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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台灣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與日本有許多相同之處。像是地震、颱風等天然災害。

這些災害對人類的生存造成了危機。1999 年 9 月 21 日台灣發生了芮氏規模 7.3 的強震，

地震不但讓人員傷亡慘重，也震毀許多交通設施及基礎建設。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

福島發生了芮氏規模 9.1 的強烈地震，引發了高達 15 米的巨型海嘯，福島第一、二核

電站也無一倖免，造成輻射大量外洩。地震是如此的可怕，我們是否能在災難來臨前

及時應變處理呢？  

 

二、研究目的 

本專題將以台灣和日本在防震方面作為比較，以日本為借鏡，檢討台灣在防震方面

需要改善的地方及災後處理的方式是否完善。 

 

三、研究方法 

本專題將以文獻探討的方式呈現，將台灣與日本政府對於地震所做的防範措施以及

用何方法宣導防災知識。 

 

四、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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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流程圖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2%9B%E7%AC%AC%E4%B8%80%E6%A0%B8%E7%94%B5%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2%9B%E7%AC%AC%E4%B8%80%E6%A0%B8%E7%94%B5%E7%AB%99


防震知多少？ 

2 

貳、正文 

 

一、 地震成因 

 

台灣地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發生次數相當頻繁，根據台灣中央氣象局指出：

「台灣平均每年發生有感地震的次數為 965 次。」  

 

張文彥、余貴坤（2007：3）在書中指出：「地震是指在地表感受到的震動。當岩層

的變形量超過能承受的極限時，就會將長期累積的變形能釋放，引發地震。」 

 

二、 台日防震措施 

 

（一） 台灣地震預防措施 

 

 有鑑於台灣位於地震帶上，人民須具備正確的防震知識和了解相關預防措施，例

如避難包的準備、了解防災卡上的資訊以及正確的防災知識。 

 

1、緊急避難包應具備的物品： 

 

 緊急糧食：備足 1~3 天的水及糧食，可以準備一些巧克力等的高熱量食品。 

 
 禦寒衣物：可以當及時的就寢工具，也可以當作保暖衣物。建議以方便攜

帶為主，太重則會影響行動。 

 

財產： 身份證、健保卡、駕照等證件和現金及存摺，等地震來臨就來不及

拿了。或是放在皮包內，地震來臨時一拉就跑。 

 
其他： 你認為重要的物品只要不影響行動都可以放。中小型手電筒及電

池、藥品、瑞士刀、收音機、雨衣也是必備工具。 

表一：緊急避難包應具備的物品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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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里民防災卡（以高雄市鳳山區武慶里為例） 

 

里民防災卡就是遇災時能快速有效的找到避難處及協助機關，減少災害之損

失（如圖二）。 

 

 

 

 

 

 

 

 

 

 

                                                   

3、 宣導防災知識 

 

落實防震宣導的知識，讓民眾了解地震所造成的災害以及如何在當下做出正

確的動作保護來自己。正確的保護工作為「趴下」、「掩護」、「穩住」。萬安演習以

及 9 月 21 日的國家防災日則是台灣對災害所制定的國家演習日，萬安演習的日期

則是由我國國防部所制定。 

 

（二） 日本防震措施 

 

由於日本位處太平洋板塊、菲律賓海板塊、北美板塊、歐亞大陸板塊這 4 大板

塊的活動地帶，導致日本成為世界上地震和火山爆發次數較多的國家。因此日本政

府與人民對於防震措施有著極大的重視，所以研發出許多利於災難發生時使用的產

品，政府也宣導正確的防災觀念給大眾。 

 

1、緊急救難包 

 

日本販售的救難包材質大多屬於防火材質，外表做成銀色是易於被探照燈發

現。方便脫身的物品大多會放置拖鞋、童軍繩、手電筒、哨子、瑞士刀、麻手套。

其餘的包括貼身衣物、防災食品、醫療清潔用品、貴重物品等。 

 

 

 

 

   圖二：里民防災卡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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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震頭套（盔） 

 

根據日本《地震手冊》避震知識第一條說到：「帶著防災頭套躲在堅固的傢俱下。」，

因此防災頭套是日本居民必備的用品之ㄧ。 

表二：防震頭套、頭盔 

（資料來源：防震頭套，取自：Pchome Online 。防震頭盔，取自：日本樂天） 

 

3、防災手冊 

日本政府為了讓每家庭在災害來臨前更了解如何應對，製作了防災手冊《東

京防災》。手冊總結了災害發生前應做的準備、災害發生時的應變措施等。內容淺

顯易懂，還貼心的翻譯成簡／繁體，是一本大小朋友們都能看的懂的防災手冊（如

圖四）。 

 

