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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 一 條  為健全災害防救體制，強化災害防救功能，提升全民防災意
識及災害應變能力，以確保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及國土
之保全，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本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含土壤液化）、旱災、寒害、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火山災害等天然災害。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礦災、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
疫災、輻射災害、工業管線災害、懸浮微粒物質災
害等災害。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之
復原重建等措施。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全國
性災害防救計畫。 

五、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
公共事業就其掌理業務或事務擬訂之災害防救計畫。 

六、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由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以下簡稱山地原住民區）
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及山地原住民區災害防救計畫。 

第四十一條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應協調金融機構，就災區民眾所需重建
或修繕資金，予以低利貸款。 

前項貸款金額、利息補貼額度及作業程序應報請中央災害防
救會報核定之，利息補貼額度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執行之，補貼
範圍應斟酌民眾受災程度及自行重建能力。 

第四十二條  災區受災居民購屋貸款之自用住宅，經各級政府認定因災害
毀損致不堪使用者，得經原貸款金融機構之同意，以該房屋及其
土地，抵償原貸款債務。內政部得於原貸款剩餘年限，就承受原
貸款餘額予以利息補貼。 

前項利息補貼之範圍、方式、程序、補貼利率、自用住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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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毀損致不堪使用之認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
商相關機關定之。 

金融機構承受、處置第一項房屋或土地，不受銀行法第七十
五條、第七十六條及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二規定之限制。 

第四十三條  金融機構對災區受災居民於災害前已辦理之各項借款及信用
卡，其本金及應繳款項之償還期限得予展延，展延期間之利息，
應免予計收，並由中央政府予以補貼。其補貼範圍、展延期間、
作業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會商相
關機關定之。 

前項本金償還期限展延致其放款期限超過三十年者，不受銀
行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之限制。 

第四十四條  災區受災居民自政府或民間領取之各項救助金、慰問金或臨
時工作津貼，免納所得稅。 

營利事業透過合於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機關、團
體對災區受災居民救助及重建之捐贈，得於申報所得稅時，列為
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不受金額之限制，不適用所得稅法第三十六
條第二款之規定。 

災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符合一定條件者，得減免地價稅及
房屋稅。 

前項一定條件、減免期限及範圍，由災區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以自治條例定之，並報財政部備查。 

第一項之救助金、慰問金或臨時工作津貼，不得作為扣押、
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第四十五條  災區受災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於災後一定期間內，其
應自付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受災就醫之醫療費用部分負擔及
住院一般膳食費用，由中央政府支應並得以民間捐款為來源。未
具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資格者於災區受災，其屬全民健康保險
給付範圍之受災就醫醫療費用及住院一般膳食費用，亦同。 

災區範圍公告前，遇有大量受災傷病患須收治之情形時，衛
生福利部得劃定大量受災傷病患區域，該區域受災民眾就醫，準
用前項有關受災就醫醫療費用及住院一般膳食費用規定。 

第一項適用對象之資格、條件、期間與前項大量受災傷病患
區域之劃定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衛生福利部定之。 

第四十六條  災區受災之農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勞工保險及就業
保險被保險人，於災後一定期間內應負擔之保險費，由中央政府
支應。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天然災害致傷病者，得請領傷病給付，
其所需經費，由中央政府支應。 

前二項被保險人之資格、請領條件、給付額度、期間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分別由內政部、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定之。 

第四十七條  災區低收入戶未申請政府優惠融資或其他補助，經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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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放創業融資貸款者，得由衛生福利部對承辦該貸款之金融機構
補貼利息，其貸款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前項利息補貼額度、申辦作業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衛生福利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四十八條  災區之農地、漁塭及其他農業相關設施向金融機構貸款之擔
保品全部毀損或滅失者，其擔保品得由金融機構依貸款餘額予以
承受。 

金融機構依前項規定承受者，由政府就其承受金額最高八成
之範圍內予以補助。有關承受補助之範圍、方式、程序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
之。 

第四十九條  災區受災企業因受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者，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得予以協處。 

前項發生營運困難企業之認定、協處措施與基準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災區受災企業因受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者，於災害前已辦理
之貸款，其本金及利息之償還期限得予以展延，或予以利息之減
免。 

前項展延期限，週轉金最長一年，資本性融資最長三年。 
第三項合意展延或減免期間之利息損失，由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補貼金融機構。 
災區受災企業因受影響，於其復工營業計畫範圍內所需營業

資金，向金融機構之貸款，其貸款之利息，於週轉金最長一年、
資本性融資最長三年之範圍內，予以補貼。 

前項貸款必要時，由相關信用保證基金提供信用保證，信用
保證成數為九成，送保期間保證手續費免向受災企業計收。 

前二項補貼範圍、作業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五十 條  災區受災民眾對就其所受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提起民
事訴訟者，暫免繳納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納執
行費。 

前項訴訟，受災民眾為保全強制執行而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
者，法院依民事訴訟法所命供之擔保，不得高於請求標的金額或
價額之十分之一。 

前項擔保，得由主管機關出具保證書代之。 
法院就第一項訴訟所為災區受災民眾勝訴之判決，得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法院因宣告假執行所命預供之擔保，準用前二項規
定。 

第五十一條  第四十二條至前條所稱災區，指因災害造成嚴重人命傷亡或
建物毀損等之受創地區，其範圍由行政院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第五十二條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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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或經政府認可之民間單位興建並無償移轉予受災地區受災居
民之住宅，不得作為強制執行之標的。 

第五十七條  實施本法災害防救之經費，由各級政府按本法所定應辦事項
，依法編列預算。 

各級政府編列之災害防救經費，如有不敷支應災害發生時之
應變措施及災後之復原重建所需，應視需要情形調整當年度收支
移緩濟急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 

前項情形，經行政院核定者，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
限制。 

第五十八條  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無法支應重大天然災害之
災後復原重建等經費時，得報請各該上級縣、直轄市政府補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支應重大天然災害之災後復原重
建等經費時，得報請中央政府補助。 

前二項所定補助之時機、要件、基準、請求程序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分別由各該上級縣、直轄市政府及行政院定之。 

第六十三條  災害救助種類、方式、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各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統一訂定之
。 

第六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