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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新增計畫結案報告 

一、 背景說明 

2004 年 12 月 26 日南亞地區發生相當於芮氏規模 9 的地震並引發

海嘯，造成印尼、斯里蘭卡及緬甸等印度洋沿岸國家極為嚴重的災情。 

本會 2004 年 12 月 27 日發起專案勸募，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重建

計畫執行完畢止，捐款加計歷年利息總收入新台幣(以下同)7 億 8,236

萬 5,752 元，總支出 6 億 7,593 萬 2,393 元，其中因匯率、計畫變動及

利息增加等因素，尚餘 1 億 643 萬 3,359 元。 

秉持專款專用原則，本會與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FRC)

研議，將剩餘款項全數與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FRC)合作

執行南亞海嘯專案新增計畫。新增計畫經提報 2011 年 9 月 20 日第 19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核定通過後，並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南亞新增計畫自 2011 年 3 月 31 日原計畫執行完畢止，結餘款計 1

億 643萬 3,359元；加計截至 2013年 9月 30日止之利息收入 44萬 5,919

元，總計 1 億 687 萬 9,278 元，各項計畫及支出如下： 

(一)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FRC)南亞地區代表處年度計畫，

支出 3,065 萬 1,508 元。 

(二) 孟加拉紅新月會年度計畫，支出 1,655 萬 1,813 元。 

(三) 印度紅十字會年度計畫，支出 1,072 萬 8,028 元。 

(四) 斯里蘭卡紅十字會年度計畫，支出 1,072 萬 8,028 元。 

(五) 馬爾地夫紅新月會年度計畫，支出 1,103 萬 4,543 元。 

(六) 緬甸紅十字會年度計畫，支出 938 萬 2,563 元。  

(七) 斯里蘭卡北部海嘯及戰亂地區復原及教育支持計畫，支出 1,468

萬 8,63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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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FRC)亞太區域備災倉庫支持計

畫，支出 109 萬 7,488 元。 

(九) 綜合業務計畫，支出 201 萬 6,671 元。 

二、 計畫執行成果 

(一)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下稱國際聯合會)南亞地區代表

處年度計畫 

1. 國際聯合會南亞地區代表處以資源及識能匯聚中心的角色，於

南亞地區提供各項資源、輔導區域內紅十字組織各項領域專業

識能，並就近給予相關協助。在本會 3,065 萬 1,508 元的支持下，

南亞地區代表處可進一步協助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及馬爾

地夫等四個海嘯受災國家紅十字會，災害管理、健康照護以及

組織能力建構發展之計畫。 

2. 南亞地區代表處以「提供整合性資源」為目標，整合災害管理、

健康衛生及後勤組織發展等專業人員，組成「備災與恢復力(耐

災)小組」(Preparedness and Resilience Unit)，以「提升各國紅十

字會災害準備」、「強化社區恢復力」及「降低公共衛生挑戰」

為目標，提供海嘯受災國家紅十字會有關協助： 

(1) 提升各國紅十字會災害準備部分 

長程目標：強化及維持國家紅十字會能力，使其有能力在緊急

健康、災害及各式危機中做出最佳應變與措施，並協助社區從

上述危機中恢復生活能力。 

目標 1 

增進組織 SOP、指導方針、系統機制及管理程序，與

適當的應變/緊急計畫，使其有能力確實執行緊急健康

及災害的應變工作。 

作為與結果： 

‧ 拜訪馬爾地夫紅新月會，審視其目前建立的行動計畫及應

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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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加拉紅新月會與 IFRC 駐孟加拉人員成立一策略委員會。 

