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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第一章   總則  

經濟部依「災害防救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為公用氣

體與油料管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另依據災害防救法

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並參照「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內容，訂

定「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以下簡稱本計

畫）。 

一、計畫概述  

(一)目的 

為健全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體系，強化中央或

地方政府與指定公共事業(公用天然氣事業、石油業等

公、民營相關事業機構)之平時災害預防、災害應變及復原

重建措施，由經濟部擬訂本計畫，明訂中央政府相關機關實

施事項，並提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

（以下簡稱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擬訂公用氣體與油料管

線災害防救相關計畫與執行災害防救業務之依據，以提升全

民災害防救意識、減輕災害損失、保障全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構成及內容 

本計畫包括總則、災害預防、災前整備、緊急應變、復

原重建及計畫實施與管制考核等 6 章，第一章總則，概述本

計畫之依據、目的、架構、災害定義及案例等，以利相關計

畫單位瞭解本計畫概要；第二章災害預防包括減災、教育宣

導及防災對策研究；第三章災前整備包括災情蒐集、通報及

醫療救護等整備措施；第四章緊急應變包括緊急應變體制及

防止二次災害等應變措施；第五章復原重建，將中央相關機

關及地方政府、指定公共事業應辦理事項或施行措施詳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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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第六章計畫實施與管制考核，係加強本計畫之管考成

效。 

另附錄一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

標準作業規定；附錄二及附錄三分別為民營、經濟部所屬事

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務標準作業手冊；附錄四

為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地區災

害防救計畫指導原則；附錄五列出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

重點工作實施事項。 

(三)與其他計畫間之關係 

本計畫係屬於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下位計畫；與內政

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擬訂

之各類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為平行位階之互補計畫。本計畫為

地方政府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指定公共事業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之上位指導計畫，計畫所列相關機關應辦理事項，於地方

政府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部分，

應列入由相對應機關(單位)落實執行，以健全公用氣體與油

料管線整體災害防救機制。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公用氣

體與油料管線災害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導原則，如附錄四。 

二、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之定義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2 款所列公用氣

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係指公用天然氣事業或石油業之管

線，因事故發生，造成安全危害或環境污染者。 

三、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之特性及案例  

（一）災害特性 

１、公用氣體與油料之管線為供應國內產業及民生之能

源需要，敷設範圍遍佈各地，其輸送物質具可燃、易

燃性或易肇致環境污染，一旦發生油氣洩漏事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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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火災、爆炸或環境污染。 

２、由於都市地區人口集中，各類管線多埋設於道路下

方且密度高，因道路開挖破壞公用氣體或油料管線，

肇致油氣洩漏災害時有所聞，影響公共安全。 

３、自來水管、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電力、電信（固

網）、有線電視、捷運、下水道、交通建設等工程開

挖道路前，如未先行與管線單位聯繫、套繪、確認管

線位置，而任意挖掘道路，將造成嚴重之意外事故，

且當油氣洩漏量較大，對管線週遭民眾生命財產之影

響更為重大。 

４、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事業機關（構）單位如未加強

操作維護人員之風險意識、落實管線內外部檢測及巡

管，易肇致災害擴大。 

５、管線單位如未建立完善之管線地理資訊系統，不配

合施工單位確認管位，易肇致災害。 

(二) 災害案例及原因分析： 

1、  中油公司油料與天然氣管線部分 

以下所列為自 86 年起，中油公司油料、天然氣管線及

城鎮瓦斯公司天然氣管線災害事故案例。 

外力破壞案例 

編號 時 間  發生地點 災害原因及概要、災情影響 

1 86.9.13 高雄市前鎮

區鎮興橋 

承攬商進行 12 吋高壓液化石油氣幹管

換裝工程於清除頂水作業時，未確認管

內殘氣，逕行鑽開測試孔，導致大量水

及液化石油氣體噴出，雖然緊急疏散附

近居民，但管制未能嚴格執行發生爆炸

，造成 14 人死亡，15人受傷，總計燃

燒達 13小時。 

2 87.06.26 新北市濱海

公路明德 2

號橋附近 

6 吋液化石油氣管線更換工程承包商施

工方法不正確，致引入液化石油氣時自

聯結法蘭大量洩漏，承包商施工人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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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迅速關閉閥門、交通管制，無人員

傷亡。 

3 87.07.10 新北市瑞芳

鎮舊第一市

場後 

公有市場進行改建工程，雙全營造施打

鋼板樁鑿破 16 吋燃料油管線，油料漏

出，出動抽油車控制污染範圍。 

4 88.01.17 台北市內湖

安康路南湖

大橋邊 

台北市衛工處發包之工程挖破8吋天然

氣台北環線，緊急關閉北新線、環線等

開關，交通管制，無人員傷亡。 

5 88.03.10 台北市內湖

安康路 

12吋天然氣管線因環島工程公司地質鑽探鑽

破、天然氣洩漏，緊急關閉開關。 

6 88.10.13 台北縣新店

寶橋路 

台電公司進行電纜地下化直井工程，挖

破 8 吋天然氣環線、大量漏氣，緊急關

斷氣閥，交通管制，無人員傷亡。 

7 89.01.18 新竹市光復

路與東光路

口 

振道有線電視未通告即進行施工，以挖

土機挖破新竹 8吋高壓天然氣管線，無

人員傷亡。 

8 90.12.15 中 山 高

326.7K北上

側 

中油公司進行遷管工程，因管線標示位

置誤差，承包商於施打鋼板樁時，撞擊

無鉛汽油管線，漏油造成火警，關閉油

閥、高速公路北上車道暫時封閉約 3 小

時，無人員傷亡。 

9 91.05.20 台中市南屯

區春興橋附

近 

高鐵公司變更基樁放樣規範，未知會中

油公司管線單位，其承包商依變更後之

放樣規範施工而打破 12 吋基通天然氣

管線。 

10 91.10.14 中山高 181

公里處 

高鐵承包商施打 H 型鋼樁，打破中油公

司 26 吋天然氣幹管，緊急排放，迅速

修復。 

11 93.02.28 桃園沙崙外

海 

油輪卸油時，第 1 浮筒水下蛇管第 4 節

發生滲漏，滲漏面積約為直徑 20米。 

12 93.03.23 桃園沙崙外

海 

油輪卸油時，第 2 浮筒蛇管第 23 節發

生滲漏，滲漏面積約 0.45公頃。 

13 95.04.13 苗栗縣通霄

鎮 

預拌混泥土車輛於施工時，因重量過重

壓毀地基，導致天然氣管線破裂，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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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亡。 

