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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動機 

    在已進入 e 世代，科技發展日益澎湃的時代，但校園危害安全的事件仍層

出不窮、屢見不鮮，所以維護校園安全為當前各級學校之重要課題。目前國家內

學校校園防災計畫中已相當完整，使學生在發生大型災害時得以將人員及財務損

失降到最低。 

     許多災害發生的「不確定性」正是災害的主要特性之一，如果缺乏警覺，

又未做好事前預防工作，臨事又欠缺應變處理能力，一旦發生災害，將造成難以

估計的損害。風險評估及管理是現有最重要的安全管理工具，它不僅能辦識風

險，並能促進安全的校園環境，因此組織安全管理系統的關鍵元素即為風險管理。 

    國外學者將「風險管理」定義為：係指風險管理為「透過對風險之鑑定、衡

量和控制而以最少之成本使風險所致之損失達至最低程度之管理方法[1]。風險

控管有一定的步驟與方法，一般文獻較少探討校園防災與風險管理之關連，本研

究選定校園災害風險管理切入，以風險管理的概念主要為藉由對校園防災了解，

透過潛在危害作業項目的風險辨識，以作為後續安全對策的研擬。  

 

1.2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為： 

一、 研擬可能發生災害之危害狀況的預防、措施且應用風險管理，針對校園災

害做分析研究，構建校園災害管理機制，執行減災、整備、應變及復原等

災害管理工作。 

二、 探討校園災害風險因子，以降低災害發生所潛在的不確定風險且減輕災害

可能造成的傷害與損失。 

三、 提供情報回饋，作為爾後校園防災有關單位進行減災及避險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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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中華大學為研究範圍：研究對象則為中華大學之學生。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用自編之「校園災害問卷」進行調查，而災害的定義與類型涵

蓋廣泛，限於研究人力與資源無法全數囊括，因此調查所得與分析結果僅限

於本研究問卷中所列舉中之災害類型範圍，不宜推論至其他類型災害。 

 

 

1.4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達成以上研究內容，將採取以下所列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法 

    研究校園災害相關領域之研究課題，整理歸納出相關研究重點，作為研究的

參考方向。透過文獻案例，自民國92 年至98 年之校園災害案例，經由統計分析

進行風險辨識、風險分析、風險處理、風險情報回饋，建議校園災害之風險管理。 

 

二、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而為使調查問卷具有信度

與效度，研究者依照問卷題目的內容，設計對災害的項目、災害發生率及嚴重程

度，請專家評定問卷是否適切，並請專家對於不適切的題目提出修正及建議，此

外研究者將問卷信度及難度做分析，以作為正式問卷題目修改取捨的依據，修訂

完成後形成正式問卷，進行正式施測，而正式施測回收後的問卷，經篩除無效問

卷後進行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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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如圖1.1所示。 

                               圖1.1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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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災害與防災的意義 

2.1.1 災害的意義與類型 

    災害(disaster)一詞，指任何會造成生命或財產的損失的事件[2]，若依發生

事件的規模大小、影響層面的多寡來區分則可有不同的定義。從災害的解釋可以

看出，災害脫離不了與「人」的關係，及災害是直接或間接地對人類的生命財產

產生危害或損害，換句話說，災害的產生必須包含兩個因素，一為災害發生，二

為人類，缺少兩者之一就不能稱為災害。災害的特性包括以下幾點[3]: 

1.空間性：災害的發生頻率與災情嚴重之程度，常因空間條件不同而有差異。 

2.時間性：相同條件之災害若發生於不同時間，造成之災情程度亦有所不同。 

3.連鎖性：不同地點發生之災害會互相影響，甚至形成連鎖災害。 

4.累積性：災害的發生並非為突發性，多是長年累積所造成的。 

5.複雜性：相同規模之災害可能由於種種人為因素之差異，導致不同損害程度。 

6.複合性：災害具備上述五個特性，即災害經常不是單一出現的，以致災情可能 

為複合性的。 

    影響人類且產生危害的災害類型有許多種，可由導致災害產生的原因分成天

然(natural)及人為(man-made)兩種災害類型，而我國 2000 年公告實施的災害防

救法中，明確的陳述災害的類型，包含有風災、水災、震災、旱災、寒害、土石

流災害等天然災害，與重大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管路災害、

空難、海難與陸上交通事故、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等；除此之外，依據《防災教育

宣導手冊》[4]中，將災害分為天然災害與人為災害兩大類，天然災害是指由大

自然的力量，如地震力、風力等，或是現象如土石流、雷擊等對人類活動構成威

脅；人為災害主要是因為人為的疏失而導致的災害，例如火災、電器與瓦斯等使

用不當所造成的災害等。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成長與技術發展的革新，天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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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為災害兩者間也日漸難以區別，也就是說災害類型的劃分，不單單只是和自

然條件、地形環境相關，亦會隨著社會結構與技術發展應用程度而改變，天然與

人為二分災害類型的方式逐漸引起爭議，因此國外的研究者 Smith 以不同層面思

考災害方類的問題[5]，將原有人為與災害類型統稱環境危害，將災害分為六類，

分別是地殼構造(tectonic)如地震、火山爆發，質量移動(mass movement)如坡地

災害、山崩、雪崩，大氣(atmospheric)如暴風雨、氣旋，生物物理(biophysical)

如氣候異常、流行病，水文(hydrological)如水災、旱災和科技(technological)如

化學災害、核災害、污染。 

    由上述災害的意義可得知，災害主要還是以人的考量為出發點，另外災害的

類型雖然仍能區分為天然災害與人為災害，但是形成災害的原因日趨複雜，元有

災害分類不能涵蓋災害類型，影以多元復合的歸類方式重新思考。 

2.1.2 防災的意義 

    就人類現階段的科技水準來看，部分天然災害的發生仍是無法預測，而人為

災害的發生更是難以完全避免，面對這些無法預測且難以避免的災害，平時就需

積極推行防災的準備工作。在災害防救法(2000)中則將防災擴大為「災害防救」，

並加入災害管理的概念，所謂災害管理，是針對危險情況的一種持續性、動態性

的規劃管理過程，以減少危險情況的不確定性及降低災害發生之可能。從「管理」

的觀念而言，有關災害種類、預防方法、發生時間、應變方式、復原計畫、政策

檢討等，均是災害管理的範疇。災害發生之過程可分為減災（mitigation）、整備

（preparedness）、應變（response）、復原（recovery）四個階段，每階段皆環

環相扣，一個階段沒作好，就會影響下一階段的工作。事實上，預防勝於治療，

因此近年來的重點逐漸轉移至減災工作上，因為減災才是最根本且長期性的災害

管理措施[2]。其的意義與內如下： 

(一)減災(mitigation) 

    主要是透過政策管理、各種因應措施，防止災害之發生或減輕災害之影響。

一般而言，減災可分為兩個類型。結構性（ structur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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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興建具體設備來作為事前防備之用；非結構性（ unstructural ） 

意指對於各類型的問題作時代性、全面性的規劃，非以硬性的具體建設解決問題。 

(二)整備(preparedness) 

    災害來臨前若有充足的準備，就能夠熟悉救災的運作程序，減少災時損失。

災害的發生常為一瞬間的變化，要臨危不亂、避免災害擴大與災情損失，必須於

平時做好充分準備，應付災害發生時可能產生的各種狀況。主要工作有：訓練、

計畫、警告。建立緊急行動中之職權與責任，並儲備資源以支持救災行動。訓練

工作關乎災害處理、災害應變能力之執行，透過訓練工作，可迅速明瞭組織的計

畫及設備的運作，提升運作效率。  

    計畫是行動的依據，事先擬定災變管理計畫，災害發生時就可協調各部門採

取一致的行動。良好的應變計畫可使人員妥善利用有限資源，更可避免災損擴

大。於災害未發生時，預先發布危險訊息，提醒民眾提高警覺、做好防災準備工

作。 

(三)應變(response) 

    災害發生時因應措施，需有急迫性之行動依事先擬定之災害應變計畫，動員

救災人力並啟動幾集醫療救護系統，於第一時間搜尋、搜救人民及保護財產的安

全，並迅速疏散、收容與撤離災民，以及緊急道路的構築、臨時水電的供應的架

設等。 

(四)復原(recovery) 

    原重建行動是配合減災行動使災害後恢復至（甚至更好）災害前的措施，為

一項重建公共建設、讓社會與經濟恢復正常運作之政策，可分為短期與長期政

策。短期復原重點為維生管線 (lifeline systems) 之恢復，包括電力、通訊、自

來水 、污水系統、運輸等系統，以提供居民基本食物、衣物、避難之需求，並

維持災區的治安；長期則須恢復經濟活動、重建社會公共設施與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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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別於傳統災害管理僅注重於如何處理災害善後問題，興新的管理觀念擴大

