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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地處西太平洋颱風區，近年來往往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尤以 97年

以來的卡玫基颱風、鳳凰颱風、辛樂克颱風、象神颱風、納莉颱風、莫拉克颱風

等，及對原住民族地區造成多處嚴重道路坍方阻斷，近千人滯留山區；且加上山

區地形坡度陡峭、地質脆弱和水流湍急等不利於土體安定的條件，以致於颱風豪

雨後往往伴隨著水災、崩塌、地滑、土石流、洪水災害等，嚴重威脅偏遠地區地

區居民及遊客生命財產安全；同時囿於縣市政府消防局人力及經費有限，無法普

遍設置消防分隊情況下，針對偏遠地區消防據點如何有效提升其救災效能及能

量，係當前一大課題。 

再依據世界銀行於 2005年刊行的「天然災害熱點－全球危機分析（Nature 

Disaster Hotspots – A Global Risk Analysis）」指出：臺灣同時暴露於三

項以上天然災害的土地面積及人口為 73%，同時暴露在兩項天然災害則為 90%，

均高居世界第一，臺灣是受天然災害威脅最嚴重的地區，故須重新審慎評估我國

偏遠地區消防據點設立部屬與搶救設施。查我國人文經濟文化及相關消防制度與

日本類似，且針對偏遠或離島地區，日本亦有完整規劃及經驗，堪為我國經驗擷

取與考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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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落實及有效強化山地鄉後山、偏遠地區(即距消防分隊較遠區域)或離島之

自助、互助、公助之精神及消防救災作為，同時囿於縣市消防局人力及經費有限，

無法普遍增設消防分隊情形下，規劃於山地鄉後山或偏遠地區設置消防據點，配

置消防車輛或相關裝備、器材，並訓練當地之居民擔任義消、納編現有民間相關

救援隊，作為消防力延伸之執行重點與運作模式以及讓部落居民於災害發生時能

順利地進行各項災害應變對策，故為提升偏遠地區消防據點之救災成效，藉由考

察日本運作模式，俾作為未來設置偏遠地區消防據點部屬及設施之參考。 

(一)偏遠地區定義與說明 

針對臺灣偏遠地區之定義，係參考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於 94 年資訊服務上網據點建置推廣計畫中，有關偏遠地區之鄉鎮

如下表： 

 

表 1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義偏遠地區之鄉鎮 

(資料來源: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本考察重新整理) 

縣市別 偏遠程度低 偏遠程度高 

新北市 
三峽區、三芝區、石門區、金山

區、萬里區 

石碇區、坪林區、平溪區、雙溪

區、貢寮區、烏來區 

宜蘭縣 頭城鎮、礁溪鄉、員山鄉 三星鄉、大同鄉、南澳鄉 

桃園縣   復興鄉 

新竹縣 
寶山鄉、關西鎮、橫山鄉、北埔

鄉、新埔鎮 
五峰鄉、峨眉鄉、尖石鄉 

苗栗縣 

公館鄉、三義鄉、銅鑼鄉、西湖

鄉、通霄鎮、卓蘭鎮、造橋鄉、

頭屋鄉 

獅潭鄉、泰安鄉、南庄鄉、大湖

鄉、三灣鄉 

台中市 新社區、東勢區 和平區 

彰化縣 
竹塘鄉、溪州鄉、芳苑鄉、大城

鄉、福興鄉 
 

南投縣 集集鎮、水里鄉、竹山鎮 魚池鄉、仁愛鄉、國姓鄉、鹿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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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中寮鄉、信義鄉 

雲林縣 

麥寮鄉、元長鄉、東勢鄉、四湖

鄉、褒忠鄉、口湖鄉、大埤鄉、

崙背鄉、水林鄉、古坑鄉 

 

嘉義縣 
東石鄉、中埔鄉、義竹鄉、竹崎

鄉、鹿草鄉、六腳鄉 

大埔鄉、阿里山鄉、梅山鄉、番

路鄉 

台南市 

 

白河區、柳營區、六甲區、七股

區、後壁區、東山區、官田區、

北門區、山上區、玉井區、將軍

區 

楠西區、南化區、大內區、左鎮

區、龍崎區 

高雄市 旗山區、美濃區、燕巢區 

田寮區、六龜區、甲仙區、杉林

區、茂林區、桃源區、那瑪夏區、

內門區 

屏東縣 

 

恆春鎮、里港鄉、鹽埔鄉、高樹

鄉、萬巒鄉、新埤鄉、枋寮鄉、

崁頂鄉、車城鄉、枋山鄉、琉球

鄉 

滿州鄉、霧臺鄉、三地門鄉、瑪

家鄉、泰武鄉、來義鄉、獅子鄉、

春日鄉、牡丹鄉 

花蓮縣 

 

瑞穗鄉、鳯林鎮、玉里鎮、光復

鄉 

壽豐鄉、富里鄉、卓溪鄉、秀林

鄉、豐 

濱鄉、萬榮鄉 

臺東縣 

 

鹿野鄉、成功鎮、太麻里鄉、池

上鄉、關山鎮 

 

大武鄉、海端鄉、達仁鄉、東河

鄉、金峰鄉、卑南鄉、長濱鄉、

延平鄉、蘭嶼鄉、綠島鄉 

澎湖縣 馬公市 
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望安

鄉、七美鄉 

金門縣 金城鎮 
金湖鎮、金沙鎮、金寧鄉、烈嶼

鄉、烏坵鄉 

連江縣   
南竿鄉、北竿鄉、莒光鄉、東引

鄉 

 

