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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International Fire Chiefs’ Association 

of Asia, 簡稱 IFCAA）成立於 1960 年，總部秘書處設於日本東京，

成員主要由亞洲及大洋洲各國的消防首長所組成，每二年定期召開年

會一次，現有會員來自日本及我國等 22 個國家及地區。協會主要目

的在於藉由國際間的交流，促進消防防災資訊與技術的合作，提升亞

洲及大洋洲地區災害預防與應變的能力。我國曾於 2004 年在臺北主

辦第 23 屆年會，為能持續與亞洲及大洋洲各國消防首長保持友好關

係與互動，及與國際消防工作團體進行經驗分享，建立國際交流管道，

參加亞洲消防首長協會年會及各項活動，是我國餐與國際消防事務的

一個重要平台。  

    本次 2018 IFCAA 第 30 屆年會於 2018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

至 6 月 1 日（星期五）在日本東京國際展示場（ Tokyo Big Sight）

舉行，主題為「增進應變人員在毀滅性災害的表現（ Improvement of 

Responders’ Performance in Devastating Disasters）」，係因近

年世界各國地震、豪雨、颱風及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頻傳，特別集中

於亞洲及大洋洲地區，肇致眾多寶貴之生命及財產損失，爰期盼透過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讓各國消防首長齊聚一堂，就共通問題藉由各種會

議進行知識及技術與資訊之交流將極具深遠之意義，亦確信對於消防

行政進一步之發展有更大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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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第 30屆年會出國報告書 

壹、 前言及目的 

  亞 洲 消 防 首 長 協 會 （ International Fire Chiefs’  

Association of Asia, 簡稱 IFCAA）成立於 1960 年，總部秘

書處設於日本東京，成員主要由亞洲及大洋洲各國的消防首長

所組成，每二年定期召開年會一次，現有會員來自日本及我國

等 22 個國家及地區。該協會創設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個跨國

平台，藉由國際間交流，促進消防防災資訊與技術的合作，提

升亞洲及大洋洲地區災害預防與應變的能力。  

  本次 2018 IFCAA 第 30 屆年會於 2018 年 5 月 30 日（星

期三）至 6 月 1 日（星期五）在日本東京國際展示場（ Tokyo Big 

Sight）舉行，主題為「增進應變人員在毀滅性災害的表現

（ Improvement of Responders’ Performance in Devastating 

Disasters）」。 

  本屆年會除依慣例召開理事會議、例行會議及各項工作報

告外，並於東京國際展示場東廳 6、7、8 廳及室外展覽場（ Tokyo 

Big Sight, East Hall 6,7,8, Outdoors Area）舉辦國際消

防安全博覽會及火災預防暨國際聯合搜救演習等活動。基於我

國係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的正式會員，且消防署長擔任理事職務，

除具有參加二年一次年會的義務外，亦負有推動亞洲及大洋洲

間消防、災害搶救及國際支援工作的責任，藉由參加本次年會，

了解各國對當前消防工作的發展方向，及與各國消防首長保持

密切交聯繫，可汲取多國經驗做法，以作為國內消防、災害預

防與應變施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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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過程 

一、  出國人員：陳署長文龍、火災預防組周組長文智、特種搜救

隊梁隊長國偉、署長室柯專門委員志祥、火災預防組吳科長

明郎、災害管理組史秘書明原、火災預防組陳課長俊青及火

災預防組柯科員雅翊。  

二、  出國行程：  

日期  星期  行程及內容  

5/29 二  臺北啟程日本東京  

5/30 三  

1.  辦理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理事會議註冊。  

2.  參加理事會議。  

3.  參加東京消防廳主辦之歡迎會。  

5/31 四  

1.  辦理亞洲消防首長協會會員註冊。  

2.  參加「 2018 東京國際消防防災展」開幕式。  

3.  參加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第 30 屆年會開幕式及

例行年會會議，並代表宣讀臺灣為第 31 屆年會

主辦之歡迎詞。  

4.  科學考察 (方案 A、 B、 C)。  

5.  出席亞洲消防首長協會交流晚宴。  

6/1 五  

1.  參加國際救災團體聯合演習。  

2.  參加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第 30 屆年會專題演講。 

3.  出席聯合記者會。  

4.  參加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第 30 屆年會閉幕式。  

6/2 六  日本東京返程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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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簡介 

一、 協會設立 

  該協會係於 1960 年 5 月 26 日成立於日本東京，英文

全 名 為 International Fire Chiefs’ Association of 

Asia（簡稱 IFCAA），主要發起國為日本、菲律賓、越南、

印尼及泰國等國，目前加入該協會之會員約有 800 人，成

員包括日本、臺灣、澳洲、巴林、孟加拉、汶萊、關島、

香港、印度、印尼、以色列、伊朗、韓國、科威特、馬來

西亞、蒙古、紐西蘭、巴布亞紐新幾內亞、菲律賓、新加

坡、泰國、越南等 19 個國家及 3 個地區所組成。 

二、 設立性質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的會員主要來自亞洲各國的消防、

災害應變的首長，其中理事成員除日本由主要城市的消防局長

擔任外，其它國家均以當地最高消防首長為理事，屬官方性質，

理事採行職位制，遇有職務異動時，理事的身分自動由新任人

選遞補。此外，會員多以地區性消防、災害應變組織首長為

主體，因此，召開年會期間不擺設各國國旗或演奏各國國

歌。其中，秘書幕僚作業由日本全國消防首長協會兼辦國

際會務，並由東京消防廳支持營運，直接與亞洲各國的消

防、災害應變組織聯繫合作，並非透過一般的外交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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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議召開方式及協會首長 

