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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都市震災與避難時序之生活行為探討都市震災與避難時序之生活行為探討都市震災與避難時序之生活行為探討都市震災與避難時序之生活行為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都市災害的類別都市災害的類別都市災害的類別都市災害的類別 

一一一一、、、、都市災害都市災害都市災害都市災害註 1 

隨著目前都市化的發展日漸蓬勃，使得過度密集的人口，越向都

市周圍的邊際土地進行大肆開發，致使自然環境災害變得更為嚴重；

而由於都市活動的聚集與頻繁，外部性的人為災害也愈加嚴重。這種

都市災害的產生，不僅直接破壞生態環境系統之平衡，並威脅居民生

命、財產、居住安全的基本需求，且間接影響人類生理心理的健康，

甚至長期造成社會經濟成長的衰退，茲將都市災害之類別、特性以及

相關之災害現象，分述如下註 2
： 

(一)都市之自然災害 

1. 颱風災害 

2. 地震災害 

3. 洪泛災害 

4. 海嘯災害 

(二) 都市之人為、社會型災害 

1. 都市火災與爆炸災害 

2. 地質災害 

3. 產業公害 

(三)都市災害之特性 

災害成為人類社會不可避免的自然—社會現象，可以從 1.

區域性、2.社會性、3.階段性、4.預測不確定性、5.不可完全避

免性、6.連鎖性、7.可識可防性、8.雙重性、9.時間規律性、10.

                                                 
註 1 潘國雄，大規模地震災害時防災公園評估基準之研究，2001。 
註 2 施鴻志，「都市規劃」，建都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7.6，pp.19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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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困難性等角度探討都市災害之特性註 3
。 

二二二二、、、、震災特性分析震災特性分析震災特性分析震災特性分析 

經分析過去國內、日本、歐洲、美洲等地區重大地震，檢討地震

災害的內容及其形成災害的原因，可歸類為斷層災害、極軟弱地質災

害、山坡地災害、建造物災害、非建造物及落下物災害、火災及危險

物災害、交通系統災害、維生線及管道系統災害、無充分開放空間災

害、時間差異之影響等十大成因註 4
。 

(一)震災特性 

可分成：1.災害預測之不確定性；2.空間性與時間性；3.連鎖          

性與累積性；4.複合性；5.災害重建之困難性註 5。
 

(二)震災的影響 

地震對都市環境的破壞可概分為直接災害、間接災害與後續

災害註 6
。 

1.直接災害 

在地震發生的同時引發的災害。如地盤隆起、陷落、土壤液

化、建築物崩壞、橋樑斷裂、瓦斯管破裂、建築物火災等。 

2.間接災害 

由於直接災害的擴大波及而造成的災害，稱為間接災害。例

如由於建築物倒塌、橋樑斷裂以致影響交通，造成避難及救災

的困難。其他如建築物個別火災因消防延誤而形成市區大火，

諸如此類皆屬於間接災害。 

3.後續災害： 

                                                 
註 3 吳榮平，「都市防災導論」，中央警察大學，桃園，1999.5。 
註 4 陳亮全，有關台灣都市地震災害及其成因之初步探討，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998。 
註 5 李佩瑜，由鄰里單元觀點探討震災時救災避難圈之規劃，碩士論文，成大，台南，2000。 
註 6 李威儀，台北市都市計畫防災系統之規劃，台北市政府都發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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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直接災害與間接災害，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救助仍無法解

除或由於這些災害而引起更大範圍、長期性、複合性的災害例

如都市機能降低導致經濟衰退、社會不安、甚至因衛生條件不

佳引發疾病造成人畜大量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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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震災發生時序列之避難行為震災發生時序列之避難行為震災發生時序列之避難行為震災發生時序列之避難行為    

一一一一、、、、震災時序列與對應之避難型態震災時序列與對應之避難型態震災時序列與對應之避難型態震災時序列與對應之避難型態 

當大規模之地震災害一旦發生，各項災害情況即會立即產生，例

如：建築物破壞、倒塌、人員傷亡、火災發生…等，且最大災情的發

生，往往是在震災發生後的 3~5小時內出現。由於大規模地震災害，

並非由單一原因造成嚴重的損失，災害的發生或是其災情的形成都具

有空間性、時間性、連鎖性、複雜性等特性。根據何明錦、李威儀---

都市計畫防災規劃手冊彙編中，地震在時序列上之現象，如下圖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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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災害時間序列 

    
 

 

 
 

       圖例：（主要行為、活動及作業）★：避難    ○：救援    ▲：安置    □：復原 

 資料來源：  (1)何明錦、李威儀，都市計畫防災規劃手冊彙編。 
                          (2)都市震災避難空間系統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機制之研究，內政

