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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八十九年全國消防楷模一行十八人，於本（九十）年六

月二十日至六月二十七日，奉內政部消防署核派前往日本大

阪，東京考察消防工作。

由於災害事故時時刻刻地在世界各地發生，消防單位為

因應災害搶救之準備，不分晝夜地全天候待命，有各種救災

的準備，配合嚴格之救災訓練，一有災害發生，消防單位往

往成為搶救災害第一線，近年來，由於其他天然災害引起之

各種災難狀況，皆互有關聯性，如發生地震除直接引起房屋

之倒塌，造成人員之傷亡外，另會引起火災、引發海水倒灌

等二次災害，如一九九六年日本神戶大地震，造成該都市全

面性的毀滅，而地震火災所造成的人命傷亡與財產損失實大

於地震本身的破壞，因此，諸如地震災害的防範與搶救，亦

成為消防單位致力的工作領域。

鑒於我國鄰國日本在消防防災應變軟硬體設施、經驗之

累積、人員培訓制度、裝備器材種類、通訊系統靈活，故藉

考察日本消防防災相關事宜，吸取其優點，供作往後工作之

改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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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內容重點

※大阪市消防局

一、概述：

日本大阪市係日本第二大城，面積共二百二十

點五三平方公里。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其附近

地區發生震驚全世界之「阪神、淡路地震」，造成嚴

重之人命傷亡，因該市損失並不嚴重，市區並未有

任何地震後之痕跡。

二、大阪市消防局簡介：

（一）編制：大阪市消防局設有總務部、預防部、搶

救部及消防學校，共計有消防分隊二十

五隊，小隊六十四隊。

（二）人員：消防人員三千六百八十五人。

（三）車輛：各式消防車輛三八四輛，救護車輛六十

輛，直昇機兩架及消防船兩艘，救助船

一艘。

（四）火災統計：於平成十二年（西元 2000年）內，

共計發生火災一六二三件，損失金

額達十六億五千五百三十五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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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平均一天發生四件火災，一天

損失四百五十二萬二千日圓；其中

建築物火災一○五五件，佔百分之

六十五，車輛火災一九二件，其他

火災四二六件，起火原因以縱火六

六○件，佔百分之四十‧六為最多。

（五）救護：於平成十二年（西元 2000年）內，共計

出勤十六萬四千九百七十三件，運送了十

四萬八千零七十五人，其中「急病」有十

萬五千五百五十七件，佔百分之六十四為

最高，其次為一般負傷的二萬零八百一十

二件，交通事故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件排名

第三。

（六）其他災害救助：於平成十二年（西元 2000年）

內總計出勤了三千五百六十

件，其中人命救助活動（如建

築物事故、交通、水難事故等）

共出動了九百九十件，救出五

百一十八人，另外危害之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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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瓦斯、危險物品洩漏等）

共計出勤一千一百八十一件。

三、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制度：

其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之勤務派遣，係依據有關

災害種類及性質，原則上一般火災由基本消防人、車

出動，高層建築物則由搶救計畫指定由特殊救助隊出

動，因考慮如泡沫及各種救災器材搬運，必須加強人

力派遣。對於如醫院、人口密集地區、有延燒顧慮、

危險物品、輻射等災害，必須有特殊之考量。

四、地理資訊系統：

日本大阪市消防局具有先進之地理資訊系

統，其報案電話指揮中心與地方消防單位之派遣同

時作業，其作業如下：

（一）由一一九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統一集中受理報

案，可由報案系統中自動顯現報案人之地址及

電話號碼（ Auto Number/Location Indication

ANI&ALI），或由作業人員詢問案發地址及輸

入，將相關之報案資料輸入電腦。

（二）電腦系統立即分析火場最近之消防分小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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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螢幕上顯現其戰力資料（人員數、車輛數

等），作業人員立即依據報案之內容，將派遣資

料點選，同時透過系統將訊息傳遞（包括火災

性質、地址、出動人車、時間、附近水源位置、

指揮官、救災無線電頻道）給分隊，並在電腦

螢幕上顯現火場附近之地圖及水源位置。

（三）分隊接獲出動訊息後，立即出動指定人、車趕

往火場。於途中，透過無線傳真，將火場附近

地圖列印出來供指揮官判斷及指揮。

（四）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並可利用電腦再次查詢火場

資料，如建築物平面圖、用途等資料，若有需

要，則將資料傳真予救災人員供參考。

（五）於救災救護指揮中心設有高倍率望遠鏡系統，

其分佈於市區內制高點上，火警發生後，若有

需要，其可與電腦系統連線，自動鎖定火警發

生方位，將初步影像傳回，並透過人工再進行

細部對焦工作，如出動直昇機，，並可由直昇

機上之攝影機傳回影像，供於救災救護指揮中

心之人員指揮判斷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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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消防廳：

