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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地震─災後城市建設之挑戰 

吳宗榮  

 

台南市政府吳宗榮副市長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國立台灣大學土

木工程所碩士、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工程科技研究所博士，民國 63年全國公務人

員高等考試環境工程科優等及格，自民國 68年進入公職至今 36年，分為 2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在高雄市政府期間步步高升，從工務局副工程司、環境保護局技正兼廠

長、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正工程司兼污水處理廠廠長、工務局副總工程司兼污水處

理廠廠長、環境保護局簡任技正兼任垃圾焚化廠籌備處主任統籌焚化爐興建事宜、

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廠長、工務局總工程司；第二個階段民國 93年獲得台南

市許添財市長賞識升任台南市政府工務局局長，並於民國 96年獲選為全國模範公務

人員，民國 98年則榮獲台南市第一屆政風績優人員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

程專業獎章，台南市升格後賴清德市長繼續委以重任，並於民國 102 年度再度獲選

為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傑出校友」。2016 年 2 月美濃地震發生時擔任台南市政

府工務局局長，因此擔負起地震緊急救災的責任。 

吳副市長一生公職不伎不求，所擔負的責任都是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工作，經常

處在「有功無賞，打破要賠」的境遇，仍始終堅持以「積極革新，無懼艱困的拓荒者」

自許，一路克服考驗，甘之如飴，總算稍有績效。台南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之際，

各項建設亟待整合，政策執行千頭萬緒，更需加強原縣市工務單位的協調溝通，期以

創新作為與國際接軌，值此重要關鍵時期，吳副市長受賴市長唯才適用理念感召，繼

續肩負起推動大台南建設之重任，以服務民眾為優先考量，延續加強基礎建設、提升

管理效率，並用人唯才，開創國際視野，以創造優質大台南的永續競爭力。 

除賡續辦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及轄內道路興闢、拓寬工程，以改善交通瓶頸，

提升道路服務之水準。同時，加速闢建南科聯外道路，提升台南市經濟發展競爭力；

全力推動台南市鐵路地下化，均衡都市發展、提升都市土地利用價值等，以積極作

為推動開發各項重大建設，展現各面向之發展效益。此外，為完成「還給市民平坦

道路」的政策，嚴格落實路平專案計劃，打造車行路平、人行無礙的無障礙城市，

並強化道路緊急搶修與搶險效率，以保障市民用路無虞；並建構節能減碳設施，營

造低碳綠能城市，加速環境綠美化，改善公園各項設施，締造優質低碳生活休閒空

間，並落實行政院核定「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打造台南市為低碳城市。 

公職生涯中，吳副市長總是做別人不想做的、不願意做的、但求盡己所能的心，

造就了生命中很多的「第一」---第一個整治愛河污水、第一個在高雄興建焚化爐……，

這些看似不可能的艱辛任務，如今都為當地市民帶來生活上的極大便利與幸福。 

 

天災是無法預知的苦難，但環境變遷引發的颱

風、豪雨、地震等天然災害與日俱增，對人民所造

成的災難更是日漸加深、損傷嚴重；個人深暗未雨

綢繆的重要性，因此，除了積極建設各項公共建

設，例如：民國 98 年的八八風災，因為工務局在

颱風未發生前就將低窪地區的抽水站全數建置完

成，並事前妥當佈設移動式抽水機及完成區域排水

及排水箱涵清淤工作，使得台南市成為八八水災中

唯一零傷亡的縣市；同時，工務局係全市建築物主

管機關，為了因應震災的救災工作，平時除有效掌

握台南市建築物災損情形，建置建築物災情通報機

制，並設置通報專線(06)6324141，可提供市民及

各級災情通報，於第一時間通報工務局執行危險建

築物緊急評估作業，此外每年均動員建築師公會及

各專業技師公會辦理災害後危險建築物動員演

練，以及邀集各區公所里幹事辦理災害後危險建築

物緊急通報講習作業，以加強工務局同仁在災難發

生時的應變能力，而這些作為，在 2016 年 0206

美濃地震時，就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美濃地震發生當時，其中最大災情為建築物及

相關附屬設施倒塌、損壞，地震後本人旋即指揮於

當日 9時動員台南市建築、土木、結構、大地技師

公會，參與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作業，並於

危險建築物上張貼紅、黃單危險標誌，避免餘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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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及民眾造成更大傷害。而為因應整棟倒塌的

