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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棚

山難事故發生,政府救援不力往往遭受媒體與社會大眾嚴厲的指責,真是「叫消防機關

太沈重! 」然而,山難事故若無法善用民間專業救難資源,官方機關單位就必須承擔更大的

責任。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救難指揮中心」的組成、任務與作業程序,讓山難指揮權力

的運作,可以透過官方和民間合作、互補,讓專業專職山難搜救人才,成為山難救助的主力。

當然,長期的人才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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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窗口、建立民間救難人員保險制度、協調建立官民救難頻道與器材、建立救難人員伙食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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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完善官民協力的作法。

未來在這些制度性的修訂上,還有可以繼續努力之處;祈願官方與民間攜手互助,早日讓山

區救難機制更加健全!

關鍵字

災害防救團體、指揮中心、指揮官、山域搜救、山難事故搜救作業

本文作者為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教練暨北區搜救委員會資深教練,搜救經驗豐富

本文第二作者為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北區搜救委員會主任委員。

‘●’本文初稿承蒙山難救助協會顧問陳永龍、鄭安晞提供相關法規檢索及寶貴的修改建議,使本文架構與內容都

更為嚴謹完善,特以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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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域搜救運用民間專業救難人員之整合機制
劉崑耀、羅弘安

壹、前言

依鄭安晞、陳永龍(2010)的研究指出,山區災難事故若以「登山型山難」作為討論基

礎,按照其發生原因主要可區分為: l,人為因素一失足(滑落與墜崖、扭傷與骨折、落水溺斃

【含失蹤】 ) ;迷途(迷途失溫、迷途墜崖、迷途溺斃、迷途獲救、迷途失蹤、迷途後自行下

山) ;生理因素(心臟疾病、中風、腸胃疾病)等02,自然因素一山崩落石、蛇咬、蜂螫、大型

哺乳類攻擊、雷擊、暴風雪/豪雨等0 3人為因素及自然因素一體力衰竭、高山症、失溫,其

他一其他或原因不明。

而從1952至2008年,已發生的「登山型山難」中,共有898件,其中「人為因素」所

佔的比例最高,有657件佔77% ,死亡的人數亦最多,有237人佔60,l% ,其中以「失足」

與「迷途」兩者比例最高,此兩類型突顯出「登山教育」不足(鄭安瞞、陳永龍, 2010)。

在2011年一年間,又發生許多山難死亡事故,也是以這兩類居多。尤其在幾個失蹤致死

事件後,因「張博崴山難事件.填家屬控訴、奔走,官方消防救難單位被痛批得體無完膚,

卻也凸顯出既有消防單位「山區救難」專業能力的不足與困境。在8月8日張博崴家屬委請

田秋墓立委召開公聽會,消防單位只能無奈地挨罵、概括承受救難不力的咎責。

然而,從一個健全救難機制的角度來看,在現實基礎條件下,既然「政府力量有限、民

間資源無窮」可能是一惘事實;那麼,或許就更應該要思可「如何充分運用民力」這個時勢

所趨的瑰象。

面對未來我國消防人員短期內不可能大量增加,但是消防任務卻越來越繁重的處境,水

身火熱的救災處於消防業務,還得包山包海救難,在經費上、人力上、專業上,都明顯有所

不足;因此,如何加強運用民力,協助政府從事救災工作,並對其妥適管理,實是提升防救

災效能最有效的方法。

本文第一作者曾在2010全國登山研討會中,為文「官民協力山難救助作業芻議」發表,

即以此議題提出初步的想法與建議;本文則是在這個論述基礎上繼續深化,以期能早日讓「運

用民間專業救難人士整合機制」得以建立,並使運作機制健全、永續。

l中山醫學大學學生張博崴妤2011年228連假獨自攀登白姑大山失蹤,在官方搜尋未果後,歷經51天才被民

間救難人員找到大體,葬儀社研判死者可能才死亡五、六天左右,更令家屬悲憤、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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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災害防救團體組成的法規依據

本文第一作者在2010全國登山研討會中,發表「官民協力山難救助作業芻議」文中(劉

崑耀, 2010) ,指出消防署在相關規定中已有「災害救助團體」組成之要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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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助政府災害防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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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玨民間救難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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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優圃隊並予所需裝備器材經費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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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勤民力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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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民國97年11月14日頒佈的《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登錄辦法》裡,

其條文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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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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所定誅程及時數,取得專業訓練合格證明者。前項訓練由直轄市、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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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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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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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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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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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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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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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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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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民間的「災害防救團體」要如何登錄為官方消防局所認可之團體,也已經有了相

調的組織條例之法令規定。但,即便已經有官方可以認可的災難防救團體,卻不意味當有災

難發生時,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救難的黃金72小時)被組織、動員起來,順利地投入災

