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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參訪地點介紹 

一、 松島震災復興船 

1. 地理位置： 

松島灣位於日本東北地區宮城縣內，被譽為日本三景及世界上最美麗的海岸

之一，並且擁有悠久的歷史，其名字源自於灣內的 260 多座小島中鬱鬱蔥蔥的松

樹。 

    

(圖片出處：圖左 https://www.bugi.tw/2019/01/fukushima-itinerary.html、 

           圖右 https://www.promotions.com.tw/miyagi2018/ ) 

 

2. 歷史起源： 

松島灣這猶如日式山水盆景的地形是在距今大約 7,000 年前形成的，可以追

溯至繩文時代(※日本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前期。冰河時期以後地球暖

化，海平面上升並淹沒了陸地，造就了松島灣的群島地形，直至今日。 

 
(圖片出處：https://hands-on.sendai-matsushima.com/zh-tw/material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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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形特色： 

松島灣是個東西寬約 10 公里、南北長約 8 公里的小海灣，灣內有超過 260

個小島，這些小島的形狀各異，有的像是鳥巢、有的像是龍的背脊，或是形狀如

同武士鎧甲的鎧島(下圖左上)，形狀像是仁王叼著煙草端座的模樣的「仁王島」

(下圖右上)，以及海浪敲擊島上四個洞穴發出有如撞鐘聲響故得其名的鐘島(下圖

右下)，令伊達政宗深深著迷的千貫島(下圖左下)，它們在灣水的映襯下，散發出

一種神秘而迷人的美感。 

        

        

(圖片出處：圖左上、右上 https://taitai.com.tw/japantravel-miyagitravel-matsushima/ 

        圖左下 https://www.nippon.com/hk/guide-to-japan/gu900004/ ) 

 

4. 自然生態： 

松島灣還擁有豐富多樣的海洋生態系統，灣內的水域非常清澈，水底可見各

種魚類和海洋生物，也促使當地養殖漁業及捕撈漁業興盛，例如：牡蠣、海帶…

等，感受水產的魅力，並且可以透過船上觀光活動，欣賞其豐富的海洋生態及壯

麗海岸線，藉此與海洋對話。 

  
(圖片出處：圖二 https://hands-on.sendai-matsushima.com/zh-tw/contents/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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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季變化： 

松島灣隨著四季的變化展現出不同的風情；春季，松樹嫩綠的枝葉與櫻花的

盛開相映成趣，讓人仿佛置身於童話世界；夏季，灣內清新的海風和湛藍的天空

給人一種涼爽的感覺；秋季，松樹的葉子轉紅，灣水反射出五彩斑斕的秋天景色；

冬季，整個灣域被白雪覆蓋，給人一種純淨而寧靜的感覺。    

  

  

（圖片出處：圖右上 https://www.travelerluxe.com/article/desc/230008376、  

            圖左上 https://tabicoffret.com/article/79945/#google_vignette、 

            圖右下 https://travel.navitime.com/ja/area/jp/guide/ITT11200/、 

            圖左下 https://travel.ava-intel.com ） 

 

6. 311 震災： 

松島是一個風景優美且繁榮的地區，以其美麗的海灣和景觀而聞名，居民們

以漁業和觀光業為生，並享受著寧靜的、與大自然共處的生活。然而，311 震災

的發生顛覆了這一切，地震引發了強烈的海嘯導致沿海地區遭受了損傷和大規模

破壞，許多居民不幸喪生或失去家園，整個地區瞬間陷入了混亂和悲傷之中。 

  

（圖片出處：東日本大震災における松島町の被害状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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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災後重建： 

松島居民並未向這場災難屈服，他們團結起來並開始努力重建和復興，透過

政府及各國提供的援助資金和行動支援，以幫助居民重建他們的家園和生活，共

同努力將松島人重新帶回軌道。他們不屈不撓地重建了家園和景點，經過多年的

努力，終於恢復了往日的美麗，延續這具有豐富歷史文化故事和壯麗自然景觀的

地方。 

          

 （圖片出處：https://hands-on.sendai-matsushima.com/zh-tw/materials/05/） 

 

8. 復興再生： 

家園修復後伴隨的是重啟地方經濟的使命，而透過遊覽海灣來了解震災的說

書人遊輪就這樣開始了。秉持「如果一直說下去，能讓更多生命得救的話。」將

海嘯記憶持續傳承下去的說書人帶領著後人經歷、體會、感受、學習並警惕著，

人生無常，明天並不一定會一如既往地到來，所以要好好珍惜每一天，並且對大

自然抱持著一顆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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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宮城縣松島自然之家 

1. 基本資料 

     (1) 地址：〒981-0412 宮城縣東松島市宮戸字二ツ橋 1 番地 

     (2) 電話：0225-90-4323（總務/支援） 

     (3)E-mail：mtyagai@pref.miyagi.lg.jp  

  

2. 現況 

    松島自然之家位於宮城縣東松島市宮戶島，該地為宮戶小學校之舊址。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的東日本大震災(311 地震)發生時受到嚴重損害，當時該地之主樓被

海嘯直接襲擊摧毀，室外設施被沖走。相關損失估計為 20 億日元。由於當天沒有

使用者，該單位 11 名工作人員於海嘯來臨時前往屋頂上避難並過夜，第二天才被

日本自衛隊的直升機救出，所有人都安全。 

    現有之建物設施為災後之善款挹注而重新興建，並於 2011 年完工，計有可供

住宿、膳食及研習場所的二層樓建築本館、體育館(可兼為災時周邊社區民眾之避

難所)及戶外活動場域等三大部分設施。提供民眾、學生野外炊事、創作、防災與

大自然體驗，以及食宿等各項服務與課程。 

 

mailto:mtyagai@pref.miyagi.lg.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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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活動課程 

