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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供公眾使用場所與消防安全相關法令

• 公共場所常見缺失

• 公共場所火災時的避難逃生要領

•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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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施行細則第13條
• 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範圍如下：

一. 電影片映演場所（戲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保齡球館、三溫暖。

二. 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等）、指壓按摩場所、錄影節目帶播映場所（MTV 等）、視聽歌唱場所（KTV 

等）、酒家、酒吧、PUB 、酒店（廊）。

三. 觀光旅館、旅館。

四. 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商場、超級市場及遊藝場等場所。

五. 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六. 醫院、療養院、養老院。

七. 學校、總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或訓練班。

八. 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三十人以上之工廠或機關（構）。

九.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供公眾使用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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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面積
大小限制

項次應實施防火管理場所 發文日期、文號 生效日期 備註

1 收容人數在30人以上（含員工）之幼兒園
（含改制前之幼稚園、托兒所）、托嬰中心

內政部 89年8月14日
（89）台內消字第8986914號函

89年8月14日
項次1原指定之場所為收容人數在30人
以上（含員工）之幼稚園、托兒所、育
嬰中心

2 收容人數在100以上之寄宿舍、招待所（限
有寢室客房者）

3 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平方公尺 以上之健身休
閒中心、撞球場

4 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平方公尺 以上之咖啡廳

5 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平方公尺以上之圖書館
博物館

6 捷運車站

7

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養護型、失智
照顧型）、安養機構、老人服務機構（限供
日間照顧、臨時照顧、短期保護及安置者）
護理之家機構、產後護理機構

內政部 94年1月31日
內授消字第0940092676號公告

94年5月1日

原公告之場所為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
構、安養機構、老人服務機構（限供日
間照顧、臨時照顧、短期保護及安置使
用者）、護理之家機構、產後護理機構

8 高速鐵路車站
內政部 96年1月30日
內授消字第0960822496號公告

9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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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平方公尺 以上，且設有
香客大樓或類似住宿、休息空間，收容人數
在100人以上之寺廟、宗祠、教堂或其他類
似場所

內政部102年3月13日
內授消字第1020821861號公告

102年4月1日

10 收容人數在30人以上之視障按摩場所
內政部102年12月27日
內授消字第1020825928號公告

103年1月1日

11 觀光工廠 內授消字第1060822776號公告 10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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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面積
大小限制



消防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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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
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責人。

管理權人之職責

1.管理權人負有（場所名稱）之防火管理業務之所有責任。

2.選任位於管理或監督層次，且能適當公正地執行防火管理業務權限者之防火管理人，使其推動防火管理業務。

3.指導及督導防火管理上必要業務之推動。

4.申報消防防護計畫書。

5.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以及相關設施（備）有缺失時，應儘速改善。

6.申報防火管理人之遴用及解任。

7.在防火管理人製定或變更消防防護計畫時須給與必要之指示。

8. 各種違法處分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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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第13條
• 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理權

人，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

畫，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並依該計畫執行有關

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務。

• 地面樓層達十一層以上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建築物，其管理權有分屬

時，各管理權人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

畫，並報請消防機關核備。

• 防火管理人遴用後應報請直轄市、縣（市）消

防機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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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施行細則第14條

•本法第十三條所定防火管理人，應為管理或

監督層次人員，並經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訓

練機構或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講習訓

練合格領有證書始得充任。

•前項講習訓練分為初訓及複訓。初訓合格

後，每三年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

•第一項講習訓練時數，初訓不得少於十二小

時；複訓不得少於六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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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管理人之職責
負責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及實行，並推行下列業務：

1. 消防防護計畫之製定、檢討及變更。

2. 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

3. 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危險物品設施之檢查實施及

監督。

4. 電氣配線、電氣機器、機械設備之管理及安全確認。

5. 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以及法定檢修之會同檢查。

6.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及安全措施之建立。

7. 火源使用或處理有關之指導及監督。

8. 收容人員之適當管理。

9. 對內部實施防災教育。

10.防火管理業務相關人員之指導及監督。

11.對管理權人提出建議及請求指示。

12.防止物品阻礙通路、樓梯、揭示避難路線圖等避難設施之管

理。

13.推動防止縱火之預防措施。

14.各項防火管理相關書面資料之保管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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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施行細則第15條
• 本法第十三條所稱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二. 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失，應報告管理權人立即改善。