部 建築研究所，2005。 

 

由上述之內容可了解，震災之發生有其時間性，且其發生時間之

長短，會與空間性相結合，形成不同階段性之避難型空間。茲就相關

文獻之內容，將不同時序列之階段性避難型空間型態整理如下表 2-1-1

時間 

 

 

 

 

 

 

 

 

 

空間 

時序 發震期 混亂期 避難行動期 避難救援期 避難生活期 殘留重建期 

現象 

 

• 建物倒塌 

• 起火 

• 人員傷亡 

• 交通通絮亂 

• 火災發生 

• 各種機能癱

瘓 

• 建物倒塌 

• 緊急對策施

行 

• 延燒擴大 

• 危險因素形

成 

• 避難行為出

現 

• 資訊絮亂 

• 都市全面火

災發生 

• 人心恐慌 

• 人員傷亡陸

續增加 

• 人員向避難

地集中 

• 市區救火 

• 物資缺乏 

• 救護行動 

• 移往收容地 

• 重整行動 

• 社會絮亂 

對應行動 
• 初期滅火 

• 狀況掌握 

• 緊急對策 

• 消防行動 

• 避難行為 

緊急救助 

• 待援救助 

• 救護行動 

• 滯留生活 

• 物資供給 

• 重整行動 

• 生活恢復 

空間系統 

     主要作業 

 

空間類型 

災情研判 

自發避難 
避難及救援之緊急應變 應變救援 災區清理 災區復建 

避難 

緊急避難  ★○ ○   

臨時避難場所  ★○ ○ ○  

短期避難場所   ○ ○  

中長期 

安置 
  ○ ○ ▲□ 

道路 

緊急道路 ★ ★    

輸送救援道路 ★ ★○ ★○ ★○ □ 

消防避難道路 ★ ○ ○ ○ □ 

緊急避難用 

道路 
★ ★○ ○ ○ □ 

消防 
指揮所  ○ ○ ○ □ 

臨時道路  ○ ○ ○  

醫療 
臨時醫療場所  ○ ○ ○  

短期收容場所   ○ ○ ▲ 

物資 
接收場所  ○ ○ ○  

發放場所  ○ ○ ○  

警察 
指揮中心 ★ ○ ○ ○ □ 

情報收集場所  ○ ○ ○  

震災發生時間 

0 10 min 1 hours 3~5 houes 10~40 houes 3~7 days 1 month 

   災害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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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而本研究將以 2005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研究報告『都市震災避難

空間系統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機制之研究』內所定義的震災時序之避

難型空間型態為後續就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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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不同階段性震災時序之避難型空間型態比較 

    大都市震災對策設施整備大都市震災對策設施整備大都市震災對策設施整備大都市震災對策設施整備

計畫作成要領計畫作成要領計畫作成要領計畫作成要領((((日本建設日本建設日本建設日本建設

省省省省))))    

何明錦何明錦何明錦何明錦、、、、李威儀李威儀李威儀李威儀，，，，都市都市都市都市

計畫防災規劃手冊彙計畫防災規劃手冊彙計畫防災規劃手冊彙計畫防災規劃手冊彙

編編編編。。。。    

陳亮全等陳亮全等陳亮全等陳亮全等，，，，有關台灣都有關台灣都有關台灣都有關台灣都

市地震災害及其成因之市地震災害及其成因之市地震災害及其成因之市地震災害及其成因之

初步探討初步探討初步探討初步探討。。。。    

李威儀李威儀李威儀李威儀，，，，<<<<<<<<台北市都市台北市都市台北市都市台北市都市

計劃防災系統之規劃計劃防災系統之規劃計劃防災系統之規劃計劃防災系統之規劃

>>>>>>>>，，，，台北市都市發展台北市都市發展台北市都市發展台北市都市發展

局局局局，，，，2000200020002000。。。。    

都市震災避難空間系統都市震災避難空間系統都市震災避難空間系統都市震災避難空間系統

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機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機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機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機

制之研究制之研究制之研究制之研究，，，，內政部建築內政部建築內政部建築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研究報告研究所研究報告研究所研究報告研究所研究報告，，，，2005200520052005。。。。    

