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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災情和防治策略 八八水災災後重建研討會28日在成大登場

*
*

【台南訊】八八水災重創南台灣，災情之嚴重堪稱空前，國科會和成功大學共同主辦的「八八水災災後重建研討會」
，二十八日上午9 時在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第一演講廳登場，成大校長賴明詔院士、副校長黃煌煇、國科會工程技術發
展處處長蔡明祺、國科會工程科技推展中心主任高家俊、監察委員李炳南等產官學界專家學家等二百多人與會，從坡
地、水利、海岸、橋樑等實地勘災到提供防災策略，做一系列精闢剖析。此乃八八水災發生後國內的學者專家第一次
針對災情和防治策略，做綜合性完整且深入的探討。期盼運用各領域所長，從技術面和政策面提提出看法，做為政府
日後災害防治的重要依據。

成大校長賴明詔院士表示，八八水災對台灣造成的災害，全國人民感同身受，由於地球暖化的原因，許多災難可能不
會再等到二千年才發生了，近幾十年來颱風降雨的量是越來越多，如何因應值得大家集思廣益。目前救災的工作差不
多告一段落，現在面臨的是重建的問題。重建牽涉層面廣泛，舉凡水利、土壤、橋樑、氣候、雨量等問題都必須進一
步考量，此外，重建即牽涉到人的因素，所以還有更複雜的是社會文化的問題要面對，都是要大家的意見與建言。

賴明詔校長也說，成大在八八水災之後馬上成立了災後重建小組，藉由學者的參與，提供專業的建議給政府做決策的
參考，這是做為一所頂尖大學必需要做的工作，也成大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今天的研討會只是第一步，將短期內對
災區的了解，進行初步的報告與建議，希望能有拋磚引玉之效，讓更多學界參與重建的工作。賴校長也強調，成大不
只是全國頂尖的大學，成大在工程方面一直有很好的基礎，不論在建築、土木、水利各個方面都有很多的學者專家，
藉由研討會和各界人員討論交流，提供對策協助政府將重建工作做的更好，俾助於將日後災害減到最低。

國科會工程處處長、亦為成大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蔡明祺則代表國科會感謝成大為八八水災所做的努力。他說，八
八水災是莫拉克風災所引發，只是這次看到了不是怕風，而是怕水，這讓他想起成大黃煌煇副校長一直在提的一件事
「早期是種族戰爭，後來是石油戰爭，預測未來是水的戰爭」，現在他感觸特別深。

蔡明祺處長表示，針對此次水災重建工作，每個部會都投入相當心力，誠如賴校長也提到，重建工作是一個跨領域的
工作，譬如成大福衛二號的團隊，提供了福衛二號3D影像，協助各個領域取得分析資料，又如環工系也進行水質、
空氣、土壤的研究，這些資訊的提供與研究報告其實都是可以賣錢的，但成大團隊完全是免費提供，讓他非常的欽佩
。他也說，土木、水利、環工這幾個學門在目前國家的計畫、政策裡，似乎比較沒有被重視，這次好像是被喚醒了，
他期盼經過與會不同領域的專家分析資料，能夠找出共識，規劃出災害防治的研究議題，並透過跨領域的方式來建構
有效的防災策略。

監察委員李炳南全程參與這場研討會，他表示，八八水災之後監察院對這次的風災水災所帶來的災害以及後續的處置
成立了專案調查小組，分別針對災因、救置、重建以及災款的處理等進行調查，他是負責針對水的這一區塊進行了解
。他強調今天來是想當做一個聽眾，特別前來聆聽專家們的調查資料以及初步的分析。他也說，災害損失已經造成，
但是未來如何在現有的經驗或者是教訓上，為我國家及老百姓，規劃更好的環境，這是政府的職責。他謹以個人的身
份，對國科會及成功大學所作種種的努力，表達敬意與謝意。

「八八水災災後重建研討會」由國科會和成大共同主辦，國科會工程處工程科技推展中心承辦，國科會工程處工程科
技推展中心主任、亦為成大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高家俊教授表示，八八水災災情之嚴重堪稱空前，為徹底了解各地受
災情形，進而從技術面和政策面提出災害防治方法，以避免類似憾事再發生，國科會工程處特地委請相關學者專家依
不同專長，實地前往災區進行會勘，成大也主動成立八八水災重建規劃小組，由賴明詔校長擔任召集人，結合水利、
建築、土木、地球科學等系所教授，協助勘災及災後重建工作的進行。