14 96.09.02 中山高北上

249.8 K 

高公局承包商合眾營造有限公司進行

過路箱涵護坡工程基礎補強打樁作業

時，鑿戮破高嘉輸油管線 8”油管漏油

事故。 

15 97.05.24 中山高北上

側 15k 康寧

路口 

台北市政府水利處承攬廠商嘉邑營造

工程有限公司，施作排水溝工程，在中

油公司駐守人員尚未抵達現場前，逕行

鑿深溝底施工，鑿破基桃 14”燃油管造

成漏油事故。 

16 97.12.29 中山高南下

350.9 K 處 

自來水公司南區工程處開挖埋設自來

水管施打鋼板樁時不慎造成高嘉管線

14”燃料油管線遭鑿破漏油。 

17 98.02.21 高雄海洋科

大前 

高雄市政府下水道工程處地盤土壤改

良工程，以鑽孔機鑽探時不慎鑿破橋頭

供油中心 8”92無鉛汽油油管線，漏油

量約 28000 公升，污染土方約 50 M3，

油料沿下水道排入後勁溪污染之事故。 

18 98.04.30 林口長庚醫

院旁 

林口工三站接獲民眾通報，在文化一路

與復興一路口附近，地面冒油，即通報

119 及相關單位，並進行現場警戒。另

調集人力、機具進行現場漏出油料攔阻

、回收，及進行搶修工作，經開挖找出

漏源，確定為 10”柴油管被機場捷運線

施工單位工信公司探挖時破壞，致今日

輸油時漏油，柴油溢出路面，經緊急搶

修處理，於隔日 10：30 恢復輸油。 

19 99.01.14 桃園退輔會 南崁儲運課接獲退輔會訓練中心電話

告知，該中心承商於其圍牆內進行地質

鑽探時，誤鑽到桃廠通往聯勤龜山油料

分庫 6”JP-8航油管線洩漏。 

20 99.07.26 中山高北上

側 57.6 K處 

國道新建工程局承攬商辦理五楊高架

工程打樁擊傷管線處桃園供氣中心

16”北新線天然氣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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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00.04.18 中山高北上

側 54 K處 

國道新建工程局承攬商辦理五楊高架

工程打樁擊傷管線處桃園供氣中心

16”北新線天然氣管線。 

22 100.06.16 中山高北上

側 299.95 K

處 

公路總局東西向快速公路高南工程處

承商鑿破民雄供油中心高嘉高柴長途

管線 Y2遭漏油。 

23 101.02.18 烏日中彰道

路下筏子溪

上游側 

台鐵台中工務段承商萬德營造有限公

司施作「台中線第一筏子溪橋延長工程

」於筏子溪河床打樁，不慎擊破南八吋

線天然氣管線洩漏。 

24 102.02.23 新竹市埔頂

路 

新竹供氣中心 4”天然氣管線遭新竹市

政府承商施作冷水溪橋樑整建工程，不

慎挖破管線造成天然氣洩漏。 

自然災害案例 

編號 時 間  發生地點 災害原因及概要、災情影響 

1 87.10.20 基隆市七堵

崇智橋附近 

因颱風導致溪水暴漲，沖刷舊基林 12

吋燃料油管致管壁破損漏油，出動抽油

車，降低污染。 

2 87.06.10 濁水溪 10

吋天然氣管

線 

河川水位高漲，天然氣管線被急流沖斷

，民眾通知，緊急關斷閥門，無人員傷

亡。 

3 88.09.22 台中南投交

界烏溪橋 

烏日至草屯間 8吋及 4吋天然氣管線，

於烏溪橋南側 100 公尺處，因 921地震

斷裂，民眾發現通報。 

4 98.08.08 林園東港過

河段 

8 吋甲漁管線，遭莫拉克颱風河水沖刷

致破損洩漏。 

5 98.08.09 林園東港過

河段 

10 吋天然氣管，遭莫拉克颱風河水沖刷

致破損洩漏。 

6 98.08.10 仁武鄉中欄

橋 

4 吋甲苯管於仁武鄉中欄橋，遭莫拉克

颱風河水沖刷致破損洩漏。 

7 101.08.01 苗栗後龍溪

銅鑼地區 

苗栗供氣中心中平配氣站(銅鑼地區)

往鐵砧山配氣站之錦通線 16”ESV (緊

急關斷閥)及 12”基通線 ESV 自動關斷

，經查管線係遭後龍溪溪流沖斷。（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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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颱風） 