害防救工作。

尤其, 「山區救難」是個特殊的專業領域;因為山域搜救不僅需要具備高度的體能、勇氣、

智慧,更需要登山技術和山區救難研判的專業能力。因此,當山難事故發生(自訊息通報確

認後) ,舉凡山域搜救的訊息研判、指揮系統的建立、人力物力的調配、現場救難人員的專業

訓練、醫療救護的支援系統等等,都是民間的災害防救團體是否得以被官方充分運用的關鍵。

以下,本文將繼續深化討論山域搜救官方「運用民間專業救難人員之整合機制」的建立,

以期讓官方與民間協力發揮具體的救難效益,能在山難意外發生後可以發揮最快的救援救

護,減少生命的死傷。

參、山域搜救官民協力的一般性建議

在山域搜救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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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年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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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則希望透過協商的機制,達到官方、民間救難團體和受難人員及

家屬間三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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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早日促成並落實健全的山難救助官民協力機制,以下先淺介近年來我們所屬的民閘

災難房救團體參與政府機關山域搜救的合作模式,由這些經驗裡面再來探討整合機制的建立

與健全方式。

在山域搜救方面,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可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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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比較目前官方與該協會在「山域搜救」方面的訓練課程,便

不難發現民間團體的救難訓練更為紮實。表一即是相關的課程比較‥

表一 官方央民間山域救助訓練課程比較

項次 Ol 

官方課程名稱 民間譟程名稱 官方時數 民間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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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定點架設 省力系統拖吊技術(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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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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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劉崑耀(2010:84) 

儘管多年來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積極配合官方山難救助,期間但因制度、官方決策者

態度及種種因素,造成官方民間協力上產生過不少不必要的誤解,實無必要;所幸這幾年已;

有一些地方政府,開始和民間災害防救團體之間有比較好的協力互動,以期降低全國百姓因

山難事故所造成的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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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過往的互動經驗上,大抵仍存在下列一些問題,致使民間在「山域搜救」專業的災

害防救團體力量,有時無法發揮更好的救援力。以下,我們重整本文第一作者在2010年的論

述,重新羅列官方與山區救難相關問題的檢討與建議:

(一)山難通報與黃金救援時機的錯失間題

依照官方山難救援的作業流程,消防局接到山難事故報案「確認」後,應立即派遣消防

家員上山搜救;但因消防員本身山域搜救的專業能力未必充足,因此一些單位往往能拖則拖.

婁至上山虛晃一招,致使黃金救援時機的錯失!事實上,如果消防單位可以在第一時間點.

武弓「入民間專業救助的資源,讓熟悉山區的民間救助單位或人士可以在第一時間參與研判、

上山搜救,必然可以減少「黃金救援時間」不必要的耗費o建議未來消防勤務指揮中心.在

妾獲民眾報案確認後,應該即時對外發出通報,讓現場指揮官能立即通知登錄在案之民間救

證團體或熟悉該山區環境的原住民、在地居民等協勤,加速救援的動員力量。

(二)山域搜救的專業知能強化輿培訓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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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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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現實條件上,由於

每一位消防隊員所承受的勤務非常沉重,舉凡火災、車禍、地震、化學災害、緊急救護、水

域、山域、陸域救助等技術都需要涉獵‥但礙於經費及時間等因素,卻往往將山域救助訓練

羲牲到僅剩體能訓練。因此,就長期的制度性建立與專業山區救難人力養成方面,建議官方

耆強化消防隊員山域的搜索能力,落實山域救助訓練活動,定期在各轄區內進行不同山域的

敦助訓練,尤其涵蓋三千公尺以上山域的縣市消防單位,更要加強地面的救護能力,有而不

壽過度仰賴空勤救援。

(三)專業山域搜救隊伍的培訓與建制問題

儘管教育是最終的手段,只有透過多方推動登山安全教育,讓山難的比例逐年降低,才

可能滅少山域救助所需的人力和物力;然而,在登山教育未能落實、山難事故仍時而發生的

今日,目前各縣市消防局能真正上山進行山域救助的專業人員,確實仍十分欠缺。建議官方

未來在長期性的人才培育方面,有必要針對山域救助採取精兵制;協助各縣市消防局培育出

懺救助精兵,一個縣市消防局約30-40名,進行密集專業的山域救助訓練,實地去熟悉轄

∴內山勢地形,以具備實際的救助能力。同時,因為台灣山區地形複雜,也得因應不同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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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進行裝備和技術的升級;例如,溪谷、高山、雪地救助的技術與裝備,就遠比一般性的健

行登山之救援要來得更為嚴苛。

(四)民間山域救助團體歸屬的單一窗口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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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對於救助團體而言,有關「勤務、制度、福利以及教育訓練」等等,卻沒有一個專屬的窗

