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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區域地形多山，3,000公尺以上高山超過 200座，具有登山活動優質環

境條件，惟山域陡陗險峻，民眾除入山進行登山健行等活動外，尚有其它不同動

機或目的而於山域活動者，致每年約有 150件～200件山域意外事故發生。以往

山域事故救援依「臺灣省高山地區防範救護山難注意事項」規定執行，嗣後依「消

防機關與協助救災機關團體處理山難事故支援聯繫作業要點」(後再修正為「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消防機關處理山域事故人命救助作業要點」)執行，每遇山域

意外事故莫不全力以赴執行人命救助工作，惟歷經多年來消防機關執行山域事故

人命救援，已因社會環境變遷影響及機關屬性與主要任務工作內容等，因山域管

理機關未能有效推動相關配套措施，致於高山地區發生人員失聯、待救等案件

時，經機關、團體投注大量人力、物力，部分待救民眾仍無法救援成功，造成地

方政府消防機關執行救援工作上嚴重負擔。 

  臺灣中央山域管理(制)機關主要有林務機關、國家公園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

等，且中央山域管理機關具在地及熟悉所轄地形地物優勢，除應建立良善人員進

入管制區之定位、通訊……等機制外，輔以第一時間派員展開救援任務，再結合

後續投入之地方政府能量，共同執行指揮搜救事宜，以發揮搜救效能完備山域救

援機制。查我國人文經濟文化及相關消防制度與日本類似，另外日本境內亦有國

家公園、林務單位及多座 3,000公尺以上高山，且在山域救援機制方面亦有完整

規劃及經驗，所以堪為我國經驗擷取與考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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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考量日本與我國同為亞洲國家，且十分重視民眾登山等戶外活動之推動，在

山域事故防範、山域安全管理及事故人命救援方面，必有值得我國參考借鏡之

處，作為未來國內山域事故人命救援機制業務及政策規劃之參考，故本次計畫將

前往位於日本靜岡縣富士山，拜訪靜岡縣警察本部、靜岡市消防局，以瞭解日本

過去對於山域事故急速增加採取之有效對策及遇難事故防範及救援機制。考察當

地救援方式，將國外相關課程內容、技術及救難機制引入國內，並將經驗融入未

來業務訓練計畫，與國際接軌。 

(一)我國山域事故救援現況 

統計自 99年至 103年底，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機關執行山域事

故人命救助統計如下表： 

表 1 99 年至 103 年各消防機關執行山域意外事故救援統計資料 

 (資料來源:本考察整理) 

 

 

年份 99 100 101 102 103 小計 平均 

發生件數 187 209 192 185 190 1444 185.5 

發生總人數 455 492 386 426 363 3059 382.4 

尋獲

人數 

獲救

人數 

435 457 359 402 333 2850 356.3 

95.60% 92.89% 93.01% 94.36% 91.74% 93.17% 93.2% 

死亡

人數 

16 30 22 16 22 166 20.8 

3.52% 6.10% 5.70% 3.76% 6.06% 5.43% 5.4% 

尋獲比例 99.12% 98.98% 98.70% 98.12% 98.80% 98.60% 98.6% 

失蹤人數 
4 5 5 8 8 43 5.4 

0.88% 1.02% 1.30% 1.88% 1.20% 1.4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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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山域救援現況問題分析 

1.消防機關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執行山域救援工作 

表 2-102 年 12 月 4 日新竹縣霸南山屋歐○○夫婦失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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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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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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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霸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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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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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處 

林

務

局 

民

間

搜

救

人

員 

消

防

署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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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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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 236 76 97 21 3 35 3 97 41 0 8 32 13 45 

(資料來源:本考察整理) 

表 3-102 年 12 月 22 日臺中市大劍山黃○○失蹤案 

共

計

搜

救

38

日 

單位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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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消 

防 

局 

保七

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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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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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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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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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機 

國防部 

直升機 

出動 

人力 

架 

次 

機

組

員 

架 

次 

機

組

員 

合

計 
513 262 3 3 38 114 17 0 14 51 5 25 

(資料來源:本考察整理) 

