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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莫拉克颱風於本（98）年 8 月 8 日重創台灣

，各國紛紛表示援助之意，惟外交部以電報

公文通令駐外館處，聲明現階段不需國際救

援。外交部決策及各機關所列救援物資需求

，涉有草率、延誤等情乙案。 

貳、調查意見： 

莫拉克颱風自 98 年 8 月 6 日影響臺灣東部，次日自

花蓮登陸，外圍環流帶來大量降雨，南投、嘉義、台南

、高雄、屏東及台東等縣市均豪雨成災，嚴重淹水及土

石流造成人員傷亡、農產及房屋等財產之重大損害，道

路及橋樑中斷致搶救人力、物力無法深入災區，受災縣

市山區村落不乏斷訊斷援，形成孤島。高雄縣甲以鄉小

林村於同年月 9 日上午傳出走山崩塌因而埋村，數百人

亟待搶救，情勢危急。同年月 10 日起，外交部陸續收到

來自各國關切、慰問、提供捐款、願意提供協助的訊息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代理處長 11 日上午致電外交

部夏○○次長，表示願意提供協助。外交部立即聯繫相

關機關及展開作業，惟該等聯繫處理引發批評、誤會，

違失情形如次： 

一、外交部接獲美方詢問後，向國安會報告，而未依行政

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函頒之「國際救災支援配合注意事

項」作業程序辦理，洵有違誤。 

(一)按災害防救法(97 年 5 月 14 日修正公布)第 23 條:

「為有效執行緊急應變措施，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

施下列整備事項：……八、國際救災支援之配合。

……前項所定整備事項，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

該災害防救計畫。……」同法第 31 條第 1 項：「各

級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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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依其權責分別實施下列事項，並以各級政府

名義為之：……九、國外救災組織來臺協助救災之

申請、接待、責任災區分配及協調聯繫。」對緊急

應變所需之國際救災支援之申請、配合、整備等事

項定有明文。 

(二)復按 88 年 921 大地震時，已有國外救援隊前來支援

救災，外交部為處理國際各界捐贈救援物資，於 90

年 9 月 4 日外（90）總庶字第 9034004212 號函訂有

「國外緊急救援物資處理作業規定」，94 年 8 月 10

日外禮三字第 09430068850 號函復訂定「外交部因

應重大災害接收及提供外國援助作業要點」，針對

提供外國救災援助及接受外國援助，包括國外救援

物資及國外救援隊等，律定該部緊急應變機制，並

以主任秘書為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惟前揭外交部

所訂定作業規定及作業要點關於該部接收外援如何

與中央災害防救會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銜接作業並未具體規範。行政院災

害防救委員會即鑑於 921 大地震救災當時指揮、聯

繫、協調等機制未盡完整，加上現場救援作業執行

、醫療救護等問題，為有效協調國際救災支援，使

能配合我國應變作業，並汲取國外嚴重災害時，大

量人力、物力緊急進入之整合與協調經驗，於 97

年 9 月 17 日以災防整字第 0979970076 號函訂頒「

國際救災支援配合注意事項」，因其為跨部會共同

研訂，外交部等相關部會及縣市政府派員共同會商

，訂定後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函頒自即日起生效

並請查照轉知所屬，自應遵照其作業程序。 

(三)「國際救災支援配合注意事項」第三點律定接受國

際救災支援之時機及程序如下：「國家發生重大災

害，依現有救災能量無法及時、有效處理，而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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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情形之一，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向行政院

災害防救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報決定同意者，得接受

國際救災支援：（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考

量災情規模及現有救災能量，有交外交部主動向外

國政府、非政府組織或國際組織請求支援救災必要

時。（二）外國政府、非政府組織或國際組織主動

提出救災支援，經外交部接受通知，轉陳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指揮官時。」此次莫拉克颱風造成災害，

外交部於 98 年 8 月 11 日接獲外國主動通知，應即

轉陳當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范○○指揮官，再由范

指揮官向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邱○○主任委員陳

報，由其決定是否接受國際救災支援。 

(四)惟查，外交部總收文於 97 年 9 月 18 日收獲上開行

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檢送該注意事項函文，送至禮

賓司由司長、副司長閱後交由該司第三科辦理，該

科科長交由潘○○主事簽辦，潘員以內容無立即性

，且司長、副司長未特別批示後即存檔，未作會辦

其他單位等處理。外交部歐○○部長因出席國外會

議於 98 年 8 月 10 日公出，夏○○政務次長於同年

月 11 日 8 時許，接獲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代理

處長電話表達美國願提供協助，即指示其辦公室陳

○○專門委員向國安會報告上情及美方想要瞭解我

國需要何種協助，外交部如何知道實際需求，以及

外交部之中央聯繫窗口為何；與陳○○專門委員電

話聯繫之國安會蘇○秘書長辦公室黃○○主任，基

於國安會因反恐業務與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常有

聯繫，且該辦公室確有參與災害業務的聯繫，乃請

外交部以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張○○主任為聯繫

窗口，黃○○主任亦於該日 8 時 51 分聯繫張○○主

任，請其協助外交部。黃○○主任事後，曾向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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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報告上開情形。該日 9 時 5 分，外交部陳○

