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間防救災資源之管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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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認識民間防救災資源 

 志願服務(志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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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民間防救災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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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民間資源? 

 舉凡社區、地方文化、組織、人力、物力、專業
服務、宗教等…。 

 各項實體與非實體之非屬政府法令所範定的，均
可為民間資源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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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資源管理運用的基本原則 

認識資源 

發掘資源 

培養資源 盤點資源 

善用資源 

評估資源 維護資源 

宣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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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資源的種類 

組織 

醫療院所 
各級學校 

民間救難團體 
社會福利機構 
民間慈善團體 
地方宗教設施 
研究組織 
商家 

製造廠商 
貨運公司…… 

各方人士 

記者 
教師 
牧師 
神父 
廟祝 

地方耆老 
村里長 
民意代表 

文史工作者等… 

其他 

捐款 
宗教信仰 
方言 

地方風俗 
政治 
輿論 

歷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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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資源的特色 

 自給自足或缺乏資源 

 快速連結與動員 

 專精化而多樣化 

圖片說明： 
慈濟快速動員各項人力、
物力並投入救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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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防救災團體健全組織的先決條件 

就團體本身而言 

1.組織自由化 

2.會務自主化 

3.經營企業化 

4.運作民主化 

5.會員和諧化 

6.幹部敬業化 

7.財務制度化 

就主管機關而言 

1.要求適法化 

2.服務公正化 

3.輔導藝術化 

4.工作專業化 

5.行政現代化 

6.管理科學化 

7.法規靈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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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防救災團體強化功能的應行措施 

督導各團體定期辦理會員會籍清查 

加強辦理團體防救災幹部教育訓練 

建立團體評鑑考核制度 

擴大表揚優良團體及幹部 

舉辦優良團體成果展示觀摩 

定期舉辦各團體領導幹部聯繫會報 

建立團體財務處理查考制度 

輔導各團體確實倡行會議規範 

建立團體個案紀錄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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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災志願組織得協助救災事項 

1. 災害警報之傳遞、應變戒備、人員疏散、搶救、避難
之勸告、災情蒐集及損失查報。 

2. 交通管制、秩序維持。 
3. 消防、防汛及其他應變措施。 
4. 受災民眾臨時收容、社會救助及弱勢族群特殊保護措
施。 

5. 受災兒童及少年、學生之應急照顧。 
6. 搜救、緊急醫療救護及運送。 
7. 協助相驗、處理罹難者屍體、遺物。 
8. 民生物資與飲用水之供應及分配。 
9. 漂流物、沈沒品及其他救出物品之保管、處理。 
10. 其他由應變中心指揮官臨時分派事項。協助救災工

作應受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之指揮，不得單獨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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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組織自律自強應具備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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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防救災資源管理運用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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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資源- 

經費預算、法令授權之範圍、可運用之人力及物力 

地方資源- 

人口、地方特性（宗教信仰、族群、方言）、在地組織、
商店分布、各類型團體、學校、公有設施等… 

自然狀況- 

水文、受災歷史、轄區地形 

民間資源的管理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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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資源 

保持聯繫 

陪伴與培力 

民間資源的管理與運用 

圖片說明： 
經長時間之合作與培力，公部門結合民間單位推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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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資源的管理與運用 

圖片說明： 
社會局結合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高雄分會進行災害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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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資源的管理與運用 

圖片說明： 
莫拉克風災時，佛光山提供體育館供政府收容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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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資源的管理與運用 

圖片說明： 
臺灣世界展望會協助那瑪夏區南沙魯里興建避難屋供居
民在地避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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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高雄市政府結合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成立全國首創之避難收容中心 

民間資源的管理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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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化管理 

先公家再民間 

專業化運作 

明確指令與方向 

單一聯絡窗口 

民間資源的管理與運用 

圖片說明： 
610水災時，由教會系統協助關心關懷入住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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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資源的管理與運用 

圖片說明： 
莫拉克風災後，部分民間單位欲捐贈物資物品，由社會局協助評估受災情
形，並媒合捐贈物資至所需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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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協調者 

互信的夥伴關係 

公平的裁量者 

民間資源的管理與運用 

圖片說明： 
610水災時，由社會局主政，召開協調會，並統管各
民間單位之任務與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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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社會局主政邀集民政局、區公所、衛生所、里長、民間團
體進行聯繫會議，統合並說明年度災防整備業務情形。 

民間資源的管理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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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於避難收容所中成立聯合服務處，提供中央、縣市府各局
處及相關民間團體進駐提供整合性之服務。 

民間資源的管理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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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與限制 

 依法行政- 

公部門受限於各項法令，如政府採購法、公益勸募法、
災害防救法等各項法令…在引入民間單位進行合作的機制
下仍須合乎依法行政規定。因為災害過後，還有審計、
監察、主計、議會等單位之查核與後續檢討機制正等著… 

