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調查業務執行計畫

105.12.29  

壹、依據：

  一、消防法第26條。

  二、消防法施行細則第25條。

  三、內政部消防署函頒：

  （一）火災調查鑑定標準作業程序

  （二）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火災原因紀錄製作規定

  （三）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分級列管實施規定

  （四）火災案件調查訪談作業要領

  （五）火災現場照相及攝影作業要領

  （六）火災案件證物採驗規範

  （七）各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消防工作自主評核計畫

貳、目的：為執行火災調查、鑑定業務工作，確實調查火災案件，將火災調查

結果作為火災預防措施、火災搶救對策、消防行政措施參考，並協

助司法偵查。

參、執行方式：

  一、局本部火災調查科

（一）本局火災調查科每月編排火災調查任務編組表，每日編排2人以上為

1組。值日火調人員接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救指中心）

1



派遣（經現場搶救單位回報研判為A1、A2案件），應立即出勤至現

場調查。

（二）火調人員負責承辦值日當天所有火災案件（A1、A2、A3案件），對於

有死傷、有延燒、有糾紛或較困難複雜案件，得由火調科科長負責調

派人力，協助現場勘察、清理及復原等調查工作。

（三）火調人員至火場勘察應依「火災調查鑑定標準作業程序」、「火災案

件調查訪談作業要領」、「火災現場照相及攝影作業要領」、「火災

案件證物採驗規範」，進行現場調查、訪談關係人、拍照攝影紀錄、

清理復原及採集證物。

（四）火調人員為了解火災初期現場燃燒情形，應請搶救分隊提供到達前狀

況、到達時狀況及搶救時狀況，並審核於智慧型電腦輔助派遣系統內

火災出動觀察紀錄。

（五）若現場初步研判屬縱火案件，火調人員應即依「檢警消縱火聯防作業

要點」規定，啟動縱火聯防機制，通報警察機關迅速偵辦。另每月10

日前應將「縱火統計報告」函送地檢署、本府警察局及內政部消防署，

並於每年1月函詢本府警察局前一年縱火案件之偵辦進度。

（六）對於火災調查顯有困難或原因不明案，火災調查科應召開本局火災鑑

定委員會，以提升火災調查品質。

（七）有關起火處之清理、復原部分，應有全景及特寫照片，其中造成 3人

以上死亡案件，火調人員應錄影保存起火處清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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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勘察完畢後，火調人員應開具「火災現場勘察完畢通知書」予關

係人。

（九）現場採集攜回之證物，由鑑定人員分案負責鑑定。另對於電氣證物巨

觀特徵不足有延燒或可能有糾紛之案件，應將電氣證物送內政部消防

署鑑定。

（十）現場有造成人員死亡案件，火調人員應於 48小時內初報「火災死亡案

件通報表」， 並於完成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後7日內（含假日）正式

函報內政部消防署。另每月15日前應將「火災人員死亡分析表」函送

內政部消防署。

（十一）經調查若為電器產品內部起火且有明確廠牌之案件，火調人員應於

火災發生後 5日內填報「電器產品即時通報表」，通報內政部消防

署。

（十二）現場為公司、行號、工廠等商業保險類型、人員死亡及原因研判為

縱火案件，火調人員應查詢保險資料，並附於火災因調查鑑定書內。

（十三）A1、A2案件：火調人員現場勘察完畢，並完成訪談紀錄及證物鑑定

等火災調查工作後，彙整「火災出動觀察紀錄」、「火場紀錄表」、

「財物損失估算表」及「火災案件搶救出勤紀錄表」影本，依「火

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火災原因紀錄製作規定」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

定書，並於火災發生後 30日內函送轄區警察分局。另有人死亡、原

因不明及新晉用前10件之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應將副本陳報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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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署。

