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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救災任務周遭環境的不確定因素帶來的危害，不僅是消防人員，任何形式的救

災人員，皆有生命面臨高風險的可能。因此，如何避免或減少因意外事故引起的傷

害，除了有賴於平時接受之教育訓練的落實；透過本研究針對人員傷亡補償制度的

檢討與改善，讓各項補助規定臻於完善，不僅有利於未來有效結合政府與民間救災

資源，妥善照顧災害防救傷亡人員之目的，亦協助我國整體救災體制及防救災工作

的有效運作，進而提升我國的防救運作能量。 

本研究針對現行國內執行災害防救人員，其所屬之法規與相關制度，有以下幾

點重要發現：1.檢視國內災害防救法第 47條，雖然明定人員因執行災害防救導致傷

亡者，除了依照本職身分請領相關各項給付，或是應比照義勇消防人員傷病、死亡

請領數額為基準。然而，此一例外給付規定仍有未盡明確之處，使得在適用上難免

產生疑義；2.由補償金額試算結果可看出，在同薪資與年資一致的前提下，當公務

人員與民力人員，同時執行災害防救任務導致死亡時，補償金額具有明顯差距；3.

雖然行政機關訂定契約以執行災害防救工作之契約廠商，不應包含在災害防救法第

47條之傷亡給付對象。然而，部份採購機關未確實遵照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採

購契約要項」，與契約廠商訂定有關執行災害防救事項契約，或雖訂定符合前開要項

之契約；或未依據該契約而要求契約廠商確實履行為其人員投保足額之傷亡保險，

是契約廠商人員保險保障不足之重要因素；4.除了強化相關法令之界定，並落實人

員所屬的社會保險制度以外，可以從簽訂團體意外險方面來著手，並結合組織（包

含政府機關與企業、團體）內的福利互助會等，以提昇各類災害防救人員傷亡補償

之水準。 

關鍵詞：傷亡補償、撫卹、災害防救人員、災害管理 



 

 

Abstract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staffs are known to work in dangerous environments. 

These environments are filled with uncertainties that can jeopardize the lives of 

firefighters and relief workers involved.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of the harm caused by 

accidents on the one hand relies primarily on education. In this study, we took a further 

step, and reviewed the current victim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staff to identify areas of improvement. Our goal is to perfect the subsidy provisions 

related to victim compensation; this will facilitat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private relief resources, and in turn lead us further towards the goal of providing proper 

care for these victims. It will also help promot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disaster relief 

system and anti-disaster work, which will positively enhance our nation’s energy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We reviewed the current victim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staffs, and evaluated current regulations and related systems for different personnel. 

Our reviews resulted in the following discoveries: 

1.Item 47 of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Act clearly stipulates that victims of 

casualties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ir duties shall be compensated with relevant 

payments according to their position of duty, or according to compensation standards 

for injury and death in the case of volunteer firefighters. However, the regulation is not 

entirely clear in all aspects, which causes concerns when being applied in reality.  

2.From test calculations, it is clear that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of salary and years of 

service, public servants and private staff are offer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unts of 

compensations if death occurs during duty.  

3.Item 47 of the Act stipulates that contract manufacturers which have signed contracts 

with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to provid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services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eligible for receiving casualty compensations. However, certain 

procurement agencies have not complied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for 

Procurement Contracts” issued by the Public Construc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which states that procurement agencies must sign contracts o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with these contract manufacturers. These procurement agencies 

have either failed to execute this requirement, or have signed related contracts with the 

manufacturers as stipulated, but failed to implement the contract contents, which 

require that the manufacturers provide full coverage of casualty insurance for their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staff. These are critical reasons which result in 

inadequate insurance coverage for the staff of contract manufacturers.  

4.In conclusion, the following should be done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compensation for 

casualtie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staff: strengthen relevant regulations, 

implement social insurance systems for involved personnel, sign group insurance plans 

that cover casualty insurance, and integrate the forces of welfare associations within 

http://lawweb.pcc.gov.tw/EngLawContent.aspx?Type=E&id=13
http://lawweb.pcc.gov.tw/EngLawContent.aspx?Type=E&id=13


 

 

different agencies (including government agencies, enterprises and organizations). 

