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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承受的颱霆
補強防洪救災機制建構永續台灣是當前第一要務

文/周曉倩

正當全帥球棚深陷蝦美飄胸國勵勵9引l

怖攻擊行動的悲痛與哀

悼之中，台灣的同胞也在917

納莉屁股之後，發出了無割甘

日何處興辦，鳥，-台灣到底出了

什麼問題 ? J

這幾年來台灣似乎和災難

一直脫離不了關係 . 八十五年

的賀伯颱風從北而南妝害全

台，八十八年的九三一地震，

讓台灣鮑!嘗Ll何異動 、 天人永

隔的苦楚，八十九年象神颱

風，以排山倒海的威勢，橫掃

北台灣 ;九十年接連發生的奇

比颱風草創澎湖，潭美颱風淹

沒高雌，桃到諷肆虐才睡與

南投引發水智、與土石流，→重

串白守打擊之後，納莉風jjZ再度

於九一七侵台，由北而南長趨

直下，讓繁華的北台灣再次淪

陷，處處淹水 、 捷1雷轟瘓 、 損

失1多重 。

這麼多年來，每次台灣遇

到災難，日韓區文教基金會總會

在河} I I傌隻/岫召集人自押籲

下挺身而出，試圖為台灣問

診，找出台灣受創的原因，但

這一次不用我們多費口舌，全

國感同身受的同胞都祖師戚

「台灣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J 

許多關心台灣環境的學者

專家在這幾年來不斷地在研

究，而部會首長與政府官員

在種種困境下，亦均試著想

辦法突破困境，但在這兩者

溝通的過程中， 由於政治力

和社會力的作用，令人抱憾

的事情還是不斷的發生，而

這筒中因素還是因為社會機

制不能立即發揮作用的緣

故 。

如何認清水環境惡劣變化

與國內情勢，建構一個永績

的安全環境，將是全國上、

下最重要自T課題 。 時報文教基

金會，深覺有必要再次邀集熱

心且了解問題的專家一同檢視

台灣的問題， 一同為醋蒂一個

揮別水患的車拉克努力，故帶給?

經濟部水利處及水資源局 、 行

政院災害防救中心、公共奄視

共同欄杆備去承受的颱愛

檢討樹蒂前瞻'1生防洪救災策略

與體系J tîJ信才會 。

補強防洪救災機制

建構永續台灣

「無法承受的颱愛一檢討建

構前瞻性防洪救災策略與體

系」 研才會在九十年十月七日

舉行，由時報文教基金會執行

長余撞在英及日韓啊} 11傌隻/J添且

顧問於幼華擔{封申策剖，規劃

一場由中央與地方首長針對

「防災與救災機制檢討」進行

對談的圖馬徊，及四場由專

家學者分別針對 「氣候 」 、

「土地」 、 「防洪」及 「永續發

展 」 四個面向進行探討的議

題，共計有二百餘位產官學專

家祖品參與言喻，而公共電視

甜苦現揚同步轉播圓桌枷車 ，

並將四場議題討論錄影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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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余範英 。