了防災工作的格局，有關災害的種類、預防方法、發生時間、應變方式、復原計

畫、政策檢討都屬災害管理的範圍。由前述的災害管理可以得知，防災觀念不應

僅侷限於預防災害的事前準備而已，災害發生時的應變機制以及災後的處置工作

也都應納入防災的範疇。 

2.1.3 校園災害的範圍 

    根據校園安全手冊，其範圍依管理性質與管理對象的特性可區分如下[6]： 

一、一般建築及設備安全管理 

(一)校園建築管理 

  學校是眾多學生聚集、活動與學習的重要場所，而學生的安全維護更是一項

重要的公共責任，是以建築物的安全與否，直接關係學生生命的安危，間接影響

社會秩序的維持。學校內的一些硬體設施，若沒有做好安全防護及檢查，很容易

造成傷害事件。因此，學校建築的規劃設計、施工品質、保養維護，就成為安全

管理相當重要的課題。 

(二)消防安全管理 

  由於臺灣地區位處亞熱地帶，天乾物燥、易生火災，而且近年來電氣化設備

及各種易燃、易爆化學物品之普遍使用，稍有疏忽即易釀成火災，造成生命與財

物的損失；因此有關防火的人員組訓、警示設備、滅火設備、逃生設備、電器線

路之安全、危險物品管制、維護保養等項目，就成了校園安全管理的重要範疇。 

(三)水電設備管理 

  水電是支援校園各項設備運作相當重要的基本設備，其設置與管理適當與

否，直接關係學生生命與學校財產的安全，間接影響教學的效果。是以其設計、

安裝、使用與維護保養等，亦為校園安全管理的重要項目之一。 

(四)天然災害管理 

  自然界本就充滿著不可預知的破壞力量，如風災、水災、地震等，常會帶給

人類無法預測的災難，學校既然是學生成長的搖籃，是以對天然災害採取有效的

防範措施，將可減少生命與財產的損失。因此，建立天然災害安全防護組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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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硬體設備的檢視、保養與修護，執行教育訓練與災害查報等措施，亦是校園安

全管理的重要課題。 

(五)運動及遊戲器材管理 

  運動是教育的重要面向，遊戲則是常被採用的教育策略之一，特別是在各種

非正式的課程中。各項運動和遊戲設施與器材就是滿足與支援各類教育活動與需

求的工具；因此，其設計、安裝、使用、維護、保養等，均與學生安全息息相關，

亦為校園安全管理的重要範圍之一。 

(六)教學設備管理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教學設備乃是學校教學活動進行的重要工具，

直接影響教學效果。舉凡教室基本設備、專科教室的特殊設備、重要器材的維護

與管理等，都是學校安全管理所不能忽視的。 

二、教學及校園生活安全管理 

 (一)實驗安全管理 

  學校實驗室是教育過程中訓練學生正確實驗操作的場所，常備置各種實驗過

程所需的藥品、器具，尤其是化學藥品的使用，幾乎不可避免。因此培養正確的

操作管理習慣、妥善處理實驗過程中的廢氣(液)及廢棄物，以確保師生身心健康

及安全，可說是實驗室管理最重要的課題。 

(二)游泳安全管理 

  炎炎夏日，游泳安全最重要。水性至柔卻無情，為了確保學生游泳運動的安

全，對於游泳池設施的管理與維護、相關安全設施的設置與檢視、入水前後的準

備與檢討等，都是校園安全管理的重要範圍。 

(三)嬉戲及運動安全管理 

    若缺乏個人危機意識與良好的生活習慣，即使再堅固與舒適的校園環境亦危

機四伏；況且環境會隨自然天候與人的作為而改變，若不能提高對環境的覺察能

力，校園中的意外傷害、運動傷害將層出不窮，故將個人應注意卻不注意而易產

生的意外傷害提出，以降低校園意外傷害及運動傷害，應可增進師生對環境的覺

知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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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安全管理 

  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國人擁有汽、機車日益增多；上放學時，學校附近交

通流量驟增，車輛、行人過於擁擠與混雜，稍有疏忽，就會發生事故。因此，有

關交通安全教育的規劃、交通安全教育的執行、相關設施的設置、相關裝備器材

的使用與保養等，就成了校園安全管理的重要工作之一。 

 (五)校園公共衛生安全管理 

    校園環境是學生主要活動的場所，同時也是開放的公眾場所，隨著互動的頻

繁，許多新的傳染病、蟲害等疫情，無意中相對增加，因此校園環境管理日益重

要。隨時檢測校園環境的衛生整潔，以減少傳染的發生，是不可或缺的環境議題。 

   由上述校園災害之範圍可知，學校是百年樹人的園地,有安全的校園,師生才

能專心地教與學。因此如何防範意外事件的發生，使學校、社會能在安全中求穩

定，在穩定中求進步與發展，已是當前刻不容緩的工作。目前在校園安全工作上

雖已具有一定的水準，但多一份準備就少一分災害，為了防範未然，力求在教育

環境設施上達到準確的安全境地，以確保人、事、時、地、物的安全無虞，進行

事前的安全檢查成為最基本的必要措施。 

 

2.2 校園災害案例之探討 

    表 2.1 是近年來校園常見災害事件調查統計表，自 92 年 12 月至 98 年 9 月

間重大校園災害事件，計有 57 件，火災約有 17 件，化學性傷害約 6件，被切割

捲夾傷害約 13 件，感電事件、電梯墜落、建物墜落、傳染病災害，各約 2件。

災例是最慘痛的教訓。表 2.2 整理文獻 92 年至 98 年校園災害之災例，雖然中華

大學創校以來未發生重大災害，但將災害事件整理後，可為將來災害預防、管理

等行政措施之參考。發生災害的原因歸納整理如下： 

1.未建立緊急應變安全作業標準。 

2.電氣及消防安全管理不夠周延。 

3.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未落實。 

4.未訂定工作守則及未實施自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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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驗室消防安全設施不足，使用者警覺心不夠。 

6.實驗室之管理疏忽。 

7.指導實習教師未在現場督導管理。 

 

表 2.1   近年來校園常見災害事件調查統計表 

        

表 2.2   近年來校園常見災害事件一覽表(92.12─98.9) 

編號 災害事件 傷亡/損失情況 災害原因 場所類別 

92-01 水質分析實驗室火

災 

損失 100 萬元 疑似電氣火災 實驗室 

92-02 學生操作滑軌式圓

鋸機,因切割過小物

件而受傷 

切割手指頭 操作不當及未佩

帶或使用安全防

護器具 

實驗工廠 

92-03 研究室電氣火災 損失約 20 萬元 電氣火災 研究室 

92-04 實習工廠內學校職

員墜落 

職員受傷住院 職員自五樓電梯

口直接墬落地下

室一樓 

電梯 

92-05 木工實習鑿刀學生

手部擦傷 

學生手部受傷 使用者警覺心不

夠 

木工工廠 

92-06 醫學解剖實驗室扎

傷 

5位學生手指被

縫合針扎傷 

未依標準作業程

序使用拉皮用夾

具 

實驗室 

92-07 實驗室瓦斯換裝作 學生左手背灼 爆炸 實驗室 

災害類型 92

年 

93

年 

94

年 

95

年 

96

年 

97

年 

98

年 

合

計 

比例 

火災 8 2 3 3 1 0 0 17 29.8% 

被切、割、擦傷 5 0 2 1 1 0 0 9 15.8% 

其他(含感電、登革等) 4 0 1 2 1 0 1 9 15.8% 

爆炸(含物理性氣爆) 2 0 1 3 1 0 0 7 12.3% 

化學物品噴濺 3 1 1 1 0 0 0 6 10.5% 

被捲、被夾 0 0 1 3 0 0 0 4  7.0% 

墜落、滾落 1 0 0 1 0 1 0 3  5.3% 

物體飛落 0 0 1 1 0 0 0 2  3.5% 

各年度件數總計 23 3 10 15 4 1 1 5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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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生爆炸 傷 