（十四）A3案件：火調人員彙整值日當天A3案件各案「火災出動觀察紀

錄」、「火場紀錄表」、「財物損失估算表」及「火災案件搶救出

勤紀錄表」影本，並檢附清單，簽存歸檔。

（十五）每件火災案件（A1、A2、A3案件）火調人員均應依「臺北市政府消

防局火災調查紀錄表執行計畫」進行調查「火災基本資料」、「建

築物及車輛資料」、「發現、報案、初期滅火」、「火災預防對

策」、「消防安全設備」、「避難逃生」、「延燒」及「死傷資

料」，調查結果應輸入「火災原因分析管理系統」。其中「火災預

防對策」及「消防安全設備」資料，應查詢「安管系統」，並就現

場設備動作實際狀況紀錄。

（十六）火調人員每月10日前應依「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公務統計方案」填報

「臺北市火災次數分類及時間」、「臺北市火災人員死傷、財物損

失」、「臺北市起火建築物」、「臺北市火災次數按起火處所分」、

「臺北市火災次數按起火原因分」及「臺北市縱火案件分析」等六

種報表，送本局會計室及內政部消防署彙辦。

（十七）火調人員每月10日前應統計分析縱火案件，並函送轄區檢警機關偵

處，副知內政部消防署。

（十八）火調人員每月15日前應將上上個月「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電子檔」、

「火災案件資料」及「自行鑑識經研判為電氣火災案件之電氣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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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照片」函報內政部消防署。

（十九）為保全調查資料，於完成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後，火調人員應將各

案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電子檔及現場拍攝所有照片，彙整於專用查

詢電腦。

（二十）火調人員每月應對上個月進行火災資料統計分析，並針對死亡、受

傷或特殊案件提出案例分析，於局務會議上報告，並提供公安會報

及治安會報資料；每年應彙整前一年火災統計分析資料及死傷案件

或特殊案件，編輯成本市火災實態。另不定期將研究火災調查鑑定

技術、火災案例及分析火災統計分析文章或資料，投稿或刊登於本

局網站、消防電子報或消防月刊等全國性雜誌上。

（二十一）火調人員每半年應將「火災資料統計分析報告」函報內政部消防

署；每年12月 31日前函報前1年度火災事件資料。

（二十二）司法機關於偵查或審理階段傳喚火調人員出庭作證時，應於出庭

後 5日內將作證參考資料函送內政部消防署。

（二十三）民眾申請火災證明或火災調查資料時，火調人員應依「臺北市政

府消防局受理民眾申請火災證明作業計畫」及「臺北市政府消防

局受理民眾申請火災(調查)資料作業計畫」核發火災證明及火災

調查資料。

二、大、分隊

  （一）分隊接獲救指中心派遣火警出勤後，現場經研判為火災案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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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2、A3案件），轄區分隊（或最先到達分隊）應於火災發生後

48小時內，於智慧型電腦輔助派遣系統上，填報「火災出動觀察紀

錄」、「火場紀錄表」及「財物損失估算表」，並於火災發生後72

小時內，將「火災出動觀察紀錄」、「火場紀錄表」及「財物損失估

算表」列印、核章後送大隊部審查。

  （二）於搶救完畢，分隊認定為A3類之火災案件，應填具「火災案件搶救出

勤紀錄表」，於現場拍照完畢後，即毋需封鎖保封火災現場。若認定

為A1、A2類火災案件，為避免火場遭破壞，應開具「現場保持完整

通知書」並封鎖現場，供火災調查人員實施火災調查鑑定。

（三）分隊於填寫「火災出動觀察紀錄」時，應記載報案人電話內容、詳細

註記報案人資料及其所見情形，分隊到達時已燃燒位置、火煙冒出之

顏色與絕對方位，最先搶救位置與後續搶救過程，及其他可供火災原

因參考資料。範例及注意事項詳如附件一。

（四）分隊於填報「火場紀錄表」時，應依各欄位、選項定義進行勾選。火

場紀錄表欄位、選項定義詳如附件二。若為A1、A2案件，起火原因勾

選待查。有關照片部分應依「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火災原因紀錄製

作規定」，於說明處加註拍攝位置，應包括起火戶外觀、起火處受燒

全景及與起火原因有關特寫照片。

（五）分隊於估算財物損失時，應請受災戶（含起火戶、延燒戶）填寫「因

火災致不堪使用清單」，依民眾提供清單及「消防機關辦理火災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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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暨物品損失估算暫行基準」估算財物損失，並填報「財物損失估

