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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台日技術合作計畫日本專家東京消防廳消防司令坂

卷保則先生來台指導火災原因調查成效檢討暨心得報告書 

 

壹、 日本專家: 日本東京消防廳消防司令坂卷保則先生

（Sakamaki Yasunori）擔任該廳火災原因調查課係長負責輔助課長

及指導下屬辦理東京市火災案件之原因調查。 

貳、 指導項目：火災原因調查。 

參、 指導期間: 97年 11月 3日至 11月 7日（詳如 97年日本專家

來台指導日程表）。 

肆、 地點: 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3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6樓會議

室（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 3段 200號 3樓及 6樓）及臺北縣蘆

洲市火災現場。 

伍、 具體成效: 

    透過經濟部中日交流協會請日本東京消防廳推派來台指導「火災

調查」項目之專家坂卷保則係長，個人具有相當豐富之火災調查歷

練，1987年任職東京消防廳調查課後，主要負責電氣部分鑑識及調

查，並積極地從事各種火災原因的研究及調查分析。曾辦理過多件日

本國內人人皆知的大案件，如東京電力大井火力發電廠大火，老人安

養院「松壽園」大火、新潟縣魚沼市列車火災。除擔任火災電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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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亦對各消防署的主任調查員進行技術指導，同時支援轄內火災

現場調查。如之前新宿區歌舞伎町大樓火災，即配合警方進行蒐證調

查並以快速有效率的方式進行調查及研判。2003年 8月升任為消防

司令，隨後被派遣到行政法人消防研究所火災原因調査室（現為總務

省消防廳消防研究中心），配合消防廳長官進行火災原因調查，對全

國火災調查技術及原因判定有相當大的貢獻。是以，本次藉由坂卷保

則先生多年從事火災調查業務的豐富歷練及工作經驗，進一步探究日

本現今火災原因調查程序、教育制度、火災數據統計分析、各種常見

起火原因案例，並透過實地現場勘查與全國各縣市推派之現職火災調

查人員共同研討，以作為強化全體火災調查技能之參酌。日本專家來

台期間之具體成效如下： 

一、 日本現行火災調查人員訓練制度介紹 

    總務省消防大學校負責培訓全國火災調查人員，由火災調查科每

年辦理 2期，每期受訓期程為 37日計 255小時，每期訓練 48名學員，

課程內容包含消防行政、燃燒理論、火災調查概論、現場調查、 攝

影暨紀錄要領、訪談技巧、各種起火原因（電氣、微小火源、車輛及

縱火等）調查要領、鑑識要領、損害調查要領、現場勘查、火災調查

報告書製作、模擬住宅火災調查實習等火災原因調查研判分析所需之

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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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消防廳主要訓練對象為東京特別行政區內之消防人員，訓練

方式為每年就訓練需求，辦理各種不同主題之訓練班別，有車輛火

災、損害調查、電氣火災、現場勘查、統計資料、燃氣器具等主題，

每個班期之受訓期程通常約為 3日，參訓學員人數為 6名內，每年辦

理之班別數則視當年度需求。另在職訓練部分共分 4梯次，每梯次約

半日，訓練對象為消防廳所屬 80個消防署現職火災調查人員，每個

消防署最多派含主任火災調查人員共計 2名參訓，課程內容主要為近

期之調查實例、火災調查統計資料分析及地震發生時之火災調查要

領。 

 

照片 1：日本專家來台講授有關日本現行火災調查之教育制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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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日本專家來台講授有關日本現行火災調查之教育制度（二）。 

 

