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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風災災害處理程序SOP 
 

緊急應變時機 應變處理程序 權責機關 備考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北部地區大雨、豪雨
特報時 

1.依氣象局發布天氣特報或由消防局監視到  

  本市已開始降雨時，即依氣象簡訊發送對 

  象分級方式，透過手機簡訊，提醒並通知 

  本府各防救災單位加強戒備、隨時應變。 

2.有關氣象簡訊發送對象分級及電話輔助通 

  報方式─氣象局發布天氣特報，如附件 1； 

  ─本市已開始降雨，如附件 2。 

3.轉報所屬各單位及人員採取必要之防範措 

  施，並通知編組人員加強水情監視，注意 

  豪雨動態，隨時應變。另依「臺北市預防 

  淹水緊急應變措施標準作業程序」本於權 

  責執行相關整備應變作為。 

4.遇明顯降水應派員進行災情查蒐報及巡檢  

  整備。 

 

 

5.進行雨量、下水道水位、河川水位等水情 

  監視，各抽水站、閘門管理員及抽水機動 

  隊應加強戒備，隨時注意後續發展。 

 

6.加強市區低窪或易積水地點之排水系統清   

  疏。 

消防局 

    

 

 

消防局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位 

 

 

 

工務局(水利處)、警察

局、環保局、消防局

(119)、都發局、轄區

區公所 

 

工務局(水利處) 

 

 

 

環保局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預
測颱風行進方向對本
市可能造成影響時 

1.於颱風生成且研判有機會影響臺灣北部地區 

  時，函請各單位依本市災害防救規則任務分 

  工做好整備，並對所有防洪設施進行全面檢 

  視，通報災害應變中心進駐單位針對風災 

  CHECKLIST 進行檢核，並於災害應變中心開 

  設後 3 小時內於災害檢核表及災後復原系統
完成填報。 

2.風災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時機： 

  氣象局發布海上、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經 

  消防局研判對本市可能造成影響且有必要開 

  設者。 

3.風災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及運作事宜依「臺北 

  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4.利用簡訊、一呼百應、彗星傳真系統通報本 

  府各防救災單位確實做好整備應變工作。 

消防局及本府各相關
防救災單位 

 

 

 

 

消防局、研考會、警察
局、工務局、環保局、
衛生局、交通局、產業
局、民政局、都發局、
教育局、觀傳局、秘書
處媒體事務組、人事
處、後指部及憲兵 202
指揮部 

 

消防局及本府各相關
防救災單位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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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時機 應變處理程序 權責機關 備考 

5.加強各項防颱人力、機具及設施之整備並確 

  認各開口合約可動員之機具及裝備數量及可 

  動員之民間救難團體及各種緊急連絡名冊、 

  保全住戶資料。 

6.依本市防颱整備「防災宣導」執行工作計畫 

  進行防颱宣導工作。 

7.派員至易積水地區、山坡地老舊聚落、土石 

  流潛勢地區訪視宣導。 

8.透過各單位網站提供民眾防災宣導訊息。 

9.運用本市戶外看板、有線電視系統、跑馬燈 

  及公民營廣播電臺等加強防颱宣導並公布災 

  情報案電話。 

10.完成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整備。 

11.視災情狀況排定府層級長官督導視察本府 

   各單位防颱整備情形 

位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位 

工務局、消防局、警察
局、各區公所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位 

觀光傳播局 

 

消防局 

消防局 

 

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
報並研判對本市可能
造成影響時 

1.經消防局研判，依「臺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 

  心作業要點」向市長請示成立本市○○颱風 

  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並同步向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回報。 

2.風災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時機： 

  氣象局發布海上、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經 

  消防局研判對本市可能造成影響且有必要開 

  設者。 

3.風災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及運作事宜依「臺北 

  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4.於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開設颱風專案並同步 

  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回報並以簡訊、一呼百 

  應、彗星傳真系統通報本府二級風災災害應 

  變中心開設時之防救災單位進駐災害應變中 

  心並通報區級編組單位進駐區災害應變中 

  心。 

5.各防救災單位應於指定時間內(若未指定進 

  駐時間則為通報後 1 小時內)進駐災害應變 

  中心，並於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內簽到，機 

  關內部同時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6.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原則於每日 9時及 20時 