‧ 針對斯里蘭卡紅十字會發展之水災及登革熱緊急計畫、災

害準備及應變工作大綱等，提供技術性指導。 

目標 2 增加緊急健康及災害應變的人力資源。 

作為與結果： 

‧ 招募一位災害準備領域的專業顧問，加入「備災與恢復力小

組」共同致力發展有關策略。 

‧ 協助孟加拉紅新月會及斯里蘭卡紅十字會培訓推廣傳染病

防治的志工。 

目標 3 
備妥適當的後勤設備及工具，提升緊急健康及災難的

應變作為。 

作為與結果： 

孟加拉紅新月會於境內西北方 Rangpur 城市新設立備災倉

庫，提升寒流來時的整體應變效率。 

目標 4 
保持隨時應變緊急健康及災難需求的能力及機制，並

保有機動性、效益性及持續性。 

作為與結果： 

‧ 南亞代表處持續維持「區域災難應變小組」的運作，並以行

政系統為核心，發展出更茁壯的行政支援系統。代表處亦已

規劃進階課程訓練，為組員複習技能並增加新的概念。 

‧ 適時更新「區域災難應變小組人力資料庫」，目前共有 82

名受過訓練之成員可隨時執行任務。 

目標 5 將有關健康及災害緊急應變的經驗與知識加以定

義、並分享給南亞地區國家紅十字會。 

作為與結果： 

‧ 招募一位人員，負責協助各國紅十字會彙整計畫執行經驗、

最佳執行辦法等知識，並落實於文件紀錄。 

‧ 適時彙整南亞國家每月各項活動之計畫及執行進度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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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化社區恢復力 

長程目標：強化及維持國家紅十字會的能力，執行「以社區為

本」的計畫目標，提升各組織面對災變、氣候變遷及公共衛生

的弱勢社區的恢復力。 

目標 1 
加強程序、指導方針、管理系統及適當的工具與計

畫，妥善執行以社區為單位的有關計畫。 

作為與結果： 

‧ 提供馬爾地夫紅新月會有關減災及氣候變遷應變計畫的技

術指導，並派專業顧問到馬爾地夫進行審查。 

‧ 階段性發展南亞區域〈社區健康及急救計畫〉為執行重點。 

‧ 斯里蘭卡紅十字會已初步將氣候變遷議題加入整合性減災

計畫之中，代表處亦已派員進行有關評估，預計可提高未來

斯里蘭卡紅十字會災害應對的成效。 

‧ 提供馬爾地夫紅新月會「脆弱性及能力評估指南手冊」技術

指導。 

‧ 協助印度紅十字會發展生計評估、減災及氣候變遷的技能及

策略。 

目標 2 增加執行社區工作的人力資源。 

作為與結果： 

‧ 派遣人力協助印度紅十字會辦理三梯次社區減災的種子教

師培訓，培養出 17 名可於社區、地區、國家等不同層級傳

授社區減災知識的講師。 

‧ 聘用 2 名減災顧問，協助國家紅十字會找出執行社區減災計

畫的困難與挑戰；2 名顧問分別派駐於可倫坡及加德滿都、

各負責四個國家，長期協助執行各國有關社區性計畫的規

劃。 

‧ 協助斯里蘭卡紅十字會舉辦「脆弱性及能力評估田野學習

營」，共有斯國 15 位新同仁及其他 10 位來自夥伴紅會人員

參加，藉由教導對於自然災害及健康議題的認識，確保未來

制定有關計畫的方向正確性。 

目標 3 定義有關復原力工作的經驗與知識，並與南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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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紅十字會分享。 

