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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八月韓國中部地區洪災報導 

 

摘要 

2022 年 8 月 8 日至 17 日為止，韓國洪水災害事件造成共計 14 人

死亡、6 人失蹤以及 26 人受傷。其中，14 人死亡時間集中於 8 日至

12 日，包括首爾 8 人、京畿道北部 4 人以及江原道 2 人。同時，1733

戶（2873 人）流離失所，2524 戶（5270 人）進行臨時疏散避難，公

共設施共計 1475 起損毀、道路邊坡 161 處、下水道 78 處以及 438 處

崩塌事件。災害發生位置此次降雨集中中心相同。韓國國會立法調查

研究中心（National Assessment Research Service, NARS1）指出此次淹

水災害，因短時間強降雨（141.5mm/hr）造成河水水位快速上升，雨

水下水道通水能力不足，雨水難以順利排出。另外，淹水發生時成立

災害應變中心，同時間另有傳染病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指揮體系整合

協調出現困難，災害告警訊息發送時間與內容無法即時提供民眾適當

的應變作為[1]。 

 
1 https://www.nars.go.kr/eng/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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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象與水文資訊 

本次韓國事件發生原因主要是因為太平洋高壓較往年同期偏強

且位置偏北，南海及印度洋則有源源不絕的水氣沿著高壓往北輸送，

同時在中國東北有冷空氣持續往南輸送，冷暖氣流於朝鮮半島中部地

區匯合，形成滯留鋒面，為此地區帶來超乎預期的降雨，如圖 1 所

示。受到滯留鋒面影響，8 月 8 日凌晨開始在韓國首爾附近降下大雨，

越晚雨勢越大，根據韓國氣象廳(Kore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KMA)紀錄，8 日晚間首爾氣象廳測站量測到時雨量達 141.5mm（如

圖 2 所示），該測站 8 日累積雨量達 381.5mm，打破首爾地區近百年

來最高紀錄；9 日鋒面持續滯留在朝鮮半島中部地區，降雨擴大至京

畿道及江原道地區（如圖 3）；10 日鋒面南移，首爾地區降雨趨緩，

降雨移至忠清南道、忠清北道及大田附近，11 日因鋒面逐漸南移，

整體降雨才開始逐漸趨緩，其 8 日至 11 日之逐日累積雨圖及每日最

大降雨區域如圖 4 所示，主要降雨區域為朝鮮半島中部，包括首爾

市、京畿道、江原道、忠清南道及忠清北道等首都圈，最大四日累積

雨量以京畿道楊平郡達 641mm 最高，首爾銅雀區 577.5mm，皆為高

於該區域月累積雨量氣候值將近 2 倍以上，8 月 8 日至 8 月 11 日累

積雨圖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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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8-8/11 韓國地區降雨成因示意圖。紅線為 2022 年 8 月太平洋高壓

範圍，黑線為正常狀況(圖片來源：韓國氣象廳[2])。 

 

圖 2、首爾市編號 410 氣象站於 2022 年 8 月 8 日 13 時至 9 日 13 時氣象資

料（來源：韓國氣象廳[3]） 

 

圖 3、京畿道編號 515 氣象站於 2022 年 8 月 8 日 14 時至 9 日 14 時之氣象

資料（來源：韓國氣象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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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8-8/11 韓國逐日累積降雨分布圖，白色圈圈為該日最大降雨測站(8/8

首爾銅雀區 381.5mm、8/9 京畿道楊平郡 333mm、8/10 大田大德區 225.5mm、8/11

全羅北道群山 193mm)（圖片來源：韓國氣象廳[4]） 

   

 

圖 5、8/8-8/11 累積雨量圖(單位：mm)（圖片來源：韓國氣象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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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漢江防洪中心水位監測資料顯示，如圖 4 所示，除了上游清

潭大橋達到洪水注意等級之外，下游漢江大橋與幸州大橋尚未達到注

意標準。而江北地區之倉洞橋雖然到達警報等級，但兩岸較高地勢並

無溢堤災情傳出。江南地區之優步橋與大谷橋，分別達到超過歷史最

高水位，其中優步橋達到洪水警報的嚴重等級，大谷橋則達到警報等

級，流經江南地區兩條支流水位皆達到歷史最高水位高度。 

 

 