  或由指揮官指定時間召開工作會報，各防救 

  災單位應於會前 2小時將會報資料提送各組 

  組長彙整，各組組長應於會前 1小時送消防 

  局彙整，逾時若有提報資料請自行於臨 

  時動議提出。 

7.受理來自 1999、119、110等匯入防救災作業 

消防局 

 

 

 

消防局、研考會、警察
局、工務局、環保局、
衛生局、交通局、產業
局、民政局、都發局、
教育局、觀傳局、秘書
處媒體事務組、人事
處、後指部及憲兵 202
指揮部 

 

消防局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位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位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位、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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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時機 應變處理程序 權責機關 備考 

  系統之災情，並通知相關局處立即處理，消 

  防局幕僚人員並管制追蹤且定時(每 6 小時) 

  上傳中央速報作業，並簽辦來自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中央氣象局等中央單位傳送之各種 

  警報單、通報單。 

8.視實際災害狀況與需求召開各群組工作討論 

  會議及分析研判會議。 

(1)警戒疏散：依「臺北市天然災害緊急疏散 

   及收容安置計畫」辦理。 

●警戒疏散： 

 A.土石流危險潛勢地區： 

   行政院農委會發布本市轄區為黃色警戒 

   時，轄區災害應變中心應對保全住戶進行 

   疏散避難勸告；發布本市轄區為紅色警戒 

   時，應進行撤離或強制疏散。 

 B.老舊聚落： 

 (A)警戒：24小時累積雨量達 300毫米通報 

    提高警覺並做好疏散避難準備。 

 (B)疏散：24小時累積雨量達 400毫米進行 

    疏散避難。 

 C.返家： 

   水災危機解除，由區公所通知各避難處所 

   市民返家，若有市民家園嚴重受損無法立 

   即居住，即安排中長期收容安置。 

 

(2)疏散門(水門)啟閉及配套措施：依「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疏散門啟閉標 

   準作業程序」、「臺北市颱風暴雨期疏散門 

   間啟閉及停車管制作業流程圖」、「臺北市 

   災害期間緊急開放車輛停放規定」辦理。    

●疏散門(水門)啟閉簡要程序： 

  A.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決定關閉疏散門後， 

    由水利處通知進駐於災害應變中心之工 

    務局代表轉知其他單位，召開功能群組 

    會議，並由交通局及警察局提早通知停 

    管處與警察交通大隊派員與會。 

  B.發布開放紅黃線停車時間，疏散門開始 

    關閉時間、開始拖吊河川區停放車輛時 

    間、疏散門完成關閉時間、指定學校停 

    車時間等資訊由水利處彙整，擬定新聞 

    稿交由媒體事務組發布。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位 

 

 

 

 

轄區災害應變中心、 

工務局(大地處) 

 

 

 

 

轄區災害應變中心、 

工務局(大地處) 

 

 

 

轄區區公所、教育局、
社會局 

 

 

 

 

工務局(水利處)、產業
局(市場處)、交通局
(停管處)、人事處、媒
體事務組、消防局、捷
運公司、資訊局、研考
會、警察局(交通大
隊)、民政局、各區災
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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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時機 應變處理程序 權責機關 備考 

  C.交通局得擬定開放紅黃線停車及是否停 

    止收費等其他配套相關資訊新聞稿交由 

    媒體事務組統一發布。 

  D.本市颱風暴雨期疏散門啟閉及停車管 

    制作業流程圖─第一階段加強宣導階 

    段，如附件 3；─第二、三階段疏散門關 

    閉及開啟，如附件 4。 

(3)停班停課：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 

   作業辦法」及本府人事處訂定之「發布天 

   然災害新聞稿標準作業流程」辦理。 

●停班停課決策小組會議時間及發布訊息時 

  機： 

 A.全天或上午半天：原則於當日 4 時開會，5

時 30 分前發布訊息。 

 B.下午半天或下午及晚上：原則於當日 10 時

開會，11 時前發布訊息。 

 C.晚上：原則於 14時開會，15時前發布訊 

   息。 

※北北基發布颱風停班停課時段以全日、下午

或晚間為原則(107年瑪莉亞颱風檢討) 

