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臺北市臺北松山機場外空難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06 月 1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6月 15日臺北市政府（112）府授交治字第 1123033830號函修正第

2～5、7點條文；並自函頒日生效

一、目的

    為強化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臺北松山機場外空難災害應變機制，

    統籌、調度及運用整體救災資源，以發揮整體災害應變及搶救效率，

    減輕災害損失，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空難災害應變通報程序

    （一）本市臺北松山機場外發生空難災害，當受理通報單位接獲通報

          後，應立即協助通報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交通局）及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各相關單位派員前往現場辦理搶

          救相關作業，並視災情依「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循程序通

          報，如附表一。

    （二）初期搶救單位應隨時將相關災情通報本市空難災害應變中心。

    （三）本市空難災害應變機制成立狀況及執行災害應變措施，交通局

          緊急應變小組隨時通報交通部或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相

          互協調聯繫及交換應變措施與執行狀況。

三、臺北市空難災害應變中心（下稱本市災害應變中心）

    （一）啟動時機

          1.航空器（不含軍用航空器）運作中於本市臺北松山機場外發

            生空難事故，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之

            虞，亟待救助，經交通局研判有開設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必要

            或經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指示，經交通局報告市長，

            市長指示成立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時，交通局即轉請臺北市政

            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協助通報各相關災害防救機關

            （單位）進駐，及通知全部或部分區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另



            其他機關應一併成立緊急應變小組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

          2.若災情未達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規模，經交通局研判並請

            示市長後，即轉請消防局協助通知部分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開

            設，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如屬超輕型載具飛航事故，確

            證事故造成駕駛、乘員或地面人員傷亡計五員（含）以上，

            交通局接獲通知後，應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啟動緊急應變機

            制。

    （二）組織防救災編組

          1.為本市最高災害應變處理單位，由指揮官、副指揮官及其他

            防救災編組單位所組成；指揮官由市長擔任，三位副市長擔

            任副指揮官，如附圖一。

          2.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各防救災編組單位應於機關內部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執行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所交付之任

            務，並執行災情蒐集、查證、通報、災害搶救及救災資源調

            度等緊急措施，或主動執行其業務範圍內有關之災害處理事

            項。

    （三）任務職掌

          1.執行緊急空難災害應變及善後處理措施，各防救災編組單位

            任務分工詳如附表二。

          2.綜合指揮、協調各相關災害防救機關（構）執行緊急救災人

            力、物資之調度、協請民間團體或國軍支援救災等事項。

          3.空難災情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及報告事項。

          4.適時評估災情規模狀況，依相關規定向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或其他縣市請求支援協助。

          5.其他有關空難救災事項。

    （四）縮小防救災編組與撤除時機

          1.縮小編組時機：災害狀況已不再繼續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時

            ，指揮官得縮小防救災編組規模，對已無執行應變任務需要

            者予以歸建。必要時得酌留部分防救災編組人員，持續服務

            市民。

          2.撤除時機：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已完成，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

            相關機關（構）自行辦理時，指揮官得視狀況撤除。

          3.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或撤除時，交通局應立即通報交通部



            或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處置情形及列明需支援協助之事項

            ，並由交通局轉請消防局通知各防救災編組單位進駐或撤除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

四、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

    為利空難災害現場指揮搶救作業，應於災害現場或附近設置前進指揮

    所，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作業規範如下：

    （一）任務功能

          1.事故現場搶救計畫之擬訂、災情蒐集及掌握、救災訊息之發

            布及與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之聯繫。

          2.各救災單位（機關）人員報到集結、任務調配，及統合各單

            位（機關）救災資源，以利執行各項救災事宜。

          3.統一指揮現場防救災編組人員進行事故搶救、人命救助、緊

            急救護、警戒封鎖、障礙排除、人員機具調度、後勤補給及

            其他各項應變相關任務。

          4.必要時得通報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向軍方申請調度救災人力

            機具、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或其他縣市申請支援。

          5.協助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進行事故調查必要行為。

    （二）啟動時機

          1.災害現場恐造成大量人命傷亡、需長時間因應處置且涉及多

            面向需整合各單位之能量時，為加速災害現場搶救作業，經

            消防局評估認定有設置前進指揮所之必要時得設置，並由消

            防局通報防救災編組單位進駐前進指揮所。

          2.當災害規模未達前述前進指揮所設置條件時，交通局或區公

            所應依平時災害處理程序，視救災需求設立現場指揮站。

    （三）前進指揮所之地點選定、設備器材整備、空間規劃及警戒區規

          劃，由消防局會同交通局評估設置。

    （四）防救災編組與分工

          1.指揮官由消防局局長或其指定人員擔任，副指揮官由交通局

            指派簡任層級以上人員擔任，綜理災害現場指揮協調、救災

            應變等全般事宜。另市長得視災害狀況指派適當人員擔任前

            進指揮所指揮官、副指揮官。



          2.為因應災害處置，前進指揮所之防救災編組依功能性區分為

            計畫組、緊急服務組、工程處置組、人道服務組及後勤組，

            各防救災編組之單位、任務及運作方式，依照「臺北市政府

            重大災害現場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3.前進指揮所組織架構如附圖二，其運作體系圖詳如附圖三，

