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委託

臺灣公共治理研究中心舉辦「跨域治理人才發

展工作坊」培訓課程，於民國 103 年 12 月 22

日假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舉行，以災害防救為

主題，總計有 53 位來自內政部、衛生福利部等

機關與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等地方政府相

關單位參與演練及討論，以提升各級機關對災

害認知與跨域合作的能力。

跨域治理人才發展工作坊
活動紀實

林本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專員

隨著環境情勢快速變遷，政府面臨多元、

複雜的議題，必須透過跨域合作才能發揮治理

效果。「跨域治理」是指跨轄區、跨專業、跨

機關組織藩籬的整合治理模式，「模式」包含

與不同政府部門、不同層級機關乃至與非政府

組織間的合作，範疇則涵蓋業務協調與分工、

資源整合共享、指揮體系建構等面向。政府機

關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唯有透過優質的跨域

圖 1　活動當天與會來賓及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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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合作方式，才能提供最佳的公共服務品質，

以回應民眾的需求。

活動當天邀請到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

系教授李鴻源擔任專題講座，李教授指出，臺

灣因地理位置特殊，常面臨颱風、地震等天災

威脅與破壞，然而受限於法規與政治等因素，

使得政府面臨極大挑戰與困難，他特別在演講

中提出，面對未來不可測的氣候災難，「國土

規劃」是最有效的根本防治辦法，另需導入「防

災型都市更新」，以及「災害深耕計畫」等重

要政策；並建議政府面臨各項可能的災害問題，

運作思維要改變，各機關要建立夥伴關係，彼

此間要進行跨域防災治理對話機制，以提升政

府災害應變能力，降低民眾災害損失。

本次工作坊採「分組個案演練」的方式進

行，分別以「地震類型複合式災害」及「緊急

傳染病災害救助」等 2 項議題進行演練。每一

個場次都由學養理論與實務兼具的觀察員觀察

與記錄討論狀況，並即時回復學員的問題。在

「地震類型複合式災害」議題部分，現場就「災

中應變」階段，討論為發揮救災成效，應該優

先掌握哪些資訊、相關資訊應如何取得與整合。

在「災後復原」階段，也針對重大震災之後，許

多災民的身分證、駕照、健保卡、護照、提款

卡等重要證件遺失，造成諸多生活困擾，政府

應如何協助災民渡過難關等相關議題進行演練。

另在「緊急傳染病災害救助」議題部分，

現場就「疫情入侵前」階段，討論兩岸因人員

交流、往來頻繁，當疫情訊息獲得確認後，為

避免讓病毒進入臺灣，政府各機關該如何通力

合作、跨部門協調的具體做法有哪些。其次在

「疫情入侵後」階段，政府應如何進行跨部門

協調，以有效防止疫情擴散等，深入進行情境

模擬演練。

各分組在討論結束後，發表演練成果，並

由具有災害及危機處理、都市規劃、河川水利、

感染權益保障、災難醫學等專長領域的專家及

學者擔任講評。其中，前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

制局副局長林頂（現任財團法人臺灣紅絲帶基

金會秘書長）擔任總評，林秘書長肯定本次演

練成效，及公務人員對災害處理的業務能力。

他建議政府應建立「平時」及「變時」因應機制，

以提升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平時」階段，

政府各機關應做好災情預防、資源整備，及建

立公務部門、學術界、業界與民間組織夥伴關

係；在「變時」階段，政府各機關應建立齊一

化指揮系統，以利災害發生時的有效指揮，讓

災情掌握及風險溝通等機制的運作更為順暢。

本次課程讓當天來參加工作坊的公務人員

有相互交流並分享實務經驗的機會，對政府各

機關後續災害的防治管理有更深體驗，有助於

整合政府內部資訊，與民眾做好雙向溝通，提

升公務人員對跨域治理及災害防治的知識與應

用。圖 2　分組個案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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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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