口,常造成行政事務的疏失,或減少了民間參與官方救援機制的意願。建議官方應該重新思

考、確認民間救助團體的歸屬,確立單一窗口以便於建立良好的聯繫、管理、輔導、督考等

協力互助模式,並透過公平、良好的督考措施,作為補助「勤務、制度、福利以及教育訓練」

經費的考核機制。

(五)通訊囂材與救難裝備系統的整合問題

基於近年來多次協勤經驗,發現官方與民問無線電通訊,因為器材、頻道與系統的不同,

以致在通聯時常造成困擾;甚至,包括指揮調度、後勤支援以及搜索回報,都可能因為這些

間題而造成中斷。而在救難裝備部分,官方對於山域搜救的裝備並不夠專業,往往也未能符

合山域搜救真正的需要,而必須民間自籌相關裝備器材。建議未來在民間專業人士在協勤時,

能配發適當數量之官方無線電供協勤使用,並於協勤結束後立即繳還官方;至於救難裝備部

分,則有待官方的事業主管單位逐年編列經費,並經山域搜救專業人員評估後逐年購買充實

之。

(六)民間參與救難的保險差勤膳食補助問題

由於民間救助團體有不少成員都有正式職業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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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須事業主管單位出具證明;而民間協力救難所需的交通、差勤、

膳食、旅平險等費用,一味希望由民間協力救難組織或人員自行負擔,於理好像也說不過去。

因此,官方有必要修改相關規定並制定補助作業要點,出具協勤證明並設定一定的補貼標準,

由官方派遣單位簽核後補貼協勤隊員,也使官方在運用正式登錄的災害防救團體和山區救難

民力時,可滅少協勤隊員在請假時的困擾,減輕民間單位在救難費用支付上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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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山域搜救之民間災害防救援團體補助問題

在山域搜救的專業人力與能力方面,儘管民間山域搜救團體和專業人士目前較官方機關

單位要來得強些,但要維持一定高效能的救難能力,實須平常就有經常性的訓練和整備工作。

事實上,在山域搜救過程裡,相關裝備器損耗有時很大,不少專業的安全救助裝備因為都是

進口的,價格也相當昂貴;而山域救助隊員需要定期培訓與複訓,山域救助教育訓練之經費

也所費不貲。因此,官方宜對於簽署協力合作的民間單位,給予裝備器材和救難人員培訓的

經費補助,以建立長期互惠的合作關係。

肆、山難救助官民協力作業整合機制之建立

若要探討民間的災害防救團體如何被官方妥善運用、納入山域搜救作業之整合機制內,

就得重新思考「救難指揮中心」和「搜救作業流程」等相關面向的工作程序,以期了解究竟

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又該哪些環節加以改進,以增進山域搜救的效能。

依據內政部(消防署)在2009/02/23內政部內授消字第0980820862號函修正的《各級消

防機攔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業規定》 2內容,作業規定第一點即揭示本作業規定之設置目的‥

「為統一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指揮中心)之執勤及作業要領,以提昇

指揮、調度、管制、聯繫之功能,發揮整體救災救護之力量,達到減少人命傷亡及災害損失

之目的,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而自第二點至第八點分別就任務(第二點)、編組與職掌(第

三點)、執勤要點(第四點)、作業要領(第五點)、通信(第六點)、行政支援(第七點)及

附則(第八點)。

其中,第五點作業要領的第三項提及「為隨時瞭解並掌握災害事故狀況,迅即採取應變

措施,符合下列情形者,指揮中心執勤人員應即時將災害事故通報內政部消防署。 」裡頭第

(九)款即是「山難」 。可見,在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的作業規定裡,確寶是包含

「山難」救援救護業務的;並且,山難和海難、空難、核災、化學災害等等一樣,都得建立

救災「指揮中心」來進行各項救災救護作業。

而在2002年11月8日內政部台內消字第0910089613號函訂定《消防機關與協助救災磯

攔團體處理山難事故支援聯繫作業要點》裡,共發布了10點作業要點,含附件一:山難事故

請求協助申請表;附件二:山難事故搜救作業程序;附表:山難事故搜救作業程序。

2此作業規定初版乃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八日內政部(86)台內消字第8676068號函訂頒。

最新修正版資料來源: http://www.nfa.govtw/ContentDetai1.aspx?MID=1 55&UID=163&CID=2434&P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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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此要點所示,第四蛄第一墳規定「山驢晝生時,暮使亨擅貴一,互'地汕岫■抖

官,協助救災機關支援山難事故救援,依任務需要,指派適當人員,負

責支援人力之協調聯繫,並配合指揮官執行。 」(粗體字與底線為研究者強調)第二項規定「接

獲山難事故通報,事故發生地轄區及相鄰轄區之協助救災機關應先派員救援,並指派適當人

員負責指揮工作,俟消防機關指揮官抵達,指揮權應隨之移轉。 」

若此要點順利運轉,照理,消防機關(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與協助救災機關(警察機