            指揮官得依不同災害型態規模及現場實際狀況，彈性增減防

            救災編組之規劃運用。

          4.區公所雖不列入防救災編組單位但受各局處指揮，臺北市政

            府民政局及相關局處得指派區公所協助。

    （五）除空難傷亡名單及事故原因由中央負責公布外，重大訊息應由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統一發布，前進指揮所計畫組協助定時說明

          災害現場救災狀況，必要時經指揮官授權下，各防救災編組單

          位之主要負責人員應配合新聞處理組，共同於新聞中心對外說

          明救災狀況。

    （六）與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之聯繫機制

          1.建立聯繫窗口

            前進指揮所計畫組、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及區級災害應變中防

            救組心建立資通訊聯繫窗口並指派專人負責。

          2.救災資訊傳遞

           (1)前進指揮所定時回報本市災害應變中心「現場災況影像或

              照片」、「搶救進度」、「傷亡送醫情形」、「現場動員

              救災能量」及「可能遇到問題或其他等」，訊息回報時機

              原則上律定每日早上、中午及晚上各一次，必要時視情況

              增減頻率，如附表三。

           (2)本市災害應變中心與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建立有固定通

              訊管道，可隨時依前進指揮所請求事項向空難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反應，或配合空難中央災害變中心需要回報災害處

              理進度。

    （七）撤除時機：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完成後，後續事故現場復原重建

          工作，可由各搶修工作項目之業務主管機關自行辦理時，前進

          指揮所指揮官得視狀況縮小防救災編組或撤除之。



五、災害現場警戒區

    （一）為確保災害現場搶救作業順利進行，航空器使用人應提供救援

          指導（如吊掛、切割等），指揮組應視災害現場的地形、種類

          及其他因素，同時考量災害狀況是否有擴大或縮小情形劃定警

          戒區，警戒區原則上以災區現場為中心，以輻射狀向外延伸設

          置三層封鎖區劃設封鎖區，必要時由交通局會同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規劃替代道路，避免非救災人、車進入影響救災。

    （二）現場管制範圍應在不影響跡證保全之原則下，盡量縮小。

    （三）在範圍大、交通頻繁之災害現場，緊急服務組應指派專人負責

          指揮交通，直至現場處理完成、恢復交通，始可撤離。

    （四）如航空器載運危險性物品，應依其種類劃定危險區域，管制人

          車通行，並儘速通知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業者到場處理，

          必要時並應將附近人員撤離至安全區域。

    （五）撤除時機：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完成後，於飛安調查工作告一段

          落，徵得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之同意後，後續災害現場復

          原重建工作，可由各搶修工作項目之業務主管機關自行辦理時

          ，前進指揮所指揮官得視狀況撤除之。

六、善後重建

    （一）緊急復原原則：受損設施之重建，在執行快速修復受災設施時

          ，以恢復原狀為基本考量，並從防止再度發生災害之觀點，施

          以改良之修復。

    （二）於飛安調查工作告一段落，徵得現場指揮官、國家運輸安全調

          查委員會及航空器使用人之同意，進行航空器殘骸及事故現場

          廢棄物、污染物之清理工作。該清理工作由航空器使用人處理

          ，必要時由本府協助；其殘骸運送路線由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指定。

    （三）災害毀損設施所屬機關應迅速進行受災毀損設施及民生系統之

          修復工作。

    （四）由災區相關機關（構）單位、事業單位人員儘速辦理災情勘查

          彙整作業，概估復原重建經費及擬定復原重建策略，有計畫地

          實施受災地區的復原重建。



七、其他作業事項

    （一）前進指揮所運作所需相關設備，各單位應主動配合需求提出。

    （二）相關搶救作業各單位成員有異動時，應主動隨時更新。

    （三）空難災害應變重要資訊應由各防救災編組單位立即上傳市府網

          站首頁「防災專區」，另有關新聞稿或其他資訊，由交通局隨

          時通報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消防局及市府一九九九話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