Keywords：disaster compensation, pensio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staf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一、前言 

有鑑於災害防救人員的救災環境險峻已眾所皆知，且救災任務周遭環境的不確

定因素帶來的危害，不僅是消防人員，任何形式的救災人員，皆有生命面臨高風險

的可能。因此，如何避免或減少因意外事故引起的傷害，除了有賴於平時接受之教

育訓練的落實、搶救措施之正確性、裝備器械的完備，以及人員心理、精神狀況的

良好等；在制度方面，強化並擴大現有救災人員傷亡補助範圍，讓各項補助規定臻

於完善，不僅是讓任何身分之第一線救災人員得以無後顧之憂，充分發揮救災專業；

對於第一線人員的家屬而言，亦具有安定的作用。 

二、研究地區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中央、直轄市、縣（市）政府層級，因執行任務造成人員傷

亡，其現行補償現狀進行探討。本研究所探討對象主要分為三大類：國軍、公務人

員與民力災害防救人員。國軍主要以軍職人員為主，包含陸、海、空軍現役軍官、

士官、士兵。公務人員的部份包含一般公務人員，亦即法定機關依法任用之有給專

任人員，及公立學校編制內依法任用之職員，以及警察與消防人員。民力災害防救

人員的部份，包含義勇消防人員、災害防救團體與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無給職公職

人員、公務機關約、聘僱人員，至公務機關任職見習之實習生、人民團體、國營事

業人員、契約廠商與替代役。 

2.1 文獻分析法 

依據所蒐集之相關國內外文獻，分析救災人員因執行公務造成意外發生原因、

與特性，進行有系統之歸納、整理及探討分析，以抽出影響人員生命安全之危險要

因，進而掌握原因並作為訪談與專家座談之依據；同時比較美、日等先進國家針對

現行災害防救人員，包含：公務、民間之義務或契約廠商傷亡補償等作法，與政府

相關法令之規定，以研究國內之可行性參考。 

2.2 比較研究法 

本研究以國內與國外之相關災害防救實務工作中，其人員補償制度體系及內

容，進行比較分析研究，並歸納比較研究所得結果，針對現行制度規劃，提出我國

實際可行之改善與建議。 

2.3 訪談法 

本研究針對各類型災害防救人員對於補償辦法的瞭解，與實務上作為進行訪

談。對本研究而言，結構式訪談雖有嚴格的標準化程式，使得訪問結果得以控制；

但是受到嚴格限制，使訪問者與被訪問者的正面促進作用難以發揮，這種感性體驗

無法深刻。因此，在本研究實際調查中，往往與另一種訪談方法無結構式訪談結合

使用。故採用半結構性訪談。 



 

 

2.4 問卷調查法 

為有效具體建議在災害防救人員傷亡補償改善，研究團隊除了須對於人員傷亡

補償的現況、困難與對策，必須要先行掌握與瞭解，才能促進在推動補償改善工作

的實施可行性。因此，透過問卷調查法來瞭解災害防救人員在參與改善方案的意願，

所以具有不可忽略的一環。 

2.5 專家座談 

本計畫中採用專家座談地方的主要有二：首先，分別為確認關於災害防救人員

傷亡的樣態，與補償過程進行檢討；其次，針對災害防救人員傷亡補償的改善方案

進行意見交換。應用專家訪談的目的，在於透過專家學者的意見進行確認，確定所

檢討的項目與改善方案符合所需。預定邀請參與的專家與學者包括：消防、水利、

防災、人事等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員。 

專家座談的特性主要係以集思廣義的方式，匯集多數專家學者，特別借重曾救

災之人員及內政部消防署官員之智慧與經驗，期望為本研究主題貢獻專業知識識與

寶貴經驗，使計畫成果更臻周延，以利實務運用。 

 

經過詳細背景瞭解與內部工作會議討論後，為解決現行災害防救任務人員傷亡

補償之檢討與改善，採用「現況」、「問題」與「對策」三面向，全面探討本研究主

要目標。故結合上述三元素，以及配合第2.1至2.5節之應用各項方法論，修正與擴充

工作流程圖如圖1所示： 

 

圖1、研究工作項目間之關聯流程圖 



 

 