 D.相關作業流程圖： 

 (A)臺北市政府發布臺北市全區停止上班及上 

    課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5。 

 (B)臺北市政府發布臺北市全區照常上班停止     

    上課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6。 

 (C)同步發布臺北市照常上班上課、部分學校 

    停止上課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7。 

 (D)先發布正常上班上課，部分學校停止上課 

    俟教育部決定後另行公布停課學校名單作 

    業流程圖，如附件 8。 

 (E)臺北市政府發布臺北市區域性停止上班及 

    上課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9。 

 

 

 

 

 

 

 

 

 

人事處、媒體事務組、
研考會、教育局、消防
局、交通局、捷運公
司、資訊局、工務局、
社會局、勞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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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時機 應變處理程序 權責機關 備考 

提升災害應變中心開
設層級，研判臺北地
區將於 18小時後進入
颱風七級暴風圈範圍
或風雨強度逐漸加
大，研判可能對本市
造成影響時 

1.依「臺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向 

  市長請示成立本市○○颱風災害應變中心一 

  級開設。 

2.風災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及運作事宜依「臺北 

  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3.風災災害一級開設時機： 

  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臺北地區將 

  於 18小時後進入颱風七級暴風圈範圍(臺北 

  進入陸地警戒區)或風雨逐漸強度加大，經消 

  防局研判可能對本市造成影響，且有開設必 

  要者。 

 

 

 

4.於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修改颱風專案為一級 

  開設並同步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回報並以簡 

  訊、一呼百應、彗星傳真系統通報本府各防 

  救災單位。 

5.各防救災單位應於指定時間內(若未指定進  

  駐時間則為通報後 1 小時內)進駐災害應變 

  中心，並於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內簽到，機  
關內部同時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6.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原則於每日 9時及 20時 

  召開工作會報或於指揮官指定時間召 

  開，各防救災單位應於會前 2小時將會報資 

  料提送各組組長彙整，各組組長應於會前 1 

  小時送消防局彙整，逾時若有提報資料請自 

  行於臨時動議提出 

7.受理來自 1999、119、110等匯入防救災作業 

  系統之災情，並通知相關局處立即處理，消 

  防局幕僚人員並管制追蹤且定時(每 3 小時) 

  上傳中央速報作業，並簽辦來自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中央氣象局等中央單位傳送之各種 

  警報單、通報單。 

8.依本市防颱整備「防災宣導執行工作計畫」 

  針對警戒區域(河川沿岸、水庫下游、淹水地 

  區)之保全對象，進行強制疏散撤離。並禁止 

  民眾進入親山步道、河川地。 

9.加強各項防颱整備確實掌握救災資源與人 

  力，隨時保持機動狀態。 

10.視實際災害狀況與需求召開各群組工作討 

   論會議及分析研判會議。 

(1)警戒疏散：依「臺北市天然災害緊急疏散 

   及收容安置計畫」辦理。 

消防局 

 

 

消防局、研考會、警察
局、工務局、環保局、
衛生局、交通局、產業
局、民政局、都發局、
教育局、觀傳局、秘書
處媒體事務組、人事
處、後指部及憲兵 202
指揮部、秘書處、兵役
局、社會局、捷運局、
捷運公司、北水處、翡
管局、資訊局、紅十字
會以及瓦斯、電信、電
力公司等公共事業單
位 

消防局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位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位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位、消防局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位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位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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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時機 應變處理程序 權責機關 備考 

