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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次出國行程，主要為瞭解先進國家預防、整備、應變、監測、訓練及復

原等運作現況與重要經驗成果，並增進國內相關環境事故應變量能，於 104 年

5 月 28 日至 31 日前往美國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市(Baltimore, MD)參與消防首

長國際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ire Chiefs, IAFC)舉辦為期 4 天之國際

危害性物質緊急應變隊研討會與器材展。另至馬里蘭州環境局參訪，主要目的

在於瞭解該州環境局、災害應變程序等資訊，以做為未來國內環境事故應變業

務分工與精進之參考。 

消防首長國際協會舉辦之研討會包括法令規定介紹、應變技術、分析技

術、應變器材介紹等研討會議分別於 4 天內舉行，相關議題包括：緊急應變計

畫及社區知情權法第 2 級報告-非僅是一份報告(EPCRA Tier 2 Report：Not Just 

Another Piece of Paper)、緊急事故處理八步驟(HM Incident Management：The 

Eight Step Process)、有害物質應變隊領導人員：誰正在笑?(The Hazmat Team 

Leader: Who's Laughing Now?)、標語牌背後的化學 (Chemistry Behind the 

Placard)、有害廢棄物處理與應變的街頭智慧(Street Smart Hazmat)、有害物質事

故的檢測分析(HazMat Incident Analysis)、有害物質應變的歷史：什麼樣的改變

致需要應變(Hazmat History: What Changes did it Make to Response)、重大突發

事故應變小組的使命(Major Emergency Response Incident Team) 、建立應變計

畫及管理應變(Build Your Plan and Manage Your Response; All Incidents Start 

and End Local)及瞭解有害物質事故發生時的六項感官運用(Understanding your 

Six Senses of Hazmat)等。 

 

 

 

 

 

 



 

 2

貳、行程概要 
 

日期 地點 行程說明 
5/25-5/26 桃園中正機場→美

國紐約市甘迺迪機

場→馬里蘭州巴爾

的摩市 

搭機前往美國，05/26 抵達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 

5/27 馬里蘭州巴爾的摩

市 
1. 馬里蘭州環境局 (Maryland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參訪 
2. 辦理研討會報到：領取資料，篩選後續參與

之議題 
5/28-5/31 馬里蘭州巴爾的摩

市 
參加 2015 年 IAFC 國際危害性物質緊急應變隊研

討會 

6/1-6/3 馬里蘭州巴爾的摩

市→美國紐約市甘

迺迪機場→桃園中

正機場 

搭機返回國內： 
1. 自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至紐約市 
2. 自紐約市甘迺迪機場返回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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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程內容 
 

一、馬里蘭州環境局 (Maryland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參

訪 

本次出國行程特別安排至馬里蘭州環境局(Maryland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參訪，由環境局田慶宗博士接待，並由該局緊急應變組(Emergency 

