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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98 年 8 月 6 日莫拉克颱風侵襲臺灣，對臺灣造成重大災情，為詳

細瞭解莫拉克颱風受災家戶的災害衝擊以及復原情況，本中心於 99 年

至 101 年針對向各縣市政府社會處申請「莫拉克颱風安遷救助金」之

同一家戶進行每年一次的追蹤調查。本調查的調查範圍有南投縣、嘉

義縣、高雄市、臺南市、屏東縣以及臺東縣等 6 個縣市，至 101 年為

止，本調查共累積 3 年的資料。101 年為「莫拉克颱風社會衝擊與復

原調查」第三次調查，共成功訪問 1,542 戶，調查面向有社會情況、

需求與協助、生活狀況、心理狀況以及永久住宅議題，調查結果將用

以瞭解受災家戶 101 年的復原狀況與復原趨勢，並根據調查結果提出

策略建議。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章 前言 

98 年 8 月 6 日莫拉克颱風侵襲臺灣，於中南部地區，在 3 天內累

積將近 3,000mm 的雨量，逼近世界降雨量極值。本次颱風對臺灣中南

部帶來的主要災情有淹水、道路中斷、坡地災害、農業損失、房屋以

及學校等設備毀損，造成死亡及失蹤 699 人，房屋毀損 1,766 戶，災

損約 1,998.3 億元，整體災情主要發生於高雄市、屏東縣、南投縣、嘉

義縣、臺南市以及臺東縣等 6 個縣市。根據行政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莫拉克重建會）的統計資料，莫拉克颱風是

臺灣歷史上第三大災害，僅次於 88 年 9 月 21 日的集集地震以及 48
年 8 月 7 日的八七水災（劉敬宗，201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為了解莫拉克颱風的災害衝擊及受災戶的

復原現況，自 99 年度起針對向各縣市政府社會處申請「莫拉克颱風安

遷救助金」之家戶（以下簡稱安遷戶），進行為期三年的「莫拉克颱風

社會衝擊與復原調查」追蹤調查，99 年（第一期）問卷共回收 1,658
份，調查面向有社會情況、減災行為、撤離與避難收容、災害衝擊、

復原、人格特質、因應方式、身心健康、信任感、未來規劃與政策；

100 年問卷回收 1,602 份，調查面向有社會情況、需求與協助、災後

衝擊、心理情況、居住情況以及永久屋議題；101 年延續 100 年部分

的調查面向，調查面向有社會情況、需求與協助、居住情況以及永久

屋議題等，問卷回收 1,542 份。本調查結果將可協助本中心瞭解安遷

戶現今的復原狀況、瞭解安遷戶的復原趨勢以及提出災後重建的策略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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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調查實施計畫 

2.1 調查目的 

一、 瞭解莫拉克颱風安遷戶第三年的復原情況：藉由社會網絡、災後

花費、居住環境、身心健康等變項瞭解莫拉克安遷戶災後第三年於

社會、經濟、心理的恢復狀況。 

二、 追蹤莫拉克颱風安遷戶的復原趨勢：藉由比較前（99、100）年

資料，瞭解莫拉克安遷戶重建與復原的變化，包括生活重建、災後

需求、社會網絡、心理恢復的變化等。 

三、 政策建議：收集政府災後的協助項目與莫拉克安遷戶的災後需求，

提出精進政策建議。 

2.2 調查對象與範圍 

一、 調查名冊：向各縣市政府社會處申請莫拉克颱風「安遷救助金」1，

並完成 99、100 年調查之莫拉克颱風安遷戶。 

二、 調查對象：本（101）年度調查對象需符合下列四項條件 1.為申

請莫拉克安遷救助金之家戶成員，2.莫拉克颱風前，居住於｢申請

莫拉克安遷救助金之地址｣至少三個月以上，3.二十歲以上，4.去

                                      
1  申請條件：（1）因災致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已辦戶籍登記並居住現址）。（2）每戶額度

2～10 萬元（戶內人口以 5 人為限，地方政府發給法定救助金每人 2 萬元）。（3）由鄉鎮市公所或

縣市政府辦理。（4）由受災戶戶長或現住人員領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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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完成「第二期莫拉克社會衝擊與復原調查」問卷。上述

受訪者經過三次拜訪失敗後可更換受訪對象，更換之受訪對象仍需

符合上述第 1、2、3 項條件。 

三、 範圍及份數請見表 2.2.1 

表 2.2.1 調查範圍與份數 

2.3 調查項目 

為維持題目一致性，今（101）年調查題目大致上延續去（100）

年問項，問卷關心議題有五大塊（圖 2.3.1），包含社會情況、需求與

協助、生活狀況、心理狀態以及永久住宅，詳細內容如下： 

                                      
2  粗體字顯示原民會公布受災原鄉（14 鄉鎮）。 

縣市 鄉鎮
2
 申請戶數

臺東縣 大武鄉、太麻里鄉、卑南鄉、金峰鄉、達仁鄉、蘭嶼鄉 137 

臺南市 

七股區、大內區、仁德區、六甲區、北門區、左鎮區、玉井區、白

河區、西港區、東山區、南化區、後壁區、善化區、新化區、龍崎

區、楠西區、歸仁區、關廟區、安平區、安南區、北區 

101 

南投縣 水里鄉、竹山鎮、信義鄉、南投市、魚池鄉、鹿谷鄉 38 

屏東縣 

九如鄉、三地門鄉、內埔鄉、竹田鄉、牡丹鄉、車城鄉、佳冬鄉、

來義鄉、枋寮鄉、東港鎮、屏東市、恆春鎮、崁頂鄉、泰武鄉、琉

球鄉、高樹鄉、新埤鄉、新園鄉、萬丹鄉、滿州鄉、瑪家鄉、潮州

鎮、霧台鄉、麟洛鄉 

338 

高雄市 

大寮區、大樹區、仁武區、內門區、六龜區、田寮區、甲仙區、杉

林區、那瑪夏區、岡山區、美濃區、茂林區、桃源區、鳥松區、湖

內區、路竹區、旗山區、鳳山市、燕巢區 

749 

嘉義縣 
大林鎮、大埔鄉、中埔鄉、六腳鄉、布袋鎮、民雄鄉、朴子市、竹

崎鄉、阿里山鄉、梅山鄉、番路鄉、新港鄉、溪口鄉、義竹鄉 
209 

總計  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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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會情況：高齡弱勢人口情況、家庭互動、信任感。此處收集之

資料搭配基本資料，可得莫拉克安遷戶災後兩年的復原狀態；以第

一期調查結果作為比較基準，瞭解對災後整體或各別項目上的變

動。 

二、 需求與協助：家戶現今最需要的協助與親友∕政府組織所提供的

協助，可瞭解社會所提供之資源是否符合家戶需求。 

三、 生活狀況：莫拉克安遷戶於災前一個月、現在的居住品質以及生

活作息的恢復狀況，瞭解災害對居住品質的影響以及災後家戶居住

品質的復原狀況，最感謝的組織為今（101）年新增的題目。 

四、 心理狀態：受訪者的因應方式與身心健康狀態。彙整歷年資料，

可歸因出安遷戶的復原差異，未來可提出災後外界人士與心理脆弱

者的互動準則以及安遷戶的心理復原歷程。 

五、 永久住宅：永久屋的申請狀況、居住狀況以及溝通情形，藉此瞭

解莫拉克安遷戶對永久屋政策的意見。選擇居住場所的考慮因素、

對住所的不滿意之處為今年新增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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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調查內容 

2.4 調查時程 

一、 調查表式：結構式訪問表（見附件一）。 

二、 調查資料時期：民國 101 年 9 月 3 日至 101 年 9 月 28 日。 

三、 實施調查期間及進度 

(一) 調查設計：民國 101 年 1 月 1 日至 101 年 6 月 30 日。 

(二) 名冊彙整：民國 101 年 5 月 15 日完成。 

(三) 調查表件及紀念品分送：民國 101 年 7 月 20 日完成。 

(四) 調查講習：民國 101 年 8 月 1 日到 8 月 31 日辦理。 

(五) 實地調查：民國 101 年 9 月 3 日至 9 月 28 日實施。 

(六) 調查督導：民國 101 年 9 月 10 日至 9 月 30 日實施。 

(七) 審核與彙送：民國 101 年 10 月 15 日前審核完竣，並彙送本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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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調查費用報核：民國 101 年 10 月 31 日前完成。 

(九) 統計結果之分析編報：民國 101 年 12 月 30 日。 

(十) 編印報告：民國 102 年 2 月底前編印完成。 

四、 資料處理方法：採電腦處理為主，人工整理為輔，配合進行。 

(一) 電腦處理部份：包括調查表之資料建檔、檢誤及統計分析等工

作。 

(二) 人工整理部分：包括調查表之審核、檢誤以及資料更正等工

作。 

五、 主辦及協辦機關 

(一) 主辦單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負責調查之策劃、問卷設計、

結果分析及調查報告之撰寫與編印事宜。 

(二) 協辦單位：本面訪調查事宜委由主計總處基調網執行，包括面

訪、過錄、審查與複查等事宜。 

2.5 調查流程 

今（101）年的調查有三大步驟，分別是調查設計、調查執行以及

資料處理，以下將分別描述各步驟的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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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調查設計 

本調查主要訪查的對象是「有實際莫拉克受災經驗且居住於當地

的民眾」，故調查設計的第一個主要目的即是協助訪員可正確訪查到本

調查的主要受訪對象。樣本流失是追蹤調查需要克服的難題之一，造

成樣本流失的原因可能有受訪者拒訪、接觸不到或者去世等因素（于

若蓉，2012），因此，調查設計的第二個目的就在於降低樣本流失率。

今（101）年延續去（100）年的調查作法，特別針對安遷戶的受訪條

件、訪員處理遷居的因應策略進行設計，以下將依序說明各調查設計

的內容。 

安遷戶受訪條件 

本調查主要訪查的對象是「有實際莫拉克受災經驗且居住於當地

的民眾」，但 99 年調查發現，部份安遷戶不符合上述條件，例如，受

訪者無居住事實（戶籍設於申請安遷救助金的地址，但平時居住於外

縣市）、受訪者為繼承戶長（原戶長過世，受訪者繼承戶長）、受訪者

為代答者（原受訪者因傷病而不便作答，由非共住的親友代為回答）。

前述狀況會造成訪員於現地調查時，訪問到非本調查的主要訪問對象，

為了改善受訪者定義不夠清楚的問題，今（101）年沿用去（100）年

的設計，將受訪者分為四類（圖 2.5.1），協助訪員釐清受訪者的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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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此四類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代答」，當戶內合格受訪者無法自

行回答時，訪員可找熟悉該家戶情況且20歲以上的非共住家人（例如，

村里長、鄰居）訪問，但代答者要回答的是原受訪者的家戶狀況，非

代答者自己的家戶情況。 

 

圖 2.5.1 受訪條件 

 

 

 

•為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家戶成員，且

•莫拉克颱風前，居住於｢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至少三個月以上，且

•20歲以上，且

•去（100）年完成「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第二期）」訪問表(為｢受訪者
清冊｣第一順位受訪者)

須符合下列四項條件(缺一不可)：

•為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家戶成員，且

•莫拉克颱風前，居住於｢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至少三個月以上，且

•20歲以上

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缺一不可)：

•莫拉克颱風前，居住於｢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或村里｣至少三個月以上，且

•20歲以上，且

•去（100）年完成「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第二期）」訪問表(為｢受訪者
清冊｣第一順位受訪者)

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缺一不可)：

•a.戶內合格受訪者無法自行回答(例:因重病不便受訪) ，且

•b.代答者瞭解合格受訪者之家戶狀況，且

•c.代答者20歲以上。

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缺一不可)：

1.合格

受訪者 

2.戶內其他

合格受訪者 

3.繼承戶長 

(特殊情況) 

4.代答者 

(特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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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居因應策略 

受災家戶在災後可能會經過多次遷居，比起一般的追蹤調查，安

遷戶因為有「因災致住屋毀損達不堪居住」的情形，故遷居是本調查

的訪員最常面臨的難題之一，第二期的調查結果顯示，去（100）年至

少有 29.1％的安遷戶有遷居。為了因應遷居，本（101）年度延續去（100）

年作法，以「就近訪問」3為原則，對「受訪者清冊」、「遷居因應策略」

以及「安遷戶選擇流程」進行設計，以下將依序進行說明。 

一、 受訪者清冊：為使訪員能取得安遷戶最新的住址資訊，今（101）

年的「受訪者清冊」以安遷戶去（100）年的「現居地址」重新製

作，以利各縣市基調網人員事先分配人力。此外，為增加訪員對安

遷戶的聯繫管道，受訪者清冊亦提供前（99）年受訪者的姓名、地

址以及聯絡方式；若受訪者去年願意提供親友的聯絡方式，受訪者

清冊亦會提供親友資料（受訪者清冊請見圖 2.5.2）。 

                                      
3  為因應受訪者遷移問題及有效運用人力，應派遣距離受訪者現居地址最近之地區之訪員進行訪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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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 受訪者清冊（範例） 

二、 定義遷居類型：為了使訪員對安遷戶遷居的處置有一致性，本調

查將遷居型態分成 A 到 F 六類（圖 2.5.3），訪員可參考圖 2.5.3

的說明進行處理，此六類型的遷居情況與建議的處理方法說明如

下： 

台北市 ○○鄉 △△村

問卷編號
(100)受訪

者
(100)現住地址 (99)受訪者 (99)現住地址

(101)受訪者

姓名

(101)現住地址(必填)

(若地址相同，請填同1.或同2.)

聯絡電話

(括弧內為親

友聯絡電話)

訪問結果

請填代碼

1234XXXXX1 楊XX
台北市XX區XX里XX

巷1號
楊XX 無地址

02-737XXXX

(母：張XX
09XX-XXXXXX)

1234XXXXX2 彭X
台北市XX區XX里XX

巷2號
陳XX

台北市XX區XX里XX

巷2號

02-732XXXX/
09XX-XXXXXX

1234XXXXX3 高XX
台北市XX區XX里XX

巷3號
高○○

台北市XX區XX里XX

巷5號

09XX-XXX-XXX/
02-732XXXX

(妹：高△△

09XX-XXXXXX)

訪問結果代碼：0.訪問不成功   1.第一順位成功   2.第二順位成功  3.其他受訪者(請務必填寫(101)受訪者姓名)  4.移轉至其他縣市代訪

1.第一順位 2.第二順位

受訪者清冊(101)

村長姓名：陳XX

村長電話：09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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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3 安遷戶遷居型態 

1. A 類（未搬遷或村內遷移）：請負責該地區之訪員進行訪查

事宜。 

2. B 類（跨縣遷移，該縣仍屬調查範圍）：若安遷戶 101 年度

再次遷移，且現住地址仍為於調查合作之六縣市者（五都

後為：嘉義縣、南投縣、高雄市、屏東縣、臺南縣、臺東

縣），此類受訪者由各縣市承辦人彙整後送本中心整理，本

中心統一彙整後再協調各縣市承辦訪問事宜。 

未搬遷/ 

村里內遷

 
 
 
 
 
 
 
 

100 年現住地

申 請 安 遷
救 助 金 之
戶 籍 地 址
或 同 村 里
不同地址 

A 

遷 至 本 次
調查(六縣
市)範圍之
外 的 縣
市，例：由
高 雄 市 遷
至台北市 

C 

在 同 一 縣
市中，但遷
至 不 同 鄉
鎮區，例：
由 屏 東 縣
霧 台 鄉 遷
至 屏 東 縣
里港鄉 

D 

遷 至 未 有
正 式 地 址
的 地 方 暫
時 居 住 ，
例 ： 鐵 皮
屋、農舍等

F 
101

年 

調

查

結

果 

遷 至 本 次
調查(六縣
市)範圍內
之 其 他 縣
市，例：由
屏 東 縣 遷
至高雄市 

B 

在同一縣市
及鄉鎮中，
但遷至不同
村里，例：
由台南市北
區五福里遷
至台南市北
區長德里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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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類（跨縣遷，該縣不屬於本次調查範圍）：若安遷戶 101

年現住地址非調查合作之六縣市時，請訪員至該縣市進行

面對面訪談，本中心將補助交通費。 

4. D 或 E 類（跨鄉或跨村但不跨縣）：若安遷戶 101 年現住

地址仍為於訪員所屬縣∕市內，但遷移至其他鄉（類型 D）

或村（類型 E）時，請各縣市內部協調，並參考就近訪問

為原則。 

5. F 類（未有地址）：訪員須經由電話確認其 101 年現住地點

後，再依據其位置選擇 A 至 E 情況處理。 

安遷戶選擇流程 

本調查為三年貫時性調查計畫，為記錄每戶每位受訪者於時間上

的改變，因此訪問對象以每年同一戶內同一人優先訪問。由於安遷戶

需符合本調查所設定的條件（圖 2.5.1），訪員在開始訪問之前，需優

先考量受訪者是否符合資格，若資格不符時，則要放棄訪問，尋求戶

內其他符合條件之受訪者進行訪問。若受訪者清冊內的受訪者符合資

格，則需至少拜訪三次，拜訪失敗三次才可換戶內其他人回答問卷。

若合格的受訪者拜訪失敗三次，且戶內其他合格受訪者也拜訪失敗三

次或戶內已經無合格受訪者的情況下，該份問卷則視為拜訪失敗，訪

員可放棄訪問，詳細的受訪者選擇流程請參考圖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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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4 受訪者選擇流程 

2.5.2 調查執行 

調查講習會議 

調查講習會議於 101 年 8 月 17 日至 101 年 8 月 24 日分別於嘉義

縣、屏東縣、南投縣、臺東縣、高雄市以及臺南市政府主計處舉辦，

共 182 人參與講習會議（表 2.5.1），講習內容包含調查目的、調查流

程、調查注意事項、調查人員（訪員、審查以及複查員）工作說明、

問卷填寫、問卷審查以及問卷複查等調查工作的重點與注意事項，以

確認「受訪者清冊」的受
訪者是否符合調查定義的

四類受訪者資格之任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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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調查人員在開始訪問前，能充分熟悉本次的調查流程與問卷內容。

調查執行期間，若訪員調查過程中仍有疑問，則訪員可聯絡本中心或

各縣市政府於本調查的督導單位（通常為審核員）詢問相關的處置方

式。 

表 2.5.1 講習會議統計表 

縣市 舉辦日期 參與人數
嘉義縣 8∕17 25
屏東縣 8∕20 33
南投縣 8∕21 10
臺東縣 8∕22 16
高雄市 8∕23 74
臺南市 8∕24 27
總計 182

2.5.3 資料整理 

問卷審查與複查 

一、 問卷審查：問卷填寫完畢後，訪員需將問卷交給審查員進行問卷

審查，審查員若發現資料有錯誤，則應協助訪員進行資料修正。今

（101）年審查員的審查重點有五項，內容如下： 

(一) 問卷封面：問卷編號、受訪者姓名等封面資料是否有填寫錯誤、

漏填以及填寫不清楚。 

(二) 檢查問卷是否有無故留白的題項。 

(三) 勾選「其他」的選項時，是否有填入文字說明；檢查受訪者職

業（D11 題）是否分類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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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查複選題：問卷只有 R1、R2、R3、H4、H5 可複選，其中，

R1、H4、H5 最多只能勾選三項。 

(五) 檢查跳、續答錯誤（不該跳答而跳答、該跳答而未跳答）。 

二、 問卷複查：審核完畢後，若該份問卷錯誤在 4 題以下者，審查員

應聯繫訪員協助修正。若問卷錯誤在 5-15 題者，該份問卷需以電

話訪問的方式，對問卷受訪者進行複查，並更正錯誤答案。若問卷

錯誤超過 15 題者，審查員應將問卷退回訪員，並針對問卷重新訪

問，以獲得較正確的答案。 

資料過錄 

一、 過錄基本原則：受訪者回答什麼，審查員就將此答案填入過錄格

之內，例如，受訪者回答 10，審核員即在過錄格內填入 10，但因

R2、R3 為不限制選項的複選題，故不適用此過錄原則。值得注意

的是，R1、H4 以及 H5 雖然也是複選題，但此三題有限制安遷戶

最多僅能選擇三項，故過錄方法與前述過錄原則相同。 

二、 R2、R3 過錄原則：審核員過錄此兩題時，需要過錄每一格的選

項，「有」過錄 1，「無」過錄 0。 

三、 特殊回答：受訪者不知道、拒答、漏答∕跳答∕不適用為特殊回

答，審查員過錄問卷時，需根據問卷過錄格的位數，決定適當的過

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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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知道」過錄為 a、aa、aaa…以此類推 

「拒答」過錄為 b、bb、bbb…以此類推 

「漏答∕跳答∕不適用」過錄為 9、99、999…以此類推 

建置原始資料檔時，本調查會再將問卷中的「不知道」（即 a、aa、

aaa）重新編碼為 7、97、997；「拒答」（即 b、bb、bbb）重新編碼為

6、96、996；「漏答∕跳答∕不適用」則維持不變。 

資料檢誤 

問卷經過人工檢誤後，接著才會被建置成問卷原始檔，人工檢誤

工作內容包含： 

一、 核對「受訪者清冊」：安遷戶的基本資料為本調查最重要的資訊，

故問卷回收後，本調查首先核對問卷上的問卷編號以及受訪者姓名

是否與「受訪者清冊」上的一致，若有錯誤，將聯繫審查員進行更

正。 

二、 核對受訪者條件：若訪員訪問到資格不符的受訪者（圖 2.5.1），

且沒有在問卷封面說明清楚，本中心將經由審查員瞭解該問卷的填

答狀況，並更正問卷封面的填答條件。 

問卷原始檔建置完畢後，接著進行電腦檢誤，電腦檢誤工作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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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實題檢誤：針對不應出現的數字代碼、跳續答錯誤，加以更

