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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謝志誠 12/5/2020更新 

 

災害防救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公布施行迄

今，歷經十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〇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九十八年八月莫拉克颱風侵襲臺灣，造成中南部山崩、土石流及

淹水等嚴重災情，不少原住民部落遭致嚴重損害。政府在以國土保育

為優先之區域重建綱要計畫下，將「強制遷居、遷村」條文放入《莫

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成為莫拉克颱風災後安置與重建政策

的主軸，並擬訂「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屋安置作業程序」，採政府與

民間協力造屋之方式推動永久屋安置方案，由政府提供土地及基地開

發、公共設施經費，供政府或經政府認可之民間單位興建房屋，無償

移轉房屋所有權予災民者（入住者可取得住宅之所有權及其基地之使

用權）。 

 

距離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於一〇三年八月八

日完成階段性任務解散後迄今已超過六年；當年興建之永久屋經申請

分配無償移轉予災民陸續入住後也已超過八年。在莫拉克災後重建相

關議題沉寂好長一段日子之後，最近卻陸續從屏東傳出幾個與永久屋

有關之訊息。 

 

壹、永久屋法拍之爭議與對策 

 

第一是，屏東縣新來義部落永久屋於一〇八年四月驚傳二起法拍

成交之案例，由於永久屋是莫拉克風災後由善款所興建，依約定只能

繼承不能買賣，加上買主在得標後，意圖以較高價格轉賣給沒有永久

屋入住資格之原住民，屏東縣政府為避免有心人繼續鑽法律漏洞，對

得標者提出訴訟，要求「拆屋還地」。 

 

由於現行《災害防救法》第四十四條之三僅明定災區受災居民自

政府或民間領取之各項救助金、慰問金或臨時工作津貼，免納所得稅。

且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為避免永久屋遭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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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拍之情事再發生，爰修正同法第四十四條之三，將災區受災居民自

政府或民間無償取得所有權之住宅與各項救助金、慰問金、臨時工作

津貼，併列免納所得稅及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

標的。另，為減輕參與援建之民間單位之負擔，參考財政部一〇一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台財稅字第 10100711010號函（已廢止），明定由政府

或經政府認可之民間單位無償移轉予災民之住宅免徵契稅。 

 

貳、災後復原重建計畫未能與時俱進通盤檢討導致永

久屋社區面臨發展瓶頸之問題與對策 

 

另一項爭議是，位於屏東縣，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後為安置

瑪家鄉瑪家村、三地門鄉大社村及霧台鄉好茶村民而興建之禮納里永

久屋基地，因有村民為活絡社區經濟，增加族人之就業機會而興建之

兩棟建物，遭屏東縣府列為優先拆除之違建，於一〇九年十月十五、

十六日強制拆除。不料在拆屋前夕，發生族人到縣政府陳情抗議及

部落長老自焚事件。  

 

屏東縣政府於拆屋之後表示，此次拆除是針對有危害公共安全之

虞的違建物，其餘一般永久屋違建僅造冊列管，縣府並已積極修訂自

治條例及向中央爭取提高建蔽率與容積率，解決永久屋空間不足之問

題。 

 

屏東縣政府之強拆行動似乎依法有據，但政府沒有提供永久屋社

區及獲配入住者有發展的空間與機制則是事實。綜觀之，可以發現此

一衝突背後隱藏的問題有二： 

 

2.1 獲配入住永久屋有厝無地且不得再回原居住地

居住及建造房屋～可以其原居住地之土地與安置

地點之土地辦理交換解決有厝無地之困境？ 

 

一是，獲配永久屋者必須限期遷離原居住地，且不得再回原居住

地居住及建造房屋（按照當時的官方說法，原居住地之地上物僅可做

為農機具等儲存空間，不得提供居住使用），導致其原居地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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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發展空間，而獲配永久屋者僅擁有永久屋之所有權及其基地之使

用權，導致擴建或改建都受到限制。經查立法院審議《莫拉克颱風災

後重建特別條例》時，朝野黨團曾於協商時作出二十二項附帶決議並

於院會提出三項決議，其中之一提及：莫拉克颱風引發『八八水災』

，造成南部廣大地區慘重災情，居民土地遭受颱風、豪雨流失及沖積

砂土埋沒，爰建請行政院於辦理災區居民所需土地時，能協助此類災

民，與「以地換地」模式，從優放寬期土地變更程序。（詳參立法院公

報第98卷第45期院會紀錄） 

 

為解決當前獲配入住永久屋者有厝無地之窘境，修法明定安置地

點土地之取得方式，且明定政府得將取得之土地移轉予安置對象所有

，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

理法令之限制。且要求政府應主動協助其購安置地點之土地，或申

請以其原居住地之土地與安置地點之土地或鄰近安置地點之國有

非公用土地辦理交換。 

 