 

 

 

 

 

 

 

 

 

 

 

 

 

 

 

 

 

 

 

 

       

防災教育相關專案 

繩索工作、簡單的避難所設置、筷子製作、救援和運輸經驗、

廢品（牛奶盒、報紙、紙板等）的利用、防災烹飪（塑膠袋

烹飪等）、空罐燈製作、篝火體驗、搭建帳篷等。 

戶外烹飪 披薩、麻花麵包、素麵、米飯烹飪、荷蘭烤箱烹飪等。 

創作活動 
製作烤板、貝類和浮木工藝品（與防災有關）、製作筷子、

製作空罐頭和燈籠等。 

溝通與關係建立 MAP（宮城冒險計劃），休閒遊戲。 

新運動 滾球、獨角球、地面高爾夫、沙狐球等。 

自然體驗遊戲 自然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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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東松島防災倉庫 

1. 基本資料 

       (1)地址：〒 981-0505 宮城県東松島市大塩字山崎 5-1(日本東松島市鷹來之森運 

動公園內) 

       (2)電話：0225-82-1111 

        

                  東松島防災倉庫外觀                東松島防災倉庫內部 

2. 現況 

(1) 儲存倉庫的準備 

    東日本 311 大地震中，受海嘯影響，約 36%的城市面積被淹沒，需要自救

互救做好準備。許多物資被沖走，疏散中心的物資短缺，直到救援物資到達。

根據這項經驗，為了快速向疏散中心供應物資，分散災害帶來的風險，於 2012

年 10 月制定了「防災儲備計劃」。災後立即設立以下類型的儲備倉庫，直至救

災物資到達（假設 3 天），維護工作正在進行中。防災儲備包括災後三天所需

的最低限度必需品，例如食物、飲用水和生活必需品，以及疏散中心運作所需

的材料和設備。食物和飲用水的儲備量是根據城市內海嘯淹沒的假設，根據淹

沒地區的人口計算的。同時也儲備奶粉、口罩、毛毯、簡易睡袋、紙尿褲、衛

生用品等。詳情請參閱的「東松島市防災物資狀況」。 

    東松島市開發一系列的防災基地，它是一個可以生存至少三天的設施。首

先，東松島市建造一個大型的儲存倉庫（基地在高地上設立了一個儲存倉庫），

也就是「東松島防災倉庫」。作為避難中心補充物資和接收救災物資的基地，

位於鷹來之森運動公園內，該公園位於市中心，地勢較高，沒有海嘯的危險。

儲存了全市約 50%的防災物資。  

    A：規模：鋼構一層建築，建築面積 1,498.17 平方公尺 

    B：工程總造價：199,400,000 日圓 

    C：財務來源 

    社會資本發展綜合補助 108,100,000 日圓 

    一般財源 91,300,000 日圓 

    D：啟用日期：20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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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為對抗海嘯建立 14 個地方防災倉庫（區域儲備倉庫）。當接收到大

量撤離人員時，會在各小學、國中、高中校園內設立的倉庫，迅速為撤離人員

提供物資。 

    此外，在市內八個區的市民中心、市政廳等處，總共建立了 10 個分散式

倉庫。是小學、國中和高中以外的避難中心，在市內八個地區、市民中心和市

政廳等海嘯時洪水風險較低的地區，設立為避難者提供物資的倉庫。這些防災

基地儲備基地及儲備倉庫的維護管理費（2020 年度總計：3,401 萬日圓） 

     (1) 食品、飲用水等的更新：23,846 千日圓 

     (2) 設施管理外包費等：10,164 千日圓 

    其中，防災基地保管基地（1 處）部署儲存物資的基地，為有大量撤離人

員的疏散中心補充物資。位於市中心，建於海嘯淹沒區外山丘上的鷹來之森運

動公園內。此處，也是本次參訪的主要東松島防災倉庫。各防災倉庫的分佈位

置圖及東松島防災倉庫的詳細位置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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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公共援助進行儲存 

    在倉庫進行儲備，是為了補充自助、互助所提供的儲備物資等。在災後，

倉庫中儲備了食品、飲用水、生活必需品等生活保障、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資，

以及疏散中心運作所需的物資和設備，並努力妥善維護、管理和更新，以便能

夠滿足日常所需的供應。同時也特別考慮為發生災難時需要特別照顧的人、婦

女以及過敏人群儲備物資。 

(3) 預計人數及庫存數量 

    就預期人數而言，東日本大地震已經過了 13 年，在發生災害時儲備食物、

飲用水等的家庭比例已上升至 70%左右，災害的影響和速度也隨之增加。海嘯

減弱、破壞力減弱、在沿海海堤、運河堤防、縣級高地和城市道路等多層防禦

設施建設完成的基礎上，預估收容居民人數將達到 12,000 人，約佔全市人口

的 30%。此外，庫存量將是預計 12,000 人災後三天所需的量。 

     12,000 人✕3 天✕3 餐（米）=108,000 餐（米） 

    以上述儲存數量為標準，但我們會繼續向市民呼籲儲備糧食的必要性，提

高意識，逐步過渡到自助、互助，並會不斷地檢討。 

(4) 庫存物品及數量 

在儲備物品方面，選擇從災害發生到救災物資到達期間急需的食品、飲用水、

生活必需品等物品。 

     A：食品 

米飯是日常生活中的主食，特別是白米，用於煮飯，並且易於準備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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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還將納入考慮到嬰兒、老年人和接受治療的人的類型。庫存數