算表」。

（六）為便利市民就近申辦，縮短作業流程、快速取得火災證明，提昇行政

效率，分隊得依「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受理民眾申請火災證明作業計

畫」參考智慧型電腦輔助派遣系統內「火場紀錄表」，核發火災證明

書。

（七）各大隊負責辦理火災調查業務承辦人，負責檢視各分隊填報「火災出

動觀察紀錄」、「火場紀錄表」及「財物損失估算表」，並附上每個

案件的「火災案件搶救出勤紀錄表」影本，於火災發生後一周內送局

本部火災調查科彙辦。

肆、獎懲規定： 

一、獎懲時程：為使此項業務順利逐行，提振承辦人員工作士氣，每半年辦

理獎懲 1次。

二、獎勵：

（一）火災出動觀察紀錄、火場紀錄表及財物損失估算表填報： 

1、各分隊填報火災件數 10件以上未達20件者，承辦人嘉獎 1次，20件

以上嘉獎 2次。

2、各大隊一組專責承辦人1名協助每日上網初審各分隊填報情形，80件

以上未達100件嘉獎 1次，100件以上嘉獎 2次。

3、火災調查科人員審核火災件數40件以上未達60件嘉獎 1次；審核件

數 60件以上嘉獎 2次；審核股長1名每半年嘉獎 1次。

（二）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製作及證物鑑定：

1、A1案件承辦人嘉獎 2次，每半年最高以記功 1次為限，其餘協助人員

以實際出勤人數三分之一覈實敘獎，最高以嘉獎 1次為限，每半年最

高以嘉獎 2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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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2案件：

（1）延燒3戶以上案件：調查人員辦理3件以上未達5件嘉獎 1次；辦

理件數 5件以上嘉獎 2次。審核股長審核10件以上未達30件嘉獎 1

次；30件以上嘉獎 2次。

     （2）延燒2戶以下或未延燒案件：調查人員辦理10件以上未達30次嘉

獎 1次；辦理件數 30件以上嘉獎 2次。審核股長審核20件以上未

達 40件嘉獎 1次；40件以上嘉獎 2次。

3、證物鑑定人員鑑定件數 20件以上未達 40件嘉獎 1次，鑑定件數40件

以上嘉獎 2次。

4、本計畫每半年辦理一次敘獎，為避免敘獎浮濫，如同時辦理A1、A2及

A3案件時，其分別之獎勵應予以併記，每半年最高以記功 2次為限。

  （三）火災資料統計：

1、火災統計分析或案例分析：經刊登於本局網頁、消防電子報或消防月

刊 5篇以上未達10篇嘉獎 1次，10篇以上嘉獎 2次。

2、彙編火災實態部分：主承辦人嘉獎 2次，分析案例 2篇以上未達 4篇

嘉獎 1次，4篇以上嘉獎 2次，審核股長嘉獎 1次。

   三、懲處：對於本案執行不力人員，視情節輕重給予申誡 1次以上懲處。

伍、本執行計畫如有不足，得隨時補充之。

8



附件一：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出動觀察紀錄範例及注意事項

火災發生地點 臺北市中山區   路   巷   弄   號   樓 　

時間紀錄 (一)報案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以勤務中心派遣歷程為主)

(二)出勤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三)到達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四)控制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五)撲滅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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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前狀況

(一)本局受理報案人報案內容：

本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接獲民眾以電話：(手機、室內電話)，報案，指出(某地點)有煙