92-08 美工教室火災 無人傷亡 外在因素引發火

災 

美工教室 

92-09 無機高分子研究室

爆炸 

損失約 20 萬元 人員離開實驗

室，未關閉運轉

中之儀器設備 

實驗室 

92-10 食品加工實習場所

乾燥機故障 

無 因溫度控制器故

障，造成溫度升

高，內部樣品冒

煙 

實驗室 

92-11 化工所研究室火災 損失 1.3 萬元 電線走火 實驗室 

92-12 機械系研究室熱處

理作業物體噴濺 

學生臉部二、三

度燙傷、右眼失

明 

誤以低溫鹽做為

中溫鹽來熔融 

實驗室 

92-13 化學實驗室化學藥

品噴濺 

一學生左眼輕

微，右眼角膜受

損。 

不小心先碰到三

腳架，導致蒸發

皿掉落。 

實驗室 

92-14 醫學昆蟲實驗室研

究生疑似感染登革

熱 

一研究生確定

感染登革熱 

養蚊室與操作室

未完全隔離，且

防護不完整 

實驗室 

92-15 實習工廠-木工區右

手拇指截肢 

一學生右手拇

指外傷性截肢 

將傾心圓盤鋸之

安全防護罩掀開

且未使用推桿 

實驗工廠 

92-16 實驗室外走廊無機

酸廢液噴濺 

無 廢液桶上雖有標

示，因存放位置

不當，造成學生

隨意傾倒廢液 

實驗室 

92-17 材料實驗室火災 損失 300 萬以

上 

因電扇卡住造成

馬達溫度過高 

實驗室 

92-18 實驗室正己烷洩漏

發生火災 

損失 1000 萬元 正己烷之蒸氣觸

及上方加熱爐之

溫控開關，引起

火災 

實驗室 

92-19 有機化學實驗室火

災 

無 儲存化學藥品之

容器掉落地面造

成容器破裂液體

溢出，遇火源引

發火災 

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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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 水族生態實驗室火

災(海洋大學) 

研究資付之一

炬 

火災 實驗室 

93-02 實驗室高溫物體濺

出(某科大) 

學生臉部燙傷

及雙眼嚴重傷

害造成失明 

學生不熟悉實驗

安全 

實驗室 

93-03 工程系實驗室火燒

配電室(某大學) 

損失高達數百

萬 

火災 實驗室 

94-01 實驗室電氣火災 損失約 600 萬

元 

電氣設備因素造

成輸配電線路引

燃大火 

實驗室 

94-02 實驗室物體飛落 一學生暫時全

失能 5 日 

鋁塊彈出造成臉

傷 

實驗室 

94-03 實驗室電氣火災 損失約 50 萬元 電線著火引起火

災 

實驗室 

94-04 實驗室電氣火災 損失約 300 萬

元 

電氣線路長期使

用後，致電線之

絕緣劣化發生火

災 

實驗室 

94-05 宿舍溫水鍋爐爆炸 損失約 110 萬

元 

蒸氣爆炸 宿舍 

94-06 木工實習割傷 一學生右手拇

指第三骨節受

傷 

被木材加工用圓

盤鋸鋸齒割傷 

實驗工廠 

94-07 疑似因紫外線暴露

導致不適 

約 40 餘人眼

睛、皮膚不適 

疑似紫外線過度

暴露 

教室 

94-08 實驗室化學藥品噴

濺 

15 名學生輕微

頭暈、嘔吐 

吸入溴液蒸氣 實驗室 

94-09 木材加工實習傷害 一名學生右手

拇指碎裂 

該生未切斷電

源、並用手伸入

機台處理卡在機

台內之木材 

實習工廠 

94-10 木材加工實習傷害 學生四指碎裂 清除木屑時未關

閉電源 

實習工廠 

95-01 實驗室爆炸 Hood之防護玻

璃全毀，一學生

右手臂多處割

傷 

防護用之安全玻

璃之強度不足，

致無法擋住破裂

之玻璃瓶 

實驗室 

95-02 痢疾桿菌感染  痢疾桿菌感染 無菌操作台功能 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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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瀉住院 不佳，未能完全

防止氣流外洩 

95-03 實驗室火災 損失約 5 萬元 可能因素為無熔

絲開關之裸露電

線接頭，附著灰

塵或鹽分，致接

頭處電阻增加 

實驗室 

95-04 烘培教室學生實習

傷害 

學生右手拇指

斷裂 

被轉動中攪拌器

偏心軸扭轉撕裂

斷手指 

烘培教室 

95-05 研究室火災 財物損失 火災 研究室 

95-06 動物科學系水禽飼

養是作業傷害 

學生右手大拇

指尾端被夾 

攪拌機未加自動

連鎖之安全覆

蓋， 

致在未停機狀況

下，操作者之手

可 

以伸入攪拌機內 

實驗室 

95-07 整體造型教室學生

作業傷害 

學生暫時全失

能 5 日 

整容鏡把手位置

較低與支點距離

較短不易控制重

量，用單手操作

易被夾 

造型教室 

95-08 化學實驗室化學品

濺爆 

學生右眼三級

灼傷 

以玻璃棒攪拌化

學溶液，壓擠尚

未溶解之沉澱物

發生爆 

實驗室 

95-09 大型結構實驗室鋼

樑翻覆 

研究生右小腿

開放性骨折 

墜落 實驗室 

95-10 實驗室物理性氣爆 財物損失約30

萬、一學生臉、

手及腹部多處

遭點狀灼傷，右

耳聽力輕微受

影響 

人員遭瞬間外洩

之高溫液體灼傷 

實驗室 

95-11 化學實驗室酒精引

燃 

學生全身75%二

度灼傷 

學生把玩打火機

引燃酒精遭引燃

之酒精灼傷 

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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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 實驗室火災 損失約 40 萬元 延長線起火 實驗室 

95-13 土壤與地下水實驗

室化學液體噴濺 

學生眼睛輕微

發炎 

化學藥劑噴濺 實驗室 

95-14 土木實習工廠實習

傷害 

學生左手姆指

指甲剝落，指尖

骨頭碎裂 

左手拇指遭散落

之切削木料飛擊 

實習工廠 

95-15 土木實習工廠實習

傷害 

學生左手中指

及無名指第一

節斷裂 

手指接觸手壓刨

床之轉動中鉋刀 

實習工廠 

96-01 實驗場所傷害  損失一千萬元 電線著火引起火

災 

實驗室 

96-02 感電死亡職災案件 承攬商員工死

亡 

感電致死  

96-03 木工作業實習傷害 學生左手中指

及無名指被鋸

片割傷 

左手中指及無名

指被鋸片割傷 

實習工廠 

96-04 實驗室酒精氣爆(崇

林國中) 

學生全身百分

之七十五的面

積二度灼傷 

設備管理不當 

 

實驗室 

97-01 大樓電梯失速墜樓

意外(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 

兩名醫師腿部

骨折，十九名醫

師輕傷 

二十一名醫師搭

乘的電梯自二十

樓失速墜落至地

下四樓 

電梯 

98-01 感電死亡事件(清華

大學) 

一名學生死亡 感電致死 體育館 

 

2-3  風險的意義 

    風險這個名詞的用法在不同的狀況下有不同的解釋，一般性而言，包涵兩方

面的意義。一是危機，具不確定的意思；其次是危險，危險發生的條件或環境因

素，即是其遠因或間接的因素[7]。 

    「風險」一詞對於每一個專業領域都有它的專有定義，一個適合經濟學者或

統計學者或決策理論專家的風險定義，可能對各風險學者的分析工具完全無用。

不論經濟學者、統計學者，決策理論專家及保險學者，長期以來都在討論風險與

不確性的概念，並試著就其領域建立風險的定義。「風險」的解釋雖有不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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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具有兩個共同的元素：無法預知與損失。更具體的說，風險是人們在預期或希

望所想要的結果下，所衍生出逆境變化之可能性的狀況[8]，亦為在特定客觀情

形下，特定期間內，某一結果發生之可能差異程度而言[9]。綜合整理各界學者

及專家之定義所示。 

 

表2.3   風險之定義 

學者及專家 風險定義 

吳保華、朱艷芳、林

惠燦(2003)[7] 

軍工廠國有民營之政策與施行上，可能發生軍工廠國有

民營目標損失之狀況與現象或狀況發生之主要來源；風

險事件為導致軍工廠國有民營目標損失之主要風險來

源的相關工作或作業(具關鍵性且窒礙的問題)。 

Emmett J. Vaughan 
(2000) [8] 

不確定性與風險混為使用，這兩個概念之間關係的觀點

似乎是合適的。最常使用的不確定性意義，是指具有懷

疑特徵的心理狀況，而其基於對未來將會發生何事的認

識不足。這相反地，確定性是對一特殊情況的確定或確

信。換句話說，不確定性就是對未來沒有認知的心理反

應。 

宋明哲(2004) [9] 從傳統技術典範由團體的、客觀的、數理性的觀點認

為：特定情況下，實際損失與預估損失之差異性。 

鄭燦堂(2000) [10] 以財務的觀點認為風險定義主要可分為下列二 

種：第一種為「事件發生的不確定性」，為主觀的看法，

著重於個人及心理狀況。第二種為「事件發生遭受損的

機會」，為客觀的看法，著重於整體及數量的狀況，認

為在我們從事各種活動中發生損失的可能性。 

郭斯傑、邱必洙 

(1999) [11] 

