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字稿開始> 

⚫ 上半段 

面對災害來臨，我們該如何避免或與其共存，帶你瞭解防災觀念和知識，共同學習防災演練和措施，

防災不是口號自我保護才最重要跟我一起開啟防災新視界。 

【主持人-歐啦】：OK 來到了 9 月，生活 In Ddesign 呢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二都會很開心邀請到我

們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專業的研究員們來到節目中，跟大家分享很多防災的知識，那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體社組的李香潔組長，香潔好 

【受訪人-李香潔】：歐啦好，大家好 

【主持人-歐啦】：ok 今天呢想要跟香潔組長聊聊的是高齡社會進行式，如何面對災害呢？我相信各

位聽眾也知道說，台灣其實這個高齡化已經是大家都知道了啦。其實也不只台灣，幾乎比如說像日本

也是蠻嚴重的高齡化國家，那當然，其實當這個天然災害來的時候，高齡者難免就是會比較說算是弱

勢啦。就是比如說在逃跑啊方面，什麼他們都會需要更加，就是多一點注意跟照顧這樣子。那當然首

先呢今天因為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棒的網站，叫做「防災易起來」，那聽眾朋友，這個易呢，是簡易，

就是很容易的，那個易，對，防災易起來這個網站，所以最一開始我想要先問一下香潔組長，請問你

們這個防災易起來的網站設立的初衷跟目標是蝦密哩？ 

【受訪人-李香潔】：我們其實當初是因為發現說在台灣災害管理這塊，就是網路上比較少怎麼做就

是偏教材的方向的網站可以參考，那剛好我們有看到美國，他們有一個網站，就是好像呢需要針對哪

個群體，他們那個網站上，就會有針對那個群體的頁面，可以讓大家來看，那所以我們當初設這個網

站，其實它就是就是一個目的，就是我們希望是有一個教材，然後一個目的就是我們希望可以針對不

同的對象，這個網頁上就會有它的頁面，那所以呢如果大家去 google 這個「防災易起來」，其實現

在已經有蠻多對象在上面了，就是包含說我們知道我們是從那個地方政府的部分開始，我們有針對地

方政府的入口，然後有社區的入口，就是我們所謂的防災社區，有社區的入口，那我們其實也有長照

機構，就譬如說老人護理之家那一些的入口，就是長照機構，那我們現在還有，就在去年我們又有針

對，比較是居家型的身心障礙者，又有一個入口，那我們在明年還會有，其實應該是說，今年底還會

有一個是針對一般民眾的入口。所以其實上面已經有針對非常多不同對象，就有一點就是說你需要在

不同的場合需要的時候，我就可以從這個口袋裡拿出一個東西，來介紹怎麼樣做防災這件事情，那因

為我們今天的對那個主題是高齡社會，所以其實我們在蠻早，大概 2016 年我們就開始做長照機構這

個這個頁面了，那它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在思考高齡社會，其實那個時候還是高齡化，就我們是在

2009 年開始做，那個時候，其實還是高齡化，台灣是高齡化，就是意思就是說老人比率是 7%以上，

那台灣是 1993 年進入高齡化社會，就是老人的人口是 7%以上，那是在 2018 年才變成高齡，那高

齡社會的意思是 14 以上，對那所以台灣現在是高齡社會，所以其實我們的題目，我們是寫高齡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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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高齡化，那當然這個對一般民眾來講，都只是個專有名詞啦。不過可以想像就是 7%跟 14%，其實

那個差異是兩倍的差異，是那個議題，其實就變成說我們要更加的關注這個議題，變成兩倍的重要性

這樣子，所以其實我們那個時候，為什麼我們會選長照機構，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假設一個災害，就是

很不幸的發生在一個長照機構的身上，它剛好又是一個很多老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所以它的需要被