●警戒疏散： 

 A.土石流危險潛勢地區： 

   行政院農委會發布本市轄區為黃色警戒 

   時，轄區災害應變中心應對保全住戶進行 

   疏散避難勸告；發布本市轄區為紅色警戒 

   時，應進行撤離或強制疏散。 

 B.老舊聚落： 

 (A)警戒：24小時累積雨量達 300毫米通報 

    提高警覺並做好疏散避難準備。 

 (B)疏散：24小時累積雨量達 400毫米進行 

    疏散避難。 

 C.返家： 

   水災危機解除，由區公所通知各避難處所 

   市民返家，若有市民家園嚴重受損無法立 

   即居住，即安排中長期收容安置。 

(2)疏散門(水門)啟閉及配套措施：依「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疏散門啟閉標 

   準作業程序」、「臺北市颱風暴雨期疏散 

   門啟閉及停車管制作業流程圖」、「臺北市 

   災害期間緊急開放車輛停放規定」辦理。    

●疏散門(水門)啟閉簡要程序： 

  A.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決定關閉疏散門後， 

    由水利處通知進駐於災害應變中心之工 

    務局代表轉知其他單位，召開功能群組 

    會議，並由交通局及警察局提早通知停 

    管處與交通警察大隊派員與會。 

  B.發布開放紅黃線停車時間，疏散門開始 
    關閉時間、開始拖吊河川區停放車輛時 
    間、疏散門完成關閉時間、指定學校停 
    車時間等資訊由水利處彙整，擬定新聞 
    稿交由媒體事務組發布。 
  C.交通局得擬定開放紅黃線停車及是否停 
    止收費等其他配套相關資訊新聞稿交由 
    媒體事務組統一發布。 
  D.本市颱風暴雨期間疏散門啟閉及停車管 
    制作業流程圖─第一階段加強宣導階 
    段，如附件 3；─第二、三階段疏散門關 
    閉及開啟，如附件 4。 

(3)停班停課：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 

   作業辦法」及本府人事處訂定之「發布天 

   然災害新聞稿標準作業流程」辦理。 

●停班停課決策小組會議時間及發布訊息時 

  機： 

 A.全天或上午半天：原則於當日 4 時開會，5
時 30 分前發布訊息。 

 B.下午半天或下午及晚上：原則於當日 10 時
開會，11 時前發布訊息。 

轄區災害應變中心、 

工務局(大地處) 

 

 

 

 

轄區災害應變中心、 

工務局(大地處) 

 

 

 

轄區區公所、教育局、
社會局 

 

 

 

 

 

 

 

工務局(水利處)、產業
局(市場處)、交通局
(停管處)、人事處、媒
體事務組、消防局、捷
運公司、資訊局、研考
會、警察局(交通大
隊)、民政局、各區災
害應變中心 

 

 

 

 

 

 

 

 

 

 

人事處、媒體事務組、
研考會、教育局、消防
局、交通局、捷運公
司、資訊局、工務局、
社會局、勞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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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時機 應變處理程序 權責機關 備考 

 C.晚上：原則於 14時開會，15時前發布訊 
   息。 
 ※北北基發布颱風停班停課時段以全日、下午

或晚間為原則(107年瑪莉亞颱風檢討) 
 D.相關作業流程圖： 

 (A)臺北市政府發布臺北市全區停止上班及上 

    課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5。 

 (B)臺北市政府發布臺北市全區照常上班停止     

    上課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6。 

 (C)同步發布臺北市照常上班上課、部分學校 

    停止上課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7。 

 (D)先發布正常上班上課，部分學校停止上課 

    俟教育部決定後另行公布停課學校名單作 

    業流程圖，如附件 8。 

 (E)臺北市政府發布臺北市區域性停止上班及 

    上課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9。 

 

本市各級災害應變中
心縮小編組時機及程
序 

 

1.時機：當災害狀況不再繼續擴大或災情已趨 

  緩和時，指揮官得縮小編組規模，同意已無 

  執行應變任務需要之單位歸建。 

2.災害應變中心縮小編組後，得視需要酌留部 

  分編組人員，持續服務市民。 

3.區災害應變中心由區長以書面資料報經市災 

  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裁示後，得撤除之，並將 

  撤除事由及時間告知消防局。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位 

 

本府各相關防救災單
位 

 

消防局、轄區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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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氣象簡訊發送對象分級及電話輔助通報方式 

