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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都市地區發生地震時，交通系統容易

遭受全面性且短期內難以復原之破壞，不

僅影響救災效率，而且造成傷亡的增加。

因此，交通系統必須要能發揮第一線之搶

通與救援應變關鍵功能外，並同時能配合

都市整體緊急救災體系，故應研擬一個完

善的交通緊急應變計畫。而本年度研究主

要在初步探討都市地區地震防災交通系統

緊急應變計畫之綱要與計畫內容，整體研

究主要採系統分析方法，並以文獻評析法

、調查訪問法、定性分析法來進行本研究

。研究過程首先對收集之文獻與緊急應變

理念，做一綜合性的分析與探討，經由相

關單位之訪談和國內外地震防救災交通系

統緊急應變實際經驗之研析與比較後，檢

討整個交通緊急應變系統之得失，以作為

地震交通系統緊急應變計畫初探之依據。

同時，考量防災理念與緊急應變之理論，

研析交通系統緊急應變計畫所需之功能需

求，進而研擬交通緊急應變體系架構，並

研擬緊急應變計畫研議過程與方法，再根

據所研擬出之研議過程與方法來研訂計畫

綱要，並初步研擬都市地區地震防災交通

系統緊急應變計畫內容。經由定性分析法

初步評估其適用性與可行性，以作為具體

詳盡交通系統緊急應變計畫研議之參考。 

關鍵詞：地震災害、交通系統、初步緊急

應變計畫 

 

Abstract 

When a strong earthquake happened, the 
traffic facilities damage would go along with 
the great shock. At the mom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would be destroyed. In 
order to reduce the level of damage and make 
all kinds of rescue work act more efficiently 
and rapidly, we should study the plan of 
transportation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In 
our study, we discuss the subjects and 
contents of Preliminary plan of transportation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for earthquake 
disaster in urban area. It uses the system 
analysis method to promote this study. With 
the collective analysis, discussion with 
relative authorities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emergency response theory, we get some 
opinions to support our study. Finally, we set 
up the subjects and contents of Preliminary 
plan of transportation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for earthquake disaster in urban area. 

 
Keywords: Earthquake Disasters、
Transportation system、Preliminary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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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地震災害常在無預警狀況中發生，且