屆次  時間  主辦單位  

第 1 屆  1960.05 日本東京  

第 2 屆  1962.05 日本東京  

第 3 屆  1964.10 日本東京  

第 4 屆  1966.11 泰國曼谷  

第 5 屆  1968.10 菲律賓  

第 6 屆  1970.06 日本大阪  

第 7 屆  停辦  以色列  

第 8 屆  1974.05 日本名古屋  

第 9 屆  1976.06 韓國  

第 10 屆  1978.11 新加坡  

第 11 屆  1980.11 印度德里  

第 12 屆  1982.11 日本東京  

第 13 屆  1984.11 菲律賓馬尼拉  

第 14 屆  1986.05 日本廣島  

第 15 屆  1988.11 新加坡  

第 16 屆  1990.05 日本名古屋  

第 17 屆  1992.08 馬來西亞吉隆坡  

第 18 屆  1994.10 日本東京  

第 19 屆  1996.10 泰國曼谷  

第 20 屆  1998.10 日本福岡  

第 21 屆  2000.08 馬來西亞吉隆坡  

第 22 屆  2002.07 日本京都  

第 23 屆  2004.10 臺灣  

第 24 屆  2006.06 澳洲  

第 25 屆  2008.06 日本東京  

第 26 屆  2010.08 韓國大邱  

第 27 屆  2012.06 日本札幌  

第 28 屆  2014.09 新加坡  

第 29 屆  2016.06 日本大阪  

第 30 屆  2018.05 日本東京  

第 31 屆  未定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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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理事會組織 

  現任會長由日本東京都消防廳總監擔任，副會長 4名，

分別為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新加坡之消防首長擔任，

協會理事則由其他各國的消防首長擔任，任期為 4 年，如

有職務異動，則自動由接任該職務者遞補。理事會隨著每 2

年 1 次的年會同時召開會議。  

五、 目前推動重要工作 

(一 )  規劃籌辦 2 年 1 次定期年會及相關活動。  

(二 )  加強各國消防防災技術交流及資訊互通與相互支援。  

(三 )  致力於海內外消防安全之研究（包括出席國際會議 )。  

肆、 第 30 屆年會會議議程及重要活動內容 

一、 IFCAA 年會會議議程 

5月 30 日（星期三） 

15：00 ～          報到註冊（東京國際展示場大廳） 

16：30 ～ 17：20   理事會議（607 & 608 會議室） 

18：30 ～ 20：00   歡迎會（東京灣洲際酒店） 

5月 31 日（星期四） 

09：30 ～ 10：00   2018東京國際消防防災展開幕式（東京國際展示場東廳） 

10：30 ～ 11：20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第 30屆年會開幕式（7樓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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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 12：10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第 30屆年會例行會議（7樓國際會議廳） 

12：10 ～ 12：20   特別演講（7樓國際會議廳） 

12：20 ～ 13：10   午餐（703會議室） 

13：10 ～ 17：30   東京都科學考察 

18：00 ～ 19：30   IFCAA 晚宴（東京國際展示場接待廳） 

6月 1日（星期五） 

10：00 ～ 10：30   2018國際救災團體聯合演習（東京國際展示場室外展覽場） 

10：30 ～ 12：40   參觀 2018 東京國際消防防災展（東京國際展示場東廳） 

11：00 ～ 11：40   聯合記者會（608 會議室） 

12：40 ～ 14：10   午餐（703會議室） 

14：10 ～ 15：30   IFCAA 專題演講（7樓國際會議廳） 

16：10 ～ 16：50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第 30屆年會閉幕式（7樓國際會議廳） 

 

二、 主要行程及會議內容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第 30 屆年會於 107 年 5 月 30 日（星

期三）至 6 月 1 日（星期五）於日本東京國際展示場（ The 

Tokyo Big Sight）舉行，我國由消防署陳署長文龍率火災

預防組周組長等 7 人與會，觀摩本次年會及相關活動日本

東京主辦單位之現場規模、場地規劃及佈置、接待國外貴

賓及參觀展覽會民眾、工作人員分工、人力需求及交通規

劃等事宜，為我國主辦 2020 年亞洲消防首長協會年會籌備

工作做準備，以完成辦理 2 年 1 次年會重要任務及提升我

國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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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行程主要參加理事會議、東京國際消防防災展開

幕式、例行年會會議、專題演講以及閉幕式等，以下將就

各會議之議程及內容摘要說明。  

(一 )  理事會議  

  本次理事會議於 5 月 30 日（星期三） 16 時 30 分在

日本東京國際展示場（ The Tokyo Big Sight）舉行，其

會議程序為 1. 開會 2.主席致詞 3.介紹與會人員 4.主席

選舉（ IFCAA 會長選舉） 5.議案審議 6.散會，參加會議

者有 39 位國家（區域）代表人及隨行人員（如圖 1）。有

關理事會議審議之議案如下：  

1.  第 30 屆年會時程表  

2.  第 30 屆年會議程  

3.  新加入會員討論案  

(1)  正式會員：  

  菲律賓消防廳副長官 Mr. Jose S Embang Jr、

菲律賓消防廳 MIMAROPA 地方兵站部長 Mr. Aldwin M. 

Salazar、臺中市政府消防局長蕭煥章、臺北市政府

消 防 局 長 吳 俊 鴻 及 越 南 公 安 省 警 察 消 防 局 長 Mr. 

Doan Viet Manh。  

(2)  準會員：  

  菲律賓義勇消防隊隊長 Mr. Rolley C So 及菲

律賓 DIVISORIA 地區消防人員協會消防隊長 Mr. 

