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年「青年好政-Let’s Talk」計畫
現況問題及結論建議

團隊名稱：丙氣凝神，繫心汐新
討論議題：好山好水好安全？山坡地住宅的想像
辦理時間：113年9月14日（星期六）
辦理地點：新北市立達觀國民中小學&小城社區發展協會

1、 「山坡地住宅」現況或問題

（1） 防災安全角度出發，現有山坡地住宅型態作為居住地有些風險。

1. 坡度大、地形氣候較易降雨，為符合地形多做階梯式設計。

A. 缺乏人行道、無障礙設計，日常生活行人行走與車子通行需

注意打滑問題，行人、長輩、身障通行也較困難。

2.社區型態多做集合式住宅、道路狹窄，推測為大程度使用土地；社

區間有物理圍牆、單一出口，推測為管理方便；社區多在民國60、
70年代建成，距今有近40年的屋齡。

A.發生火災等災害，救援與疏散會有困難。

B.在建成的時代背景下，排水系統、防火巷比較少被考量。

C. 更加注意土石流風險、淹水等狀況，水土保持與逃生演練是

社區重要的工作。

（2） 從山坡地住宅防災行動，檢視山坡地住宅社區。

1. 若山坡地住宅社區牽扯「新、老丙建」建案法規轉換，欲重新修整

或開發，面臨新丙建的要求，多會產生責任歸屬的模糊地帶。

A. 「公設」的產權與定義在山坡地住宅有許多尚需釐清，延展至

「防災設施」的維護責任也有許多未取得共識的部分。

2. 社區間，為不同建案與鄰里，災害防治尚無明確的串連行動。

A.無論道路、逃生出口、商店分佈等，目前缺乏整體性跨社區間

的規劃。
（3） 行人與車輛交通安全 :

1. 行人與車輛用的道路大多處於單一出入口，同時在道路設計方
面未給車輛停駛空間，此問題導致停駛車輛與移動車輛容易發
生擦撞。用路人方面因騎樓地狹且人行道缺乏的關係，易造成
行進間的隱憂且遇到緊急狀況時， 消防安全可能難以即時進
場支援。

（4） 機能性與基礎設施 :
1. 公設零碎且商店分布不均，同時社區與社區之間的移動方式並

不互通全面。而在一些基礎建設使用上定位與實際效果並不相
符，例如上午環境介紹中行進的向下階梯 :本身排水設計並不
足夠應對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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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坡地住宅」結論或建議

（1） 山坡地住宅防災安全，需要社區的組織與公民的參與。

1.應鼓勵在地組織（如：學校、社區大學、發展協會、里長等）定期聚會

，討論相應社區事務、社區防災知識教育。

（2） 關於山坡地可優先捲動的公民參與事項思考：

1.可連結現有的社區溝通社群平台，延展更多里民服務（團購、長照、

災害防治與災情控制）。

2.山坡地住宅多離市中心有段距離，可先由「公車路線」或「停車位」

開啟對話，進一步跨鄰里討論，或許有改善道路規劃的可能。

3.關於防災行動，也可以先由「防土牆」的責任歸屬、解方（如：居民合

資、企業或善心人士認養、轉為觀光地或教育地獲取資金等）的討
論，進一步捲動在地居民的公民參與。

（3） 消防安全 -建立短中長期計畫
1. 短期 :定期維護與確認消防安全設施是否完善且能正常使用，

並定期宣導演練防災知識普及。
2. 中期 :將社區內遭遇緊急災害狀況較難快速疏散設施改善或

更換，例如 :旋轉門商討是否更換成柵門或其他方案。
3. 長期 :規劃消防通道並規劃設計住戶逃生路線，最終定點設立

緊急救護站。
（4） 生活機能

1. 短期 :設計與凝聚當地特色物，將其與周遭環境整合成一份屬
於當地的購物地圖

2. 中期；依照當地需求與否考慮增設移動式購物車，保障地理環
境較差者一定的生活機能水平

3. 長期 :設計思考與規畫整合當地特色，將本區歷史脈絡分享出
去，達到一定程度的觀光化。並協調整合當地空間使用，以利
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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