作為與結果： 

舉辦有關健康及組織發展的討論會，進行傳染病防治、社區健

康及急救、資源動員等討論，建立經驗及知識分享平台。 

(3) 降低公共衛生挑戰 

長程目標：加強國家紅十字會能力，使其有效執行肺結核、

HIV 及愛滋病防治等計畫，降低疾病所衍生的社會負擔。 

目標 1 

改善程序、指導方針、管理系統及工具、計畫，降

低傳染病的感染；同時擴大照護、治療受感染病人，

消除社會汙名化、歧視等情況。 

作為與結果： 

‧ 提供資訊、教育及溝通等資源，協助國際聯合會駐馬爾地夫

辦公室進行肺結核防治及加強應變能力。 

‧ 與世界衛生組織印度麻疹技術中心、國際聯合會及美國紅十

字會開會，後續世界衛生組織將視印度紅十字會為麻疹防治

的關鍵要角之一，亦將招攬該會加入有關麻疹議題的各級指

導委員會。該次會議亦討論印度紅十字會於麻疹防治領域中

可扮演的角色，包括宣傳有關麻疹防治的資料、協助醫療廢

棄物管理、全民動員防治、家戶宣導、協助健康工作者進行

後勤管理、於私立學校進行宣導及免疫工作、向具有影響力

的人進行宣導等。 

‧ 提供印度紅十字會及國際聯合會駐印度辦公室一份有關全

民動員防治麻疹的政策方針，以九個月到十歲的幼童為接種

麻疹疫苗範圍；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議十分歡迎與紅十字會

合作防治麻疹的可能性。 

目標 2 
將有關肺結核、HIV 及愛滋病計畫的經驗與知識加

以定義、並分享給南亞地區國家紅十字會。 

作為與結果： 

‧ 支持國際聯合會駐印度辦公室研讀三項肺結核防治計畫之

案例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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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南亞地區有關執行健康計畫之聯絡人名單。 

(二) 孟加拉紅新月會年度計畫 

1. 孟加拉紅新月會在本會及其他夥伴紅十字會支持下，進行災害

能量地方化的工作，除總會之外，在各重要城市建立備災點，

執行災害準備、物資存放以及修訂有關的工作規範。另一方面，

孟加拉紅新月會也透過加強總會應變協調中心設備等方式，加

強決策中心緊急應變能力。本會捐助 1,655 萬 1,813 元，支持該

會包含以下項目在內的災害管理及健康照護工作。 

2. 孟加拉災難型態多為季節性水災及颶風，以模擬演練水災颶風

緊急應變方式，測試既有救備災能力，同時也針對國家災難應

變小組成員，開設進階訓練方式，維持救備災技術與品質。 

另，道路交通事故死傷是孟加拉致死率極高的問題，因此孟加

拉紅新月會將道路安全視為災害管理一部分，在孟加拉三條主

要高速公路旁，設立 18 個急救站、配置 72 名急救訓練志工，

隨時支援道路上的急救需求。 

3. 在健康照護部分，孟加拉紅新月會以志工訓練及制定健康推展

策略方式，訓練 500 名健康推廣志工與促進對於災害的應變行

動，並與政府健康部門合作，共同分享健康有關資訊；另一針

對醫護人員，如助產士等，至鄉村地區進行傳染性疾病的防治

宣導，至少超過 200 人參與該項活動。 

為增加孟加拉醫護人員對於在危險中執行醫療服務的認識，孟

加拉紅新月會也持續在各式健康計畫中，加入給醫生、護士、

助產士等的訓練，並適時給予相關建議。最常見的挑戰，包括

政治暴力、醫護人員身心創傷、醫護人員政治立場、社會動亂、

災害造成醫護器具毀壞及人員居住空間威脅等，未來該會將準

備在鄉村地區推廣類似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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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常見災害如水災、颶風等的模擬演練，是孟加拉紅新月會維持志

工災害管理能力的一環。(圖/國際聯合會) 

 

 

孟加拉紅新月會透過種子志工訓練，將健康照護等知識推廣到鄉村地

區。(圖/國際聯合會) 

(三) 印度紅十字會年度計畫 

1. 本會捐助 1,072 萬 8,028 元支持印度紅十字會災害管理及健康照

護項目計畫。其中災害管理部分，該會係以包括生計能力概念

所進行之計畫，輔導社區各自成立互助會(Self-Help Group)方式，

增加家戶的收入來源，以提升社區整體的耐災力，尤其當女性

可為家中增加經濟來源後，在家庭地位提升的情形下，亦可成

為防備災準備的重要人力。 

2. 印度紅十字會在本會及美國、日本、香港等紅十字會支持 下，

持續於國內執行「多重抗藥性肺結核計畫」，計畫完成率達

93.05%，共計治療 640 位病人，該項計畫後續將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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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arashtra、Haryana、Odisha 等省份內鎖定 180 位病患持續執

行。 

在健康照護部分，印度紅十字會長期作為印度政府、世界衛生

組織(WHO)、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配合單位，提供麻疹

病患行動醫療服務，至今已提供 45 萬位病患相關醫療服務、協

助及宣導 7 萬 3,000 名學生注射疫苗。 

  

印度紅十字會提供疑似肺結核民眾檢測醫療服務。(圖/國際聯合會) 

  

 22 歲的 Jyoti(左)和母親在印度紅十字會的協助之下，完成了肺結核

病的完整療程，目前已經完全康復！(圖/國際聯合會) 