二、 日本火災案件統計資料庫管理系統簡介 

日本負責全國火災統計之單位為總務省消防廳消防情報室，各

地火災統計數字每三個月(每季)會傳送至總務省消防廳，由消防情報

室進行統計，火災統計數字如有需要仍會更修，故最終均以當年度最

後一季之數字彙整後為準。目前因各地火災案件資料庫管理系統不

同，總務省消防廳並無全國性的整合系統可以管理各地之火災案件資

料，是以，總務省消防廳僅能掌握到數字資料之統計結果。惟總務省

消防廳有消防研究中心，僅對消防廳長官有特別指定之火災案件需調

查時，或有都道縣府消防單位請求協助支援時，消防研究中心人員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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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動前往調查，並將調查分析結果彙製於年度火災案例報告中。 

東京消防廳有自行開發之管理系統，一旦火災發生，現場調查

即開始啟動，製作火災調查快報、調查完成後製作火災原因調查報告

書並將檔案傳回火災調查課彙整分析。其火災調查系統分析流程如圖

1。 

東京消防廳火災統計系統之彙整分析計為二部份，火災發生時轄

區之消防署必須收集彙整相關資料負責輸入系統，且各消防署會同時

製作火災原因調查報告書一式二份，一份自存，一份送調查課。火災

原因調查報告書不需送給總務省消防廳，只需每三個月提供統計數字

即可。當無法即時知道火災原因，則於系統中先輸入「調查中」，俟

有最新資料或結果再隨時輸入更新，並利用附加檔案方式將火災原因

簡單敘述於火災原因調查概要表，目前概要表無法直接於系統顯示，

預計 98年 4月才會將系統進行改善並直接顯示系統中。除依規定製

作火災原因調查報告書外並將快報及火災調查結果傳送至消防廳防

災伺服器，以利彙整統計分析；調查課在搜尋或接受到相關資料時製

成所需之報告、或從消防廳伺服器中登錄及搜尋資料統計分析製作各

式之年度分析報告，其系統製作流程簡化表如圖 2及圖 3。 

依據東京消防廳之火災調查統計分析結果，自平成 10年（1998）

至平成 19年（2007），每年的火災案件約 6000件，平均 1日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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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起，造成的人員傷亡每年約 120~140人，其中住宅大火約有 6 成，

縱火案件則超過 3成。 

 

 

圖 1：火災調查統計資料系統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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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火災調査統計資料系統流程簡圖（消防署・外派機構） 

 

圖 3:東京消防廳火災調査統計資料系統簡圖（調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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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火災調查要領 

火災調查業務分為原因及燒損調查兩部分，原因調查部分主要為

火災通報、初期滅火、火勢延燒狀況、避難情形及起火原因等之調查；

有關損失調查部分則就人員傷亡、財物損失情形及金額評估進行相關

之統計及調查分析。 

火災之調查有別於其他災害，因其具有獨特性，現場跡證勘查清

理復原後即無法再一一重現，證據有可能於火場中被燒毀或在搶救過

程中被破壞，火災在蓄意或意外情況下產生，起火原因可能是人為因

素，是以需科學性與合理性的判斷，才能找出蛛絲馬跡；或因現場環

境及狀況錯綜複雜致可能與其他機關產生權限糾紛之情事發生；據

此，每個火災調查人員均須具備充分之專業背景知識，包含對火災現

場各種不同情境之認知與處理方法、燃燒後所留下的痕跡研判、現場

殘存物質特有的著火性及可能發生的潛在起火危險性。再依據現場燃

燒情形、燃燒方式、火場燃燒溫度、跡證融熔狀態、經過時間長短及

有無引起自燃之可能性等方面著手進行調查；以及鑑識物證時對該物

品之構造、機能、使用情形及維護管理，均需逐一瞭解及詳實紀錄。 

 火災調查人員除具有上述之種種專業背景條件，及對現場環境、

物質深入觀察與探究之能力外，火災現場之調查步驟則須依據下列程

序一一執行：1起火建築物、起火樓層、起火處的研判。2關係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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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3現場挖掘、清理（含安全管理）。4起火點的推斷。5起火源

