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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防災科學與技術學門緣起與架構

• 計劃審查與研究主題選擇

• 計劃內容撰寫

• 計劃案核定狀況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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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 global risk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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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Economic 
Forum 2021 global 
risk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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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lobal View of 
Major Natural Disaster Risk Hot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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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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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22, UNDRR

後COVID-19

災害風險治理



10

防災科

技學門

坡地

地震

體系洪旱

氣象

徵求領域及重點方向
坡地崩塌機制、變遷偵測
監測、潛勢分析、土砂運
移機制 地震機制與致災評估、

結構強化技術、維生管
線保全、都會區烈震

颱風數值模式、多時
空尺度氣象模式、短
延時強降雨、新一代
觀測資料分析、海象
災害

災後復原、弱勢人口臨
災之風險評估與對策研
究、社區防災、科技
災害、災害韌性與調適
力、風險治理

旱澇與水資源調度、地
下水資源、河道沖刷與
水理模式、水環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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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與課題徵求背景
項目 內容

我國政策 •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政策建議：
韌性國土與災害調適

• 行政院災害防救科技創新服務方案

國際議題 2015聯合國仙台綱領(UNDRR)、IPCC AR5、AR6

(2015-2030) [Seven targets and four priorities for 
action]

面臨問題 • 氣候變遷變遷與極端天氣之威脅
• 台灣屬於高自然風險地區
• 颱風、地震等大範圍複合型災害
• 短延時強降雨造成坡地崩塌、市區淹水等局

部災害
• 脆弱度、韌性與調適力提升
• 災害風險治理



行政院災害防救創新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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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災害下之韌性城鄉與防災調適

中綱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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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審查程序 (每年1-5月)

 書面初審：依本會學術審查方式辦理

 會議複審：複審委員擔任總（子）計畫主審，綜
整初審委員意見後經複審會議討論議決通過與否

 整合型計畫：各整合團隊須有三件以上計畫通過 (總
計畫通過為必要條件)，該整合型計畫方可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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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審查(每年1-5月)

 複審委員會：由學門召集人、共同召集人及19位符合學門
領域專長之學者專家共同組成

 初審委員：由複審會委員依所主審之申請案內容推薦，經
複審委員會討論議決之

 召集人及複審委員之計畫申請另組獨立委員會審議

 初審委員人數：

依年度申請金額，每件計畫送2至5位初審委員，原則如下：
a. 未達300萬者，2位為原則。
b. 300至500萬者，3位為原則。
c. 超過 500萬者，5位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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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審委員 (19位)

召集人：洪鴻智特聘教授
共同召集人：邱建國教授

組 次領域 委員

科研技術
(11位)

氣象組 (1位) 于宜強博士

坡地組 (3位) 林銘郎教授、張竝瑜教授、吳建宏教授

洪旱組 (3位) 倪春發教授、張麗秋教授、陳昶憲教授

地震組 (4位)
毆昱辰教授、張文彥教授、姚昭智教授、
林子剛教授

社經應用
(8位)

葛宇甯教授、李維森教授、曾志民教授、
蘇淑娟教授、吳杰穎教授、張學聖教授、
李宗勳教授、張鎧如教授

私立: 3位; 公立: 14位; 法人: 2位



研究主題選擇

•主持人可參考各領域研究議題（課題）

•配合自我研究興趣及學門特性

•避免主題過於狹隘

•避免過時的議題（除非是舊題新作）

•學術倫理議題
•一魚多吃問題
•一般抄襲
•自我抄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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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研究課題
領域 主要內容 數量

氣象災害 氣象監測與應變、巨量資料與預警、極端天氣與雨量估
計、極端豪雨成因、太空科技應用、大數據與AI應用

10

坡地災害 坡地破壞、風險評估、崩塌預警、土砂災害、引發性地
質災害

6

洪旱災害 河口海岸環境變遷、區域水文與供水、地層下陷監測、
水砂複合型災害、沖刷監測與人工智慧模擬、流域洪災
管理、智慧都市防洪

7

地震 地震境況模擬與損失評估、新材料新工法、結構診斷、
耐震安全與補強、關鍵設施防震、先進地震工程

7

防災體系 國土韌性、脆弱度與調適分析、氣候變遷調適治理、科
技災害、防災行為與心理、減災與災後重建、都市更新
與都市防災、緊急醫療（如COVID-19）

7

跨域 國土規劃與集水區減災、自主式防災跨域防災規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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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書撰寫

•文獻回顧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的更新

•系統性回顧

•說明計畫與研究的重要性

•研究方法

•儘量具體且可行

•鼓勵引用新方法論

•老方法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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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書撰寫

•預期成果

•避免過度誇大，而令人質疑其可行性

•著重在研究發現重要性的討論

•與既有文獻與研究的對話

•政策應用之潛力

•後續研究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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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基本原則
•研究成果與表現
•新進研究人員：約佔20%
•一般研究人員：約佔40%
•相關研究發表是否多為第一或通訊作者？

•計劃書撰寫
•議題、計畫內容、方法與預期成果

•計畫類型
•鼓勵整合型計畫與跨域研究
•個別型計畫：主要為新進人員與本學門新申請
者

•多年期計畫、第2件計畫的決定原則：前10-15%

•鼓勵年輕與有潛力的PI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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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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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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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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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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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防災學門計劃書
申請領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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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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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各組經費分配比例(含多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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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
10%

坡地
20%

洪旱
23%

地震
26%

體系
16%

跨域
5%

• 件數：19
• 經費：19,190千元

• 件數：34
• 經費：37,470千元

• 件數：32
• 經費：41,289千元

• 件數：47
• 經費：46,648千元

• 件數：29
• 經費：28,754千元

• 件數：7
• 經費：9,374千元



111年度計畫補助經費分布 (含多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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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審查-111年度各單位執行計畫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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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PI年齡與平均經費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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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國科會30多年來於防災科技上之努力，除提升臺

灣在國際學術研究能力與地位外，亦大幅厚實國

內災害防救工作

複審委員組成朝平衡專長、地域、校際方向努力

透過審查委員的邀請與參與，提升研究交流

新進人員－隨到隨審機制

學術倫理 (引用方式、學生論文引用等)



結語

國際化與國際交流的強化

學界之前瞻研究介接至經濟部水利署、農委會水

保局等公部門之需求及應用

鼓勵跨域研究，學門將扮演媒合角色，協助您加

入相關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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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召集人：洪鴻智特聘教授
 聯絡方式
✓電子郵件：hung@mail.ntpu.edu.tw

 共同召集人：邱建國教授
 聯絡方式
✓電子郵件：ckchiuntust@gmail.com

 承辦人：廖宏儒博士
 聯絡方式
✓電話：02-2737-7234

✓電子郵件：hrliao@nstc.gov.tw

 自然處首頁
https://www.nstc.gov.tw/nat/ch

mailto:hung@mail.ntpu.edu.tw
mailto:ckchiuntust@gmail.com
mailto:hrliao@most.gov.tw
https://www.nstc.gov.tw/n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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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