(四) 斯里蘭卡紅十字會年度計畫 

1. 斯里蘭卡紅十字會在本會捐助 1,072 萬 8,028 元支持下，將「以

社區為本」的災害風險管理 (Community-Base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同時納入災害管理及健康照護的概念，於 Gampaha、

Matale、Ratnapura、Nuwera 及 Eliya 地區執行。 

2. 斯里蘭卡紅十字會整合災害管理、健康照護及組織管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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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整合型計畫小組，藉由各領域經驗制定出工作方針，並在

「弱勢及復原力評估」(Vulnerability and Capacity Assessment，

下稱 VCA)之下，選定上述五地區共 50 個都市及農村型社區，

派遣 150 名受過訓練的志工到社區內執行降低災害風險及健康

急救的計畫。 

3. 上述斯里蘭卡紅十字會進行之整合型計畫，在 2012 年 4 月印尼

蘇門答臘發生芮氏 8.6 地震而發布海嘯警報時，得到具體的成效，

在緊急疏散過程中，共計有 100 萬人在第一時間內緊急疏散。 

  

在 150 名受訓志工中，便有 100 名為女性志工，顯示女性在災害防備

中的角色漸漸受到注意。(圖/國際聯合會) 

  

斯里蘭卡將生計也是為災害管理中的一部分，協助弱勢族群建構生計

能力，提升社區備災能量。(圖/國際聯合會) 

(五) 馬爾地夫紅新月會年度計畫 

1. 馬爾地夫為島礁型國家，飲用水僅來自降雨和地下水，氣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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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是該國面臨的主要問題，間歇且無法預測的漲潮淹水、海岸

侵蝕、海平面上升鹽化地下水資源等問題，是馬爾地夫從災害

管理到健康衛生一系列的課題。本會援助 1,103 萬 4,543 元，支

持國際聯合會輔導馬爾地夫紅新月會災害管理及健康照護等工

作。 

2. 馬爾地夫紅新月會策略性地在境內建置十個分支會工作網絡，

分別進行 VCA 評估後，於社區內推廣「以社區為本」的健康與

急救(Community-Based Health and First Aid)訓練計畫(BHFA)，

與災害管理議題相連結，進行社區志工培訓，並以這十個分支

會做為示範樣本，後續將於其他十一處島礁內繼續建置工作網

絡。總計超過 333 位志工及職工接受計畫訓練，並持續推展知

識及概念至各個島礁與社區 

  

境內多個島礁的馬爾地夫，社區

工作更顯重要。(圖/國際聯合會) 

馬爾地夫紅新月會培育種子志

工，再由種子志工進入到社區，

對居民進行宣導教育。(圖/國際

聯合會) 

(六) 緬甸紅十字會年度計畫 

1. 本會捐助 938 萬 2,563 元，支持緬甸紅十字會興建包括備災倉庫

的多功能中心(Multi-Purpose Center incl. Warehouse)，及建置緊

急運作基金(Emergency Management Fund)以提升緬甸紅十字會

災害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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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興建包括備災倉庫的多功能中心：近十年來緬甸天災持續增加，

加上境內不斷的衝突及動亂，中央及地方層級的備災中心被視

為提供緊急賑濟的關鍵之一。此外，2005 年緬甸首都自仰光

(Yangon)遷至奈比多(Naypyitaw)後，建置首都的中央級備災中

心，更成為緬甸紅十字會的需求之一。 

該中心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完工後，可達到「增加備災倉庫能

量」效益，加快物資送達的效率，使都市及鄰近受災居民的緊

急賑濟需求可更快速地被滿足(緬甸紅十字會平均每年滿足 2 萬

5,000 位因天災及境內衝突而被迫遷徙居民的緊急賑濟需求)。 

此外，緬甸紅十字會的辦公空間及教育訓練軟硬體設備亦大幅

擴增及提升，可使包括緬甸紅十字會、國際聯合會及其他長駐

緬甸的夥伴國紅會人員共同在本建築中辦公；訓練教室的設置，

則可降低該會在外租用教室的經費，亦可針對職工及志工規劃

急救、社區健康、供水衛生、減災、備災、家庭聯繫重建、國

際人道法推廣宣導等教育訓練。 

3. 建置緊急運作基金：緬甸紅十字會自 2001 年起與國際聯合會合

作，設置緊急運作基金，作為獨立支應小規模災難之預備金、

採購備災物資、緊急賑濟行動經費和小規模復原資金等減災工

作支出。 

在本會、日本赤十字社及其他夥伴紅十字會支持下，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緬甸紅十字會緊急運作基金已達勸募目標瑞士法郎