(二) 偏遠地區現況問題分析 

 

1、偏遠地區環境狀況分析 

(1)歷年天然災害損失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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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許多發生嚴重災害損失(風災、土石流災害、水災等)的地區常常座

落於偏遠山地地區或離島，每當颱風豪雨等災害來臨時，受自然條件之影

響，對外電力、通訊及交通都容易中斷，而成為面臨自然災害的「孤島」，

且在缺乏相關災害防救資訊下，在防災規劃上屬於抗災能力較弱的「防災弱

勢地區」。常因距離太遙遠偏僻或災區的範圍太廣、又因道路於災害發生時

即遭毀損，使得救援力量無法到達災區；或因通訊障礙，使得災害訊息無法

傳遞等因素，使得政府或民間的救援力量無法在最迅速的時間內前往救援，

而失去了救援的時效。 

國內防災已規劃「自救為主、他救為輔」之防災策略，也就是所謂「自

主性救災」。強化宣導偏遠山地地區之居民對於天然災害來臨前如何提高其

天然災害風險之認知，讓民眾能切身知道天然災害帶來的危害，做好本身及

部落預防及整備的工作，為擬訂防救災之策略。近年來政府已於天然災害防

救的議題上，亦參考日本自主防災組織，針對偏遠山地地區的資通訊聯絡系

統、防救災組織培訓及購置預防、救災器具等均有所著墨，於事前由地方居

民共同進行預防工作，將天然災害風險降低，透過學習、計畫、演練操作等

減災及預防的方法，在天然災害發生後，利用既有的資源發揮部落自救的能

力，相信可以減少許多生命與財產的損失。 

(2) 區域建設經費以人口為導向 

近年來臺灣人口逐漸有都會化趨勢，故政府亦將所有經費資源都投向都

會化需求。原住民族部落乃為農林漁牧產業、工藝及運銷為主之自立型經

濟，在產業結構性轉變下，更是加深原住民族維生條件及經濟困境的險峻。

過去政府為了照顧山地部落及偏遠或離島地區原住民的生活，以減緩都市化

的壓力及發展機會的不均，在偏遠地區已投入不少的工程建設，但是中央政

府及地方政府稅收有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投入在山區部落的資源將因為

財政的限縮，很難繼續足額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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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全國共 55個原住民鄉，經內政部消防署依中程計畫補助山地原住民鄉縣

市消防局興建廳舍等，原則上以一鄉一消防分隊之基本戰力需求，惟尚

不足涵蓋山地鄉各部落或偏遠地區之消防戰力需求，遇災害發生尚須由

其他鄉鎮鄰近分隊前往支援，耗時較長。 

B、另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18條、19條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4條之

規定，災害防救業務係屬直轄市、縣（市）自治事項，地方消防分隊之

設置及人力之編制，係屬地方政府權責，惟地方政府財政困難，部分縣

政府難以充分編列所需經費，以有效強化山地偏遠地區或離島地區救援

設施或設備。 

 

(3) 偏遠之觀光地區遊客大幅增加 

近年來政府推廣周休二日，民眾生活品質提升，休閒活動增加，國人假

日出入山地鄉或離島等偏遠地區觀光人數大幅增加，又加上近年來政府積極

輔導及協助偏遠地區公共建設，帶動大量觀光人潮消費。因此原本單純的山

區隨著文明開發的腳步，亦突顯出公共安全之重要性，故易因突發災害事

故，導致大量遊客受困偏遠山區或離島事件。 

 

(4)部落分散且距離遙遠，救災人員到達時間所需較長 

A、因山地鄉部落分散、道路蜿蜒、交通不便，且位處於中央山脈往外延伸

之山區，其道路受限於山地地形起伏、蜿蜒，往往路狹、坡陡且多彎，

救災人車到達現場所需時間較長，每逢颱風、豪雨等天災時，往往造成

道路坍塌或離島交通停航停駛等不確定因素。 

B、我國平均每個山地鄉部落人口數約有288人（總計551個部落、人口數15

萬8,588人），但偏遠地區火災件數少，建築物密集度低，如依照部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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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消防據點，相當不符合經濟效益，本次考察日本鹿兒島縣霧島市消防

局，係依照一鄉鎮一消防據點為原則，但並非每鄉鎮都設置消防據點，

仍須加上災害種類及件數之評估考量再決定。 

(5)建築物內部構造多為易燃，且地處易崩塌危險地段 

原住民族基於經濟及地理環境考量，山地鄉部落建築物多以就地取材方

式建造，以木造建築物搭蓋鐵皮屋為主或內部大量木造裝潢，往往造成火災

時燃燒速度快的主因。且位於山區常因天然災害肆虐，導致土石流、地滑、

洪水等災害，造成居住環境不穩定，往往於災害發生前，各縣市政府必須實

施預防性撤離。 

2、偏遠地區消防據點法規制度狀況分析 

(1)國內消防據點設置 

摘述國內依據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員額設置基準」之附表「直

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員額設置基準表」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消防或

