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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中程施政計畫(112 年至 115 年)  

 

壹、願景及核心價值：  

為守護臺中市民幸福，本府以 15 項守護臺中幸福政見及 115 個幸福實踐

方案，健全施政藍圖整體規劃。本局爰依據前述政策，編定中程(112 年至 115

年)施政計畫，除完善防救災機制及整合防災資源網絡，並辦理大規模災害整

備、充實救護能量及精進救災效能，俾提供迅速、安全、效率的優質服務，有

效守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貳、策略目標 

一、救災救護無線電通訊系統網路數位化： 

(一)無線電中繼通訊系統現況說明： 

1.無線電中繼站臺及頻道運用現況： 

(1)現有 2 處類比無線電站臺，採單站運作模式，提供 4組類比頻道

供救災救護通訊使用，另有 1 組數位中繼網提供 2 組數位頻道作

為類比頻道訊號不佳時切換備用。 

(2)類比中繼站臺設備已經連續運作超過 10 年以上，多數設備已經

老舊，當發生故障時，將造成該站臺服務範圍內通訊不良狀況；

且類比訊號極易受到訊號干擾，嚴重影響無線電通話品質，甚至

無法進行正常通話情形。 

(3)現有數位數位中繼網由 9 個中繼站臺所組成，為 105 至 109 年度

分年度逐步建置，雖可達成站臺數位化提升通訊品質目的，惟受

限於經費因素，僅採最基本規格進行建置，隨著本局數位無線電

設備增加，已有效能不足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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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位無線電中繼站臺微波網路系統現況： 

    現有數位數位中繼網所採用之微波網路屬早期分年陸續建置，隨

著本局加快無線電數位化進程，對於微波頻寬需求大幅增加，早期建

置之微波通訊網路已不敷使用，面臨通訊頻寬不足問題；且現有微波

網路採用樹狀架構點對點單一鏈路方式進行聯網傳輸，缺乏備援架構

及機制，當單一節點或鏈路發生故障時，容易形成斷網造成系統大規

模癱瘓。 

(二)無線電中繼臺及微波網路優化與備援機制建置： 

1.無線電中繼站臺數位化更新： 

    消防局已規劃於本市 11 處制高點，設置無線電中繼站臺系統設

備，建構 2 組數位無線電中繼網以提供 4 組數位頻道，取代舊有 4 組

類比頻道，供救災救護勤務通訊使用，並利用數位多站臺連動技術，

可有效擴大通訊涵蓋範圍、縮小無線電通訊陰影區、降低通訊死角，

並利用數位通訊技術提高抗干擾能力，降低通訊雜訊及改善訊號衰減

程度，可有效提升無線電通訊品質。原有類比式設備將重整後留為備

用。 

2.環狀微波網路建置： 

    隨著無線電中繼站臺數位化，做為各中繼站臺通訊連接用的微波

網路將一併進行更新，提高網路傳輸頻寬，以因應無線電數位化傳輸

頻寬需求，同時建立具路徑自動切換功能之環狀雙向通訊架構，使整

體微波通訊網路不會因單一站臺或單一鏈路故障即造成大規模斷網故

障，可大幅提高系統可靠性。 

3.備援無線電通訊系統建置： 

    原舊有數位無線電中繼站臺及微波網路設備尚屬堪用狀態，為有

效利用設備價值，將於前述無線電中繼站臺數位化及微波網路建置完

成後，進行設備整修及重新調整，建構 1 組獨立數位無線電通訊架

構，提供 2 組數位頻道，做為本局無線電備援通訊使用。 

二、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暨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正： 

(一)辦理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 

1.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 

    依據公所災害防救工作考核項目，透過定期召開各式工作會議改

善市府各單位執行防救災相關業務之困境，辦理災害防救專業教育訓

練，並邀請防災士、韌性社區或企業共同參與，並依需求排定優先購

買防救災裝備及相關設備，以提升地方硬體設備。 

2.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 

    盤點避難收容處所於大規模災害時所能發揮使用， 利用避難收

容處所開設演練，檢視避難收容處所營運管理手冊及避難收容處所維

運計畫，並將檢討事項納入相關程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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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調查本府整體重要業務事項，針對恢復急迫性分類，並評估業務

