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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災害管理課程規劃與災害管理公職之銜接 

南區論壇‐與談人意見綜整摘錄 
 
 

主辦單位：臺灣災害管理學會、成功大學 
協辦單位：長榮大學 
舉辦時間：2013 年 5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2:00‐4:30 
舉辦地點：成功大學工學院會議室   

(台南市大學路 1 號成大自強校區系統系館８Ｆ) 

 
主持人：成功大學工學院                                                              游保杉  院長 
引言人：臺灣災害管理學會                                                          陳亮全  理事長 
與談人：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石增剛  主任 

臺南市政府                                                                      陳美伶  秘書長 
地震災害領域：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陳朝輝  教授 
洪旱災害領域；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                  葉一隆  教授 

                空間規劃領域：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林漢良  教授 
                空間資訊領域：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所）  孫志鴻  教授 

坡地災害領域：成功大學水利及海洋工程學系            謝正倫  主任 
 
討論題綱：1.  災害管理所需的專業為何？ 

2.  現行各大學系所提供了哪些災害管理相關之課程？ 

3.  哪些災害管理所需之專業，是現行大學課程沒有提供? 

4.  未來災害管理公職職系應該需考那些科目？ 
 
行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石增剛主任 
1. 臺灣因地理位置所在無可避免必須面對風災、水災、旱災、地震等災害，行

政院率先於 101 年 1 月 1 日成立災害防救辦公室正式編制單位，各地方政府

亦陸續成立災害防救辦公室，辦理災害防救業務，凸顯災害防救工作之重要

性。 
2. 推動災害防救職系工作在這兩年有較大的突破，並獲行政院和考試院的支持

與納入推動災害防救相關工作的政策之一；現階段已調查各縣市預估未來五

年約有 287 個需求員額，中央部會署接下來會再調查需求員額，然距離考試

院希望開到一千個缺還有努力空間。 
3. 現階段推動災害防救職系已邀集相關部會成立推動小組，相關內容仍於研議

中(如考試科目等)，我們還需要很多地方聽各位意見與指教，希望最快能在

103 年成立這個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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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政府陳美伶秘書長 

1. 由過去 30 幾年公務行政體系經驗，設立機關本身要靠人運作，設關分職的目

的乃希望落實責任政治。我們現在就是一種專家政治，如何發揮他的功能需

要行政部門多元與彈性的運用，依現行人事管理制度可能反而使得他的功能

沒辦法發揮需要納入考量。 
2. 現行擔任災害防救工作的公務人員分別來自行政類或技術類，對於職系轉換

的問題如果不能夠更有彈性的話，考什麼才能做什麼個人認為會有問題。 
3. 考試領導教學是一個現實問題，是否能發揮其功能擇才必須思考，因災害防

救工作非單一領域，要做行政管理還是要防救技術，如何與學校教學聯結，

以避免只有會做有考試的科目。 
4. 災害管理職系或災害防救職系的名詞定義宜明確，避免產生偏差。 
5. 推動災害防救職系或災害管理職系，個人認為在地方政府既是利也是弊，現

行台南市是五都最早成立災防辦公室的，但是屬於任務編組，幾乎是由各機

關調來支援的，就是因應現有職系的考量。因為災害防救是一個跨局處的業

務，複合性的災害需要大家的專業。然因考績要在原機關打，所以無法專心

認真在這個地方，建議專責單位考試院要提供增加員額編制以利後續推動。 
6. 對於職系推動之升遷待遇及專業加給部份宜納入考量以增加誘因。 
7. 決策者需要專業同仁提供的意見及長期經驗的累積，災害防救工作亦是一個

整體性的工作，未來應避免有此職系後，所有相關災害防救業務均丟到他的

身上，他會沒辦法負荷的。 
 
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陳朝輝  教授 
1. 以地震災害的防救經驗與心得而言，災害管理的四個步驟(減災、整備、應變、