風險常與不確定性劃上等號，凡是一項事件的預期結果

與實際結果有差異時，此一事件的發生即屬不確定而無

法明確地掌握。 

余文德(2004) [12] 工程風險定義為「因未知事件之發生可能對工程帶來利

益之損失」。 

劉福標(2002) [13] 風險為「不確定發生的損失」，其所強調的重點為不確

定及損失。 

周慧瑜(2002) [14] 風險定義為「對營建工程專案欲達成預定工期與成效之

目標具有負面影響，且無法預知其發生的事件」。 

中華顧問工程司於高

雄都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紅橘線路網建設案 

風險非僅指安全風險而已，危害發生的結果可能涉及額

外的成本支出或/及完工期的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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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15] 

PMI 專案管理學會 

(2002)[16]  

專案風險是一種不確定的事件或狀況，當該事件或情況

發生，對專案的目標將發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一個風

險具有一個肇因及其發生時的後果。 

    本研究由前述風險定義，歸納出風險應具有下列特性：1.事件發生及產生的

結果必須是不確定性，亦各種風險事件發生之機率、原因及結果為不確定且無法

明確掌控。2.必須有損失的可能性。3.係屬未來性。     

 

2.4 風險管理的定義 

    目前所使用的風險管理名詞，開始於50 年代早期，哈佛商業評論建議[22]，

在組織中的有些人應該要負責＂管理＂組織的純風險，此想法的目標是要描繪

「風險管理」可行計畫的重要原則；建立一個管理風險的全職「風險管理師」。

風險管理的發展在美國及其他先進國家，運用在太空計畫、專案管理、新軟體研

發、財務、保險、軍事武器及國防等之工程應用方面已廣泛使用，國內對風險管

理的概念，尚處於發展階段，各界學者及專家對風險管理的定義分述如下，詳表

2.4 之說明。 

 

表2.4   風險管理定義 

學者及專家 風險管理定義 

郭斯傑、邱必洙 

(1999) [11] 

所謂風險管理是企業組織透過對風險之確認、評估、分

析、衡量，對可能發生之意外事故或損失事件，期以最

少之成本控制偶然損失的風險，使風險加諸的不良影響

降至最低程度，並達到損害 

防制或損失補償目的之最佳管理方法。 

余文德(2004) [12] 使計畫選定、成本估計和進度安排方面更具體、可靠。

使決策者能更準確的認識風險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有

助於決策者制定更完備的緊急應變計畫，有效地選擇風

險防範措施。有助於決策者 

選定最適合的委託或承攬方式。有助於維持商譽及企業

形象。能提高決策者決策水準及風險管理水準。能控制

風險、降低損失、增加利潤。 

劉福標(2002) [13] 風險管理係「透過對風險辨識、衡量再予適當的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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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最少的成本，使風險加諸於財務的不良影響降至最

低的方法」。亦可解釋為「對可能發生之意外事故或損

失事件，於事先加以處理或控制，以達到損害防制或損

失補償之目的。 

周慧瑜(2002) [14] 風險管理為一個持續循環修正的過程。 

中華顧問工程司於高 

雄都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紅橘線路網建設案 

(2001) [15] 

風險管理為持續不斷的去預測危害，並設法降低風險，

是完美且經濟的完成計畫之基本條件。 

PMI 專案管理學會 

(2002)[16] 

風險管理係一有系統地辨識、分析和回應專案風險的過

程。它包括將對專案目標之達成，有正面影響之事件的

發生機率與其結果極大化，及有負面影響之事件的發生

機率與衝擊降低到最小。 

雷勝強(1999) [17] 所謂風險管理，就是人們對潛在的意外損失進行辨識、

評估，並根據具體情況採取相應的措施進行處理，即在

主觀上盡可能有備無患或在無法避免時亦能尋求切實

可行的補償措施，行而減少意外損失或進而使風險為我

所用。 

    本研究旨在探討校園防災風險，經比較前述風險管理定義後，藉由一個具系

統化之風險管理技術，進行辨識、分析、處理及回饋，使校園可能產生之災害，

以最經濟之成本來預防，並降低風險所致之損失程度，來達成專案目標。 

 

2.5 風險管理之模式 

    風險管理運用在不同的領域與範疇上，其執行的程序也不太相同，經整理風

險管理相關文獻，其風險管理之精神，不外乎綜合「事前規劃」、「危機處理」、

「保險轉移」及「可行性方案評估決策管理」等之管理方法。 

 

表2.5   學者與專家之風險管理模式 

學者與專家  風險管理模式 研究內容 

郭斯傑、邱必洙 

(1999) [11] 

風險確認→風險分析→ 

風險處置 

 

研究風險管理技術，說明

工程風險分析與工程保 

險，釐清工程保險爭議，

並由專案管理角度入，建

立工程保險整體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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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德(2004) [12] 風險辨識→風險分析→ 

風險處理 

 

探討風險管理技術，說明

營建專案風險管理。 

中華顧問工程司於高雄

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

橘線路網建設案 

(2001) [15] 

風險確認→風險評估→ 

風險預防與減輕對策→ 

風險監督 

探討風險管理系統，說明

捷運工程生命週期不確 

定風險，建議風險管理計

劃之執行。 

呂義豐(1991) [19] 風險辨識→風險分析→ 

風險處理 

研究風險評估技術，說明

山坡地開發，藉由風險評

估工具決策投資策略。 

呂守陞(1992) [20] 風險辨識→風險分析→ 

風險處理→風險情報回 

饋 

 

探討風險管理技術，說明

隧道施工之風險管理，藉

由風險管理技術降低風 

險損失，提升甲、乙雙方

效益。 

    本研究主要以風險為觀點來探討校園災害預防及減輕損失，依前述風險管理

定義及比較上述各界學者與專家之風險模式與內容後，其依風險管理模式進行風

險辨識、風險分析、風險處理及回饋，如2.1圖所示。 

風險辨識

風險分析

風險處理

風
險
情
報
回
饋

 

                           圖2.1  風險管理模式 

 

2.5.1 風險辨識 

一個風險除非在事先就辨識出來否則是無法管理的，而風險辨識的目的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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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所有可以知道的風險。要管理風險必須首先識別風險，對風險的嚴重程度及可

能造成多大的損失必須認真估量。然而，風險並不是顯露於外表，多數情況下，

風險隱蔽於各個環節，使人們不易發現。風險甚至存在種種假象之後，具有迷惑

性。 

(一)風險辨識技術 

1. 歷史回顧 

     這類技術著眼於過去已經發生的事，可能是在這種狀況下、或是其他類似

狀況。它們靠著謹慎選擇參考點以確保其間的相似性，並且聰明地過濾資料以確

保僅有相關的風險被納入考慮。每個個案中，歷史回顧法問的是，過去曾被辨識

到的風險這一次會不會出現。 

2. 現況評估 

    這類技術需要詳細考慮現在的狀況，在給定的架構與模型下分析其特徵以發

現不確定的區域。不像歷史回顧的途徑，現況評估不需依賴外部的參考點，而純

粹基於檢驗今天所存在的事實。 

3. 創意技術 

    許多的風險辨識方法是鼓勵人運用想像力來發現未來會影響目標達成的可

能風險，這些技術要靠利害關係人的能力作創意思考，不論是個別的或是群體進

行，使用一個有技巧的促進者通常會增強它們成功的機會。 

(二)風險辨識工具 

    風險辨識工具所獲得的資訊，即是方向、文件分析、面談、和檢驗[21]。 

1.方向 

    風險辨識的第一步是徹底備有關於災害的知識。 

2.文件分析 

    這些記錄代表了風險分析和曝露辨識所需資訊的基本來源，並做為風險辨識

過程中的起迄點，審核者必須取得組織活動和歷年的某些內部和外部之歸納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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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談 

    可以支援風險辨認的重要資訊來源是和組織內部重要職員的面談。因為有些

資訊並未記錄在文件或記錄中，僅存在管理者的心裡。然而，和組織內部不同的

人面談，有時候在挖掘資訊上是必要，但也需要將其加入辨認曝露時所需的一般

資訊來源。 

4.檢驗 

    檢驗是調查資訊過程中最重要的部份之一，因為它幫助審核者熟悉組織，它

可以揭露原本未被發現可能損失的區域，因此，支持損失預防和保險保障的建議。 

(三)風險辨識方法 

    風險的辨認對於風險管理、保險管理都是一個基本過程。支援風險辨識上有

許多種的工具可以運用的，包括問卷、對照表、專家系統…等，如下： 

1.風險分析問卷法 

    風險辨認過程中的主要工具是風險分析問卷，有時候也稱為事實發現者。這

些問卷是設計者引導風險管理師經由一系列詳細和有洞察力的問題來發現風險。 

2.風險清單法 

    風險辨識中的第二重要的輔助工具，也是風險分析中最普遍採用的工具之

一，即是風險曝露對照表，也就是常見標的曝露的名單。這種對照表在對檢驗之

前和之後有助於喚起記憶是很有效果的。對照表可以有效的和其它風險辨識工具

搭配在一起，做為減少忽略可能發生嚴重曝露風險的機會之最後的確認。 

3.專家系統法 

    在風險辨認中使用的專家系統是將風險分析問卷、風險對照表、和保險保單

對照表的特性而融合在一個工具中。 

4.流程圖法 

     在某些案例中，流程圖的分析可以提示風險管理者可能產生不尋常的特殊

風險。 

5.統計記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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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考以前的統計記錄對判斷在未來有可能重複出現的風險事件極為有益。 

