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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父親節，兩年前的今天，莫拉克颱風肆虐南台灣。在八八風災兩周年前夕，馬英九總統特別南下訪視重建區，
夜宿屏東縣瑪家鄉禮納里永久屋，並提醒民眾面對天然災害，最重要的是預防、滅災和離災。

此外，在最新的治國周記中，馬總統也邀小林村災民與國人分享災後重建的心路歷程，肯定小林村的重建，從絕望到
產生希望，他也不忘強調，政府從八八水災學到最大的教訓是災前預防，其次是減災，讓每位居民在災難來的時候，
可以有條不紊的知道避難所在哪裡。

從最近馬總統對於八八水災發表的言論，不難理出他堅持「災前撤離」的重要性，但他的理解和所謂的「教訓」，是
否真的做到正確認識？身為國家領導人和三軍統帥，如果他的理解和認識是「偏知」的，那很有可能影響到政府整體
救災體系的運作能力，也很難說政府已從八八水災學到寶貴教訓。

我們在上周社論就已指出，「災前撤離」是政府面對災難必須的認知與作為之一而已，更重要的是「災初應變」。很
簡單的道理，台灣可能面對的災難，不只颱風一種，試問類似九二一和日本三一一大地震等災難來臨時，就無法貫徹
「災前撤離」。民國八十八年九二一強震發生於一時四十七分，國軍部隊不待命令投入救災，衡山指揮所立即於二時
卅分下達救災命令，但八八水災時的國軍不知要往哪裡救，主要因為災難資訊不明。

不要忘了，八八水災時的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被批「彷彿無政府狀態」，因為政府救災單位只會依據其內部程序辦事。
民眾是一手向一一九報案，另一手向媒體求援，然而耗資近十五億元建置的防救災緊急通訊系統竟是：一一九電話滿
線不通、衛星行動電話幾乎完全失靈。值得再三反省的，當時對於災情掌握和資訊流通，政府機構遠遠不及新聞媒體
、公民記者與私人部落格，迄今已兩年，不知政府這方面能力長進了沒？

以民間組織台灣數位文化協會所建立的「莫拉克災情網路中心」來說，它是藉由資訊志工的結合，透過推特、噗浪、
GoogleWap等網站蒐集和發布災情及災區物資需求，而且應台南縣、高雄市、屏東縣等地方政府之邀，進入協助災
變中心。號稱電子化的政府，其救災體系和網路世界原是不銜接的，在這塊新媒體領域裡的危機溝通，不再只靠幾個
少數重要的幕僚與發言人支撐，而是「多對多」的訊息交流過程，不知迄今兩年，政府是否已對此專業人力建制補漏
洞了沒？

從八八水災和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兩個案例，都可知道災區受到自然力量破壞，可能形成與外界隔絕情形，如何在第一
時間建立有效通訊，取得災區正確資訊，確為防救災的首要工作，美軍對此稱為「狀況覺知」。如果馬政府對此方面
無法覺察和認識，那真難保八八水災的慘痛經驗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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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水災迄今屆滿兩周年，馬英九總統日昨出席高雄中山大學舉辦的莫拉克颱風災後家園重建與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
，肯定災後重建妥速，但對救災不力的指責，事隔兩年還是不平的說，當時國軍等等單位救災並不慢，釀成重大災情
主因在於未能落實「災前撤離」，以致增加後來救援的難度。

兩年前八月八日襲台的莫拉克只是一個中度颱風，但所帶來豪雨卻重創南台灣，有「三日內降完一年雨量」的說法，
造成六百四十三人死亡，六十人失蹤，農業損失高達新台幣一百六十餘億元。或許如馬總統所言，「災前撤離」非常
重要，但國軍內部亦有研究指出，導致救災動員緩慢的關鍵，係因第一時間沒有接獲山區災情慘重資訊，地方政府也
未提出救災需求，想救也不知該到哪裡救，影響國軍的救災速度與效率。

災後的檢討與評估非常重要，不僅在記取教訓，亦在因應未來可能挑戰。不難分別的，馬總統側重於災前的預防整備
，而國軍內部則重視災害爆發時的應變。我們不能否認「災前撤離」的重要性，但如今年日本的三一一大地震等，更
提醒著世人關於災害來臨之際第一時間應變能力的必要性。很巧合的，這兩個重大災害襲擊之初，政府的通病是：無
法掌握災情全貌，不知如何動員，不知如何安頓災民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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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可能面對的災難，絕不只颱風一種，因而「災前撤離」必然是政府與人員必須的認知與作為之一而已。而當前政
府災害防救相關機關（如消防署、警政署、海巡署、衛生署、國防部等）跨部會通訊系統之間的整合、聯繫與指揮，
是否已能符應對和滿足危機溝通的需求，當是更為迫切問題。八八災後第五天，新聞媒體記者才能翻山越嶺來到被土
石流淹沒的村莊，災後第七天還有災民製作海報向媒體鏡頭求援，相信這些影像仍留在人們的心頭上。

對於任何災難救援，都有「黃金七十二小時」的定律加以考核。人命關天，更關乎政府效能，如今事隔兩年，馬總統
親自解釋此一水災，仍堅持「防災重於救災，離災優於防災」的看法，會不會避重就輕了？是否做到確實檢討了？有
沒有對症下藥了？台灣已是高度開發的島嶼，難道奉行「災前撤離」原則，就能將天然災害危害與破壞程度減到最低
？政府在這兩年的教訓與反省當中，都沒有體悟出一些「災初應變」的道理嗎？

其實，兩年前莫拉克來襲前，國防部已整備部署二萬六千名兵力隨時待援，此種軍方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自九二一
地震以來即是常態性工作。雖然國軍面對各種災難救援，均有待不斷訓練而提升救援能力，但更要的樞紐是，政府救
災機制如何運用此一救災部隊。倘若救災部隊士氣高昂，但與政府其他部門不能整合一起運作，其效率不就大打折扣
！

還有，從八八水災和日本大地震的教訓來看，災害發生第一現場的災民才是最直接的資訊來源，政府若要即時掌握災
區比較完整災情，有賴與災區民眾或網友同步互動，直接取得資訊納入救援體系決策機制，這是當前網際網路時代，
全民廣泛使用新傳播科技帶來的救災契機，也是標榜電子化政府應該正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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