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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了解災難的定義與特性。

 了解災變社會工作相關觀點。

 了解災變社會工作相關政策與實務工作。

 介紹災變社會工作的相關議題。

在研讀本章之後，學習者應能達到下列目標：



前 言

 全球氣候變遷，風險社會來臨，災變管理與社會工
作的發展變得刻不容緩。

 任何一件災變事故都有可能打亂社會大眾原有的生
活節奏，也有可能讓個人一直身陷在心理創傷的日
子中生活，對群體和整個社會政治經濟亦造成巨大
衝擊。







第一節 災難的定義與特性

壹、災難的定義

(1)風災、土石流災害、火山災害等天然災害

(2)火災、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等災害。

壹、災難的定義



第一節 災難的定義與特性

貳、事故與災難的區別

所謂事件，是指計畫好、非急迫性的活動。

所謂事故，意指必須啟動緊急應變作為的意外事
件。

貳、事故與災難的區別



第一節 災難的定義與特性

參、災難的性質

是一種自然、人為環境與社會過程間複雜的互動
之下，產生顯著對人類與永續環境的傷害。不管
是哪一種災難，均有以下性質：

1.突發性。

2.不熟悉。

3.難預料。

4.高度地區性。

5.造成嚴重傷害。

參、災難的性質



第二節 災難管理與社會工作

壹、什麼是災難管理

分為四個階段，這些階段環環相扣成為一個循環
過程，並包含不同的任務與技巧。

一.減災

指平時致力於減少災難的發生機率，以避免災難
所帶來的嚴重影響。

壹、什麼是災難管理



第二節 災難管理與社會工作

二.準備

此階段目的為發展因應計畫與訓練，以保護人民
的性命，並將災害帶來的傷害減到最小。

三.應變

此階段任務為提供緊急協助，例如：搜救行動、
醫療照顧等。

壹、什麼是災難管理



第二節 災難管理與社會工作

四.復原重建

包含短期與長期兩種，前者如清運、臨時安置與
住宿，後者如社區重建計畫、重建貸款等。

壹、什麼是災難管理



第二節 災難管理與社會工作

貳、社會工作在災難管理各階段的任務

災後社會工作的救援與重建：(1)災後一個月內的
臨時安置階段；(2)災後一個月至半年內；(3)災
後六個月至三年的中長期復健階段。

緊急災變管理階段的工作方針：(1)災難發生前的
預防及準備階段；(2)災難發生時的回應階段；
(3)災變發生後的重建階段。

貳、社會工作在災難管理各階段的任務



第三節 災變社會工作相關重要概念與觀點

壹、風險社會

一套處理危害與不安全性的系統方法，而這些危
害與不安全的情況，是由現代化本身所引燃的。

壹、風險社會



第三節 災變社會工作相關重要概念與觀點

貳、社區復原力

其使社會系統「回復原來型態的能力」之意，簡
譯為「回復力」。

社區復原韌性的模式包括「優勢系統的4R預防模
式」和「人力系統連結之社區復原韌性模式」。

貳、社區復原力



第四節 災後重建社會工作政策與實務

壹、災後重建政策

目前我國對於一般通案性「災害救助」之主要法
制有《社會救助法》與《災害防救法》。

重建政策需要在五個主要領域加以確定：(1)制度
策略；(2)財務策略；(3)社區參與途徑；(4)重建
途徑；(5)風險管理。

壹、災後重建政策



第四節 災後重建社會工作政策與實務

貳、災後重建社會工作實務－以臺灣莫
拉克風災為例

一.災難的描述

發生於2010年8月8日的莫拉克風災，從一開始的
救災搶險、災後安置到家園及產業重建階段，希
望能協助災民在最短的時間內回復以往生活。

貳、災後重建社會工作實務－以臺灣莫拉克風災為例



第四節 災後重建社會工作政策與實務

二.政府的作為

主要包括基礎設施、家園重建、產業重建三部分
，由縣市政府擬地區重建計畫。

貳、災後重建社會工作實務－以臺灣莫拉克風災為例



第四節 災後重建社會工作政策與實務

三.社會工作的介入

1.生活重建中心。

2.生活扶助。

3.災民安置。

4.就業輔導。

5.就醫照顧。

6.民間社福團體的進駐。

貳、災後重建社會工作實務－以臺灣莫拉克風災為例



第四節 災後重建社會工作政策與實務

