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爆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內容對照表
修正內容 原業務計畫內容 修正內容說明與頁次

前言 前言

內政部依據災害防救法及災害

防救基本計畫，擬定各項災害

防救執行單位之權責，使各單

位在執行災害防救上能配合實

際作為需要，除落實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減災、整備、應變及

復原重建各階段所規定事項

外，並應記取歷史災例教訓，

以「符合法令規範並不等同絕

對安全」之思維，強化爆炸災

害預防及相關整備、應變措

施，同時並應加強教育宣導，

以提升全民之災害應變能力，

藉以保障人民生命、身體及財

產安全。

內政部依據災害防救法及災害

防救基本計畫，擬定各項災害

防救執行單位之權責，使各單

位在執行災害防救上能配合實

際作為需要，經由防災體系架

構下運作，促進各單位間發揮

協調聯繫之功效，進而提升整

體災害執行處理能力，加強落

實防災業務相關計畫於日常整

備工作，強化災害預防及相關

措施，有效執行災害搶救及善

後處理，加強災害教育宣導，

以提升全民之災害應變能力，

進而達成全民防災之理想。

第 1頁，第 3段，調整部

分文字內容。

(消防署)

第一編 總則 第一編 總則
二、爆炸災害特性
（二）爆炸災害之開設時機
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
點十、（三）所列，爆炸災害
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機
為：因爆炸估計造成 15 人以
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
有持續擴大燃燒，無法有效控
制，或爆炸發生地點在重要場
所（政府辦公廳舍等）或重要
公共設施，造成多人傷亡、失
蹤，亟待救援，或經內政部研
判有開設必要者。

二、爆炸災害特性
（二）爆炸災害之開設時機
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
點十、（三）所列，爆炸災害
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機
為：因爆炸估計造成 15 人以
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
有持續擴大燃燒，無法有效控
制，或爆炸發生地點在重要場
所（政府辦公廳舍等）或重要
公共設施，造成多人傷亡、失
蹤，亟待救援，經內政部研判
有開設必要者。

第 3 頁，爆炸災害之開設
時機認定，酌作文字修
正。

本案例依據文獻及相關紀錄資
料，彙整國內自民國 80 年至
109 年 12 月底止，重大爆炸案
件如附錄 1 所示。

本案例依據文獻及相關紀錄資
料，彙整國內自民國 80 年至
107 年 12 月底止，重大爆炸
案件如附錄 1 所示。

第 3 頁，案例資料截止日
期更新。
(消防署)

第二編  災害預防 第二編  災害預防
第一章　減災
第一節 建設災害韌性之都市
二、內政部、衛生福利部、地
方政府應積極規劃整備都市計
畫供避難路線、避難場所及防
災據點使用之都市基礎設施；

第一章　減災
第一節 建設防災之國土
二、內政部、衛生福利部、地
方政府應積極規劃整備都市計
畫供避難路線、避難場所及防
災據點使用之都市基礎設施。

第 5頁，第二編第一章第
一節名稱修正，同節二、
新增相關機關應協助避難
場所開設事宜，同節四、
調整部分文字內容。
(文化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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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原業務計畫內容 修正內容說明與頁次
避難收容場所開設時，相關機
關亦應本於權責予以協助。
四、文化部及地方政府應協助
進行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之減災、安全維護等工作。

四、文化部及地方政府應協助
進行古蹟、歷史建築之減災、
安全維護等工作。

第五節 高危險工作場所預防
措施
一、勞動部應參酌重大職業災
害發生情形，針對石化、化
學、半導體及光電等具高危險
工作場所之事業單位，加強實
施勞動檢查及辦理宣導，督促
事業單位強化工作場所安全、
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及加強操作
人員專業技能。
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辦理高風險事業單位製程安全
管理輔導相關計畫，協助事業
單位實施製程安全評估，推動
自主安全管理，防止災害之發
生。

第五節 高危險工作場所預防
措施
勞動部應參酌重大職業災害發
生情形，針對大型石化工廠、
大型高壓氣體設施、液化石油
氣分（灌）裝場、石化、化
學、半導體及光電等事業單
位，規劃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檢
查及宣導，加強實施勞動檢
查，督促事業單位強化工作場
所安全、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及
加強操作人員專業技能。

第 6頁，第二編第一章第
五節，修正部分文字內
容，並新增二、有關製程
安全評估及管理事宜。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
室、勞動部)