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機關接獲山域事故報案常較於平時在園區內

工作之管理單位及警察隊，出動更大量人力、物力，且必需耗費 2

至 3 日由平地趕往 3,000 公尺高山，勤務負擔甚鉅。 

2.山域救援非消防機關成立目的之法定任務 

(1) 山域意外事故救援非屬災害，亦非消防機關法定職務，消防機關係

基於行政機關相互協助精神，於接獲山域意外事故案件時，耗費大

量時間從平地趕往高山區域救援，救援人員除了容易發生高山症，

加上缺乏管理單位無法提供民眾待救位置，致無法順利完成救援，

過往社會媒體及專業團體亦有負面新聞報導及批評究責，甚至相關

受難民眾家屬請求國賠案件，嚴重影響消防機關形象及打擊基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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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士氣。 

(2) 此外，地方政府多次反映山域救援已嚴重影響消防勤務之運作，以

基層同仁屢屢陳情訴求消防工作應回歸救災專責化等。 

3.消防機關與山域管理單位任務屬性差異 

(1) 各國家公園管理站依據「國家公園法」及「內政部營建署所屬各國

家公園管理處管理站設置標準」職掌園區內安全維護、急難之救助

等管理、防救工作。 

(2) 現行消防機關依據「消防法」、「災害防救法」執行預防火災、搶救

災害、緊急救護、災害管理及應變等城市(平地)救援任務為主，勤務

負擔尤甚以往，各消防機關皆面臨人力不足、訓練及勤務繁多等困

難。 

4.消防據點設置目的不同 

  現行消防機關分隊據點設置係針對人潮聚集及火災潛在危害因子

而設置於市街地區，以利就近、即時進行火災等救援勤務，12 個轄管

山地鄉直轄市、縣政府消防局僅設置 12 個消防分隊，以及計有 119 人

執行 551 個山地鄉(鎮、區)人命救助工作；惟對於山區範圍廣闊，無法

瞭解其環境特性及山域活動危險區域，對山區地形熟悉度遠較各管理

(制)單位為低，以南投縣仁愛鄉為例，消防據點僅有仁愛消防分隊，遠

低於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仁愛分局所屬 21 處派出所、1 處檢查所及玉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所屬塔塔加等 4 處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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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察日本山域救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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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日本國內亦有多座 3,000

公尺以上高山，再加上冬季期間常有雪地事故發生，所以特選定世界文化遺

產富士山，以及南阿爾卑斯山之靜岡縣，拜訪當地危機管理部、警察本部及

消防局等單位，瞭解日本相關山域管理法令規定、政策及措施。 

查日本「警察法」並無將山域事故列為警察執掌事項，但目前日本各都

道府縣警察本部為處理轄內山域事故而成立山岳遭難救助隊及警察航空

隊，在相關組成編制、裝備器材整備、平時訓練及與其他機關合作關係，皆

有十分完整運作機制，相關消防單位亦編制山岳救助隊協助救援工作；我國

因時代背景變遷、社會環境改善及勤務大量增加等因素，執行山域事故人命

救援工作上遭遇眾多問題，故實有必要借鏡日本山域救援模式，將可供我國

策進作為，列為未來業務規劃參考。 

此外，位於靜岡縣與山梨縣交界富士山，自 2013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後，每年開放登山期間皆有大量登山客前往，加上富士山亦屬國家公園、

林務單位、靜岡縣、山梨縣所共同管轄，與我國山域管理方式相似，故日本

如何進行山域事故的預防工作、相關登山安全宣導、民眾登山應行注意事項

等，亦可提供我國山域管理單位(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內政部營

建署、警政署、地方政府……等)參考，提供民眾更安全登山環境，減少山

域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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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行程 

表 4 104年 7月 13日至 17日考察行程 

 出國日期 地點 行程內容 備註 

104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一) 
臺灣-靜岡縣 

桃園中正機場啟程至日本成田機

場轉車至靜岡縣。 
 

104 年 7 月 14 日 

(星期二) 

靜岡縣 

危機管理部 

(消防保安課) 

1. 瞭解日本山域事故防救援機

制，以及警察、消防、自衛隊

及民間救難團體(登山社團)合

作模式。 

2. 靜岡縣山域安全管理及登山

安全宣導等相關作為。 

 

靜岡縣 

警察本部 

1. 瞭解靜岡縣富士山等山域安

全宣導、入山管理、登山計劃

書及近年登山客發生事故統

計資訊。 

2. 瞭解靜岡縣警察山岳遭難救

助隊成員組成、平時動員機

制、訓練及裝備器材等。 

 

