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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災難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常態之一，正如同疾病是人類生存必定面

臨的常態一般。近年來，台灣地區歷經數次重大天然災害，使人民的

生命財產損失嚴重。災後復原工作是必要的，若是進一步思考，在累

積多次災後經驗之後，如果能透過預防制度建立，使災難造成的損害

減少，也就是透過整體都市安全防災系統的考量，而使災害發生時，

生命財產的損失為最低，已是台灣都市規劃中為最重要之議題。將都

市防災系統於尚未發生災害時建立並納入都市規劃之中，不僅能處理

災害發生時的緊急應變，更從平時災害的防範與準備工作，甚至災後

的重建工作連成一貫。 

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時，應就都市防災避難場所、設施、消防救災路線、火災延

燒防止地帶等事項進行規劃及檢討。然而在傳統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時，防災計畫僅在計畫書上聊備一格，甚至未能以都市防災觀點加以

考量。而使真正災難發生時，都市空間未能發揮防災應變之功能。 

從九二一大地震之經驗中發現，未預先配置並充實防災機能的防

救據點，在震災發生後，僅能維持簡易使用的避難場所，而無法做為

完善的收容場所(李威儀，89年)，甚至因道路的毀損中斷，主要作為
避難場所的學校及可作為救災行政指揮中心的建築物破壞情形嚴

重，，使外來的救援物資、醫謢人員無法有效率的的支援救災工作(陳
建忠，89年)，甚為遺憾。 

為協助地方政府進行都市防災規劃，本研究將規劃都防災應變空

間系統架構，並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的實施，將都市防災空間應變

系統一併納入檢討，使防災功能真正落實在都市空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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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都市防災首重預防，欲瞭解該都市的災害課題，必先從事該都市

之「都市計畫防災系統規劃之研究」（何明錦、黃定國：民 86）；本
研究擬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將防災觀念與策略納入，使都市計畫

於實質規劃設計時，考量災害發生情境及其防範措施，以避免或降低

災害發生機會，同時對災害發生時之救難設施、避難空間及逃生路徑

等妥善規劃設計，一併納入都市計畫中。 

本研究以正進行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的宜蘭縣礁溪鄉「礁溪都市計

畫」範圍為主，規劃防救災據點、路線及避難收容中心等實質空間系

統，並配合通盤檢討的進行，提供防災應變空間規劃內容，本計畫目

的如下： 

（一）協助礁溪鄉建構更完善都市防災系統規劃。 

（二）針對礁溪鄉的都市特色，提出地區公共設施在都市防災角色與

功能，並建議防災空間上之行動方案。 

（三）藉由防災規劃系統的建立，提出礁溪鄉防災課題與對策，透過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進行調整。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重要性 

一、研究範圍 

礁溪鄉位居宜蘭縣（圖 1-2.1），東邊面臨東海和太平洋，西接中
央山脈，主要聚落集中在蘭陽平原上。全鄉面積為 10,14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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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礁溪鄉位置圖 

目前礁溪鄉有四個主要計畫及四個細部計畫，本計畫以礁溪都市

計畫為計畫範圍（圖 1-2.2），計畫面積 300.37公頃。 
 
 
 
 
 

 
 
 

 

 

 

圖 1-2.2 礁溪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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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之重要性 

（一）屬於因地制宜型的防災系統規劃 

透過防災系統規劃，能將規劃構想植入在擬定、擴大及變更都市

計畫通盤檢討時，藉由條文逐步的修正與防災觀念的建立，且因應地

方天然資源與社會因子，創造一個屬於在地特色的防災規劃系統。 

（二）藉由防災系統規劃，有效提升礁溪都市防救災能力 

由於礁溪的西邊有二條活動斷層帶（宜蘭斷層及礁溪斷層）的穿

越，當地人口雖不多，但多外地來的遊客，故在防災的規劃與架構較

一般的防災系統較不同，而災前的預防與整備是將災害減至最低的最

佳途徑。冀望藉由防災系統的規劃，對防災空間層級有更明確的定位

與策略，提升整體防災能力。 
（三）地區防災觀念之養成 

藉由完善的防災規劃，透過教育與宣導，讓居民了解生活周邊防

救災資源與相關的避難逃生知識，在災害發生時自救是第一步驟，不

只確保了己身的生命，更可幫助救護鄰近的居民，在災後發生的第一

時間內，能將災害的損傷降低，唯有將防災觀念落實到常民的生活

中，才能做到防災生活化。 

 
第三節  研究內容與流程 

一、研究內容 

台灣地區近幾年來因歷經數次重大天然災害的影響，特別是九二

一大地震，因時間地點的不可預測，更是造成數千人生命及無法統計

之財產嚴重損失，而台灣正因位於板塊活動頻繁地帶，地震時而發

生。是以防災議題也在九二一地震之後備受重視，特別是當災難發生

之時，救災應變動員系統的運作更是使生命財產損失最小之重要關

鍵，然而如果在平時的空間規劃上未將防災應變的觀念納入，一但災

變發生，人們將不知如何應變。特別是救災系統如何開始啟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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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動具、補給等平時屬於不同體系，而防災應變時又當如何整合，

使救災得以順利進行。 

因此，在都市空間上，如何將防災應變系統納入則是本研究目

的，而更進一步落實在具體的都市空間防災上，本研究就宜蘭縣礁溪

鄉為研究範圍，並以礁溪都市計畫範圍為計畫範圍，本研究計畫之內

容如下： 

1.對於礁溪鄉都市發展現況調查與分析 
2.檢討礁溪鄉都市防災課題與內容 
3.針對礁溪鄉溫泉都市的特性，就防災應變計畫於都市計畫系統中作
全面性的檢討，並將建議納入第四次通盤檢討之中。 

4.建議礁溪都市防災系統之具體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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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圖 1-3.1 研究流程圖  

研究動機與目的

確立都市防災應變空間系統規劃範圍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1.都市計畫相關法令分析 
2.都市防災理論分析 
3.國內外相關研究計畫分析

地區現況調查與分析

地區防災課題與對策研提

都市計畫防災系統規劃構想與規劃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結論與建議

都市防災空間應變行動方案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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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預期成果 

一、研究方法 

（一）現況調查與分析 

應先對礁溪之都市發展現況進行調查，並對活動斷層帶及相關環

境敏感地作逐步的紀錄與檢視，俾利於後續之研究。 

（二）專家學者與地方相關單位座談 

邀請都市計畫相關專家、學者及業界的實務工作者，甚至宜蘭縣

主管都市計畫單位（建設局）與救災相關組織（例如消防局、鄉公所、

衛生所等）共同參與座談，以期確立礁溪都市計畫防災系統建立之內

容、架構及可行性有更完整之呈現。 

（三）文獻資料分析 

都市防災之研究在相關單位或地方政府近幾年來均有委託專家

來進行研究，因應地方環境特色來進行防災規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更有一系列有關都市防災相關領域之研究，其研究之成果亦提供了本

次研究計畫的方向與定位。另外，配合礁溪第四次通檢，亦將相關之

都市計畫檢討一併納入。 

 
二、預期成果 

（一）礁溪地區都市空間防災應變現況之調查 

（二）國內都市防災相關文獻的彙整與分析 

（三）礁溪鄉都市計畫範圍內都市防災空間應變系統與架構之確立 

（四）礁溪鄉都市防災體系之建立 

（五）礁溪地區都市防災應變計畫之行動方案 

（六）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建議礁溪都市計畫防災應變系統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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