氣

象

局

發

布

天

氣

特

報 

發送時機 簡訊內容（範例） 發送群組 通報單位 

中央氣象局發布
即時訊息及天氣
特報經本府氣象
協力團隊分析研
判，本市將有較大
雨勢發生的機會
時。 

消防局通報：依本府氣象
協力團隊建議，本市○○
時將受到○○影響，○○
區將有發生降雨機率，請
相關單位提高警覺隨時應
變。 
消防局通報：依氣象局
○○特報，本市○○時受
到○○○影響將有○○發
生機率(節錄與本市有關
之特報內容)，請各防救單
位加強戒備、隨時應變，
必要時立即通報災害應變
中心。 

甲級群組 消防局 

中央氣象局發布
豪雨特報（警戒區
域包含本市）時經
與臺大協力團隊
討論後，本市將有
較大雨勢發生的
機會時 

消防通報：依氣象局發布
○○特報，今(○)日臺北
地區有局部性大豪雨或超
大豪雨發生機率(節錄與
本市有關之特報內容)，請
防救單位加強整備應變措
施，並派員執行查蒐報作
業，必要時立即通報災害
應變中心。 

甲級群組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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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氣象簡訊發送對象分級及電話輔助通報方式 

本

市

已

開

始

降

雨 

發送時機 簡訊內容（範例） 發送群組 通報單位 

本市任一平地雨
量站連續 6 個 10
分鐘雨量累積達
20 毫米以上，且
經研判持續降雨
時 

水利處通報：○○區○○雨
量站已達 20mm/hr，請環保
局加強派員清除易積水區
垃圾，各防救災單位主動進
行災情蒐報。(時間-月/日 
時：分) 

乙級群組 工務局水利工程

處 

本市任一平地雨
量站連續 6 個 10
分鐘雨量累積達
40 毫米以上，且
經研判持續降雨
時 

水利處通報：○○區○○雨
量站已達 40mm/hr，請環保
局加強派員清除易積水區
垃圾，各防救災單位主動進
行災情蒐報。(時間-月/日 
時：分) 

甲級群組 工務局水利工程
處 

 本市任一平地雨
量站三小時雨量
累積達 85 毫米以
上 

水利處通報：○○區○○雨
量站已達 85mm/3hr，請環
保局加強派員清除易積水
區垃圾，各防救災單位主動
進行災情蒐報。(時間-月/
日 時：分) 

甲級群組 工務局水利工程
處 

備註：1.乙級群組：各相關局處防災承辦人及幕僚人員（科長以下層級）。 
   2.甲級群組：除乙級群組成員外，另加入各相關局處主秘層級及市府副秘書長層級以上長官。 

3.凌晨若遇較強降雨（時雨量 40毫米以上），經臺大協力團隊評估降雨將持續且恐有致
災之虞，將於凌晨 4～5點通知本府人事處評估停止上班上課相關事宜。 

4.連續 3日降雨，大地處與消防局保持連繫，並由大地處評估狀況，通知消防局適時發
布簡訊通知乙級或甲級群組。 

 
 
 
 
 
 
 



 

 

3
-1

0
 

附件 3  

臺北市颱風暴雨期間疏疏門啟閉及停車管制作業流程圖-第一階段加強宣導階段【修正版 110.12.13】 

 

颱風(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

報)、暴雨 

工務局水利處 

1.發布疏散門「可能關閉」(海上陸上警報) 

2.發布疏散門「只出不進」(北部進入警戒區) 

3.製作「新聞稿」、「跑馬燈訊息」、「媒體簡訊」、

「市府災害專屬網頁」等內容 

 

研考會 1999 市 EOC 媒體事務組 交通局及停管處 警察局 民政局 

轄區分局 交通大隊 

1.回覆民眾詢問 

2.查詢市府災害專

屬網頁及 FAQ 

掌握訊息與

執行狀況 

 區 EOC 

里 

發布新聞 

 

1.宣導紅黃線停車

範圍 

2. 新聞稿及上傳

災害專屬網頁 

3.河濱停車場設標

誌牌及夾單宣導 

4.彙整堤外停車場 

協 助 管 制

「 只 出 不

進」(北部警

戒區) 

