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作業規定 

修正日期：111年 7月 29日   

發布文號：內授消字第 1110824946號 

一、目的 

    為執行災害防救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十 

    六點所定事項，掌握災害現場救災情形及支援需求，強化中央及地方 

    協調聯繫、調度支援機制，有效整合救災資源，協助地方政府救災， 

    特訂定本規定。 

二、啟動時機 

    發生風災、震災、海嘯、火災、爆炸、火山災害等重大災害，內政部 

    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為協助地方政府救災，有派員就近協調或協助救 

    災必要時，得派先遣小組進駐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或災害現場，並得視 

    受災地區災情狀況、地方應變情形及請求支援事項，經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指揮官同意後，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以下簡稱前 

    進協調所）或分（支）所，並指定主導機關。 

三、設置地點 

（一）內政部（消防署）平時得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調查可供作前進 

      協調所之適當地點，並將資料建檔，其設置條件如下： 

      1.避免設於有發生二次災害之虞之室內場所或戶外地點。 

      2.作業空間至少可容納三十人以上，可提供水、電之地點。 

      3.交通便捷且利於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協調聯繫。 

（二）內政部（消防署）災時得協調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符合前款 

      規定且接近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以下簡稱前進指揮所） 

      或其他適當之地點，由協調官評估災情需要，並報請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指揮官同意後，設置前進協調所。 

四、前進協調所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受災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前進指揮 

    所之協調聯繫、調度支援任務區分 

（一）前進協調所： 

      與受災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協調救災支援事宜，並將處理結果回報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其辦理事項如下： 

      1.接受受災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請求，評估支援內容及數量。 

      2.掌握支援單位之人員聯絡資料、出（到）勤動態。 

      3.協調支援單位與受援單位間之意見。 

      4.視需要前往災區現場勘災。 

      5.其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交辦事項。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查證災情狀況，受理受災地方災害應變中心之請求，並督導前進協 



      調所之運作，其辦理事項如下： 

      1.統籌調度未受災或受災較輕微地區之地方政府救災能量進行支援 

        。 

      2.提供支援單位之人員聯絡資料予前進協調所，並提供必要支援。 

      3.協助排除前進協調所遭遇協調支援上之困難。 

（三）受災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評估各種災情狀況，指揮並協助前進指揮所進行搶救與後送工作， 

      並將災情回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其辦理事項如下： 

      1.於災情嚴重，無法因應災情處理時，評估需求內容與數量，向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或前進協調所申請支援。 

      2.於未受損之主要幹道或交流道附近或其他適當地點建立集結點， 

        並將資訊提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前進協調所轉知支援單位。 

      3.在必要範圍內適度調度支援單位執行救災任務。 

      4.協助解決前進指揮所遭遇之困難或爭議。 

（四）前進指揮所： 

      於災害現場進行災害搶救、工程搶修、醫療救護及資訊傳遞等工作 

      ，其辦理事項如下： 

      1.回報受災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災害現場狀況。 

      2.提出人力、物資、裝備機具支援需求。 

      3.確認災害現場之收容安置處所、飛行器起降空間。 

      4.其他現場需協調事項。 

五、總協調官及副總協調官 

（一）前進協調所置總協調官一人，綜理前進協調所災害應變事宜；副總 

      協調官二或三人，襄助總協調官處理前進協調所災害應變事宜。 

（二）前款人員均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定次長或適當層級人員擔 

      任。 

六、編組 

（一）先遣小組： 

      內政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得視災害狀況派員前往受災縣（市）， 

      並得視需要通知其他參與機關（單位）派員前往，相關規定如下： 

      1.參與機關（單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交通部、衛生 

        福利部、國防部、內政部（營建署、警政署、消防署【含特種搜 

        救隊、港務消防隊】）、其他視災情需要派員之機關（單位）。 

      2.作業事項： 

     （1）參與機關（單位）平時應建立聯絡窗口及適當層級人員名冊。 

     （2）機關（單位）於接獲通知派員後，應立即派員前往指定之地點 

          集合，擔任各該機關（單位）與災害現場及當地政府之聯絡窗 



          口，隨時傳達地方災情現況與需求及中央因應對策。 

（二）前進協調所： 

      1.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或前進協調所總協調官得視實際情形彈 

        性啟動功能分組派員進駐前進協調所，或增派其他機關（單位） 

        派員進駐前進協調所擔任主導或協助機關（單位）；各分組之主 

        導機關（單位）亦得視實際需要報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或 

        前進協調所總協調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單位）派員參與前 

        進協調所運作。 

      2.前進協調所編組參照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十七點有關功 

        能分組規定辦理，設幕僚參謀組、網路資訊組、支援調度組、搜 

        索救援組、民生物資組、交通工程組、醫衛環保組、水電維生組 

        、行政庶務組等功能分組，其組織架構圖詳如附件一。 

（三）內政部得建立主管災害學者專家名單，必要時邀集至災害現場提供 

      協助，並由內政部（消防署）負擔相關經費 

► 下載附件圖表 

七、進駐機關人員及任務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或前進協調所總協調官得視災情之實際需 