第六節 落實危險物品安全管
理
一、內政部及地方政府消防單
位應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
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
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之相關法規、行政規則，加強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
體製造、儲存及處理場所之安
全管理與宣導事項。

第六節 落實危險物品安全管
理
一、內政部及地方政府消防單
位應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
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
管理辦法」之相關法規、行政
規則，加強公共危險物品及可
燃性高壓氣 體製造、儲存及
處理場所之安全管理與宣導事
項。

第 6頁，第二編第一章第
六節一，原「公共危險物
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
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修
正名稱為「公共危險物品
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
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
全管理辦法」，爰予修
正。
(消防署)

第八節 其他防止爆炸之災害
預防事項
五、交通部及內政部應督導商
港管理機關(構)管理港區(含
碼頭、貨櫃集散站)之危險物
品存放、運輸、管理等安全規
範及作為，並強化港區危險物
品管理系統，將倉庫及儲槽即
時儲存貨種類及數量資訊納入
系統管理；至於重車及載運危
險物品行經之重要聯外道路，
由各道路主管機關(交通部、
地方政府等)督導權管機關辦
理爆炸災害預防工作，並應對
運輸業者加強宣導爆炸物品裝
運及運輸方式。
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督導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
之爆炸災害預防工作事項、加

第八節 其他防止爆炸之災害
預防事項
五、交通部應督導商港管理機
關管理港區；至於重車及載運
危險物品行經之重要聯外道
路，由各道路主管機關(交通
部、地方政府等)督導權管機
關辦理爆炸災害預防工作，並
應對運輸業者加強宣導爆炸物
品裝運及運輸方式。
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督導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
之爆炸災害預防工作事項。
九、中央主管機關、地方政府
於辦理爆炸預防之相關措施
時，應特別考量避難弱勢族群
及身心障礙者之特殊需求。

第 8頁及第 9頁，第二編
第一章第八節，新增九、
十、內容，並調整原次序
五、八文字內容餘項次調
整。
(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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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原業務計畫內容 修正內容說明與頁次
強危險物品源頭管控並落實業
主申報機制。
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加
強依法業管危險物品管理，可
加強源頭控管、落實申報機
制，並將各類化學品分類（名
稱）編碼統一及建立危險物品
作業、督導文件之標準格式
等。並可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化學雲-跨部會化學物質資訊
服務平台（化學雲）介接，提
供相關資訊，以加強防救災資
訊應用。
十、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相關
危險物品作業手冊，並規範從
業人員教育訓練合格與回訓制
度。
十一、中央主管機關、地方政
府於辦理爆炸預防之相關措施
時，應特別考量避難弱勢族群
及身心障礙者之特殊需求。

第三編 災前整備 第三編 災前整備
五、各級政府對於可掌握具前
兆之災害，應建立預先傳達民
眾警訊之通報體系，並應定期
更新高風險易爆物之數量、儲
放及作業廠(場)分布圖、清冊
及規劃實施災前之警戒避難引
導機制

五、各級政府對於可掌握具前
兆之災害，應建立預先傳達民
眾警訊之通報體系，規劃實施
災前之警戒避難引導機制

第 10 頁，第三編第一章
第一節項次五，新增各級
政府應定期更新高風險易
爆物之數量、儲放及作業
廠(場)分布圖、清冊。
(消防署)

第三節 搜救、滅火及緊急醫
療救護之整備
三、緊急醫療救護
（二）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應依
災害脆弱度分析，強化所轄急
救責任醫院因應大量傷患之收
治能力，並整備適當藥品醫
材。

第三節 搜救、滅火及緊急醫
療救護之整備
三、緊急醫療救護
（二）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應依
災害脆弱度分析，強化所轄急
救責任醫院因應大量傷患之收
治能力，並整備適當藥品藥
材。

第 12 頁，第三編第一章
第三節三、 (二 )，修正
「藥品藥材」為「藥品醫
材」。
(臺中市政府)

第五節 避難收容之整備 
一、地方政府應考量災害特
性、人口分布、地形狀況、性
別差異，訂定避難計畫，包括
事先劃設避難路線及指定適當
地點作為災民緊急避難場所，
宣導民眾周知，並定期動員居
民進行防災演練，對老人、嬰
幼兒、孕婦、產婦、身心障礙
者及外來人口等弱勢族群應優
先協助。
二、地方政府選擇避難場所應
避免可能延燒侵害，並應在避