救災救護分隊設置基準如下： 

A、以消防車五分鐘能到達，服務面積九平方公里計算，設一分隊。但郊區

得視狀況酌予放寬服務面積。 

B、每一鄉（鎮）至少應設一消防分隊，人口密集或轄區遼闊者，得增設之。 

C、離島地區視島嶼分布及交通阻隔情形增設分隊。 

另相關規定如「直轄市縣市消防車輛裝備及其人力配置標準」規定，第

2條所稱直轄市、縣（市）消防車輛、裝備及其人力，指直轄市、縣（市）

消防機關及所屬實際從事火災預防、災害搶救及火災調查鑑定等工作所使用

之車輛、裝備及其配置人力。第 3條第 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

消防車輛及裝備，得視轄區特性、消防人力等實際狀況配置。此為國內消防

據點設置基準，再配合「消防勤務實施要點」執行救援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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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仍以人口密集度、救援到達所需時間為主要考量，再酌予考量工作

勤務繁重所規劃設置，與偏遠地區實際救災能量需求落差大。 

 

(2)考察日本消防據點設置 

由於日本之地理位置、社會環境、人員等各種條件與我國相近，近代不

論法令、制度、器材、設備等皆為我國所借鏡，我國配置消防車輛及消防人

員的制度，亦是參考日本「消防力的整備指針」訂定，日本消防機關在中央

為總務省消防廳(長官、次官、所長及各課室主管)。都道府縣（廳）下設有

消防廳或防災課，市町村消防組織型態為消防本部、消防署、消防團等。 

另考量消防人力有限，依據該規定第 37條設置消防團(即國內的義勇消

防組織)，消防團應以一個市町村設置一個團。但有市町村合併等消防團的

沿革及其他特別情形者，不在此限。再依該規定第 38 條說明消防團應執行

如下各款的業務：火災鎮壓相關的業務、火災預防及警戒相關的業務、救助

相關的業務、地震、風水害等災害的預防、警戒、防除等相關業務、武力攻

撃事態等國民的保護措施相關的業務、對地域住民等之協力、支援及啓發相

關的業務、消防團的庶務處理等業務、除以上各款業務之外，為因應地域的

實情而有特別必要的業務等 

日本非常重視消防團，消防團成為地區消防之中堅力量，處理地區性災

害，均發揮重要作用，另外還負責地區部份消防教育工作。日本義消消防團

組織架構從消防本部獨立出來，與消防本部組織平行，同隸屬於市町村長之

指揮管轄。消防團成員平常各自從事本身之行業，當有災害發生時才出勤，

另也有輪流政府消防部門值勤，屬於非常態服勤性質，而少部份亦有設置常

態性，全日服勤待命。如此運用民力之規定及保障，實為我國參考範本，對

於偏遠地區之救災戰力，亦可發揮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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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行程 

 出國日期 地點 行程內容 備註 

101 年 7 月 29 日 

(星期日) 
臺灣-鹿兒島 桃園中正機場啟程至日本鹿兒島機場  

101 年 7 月 30 日 

(星期一) 

鹿兒島市偏

遠地區-櫻島 

考察櫻島火山之避難逃生相關因應及

設施 
 

101 年 7 月 31 日 

(星期二) 

鹿兒島市消

防局 

1. 拜會鹿兒島市消防局，瞭解山區或

偏遠地區消防據點如何有效縮短

救災時效及運用民間力量。 

2. 官方單位運作模式及民間單位運

作模式。 

 

101 年 7 月 31 日 

(星期二) 

鹿兒島縣危

機管理局消

防保安課 

1. 鹿兒島縣政府危機管理局。 

2. 防災航空部署，出動機制與運作。 
 

101 年 8 月 1 日 

(星期三) 

霧島市消防

局 

1. 拜會霧島市消防局，瞭解山區或偏

遠地區消防據點如何有效縮短救

災時效及運用民間力量。 

2. 官方單位運作模式及民間單位運

作模式。 

 

101 年 8 月 2 日 

(星期四) 
鹿兒島-臺灣 日本鹿兒島返回桃園中正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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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內容 

本次考察行程，選定日本南九州鹿兒島市消防局、霧島市消防局及鹿兒

島縣防災課為主要考察機關，並在3個單位的協助簡介說明及導覽所屬偏遠

地區及離島的消防據點設置及運作情形，瞭解該地區對於預防災害計畫、演

練及災害救援模式。 

一、鹿兒島市消防局 

(一)機關組織簡介 

鹿兒島市面積547.07平方公里，人口60萬5,609人，消防預算

55億6,109萬5,000日圓(平成24年)，鹿兒島市消防局下設1個消防本

部、3個消防署、21個消防分遣隊，消防職員現有473人(採勤一休一

方式執勤)，消防團現有1,511人，車輛部分消防局計有105輛、消防

團計有89輛。 

 

圖1  為日本鹿兒島市位置(資料來源：鹿兒島市政府) 

日本亦實施地方自治國家，鹿兒島市最高指揮官為市長，消防機

關組織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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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為日本鹿兒島市位置(資料來源：鹿兒島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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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組織位置(資料來源：鹿兒島市消防局) 

 



14 
 

 

圖 4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團組織架構圖(資料來源：鹿兒島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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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團人員車輛裝備架構圖(資料來源：鹿兒島市消防局) 

 

圖 6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團協力事業所(資料來源：鹿兒島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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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近十年火災件數統計(資料來源：鹿兒島市消防局) 

 

圖 8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火災統計概況(資料來源：鹿兒島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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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火災原因概況(資料來源：鹿兒島市消防局) 