50 萬元，作為緬甸紅十字會共 20 個備災倉庫應變小型災難之後

續物資採購及回補需求。每間備災倉庫約儲放超過 5,000 戶家庭

備災物資，共計約可達超過 10 萬戶家庭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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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援建包含備災倉庫的多功能中心，是緬甸新首都奈比多的重要備

災點，三層樓建築、100*60*47呎、含照明設備、地上儲水槽、50

人使用之化糞池及幫浦機房。(圖/緬甸紅十字會) 

  

50人使用規格之化糞池，提升環

境衛生設備(圖/緬甸紅十字會) 

相較其他地區，緬甸首都地區之

供電品質相對穩定(圖/緬甸紅十字會) 

  

備災倉庫空間擴增，可儲放更多賑濟物資及器材，室內空間充裕亦有

助於縮短物資運送及調度的時間。(圖/緬甸紅十字會) 

(七) 斯里蘭卡北部海嘯及戰亂地區復原及教育支持計畫 

1. 斯里蘭卡北部自 1983 年起常年受內戰影響，居民流離失所，普

遍缺乏房舍、供水衛生、適當醫療及教育資源與其他基礎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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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等資源。本會捐助 1,468 萬 8,636 元，支持斯里蘭卡紅十字

會於北部 Mullativu 及 Killinochchi 地區之 58 戶房舍、供水衛生

及生計重建計畫、學校及教室宿舍興建，並支持 200 位學生 24

個月之教育獎學金，及發放學用品組給 1,000 位學生。 

2. 其中本會支持斯里蘭卡紅十字會於 Mullativu 地區 Kokuthoduvai

社區協助 58 戶弱勢家庭重建房舍部分，內容包含 550 平方英呎

水泥建築乙間、內部有 2 間房間、1 間廚房、大門及對外窗戶、

戶外廁所、化糞池，並提供後續小額之生計資金，協助居民自

立更生。 

58 戶房舍於 2013 年 5 月 29 日共同辦理落成啟用典禮，國際聯

合會派駐斯里蘭卡代表 Bob Mcerrow 及本會皆受邀參加。 

後續因應 Kokuthoduvai 社區返鄉居民增加，本會與斯里蘭卡紅

十字會賡續協調另案支援該社區 140 戶復原計畫，經 2013 年 9

月 27 日第 20 屆第 4 次理事會議通過後，確認「斯里蘭卡北部

戰後復原計畫」勸募專案。 

  

比照國際紅十字組織援建之房舍

外觀，屋頂上標有紅十字會字

樣，以便後續修繕及辨別。 

每戶房舍援建費用中，亦包含設

置供水衛生設備資金，簡易的抽

水管線，對於健康及生計活動大

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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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衛生設備之儲水槽，除儲放

抽取的水資源外，亦可承接雨水 

2013年 5月 29日，本會援建 58

戶房舍落成典禮，家戶牆壁上鑲

有本會援建標牌 

 
 

斯里蘭卡紅十字會運用本會捐款

贈送生活器具與用品給落成的家

戶 

國際聯合會派駐斯里蘭卡代表

Bob Mcerrow特別在臉書上分享參

加本會援建房舍落成典禮情況 

  

補助小額生計資金，北部地區居民可以選擇自己的後續維生工具，逐

漸恢復正常生活。(圖/斯里蘭卡紅十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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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居民選擇農耕畜牧，但也有

少部分民眾從做小生意起家。(圖

/斯里蘭卡紅十字會) 

本會提供學童的學用品組，一應

具全。(圖/斯里蘭卡紅十字會) 

  

學生們換上最好的制服，接過斯里蘭卡紅十字會代本會發放的學用品

組後，露出靦腆的笑容。(圖/斯里蘭卡紅十字會) 