關、國家公園管理機關、林業機關、衛生機關等)及協助救災團體(民間救難組織或登山團

體)之間,對於「指揮系統」已有法權上的相關規定和層級交代山難救助作業基本上仍應

以縣市「消防機關」為主體,邀請其他協助救災機關團體一起參與救災救護工作,以期使山

難救災救援工作順暢、迅速、有效,讓山難事故獲救率增加。

而在附件二「山難事故搜救作業程序」裡,也清楚地規定了各項次的應辦事項與辦理機關。

這些項次包括:一、受理報案;二、相互通報;三、指派指揮官;四、調派搜救人員;五、出

發;六、成立前進指揮所;七、擬訂搜救計畫;八、勤前教育;九、執行搜救十、狀況處置

(發現事故人員或現場、反覆搜索、搜救無功)十一、結束搜救;十二、召開檢討會。

而在附表「山難事故搜救作業程序」 3是流程圖的作業程序示意,比起附件二的表格更一

目了然;但是,這個附表卻移除了搜索無功、結束搜索的欄目。或者說,依照此流程圖所示,

若搜索無功的話應該是繼續再反覆搜索,並報告前進指揮所;並就最新搜救情形及氣象因素

全盤考量,決定結束作業或再進行搜救(準用前述步驟) 。

因此,若單就形式上的作業流程而言,此一「山難事故搜救作業程序」大抵沒有什麼問

題;因為,從受理報案開始,到搜救指揮官遴選、調派搜救人員、向協助救災機關或民聞救

難團體請求支援、儘速派出第一梯搜救人員(所謂「先鋒搜救隊」) 、設定前進指揮所、指揮

官調度運作及後勤補給等等,都已有初步的明確規定。

那麼,既然己有此一作業要點和標準作業程序,為何近年來諸多山難事故發生後,消防

機關卻得經常背負「搜救不力或失職」原罪而不斷被咎責呢?

在張博崴山難事件後,張博崴父母委請田秋童立委於2011年8月8日假立法院召開「台

灣末來山難救援救助機制把脈研討公聽會」活動,主要包括「山難救援如何搜救(主要以失

聯/失蹤迷途)? 」、 「山難如何預防? 」及「如何推動面山教育一愛山、護山與登山教育? 」等

三個主題。

3.此一附表列在本文最後面,作為本文之引述附件資料。

資料來源: http://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FLO3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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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3山域搜救運用民間專業救難人員之整合機制

其中主題壹「山難救援如何搜救(主要以失聯/失蹤迷途)? 」的題綱,包括:

1.如何遴選指揮官0

2.如何讓原住民青年成為專業的搜救人員,組成專職搜救前鋒隊0

3.機動指揮所(前進指揮所)如何建立、發揮指揮、運補等時效能力0

4.掌握黃金72小時救援機制的作業流程0

5.未來消防局在救援救難上,如何與民間私人救難隊做到制度面與資源面的整合?

6.搜救中止機制(與家屬如何溝通,讓家屬接受事實並能提交完整的搜救紀錄給家屬) 0

7.大體搬運的流程作業。

會議中並作成11點結論,其中第一、第二點結論與消防機關的救災救難有關:一、台灣

天災頻繁,山區因地形複雜,增加救災難度,故進行山區搜救應有萬全準備。內政部消防署

慇編列預算或成立相關基金,納入ICS (Incident Command System)技術,建立山區救難標

準作業流程(SOP) ,積極整合各方資源,聯合公私部門與原住民部落定期進行演練,交流搜

救經驗,以強化我國山難搜救體制。該基金部分亦應用於補助民間團體搜救作業。二、山難

發生時,應於第一時間將民間團隊納入山難搜救指揮系統。

若把既有的「山難事故搜救作業程序」用以映照這個公聽會的議題,上述七個議題和兩

點結論,都屬既有作業程序裡的細節;所以光從作業程序上來看,這個山難事故搜救作業程

序的邏輯,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此,若僅就表面上的程序來看,於既有「山難事故搜救作業程序」的程序設計並無嚴

重缺失或不當之處;真正的關鍵,或許更與既有消防機關之消防人力,並不全然具備「山域

搜救專業知能」有關。換句話說,問題的根結並非山難搜救程序的「形式」不對,而在於「實

質」層面的山域搜救專業知能欠缺;而據不少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基層消防人員的心聲,他

們多半會表示「救火」對他們來說不難,但山域搜救確實不是他們在行的事!