(二)消防組織運作模式 

鹿兒島市消防局消防次長藤崎誠說明，鹿兒島市消防局係位於日

本南部偏遠地區，且人口數不多，故消防人力也不多，消防據點設立

主要考量因素，第一為人口數、第二為災害案例數，藉此參考來決定

分隊及消防戰力。因地處日本偏遠地區，該局消防人力比日本境內多

數消防局規模小，惟日本就算是偏僻地區仍致力投資於消防基礎建

設，並依照環境特性、因地制宜發展適合當地消防特殊性；經考察當

地最具有代表性為櫻島火山爆發災害，於考察當時仍在噴發，每天落

下大量火山灰，然而這些火山地形及火山灰係屬脆弱質地，每逢豪雨

或是颱風，必定造成山區土石流，甚至於市區亦因火山灰堆置量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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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如未定時清淤水溝，必定造成市區淹水，故偏遠地區櫻島地區消

防據點防災策略及其應變模式，即為我國重要參考資料。 

整個鹿兒島市消防局採勤一休一運作模式，消防據點設置依照人

口分布及易生災害的案例而設置，經統計分析結果再評估設置地點，

惟災害處理考量仍以當地自主性編組為原則，藉由當地自主性編組的

演練得知那些地方為何無法避難，考量並評估為教育宣導問題？還是

演練不確實？還是真的無法避難？確認難以避難的原因後，再由消防

單位介入救援演練，所以並非消防據點設置皆以人口或經費考量。 

 

圖10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自主性組織避難訓練(資料來源：鹿兒島
市消防局) 

 

圖11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自主性組織避難演練(資料來源：鹿兒
島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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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自主性組織初期滅火演練(資料來
源：鹿兒島市消防局) 

 

圖13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自主性組織協助避難活動演練(資料來
源：鹿兒島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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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櫻島(偏遠地區)消防據點運作模式及救援機制 

櫻島上消防據點設置2個(櫻島西分遣隊及櫻島東分遣隊)，另消

防團設置10個分團，為最主要救災戰力，管轄面積76.93平方公里，

居民人口5,052人，最大的災害就是火山爆發引起的地震、岩漿、火

山灰，然而任何災害受理及派遣，皆由鹿兒島市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

中心來處理，該指揮中心亦是現在化的智慧型派遣模組，平均1年約5

件火災，約300件救護案件，以櫻島西分遣隊為例，每日維持3人救災

2人救護的勤務編排，目前無增設消防據點計畫，先以自主性組織演

練及宣導為主要政策。 

 

圖14 為日本櫻島昭和火山位置圖(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15 為日本櫻島昭和火山正在噴發情形(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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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兒島市消防局平時於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監視火山活動狀況，其

指揮中心設置設備並不因為地處偏遠而忽略，反而是先進設備，其

GPS、甲乙種搶救圖、及智慧型派遣等設備都齊全，每日有4人輪班，

並於鹿兒島市最高位置設置高倍數望遠鏡監視設備監看火山及轄區

火警狀況。 

 

圖 16 為鹿兒島市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人員說明火山監控情形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17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位置配置(資料來
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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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值勤台受理報案資料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19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值勤台 GPS 定位資料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20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值勤台智慧單位派遣
資料(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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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為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高倍數望遠鏡監視設
備螢幕(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22 與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值勤人員合照(資料
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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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火山活動並非消防專業，因此橫向聯繫單位為日本氣象廳的

Kagoshima 氣象觀測所，櫻島火山的監測工作是由該單位負責，觀測

內裝置有地震儀、傾斜儀、應變計、海平面量測、空氣震波量測和影

像觀測錄影，有任何狀況都消防單位保持密切聯繫；而隨時做調查研

究的包括有火山灰調查、地磁量測和地下溫泉水質監測等。 

因櫻島火山的每年噴發頻率相當高，危險性也大，故為有效降低

火山災害而設置特別的的監測系統，如監測岩屑流的工作、演練當火

山噴發時的疏散工作、繪製火山災害圖、設立火山即將噴發的警告系

統等，由消防單位協助辦理。 

 

圖 23櫻島上的日本氣象廳的 Kagoshima 氣象觀測所(資料來源：本考
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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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櫻島上的日本氣象廳的 Kagoshima 氣象觀測所說明今年已噴發
650 次(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25說明鹿兒島郊區多因火山堆積而成，亦因豪雨造成土石流災害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26說明鹿兒島市區排水溝多因火山灰堆積，造成豪雨淹水災情(資
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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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日本氣象廳的 Kagoshima 氣象觀測所內標明昭和火山口目前噴
發位置(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28日本氣象廳的 Kagoshima 氣象觀測所人員說明昭和火山口目前
噴發次數(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29說明原是日本神社入口大門，因昭和火山大爆發時被火山灰淹
沒(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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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櫻島內櫻塚消防分團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為因應櫻島昭和火山爆發時避難任務，消防團最重要的任務即協