1.1.1.1.    初期避難型 0 到 10 分鐘為發震期 0 到 10 分鐘為發震期 0 到 10 分鐘為震災發生

期 

0 到 10 分鐘為緊急逃生

避難期 

2.2.2.2.    接近避難型 10 分鐘到 1小時為混亂

期 

10 分鐘到 1小時為混亂

期 

10 分鐘到 3小時為緊急

應變期 

10 分鐘到 3天為臨時避

難期 

3.3.3.3.    狀況避難型 1小時到3~5小時為避難

行動期 

1小時到3~5小時為避難

行動期 

3 到 10 小時為應變救援

期 

3~28 天為短期避難期 

4.4.4.4.    滯留避難型 3~5小時到10~40小時為

避難救援期 

3~5小時到10~40小時為

避難救援期 

10 小時到 3天為清理期 28 天以上為中長期生活

安置期 

5.5.5.5.    二次避難型 10~40小時到3~7天為避

難生活期 

10~40小時到3~7天為避

難生活期 

3 天到 1個月為復建期     

6.6.6.6.    分散避難型 3~7天到1個月為殘留重

建時期 

3~7 天到 1個月為殘留、

復舊時期 

     

7777    大火避難型              

8.8.8.8.    階段避難型              

    避難避難避難避難    

    空間型態空間型態空間型態空間型態    

文文文文        獻獻獻獻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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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國內地震避難行為研究之發現國內地震避難行為研究之發現國內地震避難行為研究之發現國內地震避難行為研究之發現 

大地震發生後，可能造成建築物倒塌、橋樑斷裂及道路破壞等災

害，使居民無法快速移動至緊急避難據點，同時無形中提高居民在避

難過程中的危險性。以下為國內相關研究對於地震災害避難行為之研

究： 

 表 2-2-2 國內地震避難行為研究之發現 

編號 作者 書名 出處 研究摘要 

1. 詹士樑 

(2002） 

臺北市避難路

線與救災路線

衝突性之評估

研究-以新興社

區為例（Ⅱ） 

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

專題研究計

畫成果報告 

以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宅與信義區世

貿新城為調查區域，進行居民問卷調

查，藉以了解居民對遭遇災害時進行

之避難方式，結果發現社區居民與商

業區活動者間之避難特性最大區別為

社區居民於遭遇災害時大多會集結在

原社區附近，而商業區活動者則因歸

巢性而選擇往住家方向移動。 

2. 許明禎 

林晏州  

(2001） 

民眾對公園綠

地防災機能認

知與避難行為

傾向之探討 

都 市 與 計

劃，28卷2 期 

以環境心理學與社會學的角度，探討

居民對公園綠地防災機能認知與避難

行為傾向，透過實地調查，包括臺北

市大同區、中山區、松山區、信義區、

大安區、中正區及萬華區等七個行政

區，結果發現居民對避難據點的選擇

會因教育程度、避難經驗及是否擁有

住宅等因素具有顯著影響差異 

3. 羅孝賢 

莊世奇

(2001） 

震災疏散行為

之研究-以九二

一集集大地震

為例 

都市地區地

震防災交通

系統之研究

研討會論文

集 

探討 921 大地震之震災危機情況下之

人類行為反應，透過問卷調查，以初

次、二次及三次疏散等不同型態分

析，釐清影響居民疏散決策行為之因

素，透過羅吉斯迴歸分析結果：初次

疏散決策行為受個人風險認知之影

響；二次疏散行為則以經濟能力為考

量；三次疏散行為基於受災情況不同

而產生不同之影響。此外，初次疏散

居民多半以步行方式前往與住所較近

之空地或學校；二次疏散則以遠離災

區為主；三次疏散則以遷回與住所附

近較具私密性之避難據點為主 

4. 簡賢文 都市空間大量 中央警察大 探討大地震所引發之大規模避難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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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人群避難行為

基礎研究 

學災害防救

學報，第 1 期 

之行為特性，透過實地觀察與訪談，

建構本土性基礎研究資料。其中發現

城鄉居民的行為反應不同，推測避難

行為與都市化程度有關，透過對人群

避難行為之研究，對於道路與避難據

點路線規劃有所助益 

5. 李泳龍 

何明錦

戴政安 

(2008) 

震災境況條件

下影響居民避

難行為因素之

研究－永康市

為例 

中華民國建

築學會「建築

學報」，第 65 

期 

研究中分析永康市各學區中居民對於

緊急避難據點的優先選擇，大部份居

民仍以選擇「學校型」比率較高。然

而選擇傾向「廣場型」緊急避難據點

者，大多為居住地附近有較多公園、

綠地及停車場等開放空間。例如，復

興國小、大橋國小及西勢國小學區範

圍，居民選擇「廣場型」緊急避難據

點者的比率高於其他學區，原因可能

是目前現況發展，學區範圍內公園、

綠地及停車場等開放空間數目顯然多

於學校型數量，所以居民較可能優先

選擇鄰近的廣場型緊急避難據點進行

避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三三三、、、、都市避難空間都市避難空間都市避難空間都市避難空間 

