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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yphoon Morakot, the Government proposed the ‘Permanent Re-housing Plan after Typhoon Morakot’ and the related

reconstruction and resettlement policies for the resettlement of the affected resi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land was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ermanent housing was contributed by civic groups. However, after

the resettlement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permanent housing, they have to face many problems about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fe.

Therefore,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understand whether or not it needed to make more arrangements when the permanent

housing was completed? Or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any detail that should have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irst of all, the present

study aims at understanding the definitions of housing quality and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and gathering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 domestic studies into post-disaster rehousing and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cases of post-disaster rehousing.

The present study discusses three cases of resettlement area, including Shenmu Community in Nantou County, Lily Tribal in

Changzhi Township in Pingtung County and Lina Village Tribal in Pingtung County in order to firstly understand the geographic

profile of the resettlement areas, house design, public facilities, rehoused populations and other basic information and secondly

conduct resident interviews and on-site investigation to understand the residents’ housing quality and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and then collate and analyze the survey results. Lastly, according to the above survey, it shows that most residents consider that there

are not enough rooms in the permanent housing, that public facilities are constructed too slowly and that the hardware of the

permanent housing is poorly designed. In the coope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settlement area between the Governement and

civil organizations, both of them need to not only keep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residents but also jointly coordinate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residents’ rehousing; as to the aspect of house design, they shall also respect the real needs of the ethnic

culture and life of the rehoused residents to give a more flexible space design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residents’ daily life; in addtion

to the house desig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the landscape planting, the life counseling after reconstruction are parts of

the consistent operation. Therefore, it needs to prepare a detailed plan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residents’

sense of identity and unity towards the new community and their affection towards the permanent housing and help them become

willing to start their new life in the new home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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