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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級政府機關因莫拉克颱風防災及救災業務遭監察院糾正案件後續改善情形表 

被糾正

機關 
糾正案由 政府機關後續改善情形（註） 

屏 東

縣 政

府 

屏東縣政府平時

未落實災害防救

教育及訓練，亦

未積極充實及維

護救災器材及設

備；對於縣管河

川治理成 效不

彰；又長期放任

非法養殖漁業；

於莫拉克八八水

災時所設之防災

應變中心，協調

機制亟待加強，

未能妥善規劃與

調度；復未能主

動及儘速挹注所

轄鄉、鎮公所救

災相關經費等，

均有疏失，爰依

法提案糾正。 

一、屏東縣政府平時疏於災害防救教育及訓練，亦未積極充實救災器材設施及設備等，洵有怠失，應積極檢討 

（一）為把各項災害防救相關知識與訊息深入至本縣各局、處、鄉鎮市公所，於 99年 3月 4日及 4月 12日辦理 2次「防
救災緊急通訊系統-海事衛星電話操作及災情傳遞教育訓練講習」，利用汛期前防救災資通訊教育宣導時加強要求，

以期確實掌握災情，避免災情訊息產生落差（上課對象：警察局、衛生局、工務處、各鄉鎮市公所），另於 99 年 6

月 30日再次辦理「本縣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操作第 2次教育訓練及防救災業務訓練講習」；於 99年 3月 12日辦理「防

救災資訊系統計畫-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系統」教育訓練（每年度均辦理），以期落實災情填報及傳遞工作；於 99 年 4

月 20 日辦理 99 年度屏東縣防汛講習會，其中辦理內容涵蓋災害防救法簡介、防汛搶險緊急應變措施、水災預警通
報及疏散撤離、淹水災情通報作業機制等；於 99年 6月 15日及 8月 13、16、18、20、23 日分別辦理本縣「強化防

救災教育訓練-鄉鎮市長講習」及「強化防救災教育訓練-村里長講習」；於 99 年 7月 8 日及 8 月 6 日辦理 2 次「防

救災資訊系統 EMIS（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系統）及防救災資源資料庫」教育訓練（上課對象：災害應變中心各編組人

員、消防局各外勤分隊、本縣各局、處、鄉鎮市公所），藉由各項災害防救教育訓練，以提升本縣災害防救知能。 
（二）為強化災害搶救技能，本縣消防局各大隊、分隊針對各項救災技能，如火災、山難、水上、潛水、常年訓練及救助

隊複訓等，分別於 2、3、4、5、7、8月份辦理相關教育及訓練（如 99年度訓練期程表），以期強化提升各防救災業
務主管、承辦人及現場救災人員各項防救災知能與技能。 

（三）為充實消防車輛與裝備器材損壞及強化消防機關水域救援能力暨各類災害搶救效能，積極向中央爭取救災車輛、裝

備、器材經費，獲得補助重建計畫，其 99 年度計畫經費為 3768 萬 8000 元整，用以購置消防車、拋繩槍、抽水機、

橡皮艇…等裝備器材，另亦向水利署爭取大型移動式抽水機設備補助經費計 550 萬元，向內政部消防署爭取補助空

氣呼吸器 10套，並逐年編列 200萬餘元預算購置及汰換。 

（四）針對本縣各項救災裝備器材，因常時於勤務救災使用，如遇故障或損壞時，立即送修，以維搶救災害之需；有關器

材保養部分，消防單位救災裝備器材如水上救生裝備依規定平時由保管（養）人員保養檢查，並由消防局各分隊主

管負檢查、督導、考核之責，大隊對所屬單位抽查督導檢查，另於每半年由本府聯合檢查小組，就各消防分隊消防

車輛及裝備器材檢查其性能堪用情形與維護。 

（五）持續強化本縣各鄉(鎮、市)層級之聯防救災演練，並依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所協議之聯防縣市進行救災演練，並互相
吸取經驗，建立協調機制，於 99 年 4 月 23日假佳冬鄉塭子國小附近堤防辦理「全國災害防救暨避難疏散演練」，結合