(八)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FRC)亞太區域備災倉庫支持計

畫 

1. 本會運用 109 萬 7,488 元，首次參與國際聯合會亞太區域備災倉

庫運作，採購 500 頂帳篷、2,000 個家屋重建工具組、4,000 條

防水布、5,000 個塑膠盛水器及 64 萬顆氯水錠，儲放於該會位

在馬來西亞吉隆坡之亞太區備災倉庫。本會儲放之物資於 2011

年先後全數捐贈孟加拉及泰國當年度水災緊急賑濟使用，所有

物資及相關管理費用皆於 2012 年 5 月全部支付完畢。 



16 
 

2. 孟加拉部分，2011 年 7 月中旬至 8 月暴雨不斷，造成河水氾濫、

滯洪不退等災情，在該國 64 個行政區中有 18 個區域受到影響，

近 1,500 萬人受災，國際聯合會並向國際紅十字組織發布緊急募

款呼籲。 

本會同意該會亞太後勤中心調度，自亞太區備災倉庫儲放之物

資捐贈防水布 4,000 條、家屋重建工具組 2,000 組及淨水錠

640,000 錠，回補孟加拉紅新月會因應緊急賑濟行動所發出之賑

濟物資。 

  

孟加拉季節性降雨，每年造成之

水災損失甚鉅(圖/國際聯合會) 

防水布的需求，在緊急安置期間

相當地大 (圖/國際聯合會) 

3. 泰國部分，2011 年 10 月泰國遭逢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水災，泰

國官方網站統計 76 省府中約有 61 省受災，災民人數達 850 萬

人，本會運用儲放在亞太區備災倉庫之 5,000 個盛水器及 500

頂帳蓬，加上夥伴紅十字會陸續捐助之物資，總計協助超過 50

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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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捐助之物資協助泰國紅十字

會賑濟行動(圖/國際聯合會) 

泰國近半世紀以來最嚴重水災城

市街道水深及胸(圖/國際聯合會) 

(九) 綜合業務計畫 

本項目預算編列新台幣 203 萬 3,359 元，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止，勸募成本及執行業務必要經費計 201 萬 6,671 元。 

 

三、 財務事項 

(一) 本新增計畫自 2011 年 3 月 31 日原計畫執行完畢止，結餘款計新

台幣 1 億 643 萬 3,359 元；加計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止之利息收

入 44 萬 5,919 元，總計 1 億 687 萬 9,278 元，至今已全數支用完

畢。 

(二) 總預算經費及支用情形，如表所示： 

 

計

畫

項

目

與

經 

計畫項目 預算經費 支用金額 百分比 

1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

聯合會(IFRC)南亞地區代

表處年度計畫 

3,000 萬元 
3,065 萬

1,508 元 
28.68% 

2 孟加拉紅新月會年度計畫 1,620 萬元 
1,655 萬

1,813 元 
 15.49%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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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3 印度紅十字會年度計畫 1,050 萬元 

1,072 萬

8,028 元 
10.04% 

4 
斯里蘭卡紅十字會年度計

畫 
1,050 萬元 

1,072 萬

8,028 元 
10.04% 

5 
馬爾地夫紅新月會年度計

畫 
1,080 萬元 

1,103 萬

4,543 元 
10.32% 

6 緬甸紅十字會年度計畫 900 萬元 
938 萬

2,563 元 
8.78% 

7 
斯里蘭卡北部海嘯及戰亂

地區復原及教育支持計畫 
1,650 萬元 

1,468 萬

8,636 元 
13.74% 

8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

聯合會(IFRC)亞太區域備

災倉庫支持計畫 

90 萬元 
109 萬

7,488 元 
1.03% 

9 綜合業務計畫 203 萬 3,359 元 
201 萬

6,671 元 
1.89% 

總計 
1 億 643 萬

3,359 元 

1 億 687 萬

9,278 元 
100% 

註： 

1. 預算經費加計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之利息收入 44 萬 5,919 元，總計 1 億 687

萬 9,278 元全數支用完畢。 

2. 本會另自國際賑災款項下支應新台幣 237 萬 4,527 元，補全因匯率波動導致款項

不足之情況。 

 

