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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火災發生通常是意外造成，發生時是無預警且迅速。故近年各地方政府與消防局一同推動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為的是讓民眾能在火災初期爭取 

更多的反應時間，因為人類最敏感的地方就是耳朵，本研究以桃園市為例，做歷年數據分析是否因火災用住宅警報器的安裝，減低火災的發生 

與成災，再以問卷的方式調查，了解民眾是否對政府現行的政策是否有一定的認知與支持。研究結果表示高安裝率區域的火災死亡率顯著下降 

，證實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能有效預防成災。未來希望政府可以讓住警器的價格更親民，宣導更廣泛，讓民眾更願意去安裝住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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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市住宅用火災警報器（Home Fire Alarm, HFA）
安裝率與火災成災率之間的關聯性，並分析火災警報器在降低火
災損失與提升住宅安全方面的影響。研究將透過問卷調查收集桃
園市居民對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的認知、安裝率、使用習慣及影響
安裝決策等因素，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將蒐集並分析桃園市歷年
火災發生數據，包含不同區域的火災發生率、警報器安裝率、火
災成災率等，進行統計與交叉比對，以驗證火災警報器對於降低
火災災害的影響程度。透過問卷與數據分析的雙重驗證，本研究
期望能揭示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普及程度與火災防治成效之間的關
係。研究結果將可作為政府單位、消防機關、建築業者及社區管
理者在推動住宅防火政策與宣導策略時的重要參考，進一步提升
桃園市住宅安全環境，降低火災風險，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文獻回顧 
2-1 火災之意義 

1.違反人的意思 

指過失或通稱失火現象，以一般人而言，對其行為應注意能注意 

而不注意（過失）。 

2.有滅火必要的燃燒現象 

不以燃燒物之價值為判斷依據，而以產生公共危險或可能產生公 

共危險加以認定，或由消防人員客觀判斷其是否有滅火之必要。 

2-2 火場中的危險因子 

1.濃煙 

濃煙是火場的頭號殺手，火災時人命的傷亡通常是先吸入濃煙， 

造成昏倒、失去知覺或缺氧而死亡，才伴隨後續火焰侵襲。 

2.高溫 

火災產生的高溫會造成燒（燙）傷、熱虛脫、脫水及呼吸道水腫 

；除了火焰，火場中的濃煙溫度亦常是高溫狀態。 

3.火焰 

火焰是火災造成人體灼傷的主要原因，但通常是人命傷亡間接原 

因。 

2-3 桃園市歷年火災分析 

108-112年，桃園市火災次數以108年1,600次為最多，112年火災次數 

為1,332 次，112年火災分類以建築物 589 次最多。112年建築物火災 

發生率為每萬人2.6次，與108年相比每萬人減少0.3次，這5年火災發 

生第1名為獨立住宅為256次，占43.46%。 

 

 

 

三、實施方式 
正式問卷以網路隨機抽樣為施測對象，主要樣本以北中南的桃
園為主，主要目的為各區域與族群皆能普及。本研究目的在探
討民眾對主宅用火災警報器的認知與使用情形，藉由族群的住
宅不同與年齡職業等，統計出民眾願意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的情形。本研究採用二維資料統計分系進行問卷資料之統計分
析，分析方法如下： 

1.交叉分析 

當變數是類別型的（例如性別、是否通過考試），可以用交 

叉分析來檢查兩個類別變數是否有統計上的關聯。 

2.視覺化探索 

二維資料最常用的視覺化工具是散佈圖，它可以直觀地呈現 

兩個變數之間的分布情況與趨勢。若資料分布有明顯的斜率 

或聚集情形，往往就代表有某種潛在的關聯性。 

四、結論與建議 
1.住宅用火災警報器（HFA）安裝對降低火災成效顯著: 分析 

結果顯示，高安裝率區域的火災死亡率顯著下降，證實住宅

用火災警報器能有效預防成災。 

2.政府推廣政策對住警器安裝率有正向影響: 問卷與成功案例 

分析顯示，透過消防局、地方里長及社區宣導，住警器安裝

率大幅提升。大部分民眾對政府補助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認

知與接受度。 

3.民眾對火災風險意識有所提升，但仍有提升空間: 雖然多數 

民眾了解住警器的重要性，但部分人對其具體功能、安裝位

置與維護方式不夠清楚，導致未能充分發揮住警器的效能。 

4.安裝住警器的主要影響因素: 問卷顯示，影響安裝的因素包 

括：政府補助政策、對火災風險的認知、安裝便利性、經濟

條件與住宅類型等。其中，政府推廣是推動安裝的最主要因

素，而「成本過高」與「購買不便」則成為未安裝的阻礙。 

 

2.4 桃園市人口結構與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率 

統計至112年有9,240,823戶。消防局表示，截至113年10月，已 

有85萬3千餘戶完成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安裝率達9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