東京市日本文化、政治、經濟之樞紐，亦是全球

著名之國際大都會之一，東京消防廳除負責東京都二十

三個行政區域之消防工作外，亦保護多摩區內二十五市

三鎮一鄉之城鎮，轄內人口約一千兩百餘萬人，面積約

一千七百五十平方公里。

大阪市消防局簡介：

（一）編制：該廳總部下設總務、人事、警防、

防災、救急、預防、宣導、裝備等

部門以及消防學校和消防科學研究

所，共計有消防分隊八十二隊，小

隊二百零七隊。

（二）預算：平成十三年（今年）之預算達二千

四百四十億，佔東京都一般會計預

算之百分之三點九。

（三）人員：消防人員計有一萬七千五百三十七

人，行政人員有四百五十六人。

（四）車輛：水箱消防車輛四百八十六輛，直線

雲梯車八十五輛、曲折放水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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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照明車九輛、救助車二十五輛，

救護車輛二百零一輛，化學車四十

八輛、消防摩托車二十部、遙控放

水車四部、直昇機六架及消防船九

艘，救助船一艘。

（五）火災統計：於平成十二年（西元 2000 年）

內，  計發生六千九百三十八

件，其中以建築物三千九百八十

六件，佔百分之五十八為最高，

起火原因以縱火二千六百五十

五件，佔百分之三十八為最高，

煙蒂引起亦佔了一千一百六十

件排名第三。

（六）救護：於平成十二年（西元 2000年）內，

計救護了五十七萬五千八百九十

人，其中以急病三十三萬零五百一

十五人，佔百分之五十七為最高，

交通事故九萬零三百四十人，佔百

分之十六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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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災害救助：於平成十二年（西元 2000

年）內，計出勤一萬四千

七百一十五件，其中以建

築物災害計六千八百五十

六件，佔百分之四十六為

最高，交通事故五千九百

八十一件，佔百分之四十

次之。

為了因應各種不同災害，該廳設置了消防工作實

驗室，從事消防科技研究，以改進消防作戰裝備器材，

同時檢驗救災裝備，分析鑑定危險物品，以及研判火災

原因等，迄今該實驗室研究發展成果如下：

（一）發展供火災現場偵察火點之機械人。

（二）研究「閃燃」之原因與防範對策。

（三）研究火場個人安全防護裝備。

（四）發展家庭用之自動撒水系統。

（五）研究輕質可供攜帶之消防梯。

（六）研究消防人員安全衛生之管理。

（七）研究火災報案人心理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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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東京消防廳之各項消防作為分述如下：

一、東京消防廳有關地震之防救作法

（一）該廳為預防地震災害，積極參與東京都都市計

畫委員會，要求新建之建築物應符合防震標

準，並重新檢討建築物密集區之建築強度與密

度，以期使地震災害損失減至最低，另加強保

護（存）開放地區如廣場及公園等地以及拓寬

市區重要道路，確保一旦地震發生得有足夠之

空間可供避難。

（二）為防範地震造成火災，該廳普遍灌輸市民在地

震發生之後，應採取之避難及防範火災之作

法。

（三）該廳在防止火災蔓延部份，不斷強化災害救助

能力，充實消防水源及手動式激動幫浦，以適

應地震所帶來之火災。

（四）在保護生命安全部份，該廳不僅在平時提供緊

急救護服務，對於重大災難及緊急狀況，亦有

所救護計畫與對策，並普遍教育市民急救知識

以便在火災或大災難來臨時，市民可以自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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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消防單位一股助力。

（五）該廳預擬重大災害搶救計畫，保護某些區域一

旦地震來臨時可免受到火災波及，為達此一目

的，該廳在這些區域，普遍建置消防蓄水池，

以供撲滅火災之需，並確保疏散區域之安全。

（六）利用直昇機之機動性，執行災區勤報收集，並

參與各項緊急救難之任務，包括界火、運送人

員及裝備，或執行空中緊急救護之任務。

二、東京消防廳有關緊急救護之作法

（一）該廳共有一九五輛救護車，一九五個救護隊，

一五三六名救護人員，在一九九七出動急救約

四十八萬次，該廳提供急救服務，是全市急病

傷患送醫救治之賴，為應市民急救需求並提高

服務品質，該廳採用醫務顧問諮商體系，在該

廳勤務指揮中心內，就有二十四小時值勤之醫

生，全市有三百四十位醫生輪流值勤，能給予

在現場實施急救之消防人員必要之醫療指

導，除此之外，該廳亦選送消防人員至醫護人

員中心和醫學院學習醫護課程，使消防人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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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急救醫護之知能。

