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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莫拉克風災後，政府為安置受災居民提出「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性安置住宅計畫」等相關重建安置的政策，主要採政府提

供土地，民間團體認養永久屋之興建，以解決災民安置問題，但居民入住永久屋後，遇到一些生活上空間問題，引發我們

想去了解災後安置區之規劃設計及居住品質議題。 本研究蒐集國內外災後安置住宅案例，並以南投神木社區、屏東長治百

合部落與屏東禮納里部落三處安置區進行研究，除了解三處安置區相關基本資料，並進行居民訪談以了解居民居住品質，

以實地勘查進行用後評估，最後對調查結果歸納分析與釐清居民入住永久屋後的生活課題。 藉由上述研究後得知中了解，

多數居民認為永久屋的房間數量不足，公共設施興建緩慢，永久屋硬體設備設計不良或不足等問題，固建議在政府與民間

組織分工合作興建安置區之時，不僅應與居民有良好的溝通管道，民間組織與政府也需要共同協調居民安置等相關問題；

家屋的設計方面，也應尊重安置居民族群文化與生活的實質需求，給予更彈性的空間設計，讓居民運用更加方便；不只是

家屋設計，公共設施的興建、景觀綠化、重建後生活的輔導，都是一貫性的作業，應在興建之前，作詳細的規劃，才能讓

災民對新的社區有向心力，對永久屋有情感，並願意留在新故鄉重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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