四、 結語 

本會南亞新增計畫為前階段南亞專案之後續計畫，不僅發揮在受助國

紅十字會，更為本會開闢了一個接近、認識國際紅十字組織體系的途

徑，使本會有機會接觸及進一步認識國際紅十字組織各個面向的運作

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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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聯合會南亞代表處既是區域的管理者也是執行者 

南亞新增計畫中，除本會直接性捐款支持國際聯合會南亞代表處

外，本會援助之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及馬爾地夫等國家紅十

字會年度計畫，實質上亦係由南亞地區代表處輔導、帶領有關的

執行與運用，亦即南亞地區代表處既是執行者，也是管理者。 

該代表處一方面協助各國制定策略機制及舉辦訓練、建立經驗分

享及傳承平台、提供各國紅十字會個別的策略及訓練指導，另一

方面藉由辦理區域性訓練及維持「區域災難應變小組」，整合、

精進南亞地區的整體能力。 

此一區域代表處與各國紅十字會之角色關係，也可以作為本會與

各分支會之間的關係模式參考，以下試舉「推廣紅十字運動」為

參考： 

1. 推廣素材的發展 

總分支會業務上雖不盡相同，但推廣紅十字運動卻是彼此共同

的任務。本會近年以「短片」作為主要宣廣工具之一，與此同

時分支會也有各自宣傳手法及工具，如以上述南亞代表處暨執

行也管理的角色做參考，則本會可以考慮扮演整合者的角色、

蒐整分支會對於推廣紅十字運動的經驗及需求，並與分支會共

同發展相關的素材及方式，使彼此在同一目標下有共同的基本

素材、而總分支會再依據各自業務比例、所長，進階發展不同

內涵。 

2. 紅十字商品的研發與販售 

紅十字商品的研發與販售，是另一種積極接近人群、增加認同

的方式，總分支會各自規劃商品、展現多元的創意，而如以上

述南亞代表處角色思考，則或許本會亦可邀集各分支會、了解

各自對於紅十字商品的想像與期望。在共同規劃過程中除可相

互了解、促進交流外，或許亦可增加分支會協助宣傳、推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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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意願。 

建議後續在發展新的紅十字運動推廣素材、商品的同時，可適

時邀集分支會來會共同討論、了解各分支會經驗與建議，增加

分支會共同參與空間，並維持雙方交流連繫。 

(二) 區域型備災倉庫與物資規格的標準化 

區域型備災倉庫由國際聯合會區域後勤部門 (Regional Logistic 

Unit)管理，以區域為基礎，在災後 48 小時內，協助支援 5,000 戶

家庭、14 天內支援 15,000 戶家庭，賑濟物資為目標，以樞紐優勢

發揮即時運送賑濟物資的效能。 

另一方面，亞太區備災倉庫所儲放物資的規格標準化，多是依據

國際組織援助經驗以及《國際人道援助憲章》設計規劃，與全球

賑濟同步。因此，認購及儲放賑濟物資是本會另一種參與國際賑

災途徑，可增加本會能見度，亦使本會有機會赴亞太區備災倉庫

觀摩學習，了解國際賑濟中，有關物資規格、物流操作等後勤知

識，作為本會後續發展之參考。 

(三) 開拓國際聯合會有關工具之訓練平台 

南亞地區國家受氣候、地理環境及社會經濟等因素，較東亞地區

面臨更多的需求。南亞代表處整合災害管理、健康照護及後勤發

展等專業人力，每年度規劃開設有關課程及訓練，引進國際聯合

會各式工具及概念，協助區域內國家紅十字會培養專業及宣導人

員。 

本會可與該代表處協調，適時邀請本會參與相關之訓練。新增計

畫執行期間，本會二度派員參與該代表處舉辦之災管課程，攜回

有關資料及訓練內容，於擴大會報中向同仁分享，提升本會同仁

對於國際聯合會工具之了解，亦作為未來本會發展相關業務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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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項分別從組織管理、後勤運作及訓練機會，突出本會在捐款之

餘得到的相對效益。更重要的是，本會與國際聯合會的互動有所突破，

相較過去僅以承諾捐款方式，本會在南亞新增計畫中，從實際業務運

作的角度更加熟悉國際紅十字會的運作及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