掌握訊息-

整裝待命 

利用廣播或通

訊系統通知附

近民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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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臺北市颱風暴雨期間疏疏門啟閉及停車管制作業流程圖-第二、三階段疏散門關閉及開啟【修正版 110.12.13】 

 

 

 

 

 

 

 

 

 

 

 

 

 

 

 

 

 

 

 

 

1.水利署通報疏散門關閉或開啟時間 

2.工務局水利處監視水位達疏散門關閉需求 

工務局水利處 

1.預擬疏散門啟閉相關訊息及配套措施 

2.通報市 EOC 召開功能群組會議(若屬緊急狀況，市 EOC

尚未開設時，由搶險隊指揮官轉報工務局局長，逕行訂定

關閉時間，並通報相關單位) 

研考會 1999 媒體事務組 交通局及停管處 警察局 民政局 

轄區分局 交通大隊 

1.回覆民眾

詢問 

2.查詢市府

災害專屬網

頁及 FAQ 

區 EOC 

里 

發布新聞 

 

1.發送簡訊通知

車主  

2.公布開放紅黃

線停車範圍 

3.公布路邊停止

收費範圍 

4.新聞稿及上傳

災害專屬網頁 

 

協助管制

「只出不

進」 

執行車輛

拖吊作業 

利用廣播或

通訊系統通

知附近民眾 

疏散門關閉或開啟時機 

市 EOC 

召開功能群組會議(由工務局水利處負責通知) 

工務局水利處 

1.彙整紅黃線停

車、疏散門開始

關 閉 、 開 始 拖

吊、疏散門完成

關閉、指定學校

開放停車等時間 

2.製作新聞稿、

跑馬燈訊息、媒

體簡訊、災害專

區網頁等內容 

 

市場處 

花木批

發市

場、第二

果菜批

發市場 

 

捷運公司 教育局 

木柵機

廠附設

停車場 

 

指定 

學校 

 

1.宣布疏散門關閉時間點： 

(1)疏散門若在 24時之後關閉，即在前

一日的 19時宣布疏散門關閉 

(2)疏散門若在 24時之前關閉，即在疏

散門關閉前 6小時宣布疏散門關閉 
2.紅黃線開放停車時間點： 

  依臺北市災害期間緊急開放車輛暫時停

放原則辦理 

3.開始拖吊時間點： 

  疏散門開始關閉時，同步進行拖吊作業 

新聞稿及上

傳災害專屬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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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發布臺北市全區停止(照常)上班及上課作業流程圖(1070321 修訂) 

 

 

否 
人事處應與北部各
縣市政府保持密切
聯繫，於必要時並
得與教育局等相關
機關共同研議討論 

人事處收到簡訊後登錄訊息於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站。媒體事

務組收到人事處新聞稿後，應登

載本府網站 

人事處及相
關機關應隨
時將民眾關
切問題之參
考答案提供
給 1999話務
中心參考 

人事處於預訂時間將新聞

稿傳真或 EMAIL 通知媒體

事務組、災害應變中心、

1999 話務中心、交通局、捷

運公司及資訊局，並再以電

話確認確實收到訊息 

應變中心指揮官或本府副秘書長以上人員召開決策小組會議，決定新聞稿發布內容及時
機，如因情勢變化經三市協調有另訂發布時間之必要，則依協調之時間發布，惟應至少

預留 30 分鐘供媒體事務組預為準備 

媒體事務組於預訂時間發

布簡訊通知媒體、1999 話務

中心、人事處、教育局等業

務相關窗口，並應以電話與

話務中心再確認 

隨時掌握天然災害動態 

相關機關（例如交通局、消防局等）應依臺北市政府天然災害停止上班

及上課決策參考原則提供交通及氣象、水情、坡地與土石流、淹水潛勢、

橋梁或道路脆弱等環境因素之分析資訊，協助應變中心決策判斷 

 