Response Division)人員說明該單位之職掌除負責相關緊急應變任務外，亦提供

相關技術諮詢及援助，如環境毒化災事故發生時協助應變及偵檢、採樣等。在

參訪行程中瞭解其緊急應變組之業務職掌、環境事故應變分工、災害應變程序

等資訊，並進行分享與交流如圖 1。 

馬里蘭州環境局緊急應變組成立被賦予的使命為「保護人類的健康及環

境」，以環境監督管理機構的角色，引領有害物質事故及輻射緊急事故的應變，

並依循國家緊急應變計畫擔任事故現場協調者角色，以及支援地區應變人員處

理環境事故。該局應變的量能包括緊急應變方案、輻射事故緊急應變及提供應

變技術的諮詢及協助等 3 方面，該局緊急應變組人員組成包括方案經理人、緊

急應變組主管以及 6 名有害物質專家，該 6 名專家負責全時的應變工作，根據

該局的統計資料顯示近幾年協助應變工作之事故件數平均每年達 500 件以上。

該單位目前配有相關緊急應變器材及偵檢儀器，包括：輕型緊急應變車、大型

緊急應變車、特種緊急應變車、移槽設備車輛、推土機、除污車（船）、移動

式燃燒塔、緊急止漏設備、氯氣鋼瓶止漏器材等，相關環境偵檢儀器包括光離

子偵測器、四用氣體偵測器、空氣採樣管、鼓式採樣器、汞蒸氣偵測器、大規

模殺傷性武器偵檢設備、可攜式紅外光光譜儀、拉曼光譜儀等。 

在參訪中據該局人員說明其緊急應變作業模式，該組根據近期發生之案例

類型，檢討及盤點所準備之應變資材，並機動調整整備項目及數量；另緊急應

變組也同時緊急應變組掌握州內各相關公私部門的應變資材資訊，以利事故發

生時緊急應變調度，此項作法與本署推動聯防組織建立應變資材資訊相似，而

公私部門對於該局在資材調度上，基本上都是全力配合。該局對於緊急應變組

人力運用上，僱用退休專業人力或以部分工時僱用協助應變，除滿足應變人力

需求，並兼具經驗傳承予後進應變人員。在環境事故災後環境復原措施，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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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量整體生態衝擊及平衡，不做過當的除污措施，如油污染事件噴灑過量散

油劑，將造成環境二度衝擊，影響水體生態。 

 

  

  

圖 1 馬里蘭州環境局緊急應變組參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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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會會議 

本次消防首長國際協會舉辦之研討會包括法令規定介紹、應變技術、分析

技術、應變器材介紹等研討會議分別於 4 天內舉行如圖 2 所示，謹就相關研討

會的議題及內容摘要說明如下： 

（一）緊急應變計畫及社區知情權法第 2 級報告-非僅是一份報告(EPCRA 

Tier 2 Report：Not Just Another Piece of Paper) 

本議題內容介紹緊急應變計畫及社區知情權法第 2 級報告之

內容，事業單位若有使用或貯存達到規定量之化學物質或極度有害

物質，就必須依 EPCRA section 311 及 312 規定於提報物質安全資

料表、緊急應變計畫送地方及州政府審核，以及副知地方消防單

位。所提報的內容必須包括廠址、設施及貯存資訊、聯絡資訊、物

質資訊及員工數等，其中物質資訊必須包括物理與化學特性，設施

資訊則包括相關操作條件等。另外必須將相關資訊內容與緊急應變

計畫結合，而且事業單位必須提出場址安全方案，包括建立自己的

應變組織及如何於災變時協助救災人員現場處理，以快速有效應變

及降低危害。另事業單位也應於每年 3 月 1 日前，提交一份更新的

化學物質清單。 

依據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規定，事業單位在貯存或使用有害化學物質

的場所必須準備物質安全資料表，必須提報的事業單位包括使用或

貯存 40 CFR part 355 Appendix A and Appendix B 的極度有害物質、

加油站有使用大於 75,000 gallons 汽油貯槽或 100,000 gallons 柴油貯

槽 、 其 他 大 於 10,000 pounds 的 有 害 化 學 物 質 (OSHA Hazard 

Communication Standard)。 

這些有害化學物質清單及資訊必須提供給運作場址鄰近消防

單位，而且根據州和聯邦公開記錄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請

求，要求收到或查看第 2 級報告的內容。另外警察單位、緊急醫療

單位及地方緊急應變規劃委員會，將運用第 2 級報告的資訊進行相

關事故緊急應變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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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事故處理八步驟(HAZMAT Incident Management：The Eight Step 

Process) 