在這樣的情狀下,尤其在消防單位專屬「山域搜救」的專業人才培育健全之前(畢竟從

無到有的人才培育必然是長期的工作) ,思考如何引入並妥善運用民間山域搜救「災害防救團

體」的人力資源,讓真正熟悉山區的山域搜救團體可以扮演一定程度的救援救護角色,就是

相當重要的事。尤其,既有的作業規定和要點裡面,原本就已經局部考量了「民間救難團體」

協力的空間,只不過經常沒有確實運轉,或過往指揮系統因山域搜救專業知能不夠,致使指

揮中心並未發揮應有效能,直接或間接地使民間救難團體參與官方搜救的意願降低。

事實上,若想讓程序更周詳、嚴謹、細密,或許重新檢視《消防摟關與協助救災機關團

體處理山難事故支援聯繁作業要點》的「山難事故搜救作業程序」內容,除了第七項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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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搜救計畫」應該提前,在第三項次「指派指揮官」之後便立即開展,先有初步的搜救計畫

大綱腹案和搜救方針,再與第四至第六項次的調派搜救人員、出發、成立前進指揮所等並進,

透過「通訊連結」持續修訂搜救計晝,而後決定是否動員更多人力進行大規模的搜救行動,

或申請直升機進行空中救援勤務,直至任務終了。

而在作業程序上,真正的關鍵在於「指派指揮官」 、 「擬定搜救計畫」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這確實需要「山域搜救」學者專家的協助,才可能在一開始的「狀況研判」時,就儘量減少

不必要的誤判情事,避免影響後續搜救模式,延誤或錯失山難救援救護的成效。

在「指派指揮官」時,其實應該同時思考「諮詢委員」的設置,以利正確研判山難事故

狀態,提供有效的搜救計畫。而在諮詢委員的設置上,其實可以參考《台北市災害防救專家

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 《新北市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或《台中市災害防救專

家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等的內容,裡面對於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的設置,提供了諮

詢委員會的法源基礎;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這幾個直轄市的防災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都

只區分了颱洪組、地震組、公安組、體系組及資訊組,而沒有如《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

揮中心作業規定》那般,於是忽視了「山難」應建立指揮中心與通報系統,並應強化專業諮

詢委員的功能。

在此,我們認為在救援隊伍的勤前教育、執行搜救、狀況處置等等,都應該是專業山域

搜救員的「基本知能」而不需在此贅述;但,整個山難事故搜救作業最重要的是從受理報案、

相互通報後,在「指揮系統」的建立上,即應儘可能地及早引入民間專業的災害防救團體及

專業救難人員,以期在「第一時間」即可透過專家系統,做到審慎、迅速、確貫的「專業研

判」效益,提昇山域搜救的品質與成效。

以下,我們把既有的「山難事故搜救作業程序」在有關指揮中心、前進指揮所的設立部

分(前七個項次)重整,並把原先第七項次的「擬定搜救計畫」提升到到第四項次,以使搜

救程序更符合邏輯與完善;並且,以「運用民間救難團體與專業人士」的觀點,給原先作業

程序內的應辦事項,一些操作要領的建議,以期讓民間專業力量可以彌補既有山區救難體系

知能不足的問題。 (請參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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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山雛事故搜救作業程序運用民力操作要領建議

坤次 坤目 揀作要領與原刖惟的建鰻 

受理報案 平日即培養基層人貝基本研判能力,並應建立好「諮詢委員」人力資源庫,以期在受理報案 

後迅速研判是否應即刻進入搜救作業程序。 

相互通報 平日即應建立與協助救災機關團體的良好互動、相互支援關係,並經常辦理演練,以期在受 

理報案、一有山難事故發生時,可以即時相互通報、核對資料和基本訊息,並隨時待命進入 

搜救作業行動。 

指派指揮官 應辦事頂原內容為:l,由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指派適當人員擔任搜救指揮官02.指揮 

