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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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期超前部署
防災力

汛期防災減災，積極整備保平安

壹、 前言

在臺灣「 汛期 」係指每年 5 月 1
日∼ 11 月 30 日，該期間是臺灣整年
雨量最豐沛的梅雨及颱風季節。每年
5 ∼ 6 月是梅雨季節，所帶來水資源
占臺灣整年約 30%，梅雨鋒面影響
期間常伴隨雷雨，並有出現局部性大
雨或豪雨的機會。當梅雨季結束時，
颱風頻仍的時刻即將到來。颱風侵襲
時，伴隨著強風及豪雨，嚴重時會引
發山崩、土石流等重大災害，對人民
生命財產有相當的威脅。

而 臺 灣 四 面 環 海 ， 有 黑 潮 、 南

海海流及大陸沿岸流流經，因地理位
置優越，海面下有不同底質、地形及
地貌，發展出不同生態系統，基礎生
產力豐富，為魚貝介類良好之棲息場
所，在良好天然環境下造就海洋漁業
及淺海養殖興盛發展，而陸上養殖則
因養殖物種與技術開發及繁養殖技術
建立，造就養殖產業榮景。在汛期期
間，因為強風及豪雨，對於漁業造成
人員生命及財產損害莫大之威脅。爰
此每年 5 ∼ 11 月為我國防汛期，近年
來更因應天氣劇變，由中央到地方無
不提早因應準備。

提升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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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中央及地方防災減災攜手動員

依災害防救法規定，我國災害防
救體系區分為「 中央 」、「 直轄市、縣

（市）」及「 鄉鎮（市、區）」等層級，
當各類災害別應變中心成立時，均由
中央與地方攜手合作。在中央行政機
關層面，由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主管
災害防救政策擬定、推動重大災害防
救任務及措施、規劃災害防救基本方
針、審查中央與地方各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協調金融機構就災區民眾所需
重建資金事項等，每年訂定災害防救
白皮書，每 5 年修訂災害防救基本計
畫；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
地方政府每 2 年依災害防救法規定及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進行勘查、評
估，檢討災害防救等相關業務，並於
每年汛期前，由政府機關辦理汛期前
整備事宜。

此外，在災情發生前期及中期，
地方及中央各自就權責範圍應對災
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機簡述如下：

一、	 中央層級：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
之虞時，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首長應視災害之規模、性質、災
情、影響層面及緊急應變措施等狀
況，決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
機及其分級，應於成立後，立即報
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並由
召集人指定指揮官。

二、	 地方層級：為預防災害或有效

推行災害應變措施，當災害發
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直轄市、縣

（市）及鄉（鎮、市）災害防救會
報召集人應視災害規模成立災害
應變中心，並擔任指揮官。

參、 汛期前災害防救整備工作超前部署

為處理汛期所造成之漁業災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簡稱漁業
署）特訂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風災水災與震災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標準作業程序 」，內容包含漁業署
緊急應變小組任務及作業流程，本

（109）年辦理各項防救災整備及防疫
並兼顧防災作為分述如下：

一、	 預防勝於救災（汛前準備）：
於 4 月分起即展開各項防災整備

工作：
（一） 強化漁會（含魚市場）相關公共

設施檢視：請各地方政府輔導
所轄漁會及魚市場加強維護各
項設施安全、確保冷凍庫運作
正常，以維持魚貨鮮度及穩定
供應魚貨。

（二） 利用各種通訊管道，請箱網及
牡蠣養殖業者加強固定海上網
具及纜繩等設施。另請定置業
者檢視框架、浮球、網片等設
施並固定纜繩。利用各種通訊
管道請養殖漁友加強塭岸壁鞏
固與排水設施疏通；加強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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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閘門、養殖備用水源整備；
檢修備用發電機正常運作並添
足用油；必要時於塭堤加設防護
網及因應短時間強降雨造成鹽
度、水質急速變化的應變措施。

（三） 養殖漁業生產區清淤抽查：針
對全國 52 處養殖漁業生產區，
進 行 排 水 路 淤 積 情 形 抽 查 作
業、進行移動式抽水機測試整
備工作。

（四） 為輔導全國養殖區於颱風汛期
期間自主防災，減輕天然災害
損失，漁業署已於宜蘭等 7 縣

（市）計輔導 15 處養殖區辦理自
主防災作業，另每年委託專業
廠商協助推動防災座談會及全
國性防災演練作業（近期於 109
年 4 月 8 日於嘉義縣養殖發展協
會完成演練），藉以提升漁民預
災防災觀念，積極配合政府防
颱防汛措施，以保障漁民自身
安全及減輕產業災損。

（五） 漁 港 公 共 設 施 巡（ 檢 ）查 ： 請
各地方政府檢視漁港碼頭及防
波堤等公共設施結構安全、建
立災害應變架構及整檢相關防
汛、防污等應變器材、機具，
完成港區防災及漂流木清理整
備，更新「 漁港區域內災害處
理應變通訊錄 」，依需求完成漁
港設施搶修開口契約，適時演
練攔木網布設工作；加強在建
工程防災整備：請各自辦工程