本議題內容介紹有害物質(Hazardous Material, HAZMAT)事故

管理的八大步驟，以達到降低風險、減少災害及確保人員安全之應

變目的與環境復原。首先介紹在事件現場的指揮官必須確實執行下

列任務，以確保事件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完成災變處理： 

1. 識別所有的有害物質以及狀況。 

2. 採取適當行動，並確保適當地使用正確的個人防護裝備。 

3. 限制在現場的人員，以確保安全。 

4. 使用夥伴系統的和備用的緊急醫療服務的能力。 

5. 指定一個安全官。 

6. 實施適當的去污。 

其 次 介 紹 有 害 物 質 運 作 團 隊 的 管 理 者 (HAZMAT group 

supervisor)的人選一般係由有害物質應變隊隊長或管理官員擔任，

其任務及責任如下： 

1. 此人選必須被訓練具有有害物質應變隊隊長的水準。 

2. 必須向現場事件指揮官報告。 

3. 管理有害物質團隊的運作，包括應變措施的選擇，以符合

有害物質事件行動規劃指引。 

4. 建立及監測有害物質災變場址控制區。 

5. 主導監測災變場址出現的污染物及濃度。 

6. 發展及執行災變場址的安全及控制計畫。 

7. 建立災變場址應變目標。 

8. 配合事件指揮官調理現場熱區的運作，以確保符合應變目

標。 

有害物質運作團隊的功能必須提供支援安全維護、提供後備資

源、協助除污、場址進入管制、應變資訊及研究、醫療支援及救災

資源支援等。在災變現場應變觀念必須建構在結構化與標準化的協

議與程序，而在標準化的程序中才能確保應變措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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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害物質事件現場，落實應變處理的八大步驟將能有效妥善

處理災害事故，其步驟如下： 

1. Site Management & Control：管理及確保事故現場的安全

性，若能有效控制狀況，便能安全並有效地掌握事故發展。 

2. Identify the Problem：辨識影響範圍及危害物質的本質，包

含裝載容器類型、壓力、破裂口型態或是否具爆炸性等。 

3. Hazard Assessment & Risk Evaluation：根據事故危害物化

學品評估風險等級，建立應變作為計畫，以有效處理事故。 

4. Select Protective Clothing & Equipment：確保所有的應變人

員在應變中穿著適當等級的個人防護裝備（包含皮膚及呼

吸的防護）。 

5.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Resource Coordination：有效的

資訊管理、資訊傳遞及資材調度。 

6. Implement Response Objectives：確保事故在安全、即時及

有效的方法中處理完成。 

7. Decon & Clean-Up Operation：藉由減少或排除受污染區域

的危害物質，保障人員、裝備及其他支援之安全性。 

8. Terminate the Emergency：當事故結束後，請確認後續督導

工作已交由適當的單位。 

（三）有害物質應變隊領導人員：現在是誰在譏笑？(The HAZMAT Team 

Leader: Who's Laughing Now?) 

本議題係由資深消防主管 Rick Lasky 先生演講，開場他幽默

說明在多年以前對於公共安全，甚至於軍事安全，都認為對於有害

物質事故應變訓練是一件困擾的事，大多數人都認為是一個笑話，

而那些被訓練投入有害物質事故應變人員也經常被譏笑。然而時代

改變了，經過許多事件之後人們開始瞭解到有害物質事故應變的訓

練是多麼的重要，尤其在個人的防護部分，所以說現在是誰在譏

笑？ 

一個進步的領導人員必須瞭解到對於個人或團隊而言，良好的

有害物質應變訓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且有害物質應變隊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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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人員應該具有的態度及專業，講者以幽默的言語說明應變人員信

仰及擁抱的核心價值包括責任、誠實、榮耀、承諾及廉正。並以「That 

failing to prepare is preparing to fail!」的觀念勉勵在場的學員，對於

災害充分整備，將能夠提供災害應變一線曙光。所以，講者建議要

有宏觀的思考、整備訓練、正確的態度，鞏固自己的信念、強化訓

練、隨時整備，做好危害應變工作。 

（四）標示牌背後的化學(Chemistry Behind the Placard) 

本議題內容主要介紹運送化學品時運輸標示牌所代表之意義

及化學品的危害特性及其定義，並說明危險品運輸九大類標示，包

含第一類爆炸性物質、第二類壓縮氣體、第三類易燃性液體、第四

類易燃性固體/自燃物質/禁水性物質、第五類氧化性物質、第六類

毒性物質、第七類放射性物質、第八類腐蝕性物質及第九類其他，

在課堂中講者並導入「Know Before You Go!!」的觀念。 

有害物質分類標示牌提供災變應變人員於事故發生時快速識

別，並採取正確適當應變措施。標示牌必須正確的標示在運作場所

或載具、貯槽的明顯處，標示牌以鑽石稜形呈現，其尺寸約 10.8

英寸×10.8 英寸，一般紅色代表可燃性物質，綠色代表不可燃性物

質，黃色代表氧化性物質，藍色代表禁水性物質，白色代表吸入性

有害及有毒物質，黑白色代表腐蝕性物質（酸或鹼），紅白色代表

易燃性或自燃性物質，白黃色代表輻射性物質，橘色代表爆炸性物

質，白色帶黑色條紋代表其他有害物質。在稜形下方數字代表有害

分類。而稜形商方則以圖形顯示危害特性，如骷顱頭及交叉骨頭大

表有毒性，火焰代表易燃性等。 

（五）有害廢棄物處理與應變的街頭智慧(Street Smart Hazmat) 