2.5.2 風險分析 

    辨識和衡量風險僅能從宏觀上瞭解和識別風險。若要瞭解風險的準確情況和

確切的根源，尚須對其進行深刻的分析。在計畫生命周期的全程序中，會出現各

種不確定性，這些不確定性將對計畫目標的實現產生積極或消極影響。計畫風險

分析就是對將會出現的各種不確定性及其可能造成的各種影響和影響程度進行

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評估。 

一、風險評估的主要步驟 

(一).採集數據 

    首先必須採集與所要分析的風險相關的各種數據。這些數據可以從投資者或

者承包商過去類似計畫經驗的歷史記錄中獲得。所採集的數據必須是客觀的、可

統計的。 

(二).完成不確定性模型 

    以已經得到的有關風險的資訊為基礎，對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和可能的結果給

予明確定量。 

(三).對風險影響進行評估 

    在不同風險事件的不確定性已經模型化後，緊接著就要評估這些風險的全面

影響。通過評估把不確定性與可能結果結合起來。 

二、風險評估方法 

    從過去的風險管理技術中，常見的風險分析方法有八種：即調查和專家評分

法、層次分析法、模糊數學法、統計和概率法、敏感度分析法、蒙地卡羅模擬、

CIM 模型、影響圖。其中前兩種方法側重於定性分析，中間三種側重於定量分析，

而後三種則側重綜合分析。 

(一).調查和專家評分法 

    調查和專家評分法是一種最常用的、最簡單的、應用最廣的分析方法。它的

應用由兩部份組成：首先，辯識出某一特定工程計畫可能遇到的所有風險，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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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調查表；利用專家經驗，對可能的風險因素的重要性進行評估，綜合成整個

計畫風險[17]。 

(二).統計和概率法 

    利用統計分析在風險管理的決策基本上大都是在不確定的情況下進行，因而

統計學上的機率理論對決策有極大的助益，風險分析上常利用經驗機率為工具。

通常為衡量風險的大小，大都採用損失機率分配的預期值及標準差。但這些統計

方法均需有足夠而且充分的損失經驗資料，若在無法獲得全面性資料的情況下，

則採用抽樣分配及統計推論(理論，應用此兩項統計工具，可從少量的樣本中預

估未來的損失，並預測抽樣母體之性質及這些樣本的可靠程度。應用統計和概率

方法分析工程風險是比較傳統的做法，是受到計畫評核術(ProgrammeEvaluation 

and ReviewTechnology, PERT)中分析成本一進度變化的啟示。這種方法優點在於

理論基礎紮實，分析程序簡單[13]。本研究採用之方法。 

(三).模糊數學法 

    模糊數學的優勢在於：它為現實世界中普遍存在的模糊、不清晰的問題提供

了一種充分的概念化結構，並以數學的語言去分析和解決它們。它特別適合用於

處理那些模糊、難以定義的，並難以用數字描述而易於用語言描述的變數。正因

為這種特殊性，模糊數學已廣泛用於各種經濟評估中[17]。 

(四).層次分析法 

    在工程風險分析中，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提供了一

種靈活的、易於理解的工程風險評估方法。一般都是在工程計畫投標階段使用AHP 

來評估工程風險。它使風險管理者能在投標前就對擬建計畫的風險情況有一個全

面認識，判斷出工程計畫的風險程度，以決定是否投標[17]。 

(五).敏感性分析法 

    與前面敘述的幾種風險分析方法不同的是，敏感性分析方法只考慮影響工程

目標成本的幾個主要因素的變化，如利率、投資額、執行成本等，而不是採用工

作分解結構把總成本按工作性質細分為各子計畫成本，從子計畫成本角度考慮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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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因素的影響，再綜合成整個計畫風險[17]。 

(六).蒙地卡羅模擬技術 

    蒙地卡羅方法(Monte Carlo simulation)又稱隨機抽樣技巧或統計試驗方法，

它是估計經濟風險和工程風險常用的一種方法。在一般研究不確定因素問題的決

策中，通常只考慮最好、最壞和最可能三種估計，如敏感性分析方法。如果這些

不確定的因素有很多，只考慮這一種估計便會使決策發生偏差或失誤[17]。 

(七).影響圖 

    隨著決策理論的進一步發展，80 年代初新興起一門決策分析學科，即影響

圖(influence diagram)。它作為有效的建模工具和分析方法，既適合決策者思考

問題的方式，又能達到決策分析所應具有的準確性，是表達不確定性變數和決策

的一種圖形方式， 影響圖是由一個有向圖構成的網路。它用直觀緊湊的圖形表

示出問題中主要變量間的相互關係，並可以清楚地揭示出變數間存在的相互獨立

性及進行決策所需的資訊，它既可以作為一般直觀的定性分析工具，又可以研究

成為由電腦實現的正規數量化分析的手段[17]。 

 (八)CIM 模型 

    Controlled Interval and Memory Models 簡稱CIM 模型，是對概率或概率分

佈進行疊加的控制區間和記憶模型的簡稱 這種方法用直方圖替代變數的概率分

佈，用和代替概率函數的積分[17]。 

 

2.5.3 風險處理 

    風險管理的目標在以最低的管理成本，獲取最大的保障效益。本研究綜合上

述風險管理技術之步驟、方法、工具等分析後，針對不同的風險應採行不同的處

理方法，期能發揮最大的管理效益，不論以何種方式處置風險，損失預防與損失

抑制皆為不可或缺之管理方法。短期而言，管理成本略為增加，至長期而言，損

失頻率與幅度得以控制並獲得改善，除可減少自留損失外，保險理賠記錄良好，

可相對降低保險支出，另可維持商譽及企業形象。一般適用的準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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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損失頻率低、損失幅度小的風險 

因預期損失小，可自行吸收保留，若採保險轉嫁在成本上反而不經濟，故適合以

自留措施自行承擔。 

(二)損失頻率高、損失幅度小的風險 

損失幅度雖不大，但可能因損失頻率高而致累積損失過鉅，而超出財務能力負

擔，故需考慮採行保險轉嫁。但配合採行部份損失自留，以節省保險成本。 

(三)損失頻率低、損失幅度大的風險 

因有巨大災損失之可能，保險轉嫁必需妥善安排，並配合部分損失之可能，保險

轉嫁必需妥善安排，並配合部份損失自留，以節省保險成本。 

(四)損失頻率高、損失幅度大的風險 

通常此類風險因賠款成本過高，一般保險費極為昂貴，或為保險公司拒保，因此

通常適合予以避免或非保險轉嫁，使損失降至最低。 

    回顧各界學者與專家在不同領域上的風險管理運用文獻後，得風險管理技術

之辨識、分析、處理係為持續循環的去預測危險，研擬因應對策，降低風險與減

輕損失，本研究為校園防災提昇，故藉由風險管理技術探討校園防災歷史文件辨

識、分析風險，擬定因應對策，持續檢討與改進，使其以降低校園災害風險，作

為爾後校園防災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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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校園災害風險辨識 

3.1 風險辨識之方法 

風險辨識是風險管理之第一步驟，係對風險之識別與確認，風險必須先予辨

識，才能評估風險，作適當之處理對策。故對校園防災作研究時，須先對校園可

能發生之災害風險辨識加以探討。 

首先回顧風險辨識方法；之後對該方法中有利於校園災害風險辨識，以實例

加以探討之研究方法，並以實例說明供校園災害風險辨識時之參考及應用。 

    綜合第二章有關風險辨識方法之論著及文獻研究，可歸納風險辨識主要方法

有財務報表、流程圖、風險分析問卷、統計記錄。上述諸方法，流程圖法對風險

確認有相當限制，須併其他方法同時採用；財務報表法僅適用於公司風險之確

認，不能用於災害風險之辨識；統計記錄法，則因須花較多時間去探討過去之情

形，至今少有人探討；問卷及檢核表法則使用是最廣所，學界對此亦多有探討。

本研究探討分析問卷法，以校園災害之風險辨識作實例；供校園防災之參考及應

用。 

 

