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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近 5 年火災死亡性別與火災關係分析 

112 年 8 月 

壹、 前言 

關於 CEDAW 氣候變化背景下減少災害風險所涉性別方面

的第 37 號一般性建議有提及：「……氣候變化和災害以不同方

式影響婦女、女童、男子和男童，許多婦女和女童經歷更大的

風險、負擔和影響。危機局勢加劇了原先就存在的男女不平

等，還加重了對以下群體的交叉式歧視……」，有鑑於此，為了

解火災災害造成人員傷亡情況是否可能因環境因素造成性別上

之差異，進行下列火災死亡性別分析。 

由火災調查結果統計發現，臺中市近年來每年因火災死亡

人數約在 20 至 30 人左右，且發現有男性多於女性之情況，有

鑒於此，為了解是否因性別不同造成對火災之預防(或發生)之反

應導致最終火災死亡，本次將藉由火災死亡性別分析，以找出

與火災發生（原因，時段或場所等）有無正相關性，並從男女

性別死亡狀況或死亡原因等分析瞭解是否有因性別不同致火災

發生時反應差異，進而可針對性別擬定不同之預防宣導對策，

達成有效降低火災死亡之終極目標。 

圖 1、臺中市近 5 年火災死亡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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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性別統計分析 

一、 統計期間：107 年至 111 年。 

二、 火災死亡定義：係指因火災當場死亡或受傷後 14 日內死

亡者，惟因車禍造成之車輛起火後死亡除外。 

三、 範圍：發生於臺中市轄內之火災。 

四、 性別：以生理男性女性計。 

五、 5 年合計共 93 案火災造成 120 死亡，其中男性有 84 人(占

70%)，女性 36 人(占 30%)，有此可見比例頗為懸殊。其

中男性火災死亡者有 2 位為消防同仁因公殉職，其餘死亡

者均為一般民眾，本次統計分析範圍包含民眾及消防人

員。 

圖 2、臺中市近 5 年火災死亡男女比率分布 

 

表 1、臺中市近 5 年火災死亡人員身分別 

                   單位：人 

 身分別 男性 女性 

民眾 82 36 

消防人員 2 0 

六、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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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火原因與性別分析 

    原死亡人數性別比男性為女性 2 倍以上，故以起火原

因分析，數據上亦大多呈現為男性多於女性情況，惟其中

較為特殊情況係縱火造成男性 9 人死亡、女性 7 人；玩火

造成男性 1 人死亡、女性 2 人死亡。此 2 類原因主要均為

人為因素造成，多為臨時起意較無可預測性。另火災原因

為自殺所造成之死亡人數最多，男性分別有 26 人、女性

11 人，均約占各性別之總死亡 3 成左右。 

   進一步分析男女性自殺之手法，雖大多數均以使用汽

油自焚，燒炭(炭火引燃附近可燃物致發生火災)次之，但

男性會以引爆瓦斯這類較激烈手段作為自殺之手法。 

圖 3、火災原因與性別分析圖 

 

圖 4、男性自殺方式比率       圖 5、女性自殺方式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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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起火場所與性別分析 

    經分析起火場所與性別關係，發現其中森林田野、工

廠及倉庫之死亡人員均為男性，經檢視森林田野死亡 4 件

案件中有 3 件係整地(農務工作)造成，倉庫及工廠死亡案

件均為工作中人員，以上統整發現男性較女性易於工作環

境中因火災造成死亡。 

    另住宅類(集合住宅+獨立住宅)確為火災死亡人數最多

之場所，而住宅死亡女性比率（38.8％）高於總火災女性

死亡比率（30.0％），顯示女性火災死亡多發生於住宅類火

災。 

圖 6、起火場所與性別分析圖 

 

(三) 死傷原因與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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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跡象，故可能因此與火源較為接近，導致遭火焰灼傷

後死亡。 

圖 7、男性死傷原因比率          圖 8、女性死傷原因比率 

  

(四) 火災時段與性別分析 

    經分析火災發生時段與性別關係，除 21 -24 時女性多

男性 3 人外，其餘時段均為男性較多，但綜觀晚間休息睡

眠時段(21-24 時、0-3 時及 3-6 時)，男性共 26 人(占男性

死亡 31.0％)，女性 22 人(占女性死亡 61.1％)，其餘白天

日常生活作息時段正好相反，因此造成女性死亡之火災多

發生於夜晚休息時段，造成男性死亡之火災多發生於日常

活動期間。 

圖 9、火災發生時段與性別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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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死傷地點與時段及性別分析 