靜岡縣 

消防防災航空隊 

消防防災航空隊成員組成、平時

動員機制、訓練及裝備器材等。 
 

104 年 7 月 15 日 

(星期三) 

靜岡市消防局 

千代田消防署 

しずはた出張所 

(山岳救助隊) 

1. 瞭解山岳救助隊成員組成、平

時動員機制、訓練及裝備器材

等。 

2. 瞭解與警察單位共同執行山

域救援運作模式。 

 

靜岡市消防局 

消防航空隊 

消防航空隊成員組成、平時動員

機制、訓練及裝備器材等。 
 

104 年 7 月 16 日 

(星期四) 

富士山御殿場 

登山口 

瞭解日本山域管理、登山客應行

事項及安全宣導等相關作為。 
 

104 年 7 月 17 日 

(星期五) 
靜岡縣-臺灣 靜岡縣返回桃園中正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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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內容 

本次考察行程，選定日本靜岡縣危機管理部(消防保安課)、警察本部及

靜岡市消防局為主要考察機關，並在3個單位的協助簡介說明及導覽所屬山

岳救助隊、航空隊等據點設置及運作情形，瞭解靜岡縣山域安全管理及各機

關執行山域事故救援運作模式。 

一、靜岡縣危機管理部(消防保安課) 

  靜岡縣面積約7,780.38平方公里，人口369萬7,134人，縣內3,000

公尺以上高山有13座，據靜岡縣危機管理部提供資料，2014年縣內發

生116件山域事故，導致8人死亡、1人失蹤及41人受傷。靜岡縣內海

拔3,776公尺的富士山是日本第一高山，橫跨山梨縣和靜岡縣，由於

獨特的台形山頂，廣受世界各地登山客喜愛，在夏天的登山季節，常

有許多登山者挑戰登頂。 

 

 

 

 

 

 

 

圖1  為日本靜岡縣地理位置(資料來源：靜岡縣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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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靜岡縣山域分布位置圖(資料來源：危機管理部提供) 

為防止山域事故發生及救援所需靜岡縣由警察本部訂定「山岳遭

難防止對策要領」，並成立公益財團法人山岳遭難防止對策協議會，

負責縣內山域安全管理、事故預防工作、登山活動推廣等事項。協議

會會長係由靜岡縣觀光協會會長擔任，會員(含會長)共43員分別由危

機管理監、教育次長、警察本部地域部長、山岳連盟會長、消防長會

會長等擔任，並且由危機管理部(消防保安課)負責相關業務工作。 

每年4月由危機管理部(消防保安課)召開座談會，並於每年7月由

各支部發送登山安全指南，以及辦理開設登山諮詢站、設置標示、道

路邊線等工作，並就所轄山域定期派人巡邏，以維護山域安全，減少

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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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岡縣公益財團法人山岳遭難防止對策協議會有下列5個支部，

主管山域及負責單位介紹如下： 

表5 靜岡縣山岳遭難防止對策協議會各支部介紹表 

支部 負責單位 主管山域 

東富士支部 御殿場市總務課 

富士山 富士宮支部 富士宮市觀光客 

富士支部 富士市消防本部警防課 

靜岡市支部 靜岡市中山間地振興課 

南阿爾卑斯山 
川根本町支部 川根本町總務課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靜岡縣危機管理部消防保安課主查川口修平先生表示，由於富士

山位於靜岡縣及山梨縣交界，且攀登富士山4條步道中有3條位於靜岡

縣轄內，分別為須走口、御殿場口及富士宮口，所以每年約有30萬人

前往攀登富士山，依據2014年統計資料，靜岡縣內發生116件山域事

故，其中富士山山域計66件占57%，所以縣廳訂定「山岳遭難防止對

策要領」，由觀光、教育、警察、消防及山岳連盟等單位所組成公益

財團法人山岳遭難防止對策協議會，共同推動縣內山域管理、登山安

全宣導等山域事故防範作為，如有事故發生則由警察、消防、自衛隊

及民間救助團體共同執行救援工作。 

此外，為使登山客於登山前充分準備糧食，以及攜帶適當裝備，

靜岡縣觀光政策課將縣內82座山域(步道)進行分級，並製作成宣傳摺

頁供民眾參閱，減少山域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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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靜岡縣山域(步道)分級宣傳摺頁(資料來源：靜岡縣危機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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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靜岡縣山域(步道)分級宣傳摺頁(資料來源：靜岡縣危機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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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危機管理部危機政策課班長櫻井克俊先生介紹靜岡縣災害防救現況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6 危機管理部消防保安課主查川口修平先生介紹山域防救機制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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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察本部(地域課、山岳遭難救助隊) 

