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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現今充滿挑戰與變動的社會中，災害頻繁發生成為了一個令人

不安的現實。地震、颱風、洪水、火災等自然災害時有發生，而人為

因素如事故或恐怖襲擊也時有所聞。在這樣的背景下，臺中市政府正

視災害防治這個課題。 

各災害業務主管機關除考量以傳統硬體設施防災外，均另致力於

其他軟體防災手段，如警戒發布、危險區劃設、或防災宣導等非工程

防災方法上，以期能降低災害損失及人命的傷亡。考量每個社區的地

形條件及抗災能力的不同，臺中市政府推動自主防災計畫，結合當地

居民、專家學者、區公所，共同推動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以社區居

民為主體主動提出防災對策及需求，培養人與環境良性互動，讓整個

社區對防災意識產生共識，朝向目標建構出點、線、面的防災網路而

努力。 

對於災害防治方面，臺中市政府設立遠、中、近程三種目標，由

近程目標的降低風險並保全弱勢族群，中程目標的減少傷損並加強扛

災社區到遠程目標的與災害共存的永續社區。 

而在關於性別方面相關議題，關於氣候變化背景下減少災害風險

所設性別方面的第 37 號一般性建議當中，更增加及強調候變遷和災

害風險管理中納入性別平等視角的重要性，並提出了具體的措施來確

保婦女和女孩在這些過程中的權利和利益，將此建議融入自主防災計

劃，不僅有助於提高女性的參與度和權益保障，還能讓整體防災計劃

更加全面和有效，進一步提升社區在災害中的韌性和應對能力。 



貳、性別統計分析 

自 101 年起臺中市政府開始推動自主防災社區，推動的社區由水

患自主防災社區漸漸推廣至土石流防災社區，而自 108 年統計投保人

數得知，臺中市 108 年男性人數為 1127 人、女性人數為 600 人；109

年男性人數為 1124 人、女性人數為 612 人；110 年男性人數為 1125

人、女性人數為 636 人；111 年男性人數為 1063 人、女性人數為 618

人；112 年男性人數為 1425 人、女性人數為 770 人。 

圖 1、臺中市自主防災社區男女人數統計 

 

由圖 1 可知自 108 年起自主防災社區的男女人數除 112 年增加

外，男女人數皆無太多的變動，對此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透過訪問得

知，社區編組多由社區固有組織沿用，但社區固有組織大多為社區

巡守隊、愛心媽媽、愛鄰守護隊、環保志工，又因對於防災相關事

務的獨特性，社區里長出於對女性參與者之保護心態，會將女性參

與者放入較無危險性之收容班內，也造就社區女性參與者人數較低

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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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臺中市自主防災社區男女比例統計 

 

 

 

 

 

 

 

 

由圖 2 來看臺中市自主防災社區男女比例，108 年男女比例為

65.26%34.74%；109 年男女比例為 4.75%:35.25%；110 年男女比例為

63.88%:36.12%；111 年男女比例為 63.24%:36.76%；112 年男女比例

為 64.92%:35.08%。惟去(112)年參與人數增加，但男女比例並無特別

起伏。 

由圖 1 及圖 2 可見臺中市自主防災社區之比例並無特別強烈起

伏，且自主防災社區志工之志願服務類型較偏向消防救難服務，相較

內政部統計處於 91 年之1「我國消防與緊急救護概況分析」中，男女

比例男性占 79%；女性占 21%之數據可知臺中市自主防災志工之比

例較全國男女比較為平等。 

而由本局資料顯示，加總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與土石流防災社區總

共有 99 處社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且依照山區(土石流防災社區)、屯

區(土石流防災社區與水患防災社區)、市區(水患防災社區)及沿海地

區(水患防災社區)之男女比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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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知，各區比例有所不同，且雖然比例相差不遠但詳細來

看可得知市區之女性比例較其他山海屯區更高，究其原因本局認為因

為山海屯區之防災社區型態有所不同，山海屯區之防災社區大多為土

石流防災社區，所從事之產業類型也多為農業為農村型社區，可能因

此參與防災社區之成員大多為男性。 

在統計社區防災幹部後會發現自主防災社區決策群缺少女性決

策者，社區指揮官統計顯示臺中市防災社區共有 99 處，女性指揮官

只有 9 位，並在成員缺少女性的背景下，容易造成防災決策及規劃會

偏向男性。 

而在分析自主防災社區後發現共有 21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含水

患及土石流)，各區至少 1 處自主防災社區，年紀部分因屬個人敏感

資料，本局統計之資料為現場走訪，得知成員年齡皆為中高齡，而各

區之成員皆符合圖二之比例，代表臺中市之自主防災現況並沒有任何

差距，只有對於災害類型導致災害相關應變作為之差距。 

參、規劃與目標 

由分析資料可知自主防災社區的男女比雖無法達到男女比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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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但與全國消防類志工相比已有長足進步，但對於本局之規畫還