復建)之專業性涉及多部門的運籌帷幄，以減災少或降低災害對社會所造成的

影響及衝擊，乃是一繁複且專業的工作。 
2. 所需的專業就地震而言包括認識天然災害的特性、災害風險管理、災害潛勢

和脆弱度、災害管理體系和政策、防災科技之災害預警監測技術、災害防救

和緊急應變作業之統籌配置行政資源、緊急醫療系統規劃和管理、災難心理

學之創傷復建、災後衛生管理、生態保育的認識、地理資訊系統應用、防救

災演習與危機處理等。 
3. 如上所述相關專業大部份災防系所或學程並沒有很完整的課程，要能夠達到

訓練一個防救災人才的標準還差很遠。 
4. 建議高普考的科目宜從上到下來規劃，高考部份為第一個是天然災害的特性

要了解，第二是災害的風險管理，第三個是潛勢分析，第四是災害管理體系

和政策，第五是救災行動和管理社區減災和恢復。在普考的部分考比較少，

一樣有天然災害特性、災害管理體系和政策、救災行動管理及社區減災和恢

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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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水利及海洋工程學系  謝正倫  教授 
1. 我們做防救災也二、三十年了，聽到防救災職系能夠開始推動，感到非常高

興。建議職系取才要他們做什麼、就得學什麼、就考什麼。因災害包含土石

流、地震、洪水、氣象、人為災害還有緊急醫療等面向很廣，並無法短時間

學得完，個人認為專業的部分要有一點，但不需像其領域專業職系這麼精。 
2. 應避免設立職系後，所有防救災業務全丟給他。1995 年日本阪神大地震後亦

檢討行政體系要設立防災官，後來沒有成；倒是在 2002 年成立了民間機構的

防災士，協助政府處理宣導教育防救災的相關知識。因此建議要他做什麼權

責劃分要清楚，以利後續學些什麼、考些什麼的規劃。 
3. 個人認為要他做什麼事，可分成災前、災中、災後不同階段思考，例如災前

整備原水利、土木、營建等職系整備工作即自己可以做，防災職系的人要做

的事則例如地區防災計畫的規劃、平時資訊整理等；災中以維持資訊的通暢

及整合從民政、消防、警政單位等，提供專業研判的人來做，最後交由首長

進行決策；災後除重建、環境整理目前現階段已經有人在做的部分外，以及

災前、災中還缺什麼工作可以靠防救災職系的人來彌補，這些即是他要學要

考的方向。 
 
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葉一隆  教授 
1. 由這幾年參與地方政府防救災工作的經驗與大家討論，以本校協助屏東縣災

害應變中心為例，於第一進駐應變中心時要做什麼事情即是首先要考慮請什

麼樣的人才進駐、第二當他碰到問題時如何做、態度為何?如何進行有效的資

訊研判與分析，提供決策指揮官參考。個人認為這是災害防救職系應具備的

能力。若災害防救職系成立後，建議由現行協力機構協助縣政府，未來慢慢

將這個工作交由縣市政府專職人員來做。 
2. 現行教、考、用的用人方式，不管在公部門或業界都碰到學用落差的問題。

職系的規劃宜由明確的災害防救需求面向，提供學校調整教學方式以培育具

有專業素養的人才以符合社會需求。災防工作是跨領域亦是跨業的，跨業工

作必須在現有的專長人員之下再繼續加值增加他的專業職能，故建議人才訓

練過程，政府及企業界可以提供一個實務經驗實習的環境(如社工師的實習認

證)，將有利學生快速進入職場提供專業智能以符合需求。 
3. 現行本校於 2006 年已有防災課程規劃，現行除了災害法規與資通訊未開設外，

其他如災害管理學、災害應變、災害法規，還有地震、洪災和旱災等已開設

多年。由災害之減災、整備、應變課程外，我們亦特別強調整個災害的管理

作業。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林漢良  教授 
1. 個人認為防救災這件事情根本不是專業，而是一個領域，由此領域涵蓋非常

多的專業，且此一災害防救職系業務並非取代現行所有減災、整備、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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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原重建等相關機關的業務工作，而是扮演這個領域中各專業工作的核心專