2.2 建立後重建時期適時通盤檢討變更災後復原重建

計畫之機制 

 

另一問題則是我國災害重建體制對於官方災後重建推動委員

會解散後之「後重建時期」欠缺持續關懷之機制，導致包括九二

一震災與莫拉克颱風在內之災後復原重建計畫在達成災民安置任

務之餘，一旦出現與後重建時期之現況出現扞格時，無法類似都

市計畫一般，可在後重建時期依據後重建時期（階段）之發展狀況

，作相對應之通盤檢討變更。 

 

因此，為使災害發生之時所擬訂之災後復原重建計畫，能在後「

後重建時期」有通盤檢討變更之機會，以便及時紓解「後重建時期

」之困境，並作為未來可能發生之災害擬訂災後復原重建計畫之參考

。 

 

由於現行《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七條僅明定重建推動委員會之組

成與解散，並無「後重建時期」持續關懷之機制。為建立災害發生

https://jcshieh.tw/wp-content/uploads/2020/11/Bulletin98V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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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頁 

 

之時擬訂之災後復原重建計畫能於「後重建時期」有作適時通盤檢

討變更之機制，爰修正同法第三十七條增訂第三、四、五項分別明定

：「行政院得視災後復原情形與需要，於重建推動委員會解散時依災

後復原重建計畫之事項分類分別指定所屬機關為分類事項之主管機

關適時檢討變更災後復原重建計畫之內容。」「被指定之機關為執行

前項之計畫檢討變更，得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

理。」「本法〇年〇月〇日修正公布生效日前，發生在九十八年之莫

拉克颱風，適用本條規定辦理。。」 

 

參、極端氣候頻傳之對策 

 

近年來，因為氣候變遷導致暴雨、洪水、乾旱、熱浪及其他極端

氣候之頻率有增無減。因此，誰也不敢保證類似九十八年八月之莫拉

克颱風侵襲臺灣導致山崩、土石流及淹水等嚴重災情之情景不會再現

。與其事發之後再臨渴掘井倉促研提對策，不如超前部署，記取莫拉

克颱風災後之應對經驗，思索對策。 

 

為記取莫拉克颱風災後之應對經驗，重新檢視《莫拉克颱風災後

重建特別條例》之「強制遷居、遷村」條文（第二十條）及其在推動

過程所出現之爭議，包括：（1）安置過程政府與慈善團體的主導性過

強，災民與社區之參與程度相對不足；（2）特定區域之審查與評估過

程缺乏當事災民之參與，資訊透明度不足，溝通過程過於倉促；（3）

透過三方契約要求獲配永久屋者期限遷離原居住地，不得再回原居住

地居住及建造房屋，原居地之基地受到限制毫無發展空間，而獲配永

久屋者僅擁有永久屋之所有權及其基地之使用權，即安置方案沒有納

入「價購土地」或「以地換地」之配套措施，導致獲配永久屋者在安

置地點之發展空間受到限制。 

 

為超前部署。爰修正災害防救法於已刪除之第四十五條，明定

因災致原居住地經審查認定安全堪虞者，政府應公開資訊、經以辦

理說明會或公聽會等方式與原居住者溝通取得共識後，始得限制居

住或限期強制遷居，並予以適當之安置。針對原居住者之安置，除

明定政府應研擬完善之安置及配套計畫，其內容應包括安置對象、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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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方式、安置地點、財務計畫、社會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至於

安置所需之土地，除明定其取得方式外，並明定其取得之土地得讓

售移轉予安置對象所有，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

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由於土地議題相當繁瑣，

為求安置作業更為周延，故要求政府應主動協助受限制居住或限期

強制遷居限制者得申請價購安置地點之土地或申請以其原居住地

之土地申請與安置地點之土地或鄰近安置地點之國有非公用土地

辦理交換。 

 

另，為解決莫拉克颱風災後獲配永久屋者在安置地點無土地所

有權之困境，亦明定本法〇年〇月〇日修正公布生效日前，已因

災致原居住地遭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者得申請價購安置地點

之土地，或申請以其原居住地之土地申請與安置地點之土地或鄰近

安置地點之國有非公用土地辦理交換。 

 

爰擬具《災害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第三十七條，增訂第三、四、五項，明定行政院應於重

建推動委員會解散時依災後復原重建計畫之事項分類分別

指定所屬機關為分類事項之主管機關適時檢討變更計畫之

內容。而被指定之機關為執行災後復原重建計畫之檢討變更

，得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並明定

第三十七條修正後之規定回溯適用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 

二、修正第四十四條之三，將災區受災居民自政府或民間無償取

得所有權之住宅與各項救助金、慰問金、臨時工作津貼，併

列免納所得稅及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

標的。並為減輕參與援建之民間單位之負擔，參考財政部一

〇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台財稅字第 10100711010 號函（已廢

止），於第二項明定：「由政府或經政府認可之民間單位無償

移轉予災民之住宅免徵契稅。」 

三、修正第四十五條，明定災區土地經審查認定有安全堪虞者，

，政府應公開資訊、經以辦理說明會或公聽會等方式，與原

住居者溝通取得共識後，始得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並

對原居住者予以適當之安置。對於原居住者之安置，明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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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應尊重該地區人民、社區（部落）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