助居民登交通船往鹿兒島市方向遷移(交通船每15分鐘1船班，24小時

輪班，1艘船可搭載4輛巴士6輛小客車)，而平時預防任務為開挖岩漿

溝，讓岩漿順流至大海。另協助學校防災宣導及平時社區自主防災演

練，確認偏遠地區的居民是否已經預防性撤離避難等任務，實為消防

據點最重要的幫手；利用當地商家加入消防團，並發與「日本鹿兒島

市消防團協力事業證明」，有效強化當地自主性防災及救災任務，降

低依賴消防據點設置，證明並非廣設消防據點來達成防災任務，可運

用無限民力資源，做好政策配套措施，可更快速達到預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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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櫻島內設於海岸邊下船處之消防分團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32櫻島內消防分團旁下船處，平時管制，並非開放漁民使用(資料
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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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參訪櫻島內湯之分團隊部(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34櫻島內湯之分團隊部勤務車(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35櫻島內湯之分團隊部消防車，車頭加裝防止火山掉落物遮版(資
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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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櫻島內湯之分團隊部為因應迅速開挖火山溝使用工具(資料來
源：本考察整理) 

 

圖 37櫻島內湯之分團隊部為因應火災及救助工具(資料來源：本考察
整理) 

 

圖 38日本政府為全櫻島居民建蓋臨時避難坑，於噴發大量火山灰時
躲避用(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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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日本政府為全櫻島居民建蓋臨時避難坑，於噴發大量火山灰時
躲避用(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40參訪櫻島西消防分遣隊(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最後參訪櫻島西分遣隊，該分隊屬於偏遠地區的消防分隊，總計

9人的消防分隊，並採勤一休一制度(如圖30)，日本鹿兒島市政府消

防局評估櫻島所屬人口、環境及災害案例並不多，故未投注大量消防

人力於櫻島地區，主要原因為規劃完善的「鹿兒島市消防計畫」，包

括組織計畫、消防機具器材整備計畫、調查計畫、教育訓練計畫、災

害預防計畫、警報等發布傳達計畫、情報蒐集計畫、火災等警防計畫、

風水害等警備計畫、避難計畫地震災害消防活動對策、救助救急計

畫、出動計畫(櫻島火山大爆發警備計畫)、相關機關聯絡計畫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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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運用消防團組織的協助，將災害降到最低。 

 

圖 41櫻島西消防分遣隊出勤表(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42櫻島西消防分遣隊大門，並利用知名明星招募消防團廣告(資料
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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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櫻島西消防分遣隊指揮車，於車頂加裝防止火山灰掉落物遮板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44櫻島西消防分遣隊水帶車(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45櫻島西消防分遣隊水帶車，可迅速於巷弄間延伸水帶(資料來
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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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櫻島西消防分遣隊消防車，於車頂加裝防止火山灰掉落物遮版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47櫻島西消防分遣隊消防車裝台派遣系統的 GPS導航功能(資料來
源：本考察整理) 

 

圖 48櫻島西消防分遣隊消防車裝台派遣系統的 GPS定位及選址功能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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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櫻島西消防分遣隊消防車裝台派遣系統上特殊弱勢民眾顯示功
能(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50櫻島西消防分遣隊消防車裝台派遣系統上甲種搶救圖功能(資料
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51櫻島西消防分遣隊消防車裝台派遣系統上選定目標物種類查詢
功能(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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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櫻島西消防分遣隊救護車，於車頂加裝防止火山灰掉落物遮板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53櫻島西消防分遣隊救護車上電擊器(分三段式電擊)(資料來源：
本考察整理) 

 

圖 54與櫻島西消防分遣隊消防人員合照(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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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說明制度完善的消防局仍須有訓練中心來

協助及強化消防人員的救援技能，最好能有因地制宜、符合當地災害

需求的救助隊，而鹿兒島市政府亦相當支持消防預算，購置及訓練相

關救助、搜救器材及車輛裝備。 

 

圖 55鹿兒島市消防局訓練中心展示熱影像儀器(資料來源：本考察整
理) 

 

圖 56鹿兒島市消防局訓練中心展示生命探測器(資料來源：本考察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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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鹿兒島市消防局訓練中心演練生命探測器之方位判別設備(資料
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58鹿兒島市消防局訓練中心練習生命探測器之方位判別設備(資料
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59與鹿兒島市消防局訓練中心消防人員合照(資料來源：本考察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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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霧島市消防局 

(一)機關組織簡介 

霧島市面積 603.68平方公里，人口 12萬 7,454人，消防預算

18億 8,466萬 6,000日圓(平成 24年)，鹿兒島市消防局下設 1個消

防本部、2個消防署(中央消防署、北消防署)、5個消防分遣隊、4 個

中隊，消防職員現有 180人(採勤一休一方式執勤)，消防團現有 1,168

人，車輛部分消防局計有 39輛、消防團計有 170輛。 

 

圖 60 日本霧島市地理位置及消防單位分布圖(資料來源：霧島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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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日本霧島市消防局組織圖(資料來源：霧島市消防局) 

 

圖 62 日本霧島市消防團組織圖(資料來源：霧島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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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霧島市消防局的編制規模比鹿兒島市消防局小，因居民人口

數少且案件量更少(每年平均火災件數不會超過 100件)，故消防據點

更少，更是透過結合消防團的救災戰力，方能提升有效救災效能，由

於轄區大部份皆為山區(韓國岳 1,700公尺、高干穗峰 1,574公尺)，

但並非高山，偶有山難事故，平均 1年約 4-5件山難意外事故。 

 

圖 63 日本霧島市消防團消防車輛分布圖(資料來源：霧島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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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近 10年(平成 14年-23年)日本霧島市消防局統計火災件數圖 

