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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拉克颱風帶給台灣巨大的

損傷，隨著災後重建工作

的積極展開，我們的反省及檢

討似乎已經告一個段落，一切

又逐漸恢復平常，回復至過往

的生活及思考脈絡。

防災知識體系 遭受暴雨衝擊

在全球氣候變遷的大環境

底下，災害在世界各地頻傳，

防災已成為一門重要的學術課

題。台灣自然也不例外，透過

國科會及政府相關行政部門的

預算編列，我們已經投入了金

額相當龐大的研究經費，期待

相關防災科技的研究，能夠事

前精準預測及防範災害的發

生，或是希望災害所產生的損

害能夠減至最低。我們冀盼也

相信這些科技知識能夠協助社

會，保障人民生命及財產的安

全。

但是，莫拉克颱風卻嚴重

衝擊了這些經由科技所建構起

來的知識體系；我們不禁要

問，花了那麼多錢所建立起來

的知識，對於防災產生了什麼

功效？這些知識真的那麼有用

嗎？如果花費了那麼多的研究

經費，最後的結論依舊只能歸

因於暴雨量太大；那麼，成篇

累牘的研究成果及由此所起造

的相關硬體工程，它們到底發

揮了什麼作用？未來要怎麼

辦？是否投入更多的經費，就

能解決這個問題？更關鍵的

是，這是經費的問題，還是這

個知識體系在根本上就是有問

題的？

風險社會年代 科技權威失靈

一直以來，我們深信科技

是客觀中立的，我們認為建立

於科技的知識一定能夠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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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社會問題。然而，知識其

實是個主觀的建構，科技也是

如此，科技純然中立之說已經

不再為許多人所接受。尤其是

當我們已經步入「風險社會」

或「災難社會」的年代，科學

知識更是有其不確定性。這使

得科技專家面對日益複雜的變

遷社會，其預測風險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也相對降低，但是我

們卻看不到科技專家有深刻的

反省。

部分科技專家為了解決這

個問題，近年來嘗試運用風險

評估的方法，建構起「可接受

風險」的概念：觀照「客觀的

事實」，將風險置於「可計算

性」的範疇內予以解析，依賴

「機率」的概念將其量化計

算，繼而將其轉化為「可接受

風險值」。彼等嘗試以此來重

建科學的權威性，說服民眾，

並成為公共政策的主要依歸。

不過，所謂「客觀的事

實」其實並非那麼地客觀，它

往往受到觀察者及研究者主觀

立場的影響。這進而使得科技

專家所認定的「可接受風

險」，與實際生活經驗者及那

些可能因此決定而受到負面波

及者，有了相當大的差距。相

關防災科技的研究，其實也是

建立在研究者主觀的假設之

上，也就是因為如此，由此知

識體系所建構起來的防災政

策，與社會現實之間已經出現

了相當大的落差。

將科技決策權回歸社會

那麼，該如何產生適當的

防災政策，就是現存社會的一

項重大議題。要如何來對付這

個難題？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知

識體系？提出風險社會理論的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 ich 

Beck）認為，我們可能必須重

新定位科技進步與文明發展的

整體關係，並將科技決策的決

定權回歸於社會，經由社會理

性（非科技理性）之論述來達

成決策的選擇。這也就是說，

許多防災政策應該是一個結合

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日常理

性與專家理性的共生體；它不

能透過個別專業化而彼此孤

立，不能依各自理性來發展，

而是必須跨越學科及團體來尋

取共識。在這當中，地方民眾

的意見必須受到充分的重視，

並將其納入防災決策；也就是

說，防災政策其實是個充滿了

政治、社會及道德的重要議

題，不應由科技專家所獨占，

地方民眾應該被賦予參與的權

力，並享有相對的自主性。

八八風災發生之後，社

區大學成員、原住民團體、

地方文史工作室及許多民間

有志之士紛紛站上了第一

線，積極投入救災與災後重

建。彼等透過網路來傳達最

新消息，並分享寶貴經驗，

提出許多與科技知識不同的

實務觀點，非常有助於問題

的瞭解與解決。於此同時，

許多以地方知識為主的「地

方學」在各地湧現，他們試

圖要重新建構我們的知識體

系，把過去長期被嚴重忽視

的生活經驗與地方知識找回

來——這可能是我們在八八風

災付出昂貴教訓之後的最重

要體會。

防災政策牽涉了政

治、社會及道德，它

該是個結合自然科學

與人文科學、日常理

性與專家理性的共生

體；地方民眾應被賦

予參與權、享有相對

自主性，將科技決策

權回歸於社會。

八八風災與知識體系的新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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