正。 

(二) 邏輯檢誤：就答案間的邏輯關係加以檢驗，並進行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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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調查脈絡 

脈絡（context）是「與受訪者有關的各種社會活動、事件或者現

象」，回顧受災民眾在重建過程中的情境脈絡，有助於研究者解讀統計

結果背後的深層意義，而不是僅僅只是得知數字的統計結果。本章將

從三個面向來瞭解安遷戶的情境脈絡，首先是對目前的重建現況進行

整體的瞭解；接著瞭解今年調查議題與重建爭議的關聯；最後再整理

今年臺灣社會上所發生的重大天然災害，瞭解災害的範圍以及造成的

衝擊。 

3.1 莫拉克三年重建成果 

依據「區域重建綱要計畫」，莫拉克颱風的重建計畫有三大項，分

別是「家園重建」、「基礎建設重建」以及「產業重建」（圖 3.1.1），以

下將依序回顧這些項目的三年重建成果。 



第三章 調查脈絡 

 
19 

 

圖 3.1.1 重建計畫架構圖（劉敬宗，2012） 

3.1.1 基礎建設成果 

基礎建設在中央政府、地方、企業與 NGO 團體的合作下，大多已

經如期完成。交通設施、農漁林業基礎設施、水土保持、水利防洪設

施以及河川疏濬的完成進度皆在九成以上；原民部落的基礎建設則已

完成八成左右。此外，為掌握山坡與河道鬆落土石的位置與量體，經

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推動「國土保育之地質敏感區調查分析計畫」，針

對山崩與土石流等坡地災害的調查與地形變異、地質特性分析、地質

災害潛勢評估、地質敏感區與水系特性進行調查，提供國土保育及坡

地土地利用與管理之基本資料（劉敬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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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家園重建成果 

表 3.1.1 列出家園重建的相關成果，永久屋政策是政府家園重建計

畫的重要工作之一，98 年 8 月 28 日的莫拉克重建會第 5 次工作小組

決議，以一次到位的永久屋政策（災民安置原則以永久屋為優先，組

合屋為輔）作為災後重建的主軸。在政府與民間組織的通力合作下，

災後半年內已興建完成 611 間永久屋，災後 2 週年完成 2,946 間，災

後約 3 年（至 101 年 6 月底），已完成 36 處，共 3,213 間永久屋（劉

敬宗，2012）。 

表 3.1.1 家園重建項目（劉敬宗，2012） 

項目 內容 成果
原居地安全評
估及劃設特定
區 

調查評估臺中縣、南投縣、嘉義縣、
臺南市、高雄市、臺東縣、雲林縣等
7 縣市 291 處聚落的安全狀況。

特定區域共劃設 98 處，
安全堪輿共劃設 62 處。 

遷居用地勘選 對可能為永久屋安置用地，進行基地
的勘查與安全評估。

共會勘 7 縣市 145 處，初
勘結果有77處適宜安置。

多元安置 1.受災戶住宅補貼。
2.長期安置。 
3.原住民部落集體遷村。 

1.共發放約 1,600 戶住宅
補貼。 
2.完成 36 處基地，3,213
間永久屋。 

生活重建 設置「生活重建中心」提供災區居民
生活重建服務。

共設置 27處中心及 41處
聯絡站。 

文化重建 透過藝文活動的方式，鼓勵在地民眾
共同參與、認識並保存自己的文化。

舉辦藝文活動、設立小林
村紀念公園等。 

原住民部落重
建 

協助受災部落恢復生活環境，延續部
落傳統文化。 

部落基礎建設重建，針對
永久屋的原住民文化環
境重建。 

校園重建 安置受災學生與校園重建。 已重建 9 間學校，4 間施
工中。

心理衛生重建 進行社區的心理衛生服務，定期追蹤
高危險個案。

成立心理重建服務團、舉
辦心理重建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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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產業或生計重建成果 

莫拉克產業重建計畫包括農、觀光、工商、原鄉特色、文化創意

等各產業重建規劃，以及就業協助與振興等措施。產業重建以重建分

區的概念，遵循國土保育與復育原則，依據各個重建規劃分區的特性

與環境敏感度，來進行規劃，目的在降低環境負荷，讓重建區的產業

能兼顧環境與生態，達成永續經營，產業重建工作內容如表 3.1.2 所示

（劉敬宗，2012）。此外，民間組織與慈善團體對於重建區的產業重建

以及和產業重建息息相關之生計重建亦提供相當重要的資源，例如，

鴻海集團轄下的永齡基金會規劃的「永齡有機農業專區」，提供大愛永

久屋的居民就業機會；台灣世界展望會則透過部落的工藝文化以及農

產品精緻化來協助災民進行產業或生計重建。 

表 3.1.2 產業重建一覽表（劉敬宗，2012） 

項目 工作成果 
農、漁、畜產業
重建 

1. 辦理相關救助措施，研擬農、漁、畜產以及技術服務諮詢等
計畫。 

2. 組成技術服務團，親訪重建區進行農業技術指導及諮詢服
務。 

3. 輔導農民恢復運銷機能與營運，穩定產銷秩序及市場價格。
4. 輔導受創養殖地區恢復放養，開放活魚運搬船直航大陸地

區。 
5. 協助畜產業恢復運作，並落實防檢疫整備工作。 

觀光業重建 1. 列出觀光景點以及道路、民宿資訊，供民眾參考。 
2. 透過各種管道向國際媒體發送訊息，降低各客源市場旅客來

臺疑慮。 
3. 擬定「重建區觀光行銷推廣計畫」。

工商業重建 1. 啟動服務團進行訪視，協助受災廠商儘速恢復。 
2. 協助受災商圈復建，並投入媒體行銷資源，辦理商圈重建宣

導活動。 
3. 辦理重建區特色產品行銷展售活動，協助地方特色產業或生

計重建。 
4. 以「部落化」特色產業發展為主軸。 
5. 規劃原鄉經營人才培育工作，以厚植原鄉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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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 設立文化種子諮詢輔導團隊，協助原住民傳統產業轉型與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

就業協助與振興 1. 培訓產業或生計重建人力。
2. 研擬各項方案，開創在地就業機會。

3.2 近一年重建爭議 

莫拉克的重建過程中，不同重建階段有不同的爭議，以永久屋政

策為例，災後第一年最主要的爭議是「以永久屋為優先」的災後安置

政策；第二年因民眾開始陸續入住永久屋，因此永久屋的核配資格、

產權等等議題開始出現；災後第三年，永久屋社區的居民大多已能接

受永久屋的生活型態，此時，產業或生計重建、文化傳承等議題是社

區居民後續將要面臨的挑戰。今（101）年調查關心的議題共有五項（圖 

2.3.1），本節將回顧近一年（100 年 8 月至 101 年 9 月）的重建爭議，

依序瞭解這些爭議與今年調查題目的關聯。值得注意的是，重建爭議

與今年的調查架構並非只有一對一的關係，例如，道路重建的爭議除

了顯示出部落需求與政府協助的落差之外，道路重建也與生活便利性、

產業或生計重建等有關。但本章的主要目的是描述調查脈絡，並非深

入探討重建爭議背後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故以下內容僅以調查架構

為主，討論與該架構最有關連的爭議。 

3.2.1 社會情況 

莫拉克災後，部份民眾因房屋毀損而需要遷居，然而，遷居會破

壞民眾原有的社會網絡，日本神戶地震以及臺灣 921 地震的災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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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災後的親友關係是災後復原的重要因子，災後個體與親友的關

係越好，其災後的復原狀況也比較好（Chou, Chou, Su, Qu-Yang, 

Chien, Lu, & Huang, 2004; Tatsuki, 2009）。在遷居的過程中，如何維

持社區∕部落的完整性，是一項值得思考的議題。 

遷居過程的部落完整性 

    莫拉克災後一個月內，政府決定要以永久屋為重建主軸，在時間

的壓力下，受災民眾必須在短時間內決定是否要遷居至永久屋。但是，

村民需要時間思考是否要遷居，部落也需要取得村民的共識以決定是

否要遷村，在討論時間不足以及重建時程的時間壓力下，村民可能在

部落未取得共識之前就要做出決定，使得遷村過程可能無法保持部落

的完整性。《八八水災口述歷史》顯示，小林村村民最早對家園重建就

有不同看法，有人希望能留在小林村原址附近重建，有些則希望能遷

居至山下。可是，在小鄰村村民的對遷村未有共識之前，後續因重建

政策的緣故，使得小林村民現今被分別安置於三個不同的永久屋基地，

分別為杉林大愛園區的小林小愛、五里埔社區以及日光小林社區，文

化傳承以及社區整合是小林村未來將要面對的問題（陳儀深，2011）。 

原住民部落集體遷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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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協助不具有永久屋資格的村民能獲配永久屋，政府規劃了「原

住民部落集體遷村方案」讓部落能完整遷移。依此方案，部落只要符

合以下條件就有集體遷村的資格（行政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

員會，2010a）： 

1.莫拉克颱風災後經核定為「特定區域」或「安全堪虞地區」。 

2.經部落會議或村里民大會集體決議，表達遷村意願。 

3.核定為「特定區域」或「安全堪虞地區」內有設籍戶數百分之八

十以上已經申請永久屋。 

4.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後，轉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 

至今（101）年 2 月底，已有好茶、瑪家以及大社 147 戶遷村戶

於 100 年 12 月入住禮納里永久屋基地（陳振川、洪世益，2012），但

是，此方案目前遭遇兩項爭議，其一是地方政府與部落對於遷居資格

的看法不一致。鄭淳毅（2012b）於莫拉克獨立新聞網（88news）的

報導指出，屏東縣的中間路部落，因屏東縣政府與部落對「居住事實」

認定上的差異，使得部落在啟動集體遷村方案之後，經部落會議認定

具有核配永久屋資格的村民，最終無法獲配永久屋。 

原住民集體遷村方案的第二個爭議是部落內部取得「共識」的過

程，以屏東縣的高士部落為例，高士部落第 6、7 鄰於莫拉克災後被劃

為特定區域，區內民眾在啟動集體遷村方案後，今（101）年已完成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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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作業。然而，高士部落的部份居民至今仍對部落取會議的共識有疑

義，村民認為，高士部落不是只有 6、7 鄰不安全，其他地區的村民也

應該要被納入遷居名單之內。但是，在劃設特定區的時候，高士部落

只有第 6、7 鄰的居民被通知參與重建會議，在沒有考慮全村民眾的意

見下，此會議僅花了三個月就決定了往後高士村 9 鄰，共 600 人的重

建方向（鄭淳毅，2012c）。 

3.2.2 需求與協助 

社會資源是災後復原的重要關鍵，災後復原的研究發現，社會資

源較多者，災後復原較快，反之，缺乏社會資源者，復原較慢（Hobfoll, 

Dunahoo, & Monnier, 1995; Munasinghe, 2007）。但是，在重建資源

有限的情況下，決策者需要將資源進行有效率的分配，此時，受災者

對資源的「需求」就是資源分配時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瞭解民眾需

求，才能將重建資源進行適當的運用，以下將回顧災後重建的資源分

配爭議，瞭解相關單位的所投入的重建資源與民眾需求的落差。 

山區的整治工程 

民眾希望山區的整治工程能經得起災害的考驗、降低災害衝擊，

但是，政府的整治工程大多修復不止一遍，舉例來說，今（101）年泰

利颱風將阿里山溪一處邊坡和路面，拉扯出一米寬的大洞，颱風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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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員會勘最嚴重的幾個崩塌地點後，提供整治工程費用，這樣的

場景在莫拉克風災後，不斷的上演（新新聞，2012）。雖然經濟部水利

署 100 年調查顯示，災區受訪者對於中央對地方水患改善的滿意度，

有 86.7％的受訪民眾感到滿意（行政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

會，2012），但災區的民眾仍認為有許多的整治工程尚未完工（胡慕情，

2012）。 

部落的道路安全 

政府從莫拉克風災的經驗中發現，基礎建設的重建應該針對整體

流域和水、土、林進行全面完整的規劃（劉敬宗，2012）。若重建思維

僅只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未考慮整體環境的規劃，有可能讓重建

的成果難以維持。以大武部落的例子來說，大武部落是莫拉克受災的

原鄉中，少數被判定為安全的部落，但是，大武部落卻沒有安全的道

路，今（101）年的雨季與汛期，大武的聯外道路斷得比其他部落早、

修得比其他地方慢（劉瑋婷，2012b）。然而，受到國土復育條例的限

制，相關單位能提供的協助相當有限。大武部落的道路只能採簡易修

復，亦即「只要路可通行即可」（劉瑋婷，2012a）。雖然大武部落的村

民希望能有安全的聯外道路，但目前部落只要面臨稍微大一點的風雨，

道路就有可能損壞，使得大武部落變成孤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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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生活情況 

住宅重建是災後復原的重要基礎（Comerio, 1998），但是，除了

住宅的「硬體」重建之外，住宅的「功能」復原也是值得關心的議題。

居住品質差的住宅，不僅會對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擾，若居住品質

持續對居民造成壓力，進一步還會影響心理健康（Hobfoll, Watson, Bell, 

Bryant, Brymer, Friedman, Friedman, Gersons, de Jong, Layne, 

Maguen, Neria, Norwood, Pynoos, Reissman, Ruzek, Shalev, 

Solomon, Steingberg, & Ursano, 2009），以下將藉由永久屋的生活品

質來瞭解受災民眾至今住宅功能的復原狀況，並討論尚有哪些爭議需

要解決。 

永久屋的民生議題 

屏東縣牡丹鄉的高士永久屋於 100 年 9 月完工，居民今（101）

年開始入住，但完工不到一年，高士永久屋居民的生活品質陸續面臨

考驗。首先是用水問題，高士永久屋一開始的用水規劃因考慮到戶數

較少，只有 22 戶，因此，自來水公司基於成本考量，採用簡易自來水

的設計。但後續高士永久屋面臨水壓不足、停水的問題，造成生活中

的衛浴、烹調不便（鄭淳毅，2012d）。另一個高士部落居民關心的議

題是永久屋的施工品質，今年 8 月，天秤颱風來襲，高士部落的永久

屋，陸續發生天花板掉落、房屋滲水的狀況，此外，鄰近高士部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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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路永久屋，也有相似的狀況。雖然永久屋有兩年的保固，只要房

屋在保固期間，營建單位都會負責房屋修繕的問題，但居民仍不免擔

心，保固期過後，是否還需要不斷處理房屋修繕的問題（鄭淳毅，

2012a）。 

3.2.4 心理情況 

    災後的心理重建除了能減緩災害的負向衝擊之外，從積極面來看，

心理重建也能產生正面的心靈成長。Hobfoll 等人（2009）建議心理重

建的初期，首要工作是提供受災民眾安全感與穩定民眾情緒；當心理

重建進入中、後期，就能以增加受災民眾的正向心理健康為目標，例

如，增進民眾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個體對自己能力的信念）。「藝

文陪伴」（表 3.1.1，文化重建之項目）透過閱讀藝文、圖文創作等方

式，重建民眾的社區集體記憶以及歷史文化，透過藝文活動，民眾不

僅能重新認識自己的文化，亦可在籌辦藝文活動的過程中，與其他社

區民眾產生連結，增進凝聚力，亦有災後心理重建的功能。但值得注

意的是，藝術陪伴的「主體」應是陪伴的對象，因此，在規劃相關活

動時，陪伴對象的「文化」與「參與程度」就是需要慎思的議題。 

文化重建與部落的未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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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可以促進社區的凝聚力，強化民眾的社會網絡、增進心

靈健康。但是，規劃藝文活動時，需要配合地方的文化，以臺東縣金

崙部落的狀況為例，補助金崙部落舉辦藝文活動的社福團體，由於有

執行經費的壓力，在規劃藝文活動時，無法與部落有充分的溝通時間，

使得規劃出來的藝文活動與部落的文化無明顯關聯。文化認同感不足

的藝文活動，使得該活動的成效不如預期，金崙部落的青年會會長認

為，社福團體的補助若無法配合部落的發展方向，最終可能會對部落

的自主發展造成負面影響（柯亞璇，2011）。 

透過「參與」，村民可以在藝術陪伴的過程中重新建立彼此間的情

感連結，臺東縣大鳥部落透過戲劇比賽的形式，讓村民可以用自己的

方式來呈現大鳥部落的傳說故事，村民在準備戲劇比賽的過程中，不

僅村民間的互動變多，也重新認識了部落的傳說故事。經由村民親自

討論、設計的戲劇表演，更能增進部落的向心力以及增加村民對文化

的認同感（柯亞璇，2012a）。 

 
3.2.5 永久住宅 

永久住宅（permanent housing）是受災民眾最後居住的場所，表

示民眾入住永久住宅之後就不再需要遷居（Phillips, 2009）。但是，入

住永久屋卻不表示家園重建已經完成，Ingram、Franco、Rio 與 Khaz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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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針對南亞海嘯的研究發現，斯里蘭卡政府災後的安置政策雖

然解決了短期受災民眾的居住問題，但是，由於忽略遷居者的適應問

題，長期來看，此次的安置政策後續反而衍生更多的爭議，以下爭議

將集中於永久屋政策，瞭解民眾家園重建至今所遭遇的困難。 

永久屋坪數核配爭議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2011）所公佈的永久屋坪數配置方式：「永久

屋之配置，係依災後現有戶籍內人口數（不含災後遷入者）分配：即 2

人以下配住 14 坪，3-5 人配住 28 坪，6-10 人配住 34 坪…」，換句話

說，永久屋坪數的核配依據是「戶籍人口數」。此外，政府為了使受災

民眾可以更容易申請到永久屋，另增加了一項說明：「以上核配原則，

縣（市）政府得與民間認養興建團體協商，斟酌實際情形後調整之，

若經雙方協商確認有不宜核配之情形，得不予核配永久屋。」。可是，

當政府單位與民間團體對永久屋的核配原則沒有達到共識時，上述的

原則將導致永久屋坪數的核配產生爭議。去（100）年至今（101）年

屏東縣的長治百合部落就陸續發生永久屋坪數的核配爭議，由於政府

與民間團體對於永久屋核配原則上的不一致，使得民眾對永久屋坪數

的核配規則感到無所適從，並造成部份民眾的權益受損（何欣潔，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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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屋基地的產業及生計重建 

莫拉克災後第二年，金錢與就業是民眾最需要的協助（鄧傳忠、

楊惠萱、李香潔、陳怡臻、盧鏡臣、李欣輯、陳淑惠、張靜貞，2011），

此外，內政部針對永久屋居民生活適應的研究報告亦指出，永久屋的

居民面臨到最大的困境就是就業問題（謝臥龍，2011）。但是，如何能

讓產業永續經營，是目前產業或生計重建最優先要面對的問題。風災

初期，有不少人基於善心而願意購買災區產品，但愛心會隨著時間消

退。協助產業或生計重建的人員指出，有良好的管銷通路，以及品牌

的創造與經營，才有可能為災區帶來持續的收入，部落民眾認為部落

的手工比不上大陸廉價的工資，若是上游的政府不做相關的管控，未

來競爭市場只會更嚴重（柯亞璇，2012b）。 

從重建計畫訂定過程來看，規劃初期若未考慮當地住民的想法，結

果將造成居民與政府之間的想法有很大的落差。舉例來說，高雄市那

瑪夏區所推動賞螢步道計畫，在規劃之前，並沒有與在地觀光產業相

關的居民做溝通或田野調查，實地了解地方的意見與需求，且賞螢與

布農族的文化並不相干，無法凸顯部落文化特色，其他地方的螢火蟲

步道已有名氣，這樣的設計反而讓那瑪夏區的觀光發展處於劣勢（柯

亞璇，20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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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長治百合所規劃的無毒農場─水果玉米，也面臨同樣的問題，

政府立意良好的規劃，未事先與當地住民溝通，造成最後政策與部落

執行想像上的落差，水果玉米沒有收成宣告失敗。阿禮部落的族人表

示，「問題不是那樣，你（政府）不能變更我們（部落）的計畫啊！我

們發展協會一個年度的計畫，是我們村裡的一個共識，你（政府）不

能拿來變來變去。所以，我們就跟佳暮部落的達成共識說，我們不要。

結果，政府怪我們說，今天水果玉米沒有成功是因為部落問題。『政府

說，我們不配合！？』。」（柯亞璇，2012c）。 

最後，評估災區產業或生計重建政策的成效，不論是精緻農業或有

機農業的輔導計畫，銷售的狀況是最主要的評估依據。然而，部份政

府輔導之原鄉產業已經不再是小米芋頭的生計作物，自然也必須面對

國際原物料局勢的挑戰。舉例來說，青梅在沒有外銷管道、台灣內需

市場有限，加上外移至大陸的台商回銷大陸蜜餞成為市場主流之下，

依靠販賣竿打青梅原料為生的原鄉農業，在市場上節節敗退，即使祭

出廠農合作機制，也只能讓原鄉梅農維持在「吃不飽，但也餓不死」

勉強餬口的狀態（柳琬玲，2012）。 

3.2.6 小結 

溝通是災後重建的重要工作之一，世界銀行所出版的《Safer 

Homes, Stronger Communities: A Handbook for Reconstructing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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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Disasters》手冊中，將災後重建的溝通獨立為一章，顯示出溝