Joaquin S Advinc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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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會第 30 屆年會提案  

(1)  第 29 會計年度（ 2016～ 2017）業務及收支決算報告  

(2)  第 30 會計年度（ 2018～ 2019）業務計畫及收支預算

報告  

(3)  構築災害資訊共有化系統  

(4)  幹部改選  

(5)  召開第 31 屆年會準備事宜  

5.  IFCAA 傑出服務人員表揚案  

6.  理事會議決議  

(1)  第 29 會計年度（ 2016～ 2017）業務報告及收支決算

報告，照案通過。  

(2)  第 30 會計年度（ 2018～ 2019）業務計畫及收支預算

報告，照案通過。  

(3)  構築災害資訊共有化系統案，照案通過。  

(4)  幹部改選案，照案通過。  

(5)  召開第 31 屆年會準備事宜，由臺灣主辦。  

 

           圖 1   理事會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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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2018 東京國際消防防災展暨國際救災團體聯合演習  

1.  2018 東京國際消防防災展開幕式：  

  於 5 月 31 日（星期四）9 時 30 分在日本東京國際

展示場東廳（ The Tokyo Big Sight）舉行，歷時約 30

分鐘，開幕式程序依序如下：  

(1)  儀式開始  

(2)  東京消防廳管樂隊表演：  

  1949 年（昭和 24 年），東京消防廳成立管樂隊。

在 1964 年東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的表演之後，持續受

邀於國家活動上演出，並深受東京都政府及人民的

喜愛。作為「與市民的消防的橋樑」，東京消防廳管

樂隊力求透過音樂演奏與防火防災合作，使東京都

的每個人都可以平安並且實現「安全城市東京」之

願景。  

 

       圖 2  東京消防廳管樂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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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京消防廳總監（村上研一先生）及來賓致詞  

 

        圖 3  村上研一先生致詞  

(4)  開幕剪綵：  

  由日本知名女藝人—玻瑠擔任本次消防防災大

使，並參與剪綵及觀賞東京消防廳及國際特種搜救

隊聯合演習。  

 

         圖 4  防災大使—玻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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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開幕式剪綵  

2.  2018 東京國際消防防災展目的：  

  「 2018 東京國際消防防災展」為日本國內最大規

模的消防、防災相關展覽會。此展覽盛會為 5 年舉辦 1

次，目的在於以過去的災害為教訓，宣導大眾認識各

種災害風險，提升防火防災意識及行動力，並更進一

步推動居民、企業、行政等三方合作，促進相關技術

及產業的振興。  

3.  2018 東京國際消防防災展展覽內容：  

  本次展覽會自 5 月 31 日（星期四）開幕起至 6 月

3 日（星期日）止，為期 4 天於東京國際展示場東廳之

5、6、7 廳及東室外特設會場舉行，並吸引近 300 家廠

商、1,635 個展位聯合參展，將東 5、6、7 大廳劃分為

「滅火、急救、救助、避難與誘導」、「災害對策」、「情

資系統、通訊服務」及「消防防災相關之其他產品及

服務」等 4 個展區，另設「防災與減災對策的 ICT（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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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技術）」及「災害用儲備」等 2 個特別企劃展區分

別為企業參展專區與東京消防廳專區，介紹火災、災

害中保身用的最新技術及矚目產品。此外，於東側室

外特設會場之企業參展專區，除了大型設備等各種展

示之外，還包括東京消防廳及國際特種搜救隊等單位

共同消防演習，同時設置讓小朋友邊玩邊學習防災的

區塊。本展覽會不限消防防災相關人士參與，一般民

眾向主辦單位報名登記後，也可在此學習到災害中保

身的廣泛技術。  

 

         圖 6  災害現場指揮部展區  

 

           圖 7  地震防災宣導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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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各大消防相關產業廠商展區  

 

           圖 9 各國消防衣展示區  

            （右 1 為我國消防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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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 東京國際消防防災展邀集相關專家學者主題演

講：  

  以消防、地震防災、恐怖攻擊、ICT（資通訊技術）

等實際體驗與對策方法等各式主題，邀請參展企業、

團體等專家學者舉辦相關研討會、演講及主題活動。  

5.  特別企劃展區：  

  本次展覽會場中特別規劃「防災與減災對策的 ICT

（資通訊技術）」及「災害用儲備」等 2 個專區，集中

展示消防防災焦點領域的產品及設備。「防災與減災對

策的 ICT」專區主要係利用 VR（虛擬實境）的災害體

驗系統之 ICT（資通訊技術），此技術將來可望運用於

防災及減災對策。 「防災儲備」專區係針對東日本大

地震 7年後的今天，以預計需要更換購買的應急食品、

飲料為首，集結了避難場所之必須品與相關服務。  

 

         圖 10  VR 煙避難體驗區  



15 

 

 

          圖 11  VR 防災體驗車  

6.  國際救災團體聯合演習：  

  本次演習除了東京消防廳消防人員之外，還結合

了來自我國、孟加拉、香港、印尼、伊朗、馬來西亞、

蒙古、新加坡、泰國、越南及日本等 11 個國家及地區

搜救隊計 80 名組成國際救援隊一起參與。由救援直升

機、十多輛消防車、救護車、重型機具及消防艇等救

援團隊緊急登場，集合了陸、海、空之模擬實戰救援

情境，可謂為全方位的消防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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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IFCAA 理事觀摩演習  

 

       圖 13  指揮官發號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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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4  向總指揮官（村上研一先生）敬禮，演習開始  

 

      圖 15  直升機空中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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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6  快速攻擊手（ Quick Attacker）入場  

 

        圖 17  重機具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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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8  進行救援  

 

     圖 19  國際救助隊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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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0 國際救助隊點名校閱  

    （左 2 及左 4 係我國特搜隊）  

 

          圖 21 佈線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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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第 30 屆年會開幕式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第 30 屆年會開幕式於 5 月 31 日

（星期四）10 時 30 分在日本東京國際展示場 7 樓國際會

議廳（ The Tokyo Big Sight）舉行，歷時約 50 分鐘，

開幕式程序依序如下：   

1.  開幕式開始  

2.  默禱  

3.  由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女士代表主辦方致歡迎詞  

4.  IFCAA 會長，村上研一先生致詞  

5.  IFCAA 傑出服務人員表揚：由 IFCAA 會長（村上研一先

生）頒發傑出服務紀念牌給新加坡民防部隊總監（ Mr. 