    經分析死傷地點與性別關係，無論男女均以臥室最

多，其中以 21 人女性而言，占總女性死亡人數比率 58.3

％，男性 29 人占總男性死亡人數比率 34.5％，為了解是

否因夜間睡眠時間發生火災民眾未發現火災導致死傷地點

為臥室，進一步篩選起火時段為 21-6 時之案件和死傷地點

交叉分析，發現的確仍以臥室最高，且女性 14 人比男性

11 人還多，故可推測多數人無論性別在睡眠中無法及時發

現火災導致火災死亡。 

    另死傷地點為戶外或車內者多為自殺或因整地燒雜草

造成，與原男女死亡比率差不多，較無性別差異性。 

表 2、火災發生時段 21-6 時死傷地點統計表 

單位：人 

  走
廊 

車
內 

臥
室 

廚
房 

戶
外 

其
他 

浴
廁 

騎
樓
下 

倉
庫 

小
計 

男 1 4 11 2 2 1 2 1 2 26 

女 1 3 14 0 4 0 0 0 0 22 

圖 10、死傷地點與性別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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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火災死亡年齡區間統計分析，以 70 歲以上最多共

28 人(占 23.3％)、60-69 歲次之有 27 人(占 22.5％)，高齡

者即占了接近 45.8％之比率，若加上幼童 0-9 歲 4 人(3.3

％)，即接近 5 成之比率。 

    經分析年齡與性別關係，男性以 70 歲以上死亡最

多，其次為 40-49 歲，第三位為 60-69 歲，高齡者(60 歲以

上)合計 41 人占近 5 成比率；女性以 60-69 歲最多，50-59

歲次之，以高齡者計有 14 人約近 4 成比率。 

    0-9 歲、30-39 歲及 50-59 歲死亡人數男女相同或接

近，幼童無論男女均為避難弱者，須由成年人協助才能逃

生成功；30-39 歲及 50-59 歲火災死亡原因經統計主要為

自殺造成共 13 人，為上揭 2 類年齡區間合計約 4 成。 

表 3、年齡與性別統計表 

單位：人 

年齡

區間 
0-9 歲 

10-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69

歲 

70 歲以

上 

男 2 0 7 7 18 9 16 25 

女 2 1 0 6 4 9 11 3 

小計 4 1 7 13 22 18 27 28 

圖 11、男性年齡分布比率    圖 12、女性年齡分布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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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0-39 歲及 50-59 歲男女火災死亡原因圖 

 

(七) 身心障礙與性別及年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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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性有 15 人，共 33 人(占 27.5％)，性別差異不大但

回歸原始各性別之比率則發現女性比率 41.6％，遠高於男

性 21.4％。 

    進一步統計有身心障礙的年齡區間以 50-59 歲最多計

10 人男女性各有 5 人，40-49 歲次之有 8 人男性 5 人女性

3 人，70 歲以上男性 5 人女性 1 人，因病臥床或行動不便

者係為避難逃生之弱勢族群，因發現火災逃生不及造成死

亡；精神障礙(如憂鬱症躁鬱症等)者常有自殺傾向或被害

妄想，亦有可能以自焚或縱火發洩情緒。 

圖 14、身心障礙與性別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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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有身心礙障火災死亡之年齡區間統計 

單位：人   

年齡 

區間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69 歲 70 歲以上 

男 1 1 5 5 1 5 

女 0 3 3 5 3 1 

參、 規劃&目標 

    為能有效減少火災死亡之風險，擬針對不同對象，提出相

對應之建議措施，再由業管機關(單位)擬定具體搶救或預防宣導

對策實施，經由定期滾動式統計分析，持續檢討或修正，目標

有效降低火災死亡案件及人數： 

一、 全面性政策(不分對象)： 

(一) 積極推廣民眾居家裝設住宅警報器，可提早覺知火

災，即時進行避難逃生及通報消防局。並持續請本

府社會局協助提供本市獨居老人、低收入戶及身心

障礙者等弱勢族群清冊，優先補助裝設住警器。 

(二) 持續降低火災死傷為努力目標，積極火災調查結果

有效回饋火災預防作為：定期統計分析本市火災相

關資料；定期彙整製作各類案例據以宣導；即時將

案例資訊分享消防局網站，提供預防科製作預防宣

導教材之用；啟動檢警消縱火聯防機制，迅速破獲

縱火案件；即時發布新聞稿提醒民眾注意；起火原

因件數前 3 高火災列為預防宣導重點。 

(三) 加強搶救及訓練，持續精進災害搶救效能，並汰換

及充實各項消防救災車輛裝備器材，第一時間人命

救援，有效減少人員傷亡。 

二、 差異性政策(性別及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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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男性： 