(火)冒出。

註：此為統一繕打格式，務必依此格式填寫。

(二)前往火場之交通阻暢狀況：

前往火場之交通順暢(前往火場途中行經某某路段雍塞)。

註：前往火場交通狀況需填寫清楚。

(三)到達火場途中火煙臭味爆炸狀況：

到達火場途中是否已有(黑、灰、白)煙冒出，是否有火冒出，冒出位置，有(無)爆炸情

形。

註：紀錄看到火焰及煙顏色、大小、異音、異臭、爆炸並註記觀察時的位置。

到達時狀況

(一)火災當時當地天候狀況及風向狀況：

天氣晴(雨、陰)，風向東北風。

註：若有延燒或特殊情形需詳細填寫，例如颱風天等；如火災現場為室外空間或連棟式木

    造建築物應確實紀錄風向

(二)火、煙冒出之方位及強、弱聲音、臭味、爆炸之特殊狀況及燃燒面積波及情形：

火勢及濃煙從東面窗戶冒出，無爆炸情形，有延燒至○號之虞。

註：勿填寫第幾面，以正確方位填寫。

(三)各戶(起火戶、延燒戶)之門窗及電源之閉開情形：

起火戶(延燒戶)門窗均關閉(開啟)中，電源關閉(開啟)中。

註：因搶救上之破壞應一併紀錄

搶救時狀況 (一)火勢及射水的情形：

依實際搶救過程填寫。

註：勿簡略帶過。對於射水的死角應一併載明，及射水搶救的先後順序（載明最先射水位

置）

(二)搶救時關係人之言行舉止：

關係人言行舉止正常(略緊張)及其表示‥‥‥。

(三)搶救時物品之移動、破壞及建築物倒塌損壞情形：

搶救時若有破壞或移動物品，亦需填寫，如破壞大門、後側門為搶救結束後打開等等。

(四)電源之閉開及漏電狀況：

搶救時未關閉任何電源，無漏電情形。搶救時因有漏電情形，由台電人員將總電源關閉，

室內配電盤開閉情形。

註：本項填寫同時亦針對台電人員或關係人於火災發生前或後將電源是否關閉。

(五)其他可供火災原因判定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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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各關係人之基本資料（姓名、身分字號、住址、聯絡方式等）；死者被發現位置及狀

態（姿勢、受燒、燙的部位及面積）、受傷者被發現位置、受傷部位及狀況及其它可供判

斷原因需填寫，如關係人所見、所聞。

註：A3案件需詳細說明現場燃燒狀況或關係人所述：如現場烹調煮食中起火、現場燒燬…

…或關係人表示因使用…致起火。

填報人： 分隊長： 中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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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填寫火場紀錄表說明

一、 火災種類

名稱 定義

建築物 指建築物、建築設備或收容物燒損者。

森林田野 指森林、原野及牧場之樹木、雜草、飼料等物燒損者。

車輛 指車輛、拖車及其所載物燒損者。

船舶 指船舶及其所載物燒損者。

航空器 指航空器及其所載物燒損者。

其他
指建築物、森林田野、車輛、船舶、航空器火災以外之火災，例如廢

棄物等。

二、起火建築物類別

名稱 定義

獨立住宅 為單獨住戶且自基地以上無分隔使用之房舍（俗稱透天厝）。

集合住宅
為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並有三個住宅單位以上之建

築物。

辦公建築 指政府機關或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辨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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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定義