31 件案例中，24件為外力破壞，包括：建物改建 1 件、地

質鑽探 1 件、重車壓毀 1 件、地下電纜施工 1件、有線電視

施工 1件、中油公司施工 2件、高鐵工程 2件、卸油滲漏 2

件、其他單位管線施工 2 件、盜油破壞 3 件；7件為洪水、

地震引起之自然災害。 
 

２、城鎮瓦斯公司之天然氣管線事故 

外力破壞案例 

編號 時 間 發生地點 災害原因及概要、災情影響 

1 89.09.03 台南縣 道路進行拓寬工程，營造公司挖損 4 吋

中壓天然氣管線，造成 380戶暫停供氣

。 

2 90.03.04 新北市 自來水管施工，挖損天然氣管線後，不

慎引發火災。 

3 90.05.19 台北市 自來水事業處進行管線施工，挖損中壓

3 吋天然氣管線，造成天然氣洩漏，無

人受傷 

4 90.07.26 高雄市 台電公司地下電纜配管施工不慎，致路

面塌陷壓斷 10吋低壓天然氣管線，造成

大量天然氣外洩，2,936戶停氣。 

5 90.10.09 高雄市 市政府衛生下水道工程施工，挖損 8 吋

低壓天然氣管線，造成天然氣洩漏，13

戶停氣。 

6 90.10.30 高雄市 不明單位管線施工，挖損 10 吋低壓天然

氣管線，造成天然氣洩漏。 

 

7 91.03.28 台中市 台電公司地下電纜潛盾施工，導致土質

鬆軟下陷，造成中壓 6吋接頭斷裂，天

然氣大量漏氣。 

8 91.04.09 新北市 捷運工程鑽孔探勘地質，挖損中壓天然

氣管線，造成天然氣洩漏，無人受傷。 

9 91.05.04 新竹市 台電公司地下電纜施工，挖損天然氣管

線，造成民眾 2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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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1.10.07 台南縣 台電公司埋設地下電纜施工，挖損天然

氣管線，造成 87戶停氣。 

11 91.11.17 新北市 鐵路施工，挖損 8 吋天然氣管線，造成

約 10,000戶停氣。 

12 91.11.20 台南縣 有線電視埋設光纖，挖損 3吋天然氣管

線，造成 1,038戶停氣。 

13 92.01.09 新北市 捷運施工導致地層下陷，致使 12吋天然

氣管線損壞，造成天然氣洩漏，無人受

傷。 

14 93.10.02 新北市 瓦斯公司埋設新設管線，不甚挖損舊管

線，發生瓦斯外洩，引起虛驚事故。 

15 94.02.26 台北市 老舊管線破損，正逢捷運施工挖除管線

周圍土方，導致瓦斯外洩，無人受傷。 

16 94.05.31 嘉義縣 道路施工單位施工不慎挖損管線，導致

天然氣外洩，及時處理無人受傷。 

17 94.11.01 彰化市 天然瓦斯外洩造成多人不適就醫。 

18 95.02.22 高雄市 因爐具故障造成天然氣外洩，經緊急疏

散附近住戶，無造成人員傷亡。 

19 97.11.18 新竹市 新竹縣瓦斯管理處十八尖山儲氣槽實施

開槽檢查，工人於開啟槽底人孔蓋拆卸
螺絲時，因靜電摩擦引燃槽中殘留天然

氣導致火災。 

20 98.03.22 台中市 營造商於台中市東山路一段施工時，不

慎挖斷Φ100 中壓天然氣管線，導致天
然氣洩漏，無人受傷。 

21 98.09.28 台南縣 台電承商於永康市中正南路、正南三街

口埋設電路管線，因施工不慎挖斷 6” 

PE 管，造成天然氣洩漏，無人受傷。 

22 98.10.25 彰化市 彰化市中山路三段台灣化學纖維公司圍

牆旁因營造商進行排水溝改善工程，不

慎挖斷天然氣高壓鋼管，導致天然氣洩
漏，無人受傷。 

23 99.05.14 台中市 營造商於台中市崇德 12 路二段進行台

電接電工程，怪手施工鑿破Φ150 中壓

PE 管，造成天然氣洩漏，無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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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99.06.07 新北市 新店市公所承商人行道工程施工，於清
除排水溝時不慎鑽破 3”中壓 PE管，造

成天然氣洩漏，無人受傷。 

自然災害案例 

 

編號 時 間 發生地點 災害原因及概要、災情影響 

1 91.02.13 新竹市 因新竹市發生地震，造成瓦斯管線破裂

而導致天然氣外洩，再加上小孩子玩鞭

炮產生之火花而引起火災。 

2 91.03.31 台北市、新

北市 

因台北市、新北市發生震度 4級地震，

造成多處地點天然氣洩漏。 

3 97.06.16 高雄市 左營地區自由三路與孟子路口因連日大

雨，路面地層下陷致天然氣管線接頭脫
落進水，造成下游用戶停氣。 

4 98.08.08 屏東縣 中油公司林園配氣站往屏東新園配氣站

之 10 吋天然氣管線，受莫拉克颱風影響

斷裂，造成東港地區斷氣。 
28 件案例中，1件為天然氣儲氣槽開槽檢查導致火災，23 件

為外力破壞，包括：道路拓寬 3件、自來水管施工 2 件、地

下電纜施工 6件、下水道工程 3件、捷運工程 3件、鐵路施

工 1 件、有線電視施工 1 件、瓦斯公司施工 2件、爐具故障

1 件、不明單位施工 1件； 4 件為地震、豪雨、洪水及颱風

引起之自然災害。 

四、計畫之訂定實施程序  

本計畫由經濟部研擬初稿，邀集相關機關(單位)及專家學者

研商後，依「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審議程序」規定，報請中央災害

防救會報核定後，由經濟部發布實施。 

地方政府之地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架構應參照「災害防救基本

計畫」與「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重點事項」所列相關事項及本計

畫相關規定擬訂。 

地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總則應明定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

預防（減災、整備）、災害緊急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各階段，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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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單位及公共事業機關（構）之分工與權責。 

五、計畫之檢討修正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經濟部應每2年依災害

防救法相關規定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進行勘查、評估，檢討本

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指定公共事業應每 2 年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減災、整