常常造成生命與財產的重大損失，而交通

系統功能更因地震而產生全面性且短期內

難以復原的破壞，致使造成交通阻斷不通

，也因此救護車、救援機具、救援車輛、

救難人員車輛與運送救災物資車輛均會遭

受嚴重阻隔，不僅影響救災效率，而且容

易造成傷亡的增加。雖然政府對於防災措

施甚為重視，並且曾派員到日本阪神大地

震、美國洛杉磯大地震現場考察，對於日

、美政府的應變措施做成檢討報告並提出

改善建議，並且也派氣象局地震防災等相

關人員出國考察，希冀對於防災工作能達

到更快、更準確預測的目標。但由於數十

年來皆無重大天然災害發生，因此並無法

充分瞭解防救災體系中的缺失，直至九二

一大地震之後，台灣受創嚴重，全國陷入

恐慌之中，凸顯出政府對於緊急應變的處

理尚缺乏經驗，而緊急應變的計畫亦欠周

詳，蓋應擬定一防災緊急應變計畫並加以

訓練、演習才能有備而無患。近年來政府

於民國 89 年 7 月 19 日頒布「災害防救法

」，災害防救法雖對各級單位主管機關所

需負責的各項防救災業務均有一明確規範

，但是其仍缺乏關於交通系統的緊急應變

計畫。交通系統為地震救災重要之系統之

一，物資與人員的運送與疏散皆需透過交

通系統，若未訂定一套交通系統緊急應變

計畫，並在平時加以演練，當地震發生時

，交通系統勢必仍是混亂的狀況，因此，

提出一份健全且完善並於平日之演練的交

通系統緊急應變計畫，係一值得研究之課

題。而由於都市地區具有建築物密集、人

口密佈、道路網密度高、活動頻繁等特性

，當地震一旦發生，若未加以及時應變，

恐將造成重大傷亡與破壞，屆時緊急救災

工作將倍增困難。因此本研究以都市地區

為主要研究範圍，考量防災與緊急應變理

論，並分析國內緊急應變缺失，透過功能

需求分析與交通系統應變體系架構，初步

研擬都市地區地震防災交通系統緊急應變

計畫綱要與內容，以作為具體研議交通系

統緊急應變計畫之依據。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在第二年度主要完成了下列項

目之工作： 

(1)檢討第一年度調查方法與內容缺失。 

(2)繼續調查與收集 921 集集大地震資料。 

(3)國內外地震防災交通系統緊急應變之

研析。 

(4)921 集集大地震交通系統緊急應變之研

析。 

(5)地震交通系統緊急應變之問題分析。 

(6)都市地區地震防災交通系統緊急應變

系統架構研究方法論與防災理念之研

析。 

(7)都市地區地震防災交通緊急應變計畫

及十三項子系統計畫之初步研析。 

(8)收集都市地區地震防災交通系統緊急

應變相關法令規章與規範。 

關於本研究第二年度主要之結果與討

論如下： 

（一）國內外緊急應變分析 

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獲取我國及日

本、美國之緊急應變現況，並探討日本美

國緊急應變之優點，與檢討我國目前之現

況與缺失，並針對交通系統緊急應變提出

問題分析。另外本年度研究於計畫年度內

對慈濟基金會台中分會與水湳機場空中警

察隊進行訪談，同時收集相關資料，以充

實本研究資訊。 

（二）研析理論基礎 

本文研析下列研究理論與理念，初步

探討都市地區地震防災交通系統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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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構、計畫綱要與內容。 
(1)地震災害搶救「黃金七十二小時」的重