1. 男性死亡火災多發生於工作及作業場所，且工廠

常為連棟式鐵皮屋頂建築，防火區劃差、作業環

境複雜、儲放大量可燃物、危險性高物品或電氣

設備，用電負載大，亦易因使用之機具而有產生

火花、高熱之特性，發生火災之危險性極高，因

此狀況針對相關場所應落實列管，加強工廠消防

安全設備之定期檢查，以期火災發生初期即能提

早偵知並有效進行滅火動作。另應加強列管違章

工廠，檢討要求其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並加強防

火宣導與落實消防安全檢查。 

2. 男性火災死亡亦有發生於整地或掃墓除草火災因

風勢過大燃燒迅速至逃生不及之情況，故清明期

間除建請政府相關單位事先派人清除各公墓周圍

雜草，減少民眾自行火燒除草之需求，另亦宣導

避免以火燒方式進行整地作業，周知經查獲引火

燃燒方式清除雜草造成空氣汙染或他人生命財產

損失，將依法處以罰鍰或移送相關單位處理。 

3. 男性常使用較激烈之手段發洩情緒，故自殺或縱

火者死亡多數為男性者，另家人及鄰里間應多發

揮守望互助精神，常走動多關懷，若發現有異常

行為(如購買木炭或汽油、囤積瓦斯等)，應通報

相關單位或主動關心詢問，避免憾事發生。 

(二)針對女性、幼童及年長者： 

1. 女性火災死亡多發生於家中，故居家安全格外重

要，消防局已製作「臺中市居家火災危險因子自我

診斷檢查表」，宣導民眾於居家進行自我診斷檢查，

以預防火災發生，建議每家均應該有家庭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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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尤其針對「二個不同方向的逃生動線」、「不

同起火點的逃生路線選擇」、「逃生的工具」等並確

認計畫內容是具體可行，在面對火警時即可立即應

變。另建議於居家公共區域勿堆放可燃物、所有權

人應清除空屋廢棄物，加強宣導民眾對縱火防制觀

念。 

2. 火災身心障礙者在女性比率較男性高，在全球性疾

病負擔(global burden of disease)報告中亦指出憂鬱症

的點盛行率（目前罹患憂鬱症的比例）女性為 3.2

％，男性為 1.9％，可知女性罹患憂鬱症的比例較男

性高，可能會以自焚方式了結生命或縱火方式發洩

情緒。故應宣導多給予身心障礙患者關心及照顧，

協助定期回診追蹤吃藥，減少外在刺激引發患者異

常行為舉動。 

3. 由於學(幼)童對火常有好奇心但無防備心，故兒童防

災教育很重要，建請本府教育局針對國小學童甚至

是公私立幼兒園幼兒設計適合教材以淺顯易懂之防

災遊戲或知識，從小扎根，了解火的可怕性以深植

防火意識，更進一步可影響家中父母及長輩，全家

一起預防火災。 

4. 高齡者行動上較為遲緩，即使設有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亦可能無法於短時間內順利避難逃生，若經濟

能力許可，可於高齡者住宅內設置簡易撒水系統，

於火災初期即放水抑制火勢，效果更為顯著。 

5. 此外長者常喜歡收集堆積許多舊物或回收物，導致

居住空間雜亂難以行動且遇火源燃燒迅速火勢一發

不可收拾而造成逃生困難，應協請社工或里長說服

並協助獨居老人清理環境，可大幅減少致災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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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成功之機率。 

肆、 結語 

   CEDAW 第 37 號一般性建議提到：「確保為減少災害風險、

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變化提供技術和財政資源的國家、國際組織

和其他實體將性別平等和婦女權利視角納入它們所有方案的制

訂、執行和監測，並建立適當、有效的人權問責制機制」。故   

性別統計分析之目的係為瞭解並解決這些因長期存在的性別差

距，進而找出原因及因應作為最終落實性別平等正義。本次分

析依據 100 年行政院頒布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政策目

標：落實具性別觀點的環境、能源與科技發展促進女性在環境

能源與科技領域進入與發展，縮減性別落差，確保參與決策機

會；推動性別化創新，強化科學研究、科技產品研發、氣候變

遷調適與減緩措施、都市空間與交通規劃設計等納入性別觀

點，回應不同性別者的基本需求，以促進資源的分配正義與社

會的永續發展。期能將分析結果有效導入火災預防政策，宣導

活動融入性別觀點，經由性別評估提出具體改善方案。 

   火災原因調查之目的在於有效回饋火災預防，為吸取過去經

驗並記取教訓，以避免類似悲劇再次發生。惟目前火災調查主

要仍以找出火災原因為首要目標，故對死亡人員資料收集較為

侷限稍顯不足，本次以 107 年至 111 年火災死亡與性別分析，分

析成果亦將提供外勤救災救護大隊及災害搶救科精進火災搶救

戰略、火災預防科擬定相關政策宣導教育，積極朝落實打造

「富市台中、新好生活」之「安全宜居城市」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