通對於災後重建的重要性（Jha, Barenstein, Phelps, Pittet, & Sena, 

2012）。莫拉克重建會也注意到了溝通的重要性，認為家園重建的每個

階段都需要持續進行溝通，重建單位也應要重視溝通（圖 3.2.1）。但

是，溝通需要時間，當溝通時間不足時，政府與民眾可能就無法產生

良好的對話以及意見交流。本節所回顧的重建爭議，可發現溝通在這

些爭議裡，多少都扮演了相當重要的關鍵角色，溝通品質與重建時程

的拿捏取捨，是未來災後重建需要審慎思考的議題之一。 

 

圖 3.2.1 住宅重建與其他重建計畫之關係（資料來源：行政院莫拉克

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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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01 年臺灣天然災害事件 

災害不僅會對安遷戶造成多方面的衝擊，還會延緩安遷戶的災後

復原，以屏東縣大武部落為例，今（101）年 610 豪雨除了使大武部落

的道路修復進度停擺之外，此災害事件後續也對村民的情緒造成負面

影響（劉瑋婷，2012b）。表 3.3.1 列出消防署網頁的「災害專區」，並

配合中央氣象局的「颱風資料庫」，整理出今年發生於臺灣的天然災害

事件。 

表 3.3.1 101 年臺灣天然災害事件 

災害事件 警報時間 颱風強度 主要降雨地區4 主要災情 

610 水災 
06∕12～
06∕13 

- 北、南 
人命傷亡、維生管線、交通設施、農
林漁牧 

泰利 
06∕19～
06∕21 

輕度 中、南 
人命傷亡、維生管線、交通設施、農
林漁牧 

杜蘇芮 
06∕28～
06∕29 

輕度 東、南 
因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1 日後即解
除，故無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蘇拉 
07∕30～
08∕03 

中度 全臺 
人命傷亡、交通設施、維生管線、淹
水、農林漁牧 

海葵 
08∕06～
08∕07 

中度 北、中、南 交通設施、維生管線、淹水 

啟德 
08∕14～
08∕15 

輕度 東、南 交通設施、維生管線 

天秤 

08∕21～
08∕25 

中度 北、南、東 
人命傷亡、交通設施、水電維生管
線、淹水、農林漁牧、學校 08∕26～

08∕28 

杰拉華 
09∕27～
09∕28 

強烈 北 農林漁牧 

 

                                      
4  依北、中、南、東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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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調查結果 

4.1 完訪統計 

    本次調查範圍共有臺東縣、臺南市、南投縣、屏東縣、高雄市以

及嘉義縣，各縣市完訪率皆在 97％以上（ 

表 4.1.1）。表 4.1.2 顯示，今（100）年 88.1％的安遷戶去（99）年

曾接受本調查的訪問；受訪對象方面，大部分的安遷戶是合格受訪者

或戶內其他合格受訪者，佔 98.2％，繼承戶長、代答以及其他條件的

受訪者，比率皆在 1％以下（表 4.1.3）。 

表 4.1.1 完訪統計表 

縣市 預計調查戶數 調查完成戶數 完訪率 
臺東縣 137 135 0.98 
臺南市 101 99 0.98 
南投縣 38 37 0.97 
屏東縣 338 337 0.99 
高雄市 749 726 0.97 
嘉義縣 209 208 0.99 
總計 1,572 1,542 0.98 

表 4.1.2 與 100 年受訪者的關係 

 次數 百分比5 
本人 1,358 88.1
配偶 69 4.5
父母 27 1.8 
子女 51 3.3
親兄弟姊妹 23 1.5
其他親戚 10 .6 
朋友 1 .1
其他 3 .2
N6=1,542 

                                      
5  因百分比採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一位，所以部分次數分配表的百分比總和並非 100％，有的會

差 1％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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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受訪對象 

 次數 百分比 
合格受訪者∕戶內其他合格受訪者 1,514 98.2 
繼承戶長 6 .4 
代答 10 .6 
其他 8 .5 
N=1,538  

    居住狀況方面，97％的安遷戶皆符合居住事實（表 4.1.4）；現住

地址方面，半數左右的安遷戶地址與去（99）年相同，26％已更改住

址，22.5％居住於災前住址，另有 0.8％無住址（表 4.1.5）。 

表 4.1.4 八八風災前是否居住於「申請安遷救助金之地址或村里」至少

三個月以上 

 次數 百分比
否 41 2.7
是 1,496 97.0 
N=1,537 

表 4.1.5 現住地址 

 次數 百分比
同災前地址 347 22.5 
同 100 年 7 月地址 781 50.6 
已更改住處 401 26.0 
無住址 12 .8 
N=1,541   

                                                                                                               
6  本章次數分配表所列出的受訪戶數皆為有效戶數，有效戶數（N）為該題扣除遺漏值（漏答、跳

答、不適用）後的總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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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01 年調查次數分配表 

4.2.1 家戶基本資料 

    表 4.2.1 顯示，今（101）年受訪安遷戶的男、女性比例大約各佔

一半，其中，男性的比率略高一些，佔 53.9％。 

表 4.2.1 性別 

 次數 百分比

男 831 53.9
女 711 46.1
N=1,542 

    安遷戶的原居住場所，於莫拉克災後有 46.4％被劃定為安全堪虞

地區；被劃定為特定地區佔 26.7％，未經勘驗佔 14.7％，被劃定為安

全地區的比率最少，不到一成（表 4.2.2）。 

表 4.2.2 原居住地勘驗結果 

 次數 百分比

特定區域 412 26.7
安全堪虞地區 715 46.4
安全地區 147 9.5
未經勘驗 226 14.7
其他 8 .5
拒答 1 .1
不知道 33 2.1
N=1,509 

安遷戶的年齡有半數以上集中於 41 至 70 歲之間，其中，51 至

60 歲的人數最多，佔兩成八（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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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年齡 

 次數 百分比
未滿 20 歲 1 0.1
21 至 30 歲 58 3.8
31 至 40 歲 166 10.8
41 至 50 歲 355 23.0
51 至 60 歲 434 28.1
61 至 70 歲 264 17.1
71 至 80 歲 178 11.5
81 至 90 歲 80 5.2
91 至 100 歲 3 0.2
不知道 3 0.2
N=1,542 

    表 4.2.4 顯示，學歷方面的百分比，由大致小依序為國中（56.4

％）、高中（30.2％）、不識字（9.9％）、大學（3.4％）、碩士及以上（0.1

％）。 

表 4.2.4 學歷 

 次數 百分比
不識字 152 9.9
國中及以下（含自修） 870 56.4
高中∕職及專科 466 30.2
大學 52 3.4
碩士及以上 2 .1

N=1,542 

    婚姻狀況方面，六成以上的安遷戶已婚，喪偶的安遷戶有一成七，

未婚者有一成二，離婚者不滿一成（表 4.2.5）。 

表 4.2.5 婚姻狀況 

 次數 百分比
未婚 190 12.3
已婚（含同居） 934 60.6
喪偶 268 17.4
離婚（含分居） 149 9.7

N=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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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信仰方面，信仰基督教與道教的安遷戶各佔四分之一左右；

佛教其次，約佔一成八；再其次為天主教與民間信仰，約一成二左右

（表 4.2.6）。 

表 4.2.6 宗教信仰 

 次數 百分比
佛教 276 17.9
基督教 404 26.2
天主教 193 12.5
道教 405 26.3
一貫道 9 .6
民間信仰 190 12.3
無宗教信仰 57 3.7
其他宗教 7 .5
不知道 1 .1

N=1,542 

調查顯示，有 8.0％的安遷戶家中沒有男性；家中有 1 位男性的佔

36.2％，有 2 位的佔 26.0％，家中有 3 位以上男性的佔 29.7％（表

4.2.7）。 

表 4.2.7 家戶男性人數 

 次數 百分比
0 123 8.0
1 558 36.2
2 401 26.0
3 264 17.1
4 114 7.4
5 45 2.9
6 19 1.2
7 8 .5
8 6 .4
10 3 .2
N=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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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有 11.0％的安遷戶家中沒有女性，35.1％有 1 位，25.7

％有 2 位，27.9％有 3 位以上（表 4.2.8）。 

表 4.2.8 家戶女性人數 

 次數 百分比
0 169 11.0
1 542 35.1
2 397 25.7
3 242 15.7
4 129 8.4
5 39 2.5
6 14 .9
7 6 .4
N=1,542 

    表 4.2.9 顯示，今年調查的安遷戶，非原住民家庭的比率較高，有

58.0％，原住民家庭的比率佔 42.0％。 

表 4.2.9 是否為原住民家庭 

 次數 百分比
不是 895 58.0
是 647 42.0
N=1,542 

    高齡人口方面，非原住民家庭中，沒有高齡人口的比率有 52.7％，

33.0％有 1 位，14.3％有 2 位以上。原住民家庭中，沒有高齡人口的

家庭有 36.1％，34.8％有 1 位，25.2％有 2 位，高齡者有 3 位以上的

家庭比率較少，共佔 4.0％（表 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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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 家戶高齡人口7 

 非原住民家庭 
65 歲以上人口

原住民家庭 
55 歲以上人口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0 471 52.7 233 36.1 
1 295 33.0 225 34.8 
2 125 14.0 162 25.1 
3 3 .3 24 3.7
4 0 0 2 .3
總和 894 100 646 100

    幼年（0-14 歲）人口方面，一半以上的安遷戶家中沒有幼年人口，

有 1 位幼年人口的安遷戶佔 14.2％，有 2 位以上的總共佔 18.3％（表

4.2.11）。 

表 4.2.11 家戶 14 歲以下人數 

 次數 百分比
0 1,038 67.3
1 219 14.2
2 168 10.9
3 84 5.4
4 21 1.4
5 8 .5
6 2 .1
N=1,540 

    由表 4.2.12 可知，七成左右的安遷戶家中無人失業，但同時間這

也表示，有將近三成的安遷戶家中有失業問題（至少有 1 人失業）。 

 

 

 

                                      
7  本調查非原住民人口進入老化之年齡，參考「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所設定之申請年齡為年滿 65

歲於國內設有戶籍者；原住民人口進入老化之年齡，參考「原住民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所設定之申

請年齡為年滿 55 歲至未滿 65 歲之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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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 家戶失業人數8 

 次數 百分比
0 1,140 73.9
1 292 18.9
2 83 5.4
3 16 1.0
4 8 .5
5 1 .1
10 1 .1

N=1,541 

表 4.2.13 列出安遷戶家中無工作者的失業天數，由次數分配表可

知，57.5％（319∕555）的失業者於 500 天內找到工作，34.1％（189

∕555）於 501-1500 天內找到工作，失業超過 1,500 天者人數較少，

共 0.2％（9∕555）。 

 

表 4.2.13 失業天數 

  次數 百分比

第
一
位 

1-500 天 245 62.2
501-1,000 天 75 19.0
1,001-1,500 天 56 14.2
1,501-2,000 天 3 0.8
2,001 天 以上 2 0.5
拒答 1 0.3
不知道 12 3.0

N=394 

第
二
位 

1-500 天 54 48.6
501-1,000 天 25 22.5
1,001-1,500 天 19 17.1
1,501-2,000 天 2 1.8
2,001 天 以上 2 1.8
拒答 1 0.9
不知道 8 7.2

N=111 

                                      
8  依主計總處定義，失業者指在調查時間內，年滿 15 歲同時具有下列條件者：1.無工作；2.隨時可

以工作；3.正在尋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者。此外，尚包括等待恢復工作者及找到職業而未

開始工作亦無報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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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位 

1-500 天 14 46.7
501-1,000 天 7 23.3
1,001-1,500 天 3 10.0
拒答 1 3.3
不知道 5 16.7

N=30 

第
四
位 

1-500 天 6 42.9
501-1,000 天 1 7.1
1,001-1,500 天 2 14.3
不知道 5 35.7

N=14 

第
五
位

501-1,000 天 1 16.7
不知道 5 83.3

N=6

表 4.2.14 顯示，64.9％的安遷戶至今仍沒有固定的薪資，僅三分

之一左右的安遷戶有固定薪資。 

表 4.2.14 是否有固定薪資 

 次數 百分比
沒有 1,000 64.9
有 519 33.7
不知道 2 .1
N=1,521 

    調查顯示，安遷戶的職業以無工作為多數，佔 22.0％；其次是非

主管級一般農林漁牧工作人員與技術工、家管，約佔 10％，其他職業

則在一成以下（表 4.2.15）。 

表 4.2.15 職業 

 次數 百分比 
民意代表及政府行政主管人員、企業負責人 143 9.3 
農林漁牧生產及作業經理人員 17 1.1 
礦業、製造業及水電燃氣業生產及作業經理人員 5 .3 
其他業別生產及作業經理人員 9 .6 
非主管級技術及研究等專業人員 33 2.1 
一般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3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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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22 7.9 
行政人員或事務人員 38 2.5 
非主管級一般農、林、漁、牧工作人員 178 11.5 
技術工及機械設備操作工 158 10.2 
體力工及非技術工 144 9.3 
現役軍人 5 .3 
失業中 125 8.1 
學生 7 .5 
家管 153 9.9 
退休 31 2.0 
無工作（含賦閒、傷病、殘障、衰老、養老） 339 22.0 
其他 1 .1 
N=1,542  

表 4.2.16 顯示，57.9％的安遷戶每月開銷在一萬元至三萬元之間，14.5

％的安遷戶每月開銷在一萬元以下，另有 0.3％每月開銷超過十萬元。 

表 4.2.16 家戶每月平均開銷 

 次數 百分比
1-10,000 元 224 14.5
10,001-20,000 元 491 31.8
20,001-30,000 元 403 26.1
30,001-40,000 元 172 11.2
40,001-50,000 元 112 7.3
50,001-60,000 元 50 3.2
60,001-70,000 元 16 1.0
70,001-80,000 元 7 0.5
80,001-90,000 元 3 0.2
90,001-100,000 元 7 0.5
120,001-130,000 元 1 0.1
150,001-160,000 元 1 0.1
190,001-200,000 元 1 0.1
拒答 7 0.5
不知道 47 3.0

N=1,542 

    53.7％的安遷戶家庭月收入不到 3 萬元，此外，另有 2.1％的安遷

戶家裡沒有收入。家庭月收入在 5 萬元以上的安遷戶比率約 15％（表

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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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7 家戶每月平均總收入 

 次數 百分比 
沒有收入 33 2.1
不到 1 萬元 152 9.9
1 萬元以上，不到 3 萬元 676 43.8
3 萬元以上，不到 5 萬元 425 27.6
5 萬元以上，不到 7 萬元 148 9.6
7 萬元以上，不到 9 萬元 48 3.1
9 萬元以上，不到 11 萬元 19 1.2
11 萬元以上，不到 13 萬元 4 .3
13 萬元以上，不到 15 萬元 6 .4
15 萬元以上，不到 20 萬元 4 .3
20 萬以上 2 .1
拒答 5 .3
不知道 20 1.3
N=1,542 

4.2.2 社會情況 

社會網絡 

調查顯示，40.8％安遷戶每週和災前鄰居或朋友見面六次以上（幾

乎每天），每週少於一次（不常見面）的安遷戶佔 28.0％。顯示莫拉克

受災戶的鄰里∕朋友關係在災後三年，多數的鄰居∕朋友仍群聚在一

起，但有近三成的安遷戶很少見面，可能因為搬遷而少互動（表

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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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8 和災前鄰里∕朋友互動情況 

 次數 百分比 
每週少於一次（不常見面） 432 28.0 
每週一次 137 8.9
每週兩到三次 222 14.4 
每週四到五次 117 7.6
每週六次以上（幾乎每天） 628 40.8 
不知道 5 0.3
N=1,541 

與家人互動的情況方面，有 72.9％的安遷戶表示與家人的互動沒有

變化，且僅有 5.3％的安遷戶認為比去年差，顯示災害第二年與第三年

間，安遷戶與家人的關係已逐漸趨於穩定（表 4.2.19）。 

表 4.2.19 和家人的感情變化 

 次數 百分比
差很多 29 1.9
差一點 53 3.4 
相同 1,124 72.9
好一點 249 16.1
好很多 84 5.4 
不知道 3 0.2
N=1,542 

行動不便者 

    13.8％安遷戶家中有行動不便者，其中，有 1 位行動不便者佔 12.3

％，有 2 位以上行動不便者佔 1.5％（表 4.2.21）；在所有行動不便者

中，女性佔 51.1％，平均年齡為 72.4 歲，年紀最大 97 歲，最小 13

歲；男性佔 48.5％，平均年齡為 67.4 歲，年紀最大 92 歲，最小 16

歲；一位行動不便者沒有填寫性別，年齡 91 歲，整體平均年齡為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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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另外，行動不便的原因中，身心障礙者佔 32.8％，患病者佔 46.8

％，兩者皆有佔 16.6％，非身心障礙或患病者則佔 3.8％（表 4.2.20）。 

表 4.2.21 安遷戶內有行動不便者統計表 

 次數 百分比
0 1,329 86.2
1 190 12.3
2 21 1.4
3 1 0.1
N=1,541 

 

表 4.2.22 行動不便者性別、行動不便原因與年齡統計表 

 行動不便者性別
次數 百分比 

女性 120 51.1
男性 114 48.5
未填答 1 0.4
 行動不便的原因

次數 百分比 
身心殘障者 77 32.8
患病者 110 46.8
以上皆是 39 16.6
以上皆非 9 3.8
 行動不便者的平均年齡

平均數 最大值 最小值 
女性 72.4 97 13 
男性 67.4 92 16 
未填答 91.0 ─ ─ 
合計 70.1 97 13 
N = 235 

從行動不便者的心理狀況來看，和一年前比較，大約有四成左右

的行動不便者和一年前比差不多，變差的比率為 43.8％（差很多、差

一點），變好的只有 14％。從行動不便者的身體狀況來看，和一年前比

較，持平者佔 39.1％，且有高達 54.0％的行動不便者身體狀況變差（見

表 4.2.23 與表 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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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3 行動不便者心理狀況統計表（和一年前比較） 

 次數 百分比
差很多 36 15.3
差一點 67 28.5
相同 99 42.1
好一點 32 13.6
好很多 1 0.4
N = 235   

 

表 4.2.24 行動不便者身體狀況統計表（和一年前比較） 

 次數 百分比
差很多 43 18.3
差一點 84 35.7
相同 92 39.1
好一點 14 6.0
好很多 2 0.9
N = 235 

在行動不便照顧者的身份方面，調查結果顯示這些行動不便者的

主要照顧者多為女性，包括非受雇（33.7％）與受雇的女性照顧者（11.8

％），男性只佔不到 1∕3（27.2％）的比率，另外，約有 1∕4 的行動

不便者乏人照顧（見表 4.2.25）。 

表 4.2.25 行動不便照顧者的身份統計表

 次數 百分比
自己（無他人照顧） 63 25.6
女性親友（非受雇） 83 33.7
男性親友（非受雇） 66 26.8
受雇的女性照顧者 29 11.8
受雇的男性照顧者 1 0.4
其他 4 1.6

N = 2469 

信任感 

                                      
9  每位行動不便者可能有 1 位以上的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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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任的程度上，可發現安遷戶對大型民間組織的信任（信任、

非常信任）最高，有 47.1％信任大型民間組織，其次是村里長⁄社區⁄

在地組織（38.4％）、鄉鎮區（33.3％）、縣市政府（29.7％）、中央政

府（28.8％）（表 4.2.26）。 

表 4.2.26 安遷戶對於不同單位信任感統計表 

 
中央政府 縣市政府 鄉鎮區政府 大型民間組織 村里長⁄社區⁄

在地組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非常不信任 77 5.0 44 2.9 42 2.7 22 1.4 31 2.0
不信任 228 14.8 217 14.1 147 9.5 95 6.2 132 8.6
普通 782 50.7 819 53.1 837 54.3 691 44.8 784 50.8
信任 423 27.4 433 28.1 483 31.3 651 42.2 533 34.6
非常信任 21 1.4 24 1.6 31 2.0 75 4.9 59 3.8
拒答 4 0.3 1 0.1 0 0.0 1 0.1 0 0.0
不知道 7 0.5 4 0.3 2 0.1 7 0.5 3 0.2
N = 1,542 

4.2.3 需求與協助 

在需求與協助方面，首先說明安遷戶目前最需要的協助，接著分

析過去一年中，親友、政府、民間團體提供哪些協助。從表 4.2.27 可

以發現，安遷戶目前最需要的幫助，前三項分別為就業（36.5％）、金

錢（33.6％）以及水、電、瓦斯（25.0％），顯示在莫拉克災後三年，

安遷戶最迫切需要解決的，是經濟以及民生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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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7 家裡現在最需要的協助（複選，最多三項）1011 

 次數 百分比
不需要協助 275 17.8
人力（協助搬家等） 11 0.7
水、電、瓦斯 386 25.0
心理協助 50 3.2
提供住處 87 5.6
子女就學 219 14.2
法律諮詢 32 2.1
道路重建 251 16.3
金錢（含貸款） 518 33.6
就業 563 36.5
醫療資源 313 20.3
土地 156 10.1
防治工程 184 11.9
通訊 6 0.4
房屋修繕 11 0.7
其他 23 1.5
N=3,085 

安遷戶過去一年在親戚、鄰居、族人、朋友或同事協助方面，有

78.5％的安遷戶完全沒有接受幫助，而有接受幫助安遷戶中，最多幫

助的項目為物資（11.8％），其次為心理協助（4.0％），比率皆不高（表

4.2.28）。而接受親友金錢協助的安遷戶中，金額在 5 萬元以下者比率

最高（63.2％），其次為 5 萬到 10 萬之間（14.0％）、15 萬到 20 萬之

間（10.5％）（見表 4.2.29）。 

在接受政府或民間團體的幫助方面，沒有接受幫助的有 41.7％，

而接受政府或民間團體幫助的安遷戶中，幫助最多的項目為提供住處

（41.0％），可能是永久屋陸續完工安遷戶遷入，其次為金錢（20.6％）、

                                      
10  複選題：因複選的緣故，有效戶數大於 1542 戶，累積百分比大於 100％。複選題若有註明最多

三項，表示此複選題最多只能選擇三項；若無註明，則不限制選項多寡。 
11  經彙整「其他」項之回答，此題選項新增「房屋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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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18.5％）（表 4.2.28）。而接受政府或民間團體金錢協助的安遷

