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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NTU)自 2010年 1月 21日成立巨災風險管理研究

所(Institute of Catastrophe Risk Management；ICRM)，成為亞

洲地區針對災害多重性管理及巨災風險管理的領先研究機構。

該研究所希望能幫助區域和國際社會更加了解天然災害(如地震、

海嘯、火山爆發、颱風、洪水、乾旱等)，以及包括傳染病和恐

怖主義等非傳統風險的風險特點。ICRM致力於與世界各地的研

究機構、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和金融業等合力發展亞洲巨災風

險模型，並建立行業標準和指數，以反映亞洲巨災風險的獨特性。 

自成立以來， ICRM 已舉辦五次座談會，會議主題包括： 

 2010年首屆座談會介紹 ICRM及其研究領域和教育之議題。 

 2011座談會專題探討食品與水安全，及氣候變遷所產生相關

風險的影響。  

 2012年座談會的重點是“黑天鵝”式的事件，即所發生之重

大災害超乎規劃者、決策者、風險分析師或研究人員想像與

預期範圍。 

 2013座談會強調不斷進化的風險，針對亞太地區發生極端巨

災事件，社會、政府、保險/再保險和金融行業如何面對此類

巨災事件。 

 2014 年座談會的主題在探討亞洲天然巨災的資金籌措 - 民

營機構、政府部門與監理單位於天然巨災風險管理所扮演的

角色。 

今(2015)年舉辦的第六屆巨災風險管理國際座談會，會議

主題為「亞洲大城市及其進化的風險-這些風險是可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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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Cities of Asia and their Evolving Risks - Are these Risks 

Manageable?) 」。主要著重於大城市(居住人口超過 1,000萬以

上)的發展，和其因人口集中、基礎設施、經濟及社會政策等影

響所不斷發展出來的特殊風險。 

本年度 ICRM 座談會之與會講者及聽眾主要為新加坡產官

學界代表，另外臺灣、日本、孟加拉、美國、英國及蘇黎世等之

國際組織、學術界和專家代表也受邀發表專題演講，為期 2 天

的座談會於 2015年 4月 23日至 24日假新加坡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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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紀要 

旨揭 2015 年 ICRM 第六屆巨災風險管理國際座談會之重

要議題內容摘要如下： 

一、 Joys,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Living in one of Asia’s 

MegaCities – Evolving Risks and Rewards 

(一) 主題: 居住在亞洲大城市的喜悅、考驗和苦難–進化的風險

和報酬 

(二) 主講人: Prof. Haresh C. Shah 

Shah教授是風險評估與地震工程領域之先驅，其為國際知

名風險評估公司(Risk Management Solutions, Inc.；RMS)

之創辦人，且為美國史丹佛大學之名譽教授與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學巨災風險管理研究所之諮詢委員會創始主席。 

(三) 摘要: 

1、 亞洲的大城市 

    全世界城市人口集中度最高的地區在亞洲，亞洲地區

大城市成長率遠高於其他地區（約每 13年就倍增）。預測

2020年全世界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口數將超過 6.5億人。 

    大量人口從鄉村移居到城市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尋求

較多的就業機會、擁有良好的教育及居住品質。 

    但以孟買為例，其人口數超過 1,700萬，經統計發現

超過半數的人是居住在貧民窟，此外許多亞洲的大城市也

有相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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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2015年第 6屆巨災風險管理國際座談會 

2、 亞洲大城市的現狀 

    目前這些城市多數為全球經濟成長的重要樞紐，促進

國內和國際的發展。由於充滿了高技能但價格合理的勞動

力，資金和投資快速成長，所產生的營收甚至影響了周邊

區域，成為潛力無窮的投資環境，更是充滿了各式各樣的

發展機會。 

    然而同時存在許多社會與經濟問題，例如：貧富差距

變大、文化與宗教的衝突、更加的貧窮導致貧民窟的增多、

大多數人生活品質惡化、社會和人身安全漏洞的增加，以

及包括個人、社會和經濟穩定性風險的增加。 

3、 所面臨的風險及潛在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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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有天然災害和人為災害發生時，可能造成的損害及風險