處理的問題就會更加的多元，因為我們可能發現生在個別的家庭都是一兩個老人，一兩個老人嘛。可

是長照機構其實是很多的老人住在一起，那所以我們一開始，其實我們就是想說，先從長照機構來想

說教材要怎麼設計，然後呢是我們一直先把長照機構做到一個狀況以後，我們才開始去做居家的部分，

但是我們現在做的是居家身心障礙者，那後來就是我們有想說，我們一直被問說那一般民眾呢？我們

我們其實之前沒有一開始就做一般民眾，是因為我們覺得其實政府蠻多單位，都在做，所以就是通常

好像應該會從一般民眾開始，可是我們那個時候是想說我們要跟人家有區隔，所以我們其實就是先從

長照機構再到一般的居家的身心障礙者，然後呢，因為一直被問，然後我們才做一般民眾，那可是我

們在一般民眾的頁面裡也會去講到、提到說提醒說如果家裡有老人的話，應該怎麼辦，那所以確實就

是說，我們這個網頁上，目前就會有，針對不同對象，都會有一個入口。 

【主持人-歐啦】：聽到這邊，有沒有覺得我們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真的是很感心的啦。跟你針

對不同族群，這真的欸，因為像我們一般人可能就會覺得說，啊！好啦，這個防災的方法就是你知道

generally 就是大家都用一樣的，但殊不知，你看就是我們還是有分了很多的這個族群，而且我覺得

剛剛你有講到一個知識，算是我今天有學到的這個高齡社會跟高齡化社會已經不一樣了。 

【受訪人-李香潔】：那而且還會有一個超高齡社會，那超高齡社會，其實目前我們是還沒有到，他

是 20 以上，那預估是也快到了，就 2025 年 

【主持人-歐啦】：什麼？2025 年，你是指約莫兩年後嗎？ 

【受訪人-李香潔】：對對對，所以其實也快到了。 

【主持人-歐啦】：天啊。怎麼才一開始就覺得有一種知識就是大增長的感覺，而且突然知道原來 2025

年可能到超高齡社會，oh my God，好，那既然呢就是我們防災這個中心，這麼的貼心就是有幫我們

這麼針對 targeting 的去做出這個長照相關的，那我就想要請問一下，因為在裡面這個防災易起來之

長照平台裡面，我就有看到說你們又把這個把這個東西分為平時作為跟災時作為，那我想請問一下，

先就平時作為的這個部分有沒有哪一些重點可以跟聽眾分享？ 

【受訪人-李香潔】：我們當初就是，就是我們如果自己做災害管理的人啊。我們都會把這個時間點

分得比較細，像是我們通常很習慣的會講說，減災、整備、應變、復原 4 個階段，可是我們那個時候

在設計防災易起來的時候呢，我們就覺得說長照平台，因為他的對象是給機構的管理者，那他也是跟

一般民眾來講，可能對災害管理比較不那麼熟悉，所以我們就覺得說，最容易的就是跟大家說，你平

時就是在災害還沒發生前的平時，你就可以有什麼樣的準備，那等到災害發生後，你可以有什麼樣的

作為，所以我們才會分成兩種就好了，因為對一般民眾來講，這樣會比較好了解，那長照平台，它其

實主要的對象是長照機構的管理者，可能對於聽眾來講呢它比較有意義的點在於說，現在的長照機構

都是有被政府要求要做災害管理的，所以如果說家裡有親友，也有去長照機構的話，其實就是你們也

可以問問對方說，你在災害管理這邊有做了什麼樣的準備？這樣子，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其實剛剛 ola 有講到一個蠻重要的點，ola 剛剛有說我們好像會以為說給一般所有的人的那個災害

管理知識都差不多嘛，可是我們會把它細緻化，那不過就是說，其實主題會是差不多，那只是就是說，



在每個主題的內容就是會看狀況而有所不同，那我們在平時的部分，我們其實就是平時跟災時，我們

都分別會介紹給就是讀者一個我們中心做的比較是科學性的網頁或 app 或者是 line 這樣子，那以平

時來講呢，我們就會通常第一個主題會是告訴大家，怎麼樣去掌握家裡的，家裡附近有沒有災害的風

險？這個我們覺得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一步，我們通常都會這樣做，那在這個主題底下我們就一定會