業與界面專業。由此即可知需要此職系人才的專業核心課程、次要領域的課

程及支援課程是什麼。 
2. 核心專業必須用專業的方法訓練，界面專業必須對於界面的知識（如圖資、

業務內容）能清楚解讀。依上述結構培育核心專業的人需具備跟其他領域的

人做很好的對話能力，並且需要有共通的語言與對災害的認知與解讀，例如

決策指揮應用各種參數得到之潛勢圖及其產製的防災地圖使用時機等，核心

知識則可稱它為界面知識。 
3. 現階段課程模組沒有標準化，例如災害風險管理，我們沒有辦法從科目名稱

認定，像這一類領域屬應用科學，名稱雖一樣但老師教的內容都不一樣。因

此在職系的形成過程，課程模組什麼樣的內容共識或認證可能比決定課程名

稱還更重要。 
 
臺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所）  孫志鴻  教授 
1. 台灣地理位置因素，颱風、地震不定期的報到是我們的宿命；從這十幾年來

參與災防科研可見，國科會災防科研進步幅度很大，並不斷的提升我們的抗

災能力。同樣中央與地方政府成立災防辦亦是表示首長重視災防工作的重要

性及其挑戰性。 
2. 防救災就像作戰一樣，指揮官一定有一批專業幕僚，協助決策資訊提供，這

一群人是需要非常優秀，也要有榮譽感、使命感，個人覺得非常有必要來推

動這樣的災防職系，訓練出這樣的專業幕僚人才。 
3. 災防這樣的人才應該是一個跨領域的通才，並非把所有的防救災工作統包在

災防辦公室裡面，一定要跟如工務局、民政局等相關局處室配合，甚至民間

企業到社區，透過協調於平時進行減災工作，共同找出災害高潛勢區域，納

入相關局處室的施政計畫或地區防災計畫中，並不定期的進行檢討與逐年降

低災害風險，協助首長追踪檢核執行進度與督促處埋狀況。 
4. 災防辦公室需要有這樣的職系不僅能吸引優秀人才進來，並要平時不斷訓練，

將減災、整備、應變、復原所有的資訊準備、訓練與演練的非常熟悉與確實，

所有資訊透過共通標準流通應用，因此因應災防資訊的軟、硬體及資炓庫等

維運亦要有一兩位專精負責資訊的人才協助。 
5. 人才培育暫時可能無法由單一科系來進行，建議可透過跨領域的學程課程設

計來提供需求，提供一兩門核心課程必修，其他七、八門課選修，並納一些

技術、資訊的課程。然要考什麼個人認為仍需長期做防災研究的學者們坐下

來討論其核心知識及專業知識。另個人亦認同前面教授所提，實習的重要性。 
 
與會者意見摘錄綜整 

成功大學水利及海洋工程學系  詹錢登教授 
1. 成功大學工學院國際防災自然減災及管理碩士學位學程，面臨的問題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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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跨領域課程，以培育出真正防災需求的人才? 

2. 由本人所觀察目前大部分傑出從事防災工作的都不是防災科系畢業，防災這

個東西聽了大家的意見及個人經驗，防災人才可能不是從學校或書本中學到，

而是在工作職場中，經過歷練和實務接觸過程中學到的。其所需的知識真的

太廣了，從扮演的角色不論是做一個聯繫者，還是專業知識的顧問，或者是

幕僚，他所需的專業均不一樣。因此，就學校研究所 20 幾學分的課程不易學

到，因此建議由現行各職系中增加防災人員類科，除考原有專業科目外，以

加考一或二科防災概念的方式，亦可思考由多一點實務工作經驗的歷練後，

再加考某一防災需求部分科目，如此較易取得不同領域的防災專業人才。 

 
成功大學水利及海洋工程學系  孫建平教授 
1. 災害管理議題建議對環境倫理及其他環境生物關懷部分亦可納入課程設計。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楊永年教授 
1. 災防辦的功能本身就是一個整合性的功能，如何發揮跨領域（學科、學術和

實務），我們的確需要通才，然剛畢業的學生能夠發揮的功能相當有限。本人

亦建議不論社會科學、自然科學領域，我們考的只是他的基本能力，未來是

否能發揮功能，可能在職訓練就相當重要，由實作中學習並進行輪調機制培

育其通才能力。 
2. 另外實務單位與學術單位更緊密的連結除透過教學、實習外，亦可由實際案

例的研析討論，對實際沒有經驗的防救災人員幫助會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