，並研擬完善之安置及配套計畫，其內容應包括安置對象、

安置方式、安置地點、財務計畫、社會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

。並對安置地點之土地，除明定其取得方式外，亦參考大法

官釋字第 743 號關於大眾捷運法第六條之解釋，明定政府得

將其取得之土地讓售移轉予安置對象所有，不受土地法第二

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

限制。由於土地取得手續相當複雜，為求安置作業更為周延

，進一步要求政府應主動協助被安置者申請價購安置地點之

土地或申請以其原居住地之土地申請與安置地點之土地辦

理交換。另，為解決莫拉克颱風災後獲配永久屋者在安置地

點無土地所有權之困境，亦明定本法〇年〇月〇日修正公

布生效日前，已因災致原居住地遭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

居者得申請價購安置地點之土地或申請以其原居住地之

土地與安置地點之土地辦理交換。 

。 

 

肆、災害防救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2/5/2020更新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未修正） 第三十六條 為實施

災後復原重建，各

級政府應依權責實

施下列事項，並鼓

勵民間團體及企業

協助辦理： 

一、災情、災區民眾

需求之調查、

統計、評估及

分析。 

二、災後復原重建

綱領與計畫之

訂定及實施。 

三、志工之登記及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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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捐贈物資、款項

之分配與管理

及救助金之發

放。 

五、傷亡者之善後

照料、災區民

眾之安置及災

區秩序之維持

。 

六、衛生醫療、防疫

及心理輔導。 

七、學校廳舍及其

附屬公共設施

之復原重建。 

八、受災學生之就

學及寄讀。 

九、古蹟、歷史建築

搶修、修復計

畫之核准或協

助擬訂。 

十、古蹟、歷史建築

受災情形調查

、緊急搶救、

加固等應變處

理措施。 

十一、受損建築物

之安全評估

及處理。 

十二、住宅、公共建

築物之復原

重建、都市

更新及地權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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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水利、水土保

持、環境保

護、電信、電

力、自來水、

油料、氣體

等設施之修

復及民生物

資供需之調

節。 

十四、鐵路、道路、

橋樑、大眾

運輸、航空

站、港埠及

農漁業之復

原重建。 

十五、環境消毒與

廢棄物之清

除及處理。 

十六、受災民眾之

就業服務及

產業重建。 

十七、其他有關災

後復原重建

事項。 

前項所定復原

重建事項，各級政

府應依權責列入各

該災害防救計畫。 

公共事業應依其災

害防救業務計畫，

實施有關災後復原

重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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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為執行

災後復原重建，各

級政府得由各機關

調派人員組成任務

編組之重建推動委

員會；其組織規程

由各級政府定之。 

重建推動委員

會於災後復原重建

全部完成後，始解

散之。 

行政院得視災

後復原情形與需要

，於重建推動委員

會解散時依災後復

原重建計畫之事項

分類分別指定所屬

機關為分類事項之

主管機關適時檢討

變更計畫之內容。 

被指定之機關

為執行前項之計畫

檢討變更，關得委

任或委託其他機關

（構）、法人或團體

辦理。 

本法〇年〇月

〇日修正公布生效

日前，發生在九十

八年之莫拉克颱風

，適用本條規定辦

理。 

第三十七條  為執行

災後復原重建，各

級政府得由各機關

調派人員組成任務

編組之重建推動委

員會；其組織規程

由各級政府定之。 

重建推動委員

會於災後復原重建

全部完成後，始解

散之。 

一、增訂第三項明定

，行政院應於重

建推動委員會解

散時依災後復原

重建計畫之事項

分類分別指定所

屬機關為分類事

項之主管機關適

時檢討變更計畫

之內容。 

三、被指定之機關為

執行災後復原重

建計畫之檢討變

更，關得委任或

委託其他機關（

構）、法人或團

體辦理。 

四、修正後之規定適

用九二一震災及

莫拉克風災。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20014&flno=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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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之三 災