介紹我們中心，我想另外組的組長應該有來介紹過，就是有一個叫做災害潛勢地圖網站 

【主持人-歐啦】：是是是 

【受訪人-李香潔】：對，那一個，其實它因為就是比較是平常就用科學模式去大概就是預估一下，

說每個地方有沒有風險？那雖然說它可能會有科學的不確定性，可是呢其實在平時的時候，如果聽眾、

觀眾可以先去上面看一下家裡有沒有不同的災害類型的風險，其實就可以去思考說，那我是不是應該

要針對這個災害，平時就做一些準備，那所以就是說，我們在針對不同的對象，我們其實平時作為的，

第一個，我們一定會講這件事，而且他會是一樣的，就是這邊，這個部分就會是一樣，那可是呢就是

例如說像物資準備的工作，也是平時就要做，那物資準備的內容就會依據對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設

計，那例如說，其實以長照機構來講，他們要準備食物啦。這個應該是簡單的事情，因為他們本來就

是要為機構的住民準備很多的食物，然後我們就會提醒，就是說，你可能既然是機構嘛。你可能就是

可以準備到一兩周的食物，就是以便說災時突然什麼道路中斷啊，你需要人家來幫忙的時候，像這一

次，其實前陣子南投就是有一些狀況，他們也是發生的食物不足的問題，可是如果就是說，就一般，

假設我們對象是一般家庭的話，我們可能就會建議他準備至少 3 天，那可能 ola 會覺得說 3 天食物，

現在大家家有一堆食物，3 天很簡單嘛，可是其實我們通常對一般民眾，我們會講 3 天的原因，是因

為有個東西很難準備叫做水，就譬如說水，不是說你打開那個飲水機嘛，你要自己，就是買那個外面

的礦泉水，所以譬如說你要準備 3 天，其實就不容易了，那所以我們通常會講說，如果是一般民眾，

我們會就會我會建議是 3 天以上，可是如果就機構來講，因為他們很多都會有水塔，所以我們就會建

議你，一到兩週就一定要。然後當然就是說，如果是機構的住民，就一定會有什麼備用藥物的準備，

然後還有就是輔具啊、還有就是像是備用電力。因為他們可能有一些是有那個維生維生系統的，所以

一定要有備用的電源，那如果是家裡的話，一般的民眾可能就比較不需要這一些。所以就是說，在這

個部分會不太一樣，那還會有個不太一樣的是，通常通常我們會建議機構，平常就要想好，他們真的

發生災害的時候，就是員工每個人的工作是什麼，那個我們叫做應變編組。對那每個員工，他可能會

包含說他要去確認住民的安全，所以這個是為什麼聽眾如果家裡有親友在機構，這非常重要，因為發

生災害的時候，到底有沒有人去確認你親友的安全這個非常的重要，然後有沒有去，就是說，譬如說

真的要離開這個機構的話，幫忙離開的這些人力有沒有，這個其實就是在他們平常的應變的編組裡面

就要討論，那假設今天我們是給一般家庭看的，我們就不會叫應變編組，因為一個家庭不會去講什麼

應變編組，可是我們還是會建議就是說，你平常就想好分工，就例如說，假設今天真的要家裡很危險

的要離開這個家裡，那每個人要負責什麼事？例如說有些人可能，比如說爸爸可能就是去關電源，然

後媽媽可能就把平常準備好的防災包帶著出門，就類似這樣，就是有一些分工是可以討論，平常就討

論好，所以就是雖然說用字不一樣，不會叫什麼應變編組，可是其實他的大方向都是一樣的。 

【主持人-歐啦】：瞭解。 

【受訪人-李香潔】：對，那所以就是還有一些這樣子的細節，我們就會寫在這個平時可以準備什麼

事情裡面。 



【主持人-歐啦】：所以就防災易起來之長照平台裡面這個平時作為呢，大概就是可以分成說，比如

說了解災害啦、應變作業編組啦、然後聯絡網，然後其他準備工作或者是災害管理計畫書跟演練，對

不對？ 

【受訪人-李香潔】：對，那演練的目的，當然就是希望說你有一些，就有點像是我們的那個練習，

你練習後你就不會很緊張。 

【主持人-歐啦】：對啊。不然那個，平常那個聽都聽得懂，如果沒有練習，真的發生的時候，其實真

的腦子一片空白。 

【受訪人-李香潔】：對，因為其實我們就是有看一些故事，就是那個時候，2011 年不是東日本發生

很大的海嘯。那那個時候有些故事是在講說，雖然好像平常，在學校的防災演習，大家都覺得很無聊，

就是一發，就是一廣播，大家就是躲到桌子底下什麼的，然後大家都覺得超無聊的，可是後來就發現

說，雖然說平常這些作為都覺得很無聊，可是你真的發生的時候，他們就知道要怎麼做，所以他其實