戶中，金額在 5 萬到 10 萬之間者比率最高（55.9％），其次為 5 萬元

以下（24.8％）（見表 4.2.30）。 

表 4.2.28 最近一年接受過的幫助（複選） 

 
親戚∕鄰居 政府∕民間單位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沒有 1,210 78.5 642 41.7 
人力 40 2.6 16 1.0 
物資 182 11.8 285 18.5 
心理協助 109 7.1 74 4.8 
提供住處 28 1.8 632 41.0 
子女就學 23 1.5 45 2.9 
提供有用的資訊 25 1.6 26 1.7 
交通 19 1.2 18 1.2 
金錢 61 4.0 318 20.6 
就業 29 1.9 37 2.4 
其他 2 0.1 2 0.1 
總和 1,728 112.1 2,095 135.9 

表 4.2.29 接受親友金錢支助之金額統計表

次數 百分比
1~50,000 元 36 63.2
50,001~100,000 元 8 14.0
100,001~150,000 元 4 7.0
150,001~200,000 元 6 10.5
250,001~300,000 元 1 1.8
450,000 元以上 2 3.5
N = 57 

表 4.2.30 接受政府或民間團體金錢支助之金額統計表 

百分比 次數
1~50,000 元 77 24.8
50,001~100,000 元 174 55.9
100,001~150,000 元 14 4.5
150,001~200,000 元 14 4.5
200,001~250,000 元 15 4.8
250,001~300,000 元 6 1.9
300,001~350,000 元 7 2.3
350,001~400,000 元 2 .6
450,000 元以上 2 .6
N =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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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生活狀況 

在烹飪品質上，整體來看，雖然安遷戶現在的狀況比災前一個月

略好一些（「現在」可與極佳的百分比高於「災前一個月」），但現在仍

有 1％左右的安遷戶至今的烹飪狀況不佳；在衛浴與就寢品質上，也有

與烹飪品質類似的狀況。隱私與空間大小的品質方面，平均而言，隱

私與空間大小現在的狀況都較災前一個月糟（「現在」差與極差的百分

比高於「災前一個月」）。其中，有 3％左右的安遷戶認為現居地的隱私

與空間大小品質極差，後續仍要持續注意有哪些安遷戶可能沒有被妥

善照顧（表 4.2.31）。 

表 4.2.31 居住品質 

 
烹飪 衛浴 就寢 隱私 空間大小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災
前
一
個
月 

極差 11 0.7 12 0.8 15 1 17 1.1 16 1 
差 192 12.5 208 13.5 186 12.1 166 10.8 175 11.3
可 1,089 70.6 1,081 70.1 1,071 69.5 1,024 66.4 918 59.5
極佳 248 16.1 239 15.5 268 17.4 332 21.5 422 27.4
不知
道

2 0.1 2 0.1 2 0.1 3 0.2 11 0.7
總和 1,542 100 1,542 100 1,542 100 1,542 100 1,542 100

現
在 

極差 25 1.6 20 1.3 29 1.9 51 3.3 55 3.6
差 155 10.1 158 10.2 147 9.5 198 12.8 261 16.9
可 1,102 71.5 1,094 70.9 1,090 70.7 1,052 68.2 992 64.3
極佳 259 16.8 269 17.4 275 17.8 239 15.5 222 14.4
不知
道

1 0.1 1 0.1 1 0.1 2 0.1 12 0.8
總和 1,542 100 1,542 100 1,542 100 1,542 100 1,542 100

復原狀態 

透過整體生活滿意度的題項，可以瞭解安遷戶對目前生活的主觀

感受，調查結果顯示，安遷戶對現在生活偏向不滿意者佔 33.9％（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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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滿意、不滿意、有點不滿意），偏向滿意者佔 66.1％（有點滿意、滿

意、很滿意）（見表 4.2.32）。 

表 4.2.32 整體生活滿意度統計表 

 次數 百分比
很不滿意 33 2.2
不滿意 161 10.7
有點不滿意 316 21.0
有點滿意 551 36.6
滿意 424 28.2
很滿意 19 1.3
不知道 2 0.1
N = 1,506 

從表 4.2.33 可知，95.3％（1,388∕1,457）安遷戶已回復正常作

息，其中，已恢復正常作息的安遷戶平均花了 269.3 天回復到正常生

活（標準差為 243.6 天）。時間花最長的是 1,120 天，最短的是當天就

回復正常作息，但尚有 4.7％（69∕1,457）的安遷戶至今仍未恢復正

常作息，雖然比率不大，但災害已過三年還不能穩定下來，應需進一

步探討造成他們還不能恢復正常作息的原因。 

表 4.2.33 回復一般生活作息所需時間統計表 

次數 百分比
1 天 34 2.2
2~180 天 685 44.4
181~360 天 125 8.1
361~540 天 349 22.6
541-720 天 59 3.8
721~900 天 106 6.9
901~1,080 天 16 1.0
1,081~1,160 天 14 0.9
尚未恢復 69 4.5
拒答 1 0.1
不知道 84 5.4
N =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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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5 顯示，災後第三年，仍有近三成的安遷戶（28.0％）認

為自己是災民；而覺得自己不是災民的受訪者佔了 67.6％，其中，在

半年以內就覺得自己不是災民者佔 43.8％，一年到一年半後才覺得自

己不是災民者佔 26.9％（見表 4.2.35）。自覺已不是災民的安遷戶平均

在 293.9 天後才覺得自己不是災民（標準差 246.3 天），最長的是過了

1,120 天後才覺得自己不是災民。 

表 4.2.34 是否認為自己現在還是災民 

次數 百分比
不是 1,042 67.6
是 432 28.0
從不認為自己是災民 64 4.2
不知道 4 0.3
N = 1,542  

 

表 4.2.35 過多久才覺得自己不是災民之天數統計表 

次數 百分比
1 天以內 30 2.9
2-180 天 424 40.9
181-360 天 93 9.0
361-540 天 279 26.9
541-720 天 35 3.4
721-900 天 83 8.0
901-1080 天 24 2.3
1,081-1,160 天 6 0.6
拒答 2 0.2
不知道 61 5.9
N = 1,037 

民間團體的協助 

安遷戶最感謝的團體中，比率最高的是慈濟（33.2％），其次為紅

十字會（27.7％）、台灣世界展望會（13.8％），這三個團體共獲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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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七成安遷戶的認可，但也有將近一成五的安遷戶沒有最感謝的民間

團體（見表 4.2.36）。 

表 4.2.36 最感謝的民間團體12 

次數 百分比 
無 215 13.9 
紅十字會 426 27.6 
台灣世界展望會（世展會） 213 13.8 
佛光山 13 .8 
法鼓山 43 2.8 
一貫道 1 .1 
張榮發基金會 7 .5 
慈濟 511 33.1 
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12 .8 
中華民國肯愛社會服務協會 1 .1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 3 .2 
台灣基督教長老教會宣教基金會 23 1.5 
至善社會福利基金會 7 .5 
中華社會福利聯合勸募協會 2 .1 
屏東縣原住民文教協會 3 .2 
民視文教基金會 13 .8 
其他 29 1.9 
拒答 1 .1 
不知道 14 .9 
N = 1,540  

4.2.5 心理狀態 

因應方式 

從表 4.2.37 可發現，安遷戶使用頻率最高的因應方法是提出解決

方法，有 41.3％的安遷戶回答經常如此或都是如此，其次為尋求宗教

的協助（36.1％）、和別人分享感受（29.5％）、做其他事情避免擔心

（27.6％）。宗教信仰方面，進一步詢問安遷戶宗教信仰的因應方式，

結果發現，「藉由宗教信仰的啟發，學習如何面對生活中的壓力」，有

                                      
12  經彙整「其他」項之回答，此題選項新增「民視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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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為經常如此或都是如此，「因為壓力的緣故，我開始質疑我的宗

教信仰」，則有 2.6％的安遷戶認為經常如此或都是如此。相對於消極

性的宗教因應（質疑宗教信仰），調查顯示安遷戶是採取較為積極的宗

教因應方式（見表 4.2.37）。 

表 4.2.37 面對壓力的因應策略 

 
提出解決方法 和別人分享感受 做其他事情避免擔心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絕非如此 71 4.6 148 9.6 226 14.7 
有時如此 399 25.9 542 35.1 543 35.2 
半數如此 407 26.4 391 25.4 343 22.2 
經常如此 391 25.4 341 22.1 320 20.8 
都是如此 245 15.9 114 7.4 105 6.8 
拒答 2 0.1 2 0.1 1 0.1 
不知道 27 1.8 4 0.3 4 0.3 

 尋求宗教協助 藉宗教的啟發因應壓力 質疑宗教信仰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絕非如此 299 19.4 329 21.3 1183 76.7 
有時如此 406 26.3 387 25.1 229 14.9 
半數如此 276 17.9 281 18.2 82 5.3 
經常如此 364 23.6 376 24.4 20 1.3 
都是如此 192 12.5 160 10.4 20 1.3 
拒答 1 0.1 1 0.1 3 0.2 
不知道 4 0.3 8 0.5 5 0.3 

N = 1,542       

近兩週之身心健康 

最近兩個星期之身心健康方面，「和家人親友相處得來」的題項約

有近八成和平常差不多，比平常好的有 14.2％；在「未來充滿希望」

的題項約有七成是和平常差不多，覺得比平常好的則有 13.4％（見表

4.2.38）。在負向題項上，睡眠不好是最困擾安遷戶的問題，有 31.4％

覺得比平常差（比平常較覺得差、比平常更覺得差），其次是對事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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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負擔（30.9％）。超過兩成以上覺得困擾的問題，還包括頭痛（23.8

％）與擔憂親友家人（23.4％）等（見表 4.2.38）。 

 

表 4.2.38 近兩週之身心健康狀況 

 
和家人、親友處得來 感到未來充滿希望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比平常更好 219 14.2 206 13.4 
和平常差不多 1,207 78.3 1,114 72.2 
比平常差一點 83 5.4 169 11 
比平常差很多 30 1.9 51 3.3 
拒答 3 0.2 2 0.1 
不知道  0 0 0 0 
 頭痛 心悸 胸前不適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一點也不 561 36.4 716 46.4 694 45 
和平常差不多 610 39.6 543 35.2 573 37.2 
比平常較覺得 329 21.3 236 15.3 238 15.4 
比平常更覺得 39 2.5 42 2.7 34 2.2 
拒答 2 0.1 2 0.1 1 0.1 
不知道  1 0.1 3 0.2 2 0.1 
 手腳發抖 睡眠不好 對事情感到負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一點也不 699 45.3 380 24.6 369 23.9 
和平常差不多 556 36.1 676 43.8 693 44.9 
比平常較覺得 244 15.8 378 24.5 402 26.1 
比平常更覺得 41 2.7 107 6.9 74 4.8 
拒答 1 0.1 1 0.1 2 0.1 
不知道  1 0.1 0 0 2 0.1 
 對自己失去信心 神經兮兮 擔憂親友家人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一點也不 598 38.8 721 46.8 488 31.6 
和平常差不多 719 46.6 591 38.3 691 44.8 
比平常較覺得 186 12.1 199 12.9 302 19.6 
比平常更覺得 38 2.5 28 1.8 59 3.8 
拒答 1 0.1 2 0.1 1 0.1 
不知道  0 0 1 0.1 1 0.1 
 生活毫無希望

 

次數 百分比
一點也不 678 44 
和平常差不多 682 44.2 
比平常較覺得 139 9 
比平常更覺得 39 2.5 
拒答 2 0.1 
不知道  2 0.1 

N =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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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永久屋議題 

住宅型態 

    表 4.2.39 顯示，永久屋與災前住處是安遷戶目前最主要的居住型

態，半數以上的安遷戶現已入住永久屋，另有兩成左右住在颱風前原

來住處，其他住宅型態則不到一成。 

表 4.2.39 現今的居住場所 

 次數 百分比 
颱風前原來住處（自家中） 323 20.9 
租屋（含親友提供之有償住宅） 107 6.9 
避難所、收容所 1 .1
其他災前已持有的自有住宅 100 6.5 
組合屋 33 2.1 
永久屋（含承租） 840 54.5 
親友家中或親友提供之無償住所 66 4.3 
非正式建屋（工寮、農舍） 24 1.6 
安⁄養護機構 1 .1
災後異地新建或新購之自有住宅 41 2.7 
其他 6 .4
N = 1,542  

撤離與搬遷 

安遷戶撤離後，回到現在居住場所（即，調查當時的居住地）的

平均天數是 364.7 天（中位數 365 天，標準差 307 天），表 4.2.40 顯

示，近八成的安遷戶於莫拉克災後 2 年內已搬入現在住所，一成左右

的安遷戶，搬入現居地的時間超過 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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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0 自撤離當天回到現在居住場所的天數 

 次數 百分比 
從未撤離 68 4.5
1-365天（1年以內） 861 56.4
366-730天（2年以內） 372 24.4
731-1,095天（3年以內） 147 9.6
1,096-1,460天（超過3年） 12 .8
拒答 1 .1
不知道 68 4.3
N = 1,527  

    災後第三年，大多數安遷戶已有穩定的居住場所，約八成的安遷

戶打算長居於現在的住處，但至今也仍有一成五左右的安遷戶不打算

長居於現在的地點，未來仍有可能再次搬遷（表 4.2.41）。 

表 4.2.41 是否打算長久居住於現在的住處 

 次數 百分比 
否 259 16.8
是 1,261 81.8
不知道 20 1.3
N = 1,540  

對居住場所的意見 

    大部分安遷戶選擇居住場所最主要的考慮因素是能夠遠離災害

（46.8％）；民生問題則為安遷戶第二多考慮的因素，包括就業機會、

生活便利性、與親友的距離、留在原來的居住地以及擁有土地產權等，

分別各佔二至三成左右（表 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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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2 選擇居住場所最主要的因素（複選，最多三項）13 

 次數 百分比 
遠離發生天災的地方 719 46.8 

就業機會 445 29.0 

生活與交通的便利性 434 28.2 

與親友的距離 423 27.5 

留在原來的居住地 421 27.4 

擁有土地產權 324 21.1 

醫療 231 15.0 

維持原有文化 185 12.0 

學童的教育環境 149 9.7 

居住於當地的花費 63 4.1 

多久才能搬進去 49 3.2 

有公園綠地 37 2.4 

其他 11 0.7 

無 8 0.5 

N = 3,499 

大多數安遷戶對現今住所最主要不滿意的地方是土地產權與就業

問題，佔三成左右；其次是醫療問題，近兩成；其他不滿意的項目則

在 19％以下（表 4.2.43）。 

表 4.2.43 對現在居住場地最不滿意的因素（複選，最多三項）14 

 次數 百分比 
沒有土地產權 578 38.2 

就業機會 493 32.6 

醫療 291 19.2 

與原居住地生活差距過大 268 17.7 

易受災害影響 222 14.7 

與親友的距離 215 14.2 

生活與交通的便利性 214 14.1 

居住於當地的花費 184 12.2 

文化無法傳承 133 8.8 

公園綠地不足 131 8.7 

建築品質 62 4.1 

無 46 3.0 

                                      
13  經彙整「其他」項之回答，此題選項新增「無」。 
14  經彙整「其他」項之回答，此題選項新增「建築品質」、「無」以及「沒有耕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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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41 2.7 

入住時間過久 36 2.4 

學童的教育環境 36 2.4 

沒有耕作土地 21 1.4 

N = 2,971  

對永久屋的瞭解程度 

    表 4.2.44 顯示，67.4％的安遷戶已經申請到永久屋，沒有申請永

久屋者佔 27％，另有 5.1％有申請永久屋但沒通過，0.2％正在申請中。 

表 4.2.44 申請永久屋的情況 

 次數 百分比 
沒申請 417 27.0
申請中 3 .2
已申請，未通過 79 5.1
申請通過 1,040 67.4
其他 3 .2
N = 1,542  

    有申請永久屋的安遷戶當中，37％申請時清楚永久屋的建築規劃

（同意、非常同意），16.1％不清楚（非常不同意、不同意），另有 26.3

％持中間態度（表 4.2.45）。 

表 4.2.45 申請時，清楚永久屋的建築規劃 

 次數 百分比 
非常不同意 42 3.7
不同意 206 18.3
普通 297 26.4
同意 484 43.1
非常同意 86 7.7
不知道 9 .8
N =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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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46 顯示，申請永久屋的安遷戶當中，有 48.7％是自願遷居

（同意、非常同意），9.3％是非自願（非常不同意、不同意），另有 14.9

％無明顯意見。 

表 4.2.46 自願遷居到永久屋 

 次數 百分比 
非常不同意 34 3.0
不同意 109 9.7
普通 229 20.4
同意 646 57.5
非常同意 105 9.3
N = 1,123  

永久屋地點 

    安遷戶申請的永久屋，其地點位於高雄市大愛園區（杉林區月眉

農場一、二期）的比率最高，共 420 戶（27.2％）；其次是屏東縣的吾

拉魯玆、長治百合部落以及禮納里部落，各佔 5％左右，其他地點的永

久屋則在 5％以下（表 4.2.47）。 

表 4.2.47 永久屋基地名稱15 

  次數 百分比 
南投縣 水里鄉林務局閒置宿舍（鉅工段） 10 0.6 

名間鄉基地 18 1.2 

南投市茄苳腳段基地 2 0.1 

屏東縣 中央廣播電台長治分台（長治百合部落） 76 4.9 

屏東鄉瑪家鄉瑪家農場（禮納里部落） 84 5.4 

牡丹鄉舊高士部落永久屋基地 2 0.1 

牡丹鄉石門村 25 林班地永久屋基地 1 0.1 

萬巒鄉新赤農場赤山段（吾拉魯滋部落） 102 6.6 

新埤鄉南岸農場 11 0.7 

                                      
15  經彙整「其他」項之回答，此題選項新增屏東縣的「大鳥村笆扎筏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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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樹鄉新豐村 6 0.4 

臺東縣 泰和村德其段 27 1.8 

舊大武國小 2 0.1 

金崙村金富段 11 0.7 

嘉蘭村第 1 基地（西側） 20 1.3 

嘉蘭村第 2 基地（東側） 25 1.6 

嘉蘭村第 2 基地 1 0.1 

愛國蒲基地 2 0.1 

大鳥村笆扎筏段 10 0.6 

臺南市 玉井鄉望明村台糖芒果蒸熟場附近 6 0.4 

嘉義縣 番路鄉轆子腳一期（日安社區） 34 2.2 

番路鄉轆子腳二期 36 2.3 

番路鄉轆子腳三期原住民專區 38 2.5 

竹崎鄉鹿滿溪心段（日滿社區） 30 1.9 

大埔鄉埔南段 1 0.1 

山美段新基地 2 0.1 

來吉 152 林班地 7 0.5 

阿里山樂野 49 地號 15 1 

高雄市 杉林區月眉農場 303 19.6 

杉林區月眉農場（第二期） 117 7.6 

甲仙區五里埔 45 2.9 

杉林區月眉農場小林村第二基地 53 3.4 

六龜區寶來里樂樂段基地 7 0.5 

六龜區龍興段基地 8 0.5 

 拒答 1 0.1 

 不知道 5 0.3 

N = 1,118  

4.3 歷年（99-101）年調查結果 

本調查以家戶為單位進行三年期的追蹤調查，本節列出第一、二、

三期皆有調查的項目（含題意相似但敘述稍有更改的項目），瞭解安遷

戶歷年於該題的次數分配。此外，部分題目並非三年皆使用同樣的題

目敘述，故先說明該題歷年的題目敘述，之後再呈現該題的歷年次數

分配。 

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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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為安遷戶與鄰居或朋友每週見面的頻率，第一年的題目

敘述為「請問現在你們家裡和那時的鄰居∕族人見面相處的時間，每

週大約幾次？」，第二、三年的題目敘述為「請問現在你們家裡和災前

鄰居∕朋友見面相處的時間，每週大約幾次？」。 

表 4.3.1 和鄰居∕朋友每週的見面頻率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每週少於一次（不常見面） 454 27.4 351 22.0 432 28.0 

每週一次 143 8.6 175 11.1 137 8.9 
每週兩到三次 309 18.7 258 16.2 222 14.4 
每週四到五次 125 7.5 135 8.5 117 7.6 
每週六次以上（幾乎每天） 625 37.7 669 42.0 628 40.8 
拒答 0 0 1 .1 0 0 
不知道 0 0 3 .2 5 0.3 
總和 1,656 100 1,592 100 1,541 100 

家人情感變化的部份（表 4.3.2），第一年題目敘述為「請問你們

家人現在（災後）感情好不好？」，第二、三年題目敘述相同，為「請

問你們家人現在感情和一年前相比，變得？」。 

表 4.3.2 與家人的感情變化16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非常不好 12 0.7 -- -- -- -- 

不好 26 1.6 -- -- -- -- 
普通 171 10.4 -- -- -- -- 
好 756 46.1 -- -- -- -- 
非常好 675 41.2 -- -- -- -- 
差很多 -- -- 28 1.8 29 1.9 
差一點 -- -- 99 6.2 53 3.4 
相同 -- -- 1,073 67.5 1124 72.9 
好一點 -- -- 260 16.4 249 16.1 