將大幅增加。 

(2) 由於對水、能源及土地等天然資源的高度消耗，增加了環

境和生態的脆弱度。 

(3) 不當的土地利用會增加因洪水、地震引起的地層移動、山

崩和海嘯的脆弱度及風險。 

(4) 作為全球經濟成長的重要樞紐，其業務及發展與其他世界

主要經濟體緊密相連，如一旦發生業務中斷，其影響範圍

不僅止於該區域或國家，甚至擴及國際。 

4、 減少風險所要面對的挑戰     

(1) 更完善的風險治理。 

(2) 教育居住民相關的風險和減災策略。 

(3) 政府應該讓居住民清楚地認知暴露在風險下的情形、可能

造成的損失程度，及其他可能發生的生命傷害、財產損失

等風險。  

(4) 更好的土地利用規劃。 

(5) 發展容易取得及提供的創新型保險商品，以減輕個人、企

業、當地政府和國家的經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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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Resilience in Taipei 

(一) 主題: 臺北的減災和復原力 

(二) 主講人: 施顏祥教授 

     施教授曾擔任中國民國經濟部部長，現任中原大學講座教

授、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董事長及總統府國策顧問。 

(三) 摘要: 

1、 臺灣的天然災害及造成的損失 

    臺灣向來是颱風、洪水、地震、坡地崩塌等天然災害

頻繁的地區，依據 2005年世界銀行所公佈的資料顯示，

臺灣有百分之七十三的土地可能遭到三種以上天然災害

的侵襲。 

    經統計臺灣地區 1980年到 2010年所發生前 10大經

濟損失的天然災害及巨災，其中 1999年集集地震的經濟

損失高達 140 億美元，另外 9 個颱風事件的經濟損失合

計 72.2億美元。 

資料來源：2015年第 6屆巨災風險管理國際座談會 

2、 危害警示及行動 App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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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淹水警戒 App：可查詢區域降水量及淹水地區，並在預測

該區域未來 6小時降雨量達警戒值時，會發送淹水警訊通

知給行動裝置。 

(2) 環境地理 App：為有效管理山坡地開發利用及防治坡地災

害的發生，臺北市政府辦理山坡地環境地質調查，並建置

有「坡地 e 指通」App，可利用手機查詢環境地質資訊，

認識自己居家週邊的土地。 

(3) EEW 地震速報 App：當地震發生時，地震自動速報系統

(Earthquake Early Warning；EEW)於主機收到氣象局的

警報後，會發送通知給行動裝置。依地震發生資訊和使用

者地點，可計算出預估震波抵達時間，然後開始倒數。 

(4) Google 臺灣災害應變資訊平台：透過網路及時掌握災害

情報，整合颱風、土石流、地震、道路封鎖及淹水等防災

示警資訊，讓人可瞭解所在位置承受的災害示警以決定應

變作為。 

(5) 公開危害及風險資料(Open Data)：以公共利益由優先考

量，由政府機關公開颱風警報、豪大雨特報、地震報告、

海嘯資訊、淹水、河川高水位、水庫洩洪警戒及土石流警

戒等資訊，有助預警的有效性及簡化示警任務，並可得到

更多的支援。 

資料來源：2015年第 6屆巨災風險管理國際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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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民眾及企業的聯合防災：由政府單位防災資訊服務網發送

淹水警訊給民眾或企業，這些民眾或企業再以網路或電話

方式回報淹水災情，其中便利商店及加油站可分別透過收

銀機系統、電子看板協助發佈自主防災傳播訊息。 

3、 災害監測及災害模型：例如土石流觀測站即時影像、以光

達技術(LiDAR)監控大規模崩塌地形、以淹水模型進行極

端洪水事件的情境分析等。 

4、 土地利用調適 

調適策略 設計及危險評估 

 

土地利用計劃及風險

溝通 

法令規定 

 

氣候變遷的調適 

環境保護 

地質法 

災害防救法 

訂定新法令時應將災

害防制及減輕列入考

量 

重新檢視現有的法令 

空間規劃 巨災情境 

危害地圖 

風險地圖 

高風險區災害防制策

略的設計 

發展風險及危害資料

庫 

設計審議 復原力社區 

公共設施空間（防災

公園、滯洪池） 

將城市設計重新檢視

結果列入非城市地區

開發時的考量 

開發管制與

創新 

公開災害資訊 

居住民的參與 

創新設計（智慧型建

築、綠樹） 

開發時應將衝擊減至

最小 

土地利用規定及建築

相關法規應列入城市

計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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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險、營運持續計畫(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BCP)

與營運持續管理 (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

BCM) 