的判定。6現場復原。7起火原因、起火要因的探究。8火勢蔓延的

原因等。然火災調查之鑑識技能則是從火災現場中找出可能為起火原

因的損毀物及相關物，用鑑識器材判斷此物體是否與起火有直接或間

接的關連性，再根據所有的跡證客觀地判斷起火原因。起火原因研判

首重找出起火點，起火點位置推斷還必須考量引起火災之起火物質、

助燃物及相關延燒情形，針對不同起火原因其相關之蒐證、調查及鑑

定分析方法也不同；電子設備相關的火災則用「使用蒐証」的方式（過

熱起火除外），縱火案須掌握時間、動機、現場情況及有無助燃物體

與促燃劑，微小火源之菸蒂起火案件則須了解燒損程度與歷經時間，

而化學物質起火案則必須收集證物進行鑑定分析後，將鑑定結果並入

調查過程中參考，再加入現場彙整之相關資料判定分析起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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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火災調查專家坂卷保則講授「火災調查要領」（一）。 

 

照片 5：火災調查專家坂卷保則講授「火災調查要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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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火災調查專家坂卷保則講授「火災調查要領」（三）。 

四、日本及東京火災調查制度介紹 

日本消防制度是以市町村為單位所構成的自治消防組織，其消防

行政主管機關分別為國家中央機關、都道府縣及市町村，消防執行機

關則分別為總務省消防廳（消防大學及消防研究中心）、消防廳主管

課（消防學校）及消防本部與其所屬之消防署及消防團（有獨自設立

消防學校之權限），而東京特別行政區之消防體系則由東京市自行設

立東京消防廳並設有消防學校負責相關之教育訓練。 

日本消防法中針對消防機關之消防制度與任務說明如下： 

1. 總務省消防廳主要負責消防制度的企劃立案、法令整備設

施、教育訓練、國際合作及統計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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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治單位（市町村）應負區域消防的責任及由市町村長遵循

法令及進行消防的管理。 

消防法中針對火災調查人員之義務與權限有明確規定，義務為火

災原因及財物損失等的調査與滅火作業同時進行，權限則為 1對關係

人有質問權。2對行政機關有通報要求權。3火災財物損失的調査權。

4資料提出命令權。5報告徴收權。6對嫌犯的訊問權。7對證物的調

査權。另與警方合作辦理縱火案件及協助有關之犯罪蒐查。 

在東京消防廳之火災調查業務執行單位分為：1本廳防災部調査

課計有原因調査係、損傷調査係及資料統計分析係 3個係。2行政區

內各消防署（80個）分為防災課（防火管理係・危険物品管理係）

為專屬機構。3消防外派單位（210處）由輪班的執勤人員從事火災

調査。4消防研究所進行鑑定業務並從事相關再現實驗。火災調查之

業務權責為，所有的調査責任由署長承擔，調査作業主要由主任調査

員及調査負責人員來執行，基本調査事務原則上由消防隊員實行，共

同積極地展開鑑識、鑑定與實驗；消防廳防災部調査課負責指導建議

及協助支援。其調查之流程為： 

1. 火災發生後立即進行調查。 

2. 前往火災現場途中、到達後、滅火等幾個階段分段進行作業。 

3. 現場實地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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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製作火災調査之原始憑證。 

5. 鑑識、鑑定、實驗、文獻調査。 

6. 製作火災調査報告。 

7. 登錄火災數據資料。 

8. 分析火災數據資料・活用調査結果。 

五、電氣火災調查要領 

（一）電氣火災概論，包含相關電氣產品的基本常識及法令規定： 

1.電氣相關法令  電氣事業法・電氣設備技術基準 

                  電氣用品安全法・電氣工程人員法 

                  JIS・ＪＣＳ規格（國内） 

 2. 電氣知識    歐姆法則・焦耳法則 

 3. 電氣材料    電線・纜線・電子零件 

 4. 電氣設備・製品・零件知識 

 5. 對電氣火災的發生現象及構造之理解 

（二）各種電氣起火機制如接觸過熱、短路、半斷線、過電流、絕緣

劣化、漏電等之解說及案例探討如下: 