3.2 校園災害風險因子之確立 

    要了解校園災害風險，與一般風險管理技術一致，首先辨識風險，對風險的

影響程度及可能發生的損失程度。本研究整理相關之歷史文件災害57 個案例如

表2.2所示。將表2.2災例發生原因區分為主要風險因子與非主要風險因子兩大類

後發現，主要風險佔61.4%；非主要風險因子佔38.6%，如表2.1 所示。 

    校園災害影響之主要風險因子為火災、化學性傷害、被切割捲夾傷害等三

項，非主要影響之風險因子有感電事件、電梯墜落、建物墜落、傳染病災害等， 

一般校園災害事件發生機率最大者為電器火災，而火災的潛在災害為未老舊線路

更換、電力過載之電氣設備、延長線上插有過多插電設備、易燃品旁有引火源等。

然而實驗室是發生災害地點機率最大之一，學校實驗室是教育學生學習技能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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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但由於管理者的認知不夠， 再加以實驗室作業人員的不安全行為，致使近

年來校園實驗室災害頻傳，甚至造成人員及學生傷亡的不幸事件。本研究將於第

四章透過合理及科學的評估分析，期能提供日後校園災害風險判別模式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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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校園災害風險分析 

 

    風險分析係風險管理第二步驟，校園災害依前章方法作風險辨識後，均須再

辦理檢查。風險分析的主要目的，在建立風險發生時之可能影響程度及可能性之

機率，以擬訂後續適宜之對策及預防措施。故研究校園防災風險管理極須針對風

險分析作探討。通常風險分析面臨許多不確定性，即使在風險事件發生後，其後

果之評估，均有不確定性存在。因此，校園防災風險分析，實質上即在分析不確

定性。此等不確定性分析，尚無標準而系統化方法，故本研究探討風險分析，仍

以校園防災風險評估為例，試圖將各風險因子予以量化，並測定各風險因子所衍

生的危害情形及後果，建立有程序、有系統的評估方式。探討時，首先回顧風險

分析整體程序及方法，次對該程序及方法中，以實例加以探討，並以問卷分析法

進行風險定性與定量比較，可供校園防災整體風險評估之參考及應用。 

 

4.1校園災害風險定性分析 

    經由風險辨識所獲得之風險來源因子，將其關係建立自編之「校園災害問卷」

進行調查；另外將問卷作為進行量化分析各災害風險來源因子的關係比較，構成

校園防災風險分析。 

 

4.1.1 問卷分析 

    為建立風險定量分析，首先須利用前章(第三章)風險辨識所述統計法，本研

究以蒐集之校園災害57 件災害案例，進行統計探討校園災害風險來源，且將所

有取樣之57件災害案件原始檔案，分別就每各案例之事故概況、事故原因、傷亡

及災害分類等詳加研究，再予將問題分類及整理，並自編之「校園災害問卷」(如

附件一)進行調查，將問卷作為進行量化分析各災害風險來源因子的關係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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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係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而設計，內容為「學校可能潛在之災害」

以及「災害之嚴重程度及發生頻率」等兩大部份。為了使受訪者容易回答，在順

序的安排上首先將「學校可能潛在之災害」置於問卷最初，讓所有受訪者先由自

身熟悉且較貼近生活的題項進行回答，「災害之嚴重程度及發生頻率」題項置於

第二部份。以下將分述兩大部份的問卷設計： 

（一）學校可能潛在之災害 

第一部份主要是為瞭解受訪者個人認為學校可能存在哪些災害。 

（二）災害之嚴重程度及發生頻率 

第二部份主要在於了解受訪者對災害之認知，經文獻歸納整理後，本研究

將災害界定為：「嚴重程度」、「發生頻率」。 

二、實施程序  

    由於本研究範圍為中華大學，基於時間與成本考量，研究者除了親自執行問

卷施測外，並惠請指導老師協助進行。在此問卷的執行程序上首先將問卷進行專

家評估，經過修訂問卷之後，最後製作成正式問卷進行施測。 

（一）專家評估與問卷修改  

    根據專家與研究者評估，認為問卷題目太多太長，導致降低完成問卷的意

願，或甚至為了趕時間而隨便填答。根據研究者進一步詢問發現，主要是第二部

份「災害之嚴重程度及發生頻率」的題項太多，便朝併題的方向修改，以精簡的

設計方式來呈現問卷內容，並將易混淆受訪者認知的題項刪除，最後透過專家評

估的建議，進行過問卷的最後修正後，作為正式施測並蒐集受訪者意見的最終研

究量化工具（如附錄一之問卷）。 

（二）正式施測  

    本研究正式施測時間為2009年12月1日至2009年12月31日為止，300份問卷

中，回收300份，回收率為100%；剔除作答不完整的無效問卷36份後，有效問卷

共計264份（如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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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正式施測有效問卷之樣本數 

院別 性別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研究所 總計

工學院 男 3 8 15 0 1 36 

女 0 1 8 0 0 

管理學院 男 7 0 11 1 0 35 

女 8 4 3 1 0 

建築規劃學院 男 11 8 20 6 2 87 

女 2 7 27 3 1 

人文社會學院 男 1 5 8 0 0 38 

女 4 7 6 7 0 

資訊學院 男 0 15 14 2 0 40 

女 0 6 3 0 0 

觀光學院 男 0 0 6 0 0 28 

女 0 3 19 0 0 

總計 36 64 140 20 4 264 

 

三、問卷調查資料描述性分析  

    將回收的有效樣本，根據研究架構中採用次數分配的方式進行描述性統計，

歸納出「學校可能潛在之災害」、「災害之嚴重程度」與「災害發生頻率」等變

項進行描述性分析。 

(一)學校可能潛在之災害 

    經過統計的結果顯示，在本研究264份的有效樣本中，「地震」是最多人認

為在學校裡最常發生的，佔12.9%(N=181)。 

             表4.2  學校潛在之災害人數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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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學校潛在災害比例圖 

 

   表4.3  學校潛在之災害分析表 

排序 災害項目 人數 百分比(%) 

1 地震 181 12.9% 

2 颱風 174 12.4% 

3 交通事故 168 12.0% 

4 火災 153 10.9% 

5 傳染病災害 126 9.0% 

6 化學性災害 93 6.7% 

7 感電 87 6.2% 

8 墜落 84 6.0% 

9 風災 78 5.6% 

10 坡地災害 75 5.4% 

11 水災 59 4.2% 

12 被捲夾 45 3.2% 

13 爆炸 43 3.1% 

14 建物倒塌 32 2.4% 

 

    根據表4.3可發現，剔除天然災害(地震、颱風)與意外災害(交通事故)，本

校學生認為校園可能最常發生的災害為火災(10.9%，n=153)，與近年來校園常見

災害災例調查統計比較，結果相符，因此，影響校園火災的因素極為重要。校園

災害中，火災所造成的損失，累積起來不亞於各種天災。由於本校發生災害頻率



 

 31

較低，故本校學生對於別所學校曾有發生過被夾、被捲或感電等災害的認知些許

缺乏，因此，災害發生的直接原因、間接原因以及災害預防等認知，是本校學生

應該加強之地方。為了提高學生的防災意識、了解校園災害的現狀及對策，建議

學校可針對宣傳旗幟、海報、小手冊、網路等各種宣傳資料的活用、專題討論會

的舉辦及優良推動組織的表揚等進行檢討，並且有計畫性地開始實施。 

 

(二)災害發生之嚴重程度 

    根據表4.4顯示受訪者認知之災害嚴重程度，大多數受訪者認為地震屬於中

度嚴重（36.4%；n=96）；而颱風大部分人認為是中度嚴重(35.6%；n=94);交通

事故之嚴重程度為嚴重(38.3%;n=101)；受訪者認為火災為嚴重(32.2%;n=85)；

傳染病災害為嚴重(32.6%;n=86)；有近五成的受訪者認為化學性災害為嚴重

(48.5%;n=128)；感電則為非常嚴重(46.2%;n=122)；墜落為非常嚴重

(34.5%;n=91)；風災為嚴重(30. 7%;n=81)；坡地災害為非常嚴重(36.4%;n=96)；

水災為中度嚴重(33%;n=87)；被捲夾為中度嚴重(43.2%;n=144)；爆炸為非常嚴

重(54.9%;n=145)；建物倒塌為非常嚴重(51.5%;n=136)。 

表4.4  災害嚴重程度表(中華大學為例) 

選項 嚴重程度 人次 百分比(%) 

 

 

地震 

 

非常不嚴重 

不嚴重 

中度嚴重 

嚴重 

非常嚴重 

9 

49 

96 

53 

57 

3.4% 

18.6% 

36.4% 

20.0% 

21.6% 

 

 

颱風 

非常不嚴重 

不嚴重 

中度嚴重 

嚴重 

非常嚴重 

10 

27 

94 

82 

51 

 3.8% 

10.2% 

35.6% 

31.1% 

19.3% 

 