圖 6、漢江水位監測資料 (資料來源：漢江防洪中心 [5]） 

二、重點災情敘述 

首爾市於 8 月 8 日 18 時 30 分開始啟動交通管制與防洪措施，21

時發佈坡地崩塌警戒訊息，21 時 26 分發佈漢江以南之溪流道林川

(Dorimcheon)沿岸居民疏散通知[6]。21 時 30 分至 22 時，首爾市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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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通往銅雀大橋車輛繞道且進行交通管制，但替代道路之瑞草洞瑞

草大道早已因淹水而無法行駛[7][8][9]。根據首爾交通管理與資訊中

心(Transport OPeration &. Information Service, TOPIS)8 日發布道路管

制消息顯示，共有 80 條道路、3 條地下車道、26 處河堤停車場、45

處河畔及 4 處國立公園內之 134 條步道實施管制，19 條渡輪航線停

駛，各地因豪雨造成路樹傾倒、看板倒塌、車輛移位等狀況，仍嚴重

阻礙首都圈上班通勤狀況，奧林匹克大路雙向、銅雀大橋持續交通管

制[10][11]，如圖 5 所示。 

三、韓國水災應變負責單位整理[1] 

韓國對於水災的分工單位包括： 

1.行政安全部/행정안전부/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Safety：負責風災

與水災。在韓國「自然災害對策法」指出，各單位與地方政府需每

10 年提出減災綜合計畫，並在每年實施減災計畫後，須提交實施結

果進行審核。 

2.環境部/환경부/Ministry of Environment：負責管理國家河流，包括

都市河流，防止逕流與洪水造成的破壞。國家河流如同臺灣中央管河

川根據流域面積、用途、影響範圍等對國家土地保護與國民經濟。環

境部長需每 10 年制定國家河流防洪計畫、河流基本計劃、全國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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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綜合計畫、特定流域規劃。同時，韓國為提高大規模農業基礎設施

的防洪能力，根據農村發展法，環境部、行政安全部、農業、食品和

農村事務部，對於主要城市防洪設施皆依據「自然災害對策法」實施

下水道維修、安裝以及改善並降低雨水逕流設施。在特定流域規劃以

城市防洪措施為重點，是由環境部、行政安全部以及農業、食品與農

村事務部負責制定和實施。 

3.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必須根據「自然災害對策法」指定並公布經常

性淹水地區與高潛勢地區，設置「自然災害風險改善區域改善項目」，

包括抽水站、蓄水池、減少雨水逕流各種防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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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月 9 日首爾漢江與沿岸道路交管狀況（照片來源：美聯社[11]） 

 

(b)江南站（i）與伊述站（ii）淹水狀況，紅色圈繪為瑞草大道(照片來源：

Namu Wiki[9] [12]) 

圖 5、南韓首都圈道路淹水照片(災防科技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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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因與對應策略 

彙整韓國國會立法調查研究中心（NARS）調查報告[1]、中央災

害安全對策本部災害紀錄資料，韓國本次淹水事件歸納以下原因與其

建議後續改進策略如后說明。 

1. 部門工作聯繫、協調整合問題 

根據韓國水利法規定，政府需針對河川流域制定「特定流域規劃」

與實施城市防洪措施，並由環境部、行政安全部以及農業、食品和農

村事務部負責。然而，對於「特定流域」緊侷限定義流經兩個地方或

自治州，實際操作上並未符合其規定。另外，環境部雖然掌管韓國國

家河流，制定各河流具體流域規劃，但實質推動各項目措施，必須符

合各部門與各領域之個別法，因而導致各部門執行無統一目標，且各

部門實施效率不一，造成防汛效率低。另外，其他非河川之主管機關

之部門，例如國土交通省管轄的「土地規劃和利用法」，「城市公園和

綠地法」、「綠色建築支持法」等法律與執行政策，雖然也納入城市防

洪措施，但因非強制規定納入流域規劃中，因而未納入國土交通省任

務，導致預算與人力負擔增加，各部門整合介面問題依然存在。再加

上在 2014 年政府推動 26 處城市具體流域規劃，但對於下一階段中長

程計畫目前尚未有統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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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策略】 