1. 接觸過熱：配線或電器等接觸不良所造成的焦耳熱釋放後起

火。（如照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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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電流阻斷器局部接觸過熱燒熔現象 

2. 短路：回路電流未經過用電負載，異電極 2點直接接觸產生

電弧熱，導體因而熔解，形成短路，包含層間短路（如照片

7）。 

 

 

 

 

 

 

 

照片 7：短路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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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探討】充電器發生短路現象（如照片 8-10說明）。 

 

 

 

 

 

 

 

照片 8：箭頭處為充電器燒熔處。 

 

 

 

 

 

 

 

照片 9：插座燒熔處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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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0：起火原因為硬幣造成異電極直接接觸產生短路現象。 

 

3.半斷線：花線類電源線，因局部斷線，形成導體斷面積減少，導致

局部過熱，加速絕緣物的劣化，產生起火現象（如照片 11）。 

 

 

 

 

 

 

 

照片 11:電源線之半斷線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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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過電流：配電回路裝接過多負載時，且超過其承載之電流量，若回

路上的過電流保護裝置失效，則易造成絕緣起火燃燒（如照片 12）。 

 

 

 

 

 

 

照片 12：電線因過電流原因所造成之受燒後現象。 

5.絕緣劣化：電子設備中的絕緣體因水分或經年受環境影響而引起物

理或化學變化，造成絕緣性降低而出火。 

【案例】電腦主機之電源供應器故障起火（如照片 13-17說明） 

 

 

 

 

 

 

照片 13:故障之電源供應器及其同型比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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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4：箭頭處為燒損電容器。 

 

 

 

 

 

 

 

照片 15：燒損電容器與其同型比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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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6：去除被覆之受損電容器及其同型比對品。 

 

 

 

 

 

 

 

 

 

照片 17：有上而下觀察燒損電容器及其同型比對品之受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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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藉由與同型品比較受燒情形可推斷該樣品之受熱狀況判定

起火點。 

6.漏電：電線或纜線絕緣破損後與建築物構造體之金屬部分接觸，且

該接觸之金屬部分非接地側充電部，致產生回路外之漏電起火。 

7.電痕現象：異電極導體間之絶縁體表面因附著具導電性之物質如水

分、塵埃，或是因火花、電弧等高溫之斷續或持續加熱，致電流

流通時產生間歇性的小規模沿面放電，絕緣物表面因而失掉絕緣

性，形成異極間絕緣物石墨化之導電通路而起火。 

 

六、燃氣器具調查要領 

（一）各種燃氣器具構造介紹（包含瓦斯爐、熱水器及烘衣機等）。 

（二）調查要領:在火災現場勘察過程，除觀察各種燃氣器具之燒損

狀況、周邊環境與相關物品之燃燒情形、現場火流燃燒之路

徑方向及綜觀各項參考因素後研判起火處外，還須特別注意

兩項重要工作，訪談及記錄周遭相關事物。 

1. 瓦斯爐 

訪談部分，必須了解所有關係人平時的行為．習慣包含大、小瓦

斯爐體及烤肉架的使用方法、平時清掃之方式及頻率、吃飯時間、

安全裝置的認知與使用；最後使用時間、烹調物品與相關情況，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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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週邊的有無易燃物品如抹布、食物容器或調味料容器等，以及點