商業建築 供商業交易、陳列展售、娛樂、餐飲、消費之場所。

複合建築

為一棟建築物中有供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二編第十

二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各目所列用途二種以上，且該不同用途，在

管理及使用形態上，未構成從屬於其中一主用途者。

倉庫 供儲存一般物品之場所。

工廠 製造、修理、包裝物品之場所。

寺廟 供宗教信徒聚會活動之場所。

其他 如公共集會、文教、醫療類場所。

三、起火場所用途

名稱 定義

住宅 供居住之場所，通常以可供家庭居住之房屋，具有獨立出入口及一套

住宅設備（包括居室、廚房、浴室、廁所等）所構成之空間範圍。，

如集合住宅、寄宿舍。

營業場所 電影片映演電影片映演場所（戲院、電影院）、歌廳、舞廳、夜總

會、俱樂部理容院（觀光理髮、視廳理容等）、指壓按摩場所、錄影

節目帶播映場所（MTV等）、視廳歌唱場所（KTV等）、酒家、酒吧、

酒店（廊）、保齡球館、撞球場、健身休閒中心、室內螢幕式高爾夫

練習場、遊藝場所、室內溜冰場、室內游泳池、觀光旅館、旅（賓）

館、招待所（限有客房者）、商場、市場、百貨商場、超級市場、零

售市場、展覽場、餐廳、飲食店、咖啡廳、茶藝館、醫療案養機構、

補習班、期貨經紀業、證券交易所、金融機構等具有營業行為之場

所。

作業場所 1.一般作業場所：一般工廠、汽車修護場、飛機修理場、飛機庫。

2.低度危險工作場所：有可燃性物質存在。但其存量少，延燒範圍

小，延燒速度慢，僅形成小型火災者。

3.中度危險工作場所：儲存一般可燃性固體物質倉庫之高度未超過五

點五公尺者，或易燃性液體物質之閃火點超過攝氏六十度之作業場

所或輕工業場所。

4.高度危險工作場所：儲存一般可燃性固體物質倉庫之高度超過五點

五公尺者，或易燃性液體物質之閃火點未超過攝氏六十度與攝氏溫

度為三十七點八度時，其蒸氣壓未超過每平方公分二點八公斤或

0.28Mpa者，或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或石化作業場

所，木材加工業作業場所及油漆作業場所等。

倉庫 存放貨物之處所。

空屋或修建中 空屋為無人居住荒蕪之房屋，修建中則房屋有人居住，但發生火災時

為房屋整修中。

公共設施 供集會、觀賞、社交、等候運輸工具，且無法防火區劃之場所，如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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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定義

站、飛機場大廈、候船室、室內停車場、建築物依法附設之室內停車

空間。

其他 非上所列之項目。

四、起火處所

名稱 定義

客廳 專門用來會客的廳堂。

餐廳 用餐之場所。

臥室 供人睡覺的房間。

書房 閱讀休息之處，指一般家庭中之書房。

廚房 烹調食物的地方。

浴廁 沐浴或方便之處，如建築物中之浴室或廁所。

神龕 擺設神像敬拜之處。

陽台 包含正上方有遮蓋物之陽臺及上方無任何遮蓋物之露臺。

庭院 牆內屋前、後的空地。

辦公室 政府機關或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處所。

教室 進行教學活動之房間，如學校之教室，補習班之教室等。

倉庫 儲藏貨物的地方。

機房 設置機器的房舍，如大樓之空調機房、電氣機房。

攤位 市場或商場中擺放物品以販售之處。

工寮 供工人休憩、居住的臨時搭建物。

樓梯間 指房屋各層之間的豎向通道。

電梯 指房屋各層之間的電動豎向通道。

管道間 建築物內共同管路。

走廊 可供人通行往來的走道。

停車場 指依據法令設置供車輛停放之場所，包含立體停車場、平面停車場、地下

停車場。

騎樓下 指建築物地面層外牆面至道路境界線間之空間，在上方有樓層覆蓋者稱

之。

路邊 道路上非車輀之行駛空間，如路邊停車格、人行道或白、黃、紅線之區

域。

墓地 埋葬死人之處，如墓園。

其他 非上所列之項目

五、起火原因

名稱 定義

縱 人為縱火 指特定人故意放火，期待引起火災損害之行為。(不含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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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定義