                                      
16  選項若為「‐‐」，表示當年度無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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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很多 -- -- 127 8 84 5.4 
拒答 0 0 0 0 0 0 
不知道 0 0 3 0.2 3 0.2 
總和 1,640 100 1,590 100 1,542 100 

信任感 

信任感第一年的敘述為「整體而言，你相不相信中央政府層級∕

縣市政府層級∕鄉鎮政府層級∕大型民間組織∕里長、社區、在地組

織的災害因應能力？」，第二、三年的敘述一樣，但調整為對災後復原

的信任感，題目敘述為「整體而言，請問你現在相不相信中央政府層

級∕縣市政府層級∕鄉鎮政府層級∕大型民間組織∕里長、社區、在

地組織的災後復原重建能力？」。 

表 4.3.3 對組織的信任感 

 
中央政府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非常不信任 127 7.7 61 3.8 77 5.0 
不信任 255 15.4 263 16.4 228 14.8 
普通 681 41.2 799 49.9 782 50.7 
信任 498 30.1 429 26.8 423 27.4 
非常信任 58 3.5 44 2.7 21 1.4 
拒答 21 1.3 0 0 4 0.3 
不知道 12 0.7 5 0.3 7 0.5 
總和 1,652 100 1,601 100 1,542 100 

 
縣市政府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非常不信任 84 5.1 51 3.2 44 2.9 
不信任 270 16.3 244 15.2 217 14.1 
普通 687 41.6 811 50.7 819 53.1 
信任 523 31.7 455 28.4 433 28.1 
非常信任 70 4.2 35 2.2 24 1.6 
拒答 12 0.7 0 0 1 0.1 
不知道 6 0.4 5 0.3 4 0.3 
總和 1,652 100 1,601 100 1,54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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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鎮區政府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非常不信任 69 4.2 38 2.4 42 2.7 

不信任 184 11.1 216 13.5 147 9.5 
普通 634 38.4 785 49 837 54.3 
信任 635 38.4 504 31.5 483 31.3 
非常信任 119 7.2 52 3.2 31 2.0 
拒答 6 0.4 0 0 0 0.0 
不知道 5 0.3 6 0.4 2 0.1 
總和 1,652 100 1,601 100 1,542 100 

 
大型民間組織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非常不信任 25 1.5 15 0.9 22 1.4 
不信任 48 2.9 101 6.3 95 6.2 
普通 582 35.3 661 41.3 691 44.8 
信任 805 48.8 666 41.6 651 42.2 
非常信任 180 10.9 115 7.2 75 4.9 
拒答 6 0.4 1 0.1 1 0.1 
不知道 5 0.3 41 2.6 7 0.5 
總和 1,651 100 1,600 100 1,542 100 

 
村里長∕社區∕在地組織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非常不信任 45 2.7 24 1.5 31 2.0 
不信任 102 6.2 188 11.8 132 8.6 
普通 494 29.9 707 44.5 784 50.8 
信任 774 46.9 575 36.2 533 34.6 
非常信任 227 13.7 95 6 59 3.8 
拒答 5 0.3 0 0 0 0.0 
不知道 4 0.2 0 0 3 0.2 
總和 1,651 100 1,589 100 1,542 100 

需求與協助 

表 4.3.4 為安遷戶最需要的協助，第一年題目敘述為「請你回想一

下，你們家剛受災那一個月，最需要哪些協助？」，第二、三年題目敘

述為「請問你們家現在最需要（最多三項）的協助是下列何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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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的是，此題為複選題，第二、三年限制安遷戶最多只能選三

項，但第一年無此限制。 

表 4.3.4 安遷戶最需要的協助 

 
第一期 99 

（複選，不限三項）
第二期 100 

（複選，最多三項）
第三期 101 

（複選，最多三項）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物資（食、衣、住等物品） 1,155 70.0 -- -- -- -- 

提供資訊的管道 269 16.3 -- -- -- -- 
不需要協助 22 1.3 195 12.2 275 17.8 
人力（協助搬家等） 381 23.1 35 2.2 11 0.7 
水、電、瓦斯 -- -- 260 16.3 386 25.0 
心理協助 455 27.6 86 5.4 50 3.2 
提供住處 -- -- 218 13.6 87 5.6 
永久住處 914 55.4 -- -- -- -- 
子女就學 270 16.4 269 16.8 219 14.2 
法律諮詢 -- -- 59 3.7 32 2.1 
道路重建 -- -- 342 21.4 251 16.3 
交通工具 384 23.3 -- -- -- -- 
金錢（含貸款） -- -- -- -- 518 33.6 
金錢 1,401 85.0 833 52.1 -- -- 
就業 -- -- 555 34.7 563 36.5 
工作（工作媒合及復業） 370 22.4 -- -- -- -- 
醫療資源 -- -- 335 21.0 313 20.3 
土地 -- -- 214 13.4 156 10.1 
防治工程 -- -- 231 14.4 184 11.9 
通訊 -- -- 15 0.9 6 0.4 
房屋修繕 -- -- 13 0.8 11 0.7 
其他 -- -- 35 2.2 23 1.5 
總和 5,621 340.9 3,695 231.1 3,085 199.9

表 4.3.5 與表 4.3.6 為安遷戶災後曾接受的幫助，在親友的部分，

第一年的敘述為「請問你家接受親戚、鄰居∕族人、朋友與同事等哪

些幫助？」，第二年敘述為「請問你家最近一年（民國 99 年 6 月至今）

接受親戚、鄰居∕族人、朋友與同事等哪些幫助？」，第三年敘述為「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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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們家最近一年（民國 100 年 8 月至今）接受親戚、鄰居∕族人、

朋友與同事等哪些幫助？」。 

表 4.3.5 親戚∕族人的幫助（複選）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沒有 340 20.5 1104 69.0 1,210 78.5 

人力 313 8.4 68 4.3 40 2.6 
物資 728 43.9 261 16.3 182 11.8 
心理協助 753 45.4 120 7.5 109 7.1 
提供住處 446 12.0 88 5.5 28 1.8 
子女就學 -- -- 35 2.2 23 1.5 
幫忙聯絡事情、提供有用
的資訊

446 26.9 -- -- -- -- 
提供有用的資訊 -- -- 42 2.6 25 1.6 
幫忙接送等（交通事宜處
理）

445 26.9 -- -- -- -- 
交通 -- -- 51 3.2 19 1.2 
金錢 523 31.6 134 8.4 61 4.0 
就業 -- -- 51 3.2 29 1.9 
其他 5 .3 3 0.2 2 0.1 
總和 3,715 224.2 1,957 122.3 1,728 112.1

在政府以及民間團體協助的部份（表 4.3.6），第一年題目敘述為

「請問你們接受政府或民間團體哪些幫助？」，第二年敘述為「請問你

們最近一年（民國 99 年 6 月至今）接受政府或民間團體哪些幫助？」，

第三年敘述為「請問你們家最近一年（民國 100 年 8 月至今）接受政

府或民間團體哪些幫助？」。 

表 4.3.6 政府∕民間團體的幫助（複選）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沒有 4 .2 680 42.6 642 41.7 

人力 251 15.1 70 4.4 16 1.0 
物資 1,347 81.2 496 31.1 285 18.5 
心理協助 420 25.3 131 8.2 74 4.8 
協助安家 887 53.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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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住處 -- -- 332 20.8 632 41.0 
子女就學 233 14.1 74 4.6 45 2.9 
提供資訊的管道 160 9.7 -- -- -- -- 
提供有用的資訊 -- -- 84 5.3 26 1.7 
交通 94 5.7 30 1.9 18 1.2 
金錢 1,639 98.9 477 29.9 318 20.6 
就業 335 20.2 122 7.6 37 2.4 
其他 1 .1 3 0.2 2 0.1 
總和 5,371 323.9 2,499 156.6 2,095 135.9

身心健康 

    表 4.3.7 為安遷戶面對壓力時的四種因應策略，第一、二、三年的

題目敘述皆相同，為「當您面對壓力時（如：經濟困難、家園重建），

是否採取下列的因應方式？」，四種因應策略的題目敘述如表 4.3.7 所

示。 

表 4.3.7 因應策略 

 
我試著對所要處理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法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絕非如此 76 4.6 61 3.8 71 4.6 
有時如此 414 25.1 372 23.2 399 25.9 
半數如此 324 19.6 442 27.6 407 26.4 
經常如此 608 36.8 485 30.3 391 25.4 
總是如此 219 13.3 230 14.4 245 15.9 
拒答 1 0.1 4 0.2 2 0.1 
不知道 9 0.5 8 0.5 27 1.8 
總和 1,651 100 1,602 100 1,542 100 

 
我和別人分享我的感受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絕非如此 126 7.6 137 8.6 148 9.6 
有時如此 496 30 497 31 542 35.1 
半數如此 355 21.5 385 24 391 25.4 
經常如此 553 33.5 415 25.9 341 22.1 
總是如此 119 7.2 160 10 114 7.4 
拒答 1 0.1 5 0.3 2 0.1 
不知道 1 0.1 3 0.2 4 0.3 
總和 1,651 100 1,602 100 1,54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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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藉著做其他事情，好避免去想擔心的事情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絕非如此 248 15.1 208 13 226 14.7 

有時如此 501 30.5 520 32.5 543 35.2 
半數如此 279 17 339 21.2 343 22.2 
經常如此 469 28.5 415 25.9 320 20.8 
總是如此 143 8.7 106 6.6 105 6.8 
拒答 0 0 4 0.2 1 0.1 
不知道 3 0.2 9 0.6 4 0.3 
總和 1,643 100 1,601 100 1,542 100 

 
我尋求宗教信仰的幫助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絕非如此 287 17.4 276 17.2 299 19.4 
有時如此 353 21.4 395 24.7 406 26.3 
半數如此 204 12.3 287 17.9 276 17.9 
經常如此 437 26.5 344 21.5 364 23.6 
總是如此 370 22.4 291 18.2 192 12.5 
拒答 1 0.1 7 0.4 1 0.1 
不知道 0 0 1 0.1 4 0.3 
總和 1,652 100 1,601 100 1,542 100 

健康狀況為 12 題的題組（表 4.3.8 至表 4.3.19），此 12 題組三年

的題目敘述皆相同，最前面的敘述是「我們想瞭解您在最近兩個星期

當中的身心健康情形，請問您最近是不是…」，表 4.3.8 至表 4.3.19 的

標題則為該題個別的題目敘述。 

表 4.3.8 覺得和家人、親友處得來17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一點也不 119 7.2 -- -- -- -- 

比平常差不多 1,035 62.6 -- -- -- -- 
和平常較覺得 324 19.6 -- -- -- -- 
比平常更覺得 173 10.5 -- -- -- -- 
比平常更好 -- -- 251 15.7 219 14.2 
和平常差不多 -- -- 1,204 75.2 1,207 78.3 

                                      
17  表 4.3.8、表  4.3.9：第一期選項依序為「一點也不、和平常差不多、比平常較覺得、比平常更覺

得」；第二、三期選項依序為「比平常更好、和平常差不多、比平常差一點、比平常差很多」，為方

便閱讀，本表表側依每年的選項順序列出，故「和平常差不多」選項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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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平常差一點 -- -- 110 6.9 83 5.4 
比平常差很多 -- -- 35 2.2 30 1.9 
拒答 0 0 1 0.1 3 0.2 
不知道  2 .1 1 0.1 0 0 
總和 1,653 100 1,602 100 1,542 100 

表 4.3.9 感到未來充滿希望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一點也不 309 18.7 -- -- -- -- 

比平常差不多 945 57.2 -- -- -- -- 
和平常較覺得 264 16 -- -- -- -- 
比平常更覺得 128 7.7 -- -- -- -- 
比平常更好 -- -- 245 15.3 206 13.4 
和平常差不多 -- -- 1,061 66.2 1,114 72.2 
比平常差一點 -- -- 214 13.4 169 11 
比平常差很多 -- -- 72 4.5 51 3.3 
拒答 0 0 2 0.1 2 0.1 
不知道  6 .4 8 0.5 0 0 
總和 1,652 100 1,602 100 1,542 100 

表 4.3.10 覺得頭痛或是頭部有壓迫感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一點也不 683 41.3 541 33.8 561 36.4 

和平常差不多 492 29.8 679 42.4 610 39.6 
比平常較覺得 400 24.2 319 19.9 329 21.3 
比平常更覺得 76 4.6 59 3.7 39 2.5 
拒答 0 0 2 0.1 2 0.1 
不知道  2 0.1 0 0 1 0.1 
總和 1,653 100 1,600 100 1,542 100 

表 4.3.11 覺得心悸或心跳加快，擔心可能得了心臟病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一點也不 798 48.4 643 40.2 716 46.4 

和平常差不多 478 29 617 38.5 543 35.2 
比平常較覺得 301 18.2 279 17.4 236 15.3 
比平常更覺得 69 4.2 58 3.6 42 2.7 
拒答 0 0 2 0.1 2 0.1 
不知道  4 0.2 2 0.1 3 0.2 
總和 1,650 100 1,601 100 1,542 100 

表 4.3.12 感到胸前不適或壓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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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一點也不 747 45.2 615 38.4 694 45 

和平常差不多 478 28.9 608 38 573 37.2 
比平常較覺得 347 21 322 20.1 238 15.4 
比平常更覺得 75 4.5 54 3.4 34 2.2 
拒答 0 0 2 0.1 1 0.1 
不知道  5 0.3 1 0.1 2 0.1 
總和 1,652 100 1,602 100 1,542 100 

表 4.3.13 覺得手腳發抖或發麻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一點也不 826 50 691 43.2 699 45.3 

和平常差不多 468 28.3 539 33.7 556 36.1 
比平常較覺得 276 16.7 316 19.7 244 15.8 
比平常更覺得 77 4.7 53 3.3 41 2.7 
拒答 1 0.1 2 0.1 1 0.1 
不知道  5 0.3 0 0 1 0.1 
總和 1,653 100 1,601 100 1,542 100 

表 4.3.14 覺得睡眠不好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一點也不 333 20.1 338 21.1 380 24.6 

和平常差不多 588 35.6 692 43.2 676 43.8 
比平常較覺得 490 29.6 418 26.1 378 24.5 
比平常更覺得 241 14.6 152 9.5 107 6.9 
拒答 0 0 2 0.1 1 0.1 
不知道  1 0.1 0 0 0 0 
總和 1,653 100 1,602 100 1,542 100 

表 4.3.15 覺得許多事情對您是個負擔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一點也不 352 21.3 256 16 369 23.9 

和平常差不多 565 34.2 712 44.4 693 44.9 
比平常較覺得 532 32.2 476 29.7 402 26.1 
比平常更覺得 199 12 154 9.6 74 4.8 
拒答 0 0 3 0.2 2 0.1 
不知道  4 0.2 1 0.1 2 0.1 
總和 1,652 100 1,602 100 1,542 100 

表 4.3.16 覺得對自己失去信心 



第四章 調查結果 

 
73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一點也不 700 42.4 591 36.9 598 38.8 

和平常差不多 582 35.2 707 44.1 719 46.6 
比平常較覺得 282 17.1 238 14.9 186 12.1 
比平常更覺得 83 5 59 3.7 38 2.5 
拒答 0 0 3 0.2 1 0.1 
不知道  5 0.3 4 0.2 0 0 
總和 1,652 100 1,602 100 1,542 100 

表 4.3.17 覺得神經兮兮，緊張不安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一點也不 668 40.4 685 42.8 721 46.8 

和平常差不多 526 31.8 591 36.9 591 38.3 
比平常較覺得 369 22.3 265 16.5 199 12.9 
比平常更覺得 88 5.3 58 3.6 28 1.8 
拒答 0 0 2 0.1 2 0.1 
不知道  2 0.1 1 0.1 1 0.1 
總和 1,653 100 1,602 100 1,542 100 

表 4.3.18 覺得家人或親友會令您擔憂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一點也不 372 22.5 380 23.7 488 31.6 

和平常差不多 656 39.7 723 45.1 691 44.8 
比平常較覺得 454 27.5 403 25.2 302 19.6 
比平常更覺得 169 10.2 92 5.7 59 3.8 
拒答 0 0 3 0.2 1 0.1 
不知道  2 0.1 1 0.1 1 0.1 
總和 1,653 100 1,602 100 1,542 100 

表 4.3.19 覺得生活毫無希望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一點也不 687 41.7 688 42.9 678 44 

和平常差不多 672 40.8 690 43.1 682 44.2 
比平常較覺得 230 13.9 172 10.7 139 9 
比平常更覺得 56 3.4 45 2.8 39 2.5 
拒答 0 0 2 0.1 2 0.1 
不知道  4 0.2 5 0.3 2 0.1 
總和 1,649 100 1,602 100 1,54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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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點 

此題三年的敘述皆相同，為「請問你現在住的地方是屬於下列何

者？」，但選項稍有更動（表 4.3.20）。 

表 4.3.20 現在的居住場所 

 
第一期 99 第二期 100 第三期 101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

次數 百分
比颱風前原來住處（自家中） 408 24.6 367 22.9 323 20.9

自行租屋 394 23.8 -- -- -- --
租屋（含親友提供之有償住宅） -- -- 206 12.9 107 6.9 
避難所、收容所 69 4.2 43 2.7 1 .1
其他災前已持有的自有住宅 -- -- -- -- 100 6.5
其他自有住宅 118 7.1 158 9.9 -- -- 
組合屋 90 5.4 53 3.3 33 2.1
永久屋（含承租） -- -- -- -- 840 54.5
中繼屋或永久屋（新建） 408 24.6 653 40.8 -- -- 
親友家中或親友提供之住所（含付
費）

140 8.4 -- -- -- --
親友家中或親友提供之無償住所 -- -- 91 5.7 66 4.3
非正式建屋（工寮、農舍） 25 1.5 27 1.7 24 1.6 
安⁄養護機構 5 .3 3 0.2 1 .1
災後異地新建或新購之自有住宅 -- -- -- -- 41 2.7
其他 0 0 1 0.1 6 .4 
總和 1,657 100 1,602 100 1,54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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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本調查的目的如下：（1）瞭解安遷戶 101 年的復原狀況；（2）追

蹤安遷戶的復原變動；（3）提出策略建議，以下將針對此三項調查目

的進行討論。 

5.1 安遷戶的復原情況 

整體來說，95.3％（1,388∕1,457）的安遷戶已經恢復生活作息

（表 4.2.33），但至今仍有 28.0％的安遷戶認為自己是災民（表 4.2.34）。

換句話說，至調查為止，雖然大多數的安遷戶已經有穩定的生活作息，

近三成的安遷戶主觀上認為自己仍受災。 

進一步從社會、心理以及經濟的層面來看安遷戶今（101）年的復

原狀況，在社會方面，從表 4.2.19 可知，94.4％的安遷戶與家人的感

情不變或甚至變好，顯示災後第三年安遷戶的社會網絡大多有穩定的

狀態。在心理方面，多數安遷戶的身體健康狀況無太大問題，但情緒

困擾（對事情感到負擔、擔憂家人）是安遷戶目前心理層面上最需要

調適的部份（表 4.2.38）。經濟方面，就業是安遷戶現在最需要的協助，

至今仍有 1∕4 左右的安遷戶家中有失業問題，顯示生計重建是現在仍

須持續關注的重點（表 4.2.12、表 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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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安遷戶的復原變動 

復原變動將以縱貫三年的資料進行討論，家人情感方面，比較三

年結果可發現，大多數安遷戶災後第一年和家人感情變好，之後則趨

於穩定，顯示安遷戶歷年的社會網絡大致上呈現正向且穩定的發展（表

4.3.2）。信任感方面，歷年資料顯示，大型民間組織在三次調查的信任

感都是最高，但是，安遷戶對各個單位的信任感，隨著時間的增加都

有從兩端（相信∕不相信）趨於中間（普通）的現象（表 4.3.3）。災

後需求方面，金錢一直都是安遷戶最需要的協助，從災後第二年開始，

就業、醫療、水∕電∕瓦斯等民生相關的需求逐漸成為安遷戶關心的

項目（表 4.3.4）。身心健康方面，安遷戶每年身心狀況變差的比率皆

有逐漸下降的趨勢，表示身心健康有逐漸改善，但整體來說，相對其

他的復原（例如：生活作息、住宅功能等），心理復原的趨勢是比較緩

慢的（表 4.3.10 至表 4.3.19）。最後，居住地點顯示，安遷戶居住於穩

定場所（災前原來住處、其他自有住宅以及永久屋）的比率每年皆有

上升，顯示安遷戶的住宅重建進度是穩定且持續的（表 4.3.20）。 

5.3 策略建議 

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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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調查顯示，36.5％的安遷戶需要就業的協助，但是，僅 2.4

％的安遷戶過去一年曾接受政府單位的就業協助；此外，歷年次數分

配表亦顯示，安遷戶需要就業協助的比率，有逐年上升的現象，表示

安遷戶的就業需求不減反增，相關單位仍需持續關心安遷戶的就業困

境。災後，民眾需要異地重建時，當地環境是否能提供適合的工作機

會，對環境是否能永續發展是重要的關鍵，如果經濟來源不穩定，民

眾後續的生計也將難以維持。Ingram 等人（2006）針對南亞海嘯的研

究發現，斯里蘭卡政府於海嘯後，將靠海維生的漁民遷至內陸，此舉

雖然讓漁民免於海嘯的威脅，但是，由於漁民無法適應陸上的產業型

態，此政策最終讓漁民失去經濟來源，造成長期的失業問題。莫拉克

災後的產業或生計重建其實也遭遇到前述研究相似的挑戰，本次調查

的安遷戶有 42％是原住民家庭，比率並不低，若產業或生計重建沒有

考慮到原住民與平地人的文化差異，短期的重建成果也將難以轉化為

長期的產業發展。為了使安遷戶能在現在的居住地點安居樂業，重建

單位應要持續關注安遷戶的就業狀況，配合安遷戶的文化風俗規劃出

合適的產業發展。 

安遷戶對現居地的不滿意之處 

異地重建（relocation）不是只有把「人」移入新居而已，民眾的

生計、社區環境以及社會網絡等也需要一併重建，當這些項目無法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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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重建時，往往也容易使異地重建失敗（Jha et al., 2012）。本次調查