維冠金龍大樓支援救災工作，工務局立即於 2月 7

日成立維冠金龍大樓搶災工程臨時工務所，每日指

派 1 名簡任級主管擔任帶隊官，並指派各單位主

管，每日分 3 班 24 小時於臨時工務所輪值，督導

大樓拆解施工進度及各單位協調聯絡。另考量拆解

後產生的大量營建廢棄土石方堆置問題，工務局亦

設置維冠大樓後續拆除物土石暫置地點，並派員駐

守。而本次救災特色是首次結合消防單位、工務單

位、技師公會、營造公會聯合救災，亦是首次投入

大鋼牙救災，而每部大鋼牙均有搜救人員及專業技

師配合搜救任務，徹底將理論及實務的結合應用在

臨場救災上，其救災時序可分為初期 8小時→黃金

72 小時→拆解 180 小時→拆除 192 小時→搶通

216小時，而 2月 7、8日 2天(黃金 72小時)主要

工程內容，經各單位的協商，負責包括搜救單位、

家屬等意見，但仍以搜救工作為主，現場工程重機

具則主要仍是以支撐建築物及清空搶救通道，全力

配合搜救工作執行。 

2月 9日 6時開始進行建築物大規模拆解工程，

並分南北 2側工地同步施工，陸續從上層 H棟、I棟、

B~E棟等開始進行拆解，之後亦陸續進行 A、F、G

棟拆解工作，工程因配合活體跟大體搜救工作，進度

較為緩慢，且部分位置需向下挖到 2.5公尺深，因此

工程一直持續到 2月 14日凌晨 3時才全部完成地上

物清除作業，歷經 192小時完成維冠金龍大樓拆解工

程，整個工程動用超過 400 人次專業及技術人員、

1,000部次工程機具車輛以及 2,000車次營建廢棄土

運載，其緊急動用工程資源程度可見一斑。此外，配

合市府前進指揮所每日辦理 4場搶災說明會，工務局

亦隨時備妥相關說明資料，並責由本人或代理人親自

向家屬說明、安撫，救災思維全力到位，並於 216

小時完成永大路二段道路搶通作業。 

接下來，因地震造成自來水地下管線到處破管

漏水，部份地區甚至十幾天無水可用，工務局主動

告知自來水公司，須善用台南市道路挖掘管理

APP，查詢搶修地點管線圖資及各管線單位電話，

可立即辦理現勘相互協調搶修配合問題，解決缺水

急需，並避免搶修時誤挖電、天然氣、電信、寬頻

及路燈等民生管線危機，其中 2 月 16 日~2 月 24

日(約搶修 9 天)由自來水公司進行永大路二段自來

水管(2,000mm)搶修，2月 25日~3月 5日(約搶修

10 天)其他管線【中華電信(光纖管及用戶管)，台

電公司台南區處（低壓管），台電公司嘉南供電處

（高壓管），大台南天然氣(中、高壓管)，自來水永

康服務所（150mm及 300mm用戶管），寬頻管，

農田水利會(給水管)、水利局(雨水管)、交通局(號

誌管)、永康區公所(路燈管)】完成。 

現場救災工作告一段時後，工務局隨即全心投

入後續復原與重建工作，其中，因台南市原屬濕地

潟湖等地形逐漸淤積而成，在受到地震的影響許多

地方都出現「土壤液化」的現象，包括安南區、新

市區、中西區、北區及永康區等，建築物地板隆起、

下陷等，受到土壤液化影響導致建築物不均勻沉

陷，部分的房子甚至傾斜沉陷 30 公分到 1 公尺

等，嚴重者建築物傾斜龜裂致無法使用。要徹底解

決土壤液化致災問題需仰賴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民

眾三方面的配合，並非一蹴可及，但著手研擬計畫

刻不容緩，因此，台南市政府已邀集專家學者及建

築、土木、結構與大地四大技師公會共同協商，定

期召開「土壤液化地區災後復建行動會議」，至 4月

為止，共召開 5 次會議研議土壤液化致災之處置方

案。目前台南市土壤液化潛勢圖精度不足，現階段

已委託國立成功大學研究團隊蒐集受災區現有鑽探

點位與資料並進行分析，再進一步決定所需增加鑽

探數量及點位，並進行土壤液化分析及液化土層判

釋，以期能對台南市之地質現況建置一全面性且詳

細之資料庫，做為後續都市發展規劃及防災計畫擬

定參考依據，並針對高液化潛勢區擬定管理對策。 

另外，本次地震有許多老舊建築物受到損害，

經統計本市 1997年 5月前興建之老舊建築物共有

約 16 萬棟，其中 8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建造

執照之 6樓以上合法建築物，且作為住宅使用之比

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之建築物符合老屋健檢資格，初

步評估約為 1,761棟。目前配合中央政策，將優先

針對私有住宅大樓，請建築師及各相關技師公會，

配合進行老屋健檢。而針對有安全疑慮的大規模建

物，考慮研擬以都市更新方式，補助民眾辦理建築

物整建維護耐震補強或拆除重建，同時也將持續檢

討簡化程序以加速辦理都市更新。另外如學校、市

場及活動中心等公有老舊建築物，此次災損也很嚴

重，台南市將檢討縮短及簡化申請及辦理程序，積

極爭取中央經費辦理補強或重建。 

台灣位處地震帶上，鑒於近期日本及台灣發生

多次大規模之地震，有關防災對策之制定及推動已

成為重要議題，台南市自 2009 年開始配合中央政

策持續並分階段性推動災害防救深耕計畫，計畫中

即含括地震災害評估及防救災檢討規劃，此次

0206 地震所造成之災害，及救災過程中所遭遇到

之問題等，將回饋資訊至該計畫中進行檢討修正，

以期確實反映本市災害發生情形，有效規劃防救災

對策，讓台南市在經歷磨練後更加堅強，並期許能

結合政府、學術及民眾等各方領域的力量，胼手胝

足創造安居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