國軍、民間救難團體、警察、本縣各局、處及鄉公所等單位聯合演練，辦理內容涵蓋警戒水位通報、疏散撤離及收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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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糾正

機關 
糾正案由 政府機關後續改善情形（註） 

29 演練項目，總計參演人員 700 餘名。另在車城、高樹、三地門…等 10個鄉鎮市公所分別辦理防救災演習（如 99年度

害防救演期程表），除加深指揮官處理災害應變思維，對於現場指揮官、鄉鎮市公所權責再次予以強化。 

屏東縣政府消防局 99 年度相關訓練 

主題 辦理時間 辦理方式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職前訓練 99年 1月 7至 24日 消防局辦理 新進特考班 60 

山難訓練 99年 2月 25至 2月 26日（共 2 梯） 消防局辦理 本局同仁 74 

大貨車考照 99年 3月 7日至 4月 1日 委外考照 新進特考班 53 

水上救生員訓練第一梯 99年 4月 7至 17日 消防局辦理 本局同仁 30 

99 上半年救助隊複訓 99年 4月 26至 5月 1日（共 2 梯） 消防局辦理 本局同仁 85 

初級潛水訓練 99年 5月 3至 5日 消防局辦理 本局同仁 32 

99 上半年常年集中訓練 99年 5月 19至 5月 29日（共 3 梯） 消防局辦理 本局同仁 348 

水上救生員訓練第二梯 99年 7月 20至 31日 消防局辦理 本局同仁 28 

水上救生船艇訓練 99年 8月 10日至 13 日（共 2梯） 消防局辦理 本局同仁 93 

屏東縣政府辦理 99年度災害防救演習單位暨期程表 

單位 演習日期 地點 演習情境 

佳冬鄉公所 99.4.23 佳冬鄉塭子國小及附近堤防 全國防災演練 

車城鄉公所 99.5.6 車城鄉沿海景觀道路    水災演練 

高樹鄉公所 99.5.6 高樹鄉新豐村舊寮 1、2號堤沖積地 水災演練 

三地門鄉公所 99.5.6 三地門鄉口社村莎卡蘭溪溪畔   土石流避難疏散 

霧台鄉公所 99.5.6 霧臺村神山社區運動場   土石流避難疏散 

萬巒鄉公所 99.5.6 萬巒鄉四溝鐵橋    水災演練 

萬丹鄉公所 99.5.27 萬丹鄉灣內村 風災、水災演練 

新園鄉公所 99.10.6 新園鄉仙吉村先隆宮前廣場  水災演練 

瑪家鄉公所 99.10.8 瑪家遊客中心停車場 土石流避難疏散 

屏東市公所 99.10.21 高屏溪河濱公園溪畔 水災演練 

枋寮鄉公所 99.10.28 枋寮大庄村 水災演練 

 

二、屏東縣政府防災應變中心縱向救災協調機制亟待加強，復未能妥善規劃與調度，導致救災效率不彰等，應予檢討 

（一）將強化本縣各鄉(鎮、市)層級之聯防救災演練，並依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所協議之聯防縣市進行救災演練，並互

相吸取經驗，建立協調機制；惟所需各項演練經費有待中央支援與指導。 

../../../../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99-101年演習計畫/99年度災害防救演習申請表-改萬丹.doc
../../../../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99-101年演習計畫/99年度災害防救演習申請表-改萬丹.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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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糾正

機關 
糾正案由 政府機關後續改善情形（註） 

（二）將加強各進駐人員對災情通報標準作業程序訓練講習，各局、處同仁亦須對單位內之業務工作職掌及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所編定各項作業須進行講習訓練，俾使同仁更瞭解救災、應變之作為。 