本議題內容主要說明根據聯邦法規之有害廢棄物處理與應變

(29CFR 1910.120- Hazardous Waste Operation and Emergency 

Response)規範，包括應變人員的角色、採取的應變作為、應達到

的訓練及複訓規定等，分別說明如下： 

1. 災變現場狀況判定人員：其主要負責災情判定即通報，當

目擊或發現有害物質意外釋放即啟動緊急應變系統，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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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必須具有危害辨識及組織能力，必須每年藉由複訓維

持基本危害辨識及緊急應變系統運作能力。 

2. 災變現場救災人員：其主要負責劃設熱區、暖區及冷區，

執行救災防護確保人員安全、設施及環境保護，該等人員

必須受過 8 小時的專業訓練，包括危害辨識、風險評估、

個人防護設備使用技術、基本除污技術以及熟悉應變標準

操作程序。 

3. 有害物質處理技術人員：其主要負責阻絕有害物質排放，

並進行容器修補作業，該等人員必須受過 24 小時的專業

訓練，包括前 2 級人員之訓練，並且需有特殊個人防護設

備使用技術、偵檢污染技術、除污技術及事故災後復原技

術。 

4. 有害物質處理專家：其主要協助有害物質處理技術人員執

行應變工作，提供具體處理建議或技術協助，該等人員必

須受過 24 小時的專業訓練，包括地區及較高的緊急應變

計畫、特殊個人防護設備使用技術、偵檢污染技術、除污

技術及事故災後復原技術。 

5. 事故現場指揮官：其主負責事故處理之指揮調度，該人員

必須受過 24 小時的專業訓練，包括現場救災人員之危害

辨識、熟悉應變標準操作程序、瞭解地方、州及區域緊急

應變計畫、熟悉事故除污及災後復原程序。 

其中特別介紹有害物質複訓課程：HAZMAT FACTS OF 

LIFE，讓學員充分瞭解所面臨之應變實務，其內容包括： 

1. 到處都有有害物質的運作，包括正常及異常 2 種狀況，正

常狀況包括英製造、貯存、中止使用、廢棄及運送；異常

狀況包括有場址溢漏、溢漏時間、暴露範圍及危害種類。 

2. 在緊急事故中總是關注直接或間接結果。 

3. 有害物質對於每一個人或事情，都會造成傷害，人員安全

是緊急應變 重要的結果，緊急應變人員絕對不能有「我

一定做某件事」或「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的態度或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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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所處的位置將直接影響對緊急事件的觀察，如安全、不

安全或是危險的。 

5. 前 5 分鐘應變作為將影響擬後續的人生。 

6. 為了要存活，必須辨識危害，其有 6 項線索必須確認：(1)

有害物質位置；(2)盛裝容器形狀；(3)外觀顏色；(4)標示

牌；(5)運輸文件；(6)感官知覺。 

7. 知訊是應變重要關鍵。 

（六）有害物質事故的檢測分析(HazMat Incident Analysis) 

本議題內容探討如何在不明或極端事故中正確地執行檢測與

分析事故現場狀況，其分析的程序包括提出檢測資料、轉換為環境

資訊及提出檢測分析結論。在資料判讀方面，首先運用所檢測分析

的資料勾勒出初步災變事實與現況，如儀器的讀值、現場的標示、

目擊者的說明、溫度及風向等，分析程序資料輸入的錯誤可能產生

倒金字塔效應，造成垃圾資料。從分析的資料中得到資訊，並做為

建立結論的基礎，資訊通常分為基礎及高階資訊，在基礎資訊部分

將所分析資料依時間、來源、位置、單位轉換及交叉比對方式，建

置表格化資料；高階資訊則運用模式模擬進行預測、資料庫比對及

提出關聯性之分析資料。 

以傅立葉紅外光譜儀(FTIR)為例說明檢測分析過程中可能因

為圖譜資料庫不足或有問題，造成所得到的檢測結果有誤，致衍生

錯誤的判斷與資訊提供，而嚴重影響應變作為及安全，也就如黑天

鵝(Black Swan)事故。其中也說明造成錯誤分析的因素包括有偏差

（人為及儀器）及心理因素，而心理因素易引起因個人喜好造成以

說故事方式闡釋所得到的資訊、或選擇式挑選數據解釋情境、或以

僅有數據誇大闡釋情境、或過於簡化的線性預測情境等。 

（七）有害物質應變的歷史：什麼樣的改變致需要應變(Hazmat History: 