(1) 地震險、農業天災險、巨災險等保險。 

(2) 公家機關及私人機構應訂定營運持續計畫與營運持續管

理，或 ISO22301、ISO31010、ISO31000等標準管理。 

6、 結論 

(1) 針對臺北地區可能遭到地震、洪水、坡地崩塌等天然災害

的侵襲，發展各類監測及早期預警系統(Apps)，能確實有

效減低災情，以及提高民眾對災害準備的意識。 

(2) 災害管理除工程考量外，還需要國家整體空間規劃。 

(3) 開放數據(有關災害資料)對於新增災害防制服務是非常的

重要，能夠幫助減低危害及對大眾風險訊息的傳遞。 

(4) 臺灣在資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以及災害防治方面都有很優秀的經驗，

相關資訊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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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ainstreaming Resilience Parameters in MegaCities: 

From Concepts to Implementation 

(一) 主題: 大城市的主流化復原力參數：從概念到執行 

(二) 主講人: Dr. Fouad Bendimerad 

Bendimerad 博士是地震及大城市倡議(Earthquakes and 

Megacities Initiative；EMI)的董事長，EMI是由研究減災管

理的學者、科學家及從業人員所組成的國際科學組織。  

(三) 摘要: 

1、 主流化的觀念 

所謂主流化災害風險減少(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是指整合公家機關和私人機構對執行風險管理的

標準作業及治理的程序。 

主流化可以為風險決策提供共同且一致的架構，以有

效區分任務、職責和資源。一般而言，由政府來主導減災

管理策略、程序、規劃和活動，是最有效的執行方式。 

    資料來源：http://emi-megacit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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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復原力的總體規劃 

    為災害風險管理活動的長期規劃，EMI提出的城市復

原力總體規劃 (Urban Resilience Master Planning；

URMP)，主要依當地政府的核心目標，並遵循國際風險管

理標準而進行。 

    EMI 的主流架構就是透過 URMP 來決定各關係人的

分配角色和職責以優化資源，並提供決策者決定減災方案、

項目和活動，及規劃執行進度，整體規劃結論提供政府單

位編列預算後執行。 

       資料來源：http://emi-megacities.org/ 

3、 2012 年~2013 年菲律賓奎松市專案(Building a Disaster 

Resilient Quezon City Project) 

    此專案目標在於評估暨調整奎松市現有的災害風險

減少和管理(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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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RM)的投資和資源符合國際標準，由市政府建立符合

災害風險減少和管理標準要求的體系，擬定 DRRM草案、

政策、程序和功能，並施以專業訓練課程以確實執行。 

    在DRRM計劃發展過程中需要關係人充分參與討論，

不同領域的專家會開發科學的數據和分析，並指導工作組

成員進行資料的收集、解釋、討論和建議。另外由 EMI和

奎松市的官員共同組成功能性專案小組，如此才能有效確

保專案的執行、討論及決定。 

    本專案已完成及交付的有奎松市風險地圖、緊急管理

培訓計劃、危害、脆弱性和風險評估報告、奎松市災害風

險地理空間資料庫和用戶手冊、情境評估報告、法律和規

定的調適、土地利用規劃和建設規範與標準，及 DRRM地

理資訊系統等。 

4、 總體規劃在過程中可能面臨的挑戰 

(1) 規劃時程表既冗長又繁瑣。 

(2) 利害關係人和政策決定者的參與。 

(3) 執行時由於需要新的願景和改變既有的方式，期間可能會

遇到對變革的抵制。 

(4) 控制過程仍可能有所不足。 

(5) 需要領導階層和政策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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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Urbanisation: A Trend where (Re)Insurance can Support 

with Risk-Solutions 

(一) 主題: 城市化：(再)保險幫助風險解決的趨勢 

(二) 演講人：Mr. Thomas Peter 

Mr. Peter擔任慕尼黑再保險新加坡分公司的首席承保主管 

(三) 摘要: 

1、 城市人口的發展 

    2014年全世界人口數約 72億人，聯合國預測到 2050

年時全世界人口數將成長到 96 億人，主要是開發中國家

的城市人口密度增加，尤其是中國和印度。 

    由於城市人口的成長，超過 1,0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

市數也隨之增加；2015年有 28個大城市，預測 2030年

將達到 40個大城市。 

資料來源：2015年第 6屆巨災風險管理國際座談會 

 

2、 大城市的風險及對(再)保險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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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殊風險情況：潛在的風險 