(一)山岳事故救援機制 

  靜岡縣警察山岳遭難救助隊長鈴木久二康先生表示，「警察法」

規範警察工作包括，保護民眾生命、身體及財產、預防犯罪、鎮壓及

搜查、逮捕疑犯、控制交通與及負責維持其他公共安全及秩序等，山

域事故並沒有列入「警察法」所規範工作範疇，目前亦無明確由警察

或消防主導救援，但為了預防山域事故發生，以及執行事故的救援，

警察廳於昭和62年(西元1987年)11月30日訂頒「山岳遭難の防止対策

に関する要綱の制定について」，供各都道府縣訂定相關山岳遭難防

止對策，靜岡縣則據以訂定「山岳遭難防止對策要領」，並由警察本

部成立山岳救助隊，負責靜岡縣內山域事故救援工作，平時由各警察

署派遣救援人力，並視事故規模須向警察本部提出申請。 

 

 

 

 

 

 

 

圖7 靜岡縣警察本部山岳遭難救助隊組成(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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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山岳遭難防止對策要領」規範包括山岳救助隊救援裝備

器材整備、教育訓練及事故檢討等事項；山岳救助隊平時亦與縣內山

岳遭難防止對策協議會、森林管理署人員、消防單位、民間山岳救助

隊建立聯繫管道，以利於山域救援相互通報支援，並且共同辦理山域

事故救援演練。 

 

 

 

圖8 山岳救助隊近年出勤次數及人數統計(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圖9 靜岡縣個警察署所負責轄區(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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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警察本部山岳遭難救助隊訓練情形(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圖 11 警察本部警察航空隊訓練情形(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圖12 警察本部警察航空隊與富士山(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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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警察本部佐藤直紀先生(左)及鈴木久二康(右)說明山域救援機制及介紹山

岳遭難救助隊(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14 於靜岡縣警察本部門口合影(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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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靜岡縣山域事故統計 

  依靜岡縣警察本部統計平成26年(2014年)轄內山域事故統計，共

計發生116件，事故人數131人相較平成25年減少23件、25人。 

圖15 靜岡縣近年山域事故統計(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警察本部地域部地域課補佐佐藤直紀先生表示，由於近年民眾前

往富士山登山活動日漸頻繁，導致山域事故次數增加，於參訪前日

(104年 7月 12日)才發生臺灣登山客下山時走錯路線導致迷路事件發

生，所幸後續由當地警察署人員護送下山沒有人員傷亡；所以為了減

少富士山及南阿爾卑斯山等較熱門山域的事故發生，靜岡縣亦持續加

強各項安全作為，呼籲民眾攜帶適當裝備、學習正確登山觀念。 

  依靜岡縣平成 26年所統計 116件山域事故(事故人數 131人)中，

富士山域發生 66件(事故人數 70人)、南阿爾卑斯山發生 17件(事故

人數 17人)，是靜岡縣最為熱門的登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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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靜岡縣平成 26年各山域所發生事故統計(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圖 17 靜岡縣平成 26年每月事故統計(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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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靜岡縣平成 26年待救民眾登山目的統計(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圖 19 靜岡縣平成 26年事故原因統計(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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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靜岡縣平成 26年事故發生日統計(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圖 21 靜岡縣平成 26年事故登山人數統計(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圖 22 靜岡縣平成 26年事故待救者性別統計(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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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本部地域部地域課補佐佐藤直紀先生表示，經分析上開統計