三、研究成果 

3.1 專家座談會實施 

除了利用法規與案例等資料蒐集，瞭解國內在災害防救人員傷亡補償現況，透

過先進國家相關規定與參考文獻的蒐集、釐清國內執行災害防救導致傷亡人員等補

助各項方法、針對公部門身分與協力民間團體與志願組織，現行的投保與給付情形

進行瞭解等上述工作項目，並嘗試找出傷亡補償問題。針對各項問題的檢討面，故

於7/11舉行第一次專家座談會（當天會議流程圖如圖2左所示）。 

在經過案例、法令等相關資料蒐集與分析後，研究團隊針對我國於災害防救人

員傷亡補償，其現況與問題進行歸納。為使改善方案的初擬符合本研究目標之期望，

透過10/13開辦之第二次專家座談會（當天會議流程圖如圖2右所示），經由專家分享

人員傷亡補償之實務經驗，並針對研究團隊初擬之改善項目給予建議與討論等方

式，以完成執行災害防救人員傷亡補償各面向改善方向之確認。 

 

 

 

第一次專家座談會流程 第二次專家座談會流程 

 

圖2、人員因執行災害防救任務造成死亡之補償試算其各項補償累積圖 

 

3.2 災害防救人員傷亡補償改善意願調查結果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探訪各人員身分別對於災害防救人員傷亡補償，其改善

後的參與意願進行施測。在確認預試結果具有相當的效、信度後，本研究在問卷對

象的數量上，共計300位。其問卷對象與設定比例如下：（1）由於傷亡補償的改善，

其對象僅針對災害防救人員。故採立意抽樣；（2）調查範圍為全台灣現職之各單位

災害防救人員，且無人員之家屬進行調查參與；（3）政府單位，即包含國軍與公務

人員的比例，佔整體調查對象之50%；（4）民力災害防救人員包含：義消、契約廠



 

 

商、任職於公務機關之約、聘雇人員，與替代役等，其比例佔整體調查對象之50%。

（5）由於傷亡補償的改善，應以容易受到災害衝擊之執行人員為主。故調查對象應

具有執行災害防救任務之實務經驗者。 

透過改善之意願問卷調查的實施，除了瞭解現行災害防救人員對於加入保險的

意願以外，亦可透過問卷的方式，瞭解人員對於傷亡補償標準的意見與期待。茲針

對上述分析狀況可以歸納以下幾點： 

1. 受訪者對於參與災害防救任務之風險與保障的認知上，雖有 56.13％的比例瞭解

任務的風險與對應之相關保障（包含完全瞭解與部份瞭解）。然而，仍有 43.87

％的比例並未充分瞭解災害防救任務執行所帶來的風險，與傷亡發生後所對應的

保障。按照上述比例關係可知，人員對於執行任務等相關認知，仍須持續對執行

人員進行教育的空間。 

2. 如圖 3 所示，針對在公部門執行防救災合約上，以強制性約定要求災害防救人

員，均投保一定額度的商業保險之議題調查上，高達 75.85％的比例是持「非常

同意」與「同意」之意見，由此比例可知，顯示人員面對災害防救之風險時，儘

管需要繳交一定額度的保費，仍願意以強制性的方式納入保險，有利於增加個人

與家屬之補償保障。 

3. 在問卷「傷亡補償標準的看法」的題目上，包含「因救災、救護，或防救災演習、

訓練等勤務，依據任務不同」、「任務執行過程不同」（包括執行中與往返過程）、

「傷亡程度不同」與「薪資不同」。上述因素都是現行人員在傷亡補償上所造成

的差異。而根據問卷調查結果，人員對於目前利用「薪資不同」作為補償標準，

有多達 59.53％的比例是持「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之意見。可看出對於目

前利用薪資作為補償標準，仍有檢討與改進的空間。 

4. 在問卷「傷亡補償標準的看法」的題目上，有五題是目前補償標準未考慮之因素，

包括「災害防救任務的次數」、「環境危險程度」、「災害種類不同」、「眷屬人數」、

「扶養人數」等因素。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可讓未來在補償方式的改進上具有

參考之基礎。 

 

 

圖3、問卷調查結果：金融產品的參與意願 - 以商業保險為例 



 

 

3.3 現行災害防救人員補償金試算結果 

本研究透過國內各項災害防救人員相關法規，並以單一條件為基礎，以試算方

式瞭解實務上「民力災害防救人員」與「公務人員、警察人員、消防人員」得以請

領傷亡給付數額的差距大小。並針對人員死亡與全殘，其各補償項目分別繪製累積

圖如圖4與圖5所示。 

 