What Changes did it Make to Response) 

本議題內容回顧介紹曾經發生的有害物質危害事故，也說明在

有害物質事件的應變的轉變過程。首先是 1917 年的鐳女孩

(Radium Girls)事故，這是發生在一家從事表框印刷螢光漆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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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由於漆料含有鐳的放射性物質，而造成部分女性員工嚴重貧

血、骨折及下顎壞死等症狀，開啟職業病訴訟案件，並引起世人對

於有害物質的關注。1970 年美國環保署成立，1971 年美國職業安

全與衛生管理局成立，1973 年美國運輸部發行緊急應變指南，同

時期 1971 年發生在密蘇里州時報海灘的橘劑（落葉劑）廢棄物污

染事故，1976 年在紐約州愛渠發生化學廢棄物非法掩埋污染事

故，1979 年在肯塔基州布利特郡發生廢棄化學桶污染事故，1984

年在印度波帕爾發生異氰酸甲酯(MIC)外洩事故，而在 1989 年美

國制定有害廢棄物處理及緊急應變規範。經過諸多的有害物質事

件，人們意識到其危害性及重要性，開始省思與改進相關法令管制

與研究，以免除遭受有害物質的危害。 

（八）重大突發事故應變小組的使命(Major Emergency Response Incident 

Team)  

本議題內容介紹重大突發事故應變小組是由 Verizon 公司成立

於 1993 年，其任務為處理化學、生物、人為、天然等災害或恐怖

攻擊之應變。該小組成員來自於各領域菁英份子，經由訓練處理該

公司所有資產發生的有害物質事故應變處理。該小組有 32 位全職

人員及 2 位顧問。所有成員均須通過 OSHA 1910.120(q) 及 NFPA 

472（64 小時）的訓練認證，通過認證成員每年必須參加 2 項複訓，

包括為期 1 週的再認證訓練及 3 天的實際操作訓練，另必須進行為

期 2 個月的基礎影音教材學習，而且每月參加至少 1 次研討會議。

另外會中也說明 MAY-DAY 的無線電緊急求救操作程訓練目的、使

用時機及領隊的角色與責任。會中也提到訓練隊員如何執行現場疏

散之作業程序，以確保人員安全。 

（九）建立應變計畫及管理應變 (Build Your Plan and Manage Your 

Response; All Incidents Start and End Local) 

本議題內容介紹建立當地的應變計畫及管理應變，從歷史事故

中可以發現運用當地的資源才能有效快速處理災變，掌握當地的資

源及地理環境與特色才能有效運用及降低損害。另外地方政府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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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擁有可用且充足的應變設備及資材，當沒有可替代產業和管線運

輸公司專業知識與經驗的人才時，就必須要建立夥伴關係，以獲得

專業人力的奧援協助應變救災，而地方政府也應該於事先掌握產業

和管線運輸公司是如何規劃其應變措施，業者則更需要完全熟悉其

本身的應變計畫，以利第一時間應變處理。 

（十）瞭解有害物質事故發生時的六項感官運用(Understanding your Six 

Senses of Hazmat) 

本議題內容介紹當事故發生時，如何運用我們的六項感官，以

輔助我們做 正確判斷，其內容包括： 

1. 運用邏輯判斷所看到的情境。 

2. 聞到的氣味像什麼。 

3. 聽到什麼聲音。 

4. 觸摸的感覺像什麼。 

5. 口中嘗到的味道像什麼。 

6. 神秘的第六感-直覺。 

會中介紹善用六項感官所給的訊息，不斷練習判斷區別異常情

形，講者並導入「我們的“直覺”是以前的知識和經驗累積，它會

下意識地試圖立即解決問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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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IAFC 研討會議及資材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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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本署職司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在有效降低毒性化學物質事故危害風險，除