備、災害應變、災後復原重建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第二章   災害預防  

一、減災  

（一）加強設施之防災能力 

１、指定公共事業選擇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設施之適當

廠址及路徑時，應將斷層、土壤液化、管線基礎流失

及其他災害風險納入考量，並加強管線設施之防災設

計、施工及維護。 

２、經濟部應督導指定公共事業辦理公用氣體與油料管

線之規劃、設計及建置時，需考量耐震能力及補強事

項。 

（二）加強管線設施之維護管理 

１、經濟部應督導指定公共事業加強辦理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設施之檢查與更新。 

２、指定公共事業對於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設施，應規劃建置

多元化備援系統及緊急供應措施。 

３、指定公共事業應加強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操作維護人員之

風險意識，指定專人巡管，定期辦理管線之防蝕檢測，視

需要實施管線內部檢測，執行管線設施汰舊換新計畫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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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防範竊盜事件之發生。 

４、勞動部、經濟部能源局及地方政府應對公用天然氣事業定

期實施高壓氣體相關設施安全檢查。 

（三）防範道路施工挖損管線 

１、為防範道路施工挖損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地方政府

及道路管理單位應建立道路開挖之標準作業程序(包

括災害預防、緊急應變及事後調查鑑定等 3 部分)，

並加強污水下水道、自來水管、有線電視、地下電纜

、道路拓寬、鐵路、捷運等各類管線及道路施工之協

調管理。 

２、各項工程開挖道路前，須依道路開挖標準作業程序與公

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等管線單位先行聯繫、套繪、確認管線位

置。 

３、地方政府及道路管理單位對肇事者應依法追究責任，並

加強查處非法挖掘。 

二、防災教育訓練及宣導  

（一）經濟部督導指定公共事業建立企業社會責任之觀念，

指定公共事業應宣導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

應變及避難行動等防災知識。 

（二）教育部及地方政府應推動各級學校從事防災知識教育

。 

（三）中央或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應有效運用新聞媒體

宣導防救災知識，並規劃設置供民眾防災訓練之體驗

設施。 

（四）依地區災害潛勢特性與季節發生狀況，實施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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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定期檢討實施成效，以強化民眾防災觀念，建立

自保自救及救人之基本防災理念。 

三、推動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對策之研究  

（一）研究對策 

經濟部應督導指定公共事業從災害管理防災觀點推動公

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有關科技與實務之研究，同時可與產

學研界及相關團體組織合作，以加速研究之推動與研

究成果之落實。 

（二）蒐集與分析災例 

經濟部、地方政府、指定公共事業應依以往的公用氣體

與油料管線災害案例與所蒐集相關資料，進行致災原因調

查分析，並檢討改善措施，並應以防災的角度加強和國內

外學術或研究機構、產業合作，進行致災害風險分析，並

運用其研究成果於災害防救對策之研擬與推動，降低災害

對社會經濟之影響。 

（三）提高災害風險評估 

中央與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針對淹水、海岸溢淹、

斷層及海嘯等危險區域，應參考其他機關所做災害潛勢調

查及危險度分析，並建立海嘯預警措施、疏散撤離與收容

安置等緊急應變作為。 

第三章   災前整備  

一、建立緊急應變機制  

（一）中央與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應訂定緊急應變機制

，明定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聯絡方法、集合方式、

集合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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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政府應設緊急應變小組，與各災害防救相關行政

機關、單位及公共事業機關(構)建立緊急聯絡機制，

以圖示相關聯繫、通報之縱向與橫向機制，並應建立

24 小時緊急通報及處理系統，編製緊急事故聯絡人名

冊。 

（三）經濟部及指定公共事業應加強災害應變中心（或緊急

應變小組）設施、設備之充實及耐災性；且應考慮食

物、飲用水等供給困難時之調度機制，並應確保停電

時也能繼續正常運作；並應依規定將緊急應變辦理

情形與應變小組設置運作狀況，分別通報上級有關

機關。  

（四）指定公共事業應與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保持聯繫，

辦理災害防救、應變及召集事項之準備，並實施演練

。 

（五）指定公共事業間應建立聯防機制，並透過演練實證

。指定公共事業應說明重大災害請求外援（中央及

地方災害防救機關、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協

力廠商等）之時機、程序。  

（六）指定公共事業應說明重要設備快速診斷方法、各種

災害應變流程或程序、狀況模擬及處理方法等。  

（七）本業務計畫附錄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公用氣體與油

料管線災害標準作業規定」，指定公共事業訂定下位

地方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業

規定。另於附錄二、附錄三分別就民營、經濟部所

屬事業之災害防救業務標準作業予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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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等級區分  

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計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經濟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一）有 10 人以上

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有持續擴大蔓延，無

法有效控制者。（二）陸域污染面積達 10 萬平方

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２、甲級災害規模︰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計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經濟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一）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災害造成 7 人以上傷亡、失蹤，且情況

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者。（二）陸域污染面

積達 1 萬平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３、乙級災害規模：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計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經濟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一）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災害，造成 5 人以上傷亡、失蹤，且情

況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者。（二）陸域汙染

面積達 5 千平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４、丙級災害規模：未達乙級災害規模，且情勢已控

制，不再惡化者。  

二、災害預警  

（一）中央或地方政府對於可能發生之災害，應建立預先傳達民

眾警訊之通報體系，地方政府並應規劃實施災前之警戒避

難引導機制。 

（二）經濟部督導指定公共事業充實監控或遮斷設施，並充實預

警系統及防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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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情蒐集、通報與分析應用之整備  

（一）建立災情蒐集、通報體制 

中央與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應建立多元化災情通報

管道(含手機簡訊通報)，建立各機關間災情蒐集與通報聯

繫機制，並確立各機關相互間之責任與分工。 

指定公共事業應與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建立

通報機制，以利地方政府採行緊急應變等措施。 

（二）確保通訊暢通 

中央與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為確保災害時通訊之暢

通，應規劃通訊系統停電、損壞之替代方案，並定期辦理

通訊設施檢查、測試及操作訓練。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督導電信事業針對重要電信設施

