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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要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為目前官方所協力合作的山難救助團體,幾年來的合作,有相t

不錯的成果,不過仍有些根本性的問題尚未解決,包括‥山難指揮權力的運作、官方專業j

職山難搜救人才的培育、增加官方專業專職山難搜救人員配置、設立官民協力山難救助溝i

窗口、建立民間救難人員保險制度、協誦建立官民救難頻道與器材、建立救難人貝伙食津月

制度、救助教育訓練經費補貼制度、救難人員請假制度建立等,以完善官民協力預防山難電

件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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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圈
29]0合圃登山研討會

官民協力山難救助作業芻議

劉崑耀

壹、災害防救囤爐的組成

首先就相關規定中,找出災害救助團體組成之要件:

一、編訓災害防救團體

災害防救團體係依「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登錄辦法」辦理登錄,並依「民

防團隊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編組訓練協助救災事項實施辦法」施以編組訓

練,以協助政庸災害防救工作。

二、執行充實民間救難團體及救難志願組織裝備器材4年中程計畫

為有效運用民間救難團體及組織力量,自97年至100年執行「內政部消防署充實民間救

難團體及救難志願組織裝備器材4年中程計畫」,辦理民間救難團體及救難志願組織基本

訓練、專業訓練、進階訓練、意外保險及充實救生艇、油壓破壞剪、潛水裝備等裝備器

材。

三、建立協勤機制

定期邀請各救難團體領導幹部召開聯繫會報,交換救災經驗與資訊,溝通觀念與做法,

建立有效的救難協勤機制;並舉辦救災演習觀摩,使能熟悉救災指揮系統,適時投入發

揮救災效能。

四、辦理評鑑表揚鼓勵士氣

為評鑑民間救難組織團體及組織協勤能力,充實其協勤裝備器材,每年持續辦理民間救

難團禮、社區婦女防火宣導隊及鳳凰志工隊等評鑑,先由各團體(組織)自評,再由各縣

市消防局初評,最後由本署組成評核小組分赴各縣市對初評績優團體(組織)進行實地評

核(複評) ,評鑑除了解各民力協勤情形及績效外,對於績侵團隊並予所需裝備囂材經費

補助,以提升其協勤救災效能。

五、建置「協勤民力資訊管理系統」

為整合各直轄市、縣(市)消防局及本署各港務消防隊所轄憾勤民力資料,藉由地方資料

定時上傳至中央彙整之機制,確保資料更新,於協助救災時能發揮最大效能,作為調度

及運用民力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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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災害防救囤爐或災害防救志蝙組龜登錄辦法

臺灣災害防救團體要如何登錄為官方消防局所認可之團體,其組織條例如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災害防救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申請登錄協助救災之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資格如下:

一、成員在二十人以上。

二、成員依直轄市、縣(市)政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課程及時數,取得

專業訓練合格證明者。

前項訓練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經其認可之具相關救災專業之機關、團體或學

校辦理之。

第三條 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申請登錄時,協勤區域為單一直轄市、縣(市)轄

區者,應向其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跨直轄市、縣(市)轄區者,

應依直轄市、縣(市)轄區劃分後,向轄區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

前項申請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經政府立案或核准設立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協勤區域之成員名冊。

四、成員專業訓練合格證明。

五、年度工作計畫。前項第一款申請書應記載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之

名稱、地址、類別、聯絡電話及其管理人或代表人姓名、年齡、職業、住址、電話

等資料。

第四條 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申請登錄,直轄市、縣(市)政府必要時得邀集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學者、專家查核登錄條件合格後,發給登錄證書。

前項登錄證書之有效期限為三年,期限屆滿前三十日得向登錄機關檢具下列文件申

請展延三年:

一、申請書。

二、登錄證書正本。

三、成員參加年度複訓證明。

前項第三款所稱複訓,指依民防團隊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編組訓練協

助救災事項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之複訓。

第五條 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登錄後有下列異動情事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日起一個月內報請登錄機關備查:

一、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之地址於同一直轄市、縣(市)轄區異動。

二、管理人或代表人姓名、住址、電話異動。

三、成員之組成、地址、電話等基本資料異動。

第六條 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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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其登錄:

一、申請登錄檢附文件不實。

二、成員專業訓練重複登錄。

第七條 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登錄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直轄市、縣(市)政

府得廢止其登錄‥

一、執行災害應變措施,不聽從主管機關或指揮官之指揮、督導,致生不良後果。

二、因成員異動,不足二十人時,經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

三、其他嚴重影響政府救災效能之情事。

第八條 經撤銷或廢止登錄之災害防救志願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於撤銷或廢止之日起

三十日內,應繳回登錄證書;

逾期未繳回者,由登錄機關公告註銷之。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依前二

條撤銷或廢止登錄者,自撤銷或廢止登錄之日起,二年內不得申請登錄。

第九條 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應於每年十月底前將下一年度工作計畫送直轄

市、縣(市)政府備查;每年二月底前將上年度工作執行成果送直轄市、縣(市)政府備

查。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定期對災害防救志願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實施訪查、督

導、評鑑,並擇優獎勵。

第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登錄資料建檔管理並及時更新。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官民協力山難救助作業建議事項