第五節 避難收容之整備 
一、地方政府應考量災害特
性、人口分布、地形狀況、性
別差異，訂定避難計畫，包括
事先劃設避難路線及指定適當
地點作為災民緊急避難場所，
宣導民眾周知，並定期動員居
民進行防災演練，對老人、嬰
幼兒、孕婦、產婦等災害避難
弱勢族群應優先協助。
二、地方政府選擇避難場所應
避免可能延燒侵害，並應在避
難場所或其附近設置儲水槽、

第 13 頁，第三編第一章
第五節一、二，新增「產
婦」及「身心障礙者」；
另配合震災(含土壤液化)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內容及
災害防救法用語，修正
「外籍人士」為「外來人
口」、「災害避難弱勢族
群」為「弱勢族群」。
(消防署、臺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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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原業務計畫內容 修正內容說明與頁次
難場所或其附近設置儲水槽、
臨時廁所及傳達資訊與聯絡之
電信通訊設施與電視、收音機
等媒體播放工具；並規劃食
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炊事
用具之儲備及整備老人、身心
障礙者、嬰幼兒、產婦及外來
人口之避難所需設備。

臨時廁所及傳達資訊與聯絡之
電信通訊設施與電視、收音機
等媒體播放工具；並規劃食
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炊事
用具之儲備及整備老人、身心
障礙者、嬰幼兒之避難所需
設。

三、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之演
習、訓練應強化應變處置能
力，尤應特別注意弱勢族群參
與情形，並於演練後檢討評
估，供作災害防救之參考。

三、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之演
習、訓練應提升女性參與，以
強化應變處置能力，並於演練
後檢討評估，供作災害防救之
參考。

第 15 頁，第三編第一章
第十節三，參酌震災 (含
土壤液化)業務計畫內容
及災害防救法用語調整文
字內容，並新增弱勢族群
參予情形。
(消防署、臺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第十三節 其他防止爆炸災害
整備事項
七、中央主管機關、地方政府
於辦理爆炸整備之相關措施
時，應結合重大爆炸災害潛
勢、危害度及境況模擬調查分
析等資訊，並應特別考量弱勢
族群及身心障礙者之特殊需
求。

第十三節 其他防止爆炸災害
整備事項
七、中央主管機關、地方政府
於辦理爆炸整備之相關措施
時，應特別考量弱勢族群及身
心障礙者之特殊需求。

第 16 頁，第三編第一章
第十三節，修正七、內容
並增列中央主管機關、地
方政府於辦理爆炸整備之
相關措施應考量因素。
(消防署)

第二章 民間防災教育訓練及
宣導
第二節 防災知識之推廣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
及地方政府應依據重大爆炸災
害潛勢、危害度及境況模擬調
查分析，並應將重大爆炸災害
特性與歷次災害原因、損壞狀
況，予以歸納分析，研擬防範
措施製成教材，並由地方政府
單獨或兼採公私協力方式推動
防災教育。

第二章 民眾防災教育訓練及
宣導
第二節 防災知識之推廣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
及地方政府應進行重大爆炸災
害潛勢、危害度及境況模擬調
查分析，並應將重大爆炸災害
特性與歷次災害原因、損壞狀
況，予以歸納分析，研擬防範
措施製成教材，並由地方政府
推動重大爆炸災害防災教育。

第 16 頁，第三編第二章
名稱修正；第二節一、新
增防災教育得由地方政府
單獨或兼採公私協力方式
推動。
(消防署)

第三節 防災訓練之實施 
四、地方政府應事先模擬爆炸
災害發生之狀況與災害應變措
施，定期與相關機關所屬人
員、學校師生、居民、團體、
公司、廠商等共同參與訓練及
演習。對安置老人、嬰幼兒、
孕婦、產婦、病患、身心障礙
者及外籍人士等災害避難弱勢
族群之社會福利機構、醫療機
構及護理之家等場所，應規劃
實施特殊防災訓練。

第三節 防災訓練之實施 
四、地方政府應事先模擬爆炸
災害發生之狀況與災害應變措
施，定期與相關機關所屬人
員、學校師生、居民、團體、
公司、廠商等共同參與訓練及
演習。對安置老人、嬰幼兒、
孕婦、產婦、身心障礙者及外
籍人士等災害避難弱勢族群之
社會福利機構、醫療機構及護
理之家等場所，應規劃實施特
殊防災訓練。

