防災工作或活動簽到表及照
片(須包含防災士本人)
相關訓練、活動之簽到表、課程簡報、書面資料、
活動照片。

面向二：
評估社區潛在
的災害風險

2-1提升社
區災害防
救概念及
風險意識

1.定期辦理災害防救相關教育訓練。
2.定期辦理工作坊包含防救災對策工作坊及復原重建工作坊。
3.藉由任何形式之活動融入災害議題，提升社區民眾對災害防救的概念與
風險意識。

2-2辨識社
區風險

1.認識社區環境。
2.調查社區歷史災害。
3.分析社區災害潛勢。
4.評估社區在災害中可能受影響範圍與居民人數。

1.評估後產出之資料。
2.評估風險活動照片。

面向三：
擬定因應策略，
排定順序並落
實

3-1擬定社
區防災計
畫並落實

1.根據社區的風險，依照社區的資源與能力來擬定各樣因應策略與執行期
程，完成社區防災計畫。
2.計畫包含各因應策略、執行期程、分工，以及資源需求和來源。

1.提供社區防災計畫。
2.擬訂計畫過程之會議紀錄、簽到表及照片。

面向四：
延續韌性社區
推動工作

4-1研擬維
持運作機
制

1.依照具備之資源、特性及需求，規劃維持運作之災害防救相關工作項目
2.規劃各項災害防救工作之期程。
3.討論並指定各項災害防救工作的負責人員及執行人員。
4.定期檢討與修正維持運作機制。
5.應研擬為期2年之維持運作機制。

1.於社區防災計畫中納入維持運作機制(篇章)。
2.擬定過程之會議紀錄、簽到表及照片。

面向五：
強化社區應變
與復原重建能
力

5-1辦理兵
棋推演或
實兵演練

1.定期辦理兵棋推演或實兵演練。
2.目標為使社區防災組織人員及居民能熟悉災害各階段之作為，並能找出
問題及因應方式。

1.兵棋推演或實兵演練之規劃會議紀錄、簽到表
及照片。
2.兵棋推演或實兵演練之腳本、項目和內容大綱
3.兵棋推演或實兵演練時照片。
4.兵棋推演或實兵演練後之檢討報告。

5-2擬定復
原重建機
制

1.辦理復原重建工作坊。
2.建構復原重建共識。
3.擬定復原重建願景，包含災害發生後社區內的分區規劃、景觀意象、設
施種類、設施功能等，並確定執行各項願景所需的專業人員及專業單位
等。
4.簽訂合作備忘錄。
5.辦理兵棋推演驗證可行性。

1.於社區防災計畫中納入復原重建機制(篇章)。
2.擬定過程之會議紀錄、簽到表及照片。

5-3補充應
變所需裝
備

1.藉由社區防災計畫兵棋推演或實兵演練，去定韌性社區執行災害防救工
作之需求。 1.裝備、保管人清冊。
2.社區定期檢視及評估添購基本裝備。

申請標章檢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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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降低災害的威脅

1.蒐集救災工作相關資訊

2.防止二次災害的發生

3.設備檢驗

4.防災教育訓練

5.掌握災害潛勢地區、災害弱勢族群相關資料

社區災害的共同對策

如何降低災害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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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準備「緊急避難包」

2.機具設備整備

3.救濟、救急物資整備

日常的準備
社區災害的共同對策

日常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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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災害前，社區可以做什麼？

1. 災害預報通知

2. 社區巡查

3. 劃設災害危險地區

4. 啟動應變組織

發生災害時，社區可以做什麼？

1. 警戒資訊及預報之發佈與傳遞

2. 協助疏散撤離及避難安置

3. 居民收容安置

4. 啟動應變組織

社區可以做什麼？
社區災害的共同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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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助復原重建機制實施

2. 災情資訊收集與處理

3. 社會救助措施之支援

4. 調查毀損的設施

5. 檢討社區疏散避難程序

6. 災區環境復原重建

災後復原重建及檢討
社區災害的共同對策

災後復原重建及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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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計畫概述及目的

說明韌性社區的目的及預期成果

類型 發生日期 位置 發生狀況 現況 照片
颱洪災害 2018/6/19 OO路段 大雨沖刷

導致路面
破損

未修復 (照片)

地震災害
坡地災害
人為災害

OO社區歷史災害調查表

社區防災計畫範例-1
社區災害的共同對策

第二章-環境背景及災害潛勢分析

第一節-社區範圍

第二節-地理環境概況

第三節-社會環境概況

第四節-歷史災害調查

第五節-災害潛勢及風險評估分析

22



第三章-建立夥伴關係、分工及職責

第一節-參與民眾、社區組織清冊

第二節-與其他單位合作規劃

第三節-社區災害防救組織權責
分工與運作機制

組織 姓名 性別 出生年份 技能 防災士 備註
參與民眾

社區發展協會
大樓管理
委員會

社區巡守隊

OO社區參與民眾及社區組織清冊

單位名稱 協助事項 預計期程 地址 電話
行政院農
委會水土
保持局

宣導水土保
持課程

2018年6月

OO派出
所

安全宣導 2018年6月

OO社區與相關單位合作規劃表

組別 職務 姓名 聯絡電話 原屬單位 代理人 聯絡電話 負責任務
指揮官
副指揮官

收容組
組長
組員

引導組
組長
組員

通報組
組長
組員

搶救組
組長
組員

救護組
組長
組員

OO社區災害防救組織架構及任務分工表

社區防災計畫範例-2
社區災害的共同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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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資源整備與管理

第一節-資源整備盤點結果

公共設施名稱 協助功能 聯繫人員 地址 電話
ＯＯ醫院

ＯＯ消防分隊
ＯＯ廟

ＯＯ長照機構
ＯＯ學校

OO社區內重要公共設施清冊

物品資訊 保管資訊 存放資訊

品名
單
位

數
量

保存
期限

可服務
人數

可持續
服務
時間

保管
單位

保管人
聯絡電話
(日、夜、
行動)

存放
地點

存放
地址

睡袋 個 20
永久
有效 20 永久

睡墊 件 10
永久
有效 20 永久

棉被 件 10
永久
有效 12 永久

OO社區現有儲備物資清冊

避難收容
場所名稱

地址
聯繫
人員

電話
適用災害
類別

可收容
人數

總計

OO社區避難收容場所彙整表

社區防災計畫範例-3
社區災害的共同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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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資源整備與管理

第二節-資源需求分析

第三節-管理機制規劃

第五章災害防救工作

第一節-減災與整備工作

第二節-應變工作

第三節-復原重建工作

第六章因應策略及措施擬定

第七章維持運作機制

第八章經費說明

社區防災計畫範例-4
社區災害的共同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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