建置緊急電源，並妥善維護，以避免發生大規模停電事故

時，造成通訊中斷。 

（三）建置管線等地理資訊系統 

經濟部督導指定公共事業建置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等地

理資訊系統。 

四、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之整備  

（一）指定公共事業平時應整備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搜救、

緊急醫療救護及滅火所需之裝備、器材及資源。 

（二）中央或地方政府平時應整備緊急醫療救護系統，定期配合

指定公共事業災害應變演練。 

五、設施、設備復原之整備  

（一）經濟部應督導指定公共事業加強準備復原相關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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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定公共事業應儲備有關搶修或緊急調度相關裝備之

措施。 

（三）指定公共事業應建置各種管線圖籍資料系統，且妥善整理

與保全，並應以電子資料保存及備份，以便於緊急應變及

復原重建。 

六、防止二次災害之整備  

（一）中央與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應充實與維護必要的裝

備、器材，以防止二次災害之發生。 

（二）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應於災害發生後進行道路、港口

障礙物移除及緊急修復所需人員、器材及設備之整備。 

七、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之演練、訓練  

（一）經濟部、指定公共事業及地方政府應密切聯繫，實

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之模擬演練、訓練。 

（二）經濟部應視需要規劃跨縣市災害緊急應變對策之訓

練。 

（三）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辦理災害防救演練時，應

模擬各種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狀況，以強化應

變處置能力，並於演練後檢討，供作災害防救之參

考。 

（四）指定公共事業應事先模擬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

發生之狀況與災害應變措施，定期與相關機關所屬

人員、居民、團體、公司、廠場等共同參與訓練及

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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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緊急應變  

一、災情蒐集、通報及通訊之確保  

（一）災情之蒐集、通報 

１、災害權責機關（單位）接獲民眾或有關單位報案後，應依照

行政院訂定「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採取必要之應變措

施，並視災害規模將災情及應變措施通報經濟部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 

２、中央或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於災害發生初期，應多方

面蒐集災害現場災害狀況、維生管線受損情形、醫療機構

送醫人數情況等相關資訊。 

３、指定公共事業應利用災害評估及監測系統，快速掌握災害

規模，並藉傳播媒體之協助，將氣象狀況、災區受損、傷

亡、維生管線、公共設施、交通設施等受損與修復情形、

與經濟部所採對策等資訊，隨時傳達予民眾。 

４、內政部應於災害發生時，督導地方政府進行災害搶救、災

情蒐集及查報工作。 

５、發生大規模災害時，應視需要動用飛機、直升機蒐集災

情，並傳輸影像資訊，以掌握災害狀況。 

（二）確保通訊暢通 

１、中央與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應對通訊設施進行功能確

認，設施故障時立即派員修復，以維通訊良好運作。 

２、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災害發生時，應採取有效通訊管制措

施，並妥善分配有限之通訊資源。必要時，得請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協調電信業者提供防救災之緊急通信。 

二、啟動緊急應變體制  

（一）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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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地政府於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有發生之虞

時，應視需要開設災害應變中心。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定

之機關、單位或指定公共事業須啟動緊急應變小組並建立

緊急應變機制(如附錄一)。 

（二）派遣災害現場協調人員 

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應視災害規模，主動或請求

警 消 衛 、 水 、 電 和 瓦 斯 公 司 派遣協調人員至災害現

場，以掌握災害狀況，實施適當之緊急應變措施。必要

時，得在災害現場或附近設置前進指揮所。 

（三）國軍支援 

地方政府研判無法有效控制災情而需申請國軍支援時，

應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之指示或依國防部「國軍協助

災害防救辦法」之規範，申請國軍支援災害搶救作業。 

（四）動員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 

經濟部及地方政府於發生重大公用氣體或油料管線災害

時，得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規定運用全民防衛

動員機制，統合中央、地方與民間資源， 集中運

用全國之人力、物力、財力支援災害防救。 

三、防止二次災害  

（一）用火用電管制 

為避免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造成火災、爆炸等

二次災害，地方政府於必要時得實施火源及電力使用管

制。 

（二）現場警戒及管制 

警察機關應視需要採取災害現場警戒、交通管制、疏

散民眾及維護治安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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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施復原 

指定公共事業對受損設施，應進行警戒、環境污染控

制措施、緊急切斷及修復。 

中央或地方政府在發生災害後，應立即動員或徵調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緊急檢查所管設施、設備，掌握其受損

情形，並對維生管線、基礎民生設施與公共設施、設備進

行緊急修復，以防止二次災害之發生，並確保災民之生

活。 

四、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  

（一）搜救 

１、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前進指

揮所應進行統合協調，以確保有關搜救及緊急救護之有

效實施。 

２、中央或地方政府搜救行動所需之裝備、器材，原則上由

負責該行動之機關攜帶前往，必要時得徵調民間之人員

及裝備，以利搜救行動。 

（二）滅火 

１、地方政府之消防機關（單位）應迅速掌握轄區內火災狀

況，並依情況佈署適當救災人車。大規模火災時，應優

先決定最重要防禦地區，並請求其他單位支援。 

２、地方政府應視災害規模，必要時依據「各級消防機

關災害搶救消防力調度支援作業要點」，請求鄰近

地方政府支援。 

３、中央政府應協助地方政府滅火事宜，必要時得協調國軍

及其他公民營事業之車輛、人員、裝備，協助災區滅火

行動。 

（三）緊急醫療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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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地方政府啟動緊急醫療系統，通知轄區醫療機構待命收

治傷患。 

２、地方政府應督導急救藥品、醫材之供應無虞。 

３、地方政府依災害發生情形，評估轄區緊急醫療救護能

量，必要時通知鄰近地方政府，支援緊急醫療救護工作

及通報內政部、衛生福利部請求協助。 

五、緊急運送  

（一）緊急運送之原則 

１、緊急運送應考量災害情形、緊急程度、重要性等因素。 

２、運送時應注意事項：(1)維護人命安全。(2)防止災害擴

大。(3)不妨礙災害應變作為之進行。 

（二）交通運輸暢通之確保(道路交通之管制)  