四.社會工作在各個災難階段的挑戰

「緊急救援及安置」階段

1.主要目標：保住生命安全。

2.服務項目：搜救、陪伴等。

3.非營利組織的挑戰。

4.因應挑戰的重點：了解災害的狀況與災害救
助的脈絡。

貳、災後重建社會工作實務－以臺灣莫拉克風災為例



第四節 災後重建社會工作政策與實務

「中繼期安置」階段

1.主要目標：讓受災民眾可以身心安頓。

2.服務項目：提供陪伴及依需求提供所需的相
關資源以滿足此階段受災的人的需求。

3.非營利組織的挑戰。

4.因應挑戰的重點：對服務與應變能力需要早
做準備。

貳、災後重建社會工作實務－以臺灣莫拉克風災為例



第四節 災後重建社會工作政策與實務

「長期重建」階段

1.主要目標：原地重建或遷地重建的生活與社
區重建。

2.服務項目：可以多元與關聯的。

3.非營利組織的挑戰。

4.因應挑戰的重點：組織的定位與組織發展策
略上應有所討論與決定。

貳、災後重建社會工作實務－以臺灣莫拉克風災為例



第四節 災後重建社會工作政策與實務

災害後重建工作對社會工作的共同挑戰

組織外部的挑戰

•1.文化的挑戰。

•2.地理的挑戰。

•3.面對政府與災
民的挑戰。

•4.個別非營利組
織的挑戰。

•5.協調工作的挑
戰。

•6.學習與成長。

貳、災後重建社會工作實務－以臺灣莫拉克風災為例



第四節 災後重建社會工作政策與實務

組織內部的挑戰

•1.由於受災的地區與住民多元化，宗教、文
化與族群精神的尊重成為所有服務的前題。

•2.非營利組織仍需要面對政府強大的政策與
權力之影響，而不宜只與政府起舞。

•3.安全的概念不是「永保安全」，而是「有
備災的安全」。

•4.時時覺察是「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還
是「個人或機構的主觀價值」？

貳、災後重建社會工作實務－以臺灣莫拉克風災為例



第五節 災變管理與社會工作議題與新趨勢

壹、災變社會工作的跨文化思考

跨文化乃是災變社會工作的研究重點之一，但臺
灣相關的研究與討論缺乏，故在災變整個救災與
安置過程中值得關注。

壹、災變社會工作的跨文化思考



第五節 災變管理與社會工作議題與新趨勢

貳、災變社會工作的教育

社會工作服務的對象是「人」，對象是多元的，
不該太強調理性科學教育。

貳、災變社會工作的教育



第五節 災變管理與社會工作議題與新趨勢

參、社區自主防災

具有災變管理能力的社區，災時緊急應變、互助
互救，並於災後迅速復原、重建的永續社區。

參、社區自主防災



第五節 災變管理與社會工作議題與新趨勢

肆、國際經驗的參考

1.一個好的重建政策可以幫助社區活力再現。

2.重建開始於災變發生日。

3.社區成員應該是決策的夥伴及在地實踐的領導
人。

4.重建政策與計畫應該是財政上實際可行。

5.制度的影響不可忽視，須在它們之間協調以改
進結果。

肆、國際經驗的參考



第五節 災變管理與社會工作議題與新趨勢

6.重建是一個規劃未來，並保存過去的機會。

7.異地重建破壞生活，應該保持在最少程度。

8.公民社會與私部門是解決方案的重要部分。

9.評估與監控可以改進重建結果。

10.促成長期的發展，重建必須具有可持續性。

肆、國際經驗的參考



第五節 災變管理與社會工作議題與新趨勢

伍、仙台減災綱領

其目的在透過整合各級及跨部門的全面性災害風
險管理，更廣泛地關注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
發展災防策略。

伍、仙台減災綱領



第五節 災變管理與社會工作議題與新趨勢

陸、綠色社會工作

主要考量社會工作主流論述「生態觀點」的限制
，從生態正義和環境正義的視角提出尊重和看重
物理或自然環境是自成一個體系。

陸、綠色社會工作



結論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趨勢，身處在易遭受天然災難
的臺灣，社會工作者除了應具備災變管理的知識與
技術之外，更應反思社會工作如何努力於人與土地
以及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永續發展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