高家俊主任表示，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台灣禁不起再一次的八八水災災損，人常說的文明是靠著經驗不斷的累積所獲
得的成果，台灣所有的洪水災害治理的設計條件，都以一百年為單位，可是八八水災的水量，是千年難得一遇的大雨
，很多工程設施、施政措施，都遠遠超過自然環境帶來的變化。我們常說全球變遷，老天爺這次給了我們一個教訓，
讓大家不要等閒視之。期盼藉由「八八水災災後重建研討會」能提供國人記取教訓，以及政府各級部門、民營業者作
為災後重建及國土保持評估暨規劃、研擬相關設計規範或保險與風險管理策略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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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中，成大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林峰田有系統的彙整提出「八八水災成大重建規劃」並發表「重大災害重建計畫
的課題──八八水災的省思」，他指出，成大災後重建工作小組的運作內容有三，包括救災支援、專業諮詢、知識傳
承，分別由成大各單位提供適切即時的協助。至於災後重建的工作，林峰田院長也提出具體建議，包括審慎的家園重
建、記取史經驗、智慧選擇、眾「智」成城，期許在八八水災過後，人民與政府能有面對災難的新思維。

林峰田院長表示，成大在水災過後訊速成立「成大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工作小組」，並且拜訪台南縣市、高雄縣、屏
東縣等縣市首長，研商成大可以提供之專業協助工作。在救災支援的協助包括，成大防災中心利用衛星遙測技術，掌
握災情，協助林務局進行堰塞湖之安全評估，協助水利署進行南部淹水地區調查，協助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進行南部
災害區疏散避難所之安全評估、協助國家災害防科技中心進行高雄及台南縣災情普查，接洽協助研擬南部災害水土保
持重建策略計畫。

成大醫學院則協助勘查災環境衛生情況。附設醫院派遣醫生至災區進行疾病診斷治療，運用完善運作的醫療體系，對
於重症病患的治療以及H1N1的控制提供有效醫療服務。規劃與設計學院進行「易致災地區安全建地劃設準則」研究
成果應用於重建基地的選址作業。永續環境科技研究中心配合南部水資源局進行水源水質之監測調查，以利淨水工之
進行，並結合環工系、環工學會進行相關地區的水質、空氣、廢棄物的環境問題調查。學務處成立學生志工團，動員
人力與資源協助救災支援。

在專業諮詢的部分，成大工學院參與重建與遷村地點安全性評估勘查、基礎設施重建示範計畫之整合性工程技術建議
、搶救南化水庫之相關建議。規劃與設計學院進行綠色校園重建計畫、家園重建計劃之社區營造與空間規劃建議。社
會科學院則研擬救災應變及重建體制，重建計劃之組織結構、財政預算、社會救濟等政策建議。

在知識傳承方面，成大防災中心、永續科技中心建立完整之災情調查資料庫，做為後續研究之基礎。理、工學院進行
災因的探討，鼓勵學生參加水利、水土保持等國家考試，充實政府專業人力。規劃與設計學院透過規劃及設計實習課
程，讓學生參與重建計劃。教務處增加服務學習課程、增加通識課程-全球暖化、災害認知。

針對災後重建的具體建議，林峰田院長提出，重建腳步若急於求功，反而可能造成問題，台灣颱風頻率高，防災設施
應立即修復，但家園重建也應審慎，須思考安全、生活文化、永續三面向的問題。再者，應該簡化程序，加速重建原
則（特別條例第21條），在一定規模以下，位於環境敏感地區者，應提出「環境保育對策」，不受區域計劃法、都
市計畫法、環評法、水土保持法、國家公園法等相關法規限制。此外，必須教導民眾，應有風險觀念，否則反而誤導
民眾，政府將揹負無限責任。

