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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專長與興趣                                                         

降低災害風險、社會面向環境變遷、韌性與調適、災害識覺與風險溝通、災後復原與部落/社

區災害治理、災害研究與永續科學、質性研究方法 

 

學經歷                                                                  

中央警察大學防災研究所，所長 (2022.8 迄今) 

中央警察大學防災研究所，助理教授 (2015-2020)，副教授 (2020 迄今) 

新加坡國立大學地理系，博士後研究員 (2014)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2013.8-2014.1)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博士 (2013)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地理系，訪問學者 (2012)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學士 (輔系工商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組) (2008) 

 

近五年研究計畫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基於人地關係的韌性部落/社區：從災害識覺探討災後復原與降低災

害風險」 (2021-2024) 

科技部「原住民社區與高齡者的災害韌性」 (2019-2021) 

科技部「原住民族社區災害復原的社會-生態韌性」 (2018-2019) 

科技部「社區生態防災與災害治理：從地方的社會-生態系統建構災害韌性」 (2017-2018) 

科技部「多尺度單元在災害與社會衝擊評估之應用」 (2015-2018) 

科技部「中央與地方防救災情資整合管理研究試辦計畫-基隆市」 (2017) 

基隆市 105 年度災害防救深耕第 2 期計畫 (2016-2017) 

 

近三年學術服務                                                            

1.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處防災科技學門 複審委員 (2023) 

2. 台中市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專家學者委員 (2021-2023) 

mailto:sonialin@mail.c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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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桃園市政府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委員會 第三、四屆委員 (2020-2024) 

4.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管理會 第八、九屆委員 (2020-2023) 

5. 新北市核能安全監督委員會委員 (2023) 

6. 消防署消防及災害防救教育委員會委員 (2023) 

7.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防救深耕第 3 期計畫 審查委員 (2020-2022) 

8.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試題研發工作計畫(素養導向)-地理科 研究員 (2020-2022) 

9. 內政部 防災士師資 (證書編號 1100481) 

10. 防災科學 期刊主編 (2018-2020)、編輯委員 (2015-2017, 2021 迄今) 

11. 社團法人臺灣防災教育訓練學會 韌性社區標章審查委員 (2021-2022) 

12. 教育部推動原住民族地區特色融入防災教育計畫 諮詢委員 (2020-2021) 

 

教學課程                                                               

災害學、災害管理與韌性、風險溝通與公眾資訊、質性研究、災害與社會、環境變遷與永續

發展、環境規劃與災害管理、政治生態學概論 

 

近三年學術獲獎                                                                                          

中央警察大學 109 學年度研究績優教師 

 

近七年研究著作                                                          

(一) 期刊論文與專書篇章 

1. 林貝珊*、王駿逸、柯昭男 (2023) 社區防災計畫對居民災害識覺與行為之影響，危機管理

學刊，20(2)：49-56。 

2. 林貝珊*、陳怡君、劉玉祥 (2023) 鄉村社區中高齡者的脆弱性與臨災行為，社區發展季

刊，181：304-315。 

3. Lin, P.-S.* and Chen, S.-S. (2022) Social networks for older people’s resilient aging-

in-place: Lessons from the post-landslide Ksunu tribe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82, DOI: 10.1016/j.ijdrr.2022.103336. (SCIE) 

4. 林貝珊*、杜福威、林主航 (2022) 土石流潛勢區居民降低災害風險調適行為，防災科學，

7：19-35。 

5. 張育銘、林貝珊* (2022) 以韌性觀點探討土石流災後復原與生計：嘎色鬧部落的露營觀光

為例，災害防救科技與管理學刊，11(2): 1-44。 

6. 許登盛、林貝珊* (2021) 風險認知觀點的都市河岸部落洪患與承洪韌性：桃園市崁津部落

的個案，災害防救科技與管理學刊，10(2):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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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楊豐瑞、林貝珊* (2021) 都市河岸崁津部落之洪患資訊傳遞與避難，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

研究學刊，11(2): 1-34。 

8. 吳俊緯、林貝珊* (2021) 都市河岸部落居民的洪患風險與防洪工程識覺，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15(2)：1-18。 

9. 劉晏汝、林貝珊* (2021) 異地重建原住民社區的社會資本：以阿里山得恩亞納社區災後復

原為例，災害防救科技與管理學刊，10(1): 1-14。 

10. Lin, P. S.* and Chang, K. M. (2020) Metamorphosis from local knowledge to 

involuted disaster knowledge for disaster governance in a landslide-prone tribal 

community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42, DOI: 10.1016/j.ijdrr.2019.101339. (SCIE) 

11. Lin, P. S.* and Lin, W. C. (2020) Rebuilding relocated tribal communities better 

via culture: Livelihood and social resilien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Sustainability, 

12, 4538.  (SCIE) 