Eric Yap Wee Teck）。  

 

       圖 22  新加坡民防部隊總監受獎  

6.  來賓致詞：由日本總務省消防廳長（稻山博司先生）、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消防協會會長（秋本敏文先生）、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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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議會議長（尾崎大介先生）及一般社團法人東京

都消防協會會長（沖山仁先生）等來賓致詞。  

7.  開幕式結束  

(四 )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第 30 屆年會例行會議  

  例行會議於 5 月 31 日（星期四） 11 時 30 分在日本

東京國際展示場 7 樓國際會議廳（ The Tokyo Big Sight）

舉行，歷時約 40 分鐘，會議程序依序如下：   

1.  會議開始  

2.  主席選舉（由東京消防廳總監村上研一先生擔任）  

3.  IFCAA 新加入會員介紹  

(1)  正式會員：  

  菲律賓消防廳副長官 Mr. Jose S Embang Jr、

菲律賓消防廳 MIMAROPA 地方兵站部長 Mr. Aldwin M. 

Salazar、臺中市政府消防局長蕭煥章、臺北市政府

消 防 局 長 吳 俊 鴻 及 越 南 公 安 省 警 察 消 防 局 長 Mr. 

Doan Viet Manh 等 5 名。  

(2)  準會員：  

  菲律賓義勇消防隊隊長 Mr. Rolley C So 及菲

律賓 DIVISORIA 地區消防人員協會消防隊長 Mr. 

Joaquin S Advincula 等 2 名。  

4.  議案審議及決議  

(1)  第 29 會計年度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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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主要

業務包括於日本大阪辦理第 29屆亞洲消防首長年會、

大阪國際消防防災展、新加入會員 14 名（蒙古 1 名、

菲律賓 13 名）、發行 2016 年 6 月第 29 卷第 56 號  

IFCAA 刊物 1,100 份及 2016 年 12 月第 29 卷第 57

號 IFCAA 刊物 850 份、發行 2015-2016 年 IFCAA 消

防統計彙編、電子郵件傳送 IFCAA 秘書處新聞以促

進情報共有化等事項。  

(2)  第 29 會計年度收支決算：  

  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收入

13,082,531 日 圓 、 支 出 10,334,344 日 圓 、 結 餘

2,748,187 日圓。  

(3)  第 30 會計年度業務計畫：  

  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主要

計畫包括辦理國際會議、積極實現總會之決議事項、

維持國際會員間的聯繫及促進更多會員的加入、消

防技術資料交流與發行 IFCAA 刊物、與國際消防長

協會（ IAFC）及消防機關審議會（ AFAC）等組織協

調聯繫、其他必要相關事務等事項。  

(4)  第 30 會計年度收支預算：  

  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預算

收入為 13,547,000 日圓、預算支出 13,547,000 日

圓。  

(5)  構築災害資訊共有化系統 （ Creating a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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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Framework）案，由大阪市消防局長城

戶秀行宣讀以下內容：  

  近年來，有自然災害高發區傾向的亞洲及大洋

洲地區致力於市區發展、大興土木及改善市區設施。

在如此情況下，發生於這些國家及區域的災害，較

以往來得更為多樣化也更難掌握。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 IFCAA）舉辦 2012 年的年

會時，首次加入海外消防成員一起參與搜救隊聯合

演習。並於 2016 年大阪舉辦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第 29

屆年會時，通過並宣告兩項提案決議，分別為：「藉

由強化國際搜救團體之間合作，以提升有效的災害

應變」及「增進應變人員在毀滅性災害的表現」。亞

洲及大洋洲地區飽受多種災害侵襲，身為消防及緊

急應變人員，亞洲消防首長協會成員應當集結能量

及專業知識，以應付大量傷亡劫難發生。  

  保護人民生命及財產安全等，是消防及防災主

管機關之權責。亞洲消防首長協會需要藉由過去災

害事實及相關資訊，構築其有效共通分享的資料庫

系統，使各國會員間更能緊密聯合，為更安全的未

來共同攜手努力。  

(6)  IFCAA 幹部改選案決議如下表：  

幹部名稱  現 職  姓 名  

會 長  
東 京 消 防 廳

消 防 總 監  

村 上 研 一  

(Mr. Kenichi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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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會 長  

香 港 消 防 處

處 長  
Mr. LI Kin-yat, Daryl 

馬 來 西 亞 消

防 救 助 廳 長  

Dato’ Sri Hj. Wan Mohd 

N o r  B i n  H j .  I b r a h i m 

菲 律 賓 消 防

廳 長  
Mr. Leonard R BA ÑAGO 

新 加 坡 民 防

部 隊 總 監  
Mr. Eric Yap Wee Teck 

理 事  由各國及地區等現職理事續任  

(7)  召開第 31 屆年會準備事宜，將由臺灣主辦。  

5.  第 31 屆年會主辦方致歡迎詞，由臺灣內政部消防署陳

署長文龍代表致詞，致詞內容概述如下：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會長村上（ Murakami）先生、