執行人員可參與人數及回復業務運作之時程，設定大規模災害情境假

設模擬並推估災損結果。 

4.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 

    針對大規模災害想定議題，評估資源不足部分，建立縣市級相互

支援簽 訂合作機制，想定議題建立鄉鎮市區級相互支援簽訂合作機

制，協助本市於災害應變各階段檢視應變中心運作流程，並掌握即時

災情資訊及提供研析預判報告供本市決策幕僚參考。 

5.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 

    強化區公所自主推動韌性社區防災工作的機制，邀請企業參與防

救災工作，辦理各區公所互相觀摩活動及表揚，於平時與災時推廣及

協助自助、互助、公助，並與公部門合作讓公部門能量更容易進入社

區，讓學校企、業資源共同加入，增強整體社會韌性能力。 

6.推動防災士制度： 

    透過市府各機關及區公所來協助推廣至各領域，邀集有意願之民

眾參與培訓，另參與推動的社區亦應派員接受培訓。韌性社區防災士

可以做為政府與民眾間溝通的橋樑，社區防災工作的引導者，以及防

災工作的種子人員，也有利於災後使政府的資源能更為迅速進入災區

進行協助。 

(二)辦理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正： 

1.檢討與修正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並訂定共同處理原則： 

    現行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採單一災害管理模式分編撰寫，為避

免計畫內容重複撰擬致使產生疊床架屋現象，採全災害觀點進行架構

調整，以強化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實用性及可操作性，藉由重新

檢視歷史災例，檢討與修正本府各機關權責任務，並訂定共同處理原

則供各級防災人員參考依循。 

2.各區危害度、脆弱度、回復度、各項情境模擬及相關資料分析： 

    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災害潛勢部分，依各區災害潛勢進行危害

度、脆弱度、回復度、各項情境模擬及相關資料分析，以提供各區公

所作為修正區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參採。  

3.定期更新「雲端防災圖資發布平臺系統」相關圖資： 

    為保持本市資料正確性，定期更新「雲端防災圖資發布平臺系

統」所列之相關圖資，並辦理村里簡易疏散避難地圖繪製教育訓練，

輔導各區公所自主更新製作防災地圖供民眾使用。 

三、火災預防機制落實，安全消防環境建置： 

(一)持續辦理專責檢查人員講習訓練及培訓： 

1.本局於 104 年 4 月 1 日正式成立各大隊專責檢查小組，以強化勤務控

管，統一檢查標準，避免產生業主、消防專技人員及消防機關間模糊

關係；亦建立成員遴選機制，由熟悉消防檢查業務人員組成，並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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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考核工作及教育訓練，不得有品操、風紀問題，以提升檢查人員

專業素質，維持本府廉潔形象。另依「消防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與

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人員資格考核作業規定」，因應執行各類場

所消防安全檢查之人力需求，急需培訓消防安全檢查菁英人才，且專

責檢查小組成員須具備一定資格始得充任，故均持續辦理專責檢查小

組培訓儲備人員訓練。 

2.為落實執行本市轄內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場所消防安全檢查，定期加

強本局專責檢查人員及設備審勘股承辦人之檢查執行能力，以維護公

共安全，確保人民生命財產。 

(二)規劃消防安全管理系統之資料庫備援系統建置及強化行動消防安全檢查功

能： 

    目前本局列管對象家數已達 31,383 家，考量消防安全檢查列管系統

資料逐日增加，各項制度管理資料龐大，為強化本局消防安全檢查列管系

統整理功能及確保系統資料庫穩定，已規劃採購「消防安全管理系統功能

提升及資料庫備援系統；另爭取預算增購行動消防安全檢查平板電腦及可

攜式熱感印表機，俾利提供各救災救護大隊專責檢查小組執行轄內各類場

所消防安全管理(含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及防火管理等)業務執行，以

提升工作效率。 

(三)申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電子化： 

    為簡化申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程序，透過「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安

全檢查列管系統」，搭配軟體及硬體設備，實施消防圖說審查電子化，原

本的紙張藉以電子圖檔方式審查，直接於檔案上進行更正或修改，修正完

成後再列印出圖，可大量節省圖紙用量，達到綠能環保，也提升行政效率

與品質。 

(四)持續辦理各項防火宣導活動： 

    為降低本市火災發生次數，本局持續辦理各項防火宣導活動，加強民

眾對用火用電的正確消防安全觀念，提升對居家防火的安全意識；為保障

市民居家生命財產安全，針對獨居長者、弱勢團體及火災易發生類型建築

物（如鐵皮屋、宮廟型住宅）持續優先予以補助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並加強推廣民眾應自行購置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於住家，狹小巷道等搶

救困難地區之滅火器設置，以有效降低火災發生率。 

(五)推動住宅防火對策 2.0 進階版： 

    為減少住宅火災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本局推動住宅防火對策 2.0 進

階版，除運用本市住宅火災案例分析發生火災及造成傷亡原因，針對根本

因素加強宣導外，亦推動住宅場所設置住宅用消防設備強化住宅場所消防

安全，以提升民眾防火意識，打造安心家園。 

(六)招募婦宣作業： 

    為達到「政府力量有限，民間力量無窮」之目標，除協助推動本市社

區、家庭防火宣導教育，以降低火災發生及財物損失，另擬擴大招募新進

婦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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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到院前緊急救護服務品質持續提升： 

(一)強化消防人員及救護義消之急救技能訓練： 

    本市轄區幅員遼濶，111 年救護次數高達 162,086 件，查目前人力尚

短缺 181 人，爰藉由加強訓練，彌補人力不足並提升救護服務品質。 

(二)強化救護宣導能力: 