（二）該廳消防人員以往必須接受一三五小時訓練，

現在改為二六○小時，惟欲達上述救護資格者

需具備下列條件：

１、高中畢業，接受二年訓練，且通過考試及

格者。

２、擔任消防工作已有五年時間，或曾從事救

護工作二千小時經驗者，再接受一年訓練

考試及格者。

３、目前擔任救護員再接受六個月訓練合格者

（三）病人轉院之條件，需雙方醫師及病人家屬同

意，同時以病人不知該院醫療設施不足為限，

且該廳亦規定轉院時醫師須隨車前往，除非該

院僅有一名醫師時，才可不用隨車；另衛生單

位無救護車配置，僅負責傳染性疾病救護工

作，而消防隊則不執行此十一種傳染性疾病救

護工作。

三、東京消防廳有關化學災害應變處理方法

（一）該廳過去對於化學災害，消防隊僅負責六類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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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物品救護工作，為實際執行救災工作間，除

火災外，常伴隨其他災害，如曾有由類火災產

生瓦斯外洩，並造成消防人員受傷情況，於是

於昭和六十三年（一九八八年），該廳成立專

責處理化災之機動中隊，加以研究車輛裝備器

材配備基準，如化學車須具有分析儀器及各種

救護配備，故機動中隊數量究竟須多少，才足

以因應環境所需，該廳目前仍以三十分鐘內到

達現場處理為設置原則。

（二）東京目前計有十個化學機動中隊，每一中隊由

兩小組組成為九人，配備兩輛消防車，一輛具

備分析儀器之化學車，另一輛為普通化學車。

機動中隊有一隊長，其由東京消防廳選拔送往

消防學校接受為期一個月之培訓。

（三）以往消防隊是在災害發生後才前往現場進行救

災工作，惟此種作法已明顯不足以因應，因消

防工作重在預防，應做到當發覺有危險物品洩

露時就加以測試，以防範災害發生，並可對化

學工廠加強灌輸員工之防救災常識，且該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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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亦將十萬種化學物品之理化性輸入電腦，以

知災害發生時可能引起之災害及如何處理。

四、東京消防廳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部份

（一）東京消防廳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於一九九○年完

成電腦程式之更新，同時亦完成轄內二十三區

之連線。據瞭解，該中心在一九九八年一年共

接獲約一百萬件之報案電話，其中有三萬件是

火警，五十萬件的救護案件，其他救助、為民

服務案件等約四十六萬件。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哉一一九電話連線的同時，於控制台上的電腦

螢幕可立即顯示出報案人之電話號碼、發信地

及相關之街道、建築物狀況，對於救災救護等

均能掌握最快、最新及最準確之訊息，以發揮

救災救護之最大功效。然為照顧獨居老人及行

動不便者，該中心並設有緊急通報受信系統，

開放上述獨居老人及行動不便者申請，經受理

後及把申請者之所在地址、電話、完整病歷等

詳細資料輸入電腦報案系統檔案，並發給申請

者一個隨身之呼叫器，當獨居老人或行動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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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遇緊急狀況時，可按下隨身之呼叫器，救災

救護指揮中心即立即於電腦螢幕顯示是何人

在求援，並同時顯示出該患者之詳細住所及病

歷，並能在求援人無法拿起電話之情形下雨之

通話，以確定病情，並做最快速、最有效之處

置。至於聽障者，或其他無能力以一般電話報

案者，如遇緊急狀況，可利用傳真機將報案資

料傳真至勤務指揮中心報案。此一系統之相關

業務或報案之受理，均係由志工擔任。

（二）該中心大部份設施，均以電腦系統連線作業，

從受理報案、確認狀況、災害現場周圍道路與

交通狀況、建築物狀況等到救災救護車輛與人

力之派遣、相互支援之調度、災情之掌控、各

相關單位之聯繫、醫療設施之準備、災害之統

計分析及該中心所有的消防相關資訊等等，構

成完整之救災救護電腦資訊網，其硬體之設置

及相關軟體之規畫與建構所花費之人力與財

力均甚龐大，實值我倣效。

（三）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於接受報案之同時，其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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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已直接和最近之消防隊、醫院、電信、電

力、瓦斯、警察等相關單位連線，並能直接指

揮應出動之人員、車輛器材及醫院的相關救護

設施準備等，該中心並配有六架直昇機，除了

可載送離島之緊急商病患外，另可於災害發生

時直接飛至災區上空，藉以全盤掌控災情，提

供地面救災人員正確快速的救災資訊，並可將

攝影之畫面同步傳至地面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之大尺寸電視螢幕，提供整體救災指揮之參