各位與會嘉賓大家午安，我是臺灣內政部消防署署長

陳文龍。首先，非常感謝大會宣布， 2020 年將由臺灣

來主辦第 31 屆亞洲消防首長年會，我們非常榮幸且樂

意接受此項任務。在此，我向大家介紹第 31 屆亞洲消

防首長年會主辦地—臺灣。  

  臺灣，又名福爾摩沙，美麗之島的意思。是位於

亞洲東部，地處琉球群島與菲律賓群島之間，面積約

3.6 萬平方公里，全國人口約 2,330 萬人，人口集中於

西部的六大都會區，有豐富的人文及美麗的風景，相

信在 2004 年曾來臺北參加過第 23 屆年會的先進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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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陌生，臺北是臺灣的首都，也是最大的都會區，總

人口達 700 萬，誠摯歡迎在座嘉賓 2 年後蒞臨臺灣臺

北，體驗福爾摩沙美麗迷人的自然風景、熱鬧便利的

都會生活、以及臺灣民眾的熱情好客。今天包括本人

及一起從臺灣來的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吳局長、花蓮縣

消防局的林局長、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陳副局長、高雄

市政府消防局的黃副局長也都特別來參與盛會，共同

來為災害防救與消防安全一起努力，個人相當感動。  

  那麼，期待 2020 年，在臺灣主辦的第 31 屆亞洲

消防首長年會會場，能再次相聚，一起同樂。  

  以上簡單致詞，謹代表第 31 屆亞洲消防首長年會

主辦國邀請大家來臺灣共襄盛會。  

6.  散會  

 

      圖 23  例行會議—議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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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  陳署長文龍代表致詞  

(五 )  聯合記者會  

  為提供媒體報導本次活動的價值與目的，聯合記者

會於 6 月 1 日（星期五） 11 時在日本東京國際展示場 6

樓 608 會議室（ The Tokyo Big Sight）舉行，為時約 40

分鐘，出席者包含會長、副會長（ 2 人）及海外理事（ 3

人）及日本全國消防長會副會長（ 9 人）。主要為近代消

防雜誌社、消防時代、消防文化社、東京法令出版社及

SP 期刊等 5 家消防相關出版業者，針對我國 0206 花蓮地

震現況、以色列消防組織架構、香港及新加坡對日本消

防在亞洲及大洋洲發展之期望、紐西蘭對參與本次 IFCAA

第 30 屆年會、國際搜救團體聯合演習及 2018 東京國際

消防防災展之感想，以及身為 IFCAA 成員期望如何參與

未來活動、全國消防長會中塚副會長（仙台市消防局局

長）對於緊急電話諮詢專線落實之對策等議題提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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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回應說明。會議程序依序如下：   

1.  會議開始  

2.  IFCAA 會長（村上研一先生）致詞  

3.  Q & A（由日本記者向 IFCAA 及日本全國消防長會幹部

提問）  

4.  散會  

 

        圖 25  聯合記者會場景  

 

       圖 26  陳署長回應記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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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專題演講  

  本次年會於 6 月 1 日（星期五）14 時 10 分在日本東

京國際展示場 7 樓國際會議廳（ The Tokyo Big Sight）

舉行國際專題演講，為時約 80 分鐘，分別由紐西蘭消防

暨緊急事故局長 Mr. Rhys Jones、以色列消防及救援官

方機構長官 Mr. Dedy Simhi 及日本熊本市消防局長西岡

哲弘先生等擔任 3 個專題之主講者。出席者包含會長、

副會長（ 2 人）、海外理事（ 8 人）、理事代理（ 2 人）、會

員（ 10 人）、準會員（ 2 人）日本國內消防首長、消防機

關（構）及參加來賓，合計約 900 多人。專題演講程序

及演講概要如下：   

1.  成立紐西蘭消防暨緊急事故局與新災害管理之關係：

紐西蘭消防暨緊急事故局長 Mr. Rhys Jones。  

  「紐西蘭消防暨緊急事故局」於 2017 年 7 月 1 日

成立，整合了 40 個組織，包括紐西蘭消防局、國家鄉

村消防局、12 個鄉村消防區及 26 個鄉村消防局。回顧

2017 年，紐西蘭消防暨緊急事故局總共處理了 7 萬

7,465 起案件，其中緊急醫療佔 15%、交通事故佔 8%、

建築物火災佔 6%、森林田野火災佔 5%、危害物質事故

佔 4%、極端天氣事件佔 3%。如此改變反映出非消防工

作的範圍、文化及思維改變、組織統一以應對更大的

緊急事故及顯示消防機關與其他政府機關合作等可帶

來更有效的工作成果。  

  紐西蘭消防暨緊急事故局將持續向增進前線能力、

更有力的總部及永續經營邁進，短程計畫自 2017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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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成立紐西蘭消防暨緊急事故局起 3 年內（ 2020

年 7 月 1 日）完成城市及鄉村之整合、增加志工人員

支持系統等，長程計畫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將一個全

新的組織透過合作達到 1 加 1 大於 2 的目標。  

 

    圖 27  紐西蘭消防暨緊急事故局長演講  

2.  恐怖攻擊、導彈及消防－以色列經驗：以色列消防及

救援官方機構長官 Mr. Dedy Simhi。  

  以色列國位處於中東，人口約 9 百萬，大規模災

害包括自然災害、地震、突發火災、森林火災及技術

性、化學性、生物性或放射性之恐怖攻擊或戰爭。恐

怖攻擊是消防的一大挑戰， 20 萬發導彈和火箭中，有

2 萬 5 千發以平均每天 3 千發的數量直擊人口稠密區，

其主要手段包含燃燒的風箏、燃燒輪胎所產生的黑煙、

卡 薩 姆 火 箭 （ Qassam rocket）、 麥 田 大 火 及 汽 油 彈

（ Molotov cocktail）等。小至每日意外事故大至大

規模事件等，是由以色列警察機關與前線司令部之間

溝通討論應變作為，落實政府機關指揮及控制之責任

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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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警系統」設立的目的是為了可預期危險及時