都市避難空間系統是指都市遭受地震災害時，市民有必要做逃生

避難行為時，整個逃生避難時相關的空間，包括註 7：
 

(一)緊急避難場所 

(二)臨時避難場所 

(三)短期避難場所（廣域避難場所）： 

作為一般市鄉鎮區內的主要避難公園，服務圈域是鄉鎮市區

內的行政單位內的人。 

(四)短期避難場所（廣域防災據點）： 

 除供災民避難生活空間和設施之外，最主要的功能在於提供

廣域的救災指揮中心，此四種避難場所與地震發生之時間經過，

                                                 
註 7 都市震災避難空間系統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機制之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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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與相關之避難行為需求皆有密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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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避難時序之生活行為探討避難時序之生活行為探討避難時序之生活行為探討避難時序之生活行為探討    

各項災害的發生與災害的情形的形成，都具有空間、時間、連鎖、複

雜…等特性，而對於震災發生時之時序列與相關現象，已於上述內容之文

獻中所提及，而震災發生之時序列與災民之避難行為之對應，將是本段探

討之重點。 

一一一一、、、、災民避難行為方式災民避難行為方式災民避難行為方式災民避難行為方式註 8 

根據上一節之文獻顯示，日本過去的分析，避難的行為方式可以

分為八種型態，與前一節所敘述之震災時序列對應，其相關之避難生

活行為可歸納為以方式： 

(一)初期避難型 

地震在發生初期，在短時間內進入避難場所完成避難行為的

避難類型。 

(二)接近避難型：  

此類型是指災害危險已經非常緊急時的避難行為，此時因避

難路徑的危險而無法進行遠距離的避難。 

(三)狀況避難型： 

    較常見的一般避難類型，模式是先確認災情環境等狀況後再

行避難。 

(四)滯留避難型： 

    基本上是指在原居住地附近的避難方式，惟必須對災區之受

災狀況，即安全性做充分考量，且必須顧及他人即殘障者等避難

行動力低的族群之需求。 

                                                 
註 8 大都市震災對策設施整備計畫作成要領，日本建設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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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次避難型： 

    通常是指都市大火結束後，居民無法回居住地而必須移往其

他避難場所的類型，此時所造成的影響可能是居民必須被迫與家

庭分開，特別是離開就學、就業與平日的生活的地區。 

(六)分散避難型： 

    是指在避難生活期間，將災民遷往其他地區的避難方式。 

(七)大火避難型： 

    是指地震火災擴大或是發生全市性大火後的避難類型，此時

因避難路徑危險而無法進行遠距離的避難。 

(八)階段避難型： 

    為一般較常見的避難類型，行為初期是因應狀況至避難場所

進行零時避難，在以集體方式至其他避難地避難。 

二二二二、、、、阪神阪神阪神阪神、、、、淡路大淡路大淡路大淡路大地地地地震災後居民避難行震災後居民避難行震災後居民避難行震災後居民避難行為為為為註 9    

根據柏原士郎等人（1998）針對阪神、淡路大震災後居民避難行

為分析結果如下： 

(一)有無避難行為的關鍵因素包括： 

1.震度的大小 

2.被害程度的嚴重大小 

(二)決定避難的理由包括： 

1.擔心餘震 

                                                 
註 9柏原士郎，上野 淳，森田孝夫（1998）《阪神淡路大震災における避難所の研究》，大阪大

學出版會，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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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電及瓦斯無法使用致不能居住 

3 認為在室內會有危險 

(三)開始避難的時間包括： 

1 第一階段地震後馬上避難 

2 第二階段地震後數小時進行避難 

(四)最初考慮的避難據點包括： 

1.小學 

2.國中 

3.其他場所 

(五)選擇避難據點的理由包括： 

1.認為安全的場所 

2.離住家較近的地方 

3.指定為避難所的地方 

4.公共設施 

5.附近的人都往該處避難 

(六)決定避難方向之原因包括： 

1.預先考慮的避難所之路徑 

2.平時最容易通往的道路 

三三三三、、、、震災發生時序列與災民避難生活行為對應震災發生時序列與災民避難生活行為對應震災發生時序列與災民避難生活行為對應震災發生時序列與災民避難生活行為對應註註註註 10101010    

根據內政部建研所的都市計劃防災規劃手冊彙編（2000），將災害

                                                 
註 10 都市震災避難空間系統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機制之研究，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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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時序分為（1）0 到 10分鐘為發震期；（2）10分鐘到 1 小時為