官人選以鄰近事故現場之消防幹部為原則。 

在此建議若消防機關內並無「山域搜救專業人力」時,應在指派指揮官的同時,召開「山難 

事故搜救諮詢委員會」並邀請一位專業委員擔任搜救任務副指揮官,統籌擬定搜救計畫、評 

估並協助調派搜救人力、成立前進指揮所等山域搜救專業事項。原消防機關之指揮官的任務 

則為「行政指揮官」來協助與各協助救災機關、上級主管機關之各項行政聯繫與支援作業。 

四 

擬訂搜救計 畫 

由山難事故搜救「副指揮官」及「諮詢委員會」在接獲通報確認成案後兩小時內召開「山難 

搜救應變處置會議」,立即研判事故狀況,研訂搜救計畫方針與策略,同時並由指揮官負責 

調派搜救人員「先鋒部隊」待命。若副指揮官、諮詢委員並不住在指揮中心所在地,則應透 

過電話及「網路視訊會議」等平台,儘速在第一時間即召開線上會蟻,以期擬定正確、有效 

的搜救計畫。 

五 

調派搜救人 員 

在消防人員培訓充實「山域搜救」專業救難人員前,平日即應建立協助搜救人貝登錄名單, 

並制定保障協定(含保險、請假證明、協勤補助等等),在合理保障搜救人員基本權益的前 

提下,建立搜救人員(暨先鋒搜救人員)人力資源庫,以期在第一時間即有搜救人力待命, 

最晚在接獲通報後2-3小時內(應已擬定搜救計畫綱要)即可有第一梯次的搜救部隊(先鋒 

隊伍)出發。 

民間災害防救團體與協助救難專業人士的調派,應以縣市消防機關所在之區域性優良協助救 

難團體、熟悉山區的原住民與當地住民為優先,平日即簽署「協助防災救難協定」並給予應 

有的權益和榮譽,以期在事故發生後立即編組、待命出發。 

六 

出發 為趕時效儘速派出第一梯次搜救人員(先鋒隊伍)至少2-3人,應配備良好的通訊器材,以 

期第一時間即可抵達事故現場,回報確切訊息以利指揮中心研判狀況、依現實條件修訂搜救 

計畫,再視實際需要決定是否派出第二、三梯次搜救隊伍,或請求直升機等支援。 

七 

成立前進指 由於事故發生之山區步道或獵徑出入口,往往不在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消防機關附近,因此有 

揮所 必要在最靠近該山難事故山區入出口的警察局(協助救難機關)設置前進指揮所以期進行前 

進指揮所之現場指揮救援工作。 

前進指揮所之指揮官為「搜救官」及「副搜救官」,其組成原則與指揮申心之指揮官、副指 

揮官相同;搜救官為官方行政機關人員擔任,副搜救官則由有經驗的山域搜救人員(或搜救 

教練)擔任,才可以在「專業領航」的情況下,讓搜救作業迅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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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山難事故的發生,往往事故發生的隊伍與當事人都有很大的責任,登山者自我承擔的責

任,必須透過健全的「山野教育」來強化知能,並建立正確的登山態度,提生環境倫理與登

山素養,才能減少不必要的山難意外。

然而,登山者往往是社會的菁英或未來的菁英,或者這些人必然是我們周遭的親朋好友;

既然「大有為」的國家有「山難事故搜救」的義務、但尚無搜救實質知能,在此之前,如何

「運用民問山域搜救專業資源」來協助官方人力、專業知能的不足,實是減少政府責任和負

擔的務實作法。

而在「如何運用民間力量支援山難搜救」的思考上,民間登山愛山人士和山難救助團體,

甚至山區良善的原住民等,都有可參考的專業知能可以妥善運用,但得要更多「制度性的保

障和協定」來強化這些協助救難的力量!

登山前輩梁明本曾在2005年的《緊急應變與搜救國際研討會》 ( Intemational Wockshop on

Emergency Response andRescue 200) 5上,報告「如何運用民間力量支援山難搜救」的主題,

該報告中建議政府與民間在山難搜救的互動上,應該是一種「夥伴關係」的定位,而採取合

作、互補的方式;因為,山難防救的目標是一致的相同的,而山域搜救手段與原則因組織、

資源不同,方法和策略卻可以互補之。 (梁明本, 2005)

本文對於山域搜救運用民間專業救難人員之整合機制,只是一些初步的建議,希望在既

有的法令基礎上增添更多制度性的協定與保障,以鼓勵、促進民間專業的山難救助力量,

以成為山域搜救的重要資源。因為,沒有人希望山難事故困「錯失良機」或「誤判情勢」

使寶貴的生命平白犧牲。

山難事故發生,政府救援不力往往遭受媒體與社會大眾嚴厲的指責,真是「叫消防機

太沈重! 」然而,山難事故若無法善用民間專業救難資源,官方機關單位就必須承擔更大

責任。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救難指揮中心」的組成、任務與作業程序,讓山難指揮權

的運作,可以透過官方和民間合作、互補,讓專業專職山難搜救人才,成為山難救助的主力。

當然,長期的人才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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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窗口、建立民間救難人員保險制度、協調建立官民救難頻道與器材、建立救難人員伙食

津貼制度、救助教育訓練經費補貼制度、救難人員請假制度建立等等,都是完善官民協力蚱

作法。末來在這些制度性的修訂上,還有一些可以繼續努力之處;我們祈願官方與民間協力,

可以開創「三嬴」的局面,減少山難事故發生,並提升山域搜救的救難救護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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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山難事故請求協助申請表

申請機關: 

連絡電話:自動‥ 衛星: 

警用: 

二、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協助事項‥ 

四、案情概述: 

五、任務內容: 

六、攜帶裝備‥ 

七、報到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八、報到地點: 

九、帶隊官職稱及姓名‥ 使用頻道、代號: 