參、討論其建議

官方指的是各縣市政府消防局,民間則是登錄協助救災之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

組織。官民協力山難救助作業配合淵源已久,但雙方各有不同的期待與要求,希望透過協商

的機制,達到官方、民間救難團體和百姓之間三贏的局面。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是目前國內組織最健全、會員人數最多、山域救助經驗最豐富的

民間山域救助單位;結合全國各地區的登山團體,每年定期實施登山安全教育以及山域救助

訓練,民間山域救助隊員本身都有多年的登山基礎,熟悉台灣各地山區的地形,並須完成超

過200個小時以上的專業山域救助課程,方可擔任搜救先鋒隊員,協助官方進行山域救助作

業。

許多籌駕謊睪黯害蠶器蠶十諾譯譏議蠶議誓叮

建議‥

一、建議官方應該即時對外發出通報消防局接到山難事故報案之後,都會立即派遣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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塚員上山搜救;往往在第一時間點忽略民間救助的資源,致使延誤熟悉山區的民間救助單位

上山時機,造成搜救黃金時間的耗費。建議未來消防勤務指揮中心接獲民眾報案後,請現場

指揮官能立即通知登錄在案之民間救難團體協勤。

二、建議官方應落實山域救助訓練每一位消防隊員所承受的勤務非常沉重,舉凡火災、

車禍、地麗、化學災害、緊急救護、水域、山域、陸域救助等技術都需要涉獵;但礙於經費

以及時間等因素,卻將山域救助訓練犧牲到僅剩體能訓練。山域救助範圍十分廣泛,有分郊

山、中級山和高山,冬季高山更有冰雪地的救援,台灣山高地狹,山勢陡峭溪谷落差大,溪

谷的救援更需要極專業的技術。建議官方能強化消防隊員山域的搜索能力,定期在各轄區內

進行不同山域的救助訓練,尤其要加強有涵蓋三千公尺以上山域的縣市消防單位,過去曾因

過度仰賴空勤救援已經喪失幾條寶貴性命。

三、建議官方山域救助採取精兵制由於多方推動登山安全教育,山難的比例逐年降低,

要求官方將人力和物力大量投入在山域救助實屬浪費;但目前消防局能真正上山進行山域救

助的人員仍十分欠缺。建議各縣市消防局培育出山域救助精兵,一個縣市消防局約30-10名,

進行密集專業的山域救助訓練,實地去熟悉轄區內山勢地形;同時因應不同的環境進行裝備

升級,溪谷及高山救助的技術與裝備要求更為嚴苛。

四、建議確認民間救助團體的歸屬目前山域救助團體登錄是由民力應用科承辦,繼而轉

歸災害搶救科指派協勤;對於救助團體而言有關勤務、制度、福利以及教育訓練等,沒有一

個專屬的窗口,常造成行政事務的疏失。

五、建議官方對於正式登錄的災害防救團體的意外保險能正式公告目前正式登錄的災害

防救團體的意外保險應該正式公告,讓民問救助團體能安心進行救助工作;並可滅輕民間單

位在保險上的負擔。

六、建議官方提供山域救助時與官方可以通聯之通訊器材多次協勤因為官方與民間通訊

器材不同,以致在通聯時常造成困擾;包括指揮調度、後勤支援以及搜索回報都因而造成中

斷。建議在協勤時能配發適當數量之官方無線電,協勤結束後立即繳還官方。

七、協勤交通伙食及裝備器材以補貼山域救助協勤交通伙食都是基本開銷,建議設定一

定的補貼標準,由官方派遣單位簽核之後申請補貼協勤隊員。另外山域救助在裝備和材的損

耗很大,尤其許多安全救助裝備非常昂貴,建議適度的補貼民間救助單位。

八、山域救助教育訓練之經費補貼山域救助隊需要定期複訓,同時不斷招收新隊員也需

耍培訓;對於民間救助單位訓練經費是一項最沉重的負擔,建議官方能給予適度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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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山域救助協勤證明民問救助團體有很多的成員都有正式的職業工作,但在協勤時需

向工作單位請假,許多企業也都支持救難的義舉;建議官方通知民間救助團體協勤同時也發

文證實協勤人員事項,將可滅少協勤隊員在請假時的困擾。

表一 官方與民間在山域救助訓練課程比較‥

項次 官方課程名稱 民間課程名稱 官方時數 民間時數 

Ol 山域搜救原則 山域搜救原則 3小時 8小時 

02 搜救器材操作 裝備輕量化 4小時 8小時 

03 地圖判讀與定位導航技術 地圖判讀與定位導航技術 3小時 16小時 

04 固定點架設 (課程:省力系統拖吊技術中) 4小時 小時 

05 基礎攀岩 基礎攀岩與確保技術 4小時 16小時 

06 繩索登降 初級繩索救援技術 4小時 16小時 

07 繩索應用 基本繩結和繩索應用 4小時 16小時 

08 簡易擔架製作 初級戶外安全救護訓練 4小時 16小時 

09 拖吊 初級省力系統拖吊技術 6小時 16小時 

10 野外求生 初級野外求生訓練 8小時 16小時 

ll 溯溪、橫渡 初級溯溪、橫渡技術 6小時 16小時 

12 測驗 山域救助綜合演練 0小時 16小時 

13 高山搜救訓練(五天縱走) 0小時 40小時 

合計‥ 50小時 200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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