顯示，除了前述的就業問題之外，其他民生議題也是需要持續關心的，

有一成以上的安遷戶對現居地的土地產權、醫療、生活型態、社會網

絡、生活便利性以及居住花費等感到不滿意，這些民生相關的議題，

往往也是影響災後重建成敗的關鍵要素，後續重建單位應要妥善處理

這些民生的議題，避免造成民眾後續長期的適應不良。 

信任感 

民眾與信任的對象溝通時，會有較佳的溝通品質（Lundgren & 

McMakin, 2004），回顧近一年的莫拉克重建爭議可發現，溝通不良會

造成重建政策的執行效果不佳（柯亞璇，2011，2012b，2012c; 鄭淳

毅，2012b）。本次調查發現，相較於政府單位，安遷戶較相信大型民

間組織與在地組織，此結果不僅顯示出安遷戶對民間組織在莫拉克重

建的肯定，也暗示著民間組織是災後重建過程中的重要溝通者。在重

建過程中，特別是需要與民眾互動的部分，或許政府單位可以藉由民

間組織的協助與民眾互動，透過民間團體的協助，政府與民眾可能較

容易產生良好的對話與意見交流，增進政策的執行成效。 

居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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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拉克風災後，許多安遷戶需要遷居，從住宅型態來看，安遷戶逐

年居住於穩定住所（永久屋、災前住所、其他自有住宅）的比率漸增，

但若從住宅「功能」的復原來看，包括隱私與空間大小，約有 5％安遷

戶不如災前。安遷戶隱私與空間大小尚未復原的比率雖然不高，但是

住宅功能的影響是長久的，相關單位後續應要主動關心安遷戶的居住

品質。畢竟重建的資源有限，在有限的條件下，如何安排先後次序就

需要多聆聽使用者的聲音，以避免善心的資源被浪費，甚至當受災戶

提出困擾的問題時可能會遭受不懂惜福的批評窘境。 

心理重建 

    身心狀況的歷年次數分配顯示，安遷戶每年身心狀況變差的比率

雖有逐年下降的趨勢，但相對於其他項目，心理復原的趨勢比較緩慢，

顯示心理重建與災後的「硬體」重建並不能畫上等號，後續仍要持續

安遷戶的心理狀況。Hobfoll 等人（2009）建議，災後的心理重建，在

初期應以賦予受災者安全感並穩定其情緒為重點；當重建進入中、長

期後，此時心理重建的重點就可轉為增進受災者心理的正向資源（例

如，增進自我效能、社會網絡、希望感）為目標。增進正向心理資源，

看似抽象，但本次莫拉克重建的過程中也提供了不少實際的操作經驗

可參考，以莫拉克家園重建計畫當中的文化重建項目為例（表 3.1.1），

在溝通良好，且以民眾為主體所規劃的藝文活動當中，民眾可以從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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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藝文活動的過程中，增進與鄰里的社會網絡以及自我效能（柯亞璇，

2012a），但，相反地，若藝文活動沒有考慮到民眾的風俗文化，反而

可能會失去原本的藝術陪伴的美意，讓民眾情感二度受創（柯亞璇，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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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1999 Chi-Chi Earthquak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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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訪問表(第三期)─ 

 

問卷編號(由訪員填註) 

 

 
 
                  受訪者姓名：                             實地訪問日期：   月   日 

 

【填表說明】 

一、填表對象(詳細條件請見背面「填表對象之定義與條件」)： 

1.合格受訪者(至少需拜訪三次)，2.戶內其他合格受訪者，3.繼承戶長，4.代答者。 

二、資料標準期間：民國  101  年  9  月  3  日至  101  年  9  月  28  日。 

三、問項填答原則重點請見背面，詳細題項說明與編碼過錄請見訪員手冊。 

四、疑難之解決：填表過程中，如有疑難問題，請電洽本中心社會經濟組。 

(電話：02-8195-8600 ext.653、651) 

五、每份訪問表（問卷）完成後訪員須簽名，審核員須於審查完畢後簽名、最後再由複查員複查完畢後簽名。 

 

 

調查員：                    審核員：                     複查員：  

          

與第一順位清冊受

訪者之關係(R) 

□(1)本人      □(2)配偶  □(3)父母  □(4)子女  □(5)親兄弟姊妹   

□(6)其他親戚  □(7)朋友  □(8)其他(請說明)                      

填答對象(X1) 

□(0)合格受訪者/戶內其他合格受訪者 

□(1)繼承戶長   □(2)代答（請說明原因）：              

□(3)其他：                  

八八風災前是否住於「申請安遷救

助金之地址或村里」至少三個月以

上(X2)？ 

□(0)否 □(1)是

連絡方式(T) 市話：                                          手機： 

現住地址(A) 

□(1)同災前地址  □(1.1)同 100 年 7 月地址  

(若受訪者「100 年 7 月地址」與「災前地址」相同，請訪員勾選(1)同災前地址) 

□(2)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3)無住址                                                                              

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定文號：主普管字第          號 

有效期間：至 101 年 10 月底止 

1. 依據統計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辦理統計時，被
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

報告之義務。 

2. 依統計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五條規定：統計人員對
本表所填資料應予保密，除供整體統計分析之用

外，不作其他用途。凡因洩漏個別資料致損害被

調查者權益時，依法予以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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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對象之定義與條件： 

1. 合格受訪者（至少需拜訪三次）：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家戶，本追蹤調查的主要對象，須符合

下列四項條件（霧台鄉好茶村因情況特殊，受訪條件請見調查操作手冊 p.19） 

a.為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家戶成員，且 

b.莫拉克颱風前，居住於｢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至少三個月以上，且 

c.20 歲以上，且 

d.去（100）年完成「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第二期）」訪問表（問卷）。 

2. 戶內其他合格受訪者：合格受訪者經過三次拜訪失敗後之更換對象，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 

a.為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家戶成員，且 

b.莫拉克颱風前，居住於｢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至少三個月以上，且 

c.20 歲以上。 

3. 繼承戶長：因原戶長過世而繼承戶長者。原戶長過世且災後戶內無合格受訪者時，可由繼承戶長填

答，牽涉主觀價值判斷題目，倘若受訪者無法回答，可跳過不答。繼承戶長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 

a.莫拉克颱風前，居住於｢申請莫拉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或村里｣至少三個月以上，且 

b.20 歲以上，且 

c.去（100）年完成「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第二期）」訪問表（問卷）。 

4. 代答：非合格受訪者代為回答合格受訪者之訪問表（問卷）。代答者須依據原受訪者家戶內之事實

回答，牽涉主觀價值判斷題目，倘若代答者無法回答，則應跳過不答。下列三項條件為可以使用代

答者的狀況 

a.戶內合格受訪者無法自行回答(例，因重病不便受訪) ，且 

b.代答者瞭解合格受訪者之家戶狀況，且 

c.代答者 20 歲以上。 

問項填答原則重點： 

1. 訪問表（問卷）編號請依照受訪者清冊所列代碼填入封面。 

2. 凡訪問表（問卷）未能全部查畢者，皆為不成功訪問表（問卷），不計費。 

3. 請以原子筆填寫訪問表（問卷），可約略超出框格或橫線。凡有「□」符號者，請填「  」；「     」

者請依選項或題意填入文字或阿拉伯數字。若填答有誤時，請直接劃掉修改，勿採用立可白或

利可帶修正。 

4. 訪問表僅 R1、R2、R3、H4、H5 為複選題，並標有【可複選】字樣，其他題項皆為單選題。

選項後方括號中沒有提示跳答或續答的題目一律續答下去。 

5. 不回答之選項：受訪者若有不知道、不清楚者，請在每題後方「〔 〕」中填入〔a〕，拒答者填入

〔b〕，屬於遺漏題或不適用的題目，請填〔9〕。過錄者請比照填於過錄格｢□｣內，過錄格多於

一格時，請重覆填入，例：          。 

6. 黃底題組(RC、RH)，在受訪者自願且教育程度在高中職(含)以上者，訪問表（問卷）可轉由受訪

者自填(但訪員仍需在旁輔助陪同)，請注意！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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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開始時間： □□(月) □□(日) □□(時) □□(分) 

本調查針對因莫拉克颱風侵襲，以致房屋毀壞不堪居住之家戶進行家戶特徵、災害衝擊、復原情況及政策意見的蒐集，以

了解受災群體的弱點、現階段復原狀態以及了解災戶對政府的救援與復原政策建議，藉此結果改善災防政策與方針。煩請

訪員據現場情況解釋說明後，依問項順序開始逐一訪問。 

T

信

任

感 

T1  

整體而言，請問你現在相不相信右側這些單位的災後復

原重建能力？請依下行選項代碼填入右側空格中 

(1)非常不信任 (2)不信任 (3)普通 (4)信任 (5)非常信任

政府層級 
大型民

間組織 

村里長 

/社區 

/在地組織 

□□□□□

中

央

縣

市

鄉
鎮
區

                           

 R1 

複選 

請問你們家現在最需要(最多三項)的協助是下列何者？  〔 〕【可複選，最多三項】 多餘欄位過錄 99

□□

    □□

□□

□(01)不需要協助 

□(04)心理協助 

□(07)法律諮詢  

□(10)就業 

□(13)防治工程(例:擋土牆、河堤 

、清淤等) 

□(02)人力(協助搬家等)  

□(05)提供住處 

□(08)道路重建 

□(11)醫療資源 

□(14)通訊 

□(03)水、電、瓦斯 

□(06)子女就學 

□(09)金錢(含貸款) 

□(12)土地 

□(15)其他：           

 題號 問項 過錄欄 
S
社
會
情
況 

S1 請問現在你們家和災前鄰居/朋友見面相處的時間，每週大約幾次？  〔 〕 

□(1)每週少於一次(不常見面)  □(2)每週一次  □(3)每週兩到三次   □(4)每週四到五次 

□(5)每週六次以上(幾乎每天) 

□

S2 請問你們家人現在感情和一年前相比，變得？   〔 〕 

□(1)差很多 □(2)差一點 □(3)相同 □(4)好一點 □(5)好很多 
□

S3 請問你們家中屬於行動不便的人有幾位(居住於安養院者不列入計算)？       位。無則填 0，並跳答 T1〔 〕 □□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S4 承 S3，請問家中行動不便者是你的誰？〔 〕 

(1)自己(跳答 S5) (2)女性親友 (3)男性親友  

(4)其他________                                

□□□□

S4.1 他(們)的年齡？  〔 〕 
     歲      歲      歲      歲 

1□□ 2□□

3□□ 4□□

S5 請問行動不便者為下列何者？ (1)身心殘障者 (2)患病者 

(3)以上皆是 (4)以上皆非     〔 〕                               
□□□□

S6 請問行動不便者現在的整體心情和一年前相比變得？ 

(1)差很多 (2)差一點 (3)相同 (4)好一點 (5)好很多 〔 〕                               
□□□□

S7 請問行動不便者現在的身體狀況和一年前相比變得？ 

(1)差很多 (2)差一點 (3)相同 (4)好一點 (5)好很多 〔 〕                               
□□□□

S8 請問現在的照顧者是行動不便者的誰？(若行動不便者的照

顧者超過一位，請依序填入右側)〔 〕 

(01)自己(無他人照顧，跳答 T1)   (02)女性親友(非受僱)   

(03)男性親友(非受僱)        (04)受僱的女性照顧者 

(05)受僱的男性照顧者       (06)其他________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1□□ 2□□

3□□ 4□□

                             

S8.1 承上題，照顧者是幾歲？〔 〕 
     歲      歲      歲      歲 

1□□ 2□□

3□□ 4□□

無
行
動
不
便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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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號 問項 過錄欄 

R

需

求

與

協

助 

R2 

複選 

請問你們家最近一年(民國 100 年 8 月至今)接受親戚、鄰居/族人、朋友與同事等哪些幫助？ 

【可複選】，未勾選(9)者跳答 R3  ［ ］ 

有過錄 1、無過錄 0

□ □

□ □

□ □

□ □

□ □

000 □   

□(01)沒有 

□(03)物資(例:食、衣等相關物資)   

□(05)提供住處 

□(07)提供有用的資訊(法律、醫療、政策資訊) 

□(09)金錢(含貸款)(續答 R2.1)  

□(11)其他：              。 

□(02)人力(例:協助搬家等) 

□(04)心理協助(例:親友的關懷、傾聽等) 

□(06)子女就學(因子女就學而衍生的相關協助) 

□(08)交通 

□(10)就業(提供就業機會) 

R2.1 請問你們家最近一年一共接受多少來自親友等人的金錢援助？            元。   ［ ］ □□,□□□,□□□

R3 

複選 

請問你們家最近一年(民國 100 年 8 月至今)接受政府或民間團體哪些幫助？ 

【可複選】，未勾選(9)者跳答 L1  ［ ］ 

有過錄 1、無過錄 0

   
□ □

□ □

□ □

□ □

□ □

000 □   

□(01)沒有 

□(03)物資(例:食、衣等相關物資) 

□(05)提供住處 

□(07)提供有用的資訊(法律、醫療、政策資訊) 

□(09)金錢(含貸款)(例:租屋、生活賑助)(續答 R3.1) 

□(11)其他：              。 

□(02)人力(例:清理家園的幫手、照顧者) 

□(04)心理協助(例:社福人員的關懷、傾聽等) 

□(06)子女就學(課後輔導及獎學金等) 

□(08)交通 

□(10)就業(例:就業專案、職業訓練等) 

R3.1 請問你們家最近一年自政府或民間團體那一共獲得多少金錢援助？           元。［ ］ □□,□□□,□□□

L

生

活

狀

況 

 以下四題請依(1)至(4)選項填入右側空格中 

(1)極差  (2)差  (3)可  (4)極佳 
烹飪 衛浴 就寢 隱私 空間大小 

L1 你災前一個月時(民國 98 年 7 月)的居住處所，

在右側面向的品質為何？                                    
□□□□□

L2 你現在的居住處所，在右側面向的品質為何？
                                   

□□□□□

L3 請問你們家自莫拉克風災事件後，花了多久時間才恢復一般生活作息？ 

           天。未滿一天以一天計，尚未恢復者填 0  ［ ］ 
□□□□

L4 請問你認為自己現在還是災民嗎？［ ］ 

□(0)不是  

□(1)是 (跳答 L5) 

□(2)從不認為自己是災民 (跳答 L5)  

□

L4.1 從災後到你覺得自己不是災民，請問這中間約隔了多久時間？ 

            天。未滿一天以一天計［ ］ 
□□□□

L5 請問你對你現在整體的生活狀況滿意嗎？［ ］ 

□(01)很不滿意 □(02)不滿意  □(03)有點不滿意  □(04)有點滿意  □(05)滿意  □(06)很滿意 
□□

L6 針對莫拉克颱風災害，你最感謝下列哪個民間團體？      ［ ］ □□

 □(01)無 

□(03)台灣世界展望會(世展會) 

□(05)法鼓山 

□(07)張榮發基金會 

□(09)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11)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 

□(13)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15)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17)其他：_____________。 

□(02)紅十字會 

□(04)佛光山 

□(06)一貫道 

□(08)慈濟 

□(10)中華民國肯愛社會服務協會 

□(12)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 

□(14)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16)屏東縣原住民文教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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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號 問項 過錄欄

如果您願意自己填寫這份訪問表（問卷），請務必看清楚題目的意思，依照您的直覺
來答題，將選項代碼填入    空格中。同時請盡可能不要漏掉題目。如果您有任何疑
問，訪員將會隨時協助您。 
RC 
因 
應 

當您面對壓力時（如：經濟困難、家園重建），是否採取下列的因應方式？
(1)絕非如此 (2)有時如此 (3)半數如此(一半一半) (4)經常如此 (5)都是如此 

 

RC1 我試著對所要處理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法：      。          〔 〕 □

RC2 我和別人分享我的感受：      。                        〔 〕 □

RC3 我藉著做其他事情(如：看電影或電視)，好避免去想擔心的事情：    。〔 〕 □

RC4 我尋求宗教信仰的幫助：      。                        〔 〕 □

RC5 我藉著宗教信仰的啟發，學習如何面對生活中的壓力：    。 〔 〕 □

RC6 因為壓力(如：經濟困難、家園重建)的緣故，我開始質疑我的宗教信仰：    。〔 〕 □
 

RH
健
康 

 

我們想瞭解您在最近兩星期當中的身心健康情形。請問您最近是不是…
注意：請比較「最近兩週」與「平常」身心健康的差異。｢平常｣的定義由受訪者
主觀想像。 

 (1)比平常更好  (2)和平常差不多  (3)比平常差一點 (4)比平常差很多  
RH1 覺得和家人、親友相處得來：      。                    〔 〕 □

RH2 感到未來充滿希望：      。                            〔 〕 □

我們想瞭解您在最近兩星期當中的身心健康情形。請問您最近是不是…
注意：請比較「最近兩週」與「平常」身心健康的差異。｢平常｣的定義由受訪者
主觀想像。 

 (1)一點也不   (2)和平常差不多   (3)比平常較覺得    (4)比平常更覺得  
  (完全沒有)                      (比平常多一些)     (比平常多很多)
RH3 覺得頭痛或是頭部有壓迫感：      。                  〔 〕 □

RH4 覺得心悸或心跳加快，擔心可能得了心臟病：      。    〔 〕 □

RH5 感到胸前不適或壓迫感：      。                      〔 〕 □

RH6 覺得手腳發抖或發麻：      。                        〔 〕 □

RH7 覺得睡眠不好：      。                              〔 〕 □
 RH8 覺得許多事情對您是個負擔：      。                  〔 〕 □

RH9 覺得對自己失去信心：      。                        〔 〕 □

RH10 覺得神經兮兮，緊張不安：      。                    〔 〕 □

RH11 覺得家人或親友會令您擔憂：      。                  〔 〕 □

RH12 
覺得生活毫無希望：      。                          〔 〕 

□

受訪者自願且教育程度在高中職（含）以上者，本頁可由受訪者自行填答(請訪員在旁輔助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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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號 問項 過錄欄

H

永

久

屋

議

題 

H1 請問你現在住的地方是屬於下列何者？     ［ ］ □□

 □(01)颱風前原來住處(自家中)  

□(04)其他災前已持有的自有住宅 

□(07)親友家中或親友提供之無償住所 

□(10)災後異地新建或新購之自有住宅 

□(02)租屋 (含親友提供之有償住所)  

□(05)組合屋  

□(08)非正式建屋(工寮、農舍) 

□(11)其他：             。 

□(03)避難所、收容所 

□(06)永久屋(含承租) 

□(09)安/養護機構 

 

 

H2 請問你自撤離當天到回到現在住的地方，大約經過了幾天？             天。未滿一天以一天計 ［ ］ □□□□

H3 請問你是不是打算長久居住於現在的住處？  □(0)否  □(1)是     ［ ］                 □

H4 

複選 

家園重建的過程中，你選擇居住場所最主要(最多三項)考慮的因素是什麼？ ［ ］【可複選，最多三項】 多餘欄位過錄

99

□□

   □□

□□

□(01)遠離發生天災的地方 

□(04)擁有土地產權 

□(07)維持原有文化 

□(10)就業機會 

□(13)其他：          。 

□(02)留在原來的居住地 

□(05)與親友的距離 

□(08)學童的教育環境 

□(11)醫療 

 

□(03)居住於當地的花費 

□(06)多久才能搬進去 

□(09)生活與交通的便利性 

□(12)有公園綠地 

H5 

複選 

你現在的居住地點，讓你不滿意的最主要(最多三項)因素是什麼？         ［ ］【可複選，最多三項】 多餘欄位過錄

99

□□

   □□

□□

□(01)易受災害影響 

□(04)沒有土地產權 

□(07)文化無法傳承 

□(10)就業機會 

□(13)其他：          。 

□(02)與原居住地生活差距過大

□(05)與親友的距離 

□(08)學童的教育環境 

□(11)醫療 

 

□(03)居住於當地的花費 

□(06)入住時間過久 

□(09)生活與交通的便利性 

□(12)公園綠地不足 

H6 請問你們家申請永久屋的情況？  注意：此題是指災前的家  ［ ］ 

□(1)沒申請(跳答 D1) □(2)申請中  □(3)已申請，未通過   □(4)申請通過  □(5)其他：          。 
□

H6.1 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說法？在我同意申請永久屋時，我清楚其建築規劃。 ［ ］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普通 □(4)同意 □(5)非常同意 
□

H6.2 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說法？我是自願遷居到永久屋。                   ［ ］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普通 □(4)同意 □(5)非常同意 
□