量：12,000 人*3 餐*3 天=108000 餐，其中考慮嬰兒、老人、就醫人員的

餐食。此類人在本市人口（0 歲、1 歲、75 歲以上）平均 6,150 人*5%*3

餐*3 天=3,000 餐 

     B：奶粉 

決定為嬰幼兒儲備它，並分成小份以方便使用。也將儲備抗過敏奶粉。 

庫存數量：此類人口（0 個月到 12 個月）約 260 人*2 瓶*5 餐*3 天=7,802

瓶。*細分（10 支）型，調整為每支 100ml。抗過敏奶粉此類人口（0 個

月到 12 個月） 約 260 人*4%*2 瓶*5 餐*3 天=312 瓶。 

     C：飲用水 

庫存數量：為了方便使用，容器採用 500ml 的塑膠瓶。12,000 人*6 瓶（3

公升）*3 天=216,000 瓶（108,000 公升）上述物品與數量，可滿足基本飲

用水與糧食所需。生活必需品等物品，多而繁雜，不再一一說明，其中包

括日常生活用品、發電照明用品、機器設備用品、醫療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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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說明 

一、 松島震災復興船 

    本次參訪行程由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邱仁杰副司長帶隊，率領資科司同

仁及教育部建構韌性防災校園與防災科技資源應用計畫之國立成功大學團隊，與

各縣市深耕於防災教育及防災特色學校之師長，共 34 名團員。 

    此次復興船傳承遊覽交流，透過實地參訪了解松島灣居民在 311 災時的應

變，以及災後的家園復興、災害傳承、防災鞏固作為。本次接待本團的傳承說書

人志賀女士，從介紹仙台戰將伊達政宗喜愛的島嶼開始說起，船啟航了，帶著我

們一一欣賞松島灣裡各個特色大小島礁，這一路前往松島漁市場的航行上，欣賞

松島灣擁有壯麗的風景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就像是一幅絢麗的畫作，綴以無數的島

嶼和絕美的海岸線。 

          

    然而，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的東日本大地震，松島也受到了地震的影響，

志賀女士細說著當天的情景，地震的當時正在船上，船正在灣外的海域，並沒有

感受到明顯的地震，但發覺到船逐漸漲高，而當船開回灣裡，水位明顯比以往的

高很多，當回到了陸上，聽著大家說著松島灣遭到近 10 公尺高的海嘯侵襲，許

多的小島都被海嘯淹沒了，所幸分散在灣內的大小島礁削弱了海嘯的威力，因此

讓當海嘯到達人口稠密的松島市區時，海嘯的高度只剩 2 公尺，所以我們都認為

「就是這些小島守護了我們呢！」志賀女士滿心感謝的說著，並在卡牌的最後特

別感謝臺灣 13 年前的援助，讓當地居民得到復興的資源及精神上的補給。 

    松島地區遭受了一場毀滅性的地震和海嘯，這場災難給松島和居民們帶來了

巨大的痛苦和傷痕。當時的災情不僅使松島地區的建築物遭受了大面積破壞，更

是造成了無數人失去家園和生命。然而，儘管面臨這樣的困境，松島的居民並沒

有放棄，他們齊心協力，展開了重建和復興的努力。 

    因此，防災成為了松島居民的重要課題。經過災害的摧殘，他們意識到必須

加強地震和海嘯的預防措施，不僅重新建造了堅固的住房和建築物，也設置了許

多公共防災設施和避難所。這些制度不僅使居民們在未來的地震中更加安全，也

為松島的觀光業帶來了新的活力。 

    觀光業是松島的一大支柱，而在災難後，重新開放這些景點對於松島的復甦

至關重要。當地政府積極鼓勵觀光業的發展，提供各種支持和優惠政策，吸引遊

客來到這片風光明媚的土地。如今，松島再次成為了人們心目中的旅遊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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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島不僅復原了，且以更強大的姿態重生。災難過去後，松島的居民們並沒

有深陷慘痛的回憶中，他們努力重建家園，恢復生活的正常。如今，他們不僅是

地震的倖存者，更是復甦的見證者。松島不再只是一個風景名勝，而是希望、堅

強和重生的象徵。 

          

             

    最後，朝氣蓬勃的志賀女士拿著紫菜蘇、海苔醬、烤魷魚…等松島灣當地特

產，推薦給成員們品嘗，除了展現當地豐富的特色文化、振興當地災後經濟發展，

也為松島灣居民在災後重生抹上一股堅毅韌性的色彩。 

 

 

 

 

 

 

 

 



19 

 

二、 宮城縣松島自然之家 

1. 防災烹飪（節能烹飪） 

    體驗如何在沒有電和水的緊急情況下做飯。 使用塑膠袋和生米進行烹飪。

簡單而省時的烹飪很受好評，除了災時可做緊急狀況料理之用，也可以在日常生

活中使用。 

    (1)一人份材料：白米 1/2 匙、水 1/2 匙、洗米水少量。 

    (2)作法： 

1. 加入少量的水到袋子後輕輕地搓揉乾淨。 

2. 將袋子縮口把洗米水倒掉。 

3. 暫時靜置吸收水分。 

4. 加入與米同等的水量。 

5. 將袋內的空氣排出後打結。 

6. 倒入滾燙的鍋內後加熱約 20 分鐘。 

7. 關火候維持悶煮 10 分鐘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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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罐燈籠製作 