提供警示和引導給每個角落的所有人，以挽救生命、

降低死傷及損失的擴大，並且能在緊急狀態下盡可能

維持原有的生活作息，其原則有以下 4 項：一、給所

有人。二、及時的。三、明確的。四、可靠的。  

 

   圖 28  以色列消防及救援官方機構長官演講  

3.  2016 年災害應變─熊本地震及危機處理：日本熊本市

消防局長西岡哲弘先生。  

  熊本市消防局管轄面積約 53.322 平方公里，人口

數約 77 萬 4,349 人，約有 34 萬 8,074 戶家庭，轄內

消防機關包括 1 個消防局、 6 個消防分隊、 15 個消防

出張所及 2 個消防廳舍，消防人員有 796 名，其中 32

名為女性消防同仁，消防車輛共計 143 台。  

  2016 年熊本地震於 2016 年 4 月 16 日上午 1 時 25

分發生在日本九州島的地震，震央位於九州中部的熊

本縣上益城郡益城町附近，規模為日本氣象廳地震規

模 7.3。其前震、主震及餘震於九州各地引發災情。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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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4 日前震災害生後 3 小時，熊本縣內應援隊（ 10

消防本部，計 29 隊，101 名消防人員）隨即集合。2016

年 4 月 15 日由 10 個縣，計 125 隊，477 名消防人員組

成第 1 批緊急消防援助隊。2016 年 4 月 16 日主震發生

後集結 19 個都府縣，計 569 隊， 2,100 名消防人員組

成第 2 批緊急消防援助隊，進行後續至 2016 年 4 月 27

日止，共計 14 天之緊急救援任務。  

  經過「平成 28 年熊本地震」後，有幾項寶貴教訓

提醒我們：一、事前準備的重要性和業務繼續計畫的

必要性。二、災害發生後災情之即時把握。三、緊急

應變中心和各機關的情報共有。四、建立應援部隊的

支持系統。五、消防機關與相關單位合作（如義勇消

防隊、義勇警察、醫療機關及地區自治團體等）。六、

消防同仁勞務管理（如健康管理、壓力狀況檢核機制

等）。這些教訓的重要成功地推動 2017 年度「受援圖

上訓練（ Disaster Imagination Game）」的實施，提

升防災意識，並持續檢討修正應援計畫及受援計畫。  

 

        圖 29  日本熊本市消防局長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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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科學考察（Excursion Courses） 

一、 方案 A、B、C 

(一 )科學考察方案 A 

1.  時間： 5 月 31 日（星期四） 13 時 10 分至 17 時 30 分於

日本東京市內進行考察行程。  

2.  行程：  

13:10-13:40  從東京國際展示場離開 (專車 ) 

13:40-14:40  第三方面消防總部消防救助機動部隊  

14:40-14:50  (步行 ) 

14:40-14:50  消防技術安全所  

16:10-16:40  (專車 ) 

16:40-17:20  東京臨海廣域防災公園  

17:20-17:30  返回東京國際展示場 (專車 ) 

(二 )科學考察方案 B 

1.  時間： 5 月 31 日（星期四） 13 時 10 分至 17 時 30 分於

日本東京市內進行考察行程。  

2.  行程：  

13:10-13:40  從東京國際展示場離開 (專車 )  

13:40-15:20  本所防災館   

15:20-15:50  (專車 ) 

15:50-16:30  東京消防廳總部指揮與控制中心   

16:30-16:40  (步行 ) 

16:40-17:00  丸之內消防隊   

17:00-17:30  返回東京國際展示場 (專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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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學考察方案 C 

1.  時間： 5 月 31 日（星期四） 13 時 10 分至 17 時 30 分於

日本東京市內進行考察行程。  

2.  行程：  

13:10-13:50  從東京國際展示場離開 (專車 ) 

13:50-14:50  神田川 /第 7 號環路地下調節池   

14:50-15:00  (專車 ) 

15:00-15:30  第三方面消防總部消防救助機動部隊   

15:30-15:40  (步行 ) 

15:40-17:00  消防技術安全所   

17:00-17:30  返回東京國際展示場 (專車 )  

 

二、 第三方面消防總部消防救助機動部隊： 

  日本歷經羽田機場墜機事故、東京地鐵沙林毒氣

事件及阪神大地震等重大災害後，東京消防廳首先於第

二及第八方面消防總部設置特殊災害救援裝備，包括重

機械及生命探測儀等裝備，其後又於第三方面消防總部

設置專為核災（ Nuclear）、生物災害（ Biological）及

化學物質災害（ Chemical），統稱核生化災或 NBC 災害

之因應部隊。本次參訪第三方面總部之消防救助機動部

隊消防車及裝備，認識其面對核生化災時因應對策及裝

備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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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0  消防救助機動部隊救助車介紹  

 

        圖 31  消防救助機動部隊救助器材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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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  消防救助機動部隊個人防護裝備介紹  

 

             圖 33  消防救助機動部隊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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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防技術安全所： 

  「消防技術安全所」為東京消防廳「消防科技研究所」

的前身，為消防及預防科學技術的研究單位，目的在於保護

人民生命財產及發展對策，研究人民生活安全與消防活動效

率，以減少生命財產的傷亡及損失。  

  消防技術安全所包含 4 個部門，分別為消防技術課、裝

備安全課、危險物質驗證課及活動安全課。其業務主要有災

害現場採取行動之決策支援、消防裝備器材性能驗證、地震

安全裝置性能評估、危險物品判定試驗、火災調查鑑定分析、

消防人員活動（生理學及運動學）驗證、消防人員及受難者

之心理影響驗證等研究。  

 