H7 你們家所申請的永久屋主要坐落於下列何處？     ［ ］ □□

 南投縣 

□(01)水里鄉林務局閒置宿舍（鉅工段）  

□(02)水里鄉永豐段基地  

□(03)名間鄉基地  

□(04)南投市茄苳腳段基地 

屏東縣 

□(05)中央廣播電台長治分台（長治百合部落）  

□(06)屏東縣瑪家鄉瑪家農場（禮納里部落）  

□(07)牡丹鄉舊高士部落永久屋基地  

□(08)牡丹鄉石門村 25 林班地永久屋基地  

□(09)萬巒鄉新赤農場赤山段（吾拉魯滋部落） 

□(10)新埤鄉南岸農場  

□(11)高樹鄉新豐村 

臺東縣 

□(12)泰和村德其段  

□(13)舊大武國小  

□(14)金崙村金富段  

□(15)嘉蘭村第 1 基地（西側） 

□(16)嘉蘭村第 1 基地（東側）  

□(17)嘉蘭村第 2 基地  

□(18)愛國蒲基地 

台南市 

□(19)玉井鄉望明村台糖芒果蒸熱場附近 

嘉義縣 

□(20)番路鄉轆子腳一期（日安社區）  

□(21)番路鄉轆子腳二期  

□(22)番路鄉轆子腳三期原住民專區  

□(23)竹崎鄉鹿滿溪心段（日滿社區）  

□(24)大埔鄉埔南段  

□(25)山美段新基地  

□(26)來吉 152 林班地  

□(27)阿里山樂野 49 地號 

高雄市 

□(28)杉林區月眉農場  

□(29)杉林區月眉農場（第二期）  

□(30)甲仙區五里埔  

□(31)杉林區月眉農場小林村第二基地  

□(32)六龜區寶來里樂樂段基地  

□(33)六龜區龍興段基地 

其他： 

□(34) 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寫永久屋基地名稱)。 

跳
答
第
五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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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號 問項 過錄欄 

D

家

戶

基

本

資

料 

D1 請問你颱風前原來住處(因莫拉克颱風導致不堪居住之房屋所在地)，經政府勘驗後被劃定為？［ ］

□(1)特定區域 □(2)安全堪虞地區 □(3)安全地區 □(4)未經勘驗 □(5)其他：          。 
□

D2 請問你民國(前)幾年生？       年。  ［ ］ 生於民國前者，請圈選｢(前)｣字樣 □□

D3 請問你最後拿到的學歷是？ 

□(1)不識字  □(2)國中及以下(含自修)  □(3)高中/職及專科  (4)大學   □(5)碩士及以上  ［ ］ 
□

D4 婚姻狀況：□(1)未婚 □(2)已婚(含同居) □(3)喪偶 □(4)離婚(含分居)  ［ ］ □

D5 請問你的宗教信仰為何？  

□(01)佛教 □(02)基督教 □(03)天主教 □(04)道教 □(05)一貫道 □(06)回教(伊斯蘭教)  

□(07)民間信仰(祭拜祖先) □(08)無宗教信仰  □(09)其他宗教           。［ ］ 

□□

D6 你們家裡現在(含受訪者本人)男性       人，女性       人 無則填0，家庭成員由受訪者自行認定 ［ ］   男□□ 女□□

D7 請問你們家是原住民家庭嗎？［ ］受訪者自行認定，或家庭成員半數以上為原住民即是原住民家庭 

□(0)不是 

請問你們家的共住家人中 65 歲以上，現在有幾位？        位。無則填 0  ［ ］ 

□(1)是 

請問你們家的共住家人中 55 歲以上，現在有幾位？        位。無則填 0  ［ ］ 

不是=0  是=1     □

                      

  65 歲  □□

 55 歲  □□

D8 請問你們家的共住家人中 14 歲以下，現在有幾位？        位。無則填 0  ［ ］ □□

D9 請問你們家現在有幾人失業？       人。無人失業填 0，並跳答 D10     ［ ］ □□

D9.1 承上題，至今分別失業幾天？［ ］不滿一天以一天計。 

1        天  2         天   3        天    

4        天  5         天   6        天   

7        天  8         天   9        天 

多餘欄位過錄 9999

1□□□□  2□□□□  3□□□□

4□□□□  5□□□□  6□□□□

7□□□□  8□□□□  9□□□□

D10 你有沒有固定的薪資？ □(0)沒有   □(1)有 沒有=0，有=1      □

D11 請問你目前的職業是：           。依下列職業選項表填入代碼。    ［ ］ □□
職業選項表 (NCDR 修簡版) 
(01)民意代表及政府行政主管人員、企業負責人(校長，政治、社

會、民間團體、自營農夫等主管人員) 

(03)礦業、製造業及水電燃氣業生產及作業經理人員 

(05)非主管級技術及研究等專業人員(工程師、醫師、研究員、教

師、宗教專業人員) 

(07)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警消、保全、餐飲、園藝、美容髮、

模特兒、攤販、廚師) 

(09)非主管級一般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11)體力工及非技術工(搬運工、清潔工、家庭傭工) 

(13)失業中 

(15)家管 

(17)無工作(含賦閒、傷病、殘障、衰老、養老) 

 

(02)農林漁牧生產及作業經理人員 

(04)其他業別生產及作業經理人員(營造、商業、運輸、

金融、社福等經理人員) 

(06)一般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秘書、行政助理、

職業運動員、社福人員) 

(08)行政人員或事務人員(文書、會計、出納、總機、

打字員) 

(10)技術工及機械設備操作工(水泥工、木工) 

(12)現役軍人 

(14)學生 

(16)退休 

(18)其他：                。 

D12 請問現在你們家每月平均開銷約是多少錢？(含固定開銷、貸款、食衣住行花費等總開銷。無則填 0)  

            元  ［ ］ 
□□,□□□,□□□

D13 請問目前你們家平均起來，每月總收入約是多少錢？含房租、獎金、補助、救濟等收入  ［ ］ □□

 □(01)沒有收入  

□(03) 1 萬元以上，不到 3 萬元 

□(05) 5 萬元以上，不到 7 萬元 

□(07) 9 萬元以上，不到 11 萬元 

□(09) 13 萬元以上，不到 15 萬元 

□(11) 20 萬以上 

□(02)不到 1 萬元   

□(04) 3 萬元以上，不到 5 萬元 

□(06) 7 萬元以上，不到 9 萬元  

□(08) 11 萬元以上，不到 13 萬元 

□(10) 15 萬元以上，不到 20 萬元  

 

無
人
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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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到此結束，感謝您接受我們第三年的拜訪，在整個受訪過程中，若您有任何意見

可於下面反應，提供我們參考改進： 

                                                                            

 

                                                                            

 

                                                                            

 

                                                                            

 

                                                                            

 

                                                                            

 

 

 
訪員勿忘致謝送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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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編號：         (與訪員證上之編號相同)                                       □□ 

~訪問表（問卷）結束~ 

 

請訪員花幾分鐘，依照訪問時的情形以及事後的判斷填寫下列資料：  

P1.受訪者性別 

□(1)男   □(2)女 

□ 

 

A.訪問紀錄  (未成功者 1-8 直接過錄 9) 

 

在正式訪問時，這份訪問表（問卷）是 

□(1)完全由訪員填寫，且有給受訪者看訪問表（問卷）題目   

□(2)完全由訪員填寫，且沒有給受訪者看訪問表（問卷）題目 

□(3)部分由受訪者自填 (含心理題組自填者) 

□(4)完全由受訪者自填 

□(5)其他                

□ 

在訪問過程中，黃底題組是否由受訪者本人自行填答？ 

□(0)否   □(1)是 

□ 

就您的感覺，這次訪問所得到的資料其可靠程度為？ 

□(1)很可靠   □(2)可靠   □(3)不可靠   □(4)很不可靠 

□ 

在正式訪問中，是否一次就完成訪問？ 

□(0)否 □(1)是 

□ 

第一次開始時間：     點     分 結束時間：     點     分 

第二次開始時間：     點     分 結束時間：     點     分 

第三次開始時間：     點     分 結束時間：     點     分 

□□ □□ □□ □□ 

□□ □□ □□ □□ 

□□ □□ □□ □□ 

訪問方式 

□(1)面訪  □(2)電訪(請說明原因)：__________   □(3)其他：___________ 

□ 

 

B.訪員基本資料 

 

訪員身份 

□(1)主計總處基調網人員(跳答第 3 題)   □(2)村里長/幹事 

□(3)以上皆是(跳答第 3 題)    □(4)其他__________ 

□ 

請問您以前曾經參與過面訪調查的次數？ 

□(0)從來沒有         □(1)參加過兩次以下    □(2)參加過三至五次 

□(3)參加過六次以上 

□ 

請問您去年(100 年)是否有協助「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調查（第二期）」的訪

問工作？  □(0)否   □(1)是 

□ 

請問您是否有參加本調查今年(101 年)所舉辦的調查講習會議？ 

□(0)否   □(1)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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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問卷題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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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說明項目 選項 說明及注意事項(請填寫此攔) 

  問卷編號   今年(101)年問卷編號請參考受訪者清冊填1.

註。 

 今年問卷編號同(100)年調查問卷編號。2.  

  受訪者姓名  訪問表實際受訪者（實際回答訪問表的人）

的姓名欄。 

1.若列於受訪者清冊之受訪者（清冊受訪者）

非訪問表回答者，請訪員填寫實際受訪者的

姓名，勿填寫受訪者清冊受訪者之姓名。 

2.受訪者回答時，如果有其他家庭成員在場一

起回答，請訪員選定其中一位符合資格者，

並以該受訪者的答案為主。 

  實地訪問日期  請紀錄面訪成功的日期。 

(R) 與第一順位清冊受訪

者之關係 

(1)本人 

(2)配偶 

(3)父母   

(4)子女 

(5)親兄弟姊妹   

(6)其他親戚 

(7)朋友   

(8)其他(請說明)                     

本欄為「實際受訪者」與「清冊所列受訪者」

之關係。 

 「實際受訪者」=「清冊所列第一順位受訪1.

者」請勾選「本人」。 

 「實際受訪者」 「清冊所列第一順位受訪2.

者」時，請訪員勾選｢實際接受訪問者｣是｢

第一順位受訪者｣的誰。例如，實際受訪者

為｢清冊所列第一順位受訪者｣之母親，則

此欄勾選「父母」。 

(X1) 填答對象(X1) (0)合格受訪者或戶內其他合格受訪者 

(1)繼承戶長 

(2)代答(請說明代答原因) 

(3)其他 

瞭解受訪者是否為本次調查的填答對象，填答

對象請見訪問表封面。 

 「合格受訪者」與「戶內其他合格受訪1.

者」，請勾選 0。 

 「代答」與「繼承戶長」請參考填答對象2.

之條件進行勾選。 

 特殊之情況下，非本次調查的填答對象3.

（即，不具備合格受訪者、代答或繼承戶

長資格）仍完成面訪者，請勾選「其他」

並說明面訪原因。 

(X2) 八八風災前是否住於

「申請安遷救助金之

地址或村里」至少三個

月以上？ 

(0)否  (1)是  合格受訪者/戶內其他合格受放者至少要1.

居住於「申請安遷救助金之地址」三個月

以上。 

 繼承戶長需居住於「申請安遷救助金之地2.

址或村里」至少三個月以上。 

 代答無上述居住時間之限制。3.  

(T) 連絡方式  訪問表實際受訪者的市話及手機。 

(A) 現住地址 (1)同災前地址   

(1.1)同 100 年 7 月地址 

(若受訪者「100 年 7 月地址」與「災前

地址」相同，請訪員勾選(1)同災前地址)

(2)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3)無住址 

 訪問表實際受訪者現在的居住地址。1.  

 若受訪者「100 年 7 月的居住地址」與「災2.

前地址」相同，請勾選(1)同災前地址，勿

勾選(1.1)。 

 訪員請務必填上受訪者的「縣市」、「鄉3.

鎮」、「村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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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請問現在你們家和災

前鄰居/朋友見面相處

的時間，每週大約幾

次？ 

(1)每週少於一次(不常見面)   

(2)每週一次   

(3)每週兩到三次    

(4)每週四到五次   

(5)每週六次以上(幾乎每天) 

 如果災前和災後同住的家人不同，以現況1.

為主;  

 如果家裡每個人和災前鄰居的相處狀況2.

不同，以大概平均狀況為主。 

 若無特別說明，「你們家」是「現在」的3.

家。 

S2 請問你們家人現在感

情和一年前相比，變

得？ 

(1)差很多 

(2)差一點 

(3)相同 

(4)好一點 

(5)好很多 

如果災前和災後同住的家人不同, 以現況為

主。  

S3 請問你們家中屬於行

動不便的人有幾位？

無則填 0，並跳答 T1 

 行動不便者包含行動緩慢、行動障礙需他人

協助、完全無法行動。平時居住於安養院者，

不列入計算。 

S4 承 S3，請問家中行動

不便者是你的誰？ 

(1)自己(跳答 S5) (2)女性親友 (3)男性

親友 (4)其他 

最多可填四位 

若超過兩位，兩位皆為女性親友，請於第一

位填 2，第二位也填 2。 

S4.1 他(們)的年齡？ 最多可填四位 若行動不便者是受訪者本人，請跳答此題，

因為訪問表最後基本資料會詢問其年齡，避

免重複回答相同問題。 

S5 請問行動不便者為下

列何者？ 

(1)身心殘障者 (2)患病者 (3)以上皆是 

(4)以上皆非    

 最多可填四位 

若超過兩位，兩位皆為身心障礙者，請於第

一位的 S5 題填 1，第二位的 S5 題也填 1。 

S6 請問行動不便者現在

的整體心情和一年前

相比變得？ 

(1)差很多 

(2)差一點 

(3)相同 

(4)好一點 

(5)好很多 

最多可填四位 

注意：請提醒是和一年前相比，而非災害當

時。 

S7 請問行動不便者現在

的身體狀況和一年前

相比變得？ 

(1)差很多 

(2)差一點 

(3)相同 

(4)好一點 

(5)好很多  

最多可填四位 

注意：請提醒是和一年前相比，而非災害當

時。 

S8 請問現在的照顧者是

行動不便者的誰？ 

(01)自己(無他人照顧，跳答 T1)   

(02)女性親友(非受僱)   

(03)男性親友(非受僱)       

(04)受僱的女性照顧者 

(05)受僱的男性照顧者 

(06)其他________   

最多可填四位 

如果是受僱的親友，請選擇 4 或 5 

S8.1 承上題，照顧者是幾

歲？ 

最多可填四位 若照顧者是受訪者本人，請跳答此題，因為

訪問表最後基本資料會詢問其年齡，避免重

複回答相同問題。 

T1 整體而言，請問你現在

相不相信右側這些單

位的災後復原重建能

力？(中央、縣市、鄉

鎮區、大型民間組織、

村里長/社區/在地組

(1)非常不信任 

(2)不信任 

(3)普通  

(4)信任 

(5)非常信任 

 政府層級指中央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區1.

公所。 

 大型民間組織指跨縣市的民間組織，包括2.

大型宗教團體，如慈濟、佛光山等。村里

長/社區在地組織包括村里長、幹事、及各

種在地組織，如社區發展協會、媽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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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請依下行選項代碼

填入右側空格中 

社區理事會、巡守隊、老人會等。 

R1 (可複選，最多三項) 

請問你們家現在最需

要(最多三項)的協助

是下列何者？【可複

選，最多三項】 

(01)不需要協助 

(02)人力(協助搬家等) 

(03)水、電、瓦斯   

(04)心理協助 

(05)提供住處 

(06)子女就學 

(07)法律諮詢  

(08)道路重建 

(09)金錢(含貸款)  

(10)就業  

(11)醫療資源  

(12)土地  

(13)防治工程(例:擋土牆、河堤、清淤

等)  

(14)通訊 

(15)其他 

為便利詢問效果，請訪員拿提示卡供受訪者

參閱並回答此題。 

R2 (可複選) 

請問你們家最近一年

(民國 100 年 6 月至今)

接受親戚、鄰居/族

人、朋友與同事等哪些

幫助？ 

未勾選(9)者跳答 R3 

(1)沒有   

(2)人力(例:協助搬家等) 

(3)物資(例:食、衣等相關物資)   

(4)心理協助(例:親友的關懷、傾聽等) 

(5)提供住處   

(6)子女就學(因子女就學而衍生的相關

協助) 

(7)提供有用的資訊(法律、醫療、政策

資訊)   

(8)交通 

(9)金錢(續答 R2.1)   

(10)就業(提供就業機會) 

(11)其他：          

 為便利詢問效果，請訪員拿提示卡供受1.

訪者參閱並回答此題。 

 此題只問去年調查後至今(過去一年內)2.

接受過的幫助，請注意!! 

 對象上，只要是私人網絡都算。3.  

 請留意此題的跳答方式(見前面訪問表4.

填寫說明)。 

 因答案沒有互斥性，勾選上可能遭遇問5.

題，如何決定勾選哪個答案，關鍵是：

視其接受幫助的主要理由來勾選，若為

子女就學而寄住親戚家時，應勾選(6)子

女就學，而非(5)提供住處，邏輯以此類

推。 

R2.1 請問你們家最近一年

一共接受多少來自親

友等人的金錢援助？ 

            元。 

 此處的金錢援助，去年遺漏者很多，請訪員

再次重申本調查的保密及匿名原則，回答此

項資訊後，不會對他造成不利或困擾，請受

訪者詳實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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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可複選) 

問你們家最近一年(民

國 100 年 6 月至今)接

受政府或民間團體哪

些幫助？ 未勾選 (9)

者跳答 L1 

(1)沒有 

(2)人力(例:清理家園的幫手、照顧者) 

(3)物資(例:食、衣等相關物資)  

(4)心理協助(例:社福人員的關懷、傾聽

等) 

(5)提供住處   

(6)子女就學(課後輔導及獎學金等) 

(7)提供有用的資訊(法律、醫療、政策

資訊)  

(8)交通 

(9)金錢(例:補助租屋、生活賑助)(續答

R3.1) 

(10)就業(例:就業專案、職業訓練等)  

(11)其他 

 為便利詢問效果，請訪員拿提示卡供受1.

訪者參閱並回答此題。 

 此題只問去年調查後至今(過去一年內)2.

接受過的幫助，請注意!! 

 對象上，只要是組織、單位類型提供的3.

幫助都算。 

 請留意此題的跳答方式(見前面訪問表4.

填寫說明)。 

 因答案沒有互斥性，勾選上可能遭遇問5.

題，如何決定勾選哪個答案，關鍵是：

視其接受幫助的內容來勾選，請參考括

弧內的範例，組織提供的協助可能都是

人力或金錢上的，看金錢協助的層面屬

何類型為準，例如：接受學校獎學金，

則應勾選(6)而非(9)。居住政府或民間團

體提供的中繼或永久屋，請勾(5)，社工

幫忙照顧家中長者等，可勾(2)，其他申

請貸款、租屋補助、生活賑助金等錢財

可勾(9)。以此類推。 

R3.1 請問你們家最近一年

自政府或民間團體那

一共獲得多少金錢援

助？       元。 

 此處的金錢援助，去年遺漏者很多，請訪員

再次重申本調查的保密及匿名原則，回答此

項資訊後，不會對他造成不利或困擾，請受

訪者詳實作答。 

L1 你災前一個月時(民國

98 年 7 月)的居住處

所，在右側面向的品質

為何？(烹飪 衛浴 就

寢 隱私 空間大小) 

(1)極差  (2)差  (3)可  (4)極佳 (1)極差 

 烹飪：缺水電瓦斯、無法自行烹飪、或

只能使用野營烹飪設施如卡式瓦斯爐、

無冰箱功能。 

 衛浴：沒有熱水、無法進行盥洗沐浴，

無隔間（但分性別）的公用衛浴、或需

到較遠的地方使用公共衛浴設施。 

 就寢：只有睡袋或打地鋪。  

 隱私：擁擠（如<2 坪/人）。  

 空間大小：無牆板隔間。  

(2)差 

 烹飪：需在共用的廚房和別的家戶一起

烹飪，或僅能在寢室內用電磁爐等簡易

烹飪設施，缺乏容量足夠的冰箱及獨立

的碗筷洗滌功能。 

 衛浴：在鄰近處有隔間、有熱水供應的

公用衛浴。 

 就寢：有足夠大小的硬床板（若偏好睡

硬床板者，可填可）。 

 隱私：小（如 2-6 坪/人）。  

 空間大小：有牆板隔間，但隔音不佳，

經常受干擾。 

(3)可 

 烹飪：有獨自的烹飪空間、基本食物調

理（炒、煎、煮、燉等）、容量足夠之

冰箱、碗筷洗滌槽。 

 衛浴：位於自家的獨立衛浴，有熱水供

應。 

L2 你現在的居住處所，在

右側面向的品質為

何？(烹飪 衛浴 就寢 

隱私 空間大小) 

(1)極差  (2)差  (3)可  (5)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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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寢：足夠大小的軟床。  

 隱私：足夠日常生活需要（6-10 坪/人）。

 空間大小：有牆板隔間，但偶爾仍會受

干擾。 

(4)極佳 

 烹飪：有前述功能，且多樣化（如同時有

烤箱、微波爐、電磁爐、瓦斯爐兩種以

上）、烹飪空間寬敞。 

 衛浴：有一套以上衛浴設施，或採用高

級建材。 

 就寢：寬敞的軟床，擁有空調。  

 隱私：空間寬裕（超過 10 坪/人）。  

 空間大小：隔間跟隔音均很好（如獨

棟）。 

L3 請問你們家自莫拉克

風災事件後，花了多久

時間才恢復一般生活

作息？     天。未滿

一天以一天計，尚未恢

復者填 0  

  一般生活作息的定義：可以假設如同受訪1.

者家庭在災前的生活方式一樣，或者可能

跟災前有些不同，但是卻可以被接受的生

活方式，也能想像這樣的生活方式就是未

來每天的生活方式。 

 如果受訪者強烈表示現在的生活作息還2.