１、地方警察或交通機關除蒐集來自災害現場之交通路況與

有關災害資訊外，應運用各種交通監視或攝影設備，迅

速掌握救災所需道路或交通狀況。 

２、為確保緊急運送通暢，地方警察或交通機關得採取交通

管制，禁止一般車輛通行，並得在災害現場周邊實施交

通管制。 

３、道路主管機關應緊急修復毀損之交通設施，以利

緊急運送。 

（三）燃料供應之確保 

 經濟部及指定公共事業應協調緊急運送車輛燃料之

供應事宜。 

六、避難收容  

（一）災民避難勸告或指示撤離 

災害發生時，地方政府應以人命安全為優先考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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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當地居民之避難勸告或指示撤離，並提供避難場所、避

難路線、危險處所、災害概況及其它有利避難之資訊。 

（二）避難場所 

地方政府於災害發生時，應視需要開設避難場所，並

宣導民眾周知；必要時，得增設避難場所。 

（三）臨時收容所 

地方政府認為必須設置臨時收容所時，應立即與衛生

福利部相關機關協商後設置之，並協助災民遷入。臨

時收容所應避開二次災害影響範圍。 

七、食物、飲用水及生活必需品之調度、供應  

（一）調度、供應之協調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視災害規模辦理食物、飲用水、

藥品醫材及生活必需品之調度、供應事宜。 

（二）調度、供應之支援 

地方政府於民生物資、藥品醫材供應不足時，得請求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協調相關機關支

援調度。 

（三）民間業者之協助 

中央或地方政府得視需要，協調或徵用民間業者協助

供應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等生活必需品。 

八、公共衛生、環境清理及罹難者遺體處理  

（一）公共衛生 

地方政府應經常保持避難場所或臨時收容所之良好衛

生狀態，並應加強災區、收容安置所等室內外場所之環境

衛生消毒與人員健康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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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清理 

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督導地方政府對污染物或污染源之

清除。 

２、地方政府應協助指定公共事業，對污染區域進行隔離措

施，以利污染物或污染源之清除，並得視需要請求中央

政府或協調其他地方政府協助。 

（三）罹難者遺體處理 

１、地方政府應即時協調棺木、冰櫃之調度及罹難者遺體安

全搬送與衛生維護，並妥適處理遺物，且蒐集殯葬及遺

體存放相關資訊，以便後續處理。 

２、警察機關應即時報請該管檢察官進行罹難者遺體相驗工

作。 

九、社會秩序之維持  

地區警察機關應在災區及其周邊地區加強巡邏、聯防、警

戒及維持社會治安的措施，並得由義警、民防及社區巡守隊等

協助執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並應加強災區鄰近海域之船艦巡

邏。 

第五章   復原重建  

一、設施復原重建  

（一）訂定復原重建計畫 

指定公共事業於重大災害發生後應以迅速恢復供

應為原則，並考量設施受損情形、地區特性、相

關 公 共 設 施 所 屬 機 關 等 因 素 ， 訂 定 復 原 重 建 計

畫。 

（二）中央政府之協助 

經濟部或地方政府視災情需要得請行政院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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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委員會協調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公會、

調派人員、器材或協助辦理其他事項。 

二、緊急復原  

（一）毀損設施之迅速修復 

指定公共事業應依據事先訂定之有關物資、裝備、器

材之調度與供應計畫，徵調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迅速執

行及協助受災毀損設施的修復或補強工作。 

（二）作業程序之簡化 

中央或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為緊急修復相關管線

設施、線路設備，得 簡 化 修 復 作 業 之 相 關 申 請 程

序，以加速修復作業之進行。 

（三）緊急復原之原則 

中央或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於緊急修復受

損設施、設備時，應以恢復供應為基本考量，並從

防止災害再度發生之觀點，施以強化之修復。 

三、安全衛生措施  

指定公共事業及地方政府進行復原重建時，為

確保工作人員於復原重建過程之安全與健康，中央

或地方政府應督導重建單位採取適當之安全防護措

施；如涉及重大公共工程之重建時，得請該工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公共工程主管機關提供協助及督

導，以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四、災民生活重建之支援  

地方政府應在災害發生後，進行災情勘查，並依相

關災害救助規定辦理災民救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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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業經濟重建  

（一）中央或地方政府必要時得提撥資金與金融機構共同

辦理各種災害之低利貸款或信用保證，以協助受災

者自立更生。 

（二）金融機構得以自有資金開辦各種災害貸款，並請中

央或地方政府協助宣導申辦。 

六、事故調查與檢討  

中央或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應於災後就災害發

生原因及災情進行事故調查、統計分析及檢討，並納入

事故資料庫，以作為未來防救災管理、演練情境參考。 

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等權責機關就本災害有關

之調查研究及災害防救資訊，應主動提供資訊及指導予

地方政府及指定公共事業，以強化其災害防救計畫之推

行。 

第六章   計畫實施與管制考核  

一、災害防救各階段工作之重點辦理事項  

各主(協)辦機關（含地方政府、指定公共事業）應

參照本計畫附錄五所列重點工作實施事項積極辦理。 

二、管制考核  

（一）考核方式 

本計畫所規定工作項目之辦理情形與成效，由各

權責單位及地方政府自行辦理檢討及列管事宜。 

（二）成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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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關機關推行災害防救工作之成效，列為辦理

各該機關可考評之主要參考；承辦及主管人員依成績

優劣予以獎懲。 

三、經費  

本計畫之各項工作所需經費，由各主（協）辦機關

編列相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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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災害防救標準作業手冊  