藉由完備法令管制及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協力合作落實管理外，尚須持續強化

毒性化學物質防救體系，並提升災害防救及應變量能，方能營造健康寧適家

園，邁向本署擘劃之「健康永續」施政願景。本次行程心得與建議事項如下： 

一、 參訪馬里蘭州環境局緊急應變組之緊急應變作業，其作業模式可資國內

參考運用：(1)根據案例調整應變資材整備項目及數量；(2)掌握州內公私部

門相關資材資訊，以利緊急應變調度；(3)僱用退休專業人力或以部分工時

僱用協助應變，除滿足應變人力需求，並兼具經驗傳承；(4)災後環境復原

措施，考量整體生態衝擊及平衡，不做過當的除污避免造成環境二度衝擊。 

二、 國際上對於危險物品緊急應變，隨著科技進步，在應變技術、設備、體

系與全球化應變資訊方面均有顯著進步與提升，國內相關負責災害應變部

會，應積極參與，並廣泛蒐集相關應變技術與設備資訊，透過專業研究並

內化至各項災害應變模組，加強應變人員訓練，提升應變專業能力。 

三、 從研討會應變資材展覽上，可以瞭解現階段用於環境災害現場所需使用

之資材種類，包括環境偵檢、個人防護、圍堵止漏、資訊科技運用以及災

後復原等設備。除此之外此次於會場上接觸許多民間訓練單位，反觀國內

現況，政府可輔導國內廠商積極投入應變器材開發製造與引進訓練技術，

供應適合國內各項災變之應變資材與培訓公私部門專業應變人力。 

四、 由於有害物質之災害應變，涉及災害的通報系統、救災系統與後續的環

境復原系統，在美國亦分屬相關單位負責，惟其救災主力仍由消防單位負

責，各相關部門依職權提供救災時第一時間協助，災後各依職權辦理後續

復原工作，各相關部門係以夥伴關係相互合作及協助，此部分亟待國內各

相關部會省思。 

五、 HAZMAT 的訓練，除可讓救災單位檢視瞭解本身資材整備情形，是否可

達到救災需求， 重要讓第一線應變人員，有充分救災專業知識及技能，

面對高危險救災工作，而應變隊領導人員，更需有精確判斷力，執行引導

隊員救災、安全疏散等任務。國內未來應加強此部分訓練，包括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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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間事業單位。 

六、 在化學物質災害或恐怖攻擊事故，暴露在未知的危害情境中，救災單位

應有充分檢測儀器，可於救災第一時間提供環境資訊供指揮官及應變人員

參考，以進一步應變因應。國內各救災部門應加強檢（監）測儀器的充實

與訓練，以確保應變救災人員安全。 

七、 鑑於運用電腦輔助系統協助救災，如導入救災資材系統、維生系統、地

理資訊系統、管線系統、運輸系統、醫療系統及污染擴散模擬系統等，整

合成災害應變決策系統，提供救災指揮官及應變人員運用，國內應由救災

單位，透過跨部門合作建置此系統平台，平時加強演練，以備災時提供迅

速有效的救災運用。 

八、 先進國家於防災應變資訊系統中開始建置多種化學品相互作用危害程度

分析之化學品資訊，此功能有助於多種化學品之事故應變，以提供更正確

的安全建議。另也有建置以傷者症狀判斷化學品種類之分析功能，以圖像

化與問答方式提供現場應變人員簡便的操作模式。國內可引進類似軟體或

開發建置，以提供災變時準確的評析及決策。 

九、 本次研討會中部分議題均強調專業訓練的重要性，並有民間單位協助開

發救災應變的模擬訓練軟體，強化應變人員熟悉災害情境。鑑於國情，此

訓練部分應由政府建立專業災害應變訓練場所開始推動，並逐步引進訓練

實體模組及模擬軟體，強化專業訓練，並導入救災專業證照制度，落實專

業化；另外透過法規要求，強化公民營事業單位專業防災人力，以減少災

害事故發生。 

十、 美國緊急應變計畫及社區知情權，規範事業單位權利義務，而我國各業

管法令亦有類似規範，惟其差異點在於提報資料內容必須有利於救災應變

及審核單位包括消防單位及居民代表等，值得國內各部門就業管災害未來

管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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