(資料來源：霧島市消防局) 

 

表 2日本霧島市消防局火災統計概況圖(資料來源：霧島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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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島市消防局為求提升災害預防策略，訂定「霧島市消防団協力

事業所表示制度実施要綱」，鼓勵商家踴躍參加登錄，實施在地化的

自主性編組訓練為偏遠消防據點的重要策略，該局亦表示並不會考量

偏遠地區難以到達救援而設立消防據點，消防任務仍是以服務大部分

居民為主，霧導市原則上以鄉鎮為單位，考量人口、案件量及及災害

屬性來設立消防據點。偏遠地區災害發生時，處理原則先由當地消防

團先行出動救援，消防人員後續趕到共同執行搶救任務。 

 

圖 65 為日本霧島市消防局消防團協力事業所標章(資料來源：霧島市
消防局) 

(二)消防組織運作模式 

於考察霧島市消防局時，同時與當消防團成員矢野敏朗先生交流

我國如何運用義勇消防人員，對於我國義消人員如何協助救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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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都非常有興趣。該局總務課長木佐貫誠先生說明日本原則上都是

以官方消防人員為主要戰力，但如果是以偏遠地區的消防點來看，須

消防團來協助火災預防、火災搶救及其他的災害救助為主要運作模

式，偏遠地區消防單位人數實在太少，且採用勤一休一運作模式僅能

負荷平時災害應變，對於較大型災害仍須與消防團共同結合執行，故

與消防團密不可分，惟同時都面臨漸漸縮編狀況。雖然增加消防戰力

補強及消防據點設立可大幅提升當地救災效能，但設立經費與維護經

費相當可觀，霧島市評估考量結果應是結合義消的組織最為適合，再

配合當地民眾自主性編組演練，亦可提升救援成效。 

 

圖 66 說明日本霧島市消防局消防團與消防單位運作機制(資料來
源：霧島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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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說明日本霧島市消防局消防團招募活動(資料來源：本考察整
理) 

 

圖 68 日本霧島市消防局於自主性組織活動時，同時宣導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46 
 

 

圖 69 與日本霧島市消防局消防人員合照(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霧島市消防局消防司令竹內優說明該局處理山難運作模式，原則

上轄區山不高，平均 1,000多公尺，山難案件少，動員方面皆由警察、

消防及消防團共同處理，所屬山區並非管制區，亦無專責山域管理單

位。平時結合警察、消防、軍方共同演練，需要時申請直升機配合演

練，並無明確由警察或消防主導救援，警察負責協助搜尋部分，消防

為救助部分，人力不足申請軍方協助，因為地方自治運作，指揮官應

為當地村(里)長。村長可派遣熟悉當地地形環境人士或常在該區登山

的地方人士協助搜尋，實務上村長只會提供討論、諮詢，並不會參與

救援行動，或許可成為國內參考，請當地父母官協助搜救諮詢任務，

避免家屬有誤解救援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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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日本霧島市消防局消防人員、警察、軍方聯合山難救援演練(資

料來源：霧島市消防局) 

 

圖 71日本霧島市消防局消防、警察、軍方到達山難事故點後救援任
務說明(資料來源：霧島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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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日本霧島市消防局消防、警察、軍方架設繩索執行救助任務(資
料來源：霧島市消防局) 

 

圖 73日本霧島市消防局消防、警察、軍方救護固定患者演練(資料來
源：霧島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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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兒島縣危機管理局消防保安課防災航空隊 

該隊直屬於鹿兒島縣政府(該中心業務類似我國內政部空中勤務總

隊)，位置位於鹿兒島縣南方的枕崎空港。該隊的直升機派遣由所長決定，

所長下設隊長 1人，副隊長 2人，隊員 3人辦理該所直升機相關業務，另

委託鹿兒島國際航空公司駕駛及保養直升機(常勤者 4人，包含操縱士 1

人、整備士 2 人、航運管理 1人)，並請鹿兒島縣轄內各消防局派遣救助消

防人員隨機執行任務(消防人員 1次輪值 3年，並配合組合訓練)，每天 1

組 6人執勤，執行海上、河川、山區任務，時間為 0830-1715(以日出及終

昏時間為主)，直升機可搭載 13人，航程 720公里，最大時速 259公里，

直升機於平成 10年 3月三井物產公司代為購置(7億 5千萬日圓)，4月份

即開始執行任務。 

防災航空隊任務區分為以下幾種： 

一、 緊急運航 

(一) 災害應急對策活動 

(二) 救急活動 

(三) 火災防禦活動 

(四) 救助活動 

(五) 廣域航空消防防災應援活動 

二、 通常運航 

(一) 災害預防對策活動 

(二) 自隊訓練活動 

(三) 各種防災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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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鹿兒島縣危機管理局消防保安課防災航空隊位置(資料來源：本考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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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町村 委託會社

機體所有，營運管理

防災航空隊員派遣 操縱士、整備士等

 
圖 75 鹿兒島縣危機管理局消防保安課防災航空隊營運管理說明(資料來源：防

災航空隊，本考察整理) 

 

總括管理者
(危機管理局長)

運航監督者
(消防保安課長)

運航管理責任者
(防災航空所長)

防災航空隊(6名)
隊長       1名
副隊長     2名
隊員       3名

業務委託(4名)
操縱士   1名
整備士   2名
運航管理 1名

 