體驗用空鋁罐製作自己的生態燈籠。可以從燈籠蠟燭的夢幻般的光芒中感受

到火的溫度和亮度，在災時停電的一片漆黑的夜晚，給予民眾一盞光明的希望。 

(1)材料：開口鋁罐 1 個、蠟燭 1 枝、粗、細圓錐各 1 把、圖案貼紙 1 張。 

(2)作法： 

1. 將圖案貼紙固定於鋁罐表面。 

2. 利用細圓錐沿圖案鑿洞。 

3. 利用粗圓錐於鋁罐上下方鑿出氣孔，以利空氣交換。 

4. 固定蠟燭，並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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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東松島防災倉庫 

1. 視廳導覽 

防災教育參訪團一行人抵達防災倉庫後，日方人員隨即帶領我們進行不大的

視廳室，要讓我們先看導覽影片，可惜因為設備問題，我們未能順利觀看，便直

接進行倉庫現場導覽。 

  

2. 倉庫現場導覽 

由負責倉庫管理的先生，帶領我們參觀偌大的倉庫內部，一一為我們解說看

到的物資。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可以保存 10 年的飲用水，現場還有濃湯包的樣品

展示，讓我們更清楚物資的樣貌。展示紙做的馬桶，由領隊邱副司長試坐，非常

堅固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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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在實地參訪與學員現場提問的過程中，參觀了整個防災倉庫，看到與討論到的

內容大致可做以下的分類： 

(1) 介紹地點和人口統計：東松島市，人口約四萬人。倉庫位於東松島市，面積

1,498.17 平方公尺，於 2014 年 2 月開放，以防災為目的。 

(2) 倉庫內容概述：在倉庫中看到各種防災物資，如紙箱床、簡易廁所、固化膠、

發電機、暖爐等。物資來自捐贈或政府編列預算。 

(3) 社區資源整合：利用中小學的物資，如餐具和椅子，以及運動場作為防災物

資儲存和應急場所。也有儲備的輪椅和推車用於避難中。 

(4) 食品和生活用品：看到的物資包括炊具、食品、微波爐、電風扇、暖爐等，

並有定期檢查和更新。透過使用條碼制管理物資，以提高管理效率，有效掌

握物資數量。 

(5) 防災應對措施：準備簡易廁所、固化膠，以應對災情中生理所需。設置垃圾

袋、抽水機等，解決災後清潔和排水問題。 

(6) 財務支持和管理：縣政府編列預算，提供倉庫運作經費。物資捐贈由地方政

府組織管理，災害發生時以戶為單位分配物資。 

(7) 應對核災事件：此處也設置核能檢測站，以應對核災事件，提供受污染情況

檢測與避難收容。 

(8) 物資儲備和分配：儲備物資包括發電機、毛毯等，用於災後支援。若其他地

區有物資需求，將運用卡車運輸物資至災區，之後由政府提供相應經費補

助，回補儲存物資。 

(9) 應對自然災害的特殊措施：考慮道路中斷的情況，可使用直升機運輸物資至

災區。 倉庫位於高處，可避免海嘯洪水影響。 

(10) 倉庫日常運作和保養：定期檢查和維護物資，保持儲備物品的品質和完整

性。考慮物品保存期限和更新需求，進行定期補充和更換。將到期物資，也

會利用當地節慶活動，分送民眾，不浪費物資，並能適時更新保持食物新鮮

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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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致贈伴手禮感謝 

在一番的問答與解答後，致贈倉庫解說與管理人員伴手禮，以表謝意，並進

行大合照，結束東松島防災倉庫的驚奇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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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臺日差異 

一、 松島震災復興船 

1. 觀光遊艇相關的安全法規比較 

(1) 遊艇管理機構 

 日本：日遊艇管理機構主要由日本海上保安廳負責管理。海上保安廳會根

據《遊艇法》負責制定和執行相關的法規和標準，以確保遊艇的安全運

行。 

 臺灣：遊艇管理機構由交通部觀光局負責管理。觀光局根據《遊艇管理規

則》、《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管理規則》等相關法規，負責監督遊艇業者

的營運及其駕駛員資格，以確保觀光遊艇的安全性。 

(2) 遊艇註冊和許可要求 

 日本：遊艇所有者需要根據《遊艇法》的規定將其遊艇註冊，並遵守相應

的許可和登記程序。此外，遊艇業者需要滿足海上保安廳制定的一系列

標準和要求，包括遊艇的設計、設備和安全規格等方面。 

 臺灣：遊艇所有者需要根據《遊艇管理條例》的規定將其遊艇登記，並遵

守相應的許可和登記程序。觀光局對遊艇業者的設備、安全措施和遊覽

路線等方面也有相應的規定和要求。 

(3) 安全設備和措施 

 日本：遊艇安全法規要求遊艇配備必要的安全設備，如救生衣、救生艇、

消防設備等，並要求船員接受相應的安全培訓。此外，海上保安廳也會

定期進行安全檢查和監督，以確保遊艇的安全性。 

 臺灣：遊艇安全法規要求遊艇配備必要的安全設備，並要求業者確保船員

和乘客的安全。觀光局會定期進行安全檢查和監督，以確保遊艇的運行

符合相關的安全標準。 

(4) 遊覽區域和路線管理 

 日本：海上保安廳會根據《遊艇法》的規定管理遊艇的遊覽區域和路線，

並根據天氣和海況等因素制定相應的安全限制和警告。 

 臺灣：觀光局會管理遊艇的遊覽區域和路線，並根據當地的天氣和海況等 

因素提供相應的安全建議和限制。 

 
（臺灣海象環境資訊平台：https://ocean.cwa.gov.tw/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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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光遊艇針對地震及海嘯等災害的預防與應對比較 