是希望將其比例拉至男女平等，對於社區領導方面，本局亦發現對女

性弱勢，所以自主防災推動除優先考慮社區自主防災及生命財產安全

外，也需考慮性別平等，使自主防災社區之決策及規劃更能夠符合性

別平等政策綱領之重要性別議題目標。所以提升社區自主防災之女性

參與數，期望達到與男性參與數相等並提升社區領導女性數量，為本

局之重要目標，也可達到關於氣候變化背景下減少災害風險所設性別

方面的第 37 號一般性建議，希望藉由推動自主防災社區參與平權能

夠將 CEDAW 之建議融入本局之政策命令。 

對自主防災社區推動平權，本局提出「提升教育訓練女性參與人

數並投入決策群」之方案，方案詳細內容如下： 

提升教育訓練女性參與人數並投入決策群方案 

一、 方案目的： 

(一) 提升臺中市自主防災社區女性參與。 

(二) 提升臺中市水利局性別平等之概念並提倡女性加入決策群。 

二、 方案目標： 

(一) 鼓勵社區女性團體(如社區媽媽、愛鄰守護隊等)參與自主防災，

並提升女性參與人數，並達到男女比趨近平等之目標。 

(二) 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加強性別平等要素，並增加討論不同性別所

產生之防災議題及規劃。 

(三) 培育社區防災種子學員並推動認證制度，且鼓勵女性參與認證

並達到男女比區趨近平等之比率。 

三、 方案內容： 

(一) 推動自主防災社區並配合社區活動推行說明宣導，推動女性參

與加入防災，並投入經費購置宣導品。 

(二) 教育訓練及兵棋推演加入各種不同性別在防災議題上遇到之

差異，並就性別差異提出討論並加以彌平。 



(三) 舉辦防災種子學員課程並推動認證制度，並規劃種子學員加入

社區防災決策群。 

四、 分析方案：    

(一) 推動女性加入自主防災需要長遠規劃並持續投入經費，尤其以

台灣社會對於「男主外、女主內」之觀念根深蒂固，需要時間

並適合教材慢慢改變社區對於防災應是不分性別。 

(二) 防災教育訓練及宣導需要邀請相關防災學者及成人教育相關

學者互相交流討論，以產出適宜之宣導內容並防災相關課程及

教材，並定期召開討論會議滾動式討論。 

(三) 推動認證制度後需要擴大推動範圍並編列經費推廣，以將防災

能量擴展至全市，讓臺中市成為全台第一自主防災城市。 

(四) 需要建立平行跨局處如社會局、消防局等防災業務連結並加強

垂直各公所之防災業務聯繫。 

五、 選擇方案： 

下表為比較三種方案(辦理宣導、調整課程內容、推動認證制度)之

評量指標評估表。 

評量指標 
推動自主防災宣導

並購買宣導品 

自主防災教育訓練

課程納入性別平等

之議題 

規劃種子學員認證

制度並鼓勵女性參

與 

性別平等效應 6 7 8 

改善社會既有

偏見 
7 7 7 

確保性別平等

受益 
6 8 7 



評量指標 
推動自主防災宣導

並購買宣導品 

自主防災教育訓練

課程納入性別平等

之議題 

規劃種子學員認證

制度並鼓勵女性參

與 

政策效益持續

性 
7 6 6 

經濟預算投入

密度 
7 7 8 

公共(社會)意

見觀感 
8 7 6 

行政(技術)可

行性 
8 6 7 

分數合計 49 48 49 

經由上述之資料並由本局之內部討論後，雖然由三種方案最終結

果均相差不多，但經多方考量後，本局依照性別平等效益、確保性別

平等受益及政策效益持續性作考量後，選擇方案 3 規劃種子學員認證

制度並鼓勵女性參與。 

六、 檢核機制： 

本局內部評估機制由自主防災計畫之各期簡報時檢視目前工作

進度狀況，並訂定下次須達成之工作目標，並由各計畫承辦人員隨時

跟進現況。 

肆、結語 

推動女性加入自主防災是建立強大而具有韌性的社區的重要一

環。女性在災害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她們往往在家庭和社區中

擔負著照顧家人、支援社區的重任。然而，儘管她們的貢獻至關重要，

但在災害防治和應對方面，女性的參與卻往往被忽視或輕視。因此，



推動女性加入自主防災的行列是必不可少的。首先，女性的參與能夠

補充災害應對隊伍中的人力資源，增加社區在災害發生時的應變能力。

她們的敏銳觀察力和細心周到的特質，使得她們在災害應對中能夠更

有效地發揮作用，為社區的安全保障作出貢獻。 

其次，推動女性參與自主防災能夠促進性別平等和社會包容。過

去，女性在災害中常常面臨著不公平的對待和歧視，她們的聲音和需

求往往被忽略。然而，通過讓女性參與自主防災，我們能夠打破這種

固有的觀念，讓女性在社會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實現性別平等和

社會公正。 

最後，自主防災於臺中已推行逾 10 年，並由短程目標進入中程

目標，在前往遠程目標中，除了硬體設施改善外，自主防災中推動女

性加入防災也為本市重點之一，在與災害共存的永續社區目標內推動

女力防災，除了 CEDAW 條文之規定外，也符合 SGDs 的第 5 項性別

平權。推動女性參與自主防災能夠提升社區的整體韌性和抵禦力。女

性常常具有較強的社交和溝通能力，她們能夠在災害中更好地協調和

組織社區成員，促進社區的凝聚力和團結力。同時，女性對於災害風

險和應對方法的瞭解也能夠幫助社區更好地應對災害，減少損失，保

護生命和財產安全，讓每一位社區成員都能夠參與到自主防災中來，

共同建設一個更加安全、更加堅固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