出 。

研討會首場 「防災與救災

機制檢討 J '邀請到內政部

長張博雅 、行政院災害防救

委員會執行長陳錦煌政務委

員 、 經濟部政務次長林義

夫 、 台北市長馬英九、 台北

縣長蘇貞昌 、 宜蘭縣長劉守

成，並由時報河川保護小組

召集人 、 中國時報社長林聖

芬及時報河川保護小組顧

問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

所研究員蕭新煌共同主持 。

同時採以圓桌方式讓中央、

地方首長對談 ，就是希望大

家能面對面坐下來，冷靜地

針對問題進行 「 檢討 J '但

檢討並不意指互揭瘡疤，只

是我們深刻地體認到，台灣

在近幾年實在承受了太多天

然的災害，以今年來講，襲

擊台灣的颱風沒有一個是屬

於強烈颱風，但所造成的災

害卻是空前的，這凸顯了各

政府部門和單位協調的死

角，因此深覺這個課題非常

。內政部長張博雅。

值得深思討論 。

除了虛心檢討以外，公共

安全機制的有效建立亦是此

次論壇的重點 。 除了行政院

災害防救委員會、水資源

局 、水利處是處於第一線的

角色以外 ，包括時報文教基

金會以及公共電視等在內的

媒體單位亦扮演十分重要的

公共性角色，因為公共議題

需要公眾來關懷，藉此結合

政府與民間的力量，才能對

公共災害發揮完善的應變能

力，如果中央與地方政府之

間能發揮如臂使指的統一協

調的功能;且能建立起區域

與流域的合作概念，並配合

民間與媒體的力量來共同建

立公共安全的有效機制，相

信這就是本次圓桌論壇欲發

揮的總結與前膽的任務 。

由於台灣已經籠罩於長期

不重視生態環保以及永續發

展的惡果之下，這個惡果絕

對不是短期造成的，故論壇

設定以下四個主題深入探

。政務委員陳錦煌 。

討 : 1.防災與救災機制的檢

討; 2.水庫防洪操作與河川

防洪的關連 ;3 洪災保險制

度的推動 ;4 洪水情報機制

的建立 。 期望這次檢討和展

望的乃是整體性 、 通盤性的

未來 ，而不只是個體性的災

後檢討，並且不希望再有機

會舉行類似的會議 ，如果還

有下一次 ，與會人士包括政

府官員和民間學者專家均將

慚愧汗顏 。

透過三位中央部會首長和

二位地方首長就此議題所提

供的廣泛意見與深入探討 。

我們也從今年的幾次颱風得

到了幾個新的教訓卜期盼大

家記取教訓，不要又是陷入

一次次的遺忘之中，重複著

一樣的悲劇 、 一樣的過程、

一樣的檢討與批判 。

第一個經驗，例如納莉風

災期間有不少大貨植因為占

用公有地，而被吹入河床導

致水流嚴重阻塞的後果;又

如這次台北市所清運的垃圾

。經濟部政務次長林義夫 。

為平時30倍的量 ， 這諸多

經驗均顯示國人在公私概念

上還沒辦法正確的建立，而

導致災情有雪上加霜的情形

發生 。

第二個經驗，則是機電設

備的放置問題，從前為了美

觀均將機電設施安置在地下

室，結果很多地方明明並無

水患 ，卻還是因為地下室積

水問題而造成機電設施故

障，導致斷水斷電的結果發

生 。

第三個經驗 ，由於這幾年

國人過慣了安逸的生活，因

而缺乏救災的觀念，在災難

發生時只會被動的等待政府

救災，而不會主動配合協助

政府進行救災的工作，這樣

安逸的態度也應該到了覺醒

的關頭了 。

第四個經驗，則關於防災

的實際課題，例如通聯系統

是否完備 、防洪頻率是否準

備充足、截彎取直工作是否

失當、甚至於是否應該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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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河川保護小組顧問蕭新煌 。 .台北市市長馬英九。 。台北縣縣長蘇貞昌 。 | 。宜蘭縣縣長劉守成。

疏渡的工作 。 但根本的問題

還是在水土保持之上 。

第五個經驗，從九二一震

災開始， 軍方所扮演的角色

一直都十分的重要，但似乎

還有加強的空間，軍方救災

應該視同作戰並以積極配合

政府、民間救災為目標 。

另外還有四個議題，包括

第一場議題 「氣候之異常

與衝突 」 由台大環工所教授

於幼華主持，行政院政務委

員蔡清彥擔任演講人，台大

大氣科學系教授林和及中央

大學大氣物理系教授王作台

擔任與談人;第二場議題:

「 國土規劃與防災 」 由監委

馬以工主持，前環保署長、

台大環工所教授蔡勳雄擔任

演講人，前交通部政務次長

賀陳旦、台大城鄉所教授夏

鑄九為與談人;第三場議

題: í建構完整的防洪策略」

主持人是前台大地理系教授

張石角，經濟部水利處兼水

資源局長黃金山為演講人，

。與會人士踴躍發言 。

台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系系

主任許銘熙、台大土木系教

授郭振泰為與談人;第四場

議題﹒ 「永續發展環境之建

構 J '由中央大學校長劉兆

漢主持，工研院副院長楊日

昌為演講人，與談人為台大

土木系教授李鴻源及台大法

律系教授葉俊榮。

災區的父母官檢討災情

後，與會的學者、專家也就

各角度、觀點提出建議 。 在

經過一天的熱烈討論，最後

的閉幕式中時報河川保護小

組顧問於幼華代表各分場主

持人宣讀以下十四點結論﹒

在防災與救災機制檢討方

面，第一 ，防災關鍵在於土

地妥善規畫利用;第二 ，水

利單位應加強各地河川之疏

潑，在完成災後重建後，尤

應檢討水文頻率，以提高未

來防護標準;第二，在個人

方面，水利教育應特別加強

全民防災避災觀念，並有所

J、貝 I歹l戶，手自

氣候之異常衝擊方面， 第

一 ，目前並無明顯証據支持

台灣災害，來自氣候異常 ，所

以防災及救災，應特別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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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謀不!戚部分加以檢討; 第

二 ，未來應進行小區域之雨

量預報，以掌握更精確的氣

象資料，增進防洪效果 。

國土規畫與防災部分，第

一 ，地表逕流在都市環境中

急邊增加，直接影響洪災規

模，所以任何可以增加透水

性設施的努力皆應堅持，以

期未來都市環境更加自然

化;第二 ，國土規畫之規範

尤應考慮、結構性之空間競爭

課題，籲請所有的政治人物

以及參與規畫的專家認知此

點內涵的重要性 。 第二，所

有治水措施，如防洪 、 HF

水 、 水質等問題，都應同步

考量，否則將無助於治水問

題的解決 。

建構完整的防災策略方

面，第一 ，成立整合性流域

管理組織; 第二 ， 對於洪泛

區的未來減災計畫方案，應

即時展開 。 第三，水土保育

是每個集水區內首要的工

作，必須即刻加以規畫 、執

行 。

永續發展環境之建構方

面，第一 ，能源效率的提升

是平衡經濟發展成長之必要

手段;第二 ，國士調查與遙

測必須即時展開，以建國土

基本資料;第三，必須特別

注意我國二氧化碳排放人均

值 。

針對這 1 4點結論，經濟

部水利處暨水資源局長黃金

山在會中承諾一定會在最短

的時間之內與行政院災防會

碴商 。 除了他們水利單位的

工作之外，亦會邀集與各項

結論相關的單位，進行協調

分土，明列追蹤辦理的時間

表 ， 並依各項結論的性質，

區分為最緊急辦理、短期可

以辦理，以及中長期審慎制

定政策等，分門別類將其列

管， 依序執行，以期真正落

實推動 。

熱情的心永遠要燃燒下去

最後，時報文教基金會執

行長余範英也表示 : 這項研

討會前後籌畫只有十天，又

要找國內最關心 、 最專業的

專家們，所以原本擔心會議

可能變成尖銳卻沒有結果的

討論，但經過一天的討論下

司，專家們認為，防災的關鍵在改

土地妥善規劃與利用。

來，獲致十四項共識與結

論，令人相當興奮 。 時報文

教基金會投入十年的河川保

護工作，至今雖然仍有很多

問題無法解決，但是在這ι

問題還無法獲得徹底解決之

前，基金會還是會與國內關

心環境的學者、專家繼續的

走下去 。 這次能夠邀請到各

位專家，將這ι問題提綱單

領的再重複一遍，這不僅具

有教育我們自己的作用， 也

提供全民說話的輪廓 ， 在此

不僅要感謝大家 ， 更希望我

們這一顆熱情的JL，、永遠要燃

燒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