(1) 地震預防和應對 

 日本：由於日本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風險較高，因此，觀光遊艇

業者通常會針對地震制定相應的應急計劃和訓練，以確保遊客和船員的 

安全。其中包括定期的地震演習、設置地震感應器以及教育遊客在發生 

地震時應該採取的行動。 

 

 

 

 

 

 

 

 

 

 

 

 

 

 

 

 

                 （松島觀光船震災預防措施手冊：https://www.matsushima.or.jp/safety/） 

 

 臺灣：臺灣位於地震多發地區，觀光遊艇業者會針對地震制定相應的應急 

計劃和訓練，並定期進行地震演習，並確保遊艇配備有足夠的應急設備， 

如緊急通訊設備和急救用品，以應對可能發生的地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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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嘯預防和應對 

 日本：日本曾經面臨來自太平洋的海嘯威脅，因此觀光遊艇業者在海嘯預 

防和應對方面非常重視。他們可能會安裝海嘯警報系統，以提前預警遊 

客和船員，並規劃船上航行的疏散路線和避難港灣。此外，部分遊艇會

配備浮力設備，以應對海嘯帶來的潮水和波浪。 

 
（松島觀光船海嘯避難航線：https://www.matsushima.or.jp/safety/） 

 

 臺灣：觀光遊艇業者會根據當地的海嘯風險制定相應的預防和應對措施， 

但因近年來未曾發生，這部分的預警系統、演習和培訓明顯不足。 

 

(3) 小結 

    日本和臺灣的觀光遊艇業者都非常重視災害的預防和應對工作。儘管 

兩國面臨的地震和海嘯風險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會根據當地的情況制 

定相應的應急計劃和措施，以確保遊客和船員的安全。無論是地震還是海 

嘯，提前預警、有效疏散和適時救援都是觀光遊艇業者重要的工作之一。 

  

(圖左為臺灣馬祖遊艇南北之星 1 號；圖右為日本松島遊艇隼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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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宮城縣松島自然之家 

1. 防災課程方面 

松島自然之家位處宮城縣東松島市濱海區域，由於歷史上頻發的天然災害及

311 震災之浩劫，可發現該單位之防災教育相關課程均聚焦於災害發生時可實際

運用之相關技能。如本次參訪所體驗之防災烹飪（塑膠袋烹飪等）、空罐燈製作

等二項課程，模擬災時物資、水源及電力缺乏下之運作模式，且透過與該單位人

員之交流得知，此二項操作課程並非於 311 震災之後新創，而是在災前即已在當

地區研發、視作及推廣，由此可見日本、尤其是面臨自然災害頻仍之區域，對於

防災教育課程之重視與落實程度。 

 

2. 親子共學與社區體驗方面 

實地參訪松島自然之家及透過該單位之網站資料，可發現該單位除自然生態

之探索外，另肩負社教及社區服務之功能，其所服務的對象多元：舉凡一般縣民、

中小學學生、特教生甚或尚未入學之幼童，均有可參與之課程。在每年的辦理活

動中體驗活動及親子教室課程規劃甚多；同時不只利用在地景物及設施辦理活

動，亦深入社區，擴大服務範圍。 

 

3. 心理建設方面 

311 震災後滿目瘡痍，硬體設施的重建歷經多年的努力，復原成效良好。然

而，心靈的創傷仍需時間來療愈。松島自然之家提倡透過自然體驗學習，增強孩

子的非認知能力。以創造新社會的力量為核心，結合自我肯定、溝通技巧、柔軟

的心、思考力/想像力的元素，冀望透過一系列體驗、操作課程，潛移默化的撫

慰當地受災居民的創痛，同時將先輩的信念傳達給下一代。 

 

三、 東松島防災倉庫 

1. 規模與完整性-儲備物資的種類和規模 

日本東松島市的防災倉庫規模龐大，而且涵蓋層面廣泛全面。包括臨時居住

設備、個人衛生、能源供給、食物儲備、電器工具等，應有盡有，顯示其高度重

視災後重建的各個環節。相較之下，臺灣的防災物資儲備規模通常較小，範圍也

相對單一。以近期發生的 2024 年 0403 花蓮大地震為例，看到防災物資的提供由

食物銀行等來提供。像 1919 食物銀行-0403 震災救助，在 4 月 3 日花蓮外海發

生芮氏規模 7.2 的極淺層地震，造成房屋傾倒、蘇花中斷等災情，基督教救助協

會第一時間啟動緊急救援機制，並立即在吉安鄉知卡宣公園臨時避難所，和中華

國小避難收容處所設救助站，與花蓮縣政府協力關懷受災民眾。1919 食物銀行

並籌備救助物資，提供受災民眾熱食、飲用水等即時的需要。 

1919 救助站於 4 月 7 日完成第一階段任務，已陸續撤站。針對因地震致住

家受損，生活陷入困境的受災戶，救助協會將提供急難救助金、食物包、水塔(家

具)補助等資源，並舉行災害症候群輔導訓練，透過 1919 志工提供後續的陪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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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又如 TVBS 新聞網報導：花蓮和平礦區有近 70 人受困，食物銀行準備了口

