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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一一一、、、、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台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塊交界處，因多斷層致使地震

十分頻繁，台灣本島至少包含了主要七個斷層，而這些斷層均曾經引

起災情慘重的地震。據統計，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地震發生在這所謂

的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災害時有所聞，且可能直接引起的山崩、

地裂、建築物橋樑傾倒．．．等，間接的使得爐火震倒、瓦斯管線破

裂釀成火災或引發海嘯、河堤潰決造成水災等，均對人民之生命財產

造成重大的威脅。 

民國 88 年發生之 921 大地震，重創全台，全國各地災情慘重，造

成無數傷亡損失，嚴重顯現出我國對於都市防災、救災規劃體系之不

足與缺失，喚起政府對於都市防災、防災空間避難場所、防災體系等

之重視。在 921 災害期間，許多災民露宿於災區之學校操場、公園綠

地以及其他開放空間內，於是公園綠地兼作為防災避難空間之規劃，

成為未來都市防災避難空間規劃之重要課題，並使國內更為重視防災

公園之相關規劃，亦努力訂定防災公園設計準則。 

都市地區由於人口稠密，高樓大廈林立，使得公園、綠地之開放

空間猶如都市沙漠中之綠洲，不但提供都市民眾自然之景觀生態，亦

提供閒暇休閒之遊憩機能，更可於遭遇緊急災害時，提供各項避難、

防災之機能。 

依據台北市都市計畫法，因基於促進都市美觀、國民健康、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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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防災等功效，因而興闢公園；雖然於法令上明文顯現出公園具

有防災之功能，但在實質上卻常被大眾所忽略。公園是都市人民最親

近的避難空間，過去，雖已經有許多對於防災避難空間之相關研究，

但其多著重於避難空間之指定以及避難空間系統之規劃，然而，對於

避難時災民的避難生活行為以及對應作為主要避難空間之機能和設施

設置，皆未加以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公園對於都市安全防災規劃中，特別是面臨緊急災變發生時，為

了保護民眾避難時之的生命、安全與舒適，都市需要適當規模的公園

及綠地之開放空間，並興建避難生活必須之相關設施，以備遭遇災變

避難時之使用。 

二二二二、、、、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一旦不幸遭遇地震災害，一般多以學校或是公園作為提供震災避

難生活之場所，但是由於不同避難期需要不同性質的避難空間，若是

超過 3 天以上之避難期，學校空間因為須恢復學生上課之使用，因此

必須退出提供避難空間，所以若以公園作為避難場所，較適合提供不

同時期避難之需求。 

承上所述，將公園作為避難場所，要真正落實到供避難時，應顧

及使用民眾之避難行為以及其對應之避難空間，賦予設施供避難者使

用，以解決其生活上的相關問題；如供電設施、儲水設施、儲糧食設

施、供熱設施、浴廁設施、搭置臨時帳棚之位置等設施之預先興建，

一旦遇到災害時，才能發揮避難場所的功能。 

經歷 921 大地震，台灣興起防災公園之興闢，但其所具備之功能，

於震災發生時，是否能發揮避難場所的功能，引發本研究之目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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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次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本研究乃就都市震災發生後，災民對於震災發生之時間序列以及

其所衍生出之避難行為加以探討。 

(二)對於公園作為避難場所之空間與機能(例如：宿營區、醫療區、服

務中心、指揮中心等…)，以及避難時其所應具備的生活相關設

施(例如：相關儲水設備、預埋之管線、倉儲設備等…)之設置

與劃設，加以研究探討。 

(三)檢討目前防災公園現況空間與設施機能之缺失，以作為未來防災

公園內部設施之規畫、興闢或立法之參考。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內容研究內容研究內容研究內容 

一一一一、、、、研究內容研究內容研究內容研究內容    

本研究之內容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一) 震災發生之時序列與災民所反映出之生活活動、行為的探討。 

 (二) 避難空間的規劃與避難生活設施的種類的探討。 

 (三) 探究日本對於防災公園之相關規範與設計，以作為參考。 

 (四) 以 921 受災地區的南投縣草屯鎮作為訪查之對象，以利了解台

灣災民之避難生活行為、需求與經驗。 

 (五) 由於台灣目前僅有台北市有防災公園之劃設，因此將以台北市

為研究對象，進行防災公園空間機能與相關避難設施之檢討 

二二二二、、、、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以國內相關之研究，對於不同階段性震災時序之避難空間型態的

定義，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將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05 年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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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震災避難空間系統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機制之研究』中之定義為依

據，將震災避難時其分為四個階段： 

(一) 0 到 10 分鐘為緊急逃生避難期；避難空間：任何避難空間皆可。 

(二) 10 分鐘到 3 天為臨時避難期：避難空間：主要為學校與公園。 

(三) 3 到 28 天為短期避難期；避難空間：以公園為主。 

(四) 28 天以上為中長期生活安置期：避難空間：須另行安置(例如：

組合屋)。 

由於上述之 10 分鐘到 3 天為臨時避難期、3 到 28 天為短期避難

期，所使用之避難空間以公園為主。因此，此兩階段將為本研究的主

要研究範圍，將以此兩避難階段之災民所對應出之避難行為與其所對

應避難空間之機能與設施需求進行研究與探討。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一一一、、、、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 

蒐集防災避難空間研究之相關文獻進行回顧，以了解防災公園之

相關理論與定義，並加以歸納整理，以作為後續訪談與研究之基礎，

以利建構防災公園之機能特性。 

(二)資料蒐集與整理 

    蒐集國內對於公園避難空間之相關研究以及法令之資料，並加以

整理日本過去成功之相關案例，以供參考。 

 (三)災區里長訪談 

1.探訪曾經參與 921 震災避難之人員，進行訪談(但由於經歷時間

久遠，能探訪之對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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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災地區的南投縣草屯鎮，曾以當地之中山公園(當地的運動公

園)作為震災之避難生活使用，因此將以曾參與當地救災之里長作為訪

談之對象。 

3.主要想藉由訪談了解遭遇震災時，災民的避難行為、生活需求

以及在當時以公園作為避難間之缺失，以利對現今之防災公園進行相

關之檢討。 

(四)案例分析 

以實地勘查與紀錄，探討台北市防災公園內部避難空間機能之規

劃以及相關避難生活設施之劃設現況，以利了解其各項震災避難之功

能、提供災民生活之設施等…是否符合災民之需求，並加以分析、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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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圖 1-1-1 研究流程 

 

結論與建議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範圍與內容 

研究方法與內容 

文獻回顧 

實地訪查 

台北市防災公園空間機能、設

施現況檢討 

避難對應空間機能之探討 

 

 
1. 震災時序列對應之避難空間 

2. 震災避難空間之規劃 

3. 日本避難空間法令與經驗之探討 

4. 921 災民避難空間機能設施之探討

---南投縣草屯鎮 

都市震災與避難時序之生活行為探討 

1. 都市災害的類別 

2. 震災發生之時序列 

3. 震災避難時序之生活行為探討 

4. 921 災民避難行為與經驗訪查 

---南投縣草屯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