圖 76  鹿兒島縣危機管理局消防保安課防災航空隊組織圖(資料來源：防災航空

隊，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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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鹿兒島縣內防災航空隊直升機飛行距離時間表(資料來源：防災航空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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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鹿兒島縣防災航空隊直升機年度執行案件數(資料來源：防災航空隊) 

 

 

 

圖 78  鹿兒島縣內防災航空隊直升機飛行距離時間表(資料來源：防災航空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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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鹿兒島縣防災航空隊直升機機通報派遣流程(資料來源：防災

航空隊) 

 

圖 80  鹿兒島縣防災航空隊直升機機型與隊員合照(資料來源：防災

航空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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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心得與建議 

我國有30個偏遠地區山地鄉(約551個部落)，設有22 個消防分隊，加

上山地鄉道路狹小、蜿蜒、距離遙遠，消防單位到達現場並投入救災所需

時間甚長，易造成不必要之傷亡及損失。因此，除藉由消防分隊據點運用

消防人力、車輛及裝備器材進行搶救外，亦應包含部落居民所組成之自衛

消防編組對災害察覺、通報、初期滅火或救災、周界防護及避難引導等自

身之能力。鑑於國內轄管山地鄉之地方消防機關，難以編列充裕之預算廣

設消防據點，或廣設消防分隊並不符合經濟效益時，恐無法有效降低山地

鄉居民之生命財產損失。 

因此，透過考察日本偏遠地區消防據點，參考國外對於偏遠地區消防

據點的設置與運作模式，強化我國救災效能。 

一、 考察心得 

(一)自主性防災組織訓練 

本次考察日本三個機關皆特別強調偏遠地區當地的自主性防災組

織訓練重要性，且日本從小就開始教育如何自行避難及協助鄰居進行

避難，為最基本的災害防救建立基礎，再透過入法讓自主性防災組織

推廣運用，並非考量用消防據點來解決當地災害，亦不符合經濟效益。 

我國依「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員額設置基準」規定，以每

一鄉（鎮）至少應設一分隊為原則，惟地方政府財政無法因應偏遠地

區廣設消防據點，消防據點廳舍建設及人事、車輛、裝備費用投資金

額過於龐大，故我國亦已於99年8月檢討修正「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

增列各級政府應針對具災害潛勢且亦因災害致交通中斷無法對外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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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村、里或原住民部落等，協助輔導設立自主防災組織(如防災社區、

社區巡守隊、自衛消防編組)，及加強教育訓練，以有效提升災害應變

避難疏散作業效能及救災效率。 

我國更是執行「提升山地鄉消防救災效能中程計畫」，規劃辦理

551個部落之義消、鳳凰志工及婦女宣導隊等自主防災主之及教育訓練

及對原住民之防災宣導工作，亦充實山地鄉裝備器材、消防車輛等，

並於屏東縣及花蓮縣新增消防據點，強化偏遠地區防災效能，已不亞

於日本。 

(二)強化原有消防據點功能 

考察日本鹿兒島市消防局所屬櫻島消防據點戰力可謂「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對於特殊火山噴發及道路狀況配置適合當地消防車(加裝

防掉落物遮板)，加上普及的消防栓設施，故於島上並未配置大型消防

水庫車協助救災，方便於狹小巷弄的救災運作，且於消防車上所配置

GPS及戰力系統亦相當先進，可於車放查詢所需相關救災戰力及目標物

的狀況及用途，以利作到達前的準備。 

本署以已於96年補助各地方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建置完

成智慧型派遣系統，惟各地方政府消防局仍應精進依據所屬地理環

境，強化偏遠地區派遣系的更新，例如加入潛勢危險地區的演練計畫

及需求設備等。另我國亦逐漸於偏遠地區建設供水設施，針對山地鄉

部落之環境特性，增設因地制宜之消防裝備器材，如道路中斷問題配

置ATV 越野車、山難救援裝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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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分運用民間力量 

日本鹿兒島市櫻島偏遠火山地區僅建置2消防據點，而消防團建置

10個分團，日本鹿兒島消防局亦說明真正災害仍需結合消防團共同執

行任務，官方消防戰力只是維持平時災害救援運作。基於「政府資源

有限，民力資源無窮」，我國為有效解決偏遠地區消防據點不足之情

況，以及提升災害防救工作之效能，透過運用民間救難組織及其力量，

配合政府機制，致力投入緊急災害救援工作，取代消防據點設立，目

前我國仍持續宣導及強化運作模式如下： 

1、結合各民力編制運用方式 

打破一般傳統由國家於偏遠地區設置消防據點因應災害救

援，而是長期宣導並訓練當地的民力，於災時消防單位結合當地民

力，共同組成消防力進行救災及協助避難，強調自身財產、自己守

護之概念，進而達到人人皆為消防之目標。 

2、有效提升防救災觀念 

透過由偏遠地區在地居民為主所組成之消防力，並賦予相關防

火及防救災知識觀念，不僅可以提升本身救援能力，同時藉由其所

肩負之使命感，使其可教授家庭其他成員相關防救災之知識，有效

深入每一個家庭，提升其本身危機意識。 

3、不影響民眾原本生活習性 

    以往運用民力通常需至消防分隊協勤，繼而影響民眾本身

之工作，導致參與意願較低，透過教導自衛消防編組概念，由偏遠

地區部落在地居民所組成消防力，成員不僅有高度參與感，且設立



58 
 

據點多為部落或社區內，與村(里)長或頭目共同宣導及演練，不影

響成員原本生活習性，於接獲警報或廣播通知時，可即刻進行救災。 

(四)公共場所設置 AED制度 

本次參訪行程過程，幾乎所有公共場所幾乎都可以見到 AED的設

置(自動心臟電擊器 Automatic External Defibrillator)，例如百貨

公司、大賣場、機場、車站、寺廟、交通船等地，且亦建置於各觀光

網頁、Google 網頁及私人場所網頁等，並張貼公告。 

 