糧、保久乳、水、八寶粥、花生仁湯、營養口糧、蘇打餅、睡袋等物資，將空投

到和平礦區，一共重達 425 公斤。 

又如鏡週刊報導：『花蓮 7.2 級強震讓許多人無家可歸！為了讓災民享有良

好的照顧，慈濟基金會提供災民新式帳篷居住，因隱密性甚佳，被到場採訪的日

媒發現，將資訊傳回日本，獲日本網友一致好評。慈濟透露，這款帳篷名為「淨

斯福慧環保隔屏」，可依需求以家庭單位入住或分別入住，裡面安設福慧床，提

供民眾躺臥休息，也可依需求設置為女性寢區、特別照護寢區等。』 

臺灣規模與完整性雖不像日本高規格準備，但相對的臺灣的機動性更高，不

同單位共同投入，也有更多的人力與資源，產官民共同合作更能齊心對抗天災。 

 

2. 社區參與與因地制宜的準備 

日本針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災害已作足夠準備，除了這次參訪受災的地震、海

嘯外，又提及核洩檢測站的設置。這反映出他們的防災規劃是根據當地的潛在風

險而制定的，臺灣在這方面或許仍有改進空間，應該要更積極思考並因應本土可

能面臨的天然或人為災難。 

日本強調社區參與和共享機制，例如在災害期間利用社區資源來應對需求，

社區的人力協助官方維運倉庫，以及通過搭建共享平台來分享物資和資源，提供

其他地區的災害補給或將倉庫資源與社區活動結合進行發放，以減少浪費和確保

資源充分利用。而在臺灣雖然提到了社區參與的概念，但沒有具體描述相應的共

享機制或社區資源的整合利用。臺灣以學校為防災中心進行避難演練與避難收容

所的設置，但與社區居民的防災聯繫與共同演練則較缺乏，日方在防災演練則是

居民與學校合為一體進行，達成學校與社區合作面對災害的共識。 

 

3. 財務支持和系統化管理 

東松島市採用條碼系統來精確掌控物資庫存，提高管理效率。此外，還有專

人負責登記和定期檢修等工作，做到有系統有層次的管控。全日本有五個像東松

島防災倉庫一樣的設施，而臺灣在防災倉庫的建置上，恐怕還付之闕如。 

東松島市每年有相當可觀的預算來添購防災物資，並會受到政府補助支持，

這確保了防災工作的經費來源穩定。日本在防災倉庫的財務支持和資訊管理方面

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制定了相應的預算，以應對災害期間可能出現的民生需求，

並建立了登記和管理系統來有效管理物資和資源。 

臺灣在一次又一次的災難中吸收防救災經驗、記取教訓，救災採臨時性設

置、防災則往降低災害發生的可能性方向努力。九二一地震讓救災工作獲得重

視，後來的桃芝颱風、莫拉克颱風也強化了風災與水災的救災經驗，臺灣現在的

救災工作已提升到國際水準。國家及民間力量能在短時間內投入撤離與搶救作

業，並提供緊急醫療、臨時安置、心理重建等服務。 

然而，還是有一些問題是目前國家與民間都難以解決的，例如危老建築存在

很高的暴露度風險，如不進行都市更新或建築補強，難保不會成為下個災難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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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雖然中央政府有推動國土規劃政策，但都市更新是地方政府職權，需要地方

行政單位的積極介入，否則將陷入民間業主與營建財團的利益衝突，使都更停頓

或變質。 

四面環海的臺灣位處地震帶、颱風必經路徑上，也是全球貿易與交通要衝，

導致我們難逃地震、颱風、疫情三大災難的襲擊。惟有掌握各種潛在風險、了解

當前的強項與弱勢，才能從國家政策與公民網絡著手，做好面對下一場災難的萬

全準備！ 

 

總的來說，日本在防災方面的措施更為全面和細緻，注重各種物資的儲備和

社區資源的整合利用，以及財務支持和系統化管理的規劃。日本透過嚴密細膩的

規劃與制度化的管理，達到更高水準的防災能力。相比之下，臺灣在防災倉庫這

方面的規畫似乎尚未受重視，並且沒有提到相應的推動機制和財務支持措施。當

然也要因地制宜，適當討論日本的防災倉庫經驗是否適合於臺灣設置？討論其利

幣與必要性？或是有其他機制可以達到相同的效益？相信對於臺灣的防災能力

將會有所提升。 

 

 

肆、 參訪心得 

一、整體行程含松島震災復興船 

本次在日本東北地區參訪期間，造訪了宮城縣廳、河北新報社、大川小學校、

女川高等學園、多賀城高校、女川町教育委員會、東松島市公所及防災倉庫、東北

大學、地震海嘯傳承館、松島自然之家以及松島震災傳承復興船等地點。這些地方

都代表了日本東北地區在 311 震災後所展開的災後復興、精進防災整備與減災作

為、實踐防災教育、凝聚社區防災量能和傳承災害經驗等方面的努力。 

   

 

宮城縣廳的參訪我看到了切實地整合縣內的防災工作，宮城縣廳在 311 震災後

重新審視整體的災害防治，並積極與各單位進行防範、規劃、整備及研究等相關工

作。例如與東北大學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的合作，致力於新的防災減災技術的開發，