第 17 頁，第三編第二章
第三節四，新增「病
患」。
(臺南市政府)

第四節 企業防災之推動 第四節 企業防災之推動 第 17 頁，第三編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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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原業務計畫內容 修正內容說明與頁次
中央相關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
應採取獎勵措施，以促進企業
參與自主性防火管理工作、編
訂企業災時防災手冊；同時輔
導企業建立災害風險管理、營
業持續計畫及分擔社會責任之
觀念，平時積極實施防災教
育、訓練，並鼓勵上、下游生
產供應鏈廠商共同參與各級政
府舉辦之防災演練、強化防災
意識；災時並對所屬員工及社
區、企業周邊之民眾提供援
助。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勞
動部及地方政府應採取獎勵措
施，以促進企業參與自主性防
火管理工作、編訂企業災時防
災手冊；同時輔導企業建立災
害風險管理、營業持續計畫及
分擔社會責任之觀念，積極實
施防火訓練，並參與協助地區
防火訓練。

第四節，配合震災 (含土
壤液化)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修正文字內容。
(消防署、臺南市政府)

一、內政部及地方政府應推動
防災士培訓及韌性社區建置、
標章申請事宜，藉以強化社區
災害防救機制、整備作業及社
區韌性。

一、內政部及地方政府應依據
「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準
備體系執行災害整備及應變實
施辦法」，及「民防團隊災害
防救團體及災害防救志願組織
編組訓練協助救災事項實施辦
法」推動整備社區防災，以建
立社區災害防救機制。

第 17 頁、第 18 頁，第三
編第二章第五節一，修正
文字內容。
(消防署)

 第四編  緊急應變 第四編  緊急應變
三、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
地方政府所管轄地區發生爆炸
災害，地方政府之首長應視需
要成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或於
現場成立前進指揮所（併同地
方災害應變中心運作），就近
指揮搶救、應變、復原等工
作，並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保
持密切通報聯繫。

三、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
地方政府所管轄地區發生爆炸
災害，地方政府之首長應視需
要成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並
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保持密切
通報聯繫。

第 22頁，第四編第二章
第一節三，調整部分文字
及新增「前進指揮所」。
(新北市政府)

二、避難場所
（三）地方政府應隨時掌握各
避難場所有關避難者身心狀態
之相關資訊及維護避難場所良
好的生活環境與秩序；並應進
行避難場所之傳染病疫情監測
及個案管理。

二、避難場所
（三）地方政府應隨時掌握各
避難場所有關避難者身心狀態
之相關資訊，並維護避難場所
良好的生活環境與秩序。

第 27頁，第四編第三章
第三節二、(三)，調整部
分文字內容。
(衛生福利部)

四、特定族群照護 
（一）地方政府應主動關心及
協助避難場所與臨時收容所之
老人、嬰幼兒、孕婦、產婦、
身心障礙者及外來人口等災害
弱勢族群之生活環境及健康照
護，並對有特殊需求需收容於
老人福利機構、教養機構等社
會福利機構者辦理優先遷入。

四、特定族群照護 
（一）地方政府應主動關心及
協助避難場所與臨時收容所之
老人、嬰幼兒、孕婦、產婦、
身心障礙者及外籍人士等災害
避難弱勢族群之生活環境及健
康照護，辦理臨時收容所內之
優先遷入及設置老年或身心障
礙者臨時收容所。對無助老人
或幼童應安置於老人福利機構
或安置及教養機構等社會福利
機構。

第 28頁，第四編第三章
第三節四、(一)，調整部
分文字內容，並配合震災
(含土壤液化)災害防救業
務計畫內容修正「外籍人
士」為「外來人口」。
(消防署、臺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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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原業務計畫內容 修正內容說明與頁次
三、罹難者遺體處理
（二）法務部應督導相關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儘速辦理因災死
亡者之相驗及身分確認工作；
及因災失蹤者之調查及核發死
亡證明書之相關事宜。

三、罹難者遺體處理
（二）法務部應督導相關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儘速辦理因
災死亡者之相驗及身分確認工
作；及因災失蹤者之調查。