混亂期；（3）1小時到 3~5小時為避難行動期；（4）3~5小時到 10~40

小時為避難救援期；（5）10~40小時到 3~7天為避難生活期；（6）3~7

天到 1個月為殘留重建時期。 

(一)發震時期（震災發生到 10分鐘） 

1.現象：建物毀損、發（起）火、人員傷亡、災民心理驚慌、交

通紊亂、維生管線遭破壞。 

2.住民對應行動：初期滅火、狀況掌握、緊急逃生避難。 

3.住民以外對應行動：因發震期政府及災區外的救援救助尚未有

對應活動。 

(二)混亂期和避難期（10分鐘到 3~5小時） 

1.現象：火災發生、建物毀損、延燒擴大、危險因素形成、 資

訊紊亂、驚慌。 

2.住民對應行動：緊急避難或開始避難然後轉到臨時避難場所。 

3.住民之外對應行動：因發震期政府及災區外的救援救助尚未有

對應活動。 

(1)消防隊的消火、救助傷亡人。 

(2)地方政府或里鄰長等，引導災民到臨時避難所，並檢點

臨時避難所建物和設施等之安全狀態、堪用情況、指定可使

用的空間範圍。 

(3)地方政府、避難空間管理者如：公園管理員、學校教職

員以及社區之里鄰長等，掌管分配管理避難空間、設施，並

開始製作災民名冊以便統計災情和發放災民救濟物、救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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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臨時避難空間設置服務中心，提供災民災區之受災資

訊，並協助災民與外界親友聯絡之電訊設備。 

(三)避難救援期和臨時避難生活期（震災發生後 3 小時到 3天） 

1.現象： 

都市火災延燒擴大、全面救火、持續救助、救護、人員傷亡

持續增加、人心恐慌、社會混亂、民生物資缺乏、外援物資陸

續到達、災民開始臨時避難。 

2、住民 

【【【【對應行動對應行動對應行動對應行動】：】：】：】：    

(1)往住家附近的臨時避難場所，主要的是公園或學校、體

育場館，開始過暫時性短暫的避難生活。 

(2)返家檢視自家受災情形，並開始清理環境。 

(3)設立臨時避難所的服務中心（若政府人員未到，則由場

地提供者和社區幹部或里鄰長來推動）。 

(4)計畫自己的復災行動。 

 (四)短期避難生活期（3天到 28天） 

1.現象： 

市區之火災已滅、外來救援部隊清理災驅逐漸完成、維生管

線逐漸恢復供應、市區陸續重建、部分市民逐漸完成家園重建。 

2.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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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飲用水、餐食的供應、簡易廁所和浴室、帳篷、

保暖衣物、睡袋毛氈、對外通訊、災害狀況之資訊、政府的救

災措施之資訊。 

3、住民以外： 

(1)政府設立避難地區服務中心，除提供災民生活勝之必需

品，包括供飲食之外，服務中心也要設立各種諮商中心，如

建物之維修問題、政府的救濟補助、融資貸款等。 

(2)外來救助人員：繼續救助壓在建物下之災民。 

(3)醫療救護站。 

(4)外來救援人員：幫忙清理災區，以便進行復舊工作。 

(5)義工集結場所：a.災民的安撫，b.協助炊煮、提供餐食，

c.協助災情鑑定。 

(6)外來幫助清理災區的人員，也陸續進入，他們的人員和

器具的集結場所會在這階段的大型避難所（稱：廣域避難場

所），不會在臨時避難場所。但，若都市沒有大型開放空間

或廣域避難場所供其使用，則有以協調部分學校或體育場等

空間之一部分或全部供其使用。 

(7)屍體存放。 

(8)廢棄物堆積場所。 

(9)提供政府救災、復災之資訊。 

(10)義工安撫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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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震災發生後時序列的災民避難行為，參考日本都市公園防災

技術ハンドーブック。由上述內容，可得知災民於第二階段的避難，

也就是混亂避難期，開始於公園做為臨時避難空間，度過短暫的避難

生活，一般而言，以 3 天為限，視情況延長其關閉時間。基本上，災

民於內之避難生活型為需求以及其對應的空間設施，如下表所示： 

表 2-3-1 災民避難行為需求與對應空間設施表 

避難行為需求避難行為需求避難行為需求避難行為需求    對應空間設施對應空間設施對應空間設施對應空間設施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1.1.1.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儲水槽 可預設維生管線 