需要調整，要再改變，無法想像未來每一

天都這樣生活的話，表示其尚未認為恢復

一般生活作息，可填 0。 

L4 請問你現在認為自己

是災民嗎？ 

(0)不是  (1)是(跳答 L5)  (2)從不認為

自己是災民(跳答 L5) 

 是否為災民由受訪者主觀認定。1.  

 可請受訪者從心理、家庭狀況、生活資源2.

來評估自己現在是否仍受莫拉克颱風的

負面影響。認為現在已經脫離受災狀態

者，勾選「不是」；還沒脫離受災狀態者，

勾選「是」；認為自己從來未受莫拉克颱

風負面影響者，勾選「從不認為自己是災

民」。 

L4.1 從災後到你覺得自己

不是災民，請問這中間

約隔了多久時間？     

天。未滿一天以一天計 

  間隔天數由受訪者主觀認定。1.  

 可請受訪者以「月」為單位進行概估，訪2.

員再換算成天數。 

 可請受訪者回想已經脫離受災狀態的日3.

期，並回推出天數。 

L5 請問你對你現在整體

的生活狀況滿意嗎？ 

(01)很不滿意 

(02)不滿意 

(03)有點不滿意 

(04)有點滿意 

(05)滿意 

(06)很滿意 

 食、衣、住、行、教育等面向的總體生活1.

滿意度，選項的符合程度由受訪者主觀認

定。 

 訪員可先詢問受訪者現在整體生活狀況2.

偏向正向或負向，接著再詢問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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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 針對莫拉克颱風災

害，你最感謝下列哪個

民間團體？ 

(01)無 

(02)紅十字會 

(03)台灣世界展望會(世展會) 

(04)佛光山 

(05)法鼓山 

(06)一貫道 

(07)張榮發基金會 

(08)慈濟 

(09)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10)中華民國肯愛社會服務協會 

(11)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 

(12)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 

(13)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14)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15)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16)屏東縣原住民文教協會 

(17)其他：_____________。  

在莫拉克颱風期間，受訪戶多少與民間救助

團體有互動，請他回想這些互動中，是否有

讓他心生感謝的團體？請受訪戶選擇一個最

感謝的民間團體勾選。 

民間團體數量龐大，無法窮盡羅列，因此當

受訪者回答的民間團體在選項上找不到時，

請訪員填入(17)其他，團體名稱請填的全名。

(勾選(17)者，必填團體名稱。) 

RC 如果您願意自己填寫這份訪問表(問卷)，請務必看清楚題目的意

思，依照您的直覺來答題，將選項代碼填入    空格中。同時

請盡可能不要漏掉題目。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訪員將會隨時協

助您。當您面對壓力時(如：經濟困難、家園重建)，是否採取下

列的因應方式？ 

1. 瞭解受訪者面對壓力的因應方式，題項

敘述的符合程度由受訪者主觀認定。 

 讓受訪者感到緊張、焦慮、煩惱的事件2.

皆為壓力事件，可先請受訪者回想最近

一次遇到的壓力事件再依照實際情況作

答。 

 如非受訪者自填，可將題目最前面換成3.

「你是否」，並適時更換主詞以利訪問。

例如，你是否和別人分享你的感受。 

RC1 我試著對所要處理的問題提出

解決方法 

(1)絕非如此  

(2)有時如此  

(3)半數如此(一半一半)  

(4)經常如此  

(5)都是如此 

提出計畫、方法嘗試解決壓力事件。 

問題導向策略。 

RC2 我和別人分享我的感受 面對壓力時，以舒緩情緒為主要方法，例如：

與別人分享感覺、獲得情感上的支持。 

情緒導向策略。 

RC3 我藉著做其他事情(如：看電影

或電視)，好避免去想擔心的事

情 

轉移對壓力事件的注意力。 

逃避策略。 

RC4 我尋求宗教信仰的幫助 使用拜拜、求神問卜、尋求神或上帝的協助

來處理壓力事件。 

宗教信仰策略。 

RC5 我藉著宗教信仰的啟發，學習如

何面對生活中的壓力 

積極宗教因應策略。 

RC6 因為壓力(如：經濟困難、家園

重建)的緣故，我開始質疑我的

宗教信仰 

消極宗教因應策略。 

RH 我們想瞭解您在最近兩星期當中的身心健康情形。請問您最近

是不是… 

注意：請比較「最近兩週」與「平常」身心健康的差異。｢平常

｣的定義由受訪者主觀想像。 

1. 瞭解受訪者最近兩星期的健康情形。 

2. 請受訪者以「兩星期以內」的狀態回答，

不考慮兩星期以前的狀態。 

3. 勾選原則以「平常」為比較基準，如果

受訪者認為近兩週比平常容易頭痛，則

依程度在「比平常較覺得」或「比平常

更覺得」勾選答案。 

4. 除 RH1、RH2 為正面敘述外，其他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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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負面敘述。受訪者作答時，訪員請

提醒受訪者注意閱讀題目敘述。 

RH1 覺得和家人、親友相處得來 (1)比平常更好   

(2)和平常差不多   

(3)比平常差一點  

(4)比平常差很多 

家庭、親友關係。 

RH2 感到未來充滿希望 希望感。 

RH3 覺得頭痛或是頭部有壓迫感 (1)一點也不 

(完全沒有) 

(2)和平常差不多    

(3)比平常較覺得 

(比平常多一些)      

(4)比平常更覺得 

  (比平常多很多) 

身心症狀。 

RH4 覺得心悸或心跳加快，擔心可能

得了心臟病 
身心症狀。 

RH5 感到胸前不適或壓迫感 身心症狀。 

RH6 覺得手腳發抖或發麻 身心症狀。 

RH7 覺得睡眠不好 睡眠問題。 

RH8 覺得許多事情對您是個負擔 憂鬱感。 

RH9 覺得對自己失去信心 憂鬱感。 

RH10 覺得神經兮兮，緊張不安 緊張感。 

RH11 覺得家人或親友會令您擔憂 家庭、親友關係。 

RH12 覺得生活毫無希望 憂鬱感。 

H1 請問你現在住的地方是屬於下

列何者？ 

(01)颱風前原來住處(自家中)

(02)租屋 (含親友提供之有償

住所)    

(03)避難所、收容所 

(04)其他災前已持有的自有

住宅 

(05)組合屋  

(06)永久屋(含承租) 

(07)親友家中或親友提供之

無償住所 

(08)非正式建屋(工寮、農舍)

(09)安/養護機構 

(10)異地新建或新購之自有

住宅 

(11)其他： 

1.以受訪者「平時」的居住地為主。 

2.若受訪者平時有兩處以上的地點，請勾選

「其他」，並列出有哪些地點，例如：永久

屋、農舍 

3.(04)其他災前以持有的自有住宅：除颱風前原

來住處之外，受訪者災前於其他地區擁有「房

屋所有權」的住宅。 

(10)異地新間或新購之自有住宅：除颱風前

原來住處之外，受訪者災後於其他地區重新

建立或購買之住宅。 

H2 請問你自撤離當天到回到現在

住的地方，大約經過了幾天？ 

 撤離時間依據受訪者記憶日期為準，含災前

撤離(8/7 及以前撤離者)、災中撤離(8/8-8/10 撤

離者)，災後撤離(8/10 以後撤離者)。 

例 1：請依據這些時間點往後推算，若你是災

後撤離者，撤離時間 2009/9/5，且現今已入住

永久屋，請計算撤離日期到入住永久屋日期

2011/6/5，這中間間隔多少天？

21(月)*30(天)=630 天 

例 2：撤離時間 2009/8/8，現今已搬回災前自

家中，搬回時間 2009/8/23，這中間間隔多少

天？23-8=15 天 

例 3：撤離時間 8/10，搬至現今住所 8/10，不

滿一天以一天計。 

若從未撤離者，此題填 0。 

H3 請問你是不是打算長久居住於

現在的住處？ 

(0)否  (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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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可複選，最多三項】 

家園重建的過程中，你選擇居住

場所最主要(最多三項)考慮的因

素是什麼？  

(01)遠離發生天災的地方 

(02)留在原來的居住地 

(03)居住於當地的花費 

(04)擁有土地產權 

(05)與親友的距離 

(06)多久才能搬進去 

(07)維持原有文化 

(08)學童的教育環境 

(09)生活與交通的便利性 

(10)就業機會 

(11)醫療 

(12)有公園綠地 

(13)其他： 

  

H5 【可複選，最多三項】 

你現在的居住地點，讓你不滿意

的最主要(最多三項)因素是什

麼？ 

(01)易受災害影響 

(02)與原居住地生活差距過

大 

(03)居住於當地的花費 

(04)沒有土地產權 

(05)與親友的距離 

(06)入住時間過久 

(07)文化無法傳承 

(08)學童的教育環境 

(09)生活與交通的便利性 

(10)就業機會 

(11)醫療 

(12)公園綠地不足 

(13)其他： 

  

H6 請問你們家申請永久屋的情

況？ 

[此題是災前的家] 

(1)沒申請(跳答 D1) 

(2)申請中   

(3)已申請，未通過   

(4)申請通過  

(5)其他           

你們家：等同於申請安遷救助金之所在戶籍

地址，即災前的家。 

H6.1 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說法？在

我同意申請永久屋時，我清楚其

建築規劃。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普通 

(4)同意 

(5)非常同意 

建築規劃可以包含中繼或永久屋的位置、大

小、房間配置、外觀等，但「清楚」由受訪

者主觀認定。 

H6.2 請問你是否同意以下說法？我

是自願遷居到永久屋。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普通 

(4)同意 

(5)非常同意 

此處「自願」與法律上的「同意」不相關，

請受訪者根據其決定遷居過程的感受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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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 你們家所申請的永久屋主要坐

落於下列何處？ 

南投縣 

(01)水里鄉林務局閒置宿舍

(鉅工段)  

(02)水里鄉永豐段基地  

(03)名間鄉基地  

(04)南投市茄苳腳段基地 

屏東縣 

(05)中央廣播電台長治分台

(長治百合部落)  

(06)屏東縣瑪家鄉瑪家農場

(禮納里部落)  

(07)牡丹鄉舊高士部落永久

屋基地  

(08)牡丹鄉石門村 25 林班地

永久屋基地  

(09)萬巒鄉新赤農場赤山段

(吾拉魯滋部落) 

(10)新埤鄉南岸農場  

(11)高樹鄉新豐村 

台東縣 

(12)泰和村德其段  

(13)舊大武國小  

(14)金崙村金富段  

(15)嘉蘭村第 1 基地(西側)  

(16)嘉蘭村第 1 基地(東側)  

(17)嘉蘭村第 2 基地  

(18)愛國蒲基地 

台南市 

(19)玉井鄉望明村(台糖芒果

蒸熱場附近) 

嘉義縣 

(20)番路鄉轆子腳一期(日安

社區)  

(21)番路鄉轆子腳二期  

(22)番路鄉轆子腳三期原住

民專區  

(23)竹崎鄉鹿滿溪心段(日滿

社區)  

(24)大埔鄉埔南段  

(25)山美段新基地  

(26)來吉 152 林班地  

(27)阿里山樂野 49 地號 

高雄市 

(28)杉林區月眉農場  

(29)杉林區月眉農場(第二期) 

(30)甲仙區五里埔  

(31)杉林區月眉農場小林村

第二基地  

(32)六龜區寶來里樂樂段基

地  

(33)六龜區龍興段基地 

其他： 

(34) __________________ 

1.題目最首｢你們家｣指的是因莫拉克風災導

致房屋毀壞不勘居住的地點，等同於申請安

遷救助金之所在戶籍地址，即災前的家。 

2.此題意旨該地點因莫拉克颱風而受損後，申

請永久屋的所在位置為何。 

3.此題選項依據網頁公告地點羅列，假使受訪

者所回答的地點與選項有些微不吻合，請追

問是否在選項上可以找到適合的答案。倘若

其所在永久屋位置真的沒有在選項中羅

列，請訪員於其他項填寫明確的地點位置

(可以是地名，路段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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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永久屋基地名稱)。 

D1 請問你颱風前原來住處(因莫拉

克颱風導致不堪居住之房屋所

在地)，經政府勘驗後被劃定

為？ 

(01)特定區域 

(02)安全堪虞地區 

(03)安全地區 

(04)未經勘驗 

(05)其他 

颱風前原來住處(因莫拉克颱風導致不堪居住

之房屋所在地)，等同於申請安遷救助金之所

在戶籍地址，即災前的家。 

選項說明： 

(1)特定地區：莫拉克風災後，在取得當地居

民的共識下，政府得劃設特定地區作為不安

全地區，禁止居住，並請求特定地區的居民

遷出。 

(2)安全堪虞地區：雖政府認定為不安全地

區，但因未取得當地居民共識，因此未劃設

為特定地區，形成安全堪虞地區。 

(3)安全地區：經政府勘驗後，認為環境適合

居住，視為安全地區 

(4)未經勘驗：政府在莫拉克風災後並未至該

處勘查。勾選此項目須是受訪者知道該戶籍

地址「確實未有政府勘驗」的情況下才可勾

選，若「不確定者」請填(a)不知道。 

(5)勾選其他者，請訪員詳述情形。 

D2 請問你民國(前)幾年生？       

年。 

 *生於民國前者，請圈選｢(前)｣字樣 

D3 請問你最後拿到的學歷是？ (1)不識字  (2)國中及以下

(含自修)  (3)高中/職及專科  

(4)大學    (5)碩士及以上 

  

D4 婚姻狀況 □(1)未婚 □(2)已婚(含同居) 

□(3)喪偶 □(4)離婚(含分居)

  

D5 請問你的宗教信仰為何？ (01)佛教 (02)基督教 (03)天

主教 (04)道教 (05)一貫道  

(06)回教(伊斯蘭教) (07)民間

信仰(祭拜祖先) (08)無宗教

信仰  (09)其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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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你們家裡現在男性       人，

女性       人 

  你家裡現在人數：指受訪者現在共住的家1.

人數(含受訪者本人)，其中男性及女性各

有幾人。 

 ，共住家人可由受訪者自行認定不論是2.

否，有戶籍在受訪者認定下，含於現住所

持續居住者及非持續居住但規律性的返

回居住者(居住天數不限)。無則填 0。例：

在外工作且是家中經濟來源，定期於周末

回家之家人應列入統計中。 

例：學生在外讀書，但由家庭提供經濟支

援，且經常回家居住者，應列入統計。 

D7 請問你們家是原住民家庭嗎？ (0)不是  (1)是 由受訪者自行認定 

D7 請問你們家的共住家人中 65 歲

以上，現在有幾位？           

位。 

 含受訪者本人。共住家人之認定，請參考 D6

說明。無則填 0 

D7 請問你們家的共住家人中 55 歲

以上，現在有幾位？           

位。 

 含受訪者本人。共住家人之認定，請參考 D6

說明。無則填 0 

D8 請問你們家的共住家人中 14 歲

以下，現在有幾位？           

位。 

 含受訪者本人。共住家人之認定，請參考 D6

說明。無則填 0 

D9 請問你們家現在有幾人失業？

______人。 

 失業者：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 15 歲同時具

有下列條件者：(1)無工作；(2)隨時可以工作；

(3)正在尋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此

外，尚包括等待恢復工作者及找到職業而未

開始工作亦無報酬者。 

D9.1 承上題，至今分別失業幾天？ 1     天   2     天 

3     天   4     天 

5     天   6     天 

7     天   8     天    

9     天 

  

D10 你有沒有固定的薪資？ (0)沒有   (1)有 若因為工作性質關係，每年固定某幾個月份

才有薪資，其他月份沒有，亦算有固定薪資。

D11 請問你目前的職業是：依下列職

業選項表填入代碼 

職業選項表 (NCDR 修簡版) 

(01)民意代表及政府行政主

管人員、企業負責人(校長，

政治、社會、民間團體、自

營農夫等主管人員) 

(02)農林漁牧生產及作業經

理人員 

(03)礦業、製造業及水電燃氣

業生產及作業經理人員 

(04)其他業別生產及作業經

理人員(營造、商業、運輸、

金融、社福等經理人員) 

(05)非主管級技術及研究等

專業人員(工程師、醫師、研

究員、教師、宗教專業人員)

(06)一般技術員及助理專業

人員(秘書、行政助理、職業

職業選項表 (NCDR 修簡版) 

提醒訪員，為延續貫時性調查，因此儘量不

更動每年選項，此表沿用主計總處舊版職業

選項表。 

因只提供大分類選項，因此請訪員注意，未

能當場勾選受訪者職業類別時，請先將其職

業註記於訪問表上後，再回頭查閱操作手冊

之附件職業選項表，以確認其職業類別，補

勾正確答案。 

大分類中，原｢民意代表及各行業主管人員

｣，為第一項大分類，但因本調查特別關心其

下之中分類｢生產及作業經理人員｣中之細

類：農林漁牧、礦業製造業及水電燃氣類，

因此特別將此細項置入題目選項內，又為達

成達成各選項互斥之要求，因此將｢民意代表

及各行業主管人員｣之大分類，細分為四個選

項：即(01)(02)(03)(04)。(05)又調整回第二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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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社福人員) 

(07)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警消、保全、餐飲、園藝、

美容髮、模特兒、攤販、廚

師) 

(08)行政人員或事務人員(文

書、會計、出納、總機、打

字員) 

(09)非主管級一般農、林、

漁、牧工作人員 

(10)技術工及機械設備操作

工(水泥工、木工) 

(11)體力工及非技術工(搬運

工、清潔工、家庭傭工) 

(12)現役軍人 

(13)失業中 

(14)學生 

(16)退休 

(15)家管 

(17)無工作(含賦閒、傷病、殘

障、衰老、養老) 

(18)其他： 

類。請對照附件職業選項表。 

D12 請問現在你們家每月平均開銷

約是多少錢？(含固定開銷、貸

款、食衣住行花費等總開銷。無

則填 0)  

______元 

   

D13 請問目前你們家平均起來，每月

總收入約是多少錢？含房租、獎

金、補助、救濟等收入 

(01)沒有收入  

(02)不到 1 萬元   

(03) 1 萬元以上，不到 3 萬元

(04) 3 萬元以上，不到 5 萬元

(05) 5 萬元以上，不到 7 萬元

(06) 7 萬元以上，不到 9 萬元 

(07) 9 萬元以上，不到 11 萬

元 

(08) 11 萬元以上，不到 13 萬

元 

(09) 13 萬元以上，不到 15 萬

元 

(10) 15 萬元以上，不到 20 萬

元 

(11) 20 萬以上  

家庭收入指現在的家戶總體收入。倘若非為

月收入者，請訪員先以年收入詢問，再除以

12 後勾選答案。也請訪員再次重申本調查的

保密及匿名原則，回答此項資訊後，不會對

他造成不利或困擾，請受訪者詳實作答。 

P1 受訪者性別 (1)男   (2)女 訪問表實際受訪者的生理性別 

A1 在正式訪問時，這份訪問表(問

卷)是 

(1)完全由訪員填寫，且有給

受訪者看訪問表題目   

(2)完全由訪員填寫，且沒有

給受訪者看訪問表題目 

(3)部分由受訪者自填 (含心

理題組自填者) 

(4)完全由受訪者自填 

(5)其他                

訪員依實際訪問情況勾選。 

注意：受訪者不可自行填答整份訪問表，需

有訪員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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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在訪問過程中，黃底題組是否由

受訪者本人自行填答？ 

(0)否   (1)是 訪員依實際訪問情況勾選。 

若受訪者自行填答，請注意受訪者教育程度

是否符合自行填答之資格。 

A3 就您的感覺，這次訪問所得到的

資料其可靠程度為 

(1)很可靠   (2)可靠    

(3)不可靠   (4)很不可靠 

訪員主觀認定。 

可由受訪者回答訪問表的專心程度、拒答率

以及不耐煩程度進行判斷。 

A4 在正式訪問中，是否一次就完成

訪問？ 

(0)否 (1)是 訪員依實際訪問情況勾選。 

若有兩次以上之訪問，請將時間依序填入第

6、7 題中。 

A5 第一次開始時間：     點     

分  

結束時間：     點     分 

 一次訪問完成訪問表請填此欄。 

A6 第二次開始時間：     點     

分  

結束時間：     點     分 

 二次訪問完成訪問表請填此欄。 

A7 第三次開始時間：     點     

分  

結束時間：     點     分 

 三次訪問完成訪問表請填此欄。 

四次以上訪問完成訪問表請依序增列至本頁

右邊空白處。 

A8 訪問方式 (1)面訪   

(2)電訪(請說明原因)  

(3)其他 

本次調查方法為面訪。經主管同意者可電

訪，但請說明理由。 

B1 訪員身份 (1)主計總處基調網人員(跳

答第 3 題)    

(2)村里長/幹事     

(3)以上皆是    

(4)其他 

若訪員非主計總處基調網人員或村里長/幹

事，請勾選「其他」並說明職業與服務單位。

B2 請問您以前曾經參與過面訪調

查的次數？ 

(0)從來沒有          

(1)參加過兩次以下     

(2)參加過三至五次 

(3)參加過六次以上 

訪員曾經參加過的「面訪調查」次數(不含本

次調查)。 

 

B3 請問您去年(100 年)是否有協助

「莫拉克颱風社會衝擊與復原

(第二期)」的訪問工作？ 

(0)否   (1)是 若訪員 100 年有協助/執行本調查第二期的經

驗，則勾選「是」。 

B4 請問您是否有參加本調查今年

(101 年)所舉辦的調查講習會

議？ 

(0)否   (1)是 訪問表訪問品質的指標。訪員若有實際到場

參加調查講習會議，則勾選「是」，無則勾

選「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