 

 

 

 

 

 

 

 

 

4、宣導防災知識 

 

「每年 8 月 30 日到 9 月 5 日是日本全國的「防災周」。日本的各行各業都要

舉行防震教育和避難演習。」（慢客，2016 :1）。由於日本地震發生頻繁，因此非

常注重防震知識教育。從小學開始，每學期都舉行防災演練，許多地區都會設立

專門的防災中心。公共場所也繪製了許多詳細的逃生路線圖及遭遇災害時互相救

援的方式。每戶住家也都持有居住地區的防災手冊，並翻譯成多國語言方便外國

人使用。 

防

震

頭

套  

顏色醒目，能再第一時間被救難人員發現。  

平時是坐墊，遇到災害可搖身變成頭套。 

防

震

頭

盔  

日本人很注重防災設備，頭盔也是缺一不可的東西之一，發生災難時可

以避免頭部遭受掉落物的衝擊。 

圖四：東京防災手冊 

（圖片來源：東京都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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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震措施的相異之處 

 

（一）防震演習之比較 

 

1、 台灣 

 

台灣在發生 921 大地震後，中央政府將每年 9 月 21 日訂為「國家防災日」。

在這天舉行全國防災演習，讓民眾能熟悉逃生路線及當下該做出的動作，才不會

在地震發生時驚慌失措。 

 

2、日本 

  

日本政府會定期舉辦防災演練。日本的《消防法》規定醫院、工廠和職場、

都要定期檢查消防用品和實施避難訓練等。在學校方面會定期演練如： 「日本

每所小學，都會在九、十月舉行一次師生及家長共同參與的「接領學童避難訓練」。」

（孫曉萍，2011 :1）。 

 

3、結論： 

 

相較於台灣，日本人從上學到出社會的生活都離不開防災。每一次的演練

都是重要且珍貴的，做好萬全的準備，能將死傷降到最低。這點台灣人民需要像

日本人民學習。 

 

（二）防災知識宣導之比較 

 

1、 台灣 

 

台灣政府為了加強台灣人民對防災知識了解，成立了「台灣抗震網」以及舉辦

許多活動（如圖五）。讓大小朋友們體驗地震來臨時的威力，以闖關的活動藉此讓民

眾了解防災知識。 

 

 

 

 

 

 

 

 

 
圖五：106 年度國家防災日活動海報 

（圖片來源：中華民國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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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 

 

   日本媒體時常報導有關防災方面的資訊，如：最新的防災政策、防災知識防

災研究成果…等，除了媒體外，政府在各地舉行大型活動時，會設立攤位向民眾

宣導防災知識。另外日本政府時常在公共場所張貼防災宣導海報，讓防災更貼近

一般民眾的生活之中。 

 

3、結論 

 

日本較注重公共場所的宣導而不是想台灣政府只把資訊放到網路上。「立委吳

志揚在公聽會提出政府單位把災害資訊放在網路上，但「資訊公開」不等於「社

區知情權」，資訊應更親民」（陳文姿，2017：1）。 

 

（三） 防災公園 

 

台灣將防震設施設置在防災公園內，防災公園是效法日本而設立。 

 

1、 以下是台灣與日本的防災公園說明： 

 

台灣 日本 

台北：19 座。 

高雄：還在建置中（預計規畫有 19 座）。 

東京臨海廣域防災據點(公園) 

防災公園提供的資源： 

災時提供居民情報與對外聯絡的設備、消防

器材與緊急用車輛器材、中長期居住空間、

糧食、生活必需品及醫療器材與藥品。 

防災公園提供的資源： 

1、平時提供相關機關進行防災資訊的交流、

災害發生前的訓練活動。 

2、災時防災總部負責災情收集、聯絡相關機

關、緊急應變活動的指揮。 

防災公園建置方式： 

1、靠近住宅，可就近處理救援以及賠償。 

2、地勢空曠、富有安全感。 

3、環境熟悉、有歸屬感、可互相照顧。 

4、有專人管理，備有相關設施，治安良好。 

防災公園建置方式： 

1、 防災公園要靠近警察單位、消防單位和醫

院，可就近處理及救援。 

2、 必須提供足夠的避難空間 

3、 具備相關設施，如：緊急儲水槽、發電機

等設施。 

防災公園應有的設施及配備： 

帳篷、睡袋、瓦斯爐（桶）、烹飪工具、急救

包、簡易淋浴間、緊急照明設備、蓄水池等。 

防災公園應有的設施及配備： 

食品、生活用品、醫療器具、耐震儲水槽、

緊急廁所（電源、廣播設備）、倉儲中心等。 

表三：台灣與日本的防災公園說明 

（資料來源：台灣：高雄大學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2015)；日本：內政部（2013）。臺北市