以自然災害的發生原理和影響機制、東日本大地震的受災情況和教訓、重建防災減

災技術、歷史觀點、災害周期和復興等相關項目出發，建立學校安全促進計畫的制

定、仙台市地區防災領導人(SBL)的作為等目標，進行支援研究。這樣的合作關係使

得防災工作能夠更加全面且有效地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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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令所有團員震撼且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大川小學校遺構，透過罹難者家屬

團體代表佐藤先生對災時實況的闡述及事後調查的結論，讓我重新審視自校在防災

的整備及組織狀態是否完善？是否有有效的組織架構及職權分配或代理權責？面對

災時是否能有即時的應變及決策的能力？是否能正確判斷引導師生疏散避難以保生

存？佐藤先生及其所屬的罹難者家屬團體對學校防災作為非常重視，他們的努力不

僅體現在防災教育的實踐上，更將 311 地震對於大川小學校造成的的災難經驗，以

傳承的方式強調面臨災害時的應變與平時防災演練的重要性，希望透過這樣歷史講

述能夠警示後人，以避免類似悲劇再次發生。 

  

  

拜訪女川特殊教育學校時，看見他們針對特教生安排了專門的防災教育，其中

不僅包括常規的防災演習，還根據特殊教育生的需求制定了相應的應對措施，讓特

教生的防災教育能有效實踐，使其能夠在災難發生時更好地保護自己。對此也讓我

了解到除了在地化防災教育之外，個別化防災教育也相當重要，本校包含附設幼兒

園、所屬社區居民普遍年長、家中多為三帶或四代同堂，在這樣的地區環境之下，

除了國小師生以外的幼童及老人，亦因應不同族群另行制定防災教育教學方法及宣

導活動，以達到全民防災知能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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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賀城高校則是特別創辦了災害科學科，由於過去的受災經歷，該校為了培養

社區防、減災的人才，以「防災」、「自然科學」、「國際理解」這三大學習主題為主

軸納入常規課程，與相關單位及研究機構合作，推廣先進且有特色的防災教育，而

該科系的出現使得學生能夠為未來的災害做好準備並提供專業支援。在參訪過程中

有該校學生表示自己是 311 受災戶，雖事發當時年紀尚幼小，但仍然記得當初災後

家園殘破的模樣，所以選擇就讀多賀城高校的災害科學科，未來希望能成為有防災

素養的護士，為受傷的災民服務，回饋當初協助震災的人。透過該生的說明讓我深

刻地體會到，任何一件事情對於孩子未來的發展都有相當大的影響，無論好事或壞

事都會在孩子的身上留下深深的印記，所以對於防災，身為教職員更應該將正確的

觀念植入學生腦海，讓學生能建構正確的防災知識及日常防災素養。 

   

 

走訪松島自然之家，體驗耐熱袋烹調及製作空罐燈籠希望之光。在製作耐熱帶

烹煮米飯時，很難想像臺灣人人聞風喪膽的塑膠袋加熱這件事情如何成為 311 當時

的絕妙方法，一問之下才得知，這樣的方式本來就是有製作成專門產品在販售的，

標示著米的量線、水的刻度線，只要依照著去做就行，然而災時因需求量較大，因

此以普通耐熱帶製作亦可行。在這過程當中，發現自己的心態由納悶轉變為敬佩及

認同。災區能使用潔淨水資源是相當不容易的，平時教導學生節約用水概念，在此

時此刻就可以派上用場，用這樣的方式不僅省去清洗鍋碗瓢盆的水，還可以固定每

個人的糧食配給，不會有人拿多了也不會有人分不到，耐熱帶打開一套入碗中便可

享用，吃完拉起耐熱帶拋棄後，碗還是乾淨如新，免清洗立即可供下一位使用，此

舉在臺灣應可以稱為省水達人了！除此之外，後續與夥伴討論時也理出了一個觀

點，即使真的有塑化劑又怎樣？在那樣克難的環境中還能吃到熱騰騰的米飯，存活

下來才是最重要的呀！拋開既定的觀點及想法，便能海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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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遊覽松島震災傳承復興船的過程當中，雖然得知替我們導覽的說書人志賀

女士也是 311 當時的受災戶，但我看到的是一位風趣可愛且開朗溫暖的人，站在曾

經造成她的家園化為烏有的這片海上，看著這樣精神抖擻的志賀女士，我從她說的

每一句話、每一個 311 當時的畫面、每一個發生在她或其他受災居民身上的故事當

中，學到很重要的一課，自然災害總是會發生，當下的悲痛也可能會伴隨你一生，

但不代表要沉浸在傷痛之中，或是選擇假裝遺忘而閉口不談，能夠用悲傷以外的方

式闡述事件，或許才是真正的接受並且放下了這一切，同時也將這片土地上發生的

事情傳承了下去，一如過往的平日生活，我想這就是「韌性」的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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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宮城縣松島自然之家： 

1. 多樣性的防災課程：自然之家提供了一系列防災教育相關專案，涵蓋災時的食宿、

交通、照明、取暖等實用之體驗課程，有效強化參與課程者對於災害的理解和防災

技能的培養。  

2. 實際技能的訓練：透過防災教育相關專案、戶外烹飪、創作活動等實際技能的訓練，

這些都是災害應對中非常重要的技能。 

3. 服務對象多樣化：自然之家課程多元及服務對象多樣化，涵蓋各年齡層，這有助於

落實防災意識及技能訓練的普及，提升災時應變能力。  

4. 居民共同參與及落實：親子共學及社區參與，透過家族親人、鄰里間的羈絆關係，

緊密連結情感，強化防災意識之傳遞。 

5. 經驗的傳承與分享：自然之家提倡透過自然體驗學習，增強孩子的非認知能力，透

過軟實力及人際關係的增強，使先人的經驗得以傳承延續。 

6. 活動場所的提供：自然之家建築新穎完善，平日提供研習課程落實防災教育；災時

轉型為避難收容所，有效提供居民保障，實現與社區共榮之目標。  

綜上各點做法有助於建立一個防災與教育傳承兼容之機構，以強化全民防災意識之

傳遞與實際操作空間。而臺灣也可以參考松島自然之家的營運模式，選擇合適地點發

展，以期進一步提升國內全民之參與意願與相關防災知能。 

 