火方式。 

火災觀察紀錄事項則需查明製造商及該燒損產品之型號、如何

使用火爐部分、該產品有無安全裝置、其附近有無融熔物附著(如合

成樹脂、熔融金屬等)及有無炭化物殘留，這些現象及問題均需一一

紀錄及調查清楚。 

2.瓦斯熱水器 

  訪談事項，請關係人提供平時的操作行為．使用習慣，詢問點火時

的使用狀況及點火前是否有不正常情形發生，該器具之相關修繕紀

錄，以及現場有無衣物等易燃物在附近。 

觀察紀錄部分，登錄該器具之製造商與型號，裝設場所之配置位

置，週遭環境是否為通風良好地點、有無如衣物等易燃覆蓋物，內部

供應燃氣之配管是否密封，機體內煤煙的附著狀況與毀損狀況，瓦斯

通路（混合管、燃燒器、熱交換器等）有無堵塞情形，以及安全裝置

的相關運作情形，上述事項均必須一一仔細觀察及詳實記錄。 

 3.烘乾機 

訪談事項，請關係人提供該日烘乾衣服的種類與重量，使用情形，

（包含確認衣服上有無附著油品之可能性，如有此情形還必須詢問油

品之種類及含量），且了解其平日清理棉絮之方法、頻率及次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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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烘乾機平時使用習慣以及該日相關設定資料含運轉時間、流程、

開始時間、預定結束時間等均應請關係人一一說明清楚。 

觀察紀錄事項，觀察燒毀衣物是否有臭味或變成塊狀，烘乾機內

筒的燒毀情形，機體內部煙燻情形，棉絮堆積狀況，排氣系統有無堵

塞情形，有無造成不完全燃燒現象發生，及安全裝置的運作狀況。 

【案例探討】本案為東京消防廳防災部調查課於針對卡式瓦斯爐引起

火災之分析報告。 

 

卡式瓦斯爐所引起的火災 

(從 2003年到 2007年) 

前言 

  卡式瓦斯爐因輕便且方便攜帶而普遍被用在室外調理。但往往因

使用方式不當而引發火災。9月 20日，位於東京都豊島區的某高中

在舉辦文化祭時，一台卡式瓦斯爐破裂起火，造成 15人受傷。經調

查後發現，其起火原因為攤位上的並排兩台卡式瓦斯爐上放置著鐵

板，造成卡式瓦斯爐過熱、內部卡栓瓦斯氣瓶破裂，LPG外洩所引起。 

 從火災案件數與起火原因來分別探討從 2003年到 2007年所發生

的火警。 

１火災案件數（請參照表１） 

自 2003年至 2007為止，卡式瓦斯爐所引起的火災共有 3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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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平均有 7.4件。而這 37件火災中有 29件(78.4%)為建築物大火，

其中有 3件為部分燒毀的大火。 

主要的火災包括了 2006年 4月建築物表面積 60㎡被燒毀的大火

(建築物全被燒毀)，以及 2007年 6月建築物佔地及表面積被燒毀 80

㎡的大火(建築物部分燒毀)。而這幾起火災皆為卡式瓦斯爐的瓦斯氣

瓶裝置不當所造成。上述火災雖未造成任何人員死亡，但 5年內共有

22人受傷。 

  

案

件

數 

火 災 種 類 
焼

損

表

面

積

・

㎡ 

死

 

者

・

人 

負

傷

者

・

人 

建 築 物 
其

他 

總

計 
全

燒 

部

分

燒 

小

火

警 

2003年 5 3 - - 3 2 - - 1 

2004年 13 10 - 1 9 3 3 - 7 

2005年 7 6 - - 6 1 - - 5 

2006年 6 5 1 - 4 1 60 - 5 

2007年 6 5 - 1 4 1 80 - 4 

表１ 火災案件數等(2003~2007年) 

２ 起火原因 

  這 37起火災的起火原因，有與本次案例相同因將鐵板放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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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8：將卡式爐反過來使用的毀損情況。 

 

 

