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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

防災人員

•協助社區
防災

•反饋第一
線實作經
驗

•善意支持

民眾

•瞭解坡地
災害風險

•資訊取得

•正確決定

•善意支持

媒體

•協助宣導

•公告緊急
資訊

•善意支持

學界

•理論基礎
的實作

•使用、應
用與擴充
知識庫

•善意支持



媒體傳播可以幫什麼忙？

傳播不是只有媒體
媒體不是只有新聞



傳播

• Harold Lasswell提出的5W傳播模式（參見圖1-1）：誰、說了什麼、
透過什麼通道、向誰、產生何效果（WHO says WHAT through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

•意義建構與分享的行為



傳播

•新聞

•媒體

•公關

•廣告

•語藝傳播

•人際傳播

•小團體傳播

•組織傳播

•文化

•中介傳播

•健康、風險傳播

•社區傳播

•整合行銷傳播

•還有很多喔～～



整合行銷傳播
（Shimp, 2000; 張郁敏, 2005；鄭自隆，2021）

•影響行為

•以消費者或潛在消費者為
出發點

•運用接觸點與傳播接觸形
式

•傳播工具達到綜效

•建立關係

•口徑一致

•消費者創造

•非預期接觸點

•數位整合



傳播與日常生活：
無所不在的傳播

去買飲料買什麼？



怎麼說我們的坡地災害故事



我們也有不同的接觸點



水土保持季刊第36期



什麼都有，
要怎麼讓人（很多種喔）

近用、使用



案例介紹：
日本關東大地震100週年



日本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地震是哪

一場地震？發生在哪一年？有多少人

死亡？





1923関東大震災 0’59’’（大正12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3iZYC5rYlc&t=134s


我們都快忘記921
近百年的大地震

我們為什麼要認識它們？



媒體可以幫什麼忙？

台灣 日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qnJFZUYvAk


產、官、學、媒體合作的開始：
8K高精細color化

http://ex-ceed.co.jp/index.html/8kactivity.htm


哪台灣媒體呢？
他們做了什麼功課



https://www.cwb.gov.tw/V8/C/E/EQ/EQ110103-1024-131134.html


1024剛開始最常有的報導

災情 0’54’’ 2’0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e2zVNRteY


災難各階段需要的資訊

災難階段 平常期 警戒期 災難發生期 復原復興期

對策，目的 預防對策 準備 應急對應 復原復興對策

居民資訊 發佈必備常識
與生活需知

預警報
災害因

災害因
疏散指示
行動指示
損害資訊
安全資訊

生活資訊
行政的災害支
援

組織資訊 被害想定、
防災計畫、
行動手冊

災害因、
損傷預測、
通知相關人員

損傷資訊的收
集與傳達、
、召集相關人
員、人員的安
全資訊、與其
他機關之間的
支持請求、及
活動協調

維生管線（Life 
line）恢復資訊、
因應對策的新
聞發佈

資料來源：中村功（2008）



媒體的任務：
注重正確、當地民眾需要的報導

跑馬燈、網站、Social Media



媒體的正面功能

•平時防災--避免normalcy bias

•災害預報--有效傳達資訊

•災害現況--避免donut effect

•災害期間生活資訊

•災難分析—肇因，責任，應變

•災後撫慰--陪伴



還有什麼方法能讓大家重視風險



為什麼「他們」不在意風險

•天佑台灣 Normalcy bias（正常化偏見）

•千鈞一髮 Near-miss

•茫然無知 Information gap

•聽天由命 Fatalism

•饑寒交迫 Priority（優先順序）



還有什麼方法能讓大家重視風險

動動腦尤其是年輕人、新住民



不同族群

•新住民真的很重要

•整條街上就他一個年輕人



年輕人喜歡嗎？



身為閱聽人你要做的事

•瞭解自身環境

•瞭解潛在危險

•討論情境

•應變對策

•回饋媒體

•幫助別人



自己的命自己救
防災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防災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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