是有影響的。 

【主持人-歐啦】：真的真的，好，那接下來呢我們來欣賞一首歌，然後進個廣告，等一下回來喔，我

們繼續來聊聊這個防災易起來之長照平台，剛剛是平時作為嘛。那等等再來請我們的香潔組長跟我們

說說，災時作為的部分囉。 

=========================================================== 

⚫ 下半段 

【主持人-歐啦】：ok 回到生活 In Design，今天呢一樣來到我們防災新視界的單元啦。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李香潔組長，組長，好。 

【受訪人-李香潔】：歐啦好，各位聽眾，大家好。 

【主持人-歐啦】：好上一 part 呢我們瞭解了，長照平台裡面的這個平時作為，對是這一 part 我們

來聊災時作為，好，那能不能請香潔組長來跟我們說說，那在災時作為的部分，我們可以大概看到哪

一些資訊呢？ 

【受訪人-李香潔】：那剛剛其實我有提到在平時作為的時候呢，我們會介紹我們中心的災害情資網

網站，那災時的時候，我們就一定會介紹，另外一個也是我們中心的產品叫做 NCDR LINE 那我相信

也是有另外另外一位組長來介紹過，那 LINE 它之所以跟剛剛的災害潛勢地圖不一樣是災害潛勢地圖

他是平常去看家裡附近有沒有風險，所以他大部分是靠那個科學模式去模擬，那可是如果你真的發生

災害的當下，其實你會更需要即時發生什麼事情，我的監測，那所以呢我們就會有這個NCDR的 LINE，

然後呢當然就是如果聽眾有興趣的話就是在 LINE 裡面就是打那個小老鼠，@NCDR，然後就找的到，

那現在他其實已經有，我們是每一年都會看狀況，一直在增加那個是警戒的那個類別，那到現在其實

我們已經會已經增加到 43 個，43 種，所以就是其實聽眾最在乎什麼呢？例如呢？會不會停班停課？

這個當然就一定有，對，然後譬如說停車的資訊啊。然後有沒有洩洪等等，這些其實在上面都會有的，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你不用在不同的，因為每一個這個警戒的訊息，它負責的單位都不一樣，那所以就

是說，好處就是說你不用去各個單位想辦法去收集，而是直接從這個單位，我們中心的 LINE 就可以

全部得到，然後，它都是官方的訊息，那所以就是說我們在災時作為不管是對哪一個對象我們就，一

定會介紹這個 NCDR的 LINE，那在給機構的部分，就是我們通常會再提醒他們要做那個物資跟交通



的確認，因為如果真的需要離開機構的話，其實交通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對，那他們就常常會依賴什

麼復康巴士等等的，那個都是需要量、總量跟時間，都是要考慮，所以就是說，其實物資跟交通在平

常也會建議他們要準備好，可是真的發生的時候，他們就要趕快去聯絡，確認那些交通工具都到的了，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是叫做通報，那通報其實現在其實各縣市蠻多縣市他們會直接，就是由縣市的社會

局或社會處，就是統一，就是讓這些機構用，其實他們也嘗試用 LINE 就是通報給社會局，說我這邊

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那所以其實各縣市現在蠻多是這樣子做的，那其實這個也是是要讓，就是聽眾，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如果你有親友在機構的話，就是要確認一下，真的發生災害的時候，到底他們能

夠怎麼樣處理，就是可能他們至少要知道通報到哪個單位，這個會對於親友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那

當然就是說，假設我們今天的對象是一般民眾，我們通常都會建議，說你手邊一定要有你知道發生災

害，你可以聯絡的對象，那如果說像我，其實大都會我比較懷疑能不能找里長，但是如果是那個，就

是鄉下地區，他們里長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大都會，當然就是說因為人太多嘛。所以最好的