            圖 34  消防人員活動驗證示範  

四、 東京臨海廣域防災公園： 

  東京臨海廣域防災公園內設有防災體驗學習設施，「東

京直下 72h TOUR」係透過平板及 AR 體驗等先進設備，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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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級震度之地震場景，以充滿臨場感的方式回答防災問題，

體驗在都市區發生大地震後 72 小時內，從發生到避難過程

中應如何求生存，透過提示學習在災難發生後 72 小時內能

生存下來的知識，同時也切身感受危機管理能力的重要性。  

 

            圖 35  東京直下 72h TOUR 體驗流程  

 

                圖 36  防災學習區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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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所防災館： 

  「本所防災館」為日本東京都墨田區本所地的都民防災

教育中心，為了提高每一位都民的防災知識和防災行動力，

主要由專業講師引導參觀的方式，導覽各種體驗區域以及體

驗各種防災體驗設施，另也有供民眾自由參觀的區域。透過

地震體驗區、暴風雨體驗區及滅火體驗區等各種災害體驗學

習進而取得防災的知識及技術。館內設施及體驗區簡述如

下：  

(一 )  地震體驗區：   

  以模擬地震發生時，不同級別地震規模造成建築

物搖晃程度的方式，使民眾實際體驗地震，並了解緊

急狀況下應採取的行為與因應對策。此外，透過影片

播放清楚解釋地震事前準備的重要性。  

 

    圖 37  導覽員示範地震發生逃生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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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都市型水災體驗區：  

  以地區集中暴雨或海嘯造成都市區地下室淹水及

汽車泡水等情境，分級模擬在淹水區徒手打開受水壓影

響之地下室安全門及汽車車門之困難度。  

   

圖 38 模擬淹水區開啟汽車車門  

 

                    圖 39 模擬開啟地下室安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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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濃煙體驗區：  

  了解煙的特性和危險性，並教導中性帶為區分煙

與空氣之界線，除了使民眾學習正確的疏散方法之外，

也需培養冷靜的判斷力和可靠的行動能力。  

(四 )  滅火體驗區：  

  模擬實際火災的大屏幕上讓民眾體驗如何使用滅

火器或室內消防栓。  

 

       圖 40  導覽員示範滅火動作  

(五 )  急救體驗區：  

  藉由實際操作人體模型進行心肺復甦術、AED（自

動體外除顫器）等急救訓練。  

(六 )  暴風雨體驗區：  

  實際體驗不同級數之強風和大雨，了解風和洪水

可能導致的破壞力，增強民眾對強風和大雨的了解並

且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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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雨具著裝                圖 42  暴風雨體驗區  

(七 )  防災劇院：  

  透過影像播放、聲音效果以及座椅振動等方式提

供具有衝擊力的地震主題 4D 體驗。  

六、 東京消防廳總部指揮與控制中心： 

(一 )  東京消防廳總部：  

  東京消防廳總部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總部內分成 8

個業務部門以及 1 個消防學校和 1 個消防技術安全所。

其部門分支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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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東京消防廳總部部門  

(二 )  指揮與控制中心（綜合指令室）：  

  相當於我國 119 救災救護勤務指揮中心，東京消防

廳有兩個指揮與控制中心，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大手町

與立川市泉町，皆隸屬於東京消防廳警防部之下，並分

別接聽東京 23 個區域（除了稻城市與島嶼）及多摩區之

119 緊急報案專線。  

  統計 2016 年指揮與控制中心接線數共計 95 萬 2,878

通民眾緊急報案電話，代表平均 1 天計有 2,600 通，每

30 秒就有 1 通報案電話。其中也有來自警察機關、網路

電話及銀髮族的轉接電話。指揮與控制中心分為緊急救

護與災害搶救兩部分，緊急救護由救急相談中心由醫生、

護理師及緊急醫療救護人員組成，負責受理民眾到院前

之報案，透過救急相談中心 7119 專線，提供民眾適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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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醫療處置，確保緊急醫療救護資源之妥善運用；另

外，災害救急情報中心則受理有關各種災害之報案及負

責指揮派遣適當消防力前往災害現場救災。  

  指揮與控制中心在日夜守護居民安全的份上，扮演

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圖 44  指揮與控制中心—救急相談中心  

 

            圖 45  指揮與控制中心—災害救急情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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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6  將東京都空拍實況影像傳回災害救急情報中心  

七、 丸之內消防隊： 

  「丸之內消防隊」位於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大手町東京

消防廳總部旁，屬東京消防廳第一消防方面之消防分隊。本

次參訪包括該消防隊之消防車及裝備、模擬實際出勤演練及

分隊內部參觀。  

 

             圖 47   丸之內消防隊模擬實際出勤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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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8   丸之內消防隊隊員介紹消防車內裝備  

 

                     圖 49   丸之內消防隊辦公室  

八、 神田川/第 7 號環路地下調節池： 

  為保護民眾生命財產遭逢洪水、暴雨及土石流侵襲，東

京都政府執行了一連串的河川計畫，同時保護自然生態環境。

在高人口密度的都市區及開發中地區，其防洪及水保能力相

對不足。因此往往於暴雨後及汛期後，受洪水破壞的區域會

持續擴大。近幾年的防洪研究計畫中，特別強調地震災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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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為減緩都會區之洪水破壞，在防洪措施中，東京建立

了一個大型的地下隧道系統，作為調節水庫。  

 

          圖 50   進入第 7 號環路地下調節池管道參觀  

 

                圖 51   第 7 號環路地下調節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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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亞洲消防首長年會為 2 年 1 次的消防盛會，目前已

辦理 30 屆，除了藉以加強促進消防人員間之友誼，更使

消防人員了解最新救災科技發展，並提升消防人員素

質。  

  本次年會中確認亞洲消防首長協會加入正式會員，

包含菲律賓消防廳副長官 Mr. Jose S Embang Jr、菲律

賓 消 防 廳 MIMAROPA 地 方 兵 站 部 長 Mr. Aldwin M. 