12. 林韋呈、林貝珊* (2020) 災後文化與產業復原之更耐災的重建分析：以逐鹿部落的觀光

發展為例，災害防救科技與管理學刊，9(2): 19-32。 

13. 王誌男、林貝珊* (2020) 都市水岸社區的韌性與部落發展：桃園市撒烏瓦知的個案，台

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10(2): 135-164。 

14. 劉晏汝、吳國銘、林貝珊* (2020) 一樣風雨兩樣情：兩個泰雅部落土石流災害識覺與災

後重建調適行為的比較，地理研究，72：35-54。 

15. 林韋呈、林貝珊* (2020) 土石流災害潛勢區觀光發展之人地關係：經營露營區之居民的

觀點，災害防救科技與管理學刊，9(1): 1-12。 

16. Lin, P. S. (2019) Building resilience through ecosystem restor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Post-disaster recovery in coastal island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39, DOI: 10.1016/j.ijdrr.2019.101249.  (SCIE) 

17. 曾祥瑜、林貝珊* (2019) 居民災害識覺與災後復原重建：台中市松鶴部落與雅比斯巷之

個案，環境與世界，33：1-21。 

18. 宋郁玲*、林貝珊、涂建翊 (2018) 以社會脆弱性與韌性建構空間單元的社會差異分析：

以台灣中部地區強降雨災害為例，地理學報，89：1-41。(TSSCI) 

19. Sa'at, N. S. and Lin, P. S.* (2018) Janus-faced linkages: Understanding external 

agencies in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southern 

Thailand,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31(7): 773-789.  (SSCI) 

20. 許修豪、林貝珊* (2018) 防災資通訊之語音廣播系統與罹災經驗對居民調適行為之影響

－以臺中市雙崎部落為例，災害防救科技與管理學刊，7(1)：1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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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杜福威、林貝珊* (2018) 從協調理論觀點探討災害現場管理之運作：以維冠金龍大樓搜

救行動為例，災害防救科技與管理學刊，7(1)：83-112。 

22. 林貝珊 (2017) 島國的精實體制：淺談新加坡的災害管理，防災科學，2：105-124。 

23. 潘穆嫈、林貝珊*、林元祥 (2016) 韌性研究之回顧與展望，防災科學，1：53-78。 

24. 翁郁翔、林貝珊* (2016) 原住民族社區災害資訊傳遞與避難行為之研究，防災科學，1： 

79-92。 

25. 林貝珊、盧鏡臣、鄧子正* (2016) 台灣近年重大災害及其對防救災體系之影響回顧，收

錄於：警大八十年 警察科技論文選輯，第 361-386 頁。 

26. Lin, P. S.* and Liu, Y. L. (2016) Niching sustainability in an indigenous community: 

Protected areas, autonomous initiatives, and negotiating power i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Sustainability Science, 11: 103-113. (SCIE) 

(二) 研討會論文 

1. Lin, W. and Lin, P.-S.* (2023)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Flooding Governance for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Suburban Taoyuan City, 15th Congress INTERPRAEVENT 

2023, Taichung, Taiwan, 4/17-18. 

2. Kao, S.-C. and Lin, P.-S.* (2023) Satoyama Initiative and disaster resilience in a 

landslide-prone tribal community, 15th Congress INTERPRAEVENT 2023, Taichung, 

Taiwan, 4/17-18. 

3. 高詩晴、林貝珊* (2022) 原住民部落韌性的里山地景分析：以東岸部落為例，2022 臺灣

災害管理研討會，台灣台北，12/9。<獲 2022 災害管理研討會學生論文競賽-佳作獎> 

4. 林煒、林貝珊* (2022) 都市洪患治理的公私協力：以桃園市樹林里為例，2022 臺灣災害

管理研討會，台灣台北，12/9。 

5. 漆家圓、林貝珊* (2022)  社區營造為本的降低都會區洪患風險與韌性建構：以桃園市樹

林社區在地滯洪池為例，第 26 屆國土規劃論壇，台灣台南，4/16。 

6. 鄭悅展、林貝珊*(2021)  以韌性觀點探討都市原民部落的風險溝通與避難行為：桃園市

崁津部落的個案研究，第 25 屆國土規劃論壇，台灣台南，4/24。 

7. 黃承澤、林貝珊*(2021)  土石流潛勢區的災後復原與社區韌性：以山區原住民部落發展

露營區為例，第 25 屆國土規劃論壇，台灣台南，4/24。 

8. 許登盛、林貝珊*(2020) 都市河岸部落的風險認知與承洪韌性：以桃園市崁津部落為

例 ，2020 臺灣災害管理研討會，台灣台北，12/1。<獲 2020 災害管理研討會學生論文

競賽-佳作獎> 

9. 劉晏汝*、林貝珊 (2019) 得恩亞納社區災後復原重建的社會資本，2019 臺灣災害管理研

討會，台灣台北，11/28。<獲 2019 災害管理研討會學生論文競賽-佳作獎> 

http://www.dmst.org.tw/new/priz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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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陳顯鑫、吳國銘、王怡蘋、邱建凱、劉晏汝、林貝珊* (2019) 居民災害識覺與災後復原

調適行為之關係：泰雅族合流部落與嘎色鬧部落的比較研究，2019 台灣地球科學聯合學

術研討會，台灣台北，5/16。   

11. Lin, W.-C.* and Lin, P.-S. (2019) Social resilience perspective of “build back 

better” on the culture and livelihoods of the Poftonga Veoveo tribe in post-

typhoon Morakot Taiwa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19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4/3. 