橋梁或道路脆弱等環境因素之分析資訊，協助應變中心決策判
斷 研判天然災害是否達

到(未達)停止上班及
上課標準 

天然 
災害 
形成 

請教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氣象
預報中心 

研判停止(照常)上班
上課訊息發布時機 

是 

天然災害結束 

注意後續動態： 
天然災害是否持續

發生 
 

是 

否 

是 

如適逢非週休二日
之連續假期後第 1
個上班日時，須納
入國內高鐵、鐵路
及航空等交通運輸
因素一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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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發布臺北市全區照常上班停止上課作業流程圖 

 

 

 

人事處收到簡訊後登錄訊息於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站。媒體事

務組收到人事處新聞稿後，應登

載本府網站 

人事處及相
關機關應隨
時將民眾關
切問題之參
考答案提供
給 1999話務
中心參考 

人事處於預訂時間將新聞

稿傳真或 EMAIL 通知媒體

事務組、災害應變中心、

1999 話務中心、交通局、捷

運公司及資訊局，並再以電

話確認確實收到訊息 

應變中心指揮官或本府副秘書長以上人員召開決策小組會議，決定新聞稿發布
內容及時機，如因情勢變化經三市協調有另訂發布時間之必要，則依協調之時
間發布，惟應至少預留 30分鐘供媒體事務組預為準備。 

媒體事務組於預訂時間發

布簡訊通知媒體、1999 話務

中心、人事處、教育局等業

務相關窗口，並應以電話與

話務中心再確認 

隨時掌握天然災害動態 
 

研判天然災害是否達
到(未達)停止上班及

上課標準 
 

天然 
災害 
形成 

天然災害結束 

 

注意後續動態： 
天然災害是否持續發

生 
 
 

是 

否 

依據氣象預報或相關機關專業分
析研判資訊，難以判斷是否已達
停止上班及上課標準時，如基於
學生安全或其他特殊狀況考量，
得先行決定停止上課 

人事處應與北部各
縣市政府保持密切
聯繫，於必要時並
得與教育局等相關
機關共同研議討論 

相關機關（例如交通局、消防局等）應依臺北市政府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
上課決策參考原則提供交通及氣象、水情、坡地與土石流、淹水潛勢、橋

梁或道路脆弱等環境因素之分析資訊，協助應變中心決策判斷 

請教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氣象預報中心 

如適逢非週休二日之連
續假期後第 1 個上班日
時，須納入國內高鐵、
鐵路及航空等交通運輸
因素一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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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同步發布臺北市照常上班上課、部分學校停止上課作業流程圖

 

 

否 

人事處及相
關機關應隨
時將民眾關
切問題之參
考答案提供
給 1999話務
中心參考 

據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本市未來 24小時降雨量達停止上班上課雨量參考基準 350毫米以上，
山區或低窪地區基於地形環境影響或其他因素，須就部分學校是否停課做特殊考量 

隨時掌握天然災害動態 
 

相關機關（例如交通局、消防局等）應依臺北市政府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
上課決策參考原則提供交通及氣象、水情、坡地與土石流、淹水潛勢、橋
梁或道路脆弱等環境因素之分析資訊，協助應變中心決策判斷 

研判天然災害是否達
到(未達)停止上班及

上課標準 
 

天然 
災害 
形成 

請教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氣象
預報中心 

研判停止(照常)上班
上課訊息發布時機 

人事處收到簡訊後登錄訊息於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站。媒體事

務組收到人事處新聞稿後，應登

載本府網站 

人事處於預訂時間將新聞

稿傳真或 EMAIL通知媒體事

務組、災害應變中心、1999

話務中心、交通局、捷運公

司及資訊局，並再以電話確

認確實收到訊息 

媒體事務組於預訂時間發

布簡訊通知媒體、1999話務

中心、人事處、教育局等業

務相關窗口，並應以電話與

話務中心再確認 

是 

天然災害結束 

 

 

注意後續動態： 
天然災害是否持續

發生 
 
 
 

是 

否 

是 

教育局依據「臺北市各區域受不同災害類型影響有危險之虞之學校一覽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風