（三）將積極建置縣管河川之水文監測系統，以及早掌握災情及瞭解致災原因，並研擬救災策略與所需機具種類及數量。此

外，救災機具之整備有待中央整體規劃，並建立救援機制，以減輕本府獨立整備救災機具及維（護）修之經費壓力。 

（四）災害應變中心的電話公布於電視上之時間為 8 月 8日，其主要目的是提供災民可立即通報災情，以進行救援，其立

意係基於提升救災時效；況且，本縣府亦瞭解電話公布之必要因應措施與作為，如本糾正案文所述，本府消防局救

災救護指揮科原有受理報案線路 10 線，於 8月 8日另由中華電信公司增設計 20 條線路，災害應變中心原有 6線，

於 8月 8日另由中華電信公司增設計 14 線，使災情通報電話提升至 34線，故本府認為公布災害應變中心的電話號

碼為必要之作為，對災害搶救時效有其正面意義。 

（五）「莫拉克風災（88水災）」本府已進行相關檢討，並建置有檢討報告書，本縣莫拉克災後重建委員會每週併本府主管

會報辦理工作會報，對於各項應變、搶險機制於會議均可提出報告；有關救災作為本府將持續進行併檢討改進。 

三、屏東縣政府對於縣管河川治理成效明顯不彰，實應深切檢討 

（一）鑑於全球氣候變遷劇烈及莫拉克風災造成本縣嚴重受創之殷鑑，經檢討後，體認投入治水之相關預算須增加，爰於
99 年度將先以 4,000 萬元預算辦理林邊溪堤後土坡之防護改善及堤防相關加強工程，另於 99年度預算就縣管河川維

護經費已增加編列預算至 5,000 萬元，後續並將於財政許可範圍下針對縣管河川逐年寬列預算，並搭配「易淹水地

區水患治理計畫」推動縣管河川水系及區域排水系統之治理方案，以減輕水患之威脅。 

（二）河川疏浚部分，本府於 98 年 12 月 16 日函請經濟部水利署補助經費新台幣 5 億元辦理林邊溪疏濬及私人土地徵收

作業。獲經濟部水利署 99 年 1 月 19 日核定補助經費 3 億 9,500 萬元（含全部工程費 1 億 5,000 萬元、70％用地

費 2 億 4,500 萬元）在案，另本府自籌 1 億 500 萬元辦理 30％用地費及 1 億 1,000 萬元辦理地上物補償費及救濟
金，合計 6 億 1,000 萬元辦理「林邊溪河川淤積清理計畫」。 

（三）98年度莫拉克颱風後再檢討目前林邊溪整體流域淤積情況，並陸續辦理林邊溪上、中、下游等河段疏濬，完成疏濬數量 249

萬立方公尺，詳列如附表 98 年度莫拉克颱風後辦理林邊溪疏濬一覽表。另因林邊溪治理需要，林邊溪河川內私人土地徵收

作業已於99年8月30 日送徵收土地計畫書至內政部核徵中，並預計100 年度汛期前完成本案土地徵收。 

（四）違法水井處置計畫：本府配合水利署政策執行「屏東縣政府 99 年度違法水井處置執行計畫」經費 760 萬元，針對地
下水管制區內違法水井採違法水井封填作業（含既有違法水井申報、納管及新增違法水即報即封填）及教育宣導工

作等二大方針進行辦理，自莫拉克颱風迄今已封填 62口，並預計至本年度年底可達成封填 110口目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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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糾正

機關 
糾正案由 政府機關後續改善情形（註） 

附表  98 年度莫拉克颱風後辦理林邊溪疏濬一覽表   

編號 
年
度 
疏 濬 案 名 稱 

計畫疏濬
數量(m3) 

完成疏濬
數量(m3)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1 99 林邊溪出海口河道抽砂疏濬工程 11萬 7.2萬 
99年 6年 17日開始出料，

已出料 7.2萬方。 
屏東縣政府 

2 98 
林邊溪緊急疏通土石方交換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公共工程使用案(第一期)(林邊大橋下游) 

8萬 8萬 98年 11月 11日完工 

屏東縣政府 

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3 99 

林邊溪緊急疏通土石方交換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公共工程使用案(第二期)(林邊大橋至新埤大
橋) 