廠商，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頒定之「 公共工程汛期工地
防災及減災作業要點 」等相關
規定加強防災整備作為。

（六） 本國籍作業漁船緊急通報：依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船海難
災害緊急通報及應變作業程序 」
辦理緊急通報事宜，災情發生
時，依災害層級通報有關單位
展開應變。針對 11 處漁業通訊
電臺工作人員，視需要舉辦工
作人員在職訓練。

（七） 颱風期間漁船進港及船員上岸
避風注意事項：依 107 年 5 月
3 0 日 修 正 發 布「 颱 風 期 間 漁
船進港及船員上岸避風處理原
則 」，提供各地方政府颱風期間
漁船進港及船員上岸避風防救
災整備及應變相關參考原則，
進行人員上岸避風演練工作。

（八） 利用期刊加強宣導：透過漁業
類雜誌於 5 ∼ 10 月分，逐期刊
登養殖漁業防汛措施。

（九） 鼓勵養殖漁民依據需求投保養
殖天然災害保險。

二、	 災中應變：
（一） 透過各地漁業通訊電臺廣播海

上作業漁船儘速進港避風或駛
離颱風路徑；透過漁船監控系
統掌握在颱風路徑警戒區之海
上作業漁船，經由漁業通訊電
臺通知儘速進港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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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 災害防救法 」第 31 條，由
地方政府指揮官下令原船安置
之船員上岸避風。地方政府每
日 8 時、12 時及 16 時滾動式通
報漁業署彙整。

（三） 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船海
難災害緊急通報及應變作業程
序 」辦理緊急通報事宜，並依據
災害規模將其分為甲、乙及丙 3
級；於災情發生時，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漁業署接獲轄屬
漁船或管轄海域之海難災害通報
後，立即就有關災情、船員身
分、確定案發海域及與岸上參考
地點之方向與距離，依通報層級
以口頭或書面方式通報各有關單
位，展開應變作業。

（四） 正執行遠洋漁船防疫措施之遠
洋漁船：當地方政府指揮官因
海上颱風警報發布下令漁船船
員上岸避風時，採取之防疫措
施如下：
1. 若 原 船 強 制 健 康 管 理 1 4 天

者，需要全員上岸執行原船
強制健康管理，獨立空間岸
置處所需有 24 小時保全或人
員管理。

2. 1 人 1 室居家檢疫需有 24 小
時保全或人員管理（漁業署補
助每人每日檢疫旅館費新臺
幣 1,000 元）。

3. 對於一定噸級別以上的大型
漁船，因配合防颱需要，船

上需要人員留守者，需採 1 人
1 室 1 衛浴之檢疫。

三、	 災後（復原建置）：
（一） 依「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

辦理相關救助措施，協調災區
地方政府及養殖協會派員協助
災情通報文書作業，並積極辦
理救助相關事宜。

（二）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
所視地方需要提供災後復養之
養殖技術服務。

（三） 請產險公司依程序辦理養殖保
險之理賠作業。

（四） 請魚市場配合供需調配，視情
況釋出冷凍魚貨及增加養殖魚
貨，以穩定漁獲供需。

（五） 每逢公路總局公告蘇花公路中
斷，即依蘇花公路中斷漁產品運
費補助作業程序啟動補助機制。

肆、 進行災前災後調查及保險理賠工作

隨著現代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透
過臉書社群軟體、天氣 APP、LINE
群組、電話、簡訊、傳真等多元化訊
息傳輸管道傳播颱風或降雨等即時資
訊，強化天氣預報資訊做好預警，提
升民眾對於災害敏感度。另漁業署透
過漁業監控中心，瞭解周邊水域漁船
動態，透過電話或電臺周知颱風路徑
範圍漁船應做好避颱措施，另透過航
測、衛星及無人飛行載具（UAV）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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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掌握全國陸上魚塭、牡蠣養殖
情形、建立養殖漁業放養量查詢平
臺、搭配調查人力調查養殖放養資
訊、介接地政機關地籍圖及魚價資
料，建立現代化之養殖漁業管理系
統，有效且即時掌握養殖相關產業資
訊及運用，作為災害發生前後查估補
償的重要參考依據。

另推動辦理養殖漁業天然災害保
險（降水型、溫度型），107 年發生之
水災及寒流事件漁民朋友所獲之理賠
金額約新臺幣 3,757 萬元。藉由保險
制度，維護漁民生產動能，讓漁民生
活更有保障，在 109 年度降水量參數

保單投保件數 39 件，投保面積 57.87
公頃。

伍、 結語

近年來天氣變化莫測，極端氣候
發生頻仍，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
工作必須逐年精進、超前部署，無論
是災前預防、災中應變及災後復建，
均應滾動式檢討，並結合科技增加新
的防災技術與思維，由中央到地方重
新整合各項防救災資源。同時也需要
每一位國人深植防災意識，共同守護
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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