三. 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四. 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聯絡及避難引導等。

五. 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

六. 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七. 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 防止縱火措施。

九. 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

十. 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 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時，應另定消防防護計畫，以監督施工單位用火、用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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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消防編組作業之基本原則

發現火
災即早
通報

救火活
用滅火
原理

凡事人
命救助
為先

竭力警
戒防止
延燒

人力運
用配置
合宜

依據狀
況隨機
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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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消防編組訓練的重要性

1. 設備再怎麼先進，平時若無人保養維護，災時無人加以操作，它終究無法發

揮功能，它始終只能算是一堆廢鐵。

2. 設備有備無患自屬必要，但災例之結論告訴我們，唯有正當的教育訓練與消

防演習才是預防災害損失之良方。

3. 訓練可熟悉技巧及強化膽識，保持冷靜才能發揮引導他人避難功能。

4. 管理權人應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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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消防編組訓練的困難和通病

1. 缺乏訓練經費。自行辦理，專業性不夠，提供錯誤的觀念。

2. 長官（老闆）不支持，認為消防訓練不重要。

3. 照相交差，流於行式。

4. 參與人數偏少，誘因不夠。

5. 未見管理階層。

6. 災害的宿命感或不認為災害會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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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施行細則第16條

•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者，由各管

理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協議製定，並將協議內容記載於共同消防防

護計畫；其共同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無法依前項規定互推召集人時，管理權人得申請直轄市、縣 (市)消防

機關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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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

• 管理權人應於開工前三天依附表一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並須填

寫查核表，未依規定辦理申報經查獲者得依違反消防法第十三條防

火管理規定予以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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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重點

1. 有停止消防安全設備機能必要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停止機能之消防安全設備種類、停止時間及停止部分，應在最小必要限度。

2)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或標示設備停止使用時，應視工程狀況，採臨時裝設方式，使其發揮作用。

3) 滅火器、避難器具、標示設備等有使用障礙時，應移設至能確保使用機能之場所。

4) 自動撒水設備或水霧滅火設備等自動滅火設備之機能停止時，應增設滅火器或室內消防栓之水帶等。

5) 應採取增加巡邏次數等強化監視體制之措施。

6) 停止消防安全設備機能之工程，應儘量在營業時間以外進行，但飯店、旅館及醫院等全天營業之場所，應在日

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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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重點（續1）

2. 施工中進行熔接、熔切、電焊、研磨、熱塑、瀝青等會產生火花之工程作業時，為防止施工作業之火焰或火花飛

散、掉落致引起火災，應依下列規定採取措施：

1) 應避免在可燃物附近作業。但作業時確實無法避開可燃物者，應在可燃物周圍採用不燃材料或防焰帆布披覆或區劃，予以有效

隔離，並於地板鋪撒濕砂等措施。

2) 作業前應由防火管理人指定防火監督人進行施工前安全確認，並加強作業中之監視及作業後之檢查。

3) 施工單位在實施溶接、溶切、焊接等會產生火花之工程作業時，應備有滅火器等消防安全設備，能隨時應變滅火。

4) 施工人員不得在指定場所外吸煙或用火。

5) 各施工場所應指定施工現場負責人，並依施工進行情形，定期向防火管理人報告。

6) 使用危險物品或易燃物品時，應知會防火管理人。

7) 為防止縱火，有關施工器材、設備等，應確實收拾整理。 18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的重點（續2）

3. 施工期間對施工人員的訓練、教育及公告，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1) 防災教育必須包括全體員工及施工人員。

2) 實施之教育內容為施工中防護計畫之介紹、貫徹各項防火管理措施及發生災害時之應變要領。

3) 有雇用外勞時，應實施個別教育。

4) 訓練種類包括滅火、通報及避難引導。

5) 施工計畫之教育訓練必須於開工前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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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第40條

•違反第十三條規定，經通知

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處

其管理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

鍰後仍不改善者，得連續處

罰，並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

停業或停止其使用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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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第9條

• 依第六條第一項應設置消防安全設

備場所，其管理權人應委託第八條

所規定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

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

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

查；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員複查。

但高層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消防安

全設備之定期檢修，其管理權人應

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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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施行細則第6條