力及雨量預報或相關機關專業分析研判資訊，將有危險疑慮之學校名單提應變中心決策小組會議 

應變中心指揮官或本府副秘書長以上人員召開決策小組會議，決定新聞稿發布內容及時機。新聞

稿內容為：「臺北市明（○）日照常上班上課，部分學校停止上課，名單如下…」 

如適逢非週休二日
之連續假期後第 1

個上班日時，須納
入國內高鐵、鐵路
及航空等交通運輸
因素一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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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先發布臺北市正常上班上課，部分學校停止上課， 

俟教育局決定後另行公布停課學校名單作業流程圖  

  

 

否 

人事處及相關機關應隨時
將民眾關切問題之參考答
案提供給 1999 話務中心參
考 

據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本市未來 24小時降雨量達停止上班上課

雨量參考基準 350毫米以上，山區或低窪地區基於地形環境影響或

其他因素，須就部分學校是否停課作特殊考量時，若教育局難以立

即研判停課學校名單，經該局提應變中心決策小組會議通過後，分

階段發布訊息，新聞稿內容為：「臺北市明（○）日照常上班上課，

部分學校停止上課（停課學校名單另行公布）」 

隨時掌握天然災害動態 
 
 

研判天然災害是否達
到(未達)停止上班及

上課標準 
 
 

天然 
災害 
形成 

請教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氣象
預報中心 

研判停止(照常)上班
上課訊息發布時機 

人事處收到簡訊後登錄訊息於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站。媒體事

務組收到人事處新聞稿後，應登

載本府網站 

人事處於預訂時間將新聞稿

傳真或 EMAIL通知媒體事務

組、災害應變中心、1999話

務中心、交通局、捷運公司

及資訊局，並再以電話確認

確實收到訊息 

媒體事務組於預訂時間發布

簡訊通知媒體、1999 話務中

心、人事處、教育局等業務

相關窗口，並應以電話與話

務中心再確認 

是 

天然災害結束 

 

 

 

注意後續動態： 
天然災害是否持續

發生 
 
 
 
 

是 

否 

是 

教育局參考「臺北市各區域

受不同災害類型影響有危

險之虞之學校一覽表」或相

關機關專業分析研判資

訊，過濾有危險疑慮之學校

名單 

教育局確認停課學校名單

並經應變中心決策小組會

議通過後，除直接透過媒體

事務組同時發布簡訊通知

1999話務中心、各媒體及本

府業務相關窗口並登載本

府網站外，並應同步通知災

害應變中心、交通局、捷運

公司、資訊局及人事處 

人事處收到簡訊後登錄訊

息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網站。媒體事務組收到人事

處新聞稿後，應登載本府網

站 

相關機關（例如交通局、消防局等）應依臺北市政府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決
策參考原則提供交通及氣象、水情、坡地與土石流、淹水潛勢、橋梁或道路脆弱

等環境因素之分析資訊，協助應變中心決策判斷 

如適逢非週休二日
之連續假期後第 1

個上班日時，須納
入國內高鐵、鐵路
及航空等交通運輸
因素一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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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發布臺北市區域性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流程圖

 
 

否 

人事處收到簡訊後登錄訊息於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站。媒體事

務組收到人事處新聞稿後，應登

載本府網站 

人事處及相
關機關應隨
時將民眾關
切問題之參
考答案提供
給 1999話務
中心參考 

人事處於預訂時間將新聞

稿傳真或 EMAIL 通知媒體

事務組、災害應變中心、

1999 話務中心、交通局、捷

運公司及資訊局，並再以電

話確認確實收到訊息 

應變中心指揮官或本府副秘書長

以上人員召開決策小組會議，決

定新聞稿發布內容及時機 

媒體事務組於預訂時間發

布簡訊通知媒體、1999 話務

中心、人事處、教育局等業

務相關窗口，並應以電話與

話務中心再確認 

隨時掌握天然災害動態 

實務面： 

由各區公所判斷該管轄區域
是否有致災之虞 

天然 
災害 
形成 

 

天然災害結束 

 

 

 

 

注意後續動態： 
天然災害是否持續

發生 
 
 
 
 
 

是 

否 

專業面： 

由工務局（大地工程處或水
利工程處）或相關機關依其
專業判斷某區域有致災之虞
時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