附錄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標準作業規定 

附錄二：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務標準作業手冊 

附錄三：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務標準作

業手冊 

附錄四：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地區

災害防救計畫指導原則 

附錄五︰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重點工作實施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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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標準作業規

定 

壹、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 13 條。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三、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四、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貳、目的：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作業規定（以下

簡稱本作業規定）訂定之主要目的，除要求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各進駐機關依據災害

防救法等相關法規命令及指揮官指示事項執行任務外，並應依本

作業規定，結合各進駐機關及各該緊急應變小組共同作業，使本

中心各進駐人員依既定流程進行緊急應變工作，發揮本中心運作

效能。 

參、中心之開設時機及程序： 

一、開設時機：  

本中心之開設時機，係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計有下

列情形之ㄧ，經經濟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一）有 10 人以上

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有持續擴大蔓延，無法有效控制者

。（二）陸域污染面積達 10萬平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 

二、開設程序及通報： 

（一）如發生災害規模達前項開設時機，需透過跨部會組織協調

處理，經研判有必要開設者，經濟部部長應即報告中央災

害防救會報召集人（以下簡稱會報召集人）有關災害規模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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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災情，並請示成立本中心及指定指揮官，合併其他重大

災害同時發生時，得報請會報召集人指定指揮官統籌各項

災害之指揮、督導與協調。 

（二）經會報召集人決定成立本中心後，經濟部並儘速補提書面

報告（如附件 1）。 

（三）經濟部(國營會或能源局)即以傳真或電話通知相關機關進

駐後，進駐機關應於 1小時內完成進駐，展開各項緊急應

變措施（如附件 2）；經濟部（國營會或能源局）並應掌握

進駐人員之出席情形，向指揮官報告。 

（四）進駐機關應指派辦理災害防救業務，熟稔救災資源分配、

調度，並獲充分授權之技監、參事、司(處)長或簡任十二

職等以上職務之專責人員出席本中心之工作會報，統籌處

理各該部會防救災緊急應變及相關協調事宜，並另派幕僚

人員進駐本中心執行各項緊急災害應變事宜。 

（五）本中心置指揮官 1 人，由會報召集人指定之，綜理本中心

災害應變事宜，協同指揮官 1人至 5 人，由會報召集人指

定行政院政務委員及該次災害相關之其他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協助指揮官統籌災害應變指揮事

宜；副指揮官 1人至 5人，由指揮官指定之，襄助指揮官

及協同指揮官處理本中心災害應變事宜。 

肆、執勤作業： 

一、開設地點：原則設於內政部消防署，經濟部得視處理緊急應變

措施之需要，經報請會報召集人同意後，另擇成立地點。 

二、值勤作業方式： 

（一）由各進駐機關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災

害防救基本計畫」、「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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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所列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事項，進行

各項應變措施。 

（二）各進駐機關應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除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12 條及各該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執行權責事項外，並

須遵照本中心指揮官之指示，執行緊急應變處置措施。 

（三）為應本中心運作需要，由各進駐機關依權責編組成立「彙

報處理組、新聞公關組、分析研判組」等 3 組（如附件 3

），以遂行本中心之各項運作。 

（四）各進駐機關於收到本中心進駐訊息後，應將各該部會緊急

應變小組開設暨派遣人員進駐本中心情形（如附件 4），

立即傳真回覆本中心。 

三、本中心開設時： 

（一）各進駐機關應指派權責人員，於接到通報進駐時間進駐。 

（二）各進駐機關於會報中除依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整備工作

檢核表（如附件 5）提報檢核狀況外，其權責與職掌： 

１、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辦理災情分析與防救災策略及作為等，供指揮官決策參裁

建議。 

２、經濟部： 

（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幕僚作業事項。 

（２）督導公民營事業機關（構）有關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等防救災措施、搶修、維護及災情查報、彙整事項。 

（３）督導公民營事業機關（構）有關天然氣、油料供應之

協調事項。 

３、內政部： 

（１）督導地方政府執行災情查報事項。 

（２）督導消防等單位執行災害搶救事項。 

（３）督導災區危險建築物緊急鑑定及處理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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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督導地方政府執行罹難者遺體處理等事項。 

（５）督導災區之人命救助事項。 

（６）督導災區之治安維護、交通疏導、犯罪偵防、協助罹

難者遺體相驗等事項。 

４、國防部： 

（１）督導國軍主動支援重大災害之搶救。 

（２）提供國軍戰情系統 蒐集之災情資料。 

（３）督導軍事單位災情蒐集及通報。 

（４）督導憲兵單位協助執行災區治安維護。 

（５）督導國軍救災裝備、機具之支援調度。 

５、勞動部： 

（１）督導勞工工作場所災害應變處理。 

（２）督導勞工傷亡災害之檢查及善後處理事項。 

６、交通部： 

（１）鐵路、公路、橋樑及相關交通設施防救災措施之督導

、災情之查報、彙整及緊急搶修之聯繫事項。。 

（２）交通運輸工具之徵用事項。 

（３）鐵路、公路、航空、海運等交通狀況之查報、彙整等

事項。 

（４）氣象、地震、海嘯等災害防範有關資料提供事項。 

（５）其他有關交通應變措施事項。 

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１）災區通訊系統之確保。 

（２）督導災區通訊設施、設備之緊急復原。 

（３）其他有關通訊系統應變措施事項。 

８、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 

（１）災害預警、準備、應變、復原重建等新聞發布事項。 

（２）協調傳播媒體協助蒐集、報導災情及緊急應變相關資

訊事項。 

（３）其他有關新聞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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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衛生福利部： 

