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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地球暖化和環境丕變，天然與人為災難頻傳，「災難社會」逐漸成為當今常態社會的一部

分，台灣位處於季風帶與地震帶、天然災害中的風災水災，以及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板塊撞擊之下的地

震，為我國人民帶來不可預期的災變，如何在災難過後進行個人、家庭與社區的重建，在在考驗我們

的智慧；然而，如何在重建歷程中共同尋求串連在地文化與社會情感的「重建與復原」能量，正是生

活於這美麗島嶼居民，面臨天然災害中與人為災變必須深思的問題。 

 

本研究團隊將整合科技部人文司莫拉克風災整合型研究「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理復健工作模式建

立之整合型計畫」，延續科技部自然司三年期氣爆災後重建整合型計畫「高雄市石化氣爆災後個人、

家庭與社區之永續智慧生活營造方略」，與子計畫「由環境心理學角度探討高雄市石化氣爆災區心理

重建之策略」災後重建方略的經驗與成果。藉由本研究團隊跨領域與跨科際的專長，以及多年來在天

然災害莫拉克風災和人為災難的高雄都會氣爆重建的經驗，在總計畫所規劃的智慧生活與社區營造主

軸中，整合近年來累積的心得成果，以行動研究建構災難社區耐災力之工作模式。 

 

總計畫規劃兩大主軸以為整合所有子計畫的經緯，「智慧生活社區重建」，以及「跨領域、跨地域、

跨族群與跨國際比較行動研究」。因此，本子計畫第一年將延續氣爆災後重建的計畫，營造災後重建

方略，並將以災民為主體，家庭為本位，社區為導向，以「行動」與「研究」為取向，建構氣爆都會

型災難聚落耐災力培力之工作模式；第二年將以莫拉克風災原鄉舊部落與永久屋新社區為場域，內政

部「莫拉克颱風災民入住永久屋生活適應情形之研究」為基石，以多元文化觀點進行跨類型（氣爆的

人為災難，風災的天然災難），跨地域（都會的氣爆災區，原鄉的莫拉克災區與永久屋），跨族群（河

洛人為主的氣爆災區，原住民為多的莫拉克災區與永久屋），跨文化（氣爆與莫拉克風災災民的文化

背景迥異，宗教、語言、人際關係、社會型態…），進行莫拉克風災原鄉與永久屋災後耐災力工作模

式的建立；第三年本團隊將以此進行比較性的行動研究，探討建構不同類型災難的防災、減災與重建

的工作模式，本子計畫將結合其他以婦女培力、智慧城鄉、精神醫療與老人樂活的其他四個子計畫，

在智慧生活社區營造的經緯上，建置跨國際的耐災力工作模式，進而在總計畫的協助與東南亞國家進

行交流，創造共同防災、減災與重建的工作模式，藉此達成跨國學術交流，以台灣經驗在地回應為典

範，回饋國際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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