是可以找親友，然後有人可以幫你，可能會比找里長好，因為里長畢竟要負責這麼多的事情，所以就

是說，其實通報這個事情，我們對一般民眾，我們也不會講通報這兩個字，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說，你

真的發生災害，你知不知道你要找誰，然後當然就是還有，我們還有一些主題，像是避難收容的意思，

就是說你真的，譬如說以機構來講，如果你真的需要去別的地方，把你的住民撤離到別的地方的話，

那個地方的環境可能你就要考慮是適合這些住民的，例如說假設他需要臥床啊，那可能你就不適合把

他帶到體育館躺在地上這樣子，所以現在很多的做法，就是可能跟其他的機構有一些合作，然後就把

這些住民送到別的機構，暫時的送到別的機構，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這些發生就是災害，真的發生了

後，我們災害結束後，我們去思考說這個過程有沒有什麼是我們這次做得不太好的，然後我們下次可

以改進，那這個就叫做復原與檢討，所以大概會有這些工作。 

【主持人-歐啦】：好的，ola 好學生呢要來覆誦一下老師，來老師來看一下我剛剛有沒有學習有沒有

講錯的地方？我們在這個災時作為的部分呢，我們就可以獲得這個比如說掌握即時資訊物資跟交通工

具、通報、避難還有這個復原工作的部分對不對？ 

【受訪人-李香潔】：對，然後其實所以像這些對於一般的民眾也都是，主題本身都是都是一樣，都

很重要，那只是在操作細節上就會不太一樣。 

【主持人-歐啦】：那所以像我覺得這個算是真的是大大的協助了大家就是進行一些災害管理計畫，

那我想請問一下，所以目前台灣是否已經有蠻多這種，比如說長照機構在使用你們的這些資源了 

【受訪人-李香潔】：對其實也要滿感謝，就是各個縣市都很支持啦。那因為我們這個平台並不是一

個硬性要求要使用的平台，但是有些縣市，他就會希望他們的機構能夠用，那所以我們大概就是有去

統計了一下，台灣大概有 2300 多家機構，然後大概有 74%以上都有用這一個 

【主持人-歐啦】：那很多欸。 

【受訪人-李香潔】：對，就是其實是蠻多的，所以就是要謝謝大家的支持，但是當然就是我們希望

他的目的是讓大家可以很快速的知道要做什麼事情，然後就是比較不要像是無頭蒼蠅這樣子 

【主持人-歐啦】：而且我其實自己真的有很認真的上去看，超有邏輯性的。 

【受訪人-李香潔】：謝謝。謝謝。 

【主持人-歐啦】：非常的清楚。那組長，我想請問一下，是不是除了這個長照平台，您最一開始其

實也有講到說，你們除了針對這個長照之外，其實你們也有針對，就是居家身障者的對不對？ 



【受訪人-李香潔】：對，就是我們其實居家身障者是叫做防災無障礙網頁，那所以如果大家直接

google 防災無障礙也找的，那或者是從防災易起來裡面去點選都可以，所以它這個網站就是比較是

針對，就是身心障礙者，目前是有肢體障礙者跟那個聽覺障礙者，那視覺的部分，因為它的作網站的

難度比較高，因為它就需要很多的無障礙的規範，那所以我們是預計可以在明年把它做出來，那不過

今年底就是我們還會有，剛剛提到的，就是針對一般民眾的部分。 

【主持人-歐啦】：所以其實像如果是在這個居家身障者他是不是也是大概會像剛剛一樣分為比如說

平時跟災時一些注意的事項嘛。 

【受訪人-李香潔】：對，那所以就是說，如果是居家身障者，其實他的主題，就如果大家進去看，主

題都很像，那只是就是說，例如說我們在那個物資準備的部分啊。我們就會特別去提醒輔具的部分，

那例如啦。例如說我們會提醒，就是說你可能因為身障者，他可能有一些輔具，他雖然說隨時帶在身

上，可是在睡覺的時候，他會把它拿起來，那例如說像助聽器好了，我們就會提醒說，欸你可能睡覺