I. 天然巨災，例如：1906年舊金山地震、2011年泰國洪水。 

II. 技術上及結構上的巨災，例如：2001 年 9 月法國土魯斯

(Toulouse)氨肥化工廠爆炸、2015年阿姆斯特丹大停電。 

III. 流行病及傳染病，例如：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2009年禽流感(H7N9)、2014伊波拉病毒(Ebola)。 

IV. 社會/政治風險及恐怖主義，例如：2001紐約 911事件、

2010年及 2014曼谷紅衫軍抗議事件。 

(2) 都會區加重了天然巨災的損失 

I. 由於城市路面高度密封，大雨驟降不易滲進泥土中，增加

了淹水的風險。 

II. 大城市的社會結構可能會發生災後管理的其他問題(社會

動盪、犯罪)。 

III. 氣候變遷將增加暴風的強度，再加上因氣候變遷所引起

的海平面上升，將顯著加劇暴風雨所造成大浪的危害。 

(3) 大城市的化工廠爆炸 

    以 2001 年 9 月法國土魯斯(Toulouse)氨肥化工廠爆

炸為例，造成 30人死亡，2,240人受傷，經濟損失 23億

歐元，保險損失 19億歐元，理賠案共計 75,000件。 

3、 (再)保險業所扮演的角色 

(1) 增加大眾風險意識：增加大眾對天然巨災風險意識、將風

險透明化、積極分享大城市的建築知識、提供地理空間編

碼(Geo-Coding)等工具。 

(2) (再)保險可幫助的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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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傳統(再)保險：人身、疾病及意外等壽險、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團體保險、建築工程保險、巨災險等。 

II. 新式(再)保險：巨災債券及氣候衍生性產品等風險轉移產

品、微型保險、為地震風險所開發的土地價值保險或以地

震規模及深度為參數商品(cat in the box) 、以全世界流行

病急救設備或災害減輕或城市應變力計劃等為標的的保

險。 

(3) 雖然(再)保險業可提供多樣的保險方案，但目前亞洲國家

的保險滲透率卻是非常低，以致大型事件發生時，對國家

財力損失極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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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心得 

一、 由本次研討會主題來探討尼泊爾地震 

    2015.4.25 尼泊爾發生地震規模 7.8 強震，繼於

2015.5.12發生地震規模 7.4強震，震央均接近首都加德滿

都。前者經官方統計，迄今死亡人數逾 8,000 人，受傷人

數逾 21,000人，房屋全倒數逾 500,000戶；後者則尚未公

布統計數字。二事件的經濟損失尚無法估算。 

    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雖尚未達大城市規模，但尼泊爾

地震所造成重大傷亡及損失之主要原因，正與本座談會所

討論內容相符；亞洲大城市於重大災害發生時，由於多老

舊建築物嚴重倒塌，及人口密度高救災不易等原因導致災

情嚴重，相關研究均強調亞洲地區應確實規劃並執行防災

型城市更新，及防災社區、防災校園等減災及災害防制作

業，並建議採用保險來減少政府救災經費及人民財產損失。 

    本基金為臺灣住宅地震保險制度的中樞組織，除承擔

及管理住宅地震保險，並積極辦理住宅地震保險宣導業務、

參與縣市災害防救深耕計畫及防災社區活動。其中持續研

議針對地震高風險地區全面性推廣地震險，亦即寄望增加

住宅地震保險之投保率以減少民眾財產損失。 

二、 大數據趨勢 

    由於現代社會社交網路、手機 3C 產品及各類監測感

應系統等的普及，來自各管道的資料大量產生。如何快速

應用軟硬體處理海量資料，進行數據分析及資料研究等智

慧型防災，是現在減災及災害防制的新趨勢。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5%BE%B7%E6%BB%BF%E9%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5%BE%B7%E6%BB%BF%E9%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5%BE%B7%E6%BB%BF%E9%8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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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參與本次座談會的專家學者表示，在進行研究過

程遭遇最大困難在於資料數據的取得及正確性。臺灣政府

目前所進行的資料開放政策(Open Data)，正希望經由開放

數據提供國內外公家機關及私人機構研究，將災害資料轉

化為可用的預警資訊，災情資訊經過即時分析，可以協助

各單位或民眾快速掌握災情，增加應變及救災速度，全力

發展智慧型防災，也希望經由臺灣發展模式，可以提供國

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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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15年第六屆巨災風險管理國際座談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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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會場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