個卡式瓦斯爐上之「使用方式不當」所引起的火災，或將瓦斯氣瓶

放置在使用中的卡式瓦斯爐旁，造成瓦斯氣瓶過熱之「可燃物的不

當處置」，或因瓦斯氣瓶未正確裝置造成的 LPG外洩之「安裝位置

不當」，以及將用完的瓦斯氣瓶任意拋棄之「廢棄物處置不當」。 

【火災案例】 

⑴ 將卡式瓦斯爐反過來使用所造成的火災 

案發時間：2006年 1月，18點左右 

損失狀況：屬建築物小火警、卡式瓦斯爐一台燒毀 

概要： 

   這場火災的起火點為國宅 3樓的起居室。 

  起火的原因為小孩子跟朋友準備要煮火鍋，但卻錯誤在卡式瓦斯

爐反面上點火，造成 LPG聚集在卡式瓦斯爐底部，再次點火的時候發

出火花而引起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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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9：卡式瓦式爐反過來使用的毀損情

 

⑵ 在大學學園祭的攤位上所發生的火災 

案發時間：1999年 10月，11點左右 

損失狀況：屬其他類的火災，卡式瓦斯爐 1台毀損，共 4人受傷。 

概要： 

   這場因大學學園祭攤位上的卡式瓦斯爐毀損所引起的火災共造

成周遭 4名學生受傷。 

  其起火原因為攤位上的學生用卡式瓦斯爐的背面做菜，造成瓦斯

氣瓶卡栓過熱破裂，LPG外洩所引起。 

 

    

⑶ 數個卡式瓦斯爐同時使用所發生的火災。 

案發時間：1995年 3月；14點左右。 

損失狀況：建築物小火警，卡式瓦斯爐 1台燒毀，9人受傷。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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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0：卡式瓦斯爐的毀損情形。 

   在這場火災中，1樓停車場的卡式瓦斯爐毀損，9人受傷。 

  起火原因為肇事者將 3台卡式瓦斯爐並列，並將鐵板放在上方調

理，造成其中 1台過熱起火。 

 

 

 

七、參觀消防署中央鑑定實驗室 

 日本專家參觀本署中央鑑定實驗室，本署實驗室主要功能為針對

引起火災原因之相關跡證如促燃劑殘跡、電線熔痕判定及爆竹煙火研

判進行鑑定，計分為前置處理室、光譜能量分析室、層析分析室及顯

微實驗室等，透過與本署火災調查鑑定人員一起探討鑑識及鑑定操作

程序之異同，讓彼此間之技術交流更提昇及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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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1：與本署火災調查鑑定人員研討（一）。 

 

照片 22：與本署火災調查鑑定人員研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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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際勘察火災現場 

 本案現場為一廢棄工寮。該址為地上 2層樓鐵皮加蓋獨棟式廢棄

工寮，屋齡約有 10年左右，室內面積約 50平方公尺。火警發生當時，

並無人員在場，工寮為半開放式空間，前方 11-1號 2樓住戶發現工

寮火勢已經燒到 2樓處，馬上進行初期滅火，並打 119報案，但火勢

太大無法撲滅；由於工寮內多為放置廢棄物，火災後造成室內物品幾

乎全毀，燃燒面積約計有 50平方公尺。依據鄰近大樓監視錄影機顯

示最先起火處為廢棄工寮燃燒，因內部堆放可燃物與廢棄物等易燃物

品，才會燃燒後造成室內全燬。 

 日本專家與 97年火災調查研討會之全體與會人員共同前往火災

現場，按火災調查要領方式一一逐步勘查，利用實地現場一同勘查直

接相互探討及切礳勘查火災現場之技巧。 

 從現場四周全景與制高點觀察，並一同研討火災現場起火處位置

等，如照片 23-27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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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3：火災現場全景。 

 

照片 24：從制高點觀察火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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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5：日本專家與參訓學員共同研討（一）。 

 

 

照片 26：日本專家向參訓學員說明燃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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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7：日本專家向參訓學員說明火災現場之延燒情形。 

陸、 心得報告: 