2.2.2.2.飲食飲食飲食飲食    儲備倉庫  

3.3.3.3.廁所廁所廁所廁所、、、、浴室浴室浴室浴室    抽水機、水井、水池 可預設維生管線 

4.4.4.4.帳篷帳篷帳篷帳篷、、、、紮營紮營紮營紮營    空地 可設於廣場 

5.5.5.5.照明照明照明照明    緊急電源、照明設施 可預設管線 

6.6.6.6.保暖保暖保暖保暖    睡袋毛毯、保暖衣物  

7.7.7.7.廣播廣播廣播廣播、、、、通訊通訊通訊通訊    緊急廣播、通訊設備 可預設管線 

8.8.8.8.醫療救護醫療救護醫療救護醫療救護    醫療站 可設於服務中心 

9.9.9.9.消防消防消防消防    灑水設施、防火樹林帶 可預設管線 

10.10.10.10.對外聯絡道對外聯絡道對外聯絡道對外聯絡道    聯外道路、汽車、直升機（坪）  

11.11.11.11.管理災區事務管理災區事務管理災區事務管理災區事務    管理、服務中心 提供管理、資訊、心理輔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先前的文獻內容可得知災民於不同的避難期，會出現不同的避

難行為以及不同生、心理需求。強烈地震發生後，造成重大的災害時，

災民之心理上必定產生極大的恐慌，首先是緊急逃生避難，然後定會

經過救助傷亡者、滅火、避難、復舊、復興等階段。震災發生時，避

難生活的管理營運與災民之避難行為有著密切之影響，其不僅關係著

避難場所的生活秩序，同時亦可減少震災帶來的心理恐慌。 

所以，避難場所對於不同避難時其提供的需求以及其管理營運是

非常重要的，若以台灣近期傷亡最慘重的９２１地震為例，震災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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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者空間的指定分配，浴廁使用清掃的規則，供給水、食物之分配

方式、災情和政府施政資訊的提供、避難者對外連絡的提供、救護系

統的運作，救援物資的送達地點、點交、儲放的方式…等、避難場所

內災民的避難生活和活動、政府或外來救援者包括義工和救援部隊的

活動…等，皆影響震災發生後災民在避難場所的避難行為與生活。因

此，為了了解 921地震發生時，災民的避難行為與相關經驗，本研究

將於下一節中，將以實區訪查的方式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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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921 災民避難行為與災民避難行為與災民避難行為與災民避難行為與經驗經驗經驗經驗訪查訪查訪查訪查---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草屯鎮草屯鎮草屯鎮草屯鎮 

一一一一、、、、訪談訪談訪談訪談地區簡介地區簡介地區簡介地區簡介 

921大地震由於芮氏規模高達 7.3級，加上斷層線經過，使得中部

地區多個鄉鎮市災情相當嚴重。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的統計資料顯示，

921 大地震發生之後各地損失慘重，特別是位於中部的台中縣以及南

投縣的人員傷亡為最。 

                表 2-4-1  921 地震各縣市傷亡統計表 

縣市 
救出 

人數 

被埋困 

人數 

道路槍通 

脫困人數 

交通阻絕 

受困人數 

受傷送醫 

人數 

失蹤 

人數 

死亡 

人數 

台北市 149    316 22 71 

新竹市     4  2 

台中市 155    1,112  113 

嘉義市 14    11   

台北縣 192    145 7 39 

桃園縣     84  3 

新竹縣     4   

苗栗縣     196  6 

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南投縣    2,142,142,142,14 24242424    912912912912        2,4212,4212,4212,421    4444    857857857857    

台中縣台中縣台中縣台中縣    1,401,401,401,40 5555    1,9921,9921,9921,992        4,8864,8864,8864,886    1111    1,131,131,131,13

彰化縣 281 5   387 1 24 

雲林縣 628  454  423  80 

嘉義縣   1,327  5 4 2 

台南縣     1  1 

宜蘭縣     7   

合計 4,96 34 4,685  10,002 39 2,33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統計 

 

南投縣草屯鎮而言，當時死亡共 87人，受傷 25人房屋全毀 2102

戶，全縣 27里，其中又以山腳里受害程度最為嚴重。因此，本研究透

過相關連繫，以同樣也是 921 重大災區的南投縣草屯鎮做為研究地

區，並徵求 921當時參與救災的里長意願，以做為訪談之對象。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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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聯繫，與當地炎峰里(前任與現任里長)、中山里、敦和里、山腳

里等…五位里長取得聯絡並進行相關訪談作業，以期了解災民避難之

生活行為。 

 

 

 

 

 

 

 

 

 

 

 

 

 

 

 

                
圖 2-4-1 南投縣行政分區 

資料來源：南投縣政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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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4-2 草屯鎮 921 大地震全鎮災損統計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狀況狀況狀況狀況    