政府（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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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縣 

市町村 

社區重建 

中央 

縣市 

鄉鎮 

災害應變中心 

中央： 

發布緊急命令、成立應變小組、提供緊急安置地點。 

縣市：  

協助居住地區復原重建、與外部單位建立合作關係、

規劃災後重建的資金、與災民互相協調。 

鄉鎮： 

執行縣市所發布下來的命令。 

災害應變中心：  

隨時掌握地震災害相關狀況動態，並主動提供支援協

助。 

四、災後處理方式 

 

為了應對可能發生的災害，政府設立了災後處理的相關單位，分成多個單位來應對。 

 

（一）台灣 

 

  

 

 

（二）日本 

 

 

 

 

 

 

 

 

 

 

 

 

 

 

 

 

 

中央:  

制訂法令政策及編列預算，設置復興廳、地方設置復

興局。 

縣:  

協調整合市町村，成為市町村與中央之間溝通的橋樑。 

市町村:  

成為縣與居民之間的溝通橋樑，辦理關公民活動。 

社區重建： 

為居民參與重建的平台。 

表四：台灣災後處理方式金字塔圖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表五：日本災後處理方式金字塔圖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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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卷調查 

 

(一) 學生對防震知識的了解： 

 

   此部份為是非題，受試者共有 120 人。我們調查出大部分家中只有少數家庭才備有

緊急避難包和防災卡，而頭盔以及手冊更是極少，台灣政府近年來效仿日本而建造的防

災公園，但由於沒有積極宣傳導致許多民眾不知情。再者，政府都把防災相關資訊放在

網路上，文宣資料較少或不易看到，導致大多數民眾的防災態度較不積極。 

 

圖 8：學生對防震知識的了解 

 

(二) 政府宣導防災知識的方法： 

 

本題是採用複選題。受試者總共有 109 人選擇 「學校宣導」佔最多數，因為受試者

都為學生，對他們來說學校宣導是最貼近他們的。而次多的選項包含「大眾傳播媒體」、

「防災海報」和「辦理防災活動」，分別有 85 人、55 人及 47 人，其次，「發行的防災手

冊」共 14 人及「其他」共 1 人。學生的防災知識是由學校宣導所得知，再次證明教育的

影響力!   

 

 
圖 9：學生所知道政府宣導防災知識的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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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地震搖動時做的舉動： 

 

在本問卷中有 76 人選擇「躲到堅固的傢俱底下」，61 人選擇「靜止不動」，只有 10

人選擇「用棉被蓋住自己」。因此大多數的人都懂得正確的防震知識。 

 

 
圖 10：學生在地震搖動時您會做什麼？ 

 

參、結論 

 

相對於在環太平洋地震帶的日本，台灣雖然有完善的防災體制，但是普遍大眾仍需加強

防災的重要性及天災的危機感。 

 

 藉由樹德家商英文科一至三年級學生的調查結果得知政府在學校宣導的防災知識做的相

當確實，具有正確的防震觀念如「趴下、掩護、穩住」，但是學生在真正地震發生時仍有 61

位學生選擇靜止不動而非立即找到安全掩蔽物。因此我們對於災難發生時立即反應仍是不足，

大家仍是偏向 「樂觀」面對災害的發生。再者，大多數的高中生中家裡沒有備妥「緊急避難

包」、「里民防災卡」、「防震頭盔」及「防災手冊」;由此可知大多數人對防災的準備尚未被重

視。 

 

我們認為防災教育應從教育著手，把完整的防災資訊傳達給學生，因此我們建議： 

(一)從幼稚園做起： 

1. 製作簡易的防災圖卡，把防災教育融入遊戲中。 

2. 定期對家長舉行防災宣導說明會，邀請家長和孩童一起參加防災演練。 

3. 老師們必須定期參加防災相關知識研習。 

 

(二)從國小、國中、高中做起： 

1. 每學期定期舉辦防災演練，灌輸正確的防災態度。 

2. 教官與老師在班內宣導正確的校園防災路線及知識。 

3. 老師們必須定期參加防災相關知識研習。 

 

政府是支撐國家重要的橋梁，在地震發生時要提供人民與企業適當的援助，以下是我們

對政府提出的建議： 

1、政府加派社工人員幫忙勘照震後行動不便老人的生活起居。 

2、政府提撥經費補助企業研發防震工具。 

3、公立醫院設立臨時救護站即時對傷者做簡單包紮。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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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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