資料發現，靜岡縣內山域事故有逐年成長趨勢，尤其以富士山域成長

幅度最大，其原因與富士山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吸引大量登山或觀光客

有關，所以靜岡縣在發展富士山觀光同時，亦將山域事故防範工作列

為重點項目；另外，依統計資料顯示，山域事故發生主要原因為迷路、

高山症等，所以位於靜岡縣內 3條富士山登山路線上步道、標示(線)、

山屋等維繕工作，亦由靜岡縣、國家公園及森林管理署(屬林野廳)共

同辦理。平成 26年因發生事故而死亡 8人中，其中 6人是獨自進行

攀登，惟目前法令並無禁止登山客獨自登山，僅透過宣導及呼籲方

式，希望民眾盡量結伴登山，以免發生意外。 

圖 23 靜岡縣警察本部大樓遠眺富士山(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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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山計畫書 

  警察本部地域部地域課補佐佐藤直紀先生表示，民眾可於登山前

1週，向欲前往攀登山域鄰近警察署提交登山計畫書 (如圖 24)，並

藉由登山計畫書準備適當登山及定位裝備，擬定遭遇惡劣天候、緊急

事故時因應對策，以減少事故發生；如不幸迷途、受傷待援時，亦可

儘速聯繫警察、消防等單位，掌握黃金救援時效。 

 

 

 

 

 

 

 

 

 

 

 

圖 24 靜岡縣登山計畫書(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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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本部地域部地域課補佐佐藤直紀先生表示，靜岡縣目前並無

強制規定民眾登山前應提交登山計畫書，僅透過宣導方式讓民眾瞭解

登山是一項具有一定風險活動，並鼓勵民眾提交登山計畫書，以保障

自身安全；另外，佐藤先生提到富山縣因縣內常發生山域及雪地事

故，導致登山客死亡。故訂有富山県登山計畫書申請條例，民眾如欲

前往富山縣內登山，必須強制提出登山計畫書，如違反規定將處以 5

萬日元罰款。 

 

 

 

 

 

 

 

 

圖 25 靜岡縣平成 26年民眾提交登山計畫書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靜岡縣警察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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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靜岡縣消防防災航空隊 

  靜岡縣於平成元年(西元 1989年)成立防災航空隊，編制於危機

管理部消防保安課內，主要負責靜岡縣內各項災害(水難、森林火災、

高樓火災、地震)、意外事故(山域事故)及病患緊急運送等工作。 

圖 26 靜岡縣防災航空隊組織圖(資料來源：危機管理部) 

圖 27 靜岡縣防災航空隊人力資料(資料來源：危機管理部) 

 

 

 

圖 28 靜岡縣防災航空隊動員機制(資料來源：危機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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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靜岡縣防災航空隊直升機飛行距離時間示意圖(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30 靜岡縣防災航空隊建置與其他單位緊急通訊表及動員統計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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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2 靜岡縣防災航空隊山域救援裝備(資料來源：防災航空隊) 

圖 33 防災航空隊人員介紹動員機制及裝備器材(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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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與消防防災航空隊人員合影留念(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35 靜岡縣消防防災航空隊駐地(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30 
 

四、千代田消防署しずはた出張所(山岳遭難救助隊) 

  靜岡市消防局千代田消防署しずはた出張所消防司令繁田陽司

先生表示，富士山並非屬於靜岡市所轄，但因靜岡市轄內有10座3,000

公尺以上高山，且北邊的南阿爾卑斯山登山人數日漸增加導致山域事

故頻繁，故千代田消防署於しずはた出張所配置山岳遭難救助隊，只

要接獲消防局派遣指令或是警察署要求支援時，皆會第一時間動員，

並與各單位(警察、消防、自衛隊及民間救援團體)共同處理山域事故

救援工作，各單位代隊官也會一起研擬搜救計畫，相互配合。 

  山岳遭難救助隊目前編制 21人分為 2班(1、2班)，採勤一休一

方式，平時視支援的事故狀況及規模派遣人力，一般救助案件動員 3

至 5人，搜索案件動員 5至 10人，山岳遭難救助隊平時亦須處理市

區火災搶救。目前並無規定山域事故救援日數，如果已經進行多日的

搜索案件，將會與家屬協調暫停搜救，待有新的線索再行派員進行救

援，並由警察單位列管持續追蹤。 

表 6 山岳遭難救助隊現有人員編制 

 班 
消防

司令 

消防司

令補 

消防

士長 

消防副

士長 
消防士 小計 

山岳遭難

救助隊 

1班 1 3 3 0 3 10 

2班 1 3 3 0 4 11 

合計  2 6 6 0 7 21 

  (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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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山岳遭難救助隊與其他單位合作機制(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局) 