• 管理權人依本法第九條規定應定期檢修消防安全

設備之方式如下：

一. 外觀檢查：經由外觀判別消防安全設備有無毀損，及其

配置是否適當。

二. 性能檢查：經由操作判別消防安全設備之性能是否正常。

三. 綜合檢查：經由消防安全設備整體性之運作或使用，判

別其機能。

• 前項各款之檢查，於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

標準規定之甲類場所，每半年實施一次，甲類以

外場所，每年實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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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第38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

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或檢修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者，處其管理

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不再經過經通知

限期改善未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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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第6條

• 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

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

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 消防機關得依前項所定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

列管檢查及複查。

• 不屬於第一項所定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住

宅場所之管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

護之；其安裝位置、方式、改善期限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消防法第35條

• 依第六條第一項所定標準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之供

營業使用場所，或依同條第四項所定應設置住宅用

火災警報器之場所，其管理權人未依規定設置或維

護，於發生火災時致人於死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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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阿拉夜店火災案例

• 3月6日凌晨，阿拉夜店表演火舞，不慎引燃天花板隔音泡棉引發大火，易燃建物，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因為逃生不及，9條年輕性命無辜葬身火窟，並有12人受傷。

• 台中市阿拉夜店大火帶走9條人命，台中地檢署偵結，老闆王銘哲和當時表演噴火

秀的舞者朱傳毅，都遭到起訴。

• 業者王銘哲被求處6年刑期，併科200萬元罰金，舞者朱傳毅求刑3年6個月，而市府

約僱人員張尚義，也因為涉嫌收賄遭求處5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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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皇鼎飯店大火

• 翁○○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違反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有關維護防火避難設施合法使

用或構造安全規定致人於死，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緩刑參年。

• 訊據被告翁○○對於其為皇鼎大飯店所有權人兼管理權人，皇鼎大飯店迄未取得 使用執照、在未依「舊有建

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規定改善完畢，重新送金門縣政府複審前，即擅自營業。迄未申報

防火管理人，製作消防管理計劃及執行防火管理必要業務；地下層、走廊、及通道未裝置偵煙式探測器； 地

上二、三樓未裝設避難緩降機；地上一樓右側之逃生通道未依建造設計圖說設置安全扶手等。

• 九十一年七月三十日晚上九時八分許，皇鼎大飯店地下一樓左側 餐廳旁置物室，因不明人為原因起火後，濃

煙四竄，旅客王○○ 、黃○○因被濃煙嗆傷，情急跳樓逃生，致墜落地下一樓。旅客黃○○於通過上開右側

通道時， 遭推擠跌落地下一樓。三人經送醫急救，旅客王○○ 、黃○○不治死亡。
27

公共場所火災傷亡原因分析

• 單一出口

• 安全門上鎖

• 安全梯道遭阻塞、封閉及頂樓加蓋

• 招牌封閉窗戶

• 窗戶設鐵窗阻礙逃生

• 內部使用易燃材料裝璜

• 缺乏消防設備或設備維修不當

• 未能及時搶救或滅火失敗

• 未引導逃生

• 延誤報警

• 民眾與消費者缺乏避難逃生觀念

• 防火演練流於形式

28



策進的方法

• 加強防火觀念及應變能力。

• 有效運用場所內部的自衛消防編組。

• 慎選逃生設備。

• 特殊場所的滅火設備。

• 加強人員使用消防設備的技術。

• 依特性增加符合地區性項目。（如醫院）

• 依法遴選具資格的防火管理人。

• 防火管理人確實定期實施自衛編組演練。

29

消防法第37條
•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消防安全設備、第四項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設置、維護之規定或第十一條第一項防焰

物品使用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或

複查不合規定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得連續

處罰，並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停業或停止其使用之

處分。

•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六條第二項之檢查、複查者，

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按次

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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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第37條
•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消防安全設備、第四項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設置、維護之規定或第十一條第一項防焰物品

使用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或複查不

合規定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得連續處罰，並得

予以三十日以下之停業或停止其使用之處分。

•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六條第二項之檢查、複查者，處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按次處罰

及強制執行檢查、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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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專區

kinmenfire12@gmail.com

kinmenfire12

林俊

簡報完畢

感謝您耐心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