12. Hung, S.-M.* and Lin, P.-S. (2019) An actor-network theory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flood governance policies on the Xizhou tribe in Taiwa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19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4/6. 

13. 林韋呈、林貝珊* (2018) 逐鹿部落災後文化與觀光發展之更耐災的重建，2018 臺灣災害

管理研討會，台灣台北，11/9。<獲 2018 災害管理研討會學生論文競賽-佳作獎> 

14. 陳效杰、林貝珊*、林韋呈、吳肪旌、黃曼倫 (2018) 災害潛勢區域觀光產業發展之研

究：以苗栗縣象鼻村露營區經營業者的觀點為例，第 22 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

七屆海峽兩岸經濟地理研討會，台灣台北，5/31-6/2。 

15. 陳志昇、林貝珊* 、劉孟修、張芝瑄、蔡孟軒 (2018) 災害潛勢區部落居民避災性遷居之

研究：以苗栗縣司馬限部落為例，2018 年中國地理學會「地理學的深耕與應用」學術研

討會，台灣高雄，5/5。 

16. 張凱閔、林貝珊* (2018) 在地知識於減災階段之運用：以松鶴部落為例，2018 防災科學

與災害治理研討會，桃園龜山，3/27。 

17. 杜福威*、林貝珊 (2017) 從協調理論談災害現場管理：以維冠金龍大樓搜救行動為例，

2017 防災科學與災害治理研討會，桃園龜山，5/31。 

18. 宋郁玲*、林貝珊 (2017) 以社會脆弱性與回復力建構脆弱性單元的可能性分析：以台灣

中部地區強降雨災害為例，2017 年中國地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陽明山，

4/29。 

19. 高瑞隆、林貝珊*、曾祥瑜、邱昱綸、黃上鳴 (2017) 災後復原遷村之居民災害識覺與社

區重建：以敏督利風災後之松鶴部落與雅比斯巷為例，2017 年中國地理學會年會暨學術

研討會，台北陽明山，4/29。 

20. 黃珮婷、林貝珊*、張凱閔、蘇婉琳 (2017) 原住民族部落在地組織與社區韌性之關係：

臺中市達觀里集集地震後的復原歷程與經驗，2017 年中國地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台北陽明山，4/29。 

21. 張哲維、林貝珊*、許修豪、曾瑞曲 (2017) 罹災經驗與災害預警系統對居民危害調適影

響之初探：以臺中市和平區雙崎部落為例，2017 年中國地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

北陽明山，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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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杜福威*、林貝珊 (2016) 聯合國災害現場作業協調中心概念之應用：以 0206 美濃地震

臺南維冠金龍大樓搜救為例，2016 臺灣災害管理研討會，台北新店，11/4。 

23. Song, Y.-L.*, Lin, P.-S. and Tu, J.-Y. (2016) Constructing the spatial unit of 

vulnerability by the analysis of social-spatial differences: A Case study of rainfall 

disaster in central Taiwan, The 37th Asian Conference on Remote Sensing, 

Colombo, Sri Lanka, 10/17-21. 

24. 林貝珊 (2016) 從災區到保護區的蛻變：災後復原與生態復育，第 11 屆海峽兩岸暨香

港、澳門警學研討會，香港，11/11。 

25. 王駿逸、林貝珊* (2016) 防災社區運作與居民災害識覺之研究，2016 年臺灣地球科學聯

合學術研討會－2016 中國地理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南港，5/18。  

26. 林主航、林貝珊* (2016) 居民及社區組織參與自主防災情形及與公部門合作關係之研究-

以南投縣水里鄉上安村為例，2016 年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2016 中國地理學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南港，5/18。 

27. 翁郁翔、林貝珊* (2016) 原住民部落之災害資訊傳遞與避難行為，2016 年臺灣地球科學

聯合學術研討會－2016 中國地理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南港，5/18。 

28. 陳怡君、林貝珊* (2016) 鄉村型社區災害弱勢族群之臨災疏散避難作為：以南投縣水里

鄉興隆村中高齡族群為例，2016 年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2016 中國地理學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南港，5/18。 

 

論文指導                                                                

1. 杜福威 (2017) 協調式災害現場管理取徑之研究：以臺南維冠金龍大樓搜救行動為例，中

央警察大學防災研究所碩士論文。 

2. 張凱閔 (2018) 應用在地知識於降低災害風險之研究：以松鶴社區為例，中央警察大學防

災研究所碩士論文。 <獲台中市政府 108 年度市政發展研究論文獎第四名> 

3. 黃上鳴 (2019) 溪洲部落洪災治理的行動者網絡分析，中央警察大學防災研究所碩士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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