 

 互信雙贏還是焦點轉移- 

再引入民間資源投入服務後，究竟是互信雙贏或是焦點
轉移？例如辛苦的投入工作，媒體之焦點卻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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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民間資源應把握之原則(5W+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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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志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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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願服務： 

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律責任，
秉誠心以知識、體能、勞力、經驗、技術、時間
等貢獻社會，不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
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益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
(志願服務法) 

 

 志願服務者(志工)：對社會提出志願服務者。 

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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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與防救災業務的關聯 

 「災害」，是我們必須面臨且面對的一個多重問
題，身為防救災業務承辦人員的我們，往往面臨
問題接踵而來，但受限於人事、預算與數不清的
交辦事項而分身乏術。 

 

 政府單位受限於法令、編制人力、經費及預算等
各項限制，志願服務組織(者)的投入，可有效的協
助及解決短時間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及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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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組織(者)的特色 

 受熱情、使命感與榮譽感影響 

 具有服務大眾的精神與使命 

 較為彈性與自由的服務時間 

 不以營利為目的 

 自願協助，無償提供 

 快速連結與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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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潛在資源 

 制定行銷策略 

 激勵參與意願 

 系統化建檔與管理 

服務專長 

服務時間 

可配合地點 

 提供行政支援 

提供經費 

技術支援 
內政部重大災害志工整合網絡平台

http://rvisweb.tist.com.tw/index.jsp 

志願服務組織(者)的管理與運用 

服務前期(平時)具體作法 

可提供資源 

運用時機 

教育訓練 

培訓與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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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服務 

 導正服務方向、教導志工理念 

 專人主責 

提供統一訊息 

平等與一致性對待 

單一聯絡窗口 

服務中具體作法 

 確立任務與分工 

 依專長提供服務 

 完整紀錄 

服務時數 

服務內容 

服務情形 

志願服務組織(者)的管理與運用 
31 



 感謝與表揚 

提供感謝狀、服務證明 

公開表揚績優志工與績優服務事蹟 

 肯定服務成果 

 發表志工佳績 

 追蹤輔導 

 經驗分享與傳承 

志願服務組織(者)的管理與運用 

服務結束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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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協調者 

互信的夥伴關係 

公平的裁量者 

教育者 

陪伴者 

監督者 

政府單位運用志願服務組織之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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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光靠衝動是不夠的，必須靈活運用金錢、
政治影響、媒體使用、工作人員等資源… 

 明確的目標需求 

 眾多的參與人數 

 有影響力的領導者 

 足夠的經費支持 

 利用空餘的時間 

 爭取外界的支持 

 建立溝通的系統 

莫拉克風災時，各方青年志工投入救災物資中心進行協助。 

運用社會運動理論策略來開拓志願服務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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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目標需求 

透過某種理念或目標的公開
訴求，來凝聚志同道合的參
與者，喚起大家為了共同的
理想而奮鬥。例如高雄世運
會、莫拉克颱風。 

運用社會運動理論策略來開拓志願服務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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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的參與人數 

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必須人數眾多，而且有組織，對社
會大眾的影響力始能提高，成功的機會也比較多。循此，
志願服務人力的開拓，必須動員更多的志工伙伴與志工
團隊，大家共襄盛舉，有組織有計畫的推動工作。 

運用社會運動理論策略來開拓志願服務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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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響力的領導者 

社會運動需要一個具有影響力的領導人物或領導團體來
帶動，以便發揮組織的功能，有效掌握整個推動過程的
順利進行，並擴大影響力量，號召更多人力參與。 

例如：邀請市長、藝人來號召或擔任代言人。 

運用社會運動理論策略來開拓志願服務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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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的經費支持 

必須有足夠的財源，以便有效進行宣傳及推展服務，至有
效的籌募財源或對外爭取相關資源贊助，比較容易推動。 

利用空餘的時間 

社會運動需要有時間的人來參與推動，如果參與者沒有時
間，其持續性必大受影響，至志願服務人力的開拓，必須
優先動員比較有時間的人來參與，例如家庭主婦、退休人
員、學生等… 

運用社會運動理論策略來開拓志願服務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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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外界的支持 

志願服務人力的開拓，除了匯集志工團隊本身的力量外，
可爭取學術界、民間團體等的支持。例如設置誘因、獎項、
福利等等，鼓勵有意願擔任志願服務者能持續投入服務。
例如爭取企業贊助績優志工表揚活動。 

建立溝通的系統 

運用大眾傳播媒體與資訊網絡，建立有效的溝通管道，以
利聯繫、協調、說明及宣導，從而凝聚團體意識形成集體
行為。例如將感人的志願服務事蹟，透過媒體報導，以影
響更多人投入志工服務。 

運用社會運動理論策略來開拓志願服務人力 

39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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