      要，調整、增（減）派功能分組之任務及進駐人員，以發揮救災一 

      體之行政機能。 

（二）前進協調所各功能分組進駐機關（單位）人數詳如附件二，參與各 

      功能分組之主導機關（單位）應至少指派九職等（或比照九職等） 

      以上人員一名進駐、協助機關（單位）應至少指派幕僚人員一名進 

      駐，執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十三點所定各進駐機關之任 

      務及下列工作： 

      1.幕僚參謀組：由內政部（消防署、營建署）主導。 

     （1）掌握全盤應變處置，分析及評估災害狀況，提供應變決策腹案 

          。 

     （2）辦理新聞發布相關事宜。 

     （3）擔任前進協調所、災害現場及當地政府之聯絡窗口，隨時傳達 

          中央因應對策與地方災情現況及需求。 

     （4）部會首長以上長官勘災之行程安排。 

      2.網路資訊組：由內政部（消防署）主導。 

     （1）電話（一般及衛星）、電腦（桌上型、筆記型）、傳真、網路 

          、電子郵件等通訊方式之建立。 

     （2）視訊會議及影像傳輸設備之建立。 

     （3）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 

          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以下簡稱山地原住民區）公所聯 

          繫暢通之確保。 

https://law.nfa.gov.tw/mobile/lawfile_list.aspx?lsid=FL064298&no=6


      3.支援調度組：由國防部主導，內政部（消防署、營建署、警政署 

        ）協助。 

     （1）協調支援機關（單位）之應變處置作為。 

     （2）受理災區之支援請求及協調國軍救災部隊及車輛裝備。 

      4.搜索救援組：由內政部（消防署）主導、警政署協助。 

     （1）備妥相關救災圖資、簿冊。 

     （2）掌握及預為劃設搜索區域。 

     （3）災區之治安維護、交通管制等。 

     （4）統計救災資料。 

      5.民生物資組：由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主導。掌握受 

        災地區民生物資需求及協助運補作業。 

      6.交通工程組：由交通部主導。 

     （1）受阻道路替代路線之規劃及配合地方政府運輸工具徵（租）用 

          之協調聯繫。 

     （2）協助協調救災船舶載具、人員之徵（租）用及海運路線之規劃 

          。 

     （3）民用航空器徵（租）用之協調聯繫。 

      7.醫衛環保組：由衛生福利部主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助。重大 

        災害致多個直轄市、縣（市）緊急醫療救護資源及環境衛生清理 

        、消毒作業無法因應時，協調鄰近直轄市、縣（市）支援相關事 

        宜。 

      8.水電維生組：由經濟部主導。 

     （1）自來水、電力、電信、瓦斯、油料搶修調度支援事宜。3 

     （2）公民營事業有關公用氣體、油料、自來水及電力供應之協調。 

      9.行政庶務組：由內政部（消防署）主導。 

     （1）前進協調所場地環境之整備、管理及維護。 

     （2）辦理採購、會計事務、經費核銷等事項。 

     （3）人員管制、進駐人員交通工具安排、車輛調度等其他行政庶務 

          事項。 

► 下載附件圖表 

八、運作機制 

（一）前進協調所於召開會議或協商重要事項時，得通知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區）、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派員參與。 

（二）前進協調所應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前進指揮 

      所保持緊密聯繫，並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指揮及授權，代表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山 

      地原住民區公所執行災害應變事宜。 

九、後勤支援 

https://law.nfa.gov.tw/mobile/lawfile_list.aspx?lsid=FL064298&no=7


    前進協調所運作之場地、食宿、交通、水電、行政庶務事項及運作所 

    需之必要設備，得洽請地方政府及相關機關（單位）協助，必要時得 

    結合國防部之救災前進指揮所共同運作，並由內政部（消防署）負擔 

    相關經費。 

十、撤除時機 

    災害狀況緩和或已解除，各項救災協調事項已辦理完成或可逕以電話 

    聯繫、公文傳遞方式處理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下令縮小前 

    進協調所之編組或撤除之。 

十一、演練 

      中央政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山地原住 

      民區公所平時得辦理本規定所定各項作業之相關演練。 

十二、獎懲 

      各進駐機關（單位）人員執行本規定所定各項任務成效卓著者，由 

      進駐機關（單位）依規定敘獎；其執行不力且情節重大者，依規定 

      議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