的時候拿起來，放在旁邊的小櫃子、小桌子上面，那我們就會建議說一個比較簡單的是，你就放就放

一塊布，或者是一個什麼防滑墊，然後你的助聽器放上面，那今天如果不幸的發生很大的地震，它就

不會說掉到你很難找到，他就會有這些其實是很容易做到，然後又是就是這些，讓你可以做到的，又

不會影響你既有的生活太大的一些小撇步。 

【主持人-歐啦】：真的欸。其實這個很細節可是非常、非常重要。 

【受訪人-李香潔】：對，然後還有就是例如說像輔具啊，假設怕說停電什麼都看不到的時候，其實

我們也會建議，就是貼那個發光貼紙，那其實我們有發現，現在還蠻多身心障礙者，他們在平常就已

經會貼那個發光貼紙了，那當然就是說，他們的目的可能比較是說他出去在路上，不會被撞到什麼的，

那可是像這樣子一個很簡單的行為，就是它也可以幫助他，在大地震後停電的時候，找到他的輔具。

就是會有這些細節的建議。 

【主持人-歐啦】：真的很貼心耶。不過我在看這個就是你們的，這個就是針對這個身心障礙的這個

平台的部分的時候，我有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我想要請問一下，什麼是肢體障礙者，或者是聽覺機能

障礙者的這個防災萬年曆，這個萬年曆是什麼呢？ 

【受訪人-李香潔】：我們其實一開始在做這個肢體障礙者跟聽覺障礙者的防災知識的時候，我們也

是想做手冊，那因為我們有發現說國外其實已經有一些這樣子的一個手冊，那可是後來我們就想說，

手冊的部分，其實感覺就像一本書，還蠻大家可能就會不想去看這樣子，那所以我們就想到說，如果

是做成像是月曆的形式，那月曆的形式為什麼它又叫萬年曆呢？因為我們是想說把有用的知識集中成

31 頁，31 頁就是說你一個月最多就 31 天嘛。所以就是說你，其實譬如說我這個月，從一月一號，

從這個月的一號到最後一天，我一天看一頁就好，那我 31 天，我是不是就全部看完。 

【主持人-歐啦】：聽眾朋友可能會聽到我有窸窸窣窣的聲音，因為其實呢我正在現場打開我們的萬

年曆。 

【受訪人-李香潔】：對，然後它其實目的就是說，現在的人都不太喜歡看書，然後其實一天就是看

一頁，那一頁，如果說 ola 現在翻開嘛，其實一頁的內容都不是很多。 

【主持人-歐啦】：而且我跟大家講，非常多可愛的圖片，好可愛喔。 

【受訪人-李香潔】：對，那所以就是說當你一個月看完以後，可能我下個月我不想再看了，我就放

著，可是我可能過一兩個月，我又想再複習，那我就可以再看一次，那它其實因為它的那個月份跟日，



是分開的，就是說你可以隨著每個月、幾月、幾日就去調整，所以就變成說它是萬年曆的意思，就是

說你每個月都可以去看它。 

【主持人-歐啦】：原來如此，而且聽眾朋友，我現在就是在這樣子翻我們的萬年曆，真的非常的棒，

因為像他其實都有做一些很很清晰、可愛的表格，比如說有緊急避難包的部分，你們還會幫大家就是

列出來，那你就可以自己時不時去 check 一下說，這上面的東西我有沒有或者是緊急聯絡網就可以

讓你在上面寫一下你的第一緊急聯絡人啊或者是親友等等，非常實用欸。 

【受訪人-李香潔】：那，這個萬年曆其實它的大小不會太大嘛，那它的有個目的就是說，因為可能

聽眾，現在多數的聽眾會有會有一個會聽過一個詞叫做防災包，那防災包，它的目的就是說，你真的

很緊急，需要馬上離開家裡去外面避難的時候，你可以隨手趕快把它那個包帶走，那所以它裡面會有

一些，你覺得出去一到 3 天，你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就放在裡面，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有個想法，就

