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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較老舊社區和新式重劃區之間的消防風險，從建築物特性、建築法規、街道分布、消防栓水源、位

於重劃區和老舊社區消防分隊的救災上的實際情況，探討其原因和差異，並諮詢第一線消防人員各項意見，從而提出相應
的防範措施，以提高搶救效率。

經由重劃區及老舊社區消防單位風險探討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消防人力配置不足是當前面臨最大的窘境；重劃區因新
型建築形態，火災不易發生但是高樓搶救困難，需要完整的消防設備才行；同時各權責單位應設立共同的救災資訊整合方
式，方能解決當前各行政單位無隸屬之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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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老舊社區通常由建築結構老舊、維護不足、防火設施缺乏等因
素所組成，消防安全風險較高。相對地，新式重劃區在設計和
建設過程中，通常會考慮到消防安全因素，因此消防安全風險
較低。然而，隨著新式重劃區的不斷增加，其消防安全問題也
開始浮現。

本研究旨在對老舊社區和新式重劃區的消防安全問題進行
比較研究，以提高人們對城市社區消防安全問題的認識，並為
城市社區的改造和重劃提供科學依據。具體而言，本研究將從
兩方道路規劃、防火設施、人口年齡等方面進行比較，分析老
舊社區和新式重劃區的消防安全風險，探討如何提高社區的消
防安全水平。希望本研究能為社區的消防安全工作提供一定的
參考和借鑒，以保障城市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二、文獻回顧

在台灣法規上並沒有明確定義老舊社區，但在政府於2017年頒

布的「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危老條例)中有提

及到政府希望針對老舊、結構有問題的房子做改善及都更。從

政府的規範及補助來看，法令上沒有統一規範老屋的年齡，但

大部分人會沿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認

為屋齡30年以上就算是老屋。

三、實地分析、案例探討及居民訪談

主要針對兩方區劃進行詳細的實地分析，旨在深入了解該區域

可能存在的風險因子。為此，我們也對歷年案件進行分析，以

了解可能的風險因子，並進一步進行訪談，以瞭解當地居民對

於所居住地方的火災風險因子的看法。為了更全面地收集資料，

我們還將設計問卷，以便更好地了解居民對於風險因子的認知

程度。透過以上方法，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了解該區域的風險因

子，進而提出有效的風險管理策略。

四、家訪談與風險改善策略

本章節旨在探討該轄區救災專業消防單位的想法、態度以及改

進方法。為達成此目的，我們採用了半結構式訪談法進行訪談，

以增加資料的多元性。此外，透過比對實際居民的想法、態度，

我們更能夠找出改進的方法。

五、結論與建議

一、交通改善
1. 老舊社區劃分停車場。減少民眾將車輛停在巷內。
2. 宣導的方式推廣巷內留有消防車輛通過的空間。
3. 針對老舊社區訂定消防車路線圖
二、建築防火安全提升
1.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還尚未普遍，

還需要持續宣導改善。
2. 簡易滅火器。多數住家尚無任何滅火器具，需持續宣導改

善。
三、成立互助助機制
1. 成立守望相助隊。參加人員往往無法強制性，對於社區可

以有加入守望相助隊減少管理費，以增加入隊意願。
2. 小區域互助。以鄰里為單位實施小區域內的防火宣導及搶

救演練。
3. 火災發生時進行廣播。和該區里長做好溝通，在火災發生

時可以提醒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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