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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九二一地震前，台灣還沒有官方的搜救人員， 2002年，台灣政府比照世界先進國家，在消防署建置了特種搜救隊，平時執行國

內重大災害搶救，遇有國際重大災難發生，可立即接受外交部派遣，在第一時間應急搜索和救援應變機制，而桃園消防局近年亦

積極加入國際USAR團隊。藉此調查研究本市搜救隊之處理應變效率及整體搜救能力，期能對支援國際人道救援機制建立提出具體

建議與改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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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搜救隊自2000年6月迄今，共執行印尼本古魯地震、伊

朗巴姆市地震、薩爾瓦多地震、印尼日惹地震、南亞海嘯、

印尼日惹地震、海地太子港市地震、紐西蘭基督城地震及日

本東北震災海嘯等國際人道救援任務，快速動員集結前往災

區救援。其搜索和救援應變機制，皆是由聯合國INSARAG

機制為主導。期許桃園特搜隊能夠通過聯合國國際搜救諮詢

組織(INSARAG)分級檢測，以利爾後國際間發生重大災害

時之彼此相互救援。

二、國家USAR隊伍分級

當國家災難發生時，首先會由當地政府展開救援行動，然

後會向鄰國及國際組織求助。國際援助通常用於特殊災難，

比如說地震或海嘯所造成的大量傷亡，在第一時間負責救

助該國領域內因自然災害受難的倖存者並處理因其產生的

其他緊急狀況。各救援國必須在該國家啟動、組織、協調

並實施人道主義救援，進而能夠在國家和區域層面加強國

家之間災前準備和災害回應等方面的合作。要執行國際救

援任務，首先要建立一個有災害管理系統的政府組織，並

通過 IEC 隊伍認證，共分為輕型、中型 及重型USAR隊伍。

三.結論與建議

人力不足部分：

可由消防局協調與民間相關搜救組織、救難協會、土木技

師、結構技師、醫師、重機械業者簽訂支援協議，規劃共

同參與合作模式，各司其職、各展其才，方能發揮團隊最

大效能。於平時整備時期參加各項演練、演習，熟悉其整

個救災行動流程，依照其專業能力作編組；災害發生行動

時期，發揮所長協助救災。另調離特搜單位之消防人員(近

5年調離特搜人數為17人)，仍具有相專業技術及救災經驗，

可由勤務調整配合參加演練，於災害發生時前往支援救災，

以補足在勤戰力人數不足之情況。

2. 增加與其他縣市搜救隊伍交流與訓練建議可朝跨縣市作分

區規劃，例如：北北基、桃新苗各為一分區，規劃各區域

的搜救隊伍每半年舉辦大型聯合訓練(演習)，互相交流以

學習研討共同作業方式、不同器材裝備運用並培養默契，

更能建立區域型的救援隊伍，在大型災害發生時提供有效

的應變計畫與援助；並增加與國際搜救隊交流與訓練，派

員前往先進國家參訪學習新知，以更新目前國內的操作技

術，無論是救災技術、經驗、裝備、器材、裝備及教育訓

練等，都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尚未提出IEC認證申請前，

可聘請國際搜救隊分級評測顧問人員，協助辦理IEC評廁所

需要的專業訓練及程序，使搜救隊伍進一步了解自身能量

是否足夠並作加強。

3. 功能專業取代過去的階級制度

從INSARAG的內容可以發現，USAR隊伍編組模式著重於各種

專業性的能力，無論是指揮管理、搜索救援、醫療照護或

是後勤管理，都是將其專業領域架構透過管理系統整合，

形成一個完整的USAR隊伍，建議依照目前救災管理的體制

朝向INSARAG作業指南所訂定的能力專業為基礎，再依專業

領域去建置管理、搜索、救援、醫療與後勤的架構，進而

修正以往階級制度導致分工不明確及橫向聯繫的問題，對

於發展人道救援及參與 IEC 認證的目標是一個必須看重的

問題，如此跟得上國際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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