(1) 明定城市地區之綜合中長期規劃與定義詳細規畫內容範圍。

例如，特定流域定義為「由於城市化而發生或預計發生重大洪災且需

採取綜合措施以防止洪災的流域」。 

(2) 具體流域規劃屬於基本規劃基礎上，具有規範性與強制性，

各地區、各行政區需制訂實施規劃內容並落實。要定期對洪澇災害發

生頻率高之城市進行調查，對以城市為流域的河流，強制制定具體流

域規劃，地方政府和河川管理機構之城市防洪工程數量，加強彼此間

互聯與互通。 

(3) 執行具體流域規劃後，應進行效益評估之後續管理。根據具

體流域規劃完成之雨水蓄水設施、城市河道、下水道維修等工程後，

對流域內城市防洪減災效果進行評價，必要時制定補充措施或設施。

為有效利用有限的預算和人力，需要進行徹底的後續管理，例如製定

聯動運營計劃。 

2. 中央災害安全對策本部（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系統 

韓國為因應暴雨事件於 8 日啟動了淹水之中央災害安全對策本

部，並以行政安全部為指揮官，然而同時間韓國已成立以總理為指揮

官之 COVID-19 之中央災害安全對策本部，使得因同時有兩處不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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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且指揮官不同之應變中心，致使傳染病（社會災難）和暴雨（自然

災害）指揮權無法完全發揮，又災區分布涵蓋範圍不同，因此應變體

系分散，調度權責上無法有效因應。 

【改進策略】  

在國會立法調查報告建議，藉由此次傳染病與暴雨災害同設置兩

處應變中心，因災害複雜與重疊的時候使得調度權責俄法有效因應，

建議應要以總理為最高指揮權力，方可統整、協調以及整合各部門資

源，將國家救災指揮系統予以統一。 

3. 災害告警訊息發送延遲 

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服務（CBS，Cell Broadcasting Service）發送災

害告警訊息，主要目的在於讓民眾知道災害正在準備發生，或者已經

發生災害，讓民眾避免前往造成災情擴大。由於短延時強降雨造成的

快速淹水情形之下，災害告警訊息並不能提前預測災害，民眾已經受

災後，才接收到訊息。本次事件經由時間序比對，韓國發送災害告警

消息不僅時間延遲，民眾所接受到訊息內容並無關係。例如首爾地區

受災最嚴重的瑞草區、江南區、冠岳區和銅雀區，8 日 20 時 22 分之

前江南站已發生嚴重淹水，但鄰近的瑞草區廳在 8 日 23 時 41 分才

發出災害告警訊息，且訊息內容卻為 8 日 14 時左右發生的良才溪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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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有關，並非瑞草區淹水消息。另外三成站地區，8 日 21:00 左右淹

水，江南區地方 9 日 00:23 才發出災害告警訊息，同樣內容中未提及

江南站或三成站已淹水情況。冠岳區道林川洪水氾濫，冠岳區政府

20:00 報告道林川洪水氾濫，但在洪水氾濫一個多小時後（21:21）才

發出道林川發生洪水。銅雀區 8 日 21:00 左右 7 號線伊述站遭受淹

水，但民眾並未收到、政府也未發送相關的災害訊息。 

【改進策略】  

目前韓國行政安全部、地方政府（市/省）和地方政府（市/郡/區）皆

有發送災害告警訊息權力。然而，何時發送與發送內容卻在本次事件

出現實質的問題，包括過去因部分單位負責範圍重疊，當有相同事件

內容之災害告警需要發布時，不同單位有重複發送等問題；或者與本

次事件相同，未有單位發送民眾疏散與因應之災害訊息內容。因此，

參與發送災害訊息單位之間應建立合作機制，並根據各組織的業務特

點，對災害訊息發送的時間和內容進行分工。 

另外，韓國國會立法調查研究中心認為，地震災害與氣象警報相關

災害訊息廣播，應由韓國氣象廳統一負責審查發送，在發佈公告廣播

時，可同時發送災害告警訊息，應為最快和最有效的管道；其他單位

與地方政府，則向韓國氣象廳回報與核實及時當地災害發生狀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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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並對民眾發送如何面對災害的訊息內容。 