要性。 

(2)生命無價、救援第一。 

(3)「預防災害與二次災害發生」之重要觀

念。 

(4)成立交通緊急應變中心之必要性。 

(5)重視交通緊急應變計畫之教育與訓練。 

(6)建立交通緊急應變計畫相關法規配合

之重要性。 

(7)建立「安全都市」之概念。 

（三）功能需求分析 

為配合都市整體緊急救援之體系，本

研究對都市地區地震防災交通系統緊急應

變之功能需求如下：具指揮、督導、協調

、管制與執行能力的交通緊急應變指揮體

系；即時統一之資訊收集與提供機構、一

致性之資訊收集格式、提供易辨識之交通

災害資訊、正確通報需求與確保暢通通訊

的資訊應變系統；受損交通系統依層級有

效協同搶通能力；依時間、空間與災情做

有效的交通管制；即時的交通替代路線的

提供、引導與標示；具有共享災情之資料

庫與通訊網與共同指派系統之救援人員車

輛緊急調派功能；可靠、穩定、不受影響

的通訊體系；維生體系交通緊急應變系統

；緊急救援機具動員與統一指派運送能力

；協調客貨運輸業緊急救援應變；事前的

地震防災演習訓練必要性；事後的交通系

統賑災復建功能；提供完整救援資源資訊

系統與決策支援系統之功能等。並依據十

三項子系統，分析其所需之功能需求。 

（四）都市地區地震防救災交通緊急應變

系統架構之研議 

本研究依交通系統緊急應變功能需求

為導向，並參酌國內外重大地震災害緊急

應變經驗與研究，考量交通系統本身緊急

應變及配合救援緊急應變之情況與理論基

礎，研擬之整體都市震災交通系統緊急應

變體系架構，研擬之交通系統緊急應變架

構共可分為十三個子系統，分別為交通緊

急應變指揮體系、交通災害通報與資訊應

變系統、交通管制緊急應變系統、交通替

代路線緊急應變系統、緊急交通系統搶通

系統、救援人員車輛緊急救援系統、通訊

體系配合緊急應變系統、維生體系交通緊

急應變系統、救援機具運送緊急應變系統

、客貨運輸業緊急救援應變系統、決策支

援系統、地震防救災交通系統演習系統、

交通系統震災復建系統。除此之外並透過

定性評估法做一評估。 

（五）都市地區地震防災交通系統緊急應

變計畫之初步研議 

(1)研擬綱要 

本文初擬地震防災交通系統緊急應變

計畫之綱要，以供研擬緊急應變初步計畫

時，可以以各綱要為方向撰寫計畫內容。

綱要主要包括總則、緊急應變計畫使用時

機、緊急應變計畫使用層級、交通系統緊

急應變計畫、交通系統防災計畫、交通子

系統的緊急應變計畫及附則等。 

(2)交通系統緊急應變初步計畫 

參考國內外緊急應變計畫及其他種類

的緊急應變措施後，本研究參考國內外交

通系統緊急應變狀況，與參酌防災與緊急

應變理論，並透過功能需求分析與整體交

通系統緊急應變體系構構，並以「災害防

救法」、「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臺北市重大災害緊急應變處理要點」

及「臺北市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

」為基礎，進而研擬都市地區地震防災交

通系統緊急應變初步計畫。以供爾後繼續

修正及研議詳盡具體內容之依據。 

(3)緊急應變計畫評估 

根據以上研議之都市地區地震防災交

通系統緊急應變初步計畫，可就下列相關

準則進行評估。評估準則則包含：及時性

、有效性、可靠性、功能性、可行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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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性、一致性、單純性、體系性、全程性

。透過定性評估法後，除了體系性因為牽

涉龐大之關係，其他評估準則皆應該能達

到其功能。 

（六）相關法令與法律規章初步分析 

本研究蒐集關於地震防災交通緊急應

變之法令規章，以作為交通系統緊急應變

措施實施之依據，經本研究歸納整理後，

發現現今之相關法令規章有以下之缺失。 

(1)空有防災體系卻缺少驅動體系運作之

技術規範。 

(2)法規條文過於分散，缺乏整合性。 

(3)缺乏專屬交通緊急應變之法令規章。 

(4)缺乏地震防災演習之法律規範。 

(5)地方政府缺乏適用本身狀況之法令規

範。 

(6)缺乏常設性之防救災緊急應變機構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將著重文獻收集回顧與研析，

921 集集大地震訪談與研析，研究方法論與

規劃原理之探討，交通系統緊急應變計畫

研擬與評估，相關法令規章與規範之修訂

研議。因而本研究主要分為三大研究工作

階段（三年期）。 

(1) 第一階段（第一年度），為全力訪查

收集國外相關文獻資料與 921 集集大地震

有關交通系統緊急應變實際狀況，並進行

初步之研析。 

(2) 第二階段（第二年度），將所訪談及

收集寶貴資料照片進行深入探討研析，以

及國外地震防災救援應變的實際經驗之借

鏡，檢討整個交通緊急應變系統之得失。

並探討都市地區地震防災交通系統緊急應

變之功能需求，根據國內需求情形，研擬

出一個初步的地震防災交通系統之架構，

並研擬交通系統緊急應變初步計畫之綱要

與計畫內容。 

(3) 第三階段（第三年度）針對都市地區

地震防災之緊急應變計畫進行研擬，並經

由評估工作而研議之，同時規劃設計緊急

應變相關介面，研議修正相關法令或規

範，以健全都市地區地震防災之交通系統

緊急應變計畫。 

至於本年度（第二年度）計畫主要檢

討第一年調查方法與內容缺失，並將第一

年度所收集與訪談之寶貴資料、照片、文

獻、研究理念，和都市地區地震防救災交

通系統緊急應變體系初步架構，做一綜合

性的分析與討論。經由完整的災區實地探

訪和國外地震防救災交通系統緊急應變實

際經驗之研析和比較後，檢討整個交通緊

急應變系統之得失，可得國內目前在地震

防救災交通系統緊急應變上的優勢與盲

點，截長補短。而在 921 集集大地震之現

場資料由於第一手資料因時間久遠與災區

重建而流失或參與人原因司法問題無法接

受訪談，將立即透過訪查與座談會等變通

調整的方法加以改善，勢必呈現出 921 大

地震之原貌，並由不斷的追蹤調查，補齊

所需之相關資料，以作為地震交通系統緊

急應變研議之根據。本年度將第一年度所

初步研擬之交通緊急應變子系統作一較完

整之修正，並將十三項子系統作一整合，

並從考量所建立之防災理念下，透過理論

基礎及本研究所研擬之交通系統緊急應變

計畫之研議過程與方法，初步研擬交通系

統緊急應變計畫之綱要，根據綱要研擬初

步的計畫內容，並經由定性評估法做一初

步評估。此外並初步收集南投市之資料，

與對緊急應變之法令規章做一收集與分

析，並提出問題缺失，以提供第三年度實

例分析、相關介面之規劃與設計與研議修

正相關法令或規範，以建構一套適合國內

都市地區地震防災之交通系統緊急應變計

畫，落實實際配合整體緊急救災計畫，發

揮緊急救災時效與功能，降低災害至最小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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