火 疑似縱火 可能為人為故意所引起之火災。

自殺 以自殺為目的，縱火為手段，而引起火災之行為。

燈
燭
油燈 係指使用油燈為照明之燈具時，管理或使用不慎引起之火災。

精油 係指使用精油時，管理或使用不慎引起之火災。

蠟燭 係指使用蠟燭為照明之燈具時，管理或使用不慎引起之火災。

其他 非上述所列之燈燭所引起之火災。

爐火不慎 專指以爐灶烹飪時，不慎引發之火災。

敬神、掃墓 指在室內（外）敬神祭祀或祭祖時點蠟獨、點油燈、焚香、燒金

紙等，不慎引起之火災。

指掃墓時燒金（冥）紙、燒雜草等，不慎引起之火災。

菸蒂 專指抽菸時，丟棄菸蒂而不慎引起之火災。

遺
留
火

蚊香 因使用蚊香所引起之火災。

不詳 遺留火種不明引起之火災。

其他 非上述之遺留火種所引起之火災。

電
氣
設
備

短路 因電線短路所引起之火災。

半斷線 因花線半斷線所引起之火災。

過負載 因電氣設備過負載所引起之火災。

接觸不良 因電線插接器或接續部之接觸不良所引起之火災。

積污導電 因插頭等之積污導電所引起之火災。

接地(漏電) 因電氣設備漏電所引起設備或建築物起火之火災。

靜電 因靜電所引起之火災。

使用不當 因使用電氣設備不當所引起之火災。

雷擊 因雷擊所引起之火災。

過熱 因電氣設備散熱不良或溫控異常導致過熱所引起之火災。

不詳 電氣設備不明引起之火災。

其他 非上述因素之電氣設備起火所引起之火災。

機

械

設

備

保養不當 因機械保養不當所引起之火災。

操作不當 因未依標準步驟操作機械設備而所引起之火災。

不詳 機械設備不明引起之火災。

其他 非上述因素之機械設備所引所之火災。

玩火 無行為能力者指玩弄火種、火苗而引起意外之火災。

烤火 包含室內（外）以碳火烘烤食物、物品或取暖等行為，不慎引起

之火災。

施工不慎 指建築時電弧電焊、乙炔燒焊或其他施工方法不慎而引起之火

災。

瓦

斯

缺乏維護 指瓦斯儲存、瓦斯管線、瓦斯爐具等缺乏維護導致瓦斯漏氣而引起

爆炸或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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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定義

漏

氣

爆

炸

使用不當 指瓦斯之使用不當導致漏氣而引起爆炸或火災。

搬運不慎 指瓦斯因搬運不慎導致漏氣而引起爆炸或火災。

其他 非上述因素之瓦斯漏氣爆炸所之火災。

燃放爆竹 指燃放爆竹、煙火或其他類似之物品而引起之火災。

易

燃

品

自

燃

氧化 因易燃物品氧化現象引起之火災。

潮溼 因潮溼導致易燃物品自燃所引起之火災。

自燃 因易燃物品自燃所引起之火災。

復燃 因易燃物品所引起之火災經滅火後再度自燃所引起之火災。

其他 非上述因素之易燃物品自(復)燃所引起之火災。

化學物品 指化學物品遭爆炸、劇烈反應、異物混入、電火花、接觸火焰、

自然發火、藥品不當混合或其他因素引起化學藥品爆炸或釀成火

災。

天

然

災

害

地震 因地震之故所引起之火災。

風災 因風災之故所引起之火災。

水災 因水災之故所引起之火災。

雷擊 因被雷擊中所引起之火災。

其他 非上述因素之天然災害所引起之火災。

交

通

事

故

互撞 指因車輛、航空器等交通工具因互撞意外事故而引發之火災。

墜落 因交通工具墜落意外所引起之火災。

其他 非上述因素之交通事故所引起之火災。

其

他

車輛電氣系統 指車輛電氣系統所引起之火災。

車輛燃料系統 指車輛燃料系統所引起之火災。

車輛排氣系統 指車輛排氣系統所引起之火災。

其他 非上述因素之原因所引起之火災。

六、照片：需上傳4張照片，內容包括起火戶外觀照片、起火處受燒之全景照

片與起火原因有關之特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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