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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衝擊著原有的社會結構與秩序，人為的處理

失當將會擴大災民受災的衝擊，擁有較少社會資源的

族群，往往在救災、安置與重建歷程中被忽略、被邊

緣，甚至被視而不見；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不義，更

會形成結構暴力(Violence Structure)，擴大社會資源分

配不均的族群與社會階級的窘境，如若參與救災的政

府機關與民間單位無視其環境與需求的特異性，以主

流社會的觀點投入防救災，不但不能符合災民需求，

更會造成資源分配不公的結構暴力，以及主流價值之

下的階級暴力。 

 

謝臥龍與駱慧文（2018）指出，女性常為氣候變

遷下高風險災難社會的受害者，如何讓女性觀點注入

救防災與重建機制，如何透過災難社區共學與增能培

力課程，整合社區資源，建立社區網絡，進而協助婦

女成立社區組織聯盟以及支持團體，茲以經驗交流，

相互成長，培力增能，養成女性風險管理，社區共學，

社區營造的知能，並在行動方案執行中，提升女性社會角色地位，掌握社會資源，消彌對女性不利與

不公的社會阻力。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會(UNIFEM, 2008)對於氣候變遷與日益增加的災變，提出增加

性別度敏感的行動計畫，茲以落實災後個人心理靱性、生活重建以及社區復原之預期目標；地震與颱

風是台灣天然災害不斷的主因，如何與天災共存，如何在災變中累積知識與經驗，如何將文化與性別

敏感度融入社區防備災與健康營造與減災相關工作，再再考驗著我們的智慧。以性別平等與多元文化

的觀點，傾聽女性聲音，了解女性的需求，整合社會資源，協助女性建構在地社會社區經營平台，在

培力增能之下面對未來，依據聯合國2015-2030仙台減災綱領，落實多元文化與性別主流化觀點的防

災與災害風險管理政策。 

 

 

 

以個人為主體，家庭為本位，社區為導向的多元文化觀點

建構災難社區婦女防災與減災增能培力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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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子計畫將延續科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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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氣

爆社區婦女與老人永續智慧生活社區營造行動研究三年成果，並在此整合型計畫協助之下，彙整高雄

市民政系統區里長以及災難社區婦女在地組織，建構災難社區婦女防減災生活營造方略，更為第二年

以滾動式檢討整合本研究之多年災難社區婦女社區健康營造的研究成果，以個人為主體、家庭為本

位、社區為導向的多元文化觀點，以參與式行動研究建構跨類型（風災、氣爆）、跨地域（永久屋、

都會）與跨族群災難社區婦女防減災增能培力之工作模式，並在第三年以台灣經驗為經緯，在知識動

員、合作實踐與社會創新的理念中，進行跨國際婦女增能培力的防災與減災社區之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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