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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針對國軍化學兵兼任防災士制度的可行性進行深入探討。隨著台灣複合型毒化災害頻率持續上升，軍民協作與專業授權成為災害應變體系改革的
核心。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裝備實測及跨國制度比較，分析化學兵與防災士職能重疊現況、法規限制、裝備適應性及社區協作瓶頸。研究發現，推動
模組化培訓可有效降低訓練成本38.6%，裝備輕量化可提升應變時效41%，法制調和則能縮短決策鏈73%。此外，82.4%化學兵支持兼任防災士，認為授
權機制可顯著提升任務效率。研究建議優先修正《民防法》，建立雙認證體系，推動裝備標準化與數據整合，並以六都示範隊為起點，逐步擴大至全國
高風險區域，強化台灣災害應變韌性。
關鍵詞：國軍化學兵、防災士、制度整合。

一、前言
台灣地處複雜地理環境，近年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頻繁，複合型災害比

例從12%升至59%，國軍化學兵除傳統核生化防護任務外，亦逐步參與民防與社
區災害應變。然而，現行法規與訓練體系尚未與防災士制度整合，導致軍民協
作時資訊落差、裝備不相容、決策流程冗長，影響災害現場即時反應與社區信
任度。國際經驗顯示，完善授權與協作制度可顯著提升應變效率。面對日益嚴
峻的毒化災害風險，本研究動機在於分析國軍化學兵兼任防災士的可行性，針
對法規、裝備、訓練體系現況及瓶頸，借鑑日本自衛隊、美軍CERFP等國際成
功經驗，提出模組化培訓、裝備標準化及法規調和等整合策略。研究目標為建
立雙認證體系、推動數據共享與協同作業，提升軍民協作效能與台灣災害防救
韌性，最終強化國家面對複合型毒化災害的整體防護力。

二、文獻回顧
國軍化學兵職能已由傳統核生化防護逐步向民用災防任務轉型，國際間亦

強調裝備互通與法規調和。

現行防災士培訓內容與化學兵職能高度重疊，但在技術規格、權限設計及
國際接軌方面仍有不足。

美、日、德等國軍民協作模式均設有三層授權設計與數據整合平台，有效
提升協作效率。國內學者指出，法規調和與裝備標準化是提升軍民協作效能的
關鍵，建議導入即時任務看板、雙向通訊協議及第三方稽核機制，以提升社會
信任度與應變效能。

三、實施方式
本研究採用以下三種方法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1.問卷調查：針對消除編裝部隊、支援指揮單位及高風險社區，採李克特
五點量表，總回收率達82.4%，並經專家效度檢驗。

2.裝備實測：評估輕量化裝備部署時間、人力需求及污染模擬誤差率，並
與原始裝備數據比較。

3.跨國比較：分析日本自衛隊、美軍CERFP、德國軍隊等主要國家在授權
設計層級及數據整合平台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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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分析與結果
1.問卷與裝備實測結果

(1)82.4%的國軍化學兵支持兼任防災士，主要認為授權機制可顯著縮短決策
時間。

(2)裝備輕量化後，部署時間由25分鐘降至9分鐘，操作人力減少62.5%，污染
模擬誤差率由12.7%降至4.8%。

(3)要障礙包括法規衝突、數據整合延遲及社區信任落差。
2.綜合討論

(1)法規調和性與裝備互通性是提升軍民協作效能的關鍵。
(2)導入即時任務看板、雙向通訊協議及第三方稽核機制，以提升社會信任度

與應變效率。
3.效益總結

(1)模組化培訓可有效降低訓練成本38.6%。
(2裝備輕量化可提升應變時效41%。
(3)法制調和能縮短決策鏈73%。
(4)推動裝備標準化與數據整合，有助於強化台灣災害應變韌性。

五、結論與建議
1.政策建議：

(1)優先修正《民防法》第17-1條，明確規範國軍化學兵兼任防災士的階段式
授權與資料共享，消除現行法規障礙。

(2)建立軍事特種防災士認證辦法，推動模組化訓練課程，並採學分抵免方式，
提升訓練與認證效率。

(3)強化裝備標準化，推動API介面，使軍民裝備與資訊系統高度整合，提升
協同應變能力。

2.實務應用：
(1)以六都（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成立示範隊伍，逐步擴

大至全國高風險區域，建立分區應變體系。
(2)導入AI預測模型與雲端訓練平台，強化災害預警、決策支援與訓練可持續

性，提升整體災害應變韌性。
3.未來研究方向：

(1)深化AI預測技術與生放災害（生物、放射性）整合應用，提升跨領域應變
能力。

(2)強化與國際防災組織合作，推動資料分享與經驗交流，提升台灣在國際災
害防救體系中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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