 

 

 

 

 

 

 

 

 

 

圖 37山岳遭難救助隊 2014年救援統計(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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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山岳遭難救助隊 2014年救援統計(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局) 

  繁田先生表示，山岳遭難救助隊平時進行山岳救助訓練(高山實

地訓練、地圖判讀訓練)，以及火災搶救訓練，並會結合消防局消防

航空隊、靜岡縣警察、防災航空隊共同辦理訓練，除能加強山域救助

體技能，亦可強化與其他部門合作夥伴關係。 

 

 

 

 

 

圖 39 山岳遭難救助隊平時訓練情形(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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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山岳遭難救助隊平時訓練情形(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局) 

 

 

 

圖 41、42 山岳遭難救助隊平時訓練情形(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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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山域救援裝備器材係由消防局警防課進行採購及汰換，每

位隊員皆會配發一套完整個人裝備，如裝備器材壞損不敷使用，必須

向警防課報備作廢。 

 

 

 

 

 

 

圖 43 山岳救助隊介紹裝備器材(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44 山岳救助隊介紹平時服裝(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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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山岳救助隊個人裝備器材(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46 山岳救助隊帳篷、睡袋、炊具(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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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山岳救助隊繩索、鉤環、下降器等(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48 山岳救助隊 吊籃、擔架、救護器材(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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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山岳救助隊雪鏟等雪地救援裝備(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50 山岳救助隊無線電、衛星電話、GPS(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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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山岳救助隊平時裝備放置情形(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52 繁口先生介紹平時放置消防衣、帽、鞋等火災搶救裝備情形 

(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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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山岳救助隊配置消防救災車輛(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54 與山岳救助隊合影留念(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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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靜岡市消防局消防航空隊 

  靜岡市消防局消防航空隊副隊長遠藤浩一先生表示，消防航空隊

編制於消防局警防部航空課，平時處理靜岡市內水難事故、森林火

災、高樓火災、山域事故、病患緊急運送及地震等自然災害的搶救工

作，目前配置 10名人員，包括隊長 1名消防救助隊員 4名、操縱士 3

名、整備士 2名，只要接獲消防局指令課命令，即出動救援；遠藤先

生表示直升機平時僅提供消防人員出勤使用，一般民間救難團體無法

搭乘，目前亦有民間救援直升機，只是出動救援將收取高額費用(30

萬至 50萬日元)，另外消防航空隊定期辦理救助、空中撒水滅火、救

災物資運送等訓練。 

圖 55 遠藤浩一先生介紹消防航空隊(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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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參觀消防航空隊停機坪(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57 消防航空隊空中撒水裝備(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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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59 消防航空隊山域救助訓練(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航空隊) 

    圖 60 傷患緊急運送訓練                圖 61 災害物資運送訓練 

 (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航空隊)         (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航空隊) 

 

圖 62、63 空中撒水滅火訓練(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航空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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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基本救助裝備 (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航空隊) 

 

 

 

 

 

 

 

圖 65 水難救助裝備 (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航空隊) 

 

 

 

 

 

 

 

圖 66 緊急救護裝備 (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航空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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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消防航空隊動員機制(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航空隊) 

圖 68 消防航空隊直升機飛行距離時間示意圖(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航空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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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消防航空隊出動案件統計(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航空隊) 

圖 70 消防航空隊 412EP直升機(資料來源：靜岡市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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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富士山御殿場登山口 

  位於山梨縣和靜岡縣界線上的富士山海拔為 3,776 公尺，是日本

第一高山，共有 4 條登山路線，位於山梨縣內的是吉田登山道，其他

須走登山道、御殿場登山道及富士宮登山道皆位於靜岡縣內。富士山

開放登山期間為每年 7 月上旬至 9 月上旬，其他時間為封山期間；靜

岡縣危機管理部消防保安課主查川口修平先生表示，封山期間禁止入

山目前仍採宣導的方式，並沒有以法令強制規範，另外，因日本颱風

頻繁季節為每年 9至 10月，所以開放登山期間不常受到颱風侵襲影

響。由於富士山廣受國內、外登山客及觀光客喜愛，每年約有 30萬

人前往富士山進行登山遊憩活動，所以靜岡縣文化‧觀光部及山梨縣

觀光部發行不

同語言版本的

富士山安全指

南，其內容包括

富士山每條登

山道路線、每年

平均氣溫、攜帶

裝備、登山計畫

書受理單位

等，以及告知民

眾遭遇事故(迷

途、高山病)時

對應辦法(例如

通知警察)。 

 