圖 81   霧島市觀光場所前的 AED公告(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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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鹿兒島市交通船上的 AED公告(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2005 年日本厚生勞動省發布「非醫療從事者使用 AED 的規定」，

認定一般民眾使用 AED時機及行為，應排除非屬醫療行為，才能讓使

用者安心，而且除了排除刑責之外，還有免除民事的賠償責任。萬一，

公共場所如發生民眾心臟疾病(心室纖維顫動)的意外事件，即可以由

受過訓練員工或民眾立即對於當事人作緊急救護處置，以確保民眾生

命之安全。此一制度推廣以來，由於提供顧客安心安全的場所環境， 結

合企業經營的理念， 普遍獲得民眾的好評。 

我國為推展公共場所設置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並消除民眾

疑慮，亦已於 101年 8月修正「緊急醫療救護法」，增訂經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公告的公共場所，應置必要的緊急救護設備。同時增訂救護

人員以外之人，為免除他人生命的急迫危險，使用緊急救護設備或施

予急救措施者，適用民法、刑法緊急避難免責的規定，使民眾不致因

救人而擔負法律責任，進而鼓勵民眾對緊急傷病患施予協助到院前的

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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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一)建置易災地區資料庫分析系統 

效法日本採用案件量及風險分析合理分配消防據點，能夠有效彌

補消防隊和消防人力的不足，在我國消防經費無法滿足需求及現有規

劃現實環境因素下，採用風險評估合理分配消防力，將是今後研究的

一個重要課題，它能夠使有限的消防隊和在地化民力資源發揮最大的

作用。我國各相關政府部門已共同努力完成防災地圖，如能連結各部

門防災數據(參數)，模擬可能災害範圍、可避難場所及物資庫存將是

世界先進的創新作為。 

(二) 明星協助招募義消及事業協力所 

本次考察日本鹿兒島縣所轄消防局官方皆對於消防團相當重視，

說明鑑於日本消防團組織年齡逐漸偏高且人數亦逐漸萎縮，日本運用

電視電影明星招募並吸引年輕人踴躍加入消防團，補足消防團年齡

層；另利用「消防團協力事業所表示制度」強化在地的消防團迅速應

變能力，並透過當地政府首長親自頒發認定證書，使其產生熱心服務

認同感及榮譽感，於偏遠地區更是受用無窮，值得我國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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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日本總務省消防廳針對消防本部及消防團統計表(資料來
源：總務省消防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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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3  日本總務省消防廳隊於消防團工作說明資料 (資料來

源：日本總務省消防廳) 

(二) 偏遠地區廣設自動販賣機設備 

本次考察有幸透過臺灣蓬萊會山田先生及陳怡如會長夫婦特別

介紹於偏遠地區亦可設置緊急情況時免費自動販賣機。當災害事故發

生，政府公告劃定某偏遠地區災害範圍時，此時亦自動販賣機廠商亦

同時啟動免費索取自動販賣機上物資。 

災害發生時，天候差、交通中斷，常有災害孤島產生，故於偏遠

地區設置自動販賣機可解決偏遠地區物資難以送達問題，同時解決物

資存放時效問題，該販賣機同時具有柴油發電機，於電力中斷時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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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發電，同時產生訊號回傳公司顯示該區已發生重大災害，電力中

斷，且為廠商社會公益設置，建議我國亦可鼓勵廠商於偏遠地區設置。 

 

 

 

圖 84  鹿兒島轄內高速公路休息處的自動販賣機可於災時免費緊急
提供物資(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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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鹿兒島轄內高速公路偏遠處所廠商設置的自動販賣機可於災

時免費緊急提供物資(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86  說明可於緊急情況時免費緊急提供物資(資料來源：本考察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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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7  說明可於緊急情況時免費緊急提供物資，為廠商社會公益設置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四)加強消防國際交流合作 

依據世界銀行於2005年刊行的「天然災害熱點－全球危機分析

（Nature Disaster Hotspots – A Global Risk Analysis）」指出：臺灣同時

暴露在三項天然災害則為90%，天然災害發生率最高地區之一。同時世

界各國亦相當關注天然災害帶來的威脅與損害，也由於災害的形態與

傷亡一再重複出現，促使鄰近國家的災害防救，發展更為密切的交流，

例如亞洲消防首長會議，帶動防災經驗分享與交流，實為防災業務相

當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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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世界銀行於2005年刊行的天然災害熱點－全球危機分析表 

 

臺灣近年來致力於災害防救的成效，讓參訪或受邀的外賓，都留有

令人深刻的良好印象，且本署特種搜救隊屢次於國際上協助重大災害

人命搜救任務，亦深獲國內外各界的好評，建議未來持續加強國際防

災合作，可效法各國的防災優點，亦可望提升國際的形象與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