 

交通事故 

非常不嚴重 

不嚴重 

中度嚴重 

嚴重 

非常嚴重 

7 

32 

65 

101 

59 

 2.7% 

12.1% 

24.6% 

38.3% 

22.3% 

 非常不嚴重 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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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 

不嚴重 

中度嚴重 

嚴重 

非常嚴重 

12 

80 

85 

75 

 4.5% 

30.3% 

32.2% 

28.6% 

 

 

傳染病災害 

非常不嚴重 

不嚴重 

中度嚴重 

嚴重 

非常嚴重 

6 

21 

69 

86 

72 

 2.3% 

 8.0% 

26.1% 

32.6% 

27.3% 

 

 

化學性災害 

非常不嚴重 

不嚴重 

中度嚴重 

嚴重 

非常嚴重 

9 

31 

59 

128 

37 

 3.4% 

11.7% 

22.3% 

48.5% 

14.1% 

 

 

感電 

非常不嚴重 

不嚴重 

中度嚴重 

嚴重 

非常嚴重 

8 

18 

48 

68 

122 

3.0% 

6.8% 

18.2% 

25.8% 

46.2% 

 

 

墜落 

非常不嚴重 

不嚴重 

中度嚴重 

嚴重 

非常嚴重 

0 

5 

86 

82 

91 

 0.0% 

 1.9% 

32.6% 

31.0% 

34.5% 

 

 

風災 

非常不嚴重 

不嚴重 

中度嚴重 

嚴重 

非常嚴重 

13 

52 

51 

81 

67 

 4.9% 

19.7% 

19.3% 

30.7% 

25.4% 

 

 

坡地災害 

非常不嚴重 

不嚴重 

中度嚴重 

嚴重 

非常嚴重 

6 

22 

69 

71 

96 

 2.3% 

 8.3% 

26.1% 

26.9% 

36.4% 

 

 

水災 

非常不嚴重 

不嚴重 

中度嚴重 

嚴重 

非常嚴重 

21 

25 

87 

86 

45 

 8.0% 

 9.5% 

33.0% 

32.5% 

17.0% 

 

被捲夾 

非常不嚴重 

不嚴重 

中度嚴重 

嚴重 

非常嚴重 

16 

19 

114 

54 

61 

6.0% 

7.2% 

43.2% 

20.5%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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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 

非常不嚴重 

不嚴重 

中度嚴重 

嚴重 

非常嚴重 

4 

4 

26 

85 

145 

1.5% 

1.5% 

9.8% 

32.3% 

54.9% 

 

 

建物倒塌 

非常不嚴重 

不嚴重 

中度嚴重 

嚴重 

非常嚴重 

5 

24 

27 

72 

136 

1.9% 

9.1% 

10.2% 

27.3% 

51.5% 

 

 

(二)災害發生頻率 

    根據表4.5顯示受訪者認知之災害發生頻率，大多數受訪者認為中華大學內

偶爾發生地震、颱風及交通事故災害，其他災害則較不常發生。 

表4.5   災害發生頻率(中華大學為例) 

選項 發生頻率 人次 百分比(%) 

 

地震 

 

經常發生 

偶爾發生 

不常發生 

7 

133 

124 

 2.7% 

50.3% 

47.0%% 

 

颱風 

經常發生 

偶爾發生 

不常發生 

11 

134 

119 

4.2% 

50.8% 

45.0% 

 

交通事故 

經常發生 

偶爾發生 

不常發生 

58 

108 

98 

22% 

40.9% 

37.1% 

 

火災 

經常發生 

偶爾發生 

不常發生 

5 

7 

252 

1.9% 

2.7% 

95.4% 

 

傳染病災害 

經常發生 

偶爾發生 

不常發生 

12 

102 

150 

4.5% 

38.6% 

56.9% 

 

化學性災害 

經常發生 

偶爾發生 

不常發生 

8 

21 

235 

3.0% 

8.0% 

89.0% 

 

感電 

經常發生 

偶爾發生 

不常發生 

2 

4 

258 

0.8% 

1.5%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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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落 

經常發生 

偶爾發生 

不常發生 

8 

10 

246 

3.0% 

3.8% 

93.2% 

 

風災 

經常發生 

偶爾發生 

不常發生 

15 

27 

222 

5.7% 

10.2% 

84.1% 

 

坡地災害 

經常發生 

偶爾發生 

不常發生 

6 

19 

239 

2.3% 

7.2% 

90.5% 

 

水災 

經常發生 

偶爾發生 

不常發生 

2 

7 

255 

0.8% 

2.7% 

96.5% 

 

被捲夾 

經常發生 

偶爾發生 

不常發生 

17 

29 

218 

6.4% 

11.0% 

82.6% 

 

爆炸 

經常發生 

偶爾發生 

不常發生 

2 

5 

257 

0.8% 

1.9% 

97.3% 

 

建物倒塌 

經常發生 

偶爾發生 

不常發生 

1 

2 

261 

0.4% 

0.8% 

98.8% 

 

4.2 校園災害風險定性與定量結合討論  

一、風險評估的方法：風險評估以進行定量化評估為優先。 

(一) 定量化評估─ 

    量化計算損失頻率、損失幅度、預期損失 

(二) 定性化評估─ 

    有很多風險受限於目前對其瞭解程度或因資料不足，並無法進行

量化風險評估時，可以定性方式進行。 

二、風險評分 

(一) 量化「嚴重程度」(S)=當意外發生，可能損失情況為何？ 

(二) 量化「發生機率」(P)=嚴重情況多久發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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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分＝ 「嚴重程度」Ｘ「發生機率」 ＝ S x P 

    綜合前述研究結果，對校園災害提出風險評分，以「嚴重程度」來計算，非

常不嚴重1分，不嚴重2分，中度嚴重3分，嚴重4分，非常嚴重5分；而「發生機

率」計算方式為，不常發生1分，偶爾發生3分，經常發生5分。 如表4.6 

 

表 4.6風險評分表 

選項 嚴重程度

(S) 

發生機率

(P) 

風險評分

(S X P) 

百分比 

(%) 

排序 

地震 892 558 497736 9.2% 3 

颱風 929 576 535104 9.9% 2 

交通事故 965 712 687080 12.8% 1 

火災 988 298 294424 5.5% 13 

傳染病災害 959 516 494844 9.2% 4 

化學性災害 945 338 319410 5.9% 10 

感電 1070 280 299600 5.6% 11 

墜落 1051 316 332116 6.2% 8 

風災 929 378 351162 6.5% 6 

坡地災害 1021 326 332846 6.2% 7 

水災 901 286 257686 4.8% 14 

被捲夾 917 390 357630 6.6% 5 

爆炸 1155 282 327510 6.1% 9 

建物倒塌 1102 271 298642 5.5% 12 

 

    依據風險評分表可評估出中華大學內發生災害之風險比例。如圖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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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風險評分比例圖(以中華大學為例) 

 

    針對所有經過分析的風險，從定性和定量兩個角度上研究了校園災害，可發

現地震、颱風、交通事故在定性分析與定量分析上屬於中華大學校園中風險高之

災害，傳染病災害也是屬於風險偏高之災害，化學災害、爆炸、感電、墜落、坡

地災害則屬於中型風險，低型風險則是水災、建物倒塌。以上十一種校園災害經

過定性與定量結果合理。另外，火災災害在定性分析時屬於高風險，由於本校建

築物多為耐火建築物，火災災害發生機率較低，雖然本校火災災害在定量分析風

險屬於較低，但是依據表2.1統計表可知，近幾年來其他學校發生火災的機率高

達30%，因此，火災災害是不可忽視的問題。  

4.2.1 校園災害原因探討 

    綜合前述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中華大學校內災害發生之機率屬於較低型，

避免災害造成傷亡或財產損失等重大災情，災害源因探討日顯重要。 

表4.7  災害原因探討表 

選項 災害原因  預防方法 

地震 1.斷層錯動（90%） 

2.火山活動(7%) 

3.岩溶塌陷 

4.隕石撞擊 

1.加強宣導防震常識，教導避難

事宜；學校應定期舉行防震演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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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函物質相變化 

6.地下核爆及其它人為因素等。 

2.教室的照明燈具、實驗室的櫥

櫃及圖書館書架應加以固定。

3.應經常檢驗防火和消防設備。

4.應規劃有關緊急計畫，並預先

分配、告知緊急情況時各人的

任務以及應採取的行動。  

颱風 1.暴潮 

2.豪雨 

3.暴風  

1.颱風季節加強注意防颱措施。

2.颱風來臨前，事先清掃和疏通

排水溝和排水孔，才不會因為

阻塞而產生積水，甚至淹水的

情形。 

3.檢查門窗是否堅固，並且事先

修補更換。 

4.花木也要修剪樹枝或加上之架

固定、保護。 

交通事故 1. 超速失控 

2. 酒後駕駛 

3. 疲勞失控 

4. 未注意路況 

5. 掌握人、車、路、環境的互動

狀況。 

6. 酒後不開車，開車不喝酒。 

7. 不超速，不違規。 

火災 1.人為縱火 

2.電器設備 

3.天然災害(例：閃電) 