本署為精進全體火災調查技術及促進國際交流特於本年度向經

濟部申請台日技術合作計畫邀請專家來台指導，並由東京消防廳推派

具有多年火災調查經驗之消防司令坂卷保則先生（副課長兼原因調查

係長）於 97年 11月 3日至 11月 7日來台指導「火災原因調查」之

技術與知能。 

為使專家來台期間指導能揮發其最大功效，除經由小型會議討

論兩國相關教育制度及統計分析之異同，並訂於 97年 11月 5日至

11月 6日假捷運新店線大坪林站聯合開發大樓 3樓首長決策室（台

北縣新店市北新路 3段 200號 3樓）辦理本署 97年火災原因調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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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與來自全國現職火災調查人員進行面對面之溝通及探討，研討會

除以演講會議方式外，更安排至鄰近縣市火災現場進行實地之勘查，

以真正了解日本東京消防廳火災調查之程序。本次日本火災調查專家

坂卷保則先生來台指導期間透過其個人豐碩歷練及執行日本東京消

防廳火災調查業務之多年經歷，與國內火災調查人員相互研討後有幾

點心得彙整後可作為國內火災調查技能及水準提升之參酌。 

    一、國內目前火災調查之程序步驟與日本東京消防廳相近，依序

為出勤、聯絡、途中觀察、初步訪談、現場觀察、初步外觀紀錄（照

相、攝影等）、封鎖保存、災後勘查（全面及細部勘查、挖掘、蒐證、

紀錄、清理、復原）、現場訪談、損傷調查、案情研判、採證、送驗

及製作火災原因調查報告書等。 

    惟日本火災發生後，由警察單位負責司法調查，消防單位則進行

行政調查，是以，一重大火災案件發生且為刑事案件時警察及消防人

員均會到達現場共同進行調查，但各自製作火災原因調查分析報告，

但相關重要跡證最後均由警察單位依權責攜回鑑定分析；若非關刑案

則由消防人員自行進行火災原因調查及鑑定，且由消防署自行製作火

災調查報告書，所屬之支援之中央機關（東京消防廳或總務省消防

廳），站在協助立場，共同勘查現場。據此，目前消防單位製作之火

災原因調查報告書之研判分析結果多作為火災預防之參考並製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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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輯要供所屬機關參酌。然國內火災原因調查業務執行，因引起火災

為公共危險罪屬刑事案件，依規定為司法調查，是以，調查分析後結

果依消防法規定函送警察機關辦理後續相關事宜。因各國風俗民情及

法令規定不同，就現有法令規定執行相關議程，俟日後有修編情事

時，可以日本之方式為參酌。 

    二、本次研討會不同於以往不僅單以演說模式進行，更為實際瞭

解日本東京消防廳火災現場調查之程序，請日本專家親自與全體與會

之火災調查人員共同前往現場進行調查，以實際了解日本東京消防廳

之調查程序及技術；到達火災現場具有多年豐富火災現場勘查經驗之

日本專家，並無自恃個人的經歷即主觀判定火災調查結果之情形，卻

是按部就班的依據調查標準程序先在現場外圍勘查、再到達制高點位

置往下勘查全貌後再進入現場依燃燒後之殘存痕跡找尋起火處所。這

是值得我們學習及謹記在心的地方。 

    三、火災調查統計分析部分，日本全國之火災調查統計為每季由

各消防單位傳送至總務省消防廳，由消防情報室進行統計；然國內則

為每月按火災次數、受傷人數、死亡人數、財物損失及起火原因進行

彙整統計及分析，且已行之有年，實可為其他國家之表率。另日本東

京消防廳針對火災起火原因判定時，不論是完全無法確切研判起火原

因或者是已排除其他原因後仍無法明確從 2個起火原因中判定為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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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原因時，則在快報上一樣勾選「原因不明」但在 WORD附加檔案中

將調查及判定過程說明清楚，並將剩下之 2個原因詳述無法釐清之情

形，以利日後參酌。 

    四、日本專家來台服務指導期間各縣市火災調查人員透過面對面

直接研討之機會，必定有獲得相當之不同於以往之心得，將學習心

得、觀念及技術帶回工作崗位應用參考並轉授於其他調查人員，以達

提昇全體火災調查技能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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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日本專家來台指導日程表 
 