 

圖4、人員因執行災害防救任務造成死亡之補償試算其各項補償累積圖 

 

 

圖5、人員因執行災害防救任務造成全殘之補償試算其各項補償累積圖 

 

除了前開針對公務人員與民力災害防救人員（包含登錄之民力運用人員與未登

錄之民力人員），同時執行任務導致死亡或全殘時，補償金額具有明顯差距以外，由

圖6之比較可看出，當人員因為執行災害防救任務後，導致人員無法進行職業重建時



 

 

（其景況包含死亡與全殘），在補償金額的比較具有相當大的差距。由於人員在傷殘

看護方面，除了造成當事人與家屬身、心造成相當大的壓力以外，亦需要長期的關

懷與照顧，如何妥善照顧人員因執行任務導致殘疾等保障，仍是未來必要之課題。 

 

圖6、因執行災害防救任務導致人員無法進行職業重建之補償金額比較 

3.4 災害防救人員傷亡補償改善對策 

經由現況的問題整理，並就現行困難進行檢討。經初擬對策後，藉由專家座談

會中各專家的意見與確認，以及分別就本研究所召開之各項會議解說，且獲得確認

後，以下針對現行的補償制度進行改善建議。 

1. 建議可透過函釋，未來修正或增訂災害防救法第 47條或相關施行細則，明確定

義災害防救人員範圍。 

2. 針對公務人員於災害防救任務具有冒險犯難之事實，製作報告書撰寫樣本。 

3. 檢討各級政府單位恢復辦理互助會。 

4. 建議以法令訂定為基礎，配合團體意外險的方式，並強制人員參與，以提高人員

傷亡補償金額水準。 

5. 建議以行政指導、發函與增訂法令，將契約廠商透過公共工程契約強制規定人員

的保障。 

6. 應加強契約廠商與分包廠商之社會保險、投保團體意外險的檢核與落實。 

7. 推動各民力組織與企業辦理福利互助基金，提昇人員傷亡補償金額。 

8. 舉行相關說明會，增加人員對災害防救與補償內容之瞭解。 

9. 建議提昇相關傷亡補償預算，或是透過自償性策略之研擬與應用，例如商業保

險、基金等方式，將財務壓力分攤。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藉由相關文獻研析、國內外法規搜集及現況執行分析、人員傷亡補償金

額試算、改善意願問卷調查、專家學者座談與訪談等方式，針對「執行災害防救人

員傷亡補償檢討與改善之研究」進行現況了解、問題解析與對策說明，綜合本研究



 

 

結果，提出之主要建議之說明如下： 

1. 檢討與改善現行傷亡補償制度，仍須以災害防救法第 47條為基礎。 

2. 提昇我國救災人員權益保障，應落實加入社會保險與履行投保之約定。 

3. 提昇各類型災害防救人員參與意願，應持續檢討並擴充災害防救人員傷亡補償面

向。 

 

藉由相關文獻研析、國內外法規搜集及現況執行分析、人員傷亡補償金額試算、

改善意願問卷調查、專家學者座談與訪談等方式，針對「執行災害防救人員傷亡補

償檢討與改善之研究」進行探討，綜合本研究結果，提出之主要建議如表2所列： 

 

表2、本研究主要建議意見 

項次 時程 主要建議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1 立即可行建議 
以行政釋示方式，解釋災害

防救法第47條 
內政部 

中央各災害防

救業務主管機

關、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 

2 中長期建議 

採修正或增訂災害防救法

方式，解決第47條規範不明

確問題 

內政部 

中央各災害防

救業務主管機

關 

3 立即可行建議 

以行政指導的方式，協調公

共工程委員會明確規定契

約廠商之人身保險內容 

內政部 

中央各災害防

救業務主管機

關、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 

4 中長期建議 

採修正或增訂災害防救法

方式，強制訂定契約廠商依

法投保 

內政部 

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中央

各災害防救業

務主管機關 

5 立即可行建議 

舉行相關說明會，增加人員

對災害防救與補償內容之

瞭解 

中央各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 

各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

府 

6 中長期建議 

加強契約廠商與分包廠商

之社會保險、投保團體意外

險的檢核與落實 

中央各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 

各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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