區受災居民自政府

或民間領取之各項

救助金、慰問金、臨

時工作津貼或無償

取得所有權之住

宅，免納所得稅。 

由政府或經政

府認可之民間單位

無償移轉予災民之

住宅免徵契稅。 

營利事業透過

合於所得稅法第十

一條第四項規定之

機關、團體對災區

受災居民救助及重

建之捐贈，得於申

報所得稅時，列為

當年度費用或損

失，不受金額之限

制，不適用所得稅

法第三十六條第二

款之規定。 

災區內之土地

及建築物，符合一

定條件者，得減免

地價稅及房屋稅。 

前項一 定條

件、減免期限及範

圍，由災區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以

自治條例定之，並

報財政部備查。 

第四十四條之三 災

區受災居民自政府

或民間領取之各項

救助金、慰問金或

臨時工作津貼，免

納所得稅。 

營利事業透過

合於所得稅法第十

一條第四項規定之

機關、團體對災區

受災居民救助及重

建之捐贈，得於申

報所得稅時，列為

當年度費用或損

失，不受金額之限

制，不適用所得稅

法第三十六條第二

款之規定。 

災區內之土地

及建築物，符合一

定條件者，得減免

地價稅及房屋稅。 

前項一 定條

件、減免期限及範

圍，由災區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以

自治條例定之，並

報財政部備查。 

第一項之救助

金、慰問金或臨時

工作津貼，不得作

為扣押、抵銷、供擔

一、將政府或經政府

認可之民間單位

無償移轉予災民

之住宅和救助

金、慰問金或臨

時工作津貼，併

列為免納所得稅

之標的，併列不

得作為扣押、抵

銷、供擔保或強

制執行之標的。 

二、為減輕受災者及

參與援建之民間

單位之負擔參考

財政部 101年 11

月 28 日台財稅

字 第

10100711010 號

函，於第二項明

定，由政府或經

政府認可之民間

單位無償移轉予

災民之房屋免徵

契稅，並於移轉

後五年內免徵房

屋稅。 

三、第一項自政府或

民間領取之各項

救助金、慰問金

、臨時工作津貼

或取得所有權之

住宅不得作為扣

押、抵銷、供擔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20014&flno=44-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20014&flno=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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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之救助

金、慰問金、臨時工

作津貼或無償取得

所有權之住宅不得

作為扣押、抵銷、供

擔保或強制執行之

標的。 

保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 

保或強制執行之

標的。 

第四十五條 災區土

地經審查認定有安

全堪虞者，政府應

公開資訊、經以辦

理說明會或公聽會

等方式，與原住居

者溝通取得共識

後，始得限制居住

或限期強制遷居，

並對原居住者予以

適當之安置。 

前項安置應尊

重該地區人民、社

區（部落）組織、文

化及生活方式，並

擬訂完善之安置及

配套計畫，其內容

應包括安置對象、

安置方式、安置地

點、財務計畫、社會

輔導及其他相關事

項。 

政府為執行前

項規定所需之土地

，得徵收或申請撥

用。其選定之土地

為公營事業之土地

刪除 

 

。 

一、災區土地經審查

認定有安全堪虞

者，，政府應公

開資訊、經以辦

理說明會或公聽

會等方式，與原

住居者溝通取得

共識後，始得為

之，並對原居住

者予以適當之安

置。 

二、政府應針對原居

住者之安置，應尊

重該地區人民、社

區（部落）組織、文

化及生活方式，並

研擬完善之安置及

配套計畫，其內容

應包括安置對象、

安置方式、安置地

點、財務計畫、社會

輔導及其他相關事

項。 

三、政府得以徵收或

申請撥用方式取得安

置所需之土地，且得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20014&flno=44-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120014&flno=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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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時，應先協議價

購，協議不成得實

施徵收，價購公營

事業土地之價款，

以當期公告土地現

值為準，不受國有

財產法第五十八條

與其財產計價方式

及公產管理法規相

關規定之限制。 

政府依前項規

定取得之土地得將

之移轉予安置對象

所有，不受土地法

第二十五條、國有

財產法第二十八條

及地方政府公產管

理法令之限制。 

第一項因災致

原居住地遭限制

居住或限期強制

遷居者，得申請價

購安置地點之土

地，或以其原居住

地之土地與安置

地點之土地或鄰

近安置地點之國

有非公用土地辦

理交換，政府應協

助完成。 

本法〇 年 〇

月〇日修正公布

生效日前，已因災

致原居住地遭限

制居住或限期強

將取得之土地移轉予

安置對象所有（參考

釋字第  743 號關於

大眾捷運法第六條之

解釋）。 

四、政府應主動協助

被安置者申請價

購安置地點之土

地或申請以其原

居住地之土地申

請與安置地點之

土地辦理交換。 

五、為解決莫拉克颱

風災後獲配永久

屋者在安置地點

無土地所有權之

困境，亦明定本

法〇年〇月〇

日修正公布生

效日前，已因災

致原居地遭限

制居住或限期

強制遷居者得

申請價購安置地

點之土地或申

請以其原居住地

之土地與安置地

點之土地辦理交

換。。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ExContent.aspx?ty=C&CC=D&CNO=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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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遷居者適用前

項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