自動、行動、衛星電話‥ 

十、備考:協助機關同意後,請指派適當人員帶隊並洽救災指揮官有關支援、聯繫細節。 

申 請 機 闖 

主 官 批示 審 核 承辦(值勤)人 員 

協 助 機 關 

主 官 批 示 審 核 承辦(值勤)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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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域搜救運用民閒專凳救雛人員之整合機制」論文參考附錄:

圭規名稱‥消防機閑與協助救災梭關團髏處理山難事故支援聯繫作業要點(民國91年11月08日發布/函頒)

]ttp ‥//glrs ,moi , roV, tw/LawContentDetails ,aSOX?id=FLO3 5 049&KevWordHL=& Stvlerype= 1

一、為處理山難事故,加強與協助救災機關團體協調聯繫,並相互支援,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消防機關,係指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所稱協助救災機關,係指警察機關、國家公園管理

機關、林業機關、衛生機關等;所稱協助救災團體係指民間救難組織或登山團體。

三、消防機關與協助救災機關、團體,平時應保持密切聯繫,遇有山難事故應即相互通報。

工、山難發生時,為使事權統一,由當地消防機關指派適當幹部擔任指揮官,協助救災機關支援山難事故救援,

依任務需要,指派適當人員,負責支援人力之協調聯繫,並配合指揮官執行。

接獲山難事故通報,事故發生地轄區及相鄰轄區之協助救災機關應先派員救援,並指派適當人員負責指揮

工作,俟消防機關指揮官抵達,指揮權應隨之移轉。

三、消防機關處理山難事故,於必要時得請求協助救災機關或團體協助下列事項‥

(一)提供依法申請入山(園)者身分資料。

(二)提供山區地理環境資料。

(三)提供適當處所成立指揮所。

(四)提供直昇機起降處所。

(五)提供醫療諮詢或支援醫護人員。

(六)支援搜救人力、裝備及通訊設施。

(七)支援嚮導人員。

(八)支援屍體勘驗。

(九)支援直昇機載運。

(十)支援民間山難搜救人力、裝備及通訊設施。

前項請求應以書面(如附件一)為之。但情形急迫時得以電話、傳真或其他方式先行連繫,各協助救災機關

應本權責、行政能力全力支援。

「 、消防機關及協助救災機關、團體處理山難事故搜救應依山難事故搜救作業程序(如附件二)執行。

二、消防機關與各協助救災機關、團體,平時應建立山難搜救人力資料,並視山難事故狀況,區分動員梯次與

人數。

￣、 、消防及各協助救災機關、團體處理山難事故出入國家公園或山地管制區,應指定專人率領並檢具救災人員

名冊,通知該管機關,經查驗後入山(園) ,於事件處理完畢後率隊離山。

二、消防機關請求協助救災機關支援事項不能獲致協議時,得報請共同上級機關解決之。

￣ 、消防機關與協助救災機關為加強聯繫,得依地區需要,由消防機關召開地區性協調聯繫會議。

≡表附件:

二÷件一:山難事故請求協助申請表.DOC

÷件二:山難事故搜救作業程序.DOC

三表:山難事故搜救作業程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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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山難事故搜救作業程序