第 30頁，第四編第四章
第二節三、(二)，調整部
分文字內容，刪除「法
院」。
(法務部)

第五編  復原重建 第五編  復原重建
第二章 緊急復原
第一節 毀損設施之迅速修復
四、文化部及地方政府應協助
進行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受災情形調查、緊急搶救、
加固等處理工作。

第二章 緊急復原
第一節 毀損設施之迅速修復
四、文化部及地方政府應協助
進行古蹟、歷史建築受災情形
調查、緊急搶救、加固等處理
工作。

第 35 頁，第五編第二章
第一節四、調整部分文字
內容。
(文化部)

第四節 災區之整潔
一、災區防疫
（二）地方政府應協助民眾作
好災後防疫消毒工作，並應加
強災區之傳染病監測及個案管
理。

第四節 災區之整潔
一、災區防疫
（二）地方政府應協助民眾作
好災後防疫消毒工作，另各級
政府應採取防疫措施，以防止
傳染病疫情發生，並追蹤控制
疫情發展。

第 35 頁，第五編第二章
第四節一、(二)，調整部
分文字內容。
(衛生福利部)

第五節  災情勘查與處理
二、災情處理
(二)法務部應督導災區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儘速辦理因災死亡
者之相驗及身分確認工作。

第五節  災情勘查與處理
二、災情處理
(二)法務部應督導災區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儘速辦理因災
死亡者之相驗及身分確認工
作。

第 36頁，第五編第二章
第五節二、(二)，調整部
分文字內容，刪除「法
院」。
(法務部)

第四節 災民負擔之減輕
一、地方政府得對災區採取保
險費、就醫費用補助等措施。
二、衛生福利部及中央健康保
險署依「災害防救法」及「災
區受災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
保險費及就醫費用補助辦
法」，對災區受災保險對象採
取健保保險費及就醫費用補助
等措施。

第四節 災民負擔之減輕
一、地方政府得對災區採取保
險費、就醫費用補助等措施，
中央健康保險署得對災區採取
保險費之延期繳納、免費製發
健保卡等措施。
二、衛生福利部依「災害防救
法」及「災區受災全民健康保
險保險對象保險費及就醫費用
補助辦法」，對災區採取健保
保險費延期繳納、補助、免費
製發健保卡及就醫費用補助等
措施。

第 38頁，第五編第四章
第四節一、二，調整部分
文字內容。
(衛生福利部)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應儘速協
調金融機構，就災區民眾所需
重建或修繕資金，予以低利貸
款；貸款金額、利息補貼額度
及作業程序應報請中央災害防
救會報核定之，利息補貼額度
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執行之，
補貼範圍應斟酌民眾受災程度
及自行重建能力。受災居民所
在地如經行政院依災害防救法
第四十四條之十公告為災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得協調金
融機構對災區民眾所需重建資
金，給予低利貸款，利息補貼
部分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執行
之。各級政府視災區受災情
形，得協調金融機構展延災民
之貸款本金及利息。

第 38 頁，第五編第四章
第五節，修正文字內容。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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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原業務計畫內容 修正內容說明與頁次
受災居民得依災害防救法第四
十四條之二及其授權辦法，向
往來金融機構申請債務展延。
第六章 事故調查
中央相關主管機關、地方政府
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
於災後應針對災害發生原因與
規模，進行事故調查、危害因
子分析及相關數據統計，並完
成檢討策進報告，以做為未來
防救災參考。

第六章 事故調查
內政部、經濟部、勞動部、科
技部、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
業機關（構）應於災後應針對
災害發生原因與規模，進行事
故調查及統計分析，並完成檢
討策進報告，以做為未來防救
災參考。

第 40 頁，第五編第六
章，修正文字內容並新增
「危害因子分析」為事故
調查內容。
(消防署、臺南市政府)

附錄一 附錄一

歷年重大爆炸災害案件一覽

表（80年至 109年 12月止）

歷年重大爆炸災害案件一覽表
（80年至 107年 12月止）

第 42頁，附錄 1。修正
截止日。
(消防署)

新增項次二三、二四 無。
第 61頁、62頁，新增案
例二三、二四。
(消防署)

附錄二 附錄二

爆炸災害防救各相關機關
109-110年重點工作實施事項

爆炸災害防救各相關機關 107-
108年重點工作實施事項

第 63頁，附錄 2，修正
截止日。
(消防署)

 -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