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110年度第3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

臺北市近3年火災死傷
性別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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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外勤消防人員死傷性別分析

市民死傷性別分析

結論與建議

壹

貳

參

肆



市民

消防人員

0

50

100

女 男 女 男

19
35

59

88

17死
傷
人
數

死傷者性別及身分類別

54人死亡 164人受傷

壹、前言
107年-109年

共發生
6,252件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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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外勤消防人員死傷性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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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每千人性別外勤消防人員火災死傷率每千人性別外勤消防人員火災受傷率

1,449名外勤人員
男性：1,373名
女性：76名



5

外勤消防員受傷年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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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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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勤消防員受傷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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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灼傷(35.3%)

摔落..………

有害氣體.....……

倒塌物壓到……..…

被釘子或玻璃刺………..

跌倒..………

其他………..



外勤消防員受傷地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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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29.4%)



火災種類分析

0

5

10

15

建築物 車輛 其他

15

1 1

受
傷
人
數

8

7PT A I E I

建築物場所用
途均為倉庫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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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火建築物高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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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



火災起火處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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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



火災起火原因分析

0

5

10

15

20

電氣因素 車輛燃料系統

16

1

受
傷
人
數

1111
10PT A I E I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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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市民死傷性別分析

台北市260萬人
124萬男性（47.7％）
136萬女性（52.3％）

(64.8%)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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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性別及年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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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28.6%20.0%32.2%

30.7%

23.7%

17.0%



市民性別及死傷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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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灼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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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57.1% 71.2%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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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0.3%20.0%36.4%

小結：女性因有害氣體受

傷較男性多22.3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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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市民因有害氣體受傷之分析

縱火, 

11.9%

自殺, 2.4%

燈燭, 7.1%

菸蒂, 4.8%

電氣因素, 64.3%

機械設備, 4.8%

遺留火種, 2.4%
其他, 2.4% 客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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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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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4.8%

其他(包廂)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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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 7.1%

起火原因 受傷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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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性別及死傷地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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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6%14.8% 6.8%

10.5% 5.1%8.0%

42.9%13.6% 57.9% 20.3%

15.8% 5.1%1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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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性別及火災種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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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8.6% 98.3%92.0%



市民性別及起火建築物用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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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45.7% 40.7%39.8%

10.5%37.1% 50.8%45.5%

小結：女性於住宅用途內死

亡，較男性多33.2百分點

男性於營業場所內死亡，

較女性多26.6百分點



市民性別及起火建築物高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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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0.0% 47.5%45.5%

78.9%65.7% 33.9%36.4%



市民性別及火災起火處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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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0.5% 10.2%

21.1% 6.8%10.2%

22.9% 36.8%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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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性別及火災起火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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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2.9% 55.9%44.3%

5.3%5.7%15.9% 6.8%



市民性別及場所設置警報設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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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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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設置

有設置無使用

有設置有動作

有設置使用有效

有設置未動作

死傷人數

女性死者 男性死者 女性傷者 男性傷者

68.4%62.9% 22.0%38.6%



肆、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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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傷人數

死傷比率

死傷者年齡

死傷原因

死傷地點

17 僅男性

12.4 每千人受傷率

41-50
歲

41.2%
每千人受傷率

17.9

35.3% 火焰灼傷最多

走廊、倉庫最多
各

29.4%

123 男性最多

9.9 每十萬人死傷率

21-30
歲

23.6% 24.4%

每十萬人
死傷率19.7

每十萬人
死傷率13.4

58.7% 有害氣體最多

消防人員 市民

臥室最多24.9%



肆、結論與建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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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種類

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樓高

起火處所

住警器
警報設備

建築物最多

100% 僅倉庫

11-15
層

58.8% 11-15層最多

88.2% 倉庫最多

-

1-5層 47.6% 41.3%
1-10層
最多

15.9%
臥室

廚房最多

消防人員 市民

起火原因

88.2% 建築物最多94.0%

48.6% 45.0%

住宅
營業場所
最多

6-10層

10.4%

94.1% 電氣因素最多 47.3% 電氣因素最多

未設置 40.8% 未設置較多



強化人員救
災訓練

✓ 加強人員基礎訓練
✓ 模擬閃燃及複燃訓練

✓ 加強不同空間搶救部屬
訓練

✓ 確實執行現場安全管
制

✓ 提升救災設備、器材功
能及安全性

提高執勤救災
安全性

減少消防人員死傷



推動防火宣導
深入鄰里社區

提高營業場
所安全性

強化住宅消
防安全、居

家安全意識

✓ 推動頂加安裝住警器
✓ 弱勢族群更換住警器電
池或重新補助安裝。

✓ 宣導用火用電安全
✓ 輔導未成立管委會辦理
檢修申報

✓ 修訂本市火災預防
自治條例

✓ 精進公安聯合稽查
✓ 精進檢修申報機
✓ 營業性廚房專案

✓ 防災教育向下扎根
✓ 運用社區防災宣導
活動及消防風水師

✓ 提醒男性市民注意
初期滅火要點與自
身安全

✓ 宣導初期滅火及

避難逃生觀念

減少市民死傷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