Salazar、臺中市政府消防局長蕭煥章、臺北市政府消防

局長吳俊鴻及越南公安省警察消防局長 Mr. Doan Viet 

Manh。準會員包含菲律賓義勇消防隊隊長 Mr. Rolley C 

So 及菲律賓 DIVISORIA 地區消防人員協會消防隊長 Mr. 

Joaquin S Advincula。另外，年會審議通過第 29 會計

年度業務報告及收支決算報告案、第 30 會計年度業務計

畫及收支預算報告案、構築災害資訊共有化系統案、

IFCAA 幹部改選案及決議第 31 屆年會由臺灣主辦等案。 

  藉著參加本次為期 3 天由日本東京都辦理之年會相

關活動，認識到日本及國際上對災害應變對策之關切，

並透過國際專題演講了解到，紐西蘭新成立之消防暨緊

急事故局於災害管理及與其他政府機關合作關係方面，

在消防工作整合後的新面向，產生新思維的改變、以色

列消防機關承受的災害類型除了天災與火災之外，人禍

導致之恐怖攻擊事件與戰爭亦為以色列消防當局刻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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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之議題，於是積極研擬「預警系統」之廣設性與即時

性，以降低生命財產損傷、日本 2016 年熊本大地震危機

處理，分享各機關連繫與消防同仁身心健康管理之重要

性等寶貴的國際經驗，使與會人員獲益良多。  

  此外，為承接辦理 2020 年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第 31

屆年會重大盛會之任務，觀摩本此年會規模，東京都以

最大的展覽場地—東京國際展示場（ Tokyo Big Sight）

作為本次年會主要會場，場館不僅擁有可容納 1,000 人

之國際會議廳及大小不等之 22 個會議室、接待大廳，其

周圍國際飯店林立且鄰近東京羽田國際機場、東京灣客

船碼頭有明站、電車臨海線或海鷗線國際展示場站，主

會場交通便利之優勢使得東京許多重要的展覽會與貿易

展均在此舉行。  

  同樣於東京國際展示場舉辦之 5 年 1 次國際消防防

災展，場地規模約 4 萬 3,000 平方公尺，計吸引日本國

內外近 300 家公司前來參展，設有 1,600 多個展位，展

示災害中保護人身安全的最新技術和備受矚目的產品。

根據「 2018 東京國際消防防災展」官方網站資料，為期

4 天之展覽中，登記報名參觀展覽的共計 7 萬 3,222 人

次，比 5 年前（ 2013 年）的 5 萬 4,332 人次多了 1 萬 8,890

人次，而實際到場參觀共計 17 萬 9,428 人次，比 5 年前

（ 2013 年）的 12 萬 4,890 人次多了 5 萬 4,538 人次，

這些參展人員除了公家機關或民間消防人員之外，一般

民眾亦可透過報名登記免費入場參觀體驗，由以上統計

數據可見日本政府及民間團體組織等對於消防防災之重

視。不但如此，展覽會場內還設置融合地方文化特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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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區提供參觀民眾休息，也有鋪設泡棉地墊提供幼兒

玩憩之區域，一旁更劃設了提供嬰兒推車整齊停放區，

這些令人感到十分貼心的規劃及巧思，讓人不由得對活

動主辦單位周全的準備敬佩萬分。  

  至於接待國外貴賓以及工作人員分工部分，為確保

各個參與年會之國際外賓行程能夠順利進行，按該國或

該團體之參與人數，特派適當人數且具有外語專才之消

防人員作為該國或該團體之全程隨行人員。自外賓抵達

國際機場起，隨行人員已到達機場接機等候表示歡迎，

其後安排專車接送至飯店、每日早晨與夜晚皆親自陪同

往返飯店直至最後送機為止，確實讓人感到賓至如歸。

據了解，這些具備外語專才之隨行人員都是來自東京都

消防單位的一時之選，年會活動開幕前須再參加約莫 2

週的英文會話集訓班，強化隨行人員外語溝通能力，以

應對來自各個國家的外賓。為了便於聯繫，主辦單位更

為隨行人員準備 1 人 1 支智慧型手機，確保每一位隨行

人員能夠以最好的服務接待所有外賓。  

  為維繫亞洲及大洋洲地區消防及防災交流平台，藉

由國際救災團體聯合演習以及結合國際消防防災展，展

示最新防災科技及相關軟硬體設備等，顯示主辦地之防

救災能力、提升國際間支援合作管道與聯合作戰決心。  

二、建議： 

(一 )  IFCAA 第 30 屆年會主辦單位廣邀亞洲及大洋洲各

國消防首長參與，可作為我國國際交流之參考，配

合國家新南向政策之推動，將我國推廣至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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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國際能見度。  

(二 )  日本東京於辦理本次第 30 屆亞洲消防首長協會年

會期間，精心策畫一系列國際消防防災展及國際救

援團體聯合搜救演習等活動，參與貴賓除了日本國

內消防人員及 IFCAA 之外，還邀請了日本消防防災

專家及相關產業參展，使活動盛大舉開，吸引大量

民眾參與及各家媒體採訪，更邀請知名女藝人玻瑠

擔任本次消防防災大使，有效達到宣傳效果，此足

以作為我們辦理第 31 屆年會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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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錄 

一、 理事會議資料（新進正式會員、第 30屆總會年會程序、決議案草 

案、宣言草案等） 

二、 年會審議資料（第 29會計年度業務報告及收支決算、第 30會計年度

業務計畫及收支預算、宣言案等） 

三、 特別演講及專題演講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