林峰田院長提出，重建計劃必須包括社區安全預警系統的建置。家園重建不能止於住宅重建。應該包括「家」及「族
群文化」的重建。簡化程序之先決條件，在於能否確保環境之永續性，並應檢討審議程序（包括環保、水保、區域計
畫、都市計畫議）簡化之可能。他表示，記取歷史經驗，做未來智慧選擇，鄉土教材應納入地方災害史。並藉由災後
的心理復健，進而建立平日的災害風險意識，政府也必須取得「經濟生計」與「災害風險」的均衡。

另外，有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包括許多災區以外之地區亦具潛在風險，是否比照事先遷村？經費甚高，如何因應？
國土利用調查應逐年（季）更新資料，並且應判釋或調查至第四級分類。應強化違規查報、國土治理之機制。整理社
區重建計畫的專業需求、……等。

另一外發表人，成大水利系許泰文主任則「林邊海岸淹水模擬及其防災策略」發表看法，他指出，屏東縣林邊溪，河
流長度為42.19公里，流域面積為 343.97平方公里，下游河段平均水位+5.19公尺，高於林邊鄉之平均高程+3.0公尺
，又因兩側堤防的限制，導致河床淤沙嚴重，加上沿海地區地層下陷，林邊溪出海口附近河床高於兩旁的陸地而形成
「懸河」的現象。

莫拉克颱風由於瞬間降雨量大，使得林邊溪之河川逕流量大增，風災期間造成沿岸提防破損共有三處，洪水沖入社區
形成林邊、佳冬兩鄉全鄉浸入水中。總和收集之地形、地貌及氣象資料，災後現場踏勘、訪問以及網路災害資訊之搜
尋，初步可將此次林邊溪流域淹水之原因整理成以下五點：（1）雨量太大，導致逕流超出林邊溪設計流量和水位;（
2）新埤橋下游之左岸高灘地佔河道2/3，通水面積受限，使得凹岸側（右岸）之竹仔腳堤防於洪水期間因流速快，衝
破堤防造成林邊鄉之淹水，而凸岸側（左岸）則因溢堤而使得佳冬鄉為水患所苦;（3）林邊溪口淤塞，使得河流出口
受阻;（4）上游輸沙量太多，原有河道淤高，通水面積降低; （5）地層下陷使得林邊、佳冬地勢低窪，非靠機械抽水
無法排水，即使颱風過後一週，該地區仍深陷水澤，民怨四起。

有鑑於此，許泰文教授提出災害減輕對策，分別為(一)重視全球氣候變遷對未來可能帶來的衝擊，如極端降雨與洪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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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位上升與河海沿岸溢淹，並就水利建設現況及其受氣候變遷之境況界定和擬定調適策略。（二）探討某些會提
高河岸或海岸溢淹風險的土地使用方式，並加以解決，如高灘地之使用、海岸域過度開發以及河、海岸緩衝區的設立
，使還地於河或海。（三）改變土地利用，土地管理和土地規劃需要調整，國土規劃脆弱度應使用情況分析加以界定
，如透過恢復濕地或設立滯洪池來改善土地保水功能。（四）改善早期預警系統，發展本土化模式，如河道水力、淹
水模式及海岸波潮流模式，因應氣候變遷極端事件，作出暴雨或暴潮淹水潛勢圖。

為期一天的「八八水災災後重建研討會」，共有八場專題發表，除了學者專家的專題論述，並舉行兩場綜合討論進行
意見交流。八場專題內容與發表人分別為：成大規劃與設計學院林峰田院長提出「八八水災成大重建規劃」、成大土
木系李德河教授發表「八八水災南部坡地災害狀況調查」、成大水利系游保杉教授從水利工程的觀點說明「八八水災
水利勘災報告」、成大水利系許泰文主任發表「林邊海岸淹水模擬及其防災策略」、成大建築系姚昭智主任則從建築
的觀點談「老人安養護機構水災應變計畫及庇護所用後環境評估之研究」。

此外，中華顧問工程司橋樑中心王仲宇主任說明「八八水災橋樑勘災報告」、成大地科系劉正千教授則從衛星遙測專
業談「如何運用遙測資訊進行快速應變—莫拉克風災之經驗與建言」、中興大學土木系楊明德教授針對溪流的防洪整
治發表「莫拉克烙在陳友蘭溪流域的印記」。980928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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