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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集集地震、莫拉克風災、高雄氣爆及台南強震以來，民間企業的愛心與資源大量

挹注到災區，不但紓解政府救災壓力，更讓受災民眾獲得實質溫暖。但短時間大量資金

與物資的湧入，若不是建立在平時既有的周全規劃，資金或物資的使用往往會有疑慮。

且民眾平時與企業甚至政府缺少一個雙向溝通的救災機制，救災過程中時常需要耗費寶

貴的時間在溝通以取得民眾信任，也會間接影響整體救災時機。本計畫目的在於有效結

合民間企業資源提升防救災能量，藉此建立「政府-企業-高風險受災地區」之防災夥伴

關係，讓企業能於平時即深耕易受災之地區或協助公益活動，災中便能提供即時應變之

支援，災後協助災區進行地區環境重建與復原。

緣起

主要成果

(1)訪問全台132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了解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的需求與想法，發現社區

需求大多以設施設備類、保險類、教育訓練類及公益關懷類為主，同時約八成的受訪者

皆認同企業參與水利防災行動之理念，認為由輔導團隊擔任中間人協助溝通與媒合較佳

(2)建置「水利防災資源媒合平台」，改善企業與社區資訊斷層，建立企業與社區溝通的
管道，平台主要功能分為四大項目：平台介紹(首頁)、企業與社區專區、設備捐贈專區
及其他功能。

(3)媒合6個企業參與水利防災行動，包括正隆企業、富邦產險、台灣整合顧問、中壢客

運、大陸工程、聯邦企業社等企業共同參與，創造企業參與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合作典範

(1)目前推動企業參與水利防災上，因政策推動初期，皆需依靠協力團隊深入地方與社區進行說

明與媒合，且多數受訪之社區與地方政府表示，透過協力團隊之協助溝通，會讓社區與企業更容

易建立關係，村里與企業的關係會較單純。建議在政策推動初期3~5年，由水利署針對平台進行

維運，由計劃協力團隊協助推廣說明與媒合，待企業參與水利防災之理念廣為了解與接受，企業

參與數量增加，水利署與協力團隊之角色可逐步淡出，再轉由具公信力之學術機構或學(協)會，

甚至企業認養平台，達平台永續、媒合自主之目標。平台可透過辦理說明會及表揚參與企業之方

式，在媒體曝光，間接推廣平台，提升平台知名度，更有利企業參與。

(2)本年度針對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與金門縣等縣市進行訪談，

此7縣市對於企業參與水利防災已有初步了解，明年計畫將針對台灣其餘14縣市進行說明，但此

7縣市應持續輔導地方政府對當地企業宣達理念，並教育社區如何使用水利防災資源媒合平台。

建議明年計畫針對此7縣市持續進行說明與教學，並對其餘14縣市進行理念推廣，後年應對14縣

市進行說明與教學，並依照地方特性，協助各地方政府擬定企業參與誘因，使全台各縣市皆能了

解並自行於縣市內推廣企業參與。

(3)本年度與金管會、財政部賦稅署進行跨部會討論與合作，成果顯著。建議明年持續與金管會

討論如何將企業參與水利防災說明會認列為上市上櫃公司董監事監察人上課時數，可邀請更多大

型企業參與說明會並能接觸公司管理階層傳達理念。

(4)本年度受聯合國UNISDR邀請參加亞洲區部長級會議台灣如何推動企業參與水利防災。建議結

合政府現行南向政策，將本計畫成果與做法透過南向計畫與其他國家交流，甚至簽訂合作備忘錄

做為後續國際交流之依據。

(5)計畫目前針對參與之企業進行表揚，唯全台許多社區非透過計畫媒合下，已默默和自身社區

內或鄰近企業進行合作。建議明年度進行社區普查時，了解社區與企業合作情況。建議明年度進

行社區普查時，了解社區與企業合作情況。邀請本計畫媒合之企業社區組合與非透過本計畫媒合

但已在合作之社區企業共同進行表揚，擴大表揚讓社會大眾更了解企業參與之目的與意義，已做

為號召企業參與的誘因。

(6)將企業參與水利防災落實於一般民眾生活中，建議可透過與企業合作，如各大電信公司或台

水、台電，在帳單上提供部分區塊作為水利署說明，藉此深入一般民眾生活。也可透過與企業合

作，冠名路跑活動，選定水患社區作為路跑路線，於過程中各休息站可安排水患防災教育宣導，

藉此增加民眾參與。

結論與建議

(4)於台北與高雄各舉辦一場企業參與水利防災說明會，共計34家企業、12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代表出席，同時透過高雄說明會舉辦企業參與水利防災感恩茶會，表揚104年度參與水利防災行

動之企業，包括華電聯網、新光保全、童綜合醫院等，由經濟部水利署王署長瑞德主持、經濟部

水利署鍾副署長朝恭頒發感謝狀予企業，透過公開表揚的方式，協助建立企業形象。

(3)跨部會合作，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和財政部賦稅署，協力擬定企業參與水利防災行動抵稅

機制，提升企業參與水利防災行動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