日期 
（星期） 

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事項 地點 
住宿 
地點 

11/3
（一） 

09：00～17：00 一、 啟程搭機前往台灣。 
 
二、 參觀消防署。 

桃園中
正機場 
消防署 

新店中
信商務
會館 

11/4
（二） 

08：00～10：20 
 

日本現行火災調查人員之
訓練制度 
（一） 訓練人員之資格 
（二） 訓練制度 
（三） 訓練內容（課程、

時數、講師資格） 
（四） 現職人員複訓制度 
（五） 國內訓練制度有無

地區性差異 

6F 會
議室 

新店中

信商務

會館 

11/4
（二） 

10：30～10：50 
 

拜會署長 署長室 

11/4
（二） 

11：00～12：00 日本火災調查之決策方針 6F 
會議室 
 

11/4
（二） 

14：00～18：00 一、日本火災案件統計資料
庫管理系統介紹 
（一）火災統計報表之正確
建立 
（二）資料庫之報表統計及
分析 
二、歷年火災相關實驗結論
分享 

6F 
會議室 
 

11/5
（三） 
 

08：30～09：00 
 
 
 
09：00～17：00 

一、報到 
 
 
 
二、實地勘察火災現場 
 
 
 

3F 
首長決
策室 
 
大台北
地區 

新店中

信商務

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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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四） 

08：30～12：00 
 

電氣火災調查要領 
一、 電氣火災概論。 
二、 各種電氣起火機制如

接觸過熱、短路、半斷
線、過電流、絕緣劣
化、漏電等之解說。 

三、 近年來案例探討。 

3F 
首長決
策室 
 

新店中

信商務

會館 

 

11/6
（四） 

13：30～15：20 火災調查要領 
一、 調查技巧。 
二、 調查程序。 
三、 案例探討。 

3F 
首長決
策室 
 

11/6
（四） 

15：40～17：30 燃氣器具調查要領 
一、 各種燃氣器具構造介

紹（包含瓦斯爐、熱水
器及烘衣機等）。 

二、 引起火災之各種現象
及特徵。 

三、 案例探討。 

3F 
首長決
策室 
 

11/7
（五） 
 

 
09：00～11：00 
 
14：00～18：00 

參訪 
一、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二、 故宮博物院。 
 

 
 

新店中

信商務

會館 

11/8
（六） 

09：00～16：00 搭機返回日本   

 
 


	壹、 日本專家: 日本東京消防廳消防司令坂卷保則先生（Sakamaki Yasunori）擔任該廳火災原因調查課係長負責輔助課長及指導下屬辦理東京市火災案件之原因調查。
	貳、 指導項目：火災原因調查。
	參、 指導期間: 97年11月3日至11月7日（詳如97年日本專家來台指導日程表）。
	肆、 地點: 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3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6樓會議室（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3段200號3樓及6樓）及臺北縣蘆洲市火災現場。
	伍、 具體成效:
	透過經濟部中日交流協會請日本東京消防廳推派來台指導「火災調查」項目之專家坂卷保則係長，個人具有相當豐富之火災調查歷練，1987年任職東京消防廳調查課後，主要負責電氣部分鑑識及調查，並積極地從事各種火災原因的研究及調查分析。曾辦理過多件日本國內人人皆知的大案件，如東京電力大井火力發電廠大火，老人安養院「松壽園」大火、新潟縣魚沼市列車火災。除擔任火災電氣原因調查，亦對各消防署的主任調查員進行技術指導，同時支援轄內火災現場調查。如之前新宿區歌舞伎町大樓火災，即配合警方進行蒐證調查並以快速有效率的...
	一、 日本現行火災調查人員訓練制度介紹
	陸、 心得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