1.受災村里 27 里 

2.死亡人數 87 人 

3.重傷人數 25 人 

4.房屋不堪居住 2102 戶 

5.房屋尚可修復 2504 戶 

6.房屋財損 971 戶 

7.大廈不堪居住 13 棟 

8.需要安置戶數 3719 戶 

9.願領租金 3466 戶 

10.願安置臨時屋 350 戶 

11.願安置國宅 3 戶 

12.尚未表示意見 347 戶 

                                                     資料來源：南投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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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4-3 草屯鎮 921 大地震全鎮收容中心人數統計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收容中心收容中心收容中心收容中心    收容人數收容人數收容人數收容人數((((人人人人))))    

1 南開工專 400-600 

2 富功國小 600 

2-1 富功國小第二校地 600 

3 康立得保齡球館 60 

4 草屯國小 400-500 

4444----1111    中山公園中山公園中山公園中山公園    1800180018001800    

5 草屯國中 300 

6 炎峰國小 800 

7 虎山國小 1500 

8 永昌市場 500 

9 敦和國小 1000 

10 手工業研究所 150 

11 春風大郡 80 

12 橋光國小 200-300 

13 新庄國小 200 

14 中原國小 25 

15 土城國小 30 

16 坪頂國小 20 

17 坪林國小 70-90 

18 雙冬國小 150 

19 草屯鎮立體停車場 60 

20 草屯療養院 以收容精神病患為主 

                 資料來源：921集集地震都市防災調查研究報告-南投縣草屯鎮
註 11 

                                                 
註 11 921 集集地震都市防災調查研究報告-南投縣草屯鎮，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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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訪談內容訪談內容訪談內容訪談內容 

本研究以實地訪談之方式進行，以了解 921當時，當地居民在地

震災害發生當時以與地震災害發生之後的避難生活行為。 

此部份之訪談內容，主要參考了阪神、淡路大震災後居民避難行

為分析，以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都市震災避難空間系統規劃設計與管

理維護機制之研究整合出之內容，並以地震災害發生後的【10分鐘到

3 天之臨時避難期】與【3~28天之短期避難期】的震災時序為依據，

進而探討以下避難行為(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一)： 

(一)避難行為的關鍵因素 

(二)開始避難的時間 

(三)主要決定避難的理由 

(四)災民所選擇的避難場所 

(五)災民避難據點的選擇特性 

(六)災民避難心理 

三三三三、、、、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綜合集結五位受訪里長之訪談內容，本研究做出以下整理： 

(一)10分鐘到 3 天之臨時避難期 

1.有無避難行為的關鍵因素：當時震度強大，且餘震持續。 

2.主要決定避難的理由：擔心餘震為當時災民主要決定避難之理

由。 

3.開始避難的時間：地震之後即馬上離開建築物至室外避難。 

4.災民所選擇的避難場所(最初考慮的避難據點)：多數災民所選

擇的避難地點為鄰近的學校、公園以及空地。 

5.災民避難據點的選擇特性：災民選擇避難據點多因靠近自宅，

且地勢空曠、有安全感，並且也因為環境熟悉，有歸屬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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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認識互相照應。 

6.決定避難之方向：多選擇平時習慣且最容易通往的道路。 

7.災民避難心理：此階段災民之避難心理多因擔心餘震，且擔心

自家房屋是否安全、並且因為部分房屋已出現倒塌現象。 

(二)3~28天之短期避難期 

1.有無避難行為的關鍵因素：當時震度強大，且餘震持續，更擔

心會發生更強大的餘震。 

2.主要決定避難的理由：擔心餘震且因為原本居住房屋的水、

電、瓦斯…無法使用導致不能居住。 

3.開始避難的時間：地震之後即馬上離開建築物至室外避難。 

4.災民所選擇的避難場所(.最初考慮的避難據點)：多數災民依

然選擇鄰近的學校、公園以及空地。 

5.災民避難據點的選擇特性(選擇避難據點的理由)：災民選擇避

難據點除了延續上一時期的選擇特性之外(因靠近自宅，且地勢

空曠、有安全感，並且也因為環境熟悉，有歸屬感，互相認識

互相照應)，也因有多數房屋出現倒塌損毀，因此會選擇靠近自

宅的避難場所，可以就近處理救援及賠償事宜。 

6.決定避難之方向：多選擇平時習慣且最容易通往的道路。 

7.災民避難心理：除了依然擔心隨時出現餘震之外，亦想了解震

災狀況與外界傷亡並希望能與外界親友聯繫、報平安。 

根據以上資料可知，當震災發生的【10 分鐘到 3 天之臨時避難

期】，人民的避難心理多因驚恐與不確定感，因而外出避難；而對於避

難地點的選擇也多以鄰近、熟悉為前提，以就近關心自身的家園，等

待地震停止即可隨時回加收拾整理。 

但若當震災避難時間延長至【3~28 天之短期避難期】，民眾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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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慌加劇，因為多數房屋出現坍塌，使的多數災民依然選擇鄰近自

