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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的重建政策可以幫助社區活力再現，並使人

們有能力重建他們的住宅、生活與生計。

⚫重建開始於災害發生日。

⚫社區成員應該是決策的夥伴及在地實踐的領導人。

⚫重建政策與計畫應該是財政上實際可行，對於降低

災害風險則要有一定的期待與企圖心。

⚫制度的影響不可忽視，須在他們之間協調以改進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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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jcshieh.tw/?p=11043


⚫重建是一個規劃未來，並保存過去的機會。

⚫異地重建破壞生活，應該保持在最少程度。

⚫公民社會與私部門是解決方案的重要部分。

⚫評估與監控可以改進重建結果。

⚫促成長期的發展，重建必須具有可持續性。

每一個重建計畫都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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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比照？
時間不同
地點不同
災情不同
資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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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災民作主是不變的原則



等待與期待 vs. 面對與行動

有動才有希望
尊重×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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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作的
就是幫大家彙整官方的重建方案
 &把921重建經驗分享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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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重返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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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災後
政府與民間之投入

還記得多少？

921震災20週年紀念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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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災後
中繼安置方案3選1

課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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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災後
災戶舊貸新貸這樣解

課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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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災後
建物安全評估
與救助金發放

課題3
全倒？半倒？
慰助金發給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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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4

921災後
集合住宅修繕補強這樣作

紅單黃單怎麼辦？
修繕補強怎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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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5

921災後
集合住宅怎麼蓋回來

集合住宅住戶
整合難度高 重建經費哪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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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之1：催生公益勸募條例

•為有效管理勸募行為，妥善運用社會資源
，以促進社會公益，保障捐款人權益，於
2006年制定「公益勸募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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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之2 ：催生災害防救法
• 1965～1994年《台灣省天然災害防救及善後處理辦法》（天然災害防救方案）：因應重大天然災害。

• 1994～1999年《災害防救方案》：華航名古屋空難後擬定，作為因應各種天然或人為災害的防救依

據，將全國災害防救體系區分為中央、省（市）、縣（市）及鄉（鎮、市、區）等四級災害防救體系。

但僅為行政命令位階。

• 2000～2009年：行政院加速研擬「災害防救法（草案）」，於1999年11月25日經行政院院會修正

通過，送立法院審議，於2000年6月完成三讀，經總統於2000年7月19日制定公布全文 52 條。災害

防救法的制定施行為我國災害防救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石，對於體系內各主要單位所應該負擔的防災、

救災應變與復原重建等重要工作項目及其運作，都有明確的規範。

• 2009年～今：自施行以來已與時俱進經過10次修正，不僅「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及「莫拉克

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的重要條文皆已納入，因應2014年臺灣高雄氣爆事故及2016年美濃地震土

壤液化致災的經驗也都納入修法的範疇。最新版本的「災害防救法」條文數增加至八章65條，

條文內容含括「災害防救組織」(第6~16條），「災害防救計畫」(第17~21條）、「災害

預防」(第22~36條），以及攸關「災後復原重建」的第六章(第37~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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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之3：喚起國人對建物耐震能
力的重視
• 修正耐震相關法規。提升新建物的耐震能力。

• 透過耐震能力評估、補強或重建改善或解決既有建物耐震能力不
足的問題︰從耐震能力評估➔安家固園計畫➔危老屋重建

• 第一階段：公、私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

• 第二階段︰推動「安家固園計畫」

• 第三階段：危老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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