 

 

圖 71 富士山登山安全指南(資料來源：靜岡縣危機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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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富士山登山安全指南(資料來源：靜岡縣危機管理部) 

圖 73 富士山御殿場口所設置路線地圖(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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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因富士山的日出十分有名，常有許多登山客於夜晚出發登

山，中間沒有休息漏夜攻頂，這種登山方式日本稱為「彈丸登山」，

因容易發生危險，因為並沒有立法禁止，所以是以宣導呼籲的方式，

希望民眾能事先預訂山屋，有充分休息後再行攻頂，以免發生危險。 

 

 

 

 

 

 

 

 

 

 

 

 

圖 74 靜岡縣於登山口放置禁止「彈丸登山」宣導牌(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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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靜岡縣及山梨縣政府考量每年有大量登山客及遊客開車前

往富士山活動，容易造成登山道的堵塞，所以於開放登山期間，每條

登山路線將會有私家車管制，僅開放大眾運輸工具通行。而我們前往

攀登御殿場登山口，當時並無進行管制。 

圖 75 富士宮及須走登山路線管制日期(資料來源：靜岡縣危機管理部) 

 

 

 

 

 

 

 

 

 

 

圖 76 富士山車輛管制規定告示牌(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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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靜岡縣所設置路標並告知民眾緊急時撥打 110(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78 登山計畫書投遞信箱(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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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民眾所提交登山計畫書內容(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80 富士山上民間所開設山屋(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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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攀登富士山路程留影(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圖 82 富士山御殿場登山口留影(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53 
 

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此次遠赴日本，對於日本靜岡縣山域管理、登山安全宣導等制度完

善，以及消防、警察為執行山域救援，所成立山岳救助隊及航空隊等感

到印象深刻。富士山每年約有 30萬人次前往登山，惟經靜岡縣警察本部

統計，靜岡縣所轄富士山域於 2014年僅發生 66件山域事故，事故人數

僅 70人，足見靜岡縣政府在推廣富士山觀光產業同時，亦將山域事故預

防列為重點工作。由於山域安全管理工作是否完備，牽涉後續事故救援

所需投入資源的付出，加上山域安全管理及救援亦無法只由單一個單位

努力即能完成，所以靜岡縣政府集合觀光、教育、消防、警察、登山社

團等相關部門，共同成立公益財團法人山岳遭難防止對策協議會，結合

不同領域的資源，共同為民眾打造安全的登山環境。 

  另一印象深刻的則是日本國民對於自身安全的重視，此次考察過

後，發現靜岡縣對於民眾登山前應行注意事項(例如：攜帶適當裝備、提

交登山計畫書等)並沒有強制納入法令規定，而是採宣導及鼓勵方式，使

民眾瞭解登山是一項具有相當危險性的活動，行前應準備充分，如發生

高山症或是受傷等，亦要以自身安全為優先考量，不要再勉強上山。另

外針對容易發生山域事故行為(例如：彈丸登山等)，亦透過教育宣導要

求民眾對自身安全負責。 

  在山域救援機制部分，於我國十分相似，經與靜岡縣警察本部、靜

岡市消防局山岳救助隊等各單位人員交流得知，日本山岳救援目前雖以

警察及消防單位為主，但人命救助皆是各單位一項重要工作，所以只要

有山域事故發生，不管是由警察、消防、自衛隊或是民間救援團體接獲

報案，皆會第一時間動員，爭取黃金救援時效。假使同一事故已動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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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消防、民間救援團體，亦沒有誰主導救援分別，各單位代隊官會一