宅的避難地點進行避難生活，為的只是可以就近關心倒塌的樓房，並

希望可以就近處理救援及相關事宜。 

而於訪談當中發現，就當地災民所選擇避難的地點而言，學校的

避難場所因學生復學，所以可以提供的避難空間逐漸有限，而一般停

車場空地又因面積規模不大，以致於無法提供較完善的避難生活設

施，幸因當地鄰近中山公園，該公園空間便利，因此提供了災民避難

的生活空間。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由訪談中可得知，遭遇地震災害時，避難的時期對於災民的生活

行為有一定的影響，特別是避難生活必須加長時，災民因心中放不下

對於家園的擔心，大多不想離家太遠，以便就近關心家中狀況。亦隨

著避難天數的增加，若是無完善的資訊網絡，恐造成災民心中更大的

恐慌以及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感，並足以影響災民的避難行為與心理。 

有於上述之問卷設計參考自阪神淡路大地震之災民避難行為分

析，因此本研究亦將日本與台灣之災民避難經驗製成表 4-2- ，以便比

較兩國災民避難行為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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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 阪神淡路大地震與 921 大地震避難行為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阪神阪神阪神阪神、、、、淡路大地震淡路大地震淡路大地震淡路大地震    921921921921 大地震大地震大地震大地震    

避難行為避難行為避難行為避難行為    避難因素或理由避難因素或理由避難因素或理由避難因素或理由    避難行為避難行為避難行為避難行為    避難因素或理由避難因素或理由避難因素或理由避難因素或理由    

1.1.1.1.有無避有無避有無避有無避

難行為難行為難行為難行為    

●震度的大小 

●被害程度的嚴重大小 

1.1.1.1.有無避有無避有無避有無避

難行為難行為難行為難行為    

●震度的大小 

●擔心餘震持續 

2.2.2.2.決定避決定避決定避決定避

難的理由難的理由難的理由難的理由    

●擔心餘震 

●水、電及瓦斯無法使用

致不能居住 

●認為在室內會有危險 

2.2.2.2.決定避決定避決定避決定避

難的理由難的理由難的理由難的理由    

●擔心餘震 

●水、電及瓦斯無法使用

致不能居住 

●認為在室內會有危險 

3.3.3.3.開始避開始避開始避開始避

難的時間難的時間難的時間難的時間    

●第一階段地震後馬上避

難 

●第二階段地震後數小時

進行避難 

3.3.3.3.開始避開始避開始避開始避

難的時間難的時間難的時間難的時間    

●第一階段地震後馬上

避難 

●第二階段地震後數小

時進行避難 

4.4.4.4.最初考最初考最初考最初考

慮的避難慮的避難慮的避難慮的避難

據點據點據點據點((((災民災民災民災民

避難據點避難據點避難據點避難據點

的選擇特的選擇特的選擇特的選擇特

性性性性))))    

●小學 

●國中 

●其他場所 

4.4.4.4.最初考最初考最初考最初考

慮的避難慮的避難慮的避難慮的避難

據點據點據點據點((((災民災民災民災民

避難據點避難據點避難據點避難據點

的選擇特的選擇特的選擇特的選擇特

性性性性))))    

●校園 

●空地 

●公園 

5.5.5.5.選擇避選擇避選擇避選擇避

難據點的難據點的難據點的難據點的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災民災民災民災民

避難據點避難據點避難據點避難據點

的選擇特的選擇特的選擇特的選擇特

性性性性))))    

●認為安全的場所 

●離住家較近的地方 

●指定為避難所的地方 

●公共設施 

●附近的人都往該處避難 

5.5.5.5.選擇避選擇避選擇避選擇避

難據點的難據點的難據點的難據點的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災民災民災民災民

避難據點避難據點避難據點避難據點

的選擇特的選擇特的選擇特的選擇特

性性性性))))    

●離住家較近的地方 

●地勢空曠、有安全感感 

●環境熟悉 

6.6.6.6.決定避決定避決定避決定避

難之方向難之方向難之方向難之方向    

●預先考慮的避難所之路

徑 

●平時最容易通往的道路 

6.6.6.6.決決決決定避定避定避定避

難之方向難之方向難之方向難之方向    

●平時習慣且最容易通

往的道路 

7.7.7.7.災民心災民心災民心災民心

理理理理    

 7.7.7.7.災民心災民心災民心災民心

理理理理    

●因擔心餘震，且擔心自

家房屋是否安全、並且因

為部分房屋已出現倒塌

現象 

●依然擔心隨時出現餘

震之外，亦想了解震災狀

況與外界傷亡並希望能

與外界親友聯繫、報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