1.控制火源 

2.研究分析火災資料，擬定防範

  對策。 

3.加強消防設施 

傳染病災害 1.病原體的存在 

2.適當的傳染途徑 

3.抵抗力較弱的人體 

 

1. 加強環境衛生管理 

2. 預防直接傳染 

3. 實施衛生教育 

4. 傳染病防治處理小組分工及

職責 

化學性災害 1. 化學物質與人體接觸的結果 1.了解工作場所中所使用的原物

料、製程中產生的副產物、產

物的確實成分，及閱讀其物質

安全資料表 

2.能正確的使用各種防護設施，

並且知道其確實所在位置，而

且隨時都保持在良好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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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時時對自己的健康狀態保持注

意與警覺。 

感電 1.未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或使其

功能失效 

2.使用缺陷的機具、漏電 

3.同時碰觸有接地的器具及未接

地的器具 

4.插座的負荷過量 

1.應設置自動電擊防止裝置，加

裝接地線及漏電斷路器。 

2.應加預防感電強宣導及查核。

3.電氣設備採用雙重絕緣、強化

  絕緣、附加絕緣加以絕緣被覆

  或使用電器隔離保護。 

墜落 1. 在不安全環境下作業 

2. 安全防護設施不良或不足 

3. 未確實使用安全防護措施 

4. 安全意識及預警能力不足 

5. 作業程序不適當 

1. 編訂正確而適當的作業程序

和工作方法。 

2.設置完整的安全防護措施。 

3.強化預警能力提高安全意識。

坡地災害 1.地質破碎、表土覆蓋深度淺 

2.山坡地坡度陡峭、坑溝及溪谷兩

岸坡面沖蝕嚴重。 

3.豪雨集中雨量大且降雨時長，最

容易引發崩塌及土石流。 

1.減少對山林的開發。 

2.保護原始的植生狀態。 

3.做好相關的措施。 

水災 1.降雨量過大 

2.河道淤積堵塞  

3.排水設施遭破壞 

1.勿將廢土、垃圾傾倒於排水溝

內。 

2.排水溝渠損壞請速通知養護工

程單位修護 。 

3.如排水溝堵塞、積水，請通知

環保單位清理 。 

被捲夾 1.不操作不熟悉機械  

2.安全防護設施不良或不足 

3.未確實使用安全防護措施 

4.安全意識及預警能力不足 

1.確保機械安全再作業。 

2.注意人為的疏失。 

爆炸 1.高壓容器破裂爆炸 

2.電器爆炸 

3.實驗室爆炸 

1.適當的管理維護及慎。 

2.維護設備環境之安全性。 

3.建立良好安全制度。 

4.給予完整的教育及防災訓練。

建物倒塌 1.地震 

2.爆炸 

1.應實施從事工作必要之教育、

訓練。 

2.訂定適合需要的勞工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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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災害管理可歸納出預防災害發生、控管災害造成傷害、強化組織應變能

力、促進組織健全發展這四種功能。亦即能做好校園災害管理，是有百利而無一

害的。目前，中華大學已有一套「校園災害管理實施計劃」，主要目的在結合本

校行政資源，健全本校災害防救體系，加強對災害減災、整備、應變、復原等災

害防救功能，以達維護校園及學生安全。而中華大學已針對風災、水災、震災、

土石流、火災、毒性化學物災害、傳染病、重大交通事故及其他人為造成之傷(損)

害等行為做評估與計畫，內容包括現況分析、具體作為、執行重點、通報系統、

狀況演練等。有此可知中華大學非常重視災害預防與應變動態過程。有效的校園

災害管理策略可分為八項：建立成員危機意識、消除校園危險死角、建置危機監

測系統、成立危機處理小組、訂定危機應變計畫、進行危機模擬演練、強化媒體

溝通關係和做好危機善後復原。若是學校人員能夠明確了解校園災害管理的功能

與理念，善用和落實上面所提出的八大策略，想必將會有助於減少校園危機的發

生，將危機損害控管至最低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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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1. 學校是學生最熟悉的活動場所，卻因為複雜的因素，而潛存很高危險性。造

成校園災害之前六項災害分別是：交通事故、颱風、地震、傳染病災害、化學

性災害、火災。而在中華大學校內發生頻率最高的是交通事故，經本研究的探

討與預防對策，期能有助於校園環境的防災安全。 

2. 於風險分析建立各風險因子間之影響圖，得知影響校園災害安全，主要來源

為地震、颱風、交通事故、火災、傳染病災害、化學性災害、感電、墜落、坡

地災害、水災、被捲夾、爆炸、建物倒塌等，進而建立風險評分表發現交通事

故為最高風險因子，依風險處理原則應採「避免」處理方式。例如：提高便捷

的公共運輸，可避免騎乘機車的事故發生。 

 

 

5.2 建議 

    目前在國內有探討校園災害風險管理，故仍有相當多的瓶頸極需共同努力，

因此本研究在此提出建議，供後續研究者參考，作為校園防災風險管理研究之方

向。 

1.災害之發生原因，雖有直接原因、間接原因，但若要有抑制災害之發生，最重

要的是從社會因素著手探究處理方案。從健全法令規章、重視設備安檢，以致

使用管理維護、並推廣學生防災教育；軟硬體兼備，痛下針砭，方能降低災害

的發生，避免不幸事件。 

2.在外校的重大校園災害案例中，近五成是屬於火災及化學性災害，其餘部分為

感電、墜落、被捲夾、爆炸、建物倒塌等其他災害，顯示「火災及化學性災害」

的嚴重性與重要性。因此，對於火災及化學性災害的防治與努力及投入可加強

重點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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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歸納分析研究得到，電器火災是最常造成校園火災災害的主要原因，因此，加

強電器安全管理與延長線使用管理，俾能有較降低校園災害之發生。 

4.學校災害防救計畫之推動於1993年10月6日的國際減災日，主題是「減輕自然

災害的損失，特別專注學校和醫院」(Stop Disasters; Focus on Schools and 

Hospitals)。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依「減災」、「整備」、「應變」與「復原」

災害管理四個階段的工作，並以全民運動來推動以減低校園災害的發生數及死

傷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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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親愛的同學，您好： 

首先感謝您填答此問卷。本問卷的目的，主要在探討中華大學校園的危害，以進一步研究分

析，因此您的意見相當寶貴，請您依照個人的知覺填寫完這份問卷。本卷採不記名方式，對

外絕對保密，所得資料僅提供學術研究之用，同學可以放心選填！      

 敬祝         學業順利  萬事如意                             建設三甲  葉子寧 

                                                             指導老師  鄭紹材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請依據您的個人狀況，在適當的 1.內打「v」 

1.性別：   男    女    

2.院別：   工學院       管理學院      建築規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資訊學院      觀光學院 

3.年級：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研究所 

第二部份： 

1. 請問下列這些危害是有可能在學校發生的？(可複選) 

      火災       化學性傷害        感電       墜落      交通事故 

      颱風       坡地災害          水災       爆炸      傳染病災害 

      地震       建物倒塌          風災       被捲夾                

2.以中華大學校內為主，您認為下列災害發生的發生頻率及嚴重程度為何？ 

 嚴重程度 發生頻率 

選項 

非

常

不

嚴

重 

不

嚴

重 

中

度

嚴

重 

嚴

重 
非

常

嚴

重 

經

常

發

生 

偶

爾

發

生 

不

常

發

生 

(1)火災  □ □ □ □ □ □ □ □ 

(2)感電  □ □ □ □ □ □ □ □ 

(3)墜落 □ □ □ □ □ □ □ □ 

(4)被捲夾 □ □ □ □ □ □ □ □ 

(5)化學性傷害 □ □ □ □ □ □ □ □ 

(6)建物倒塌 □ □ □ □ □ □ □ □ 

(7)地震 □ □ □ □ □ □ □ □ 

(8)坡地災害 □ □ □ □ □ □ □ □ 

(9)傳染病災害 □ □ □ □ □ □ □ □ 

(10)風災 □ □ □ □ □ □ □ □ 

(11)交通事故 □ □ □ □ □ □ □ □ 

(12)水災 □ □ □ □ □ □ □ □ 

(13)颱風 □ □ □ □ □ □ □ □ 

(14)爆炸 □ □ □ □ □ □ □ □ 

*~本份問卷到此結束，誠摯感謝您的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