4. 都市防洪設計與水循環系統 

根據首爾市雨水下水道設計標準，10 年前為每小時 75 毫米(10

年頻率)，因 2010 年 9 月光化門洪水事件後，首爾市針對都市防洪設

計，逐年提高至每小時 80 至 90 毫米的降水量，在首爾國立大學附

近建造了一個雨水儲存設施[13]。雖然江南地鐵站周邊的雨水管道經

過改造可承受每小時 85 毫米的強降雨，但此次降雨多處超過 100 毫

米，甚至還記錄到 141.5mm/小時，已明顯超過雨水下水道設計標準，

為淹水主要原因。 

另外，韓國國會調查報告指出，韓國大量人口集中在有限的市區

範圍內，道路、房屋等基礎設施的不斷發展，不透水面積不斷增加，

全國不透水面積率最高的是首爾（52.3%），其次釜山（28.2%）、光

州（24.5%）、仁川（22.1%）和大邱（21.4%），雖然雨水下水道通水

能力一直提升，然而瞬時的雨水無法入滲至地下，地表逕流超過雨水

下水道與防洪設施能力，直接衝擊地下和半地下房屋、商場、地鐵、

隧道和停車場，例如首爾市冠岳區新林洞與銅雀區上道洞分別三人與

一人居住於半地下室的民眾，因極短時間內雨水已淹沒半地下室，雖

然住戶與鄰居已報警，但因同時救援案例眾多，救援道路淹水不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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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最後四人無法救出。  

【改進策略】  

A 水循環改進 

韓國國會立法調查報告指出，為了在都市地區建立健全的水循環

系統，政府需根據法律、法規制定具體的措施。然而目前「水管理基

本法」、「水環境保護法」、「水資源調查法」等上級法律，僅對水循環

進行了界定，缺乏健全水循環體系的具體措施，造成下級法律雖然參

照相關法律子規定，依然只明確規定應考慮水循環系統，卻沒實質健

全水循環系統之詳細計劃。 

韓國地方政府相反地與中央政府不同，目前推動恢復城市地區水

循環系統制度化，截至 2022 年 8 月，首爾首都圈與鄰近地區等 20 個

地方政府開始制定並實施了「水循環」條例，包括供水和排水設施等

影響下發生的「人工」水循環，這與上級法律僅定義自然水循環的現

行法律不同。此外，為恢復城市化前的自然水循環，考量因不透水面

積增加而導致雨水地表逕流之減災作為，設定各源頭「雨水分擔」管

理目標以作為具體措施，並建議使用低影響開發 (Low Impact 

Deveopment)，安裝和運營雨水管理設施和供應，並對防滲層進行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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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過對現行法律法規的修訂，當在市區實施一定規模或更大

的開發項目時，中央政府應根據水循環系統制定基本和實施計劃，提

出改進具體建議。子條例之措施可參考地方政府條例需要。以下為建

議實施順序： 

1. 制定綜合規劃，依法將水循環範圍擴大到人工系統，並設定防洪

目標。 

2. 規劃實施階段，通過計算市區不透水率、直接逕流率等水循環

率，確定各區域與設施分擔雨水量，根據目標量防止河流溢淹和

降雨逕流造成的淹水。 

3. 應用低影響開發技術的目標，制定詳細的綠地面積標準，維護天

然河流考量，以及設定防災設施之防護規模，防止城市河流必要 

 

B.限制建築住宅使用 

首爾市政府於 8 月 10 日公佈了「地下和半地下住宅安全措施」，

全面禁止使用地下和半地下住宅，對於原獲准的地下和半地下建築給

予 10 至 20 年的寬限期，並依次拆除住宅地下和半地下建築，且在當

前租戶搬出後，計畫將其轉換為非住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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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綜合分析 2022 年 8 月韓國中部首都圈淹水事件之降雨、致災原

因以及災害應變指揮調度面向後，此次淹水事件主因為短延時強降雨

造成河水水位快速上升，且首都圈內排水能力不足，雨水無法順利排

出，造成快速淹水事件；同時又遇到災害告警訊息發布時間無法提早

預警讓民眾避災，訊息內容又無法協助民眾面對災害的因應對策。另

外，韓國本次淹水事件也顯示韓國流域治理的權責分工聯繫協調問

題、都市防洪設計與水循環系統未落實以及地下與半地下室住宅使

用，使得淹水事件災情複雜化的原因。因此，面對新型態、複合性之

災害威脅，各種災害類型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應為災害管理之基本

指引，對於新科技輔助與現地社會經濟活動多元性，適當調整防災應

變作為，期望有效減少災害帶來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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