    邇來緊急救護勤務量增加，本局透過多元宣導方式(拍攝短片及微電

影、媒體及網路平台宣導)向民眾傳達正確使用 119 之觀念。 

五、提升大臺中地區到院前緊急救護能量計畫(111 年至 113 年)： 

(一)提升及購置緊急救護裝備器材，以提高 OHCA 案件 CPR 之品質並提升存活

率，同時降低執勤同仁感染風險。 

(二)推動本市高級救護技術員預立醫療流程。 

(三)辦理高級救護技術員訓練。 

(四)提升本市 OHCA 案件存活率及改善患者預後。 

六、危險物品管理： 

(一)強化公共危險物品場所安全管理及落實查察，以維護公共安全。 

(二)加強液化石油氣容器串接使用場所安全管理及辦理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

導，提供有一氧化碳中毒潛勢場所遷移或更換燃氣熱水器補助措施氣分裝

場、容器儲存場所、販賣場所、容器檢驗場及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之安全檢

查，進而保障消費者權益及維護公共安全。 

(三)強化本局人員專業應變能力，加強爆竹煙火安全查核。 

七、調查效能精進： 

(一)配合內政部消防署規劃辦理精進火災調查效能暨服務躍升中程計畫： 

1.配合內政部消防署規劃，精進本市消防局火災調查工作效能及服務品

質，預計升級火災勘察車(升級具備行動鑑識功能裝備器材)，充實現

場證物採證工具(無人飛行載具、環景相機、可攜式 X-ray 機等科技

化之鑑定器材)等。 

2.計畫為 3年期程(114 年度至 116 年度)，中央補助款 969 萬（補助比

例 0.38），地方配合籌措款 1,581 萬（配合比例 0.62），合計共

2,550 萬。 

(二)火災證物鑑定實驗室科學設備之提升 

1.更新氣相層析質譜儀 GCMSD：為維持實驗室正常運作及國際認證資

格，鑑於原分析儀器 104 年購置已逾使用年限，且已有耗材老舊常須

維修之虞，預計汰換原有氣相層析質譜儀。 

2.增購數位 3D 金相顯微設備：強化電氣證物科學鑑析，採購 3D數位顯

微鏡，觀察電氣熔痕特徵及物品燃燒或爆裂斷面細小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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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四年重要計畫 

策略目標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期程 

無線電中繼臺及微

波網路優化與備援

機制建置 

112 年度數位無線電中繼臺及微波網路優化與備援機

制建置案。 
112 

強韌臺灣大規模風

災震災整備與協作

計畫暨本市地區災

害防救計畫修正 

辦理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 

一、 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 

二、 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 

三、 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四、 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 

五、 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 

六、 推動防災士制度。 

112-115 

辦理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正: 

一、 檢討與修正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並訂定共同 

 處理原則。 

二、 各區危害度、脆弱度、回復度、各項情境模擬 

 及相關資料分析。 

三、 定期更新「雲端防災圖資發布平臺系統」相關 

 圖資。 

112 

火災預防機制落

實，安全消防環境

建置 

持續辦理專責檢查人員講習訓練及培訓 112-115 

規劃消防安全管理系統之資料庫備援系統建置及強化

行動消防安全檢查功能 
112-115 

申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電子化 112-115 

防火教育及宣導工作執行計畫 112-115 

住宅防火對策細部執行計畫 112-115 

辦理義勇消防總隊婦女防火宣導隊業務執行計畫 112-115 

到院前緊急救護服

務品質持續提升 

建立緊急醫療救護體系之醫療指導制度 112-115 

強化消防人員及救護義消之急救技能訓練及救護宣導

能力 
112-115 

提升大臺中地區到

院前緊急救護能量

計畫 

提升大臺中地區到院前緊急救護能量計畫。 112-115 

充實及汰換本市逾齡救護車與救護器、耗材，並建置

救護耗材管理系統。 
1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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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目標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期程 

 

優化緊急救護雲端作業系統。 112-115 

實施醫療指導醫師工作計畫及推動高級救護技術員預

立醫療流程。 
112-115 

定期召開緊急救護諮詢暨審議委員會。 112-115 

加強各級救護人員訓練及強化鳯凰救護大隊救護協勤

及訓練。 
112-115 

救護服制汰換。 112-115 

鳯凰救護大隊救護協勤及訓練。 112-115 

宣導珍惜救護資源。 112-115 

危險物品管理 

落實公共危險物品場所安全查察 112-115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112-115 

加強液化石油氣相關場所安全管理 112-115 

專業爆竹煙火施放查核 112-115 

調查效能精進 

配合內政部消防署規劃辦理精進火災調查效能暨服務

躍升中程計畫 
114-116 

火災證物鑑定實驗室科學設備之提升 112-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