○專門委員致電張○○主任，陳○○專門委員及夏

○○次長於該次聯繫中，委請張○○主任代為洽詢

有無需要外國援助，尤其是人員與機具方面。該日

9 時 2 分，因消防署黃○○署長會議中，張○○主

任未聯繫上。9 時 10 分，張○○主任與黃○○署長

電話聯繫外交部委請事項。上開通話之時間及通話

人，有張○○主任提供之通聯紀錄、說明及蘇○秘

書長、黃○○主任之約詢筆錄為據。行政院副院長

兼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主任委員邱○○亦向本院

表示：「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訂有規定，如有外

援事件，至少要陳報指揮官，但外交部未按該項規

定辦理。」另依外交部提供之相關電報影本及本院

派員無預警前往外交部調閱 98 年 8 月 6 日至 14 日

有關莫拉克水災之電報影本，並查核比對送呈府院

電報記錄簿及該部郵袋室之送文記錄簿，比對送文

紀錄相符，未發現內容係外館就水災援助事項請示

之電報，查核該部亞太司、亞西司、北美司、新文

司收發文紀錄，於 98 年 8 月 10 日前提及協(援)助

救災者，僅有駐美國代表處陳報美國一民間組織表

示願協助救災，但盼我方提供機票之一通電報，未

發現國安會涉入或該(10)日之前已有相關發展。 

(五)經核：外交部夏○○政務次長接獲美國在台協會台

北辦事處代理處長電話詢問我國需要何種協助，即

向國安會報告，其後依國安會黃○○主任告知情形

，透過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張主任聯繫內政部消

防署署長兼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副執行長黃○○

，此一作法不符上開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97 年 9

月 17 日函頒之「國際救災支援配合注意事項」作業

程序，所詢對象亦非負有該項決策權責之人，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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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之處理及決策程序，造成失序、誤解及延誤，

洵有違誤。 

二、外交部面對民眾期盼外援愈為殷切，仍未陳報 T167

號通電「婉謝外援」內容，致府院首長 8 月 13 日尚表

示歡迎各國援助，嗣媒體刊登該通電之掃描圖檔後，

嚴重衝擊府院首長誠信，外交部之處理顯欠謹慎周密

，造成政府形象受損，殊有不當。 

(一)外交部陳○○專門委員於該（11）日 9 時 15 分，接

獲張○○主任回覆其聯繫消防署黃○○署長情形。

該部新聞文化司（下稱新文司）章○○副司長於同

日 10 時 30 分舉行之例行記者會應詢表示，目前國

內資源及應變機制順利進行中，對外國願意援助表

示感謝，如需國外協助，將在第一時間反映。國安

會黃○○主任另鑑於救災資源捐助聯繫窗口尚未完

全建立，遂聯繫張○○主任協助聯繫建立，行政院

國土安全辦公室聯繫內政部、外交部、行政院衛生

署、海基會、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就一般物資、

人力及器材、醫療物資、捐款，分國內、國外、大

陸捐助，彙整「『莫拉克』颱風救災資源捐助聯繫

窗口表」。 

(二)該日 15 時許，夏次長召集沈○○主任秘書、張○○

副會計長、新文司陳○○司長等人開會討論國外捐

款之處理事宜，指示由會計處設立捐款專戶，新文

司通電各駐外館處辦理，並訂定「駐外館處收受駐

在國各界賑濟莫拉克颱風捐款標準作業程序」。新

文司爰辦理該 T167 號通電，並於當（11）日晚間發

出。該次會議及該通電文主要說明捐款之現金或外

幣支票轉交、匯款方式之帳號及後續製發收據，後

段為對外國救援物資與團隊予以婉謝。該電稿由新

文司第三科呂○○科長及王○○秘書擬稿，17 時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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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陳核，由林○○常務次長於 19 時 30 分判行（夏

