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八風災，又稱莫拉克風災、八八水災，是 2009年 8月 6日至 8月

10日間發生於臺灣中南部及東南部的一起嚴重水災，肇事主因是由颱風莫拉克

侵襲臺灣所挾帶破紀錄的降雨量（許多地方 2日的降雨量，相當於1整年份的量）。

是臺灣自 1959年『八七水災』以來最嚴重的水患，期間臺灣多處淹水、山崩與

土石流。其中以位於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小林部落滅村事件最為嚴重，造成 474

人活埋。據中華民國政府統計，此次水災共造成 681人死亡、18人失蹤。中華

民國行政院宣布 8月 22日至 24日全國為死難者降半旗致哀。 

 

八八水災發生後，政府、國軍及社會各界投入救災工作，同時政府與民間團體結

合，展開災後重建。2009年 8月 15日，行政院成立「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2009年 8月 2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

條例》以及新臺幣 1,165億元特別預算，並於 8月 28日由總統公布，條例中明

定災後重建計畫包含家園、設施、產業、生活與文化重建。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由行政部門、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災區縣市首長、災民代表、

原住民代表等計 37人擔任委員。 

 

相關災害數據 

檢視行政院莫拉克重建委員會的報告，莫拉克造成的傷亡及損失如下： 

1.死亡及失蹤 699人、重傷 4人 

2.房屋毀損、不堪居住 1766戶， 

3.全台受災戶多達 14萬 6739戶，受災人數合計 51萬 668人， 

4.相關災損高達 1998.3億元，相當於當年（2009）國內生產毛額的 1.6％，

 



資料來源：莫拉克救災五週年報告 

 

5.除了人命傷亡和財物損失，莫拉克更對交通帶來嚴重衝擊，共有 254處道路與

195座橋梁受災，六大公路系統及八處環島鐵路受創，形成了八處「孤島」災區

（見上圖），讓後續救援及物資輸送更為困難。 

 

援救動員破百萬，超越 921 

當時遭遇到這史無前例的重大災情，無數國軍弟兄及民間團體立刻投入救災行動，

合計動員規模更超越 1999年的「921大地震」。檢視莫拉克救災五週年報告資料，

對比 921大地震，參與莫拉克救災的「志工」數量從 13萬人次增為 15萬次，「軍

方」救援人力從 30萬人次增為 56萬人次，「直升機」出動架次亦從 3069次提升

為 5578次，其餘加入協助的「警政」和「消防」人員，合計也超過 40萬人次。 

 

重建工程浩大，永久屋待觀察 

當時災害一發生，行政院立即於災後第 7天成立重建會，第 12天完成特別條例

草案送交立法院，第 20天便審查完成，並在三個月後通過 1165億元的特別預算

案（爾後陸續加碼到 1385億元），加上海內外愛心人士和民間團體捐贈將近 260

億元，一起投入重建工程。由於風災影響範圍甚大，導致道路、橋樑、電話線、

自來水管等基礎建設受損，還有許多的校園及房舍亟需修補、甚至重建。如安置

受災戶居住的「永久屋」，最後合計完成了分布於 43處不同地點的 3561棟。 

 

受災戶代表，勿忘「小林村」 

莫拉克堪稱自 1959年的「八七水災」以來，台灣受創最深的一次水患，而在諸

多災區中，又以高雄縣甲仙鄉的小林村最為嚴重，當時因豪雨引發的山崩與土石

流，竟然瞬間活埋了該村落 462人，「滅村」消息一傳出，立刻震驚世人！ 

 

災難發生後，小林村生還者及家屬各自被安置、搬遷至三處：小林一村（五里埔

小林社區）、二村（日光小林社區）、三村（小愛小林社區），村落原址則在 2012

年興建紀念公園。罹難者家屬更向高雄市政府申請國賠，一、二、三審皆敗訴，

但 2009年初終於在更一審逆轉勝，高雄市政府也宣布放棄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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