起研商救援計畫，共同執行救援任務。 

  最後，此次參訪完靜岡縣防災航空隊及靜岡市消防局消防航空隊，

瞭解靜岡縣建置十分完善空中救援資源，不管是水難救助、森林火災或

是山岳救援，透過直升機支援將能減少地面部隊趕往事故現場所需耗費

的大量時間，大大的提升救援效能。 

二、建議 

(一)加強中央與地方山域管理機制 

本次前往富士山考察後發現，富士山位於靜岡縣及山梨縣交界，並屬於

富士箱根伊豆國立公園及林務廳所屬森林管理署所管轄，但靜岡縣仍辦

理富士山山域安全管理、步道標誌維繕、登山教育宣導及山域事故救援

等工作，與我國玉山、雪霸及太魯閣國家公園與鄰近地方政府彼此的地

理環境及伙伴關係相似，目前我國各高山型國家公園及眾多 3,000公尺

以上高山，皆由不同中央山域管理單位所管，並且橫跨多個縣市地區，

所以登山安全並不能僅由中央山域管理單位(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等)獨立進行，鄰近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亦須將轄內山

域安全納為重點工作，比照靜岡縣山域管理機制結合觀光、教育、警察、

消防及民間登山社團等資源，成立相關登山諮詢協會，並透過中央及地

方共同努力，為民眾創造更安全登山環境。 

(二)成立山域事故人命救助編組 

本次考察發現，日本山岳救援機制與我國相似，山域事故救援雖非「警

察法」所訂執掌工作，但各地方政府警察仍基於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因素，

將山域事故預防列為重點工作，以及成立山岳救助隊執行救援任務；另

外，本次參訪的靜岡市消防局亦因應轄內山域環境及事故特性，設置山



55 
 

岳救助隊，隊上亦配置一般消防救災車輛，執行城市火災搶救工作；我

國山域事故人命救助目前係由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消防機關負責支援

中央山域管理單位(如：國家公園等)，惟考量目前中央及地方政府財政

日趨困難，尚無法成立山域專責救援單位或隊伍，所以建議中央山域管

理單位(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等)及地方政府可視轄

區內山域環境特性，檢視現有人力成立山域事故救援編組，如遇事故發

生則可立即調度前往救援。 

(三)推廣山域(步道)分級制度 

靜岡縣文化‧觀光部將縣內 82座山域(登山路線)分為 5級，提醒民眾攜

帶適當裝備、地圖、充分體力等，並加註各路線所需時間，供民眾擬定

登山計畫，所以建議我國各中央山域管理及教育單位應針對易發生山域

事故的熱點登山路線(步道)予以分類及分級，並透過相關宣導及教育措

施，讓民眾有更加準確及安全的登山資訊，減少山域事故發生。 

(四)持續推廣登山綜合保險 

由於政府資源有限，民間資源無窮，我國山域事故人命救助工作目前係

以消防機關為主，惟消防機關勤務日漸繁重，而山域事故常需耗費大量

人力、物力來執行人命搜救，所以本次參訪靜岡縣危機管理部消防保安

課川口先生表示，日本「日本費用補償少額短期保険株式会社」提供登

山保險供登山客投保，其保險費 1年僅需 5,000日元(約合新臺幣 1,250

元)，並提供 300萬日元民間救難團體(包含民間航空器)動員的搜救、救

助費用，除可減輕政府資源負擔，亦能協助儘速尋獲待救民眾；目前我

國已有多家保險業者提供登山綜合保險(包含民間搜救費用)供民眾投保 

，保費 1天約新臺幣 70元至 114元不等，並提供 100萬元至 200萬元身

故及殘廢給付，以及 10萬元緊急救援費用。所以建議山域管理單位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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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推動並鼓勵登山客投保登山綜合保險，並研議納入入山(園)申請規

定，強制要求，以減輕政府救援資源付出。 

 

圖 83 日本所推出登山保險說明(資料來源：靜岡縣危機管理部) 

 (五)推廣民眾捐款維護山域安全 

靜岡縣文化‧觀光部富士山世界遺產課目前推動「富士山保全協力金」，

透過民眾自願捐款方式(每次 1,000日元以上)，將該筆經費利用在富士

山上硬體(如急救站、廁所、標線、標誌)維繕、登山諮詢員的建置等事

項，以維護富士山的環境及登山客的安全。由於目前我國民眾申請進入

高山型國家公園或自然生態保護區並無收費機制，故建議中央山域管理

單位能辦理是類的捐款活動，並將經費拿來改善園區相關安全設施，除

讓民眾更重視富士山環境保育，更能提升山域活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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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 富士山於御殿場登山口設置捐款及登山諮詢站(資料來源：本考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