20萬 20萬 
99年 3月 1日開始出料，

99年 5月 18日完工。 

屏東縣政府 

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4 99 
林邊溪緊急疏通土石方交換南州鄉公所公共工程使用
案(林邊大橋至新埤大橋) 

2.6萬 2.6萬 99年 4月 3日完工。 
屏東縣政府 

南州鄉公所 

5 99 林邊溪砂石捐助林邊、佳冬莫拉克颱風受災蓮霧復耕專案 3.5萬 3.5萬 
99年 5月 21日開始出料，
99年 6月 19日完工。 

屏東縣政府 

6 99 
莫拉克颱風災後國中小校園復建工程(大新國小、羌
園國小、塭子國小) 

0.4萬 0.4萬 99年 6月 1日完工。 
屏東縣政府 

佳冬鄉公所 

7 
98-

99 

林邊溪土石捐助莫拉克颱風受災養殖業者回填魚池專
案(新埤大橋至箕湖大橋) 

93.7萬 93.7萬 
98 年 12 月 14 日開始出
料，99年 6月 25日完工。 

屏東縣政府 

8 99 林邊溪箕湖大橋至餉潭大橋疏濬 31.8萬 31.8萬 
99年 3月 29日開始出料，
99年 6月 23日完工。 

屏東縣政府 

9 99 林邊溪新埤大橋下游疏濬案 10萬 10萬 
99年 6月 9日開始出料，

99年 8月 10日完工。 
屏東縣政府 

10 99 瓦魯斯溪清疏工程 21萬 21萬 99年 5月 6日完工。 屏東縣政府 

11 99 來社溪清疏二期工程 10萬 6.6萬 99年 7月 26日開工， 屏東縣政府 

12 99 來社溪清疏工程 12.8萬 12.8萬 
99年 4月 26日開始出料，
已出料 12.8萬方終止。 

屏東縣政府 

13 99 
林邊溪堤防復建土石回填料 

(義林、古樓、丹林、力力溪、林邊、佳冬、竹子腳堤防) 
31.6萬 31.6萬 99年 7月 09日回填完工。 屏東縣政府 

合   計  256萬 249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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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糾正

機關 
糾正案由 政府機關後續改善情形（註） 

四、屏東縣政府未能主動及儘早挹注鄉、鎮公所救災所需相關經費，核其所為，實有欠當 

爾後災害發生時，將於防颱中心成立時，立即建立救災經費之協助機制，主動發函各鄉鎮市公所倘有救災相關經
費需求，請儘速與本府聯繫，以利儘速辦理撥付及控管救災相關經費，並適時報請中央政府主管機關或行政院協助。 

五、屏東縣政府長期放任非法養殖漁業，核有未當長期放任非法養殖漁業，核有未當 

業已設立養殖專業區並輔導漁民取得養殖登記證，專業區內之漁塭申辦養殖登記證皆需檢具合法用水證明，並公
告非專業區內之土地不同意施設養殖設施。至於取締違規漁塭部分，因違規漁塭之用地未申准作養殖使用，其行為已
違反區域計畫法，應依「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辦理查處事宜。 

本縣 15年來己有效限制本縣養殖漁業發展範圍（本府於 85 年 11 月 1日屏府農漁字第 175289 號函公告：本府為
合理使用水土資源防止引起超抽地下水地層下陷、土地鹹化確保養殖魚貨產銷平衡，除養殖生產區外其它地區均不同
意養殖設施容許使用），對於養殖漁業水土資源的利用，亦獲得合理運用，本縣養殖漁民現已認同在政府核定的養殖生
產區範圍從事養殖，才有發展空間及保障，所以本縣養殖區域逐漸向養殖生產區集中，對非法養殖漁業已有正面積極
管理作用。 

註：表列後續改善情形已先按貴府民國 99年 9月 12日屏府研發字第 0990218820號函復內政部有關糾正案之後續具體處理成效及
實際辦理情形與民國 99年 4月 14日屏府研發字第 0990085092號函檢送之改善情形表填具，請更新至民國 99年 12月底實際
改善情形。 

 

填表人員：                                    業務主管：                        機關首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