三、 東松島防災倉庫： 

1. 完備的物資儲備種類：日本東松島市防災倉庫儲存的物資完整，涵蓋臨時居住、個

人衛生、能源供給、食物儲備、電器工具等各種物資，確保災後重建所需。臺灣可

參考擴大防災物資儲備的種類和規模。 

2. 因地制宜的風險規劃：日本針對當地可能發生的各種災害(如地震、海嘯、核洩漏等)

作足夠準備，臺灣各地應更積極思考並因應本土潛在的天然及人為災害風險。 

3. 社區資源的整合運用：日本強調整合運用社區資源(如學校設施、社區人力、高中生

等)，建立共享機制分享物資，有效減少浪費。臺灣可思考如何整合社區力量，創造

防災互助機制。 

4. 穩定的財務支持機制：日本每年編列可觀預算添購防災物資，並獲得政府補助支持。

臺灣可思考建立防災倉庫，並有長期穩定的財務投入機制，確保防災倉庫維運工作

的經費來源。 

5. 定期檢查和維護制度：日本有制度性的檢查和維護，確保物資處於良好狀態。臺灣

可建立類似機制，適時汰換物資，保持防災物資的完整性和可用性，並視保存期限

適時補充和更新。 

6. 結合社區活動發放物資：日本將防災倉庫中將到期物資利用當地節慶活動分送給民

眾，不浪費物資並適時更新。臺灣可思考類似作法，結合社區活動發放並更新防災

物資，不僅可建立良善關係，並且能汰舊換新保證物資品質。 

7. 支援他縣市災區的預備：日本考慮到道路中斷情況，準備使用直升機運輸物資至災

區。臺灣可評估，若建置防災倉庫，而災害發生在其他縣市，也可將倉庫物資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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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縣市災區支援，為特殊災況(如交通阻斷)與災害發生區域的差異，作相應預備規劃。 

8. 核災事件的應對準備：日本在防災倉庫設置核能檢測站，提供受污染檢測和避難收

容，以因應核災風險。臺灣作為核能國家，也可考慮類似的核災預防措施。 

9. 倉庫日常運作與維護：日本對倉庫內防災物資進行定期檢查和維護，由倉庫當地人

民協助維運，必要時才由政府官員出面，達到官民合作防災。臺灣可建立類似的維

護機制，結合地方人力資源，確保倉庫運作處於良好狀態，避免成為蚊子館。 

綜而言之，臺灣若有機成設置防災倉庫，除了可借鏡日本在物資儲備種類、風

險因應、資源整合等層面的經驗，也可參考他們發放物資、支援他縣市準備、核災

應對、倉庫維護等具體作法，有朝一日借鏡日本成立防災倉庫，以建構更加完善的

防災機制，將有助於提升臺灣的防災應變能力。  

 

伍、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面對 311 震災的衝擊，除了既有硬體設施資源的整建外，重振當地的產業發展如遊

船觀光產業、水產漁業等，創造居民產業鏈之復甦。  

2. 重建松島自然之家落實防災相關課程及實際操作之訓練，提供全民實際體驗與操作

自然災害應變能力之場域。 

3. 充分考慮在地可能發生的災害風險，如地震、海嘯和核洩漏等，以期建立防災倉庫，

廣備防災物資，物資含括臨時居住、個人衛生、能源供給、食物儲備和電器等，並

運用科學化之管理，建立有效的管控機制，除厚實自我防災實力外，亦可運用空中

運輸方式將物資支援他處受災地區，以快速紓解災區物資短缺窘境。 

4. 落實防災整備與管控、穩定的財務支持，以及運用科學化之管理，建立系統化管理

機制，有效運營防災倉庫，搭配定期檢查和維護制度，保證物資可用性，以及物資

套舊更新作為，以因應未來可能面臨災害困境的應變。 

5. 透過產、官、學合作，整合運用社區資源(學校設施、人力等)，建立共享機制，廣

泛傳遞防災意識與概念，普及於各年齡層，強化親人、朋友間羈絆的情感，以心靈

的守護，聯繫每一個人，傳承延續先人之智慧與經驗。 

 

二、建議 

1. 由東松島防災倉庫借鏡，臺灣可參考設置區域性之防災倉庫，擴大防災物資儲備種

類和規模，強化地區性救災時期物資補給效率，以及鄰近區域或縣市之災區物資後

勤運送補給應變，並由公部門提供穩定長期的財務挹注機制，建置倉庫管理制度，

透過防災工作推動與社區連結，創造防災互助機制，以達全民防災之目標。 

2. 由公部門設立專責機構運營防災教育體驗課程及活動，並依不同學習階段設計防災

體驗課程納入校定課程或活動，建立防災持續教育推動機制。 

3. 參考日本經驗，因地制宜建構完善防災機制，考量地區災害特性建立在地化防災推

動機制，如設置核能電廠的地區，應加強核災防範，設置檢測站及避難收容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