碩次 玥目 鳥耕摹坤 弗理塊關 借考 

一 受理報案 救災機關接到山難事故報案,有展開搜救作業必要時。 
消防機關及各 協助救災機關 

相互通報 

一、受理機關為消防機關則由消防機關通報鄰近協助救災機關 

消防機關及各 協助救災機關 

(包括警察局或分局、國家公園管理處、國家公園警蔡隊、 

林務局林區管理處)並層報內政部消防署、行政院國家搜 

救指揮中心,另通報其他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跨 

縣市時)及通知家屬、媒體。 

二、受理機關為協助救災機關則由該機關通報轄區消防機關循 

前述通報流程辦理,另層報該救災機關之上級機關。 

指派指揮官 

一、由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指派適當人員擔任搜救指揮 

消防機關及 協助救災機關 
官。 

二、指揮官人選以鄰近事故現場之消防幹部為原則。 

四 調派搜救人員 
一、調派消防機關搜救人員待命(備妥個人及團隊必需裝備)。 消防機關及各 

二、必要時向鄰近協助救災機關或民間救難團體請求支援。 協助救災機關 

五 出發 
一、為趕時效儘速派出第一梯次搜救人員(或隊伍)。 消防機關及各 

二、視狀況派出第二、三梯次等後續人員(或隊伍)。 協助救災機關 

六 成立前進指揮所 

一、洽借救災機關之適當處所(以鄰近事故現場優先)作為前 

消防機關及各 協助救災機關 

進指揮所。 

二、指揮官調度運作。 

三、接受搜救人員報到。 

四、備妥通訊設備及山難所需裝備器材。 

五、備妥乾糧飲水。 

六、與當地消防機闡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或協助救災機關勤務 

中心)密切聯繫。 

七、慎重正確發布消息。 

七 擬訂搜救計畫 

一、根據救災機關提供之事故者資料及登山路徑研判事故地 

消防機關及各 協助救災機關 

點及搜尋路線。 

二、研擬搜救步驟方式。 

三、編組搜救責任區域。 

四、必要時申請空中直昇機支援運送。 

五、後勤補給支援。 

六、預判未來天候影響狀況。 

∵′、 勤前教育 

一、案情簡介。 

消防機關及各 協助救災機關 
二、重點說明搜救計劃。 

三、提示搜救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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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3山域搜救運用民間專業救難人貢之整合機制

回、檢查通訊設備。 

五、檢查應勤裝備器材及糧食飲水。 

六、登錄搜救人員資料。 

九 執行搜救 

一、搜救人員(或隊伍)攜帶必要裝備分別出發趕往責任區搜 

消防機關及各 協助救災機關 

救。 

二、搜救人員(或隊伍)與前進指揮所保持密切聯繫並定時報 

點。 

三、前進指揮所留守通訊、情報、補給、機動待命人員。 

十 

狀 

發 

一、通知協助搜救人員停止搜救作業或趕來協助。 

消防機關及各 

二、迅報前進指揮所。 

三、搜救人員迅速依情況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迷途受困:協助脫困、撫慰情緒、供應飲食、安置 

調養。→護送下山。 

現 事 故 

(二)輕微傷病‥初步急救、撫慰情緒、供應飲食、安置 

調養、觀蔡病況傷勢。一護送下山,必要時送醫並 

人 員 或 現 

交其親友。 

(三)嚴重傷病:施予急救、安置護理觀察情況、注意飲 

食、撫慰情緒、考量傷病況路況泱定行止、請求空 
場 中直昇機支援及其他措施。一妥善護理後自行或配 

況 處 置 

合後援人員(包括直昇機)以最快速安全方式運送 

下山就醫或交其親友處理。 協助救災機關 

(四)死亡:保持現場、拍照留證、遮蔽保護、設置標誌、 

必要時留人看守、等候指示。一交相關單位或家屬 

處理。 

反 一、報告前進指揮所重新檢討擬定下一次搜救方案。 

覆 二、發現事故人員(或現場)參酌上述方式處理。 

搜 索 
*因隨時間延遲,均影響事故者體力、情緒、傷病程度、遺體 

狀況,必須慎重處理。 

搜 救 無 

一、再反覆搜索,並報告前進指揮所。 

二、就最新搜救情形及氯象因素全盤考量決定結束作業或再 
功 進行搜救(準用前述步驟) 

十一 結束搜救 

一、搜救人員(或隊伍)依指示處理善後或返回前進指揮所報 

消防機關及各 到。 

二、清點人員、裝備、器材。 協助救災機關 

三、返回所屬機關報到、解散。 

十二 召開檢討會 

一、召集參與救災機關舉瓣檢討會。 

消防機關 二、慰勉救災人員辛勞。 

三、會議紀錄函發救災機關。 

※右列作業程序為便搜救人員易於了解並有系統孰行搜救,謹製作「山難事故搜救流程表. (如附表) ,以供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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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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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

山難事故搜救流程表

受理報案(消防機關及協助救災機關)

由叵膏而藕(市)消防局

菽災黜費指押中心負貴

附表

*****

*
調
派
消
防
機
關
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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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
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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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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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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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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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
救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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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事
項

檢
查
通
訊
設
備

檢
查
裝
備
器
材
及
糧
食
飲
水

登
錄
搜
救
人
員
資
料

.

.

.

.

.

.

.

.

.

.

.
‥
.
‥
一

通
知
其
他
搜
一

救
人
員
停
止
一

搜
救
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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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趕
來
協
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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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前
進
指
一

揮
所

*
出
縣
巾
消
防

局
指
派

*
以
鄰
近
事
故

現
場
之
消
防

幹
部
為
原
則

指派指揮官

*

洽
借
救
災
機
關
適
當
處
所
作

為
前
進
指
揮
所

*

指
揮
官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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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
作

*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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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救
人
貝
報
到

*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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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訊
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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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備
器
材

*

與
消
防
局
救
災
救
護
指
輛
中

心
密
切
聯
繫

*

慎
重
獲
布
消
息

調派搜救人員

成立前進指揮所

擬訂搜救計劃

勤前教育

執行搜救

狀況處置

通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瞽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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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分
局

通
報
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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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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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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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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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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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發瑰事故人員(或

瑰場)

擬
定
下
一
次
搜

救
方
案

徒步後送

結束搜救

召開檢討會

1
.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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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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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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