考。

（四）東京消防廳內二十三區之一一九報案電話，皆

係集中於千代田區之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為多

摩地區離東京市區較遠，且考量逐漸增加的業

務量，東京消防廳乃於立川市內多設一多摩救

災救護指揮中心，以受理多摩地區之報案電話

（行動電話除外，仍由原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受

理），及指揮派遣工作，兩者所有之作業功能

皆相同，僅尺寸大小有差異。

（五）東京消防廳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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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受理一一九報案或其他緊急通報。

２、依各種災害指揮派遣適當之消防單位出

勤。

３、現場消防隊之支援與情報管制。

４、救護隊（EMS）之派遣，及傷病患適當醫

院之選定與聯繫。

５、警察、電力、自來水等相關單位之聯繫。

６、二十四小時消防相關業務之諮詢。

７、線上醫療指導。

※東京消防博物館：

一、東京消防廳為保持該國消防歷史遺跡，特於一九九

二年在新宿區四谷興建一坐現代化之消防博物

館，供民眾參觀使用，內容乃融合該國消防起源

之江戶時代消防制度開始歷代之變遷遺跡，配合

現代化消防科技，展示消防歷史資料結晶。每年

約有近十萬人參觀，深受民眾喜愛。

二、該館與丸內消防署合建在一起，各樓層展市內容主

題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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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下一層：乃展示大正至昭和時代當時主力之

二部雲梯車、三部幫浦水箱車等古

老消防車。

（二）第一層：為接待室兼明治時代馬牽式蒸汽幫浦

消防車與昭和四十二年（西元一九六

七年）第一架直昇機展示室。

（三）第三層：乃現代消防科技展示室，內含有關救

災、救護、救難電動消防活動模型、

手臂電腦機器人報警系統、顯示火災

燃燒原理立體映像儀及簡易災害知

識電腦螢幕等。

（四）第四層：展示從明治至昭和時代消防機械、技

術、滅火設備及時代風俗等歷史演變

之物品、圖書、模型。

（五）第五層：擺列江戶時代滅火設備遺跡及大名、

定、町火組織之創設資料。

（六）第五層陽台：擺放於昭和六十三年退役之消防

直昇機「KAMOME」，並可供民

眾乘坐於駕駛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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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觀過程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乃是無論機器、文

物年代如何悠久，其總是保存得極為清新、美觀、

完整；又第三層樓之現代消防科技更令人刮目相

看，如六面體人像自駐防火組織顯示儀、救災救

難電動消防活動模型等。總之，該館係以消防車、

消防起源、消防歷史之演變及展示現代化消防科

技為四大主題。

三、檢討與建議

一、日本地震、火災等相關天然災害甚多，而日本對於

搶救災害訓練及裝備之充實，以及對於民眾進行防

火宣導、防災宣導亦不遺餘力，但宣導最有效的不

光是文字解說、影片說明，最重要的還是要由民眾

去親身體驗，如此方能留下深刻之印象，提昇防火、

防災之觀念，於平時便能多加注意，進行防災之準

備，爰建議多設置消防防災館，利用各種模擬狀況

之建置，使民眾有身歷其境之感受，並且學習正確

的因應之道。

二、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是所有消防單位啟動救災救護之樞

紐，目前資訊系統日益普及與發展之現代，尤其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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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各地消防單位每天接獲之案件也日益增加，往往

同一時間內接獲多通報案，在人力並不十分充裕之情

形下，對於案件統計分析及管制之功能，實不能停留

在以前透過人工管制之階段，爰建議透過完整之資訊

系統，建立從報案、登錄、派遣、管制、考核等標準

作業流程，並建立完整救災資料庫，結合各種通訊系

統（有線、無線等），除加強救災效率及指揮判斷能

力外，並可作為日後分析救災作為之完整資料庫，如

平均出動時間、到達現場時間、撲滅火災花費時間，

作為消防救災、消防行政上最為有力之佐證資料，同

時亦可減少人為統計錯誤之發生。

三、目前消防同仁救災時所穿著之防護裝備及所需攜帶之

器材，其裝備、器材性能之要求並無一定之規範，個

消防單位所使用之救災器材及使用之方法也各不相

同，因此實有必要針對救災人員所需之個人防護裝

備，包括消防衣帽鞋、空氣呼吸器等，及搶救所需之

裝備，就其性能需求、測試維護等加以規範以為遵

循。

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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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我國距離相近，在於國情以及各方面之人文條

件及地理條件上，較西方國家相近，且其對於消防科技及

工作之發展不遺餘力且已有長久之歷史，我國時可借鏡其

優點，引進國內並經由國內各專家學者，針對我國本土之

風俗民情及生活習慣加以改良，制定出適合於國內發展之

制度及消防科技，以維護公共之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