是這一個萬年曆的大小，它其實也是容易放在防災包裡面帶走的，所以當你把比如說緊急聯絡電話，

什麼、什麼都寫在裡面的時候，其實你就可以直接帶走了 

【主持人-歐啦】：對，而且像上面，我覺得你們真的有給了非常多的資訊，這個不管是災前還是發

生災害的當中，真的都還是蠻重要的小幫手耶。而且像我現在翻到呢就是可能你們也有講到這個輔助

設備，比如說輪椅的部分，有哪些地方可以多多注意、多多 check，真的是非常的詳細，哇好棒喔！ 

【受訪人-李香潔】：謝謝。 

【主持人-歐啦】：而且。這個美術設計我一定要再強調，設計的非常好。 

【受訪人-李香潔】：我們也覺得 

【主持人-歐啦】：哈哈哈不過那組長最後呢我想要再問你一個問題，聽說我們的這個身障防災萬年

曆有獲得聯合國支持無障礙計畫 zero project 的獎項肯定，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受訪人-李香潔】：對對，這個其實過程也是蠻有意思的，就是我剛好去年在網路上有發現 zero 

project 這個組織，那因為其實我們也是在設計這個防災萬年曆後，我們才接觸身心障礙者這一塊，

那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發現說，欸這個 zero project 組織非常好像非常的龐大，然後我們去看了他的背

景，真的非常的龐大因為它到現在有超過，就國際上有超過 100 個國家，然後超過 650 個各式各樣

的組織，以及超過 6000 位的專家都在裡面。那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國際組織，然後他在 2015

年開始就辦這個像是競賽的，這個就每一年都有這個競賽，那我們那個時候就想說或許可以來試試看，

那它的領域，其實不只防災，是非常多樣的領域，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想說，就把這個身心障礙的萬

年曆就把它就是就試著去比比看，然後就沒有想到就獲獎，那其實它那個經驗還蠻有意思的，因為我

們獲獎以後，其實才發現它是聯合國支持的一個，它那時候本來是覺得它很是一個很大的國際組織，

沒有發現它是聯合國支持的，那獲獎後我們才發現。那更有意思的是它是要去聯合國受獎，那它是在

維也納分部，所以我們在今年二月的時候，我們就是有去維也納參加他這個受獎的典禮，這樣然後也

有在那一個，它其實是用一個研討會的方式舉辦，那也有在這個研討會裡面去分享我們這個發展，這

個萬年曆的過程，那其實它這個獎項它會很重視一件事情就是呢，有沒有人在看這個萬年曆，就是它

的應用的部分，那所以因為其實我們中心在發展這些這些產品的時候，我們其實都是蠻重視這塊，就

是希望說我們的，我們發展的東西是有使用者的，那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也有跟他們分享說，我們在整

個過程，我們是邀了很多的 NGO 跟身心障礙者來，來幫我們看這個內容，然後最後我們其實也都是

給了就是超過 300 個 NGO 然後還有就是超過 3500 個家庭這樣子的一個萬年曆，那所以我會覺得就



是，為什麼會獲獎，除了它的 idea 跟設計的內容以外，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蠻重要的就是你在發

展的過程有沒有邀請身心障礙的人來給回饋，然後以及它最後有沒有被使用，這兩個其實也是蠻重要

的。 

【主持人-歐啦】：你看我們聽完這集，突然覺得很感動我們這個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真的很用心，我

真的覺得剛剛翻完，真的覺得你們獲獎，我是我覺得是實至名歸。 

【受訪人-李香潔】：謝謝，謝謝。 

【主持人-歐啦】：所以呢今天聽眾朋友，我們今天跟香潔組長一起學習了，在他們的這個防災易起

來，有針對長照跟這個居家身障者的這個平台，那如果你們家有長輩，或者是也有這個居家身障者，

都可以真的去好好的使用，因為真的邏輯非常的清晰，然後呢，again 我一定要再說一次，這個萬年

曆設計的真的非常好，淺顯易懂，然後又真的很實用。ok 今天謝謝香潔組長來到我們的這個生活 In 

Design 來跟聽眾朋友說一下再見囉。 

【受訪人-李香潔】：好，謝謝 

【主持人-歐啦】：生活 In Design，那我們明天再見。 

 

<逐字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