○○政務次長當時接待外賓），21 時 07 分發出，

此有該電報稿各簽、會辦及核稿人簽註時間可稽。 

(三)前述辦理經過顯示，外交部 T167 號通電確係在行政

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張○○主任回覆渠與消防署黃○

○署長之聯繫內容後辦理。而即使已發出該項通電

，該部仍在 98 年 8 月 12 日 18 時接到新加坡通知捐

贈物資後，即行安排 13 日凌晨接收；14 日接獲以

色列捐贈淨水機與輸送水設備通知，即進行處理。

惟外交部發給各駐外館處之該 T167 號通電「倘駐在

國政府或民間欲提供救援物資或派遣救援團隊，請

貴館處予以婉謝」內容，字義上即為「婉拒」。 

(四)美國國務院 8 月 11 日已公開表示，美國非常關切颱

風對台灣的衝擊，但尚未接到援助的要求，如有必

要，將伸出援手。此時多處災區已傳出嚴重災情，

輿情期盼外援甚為殷切，外交部發言人陳○○12 日

表示，感謝來自國際社會的關心與援助，若有需要

，台灣會向國際社會提出要求，但到目前為止，台

灣可處理救災事宜。行政院發言人蘇○○13 日表示

，政府從來沒有拒絕過國外的援助。馬英九總統亦

於同日表示：「我們歡迎各國給我們援助，……，

如果有其他的援助，我們也非常歡迎。」並於同日

上午指示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主委邱○○要求各

部會提出外援需求，各部會共提出 7 項外援需求清

單，由外交部立即通令外館儘速辦理。14 日國內媒

體刊登外交部通令各駐外館處之特急件通電之掃描

圖檔，輿情譁然，朝野立委痛批外交部拒絕外援還

說謊，且把矛頭指向決策高層。 

(五)經核：依上述外交部辦理 T167 號通電之聯繫及擬稿

核判過程，以及相關人員之約詢筆錄暨書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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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並未事前陳核府院或事後陳閱該號通電，在

媒體刊登該號通電掃描圖檔前，府院首長對外交部

辦理「婉謝外援」通電之過程並不知情，亦未有何

指示。因此，外交部面對民眾及輿情期盼外援愈為

殷切，仍未陳報 T167 號通電「婉謝外援」內容，致

府院首長 13 日尚表示歡迎各國援助，嗣媒體刊登該

通電之掃描圖檔後，嚴重衝擊府院首長誠信，外交

部未及時將實情陳報上級，顯欠謹慎周密，造成政

府形象受損，殊有不當。 

三、經濟部第四河川局所列吊掛 32 噸重救災機具之直升

機需求，係在極短期限要求之下提出，且無前例，作

為已屬積極，尚難課以草率之責。然行政院災害防救

委員會暨相關部會，帄日疏於沙盤推演與狀況模擬演

練，缺乏所需機具設備之型號、功能與規格等基本資

訊，未能有效達成任務，亟待檢討改進。 

(一)98 年 8 月 13 日 8 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由行政院

劉院長主持之第 16 次工作會報，邱○○副院長表示

，總統是日早上來電指示，各部會倘有國際援助需

求者，請立即提出。該中心幕僚參謀組口頭宣布，

請各部會在中午前提出關於外國援助之需求，後因

事態緊急，改為在 20 分鐘內提出需求。其後，該中

心請各部會提出國際援助需求，經濟部災害緊急應

變小組（設於水利署）值班人員謝○○科長，請所

屬單位立即提報需求，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因轄區和

社溪受莫拉克颱風侵襲，造成該溪桐林橋至隆華橋

上下游河段河道土石嚴重淤積及部分河防設施毀損

，為免後續山區降下大雨造成河水漫溢兩岸危及該

河段旁之同富村落安全，急需辦理和社溪桐林橋至

隆華橋上下游河道疏通及搶險作業，至少需 300 型

或 400 型之挖土機，又因台 21 線公路中斷，考量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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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無法通行重機具，故提出能吊掛 32 噸挖土機及

21 噸卡車之直升機需求。爰提出需求一架直升機，

將需求表傳真回報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並於

9 時許陳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幕僚參謀組，該組彙

整經濟部、內政部營建署、衛生署疾管局、環保署

等提出 7 項需求送外交部處理。 

(二)經核：經濟部第四河川局所提列吊掛 32 噸重之直升

機需求，為目前所無機種，惟係在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要求在極短期限內提出，且無前例，相較於未提

出需求者，作為已屬積極，且後續查證過濾應由中

央救災應變中心幕僚及作業群組協助進行，故雖引

起非議，尚難課以草率之責。然本次莫拉克颱風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之相關運作並不順暢，對於救災需

求之提出處於被動，面對如此嚴重災情，災民等待

救援及外國表達協助意願，竟未主動處理，至 98

年 8月 13日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邱○○主委轉達

馬總統的指示，方要求各部會提出國際援助需求。

足見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

相關部會，帄日疏於沙盤推演與狀況模擬演練，缺

乏所需機具設備之型號、功能與規格等基本資訊，

無法檢視需求之可行性，提供必要協助，未能達成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二點所規定「加強災

害防救相關機關之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協調、聯

繫事宜處理各項災害應變措施」、「緊急救災人力

、物資之調度、支援事項」等任務，亟待檢討改進

。 

綜上，外交部於莫拉克颱風重創台灣，接獲美方詢

問我國所需援助項目後，未依既定作業程序辦理，復未

適時陳報該部「婉謝外援」通電內容，造成延誤失序及

損害政府形象，洵有違失。經濟部第四河川局所列吊掛



9 

 

32 噸重之直升機需求，為目前所無機種，係在極短限期

內提出，且無前例，尚難遽認為草率。然行政院災害防

救委員會及莫拉克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相關運作，

未能有效達成任務，亟待檢討改進，以因應未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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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二，提案糾正外交部。 

二、抄調查意見一至二，函請行政院議處失職人員見復。 

三、抄調查意見三，函請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確實檢討

改進見復。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外交及僑政、內政及少

數民族委員會處理。 

 

 

 

 

中     華     民     國  9 8  年  1 2  月   1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