（１）督導災區防疫及居民保健。 

（２）督導災區緊急醫療及後續醫療救護。 

（３）督導災區藥品及醫療器材調度。 

（４）督導災後食品衛生、飲用水安全及環境衛生處理。 

（５）督導災區災民生活必需品之儲備、運用及供給。 

（６）督導災民之安置及救助。 

１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１）督導災區環境清理事項。 

（２）督導災區環境消毒及飲用水水質管制之抽驗。 

（３）督導災後嚴重污染區之隔離、處理及追蹤管制。 

（４）協助流動廁所之調度。 

（５）其他有關環境保護應變措施事項。 

（三）災情應變處置作業：本中心除進駐機關於首長決策室進行

各項應變處置作業外，並以任務編組方式編組： 

１、彙報處理組：由經濟部辦理 

（１）負責指揮官幕僚作業，紀錄登載本中心開設各項運作

狀況﹙如附件 6﹚、指揮官裁﹙指﹚示事項追蹤管制﹙

如附件 7﹚與長官蒞臨指（裁）示稿撰擬等事項。 

（２）負責災情催報、查證、彙整、通報、傳遞等作業。彙

整各部會所提供災情，製作災情報告。 

（３）本小組作業人員於值勤交接時，應將所有查報書面資

料（含對口單位連繫電話、分工責任區）、電腦檔案進

行交接工作，必要時應召開交接會議。 

（４）災情查報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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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本中心成立後 1 小時內，應先彙整初期災

情查報資料（如附件 8），陳送各級長官，

交由經濟部、內政部上網公告。  

Ｂ、每日 3 時、 6 時、 9 時、 12 時、 15 時、 18

時、21 時、24 時全面進行災情查報與確認

，遇有重大災害或特殊事故時得隨時為之

，並應彙整查報資料報告陳送各級長官與

上網公告。  

Ｃ、有下列情形發生時，視需要隨時更新災情

查報資料：  

（Ａ）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蒞臨視察時

。 

（Ｂ）發生其它重大災情時。 

（Ｃ）其他必要之情形。 

２、新聞公關組： 

（１）由經濟部（國營會或能源局）及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

共同組成，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辦理輿情反映及新聞

宣導工作，經濟部協助新聞媒體聯繫及新聞發布。 

（２）新聞發布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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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本中心成立後 1 小時內發布第 1 次新聞，

以後配合災情查報之結果，於工作會報結

束後發布最新消息，由指揮官或指定發言

人負責發布。  

Ｂ、有下列情形時，指揮官得視需要指示發布

新聞：  

（Ａ）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蒞臨視察時

。 

（Ｂ）發生其它重大災情發生時。 

（Ｃ）重大決策決定時。 

（Ｄ）其他必要之情形。 

（３）本中心開放媒體採訪時機：原則上以新聞發布室為發

布地點，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蒞臨視

察時，由指揮官酌情指示開放採訪。 

３、分析研判組： 

由內政部就各項火災、爆炸災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

經濟部就環境污染資訊等相關資料，對災害應變處理作

分析研判，提出具體建議供指揮官決定應變措施之參考

。 

（四）指揮官得視實際情形彈性啟動功能分組或增派其他機關派

員進駐，各功能分組之成員機關應依需要，派遣所屬權責

單位派員進駐；各分組主導機關亦得視實際需要，報請指

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派員參與運作。 

（五）本中心開設運作後，由副指揮官以上人員於每日 9 時、15

時、21 時召開工作會報，必要時得隨時召開，各進駐機

關及功能分組主導機關應於工作會報提出報告資料。     

伍、縮小編組及撤除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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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縮小編組時機： 

災害狀況已不再繼續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無緊急應變任務

需求時，經經濟部或進駐機關提報，指揮官得決定縮小編組規

模，對已無執行緊急應變任務需要之進駐人員，予以歸建，由

其他進駐人員持續辦理必要之應變任務。 

二、撤除時機： 

緊急處變處置已完成，且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關或單

位自行辦理，無緊急應變任務需求時，經經濟部提報後，指揮

官得以口頭或書面報告會報召集人撤除本中心。 

陸、本作業程序得依實際作業需要，隨時檢討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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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簽 於○○○  年  月  日 

 

主旨：為利處理○○災害之緊急應變，擬成立○○公用氣體與油料管

線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事宜案，簽請 鑒核。 

說明： 

擬辦：為立即展開各項災害應變作業，擬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

要點」等規定，準備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相關作業，並恭

請 指定中心指揮官，統籌指揮應變事宜。並通知各編組機關

即刻進駐內政部消防署 3 樓會議室展開作業。是否允當，恭請 

核示。 

右陳 

院長 

 

         職             
謹簽 

檔名：C:\Documents and Settings\net15\My 

Documents\災防法\風災應變中心卷\風災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作業規定草案-910710.doc 

 
本
案 

檔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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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單 

年   月   日   時   分 

受 

文 

者 

內政部、國防部、交通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災

害防救辦公室、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衛生福利部、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勞動部、經濟部（工業局、能源局、國營會） 

副本 

收受者 

行政院（院長室、副院長室、秘書長室）、經濟部（部長室

、次長室、主任秘書室） 

 

內 

容 

一、為執行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事宜，奉指揮

官指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於  月  日  時開設

，請各編組作業機關配合派遣相關層級人員於1小時內進

駐本中心，展開作業。 

二、指揮官並將於  時  分召開災害防救會議。 

發 文

單 位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電話：(02)8195-9119 

傳真：(02)8912-7150 

地點：新北市新店區北

新路3段200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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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進駐機關任務分派 

彙報 

處理組 

分析 

研判組 

新聞 

公關組 

首長 

決策室 

1.各進駐相關部會

承辦人 

2.經濟部﹙緊急應變

小組﹚ 

1.內政部 

2.經濟部 

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行政院發言人辦公

室 

2.經濟部（國營會或能

源局） 

1.指揮官 

2.副指揮官 

3.各機關進駐代表 

4.幕僚作業組 

分別就業務體系，蒐集、查

證各項災情狀況，並進行必

要應變與處置。 

負責災情催報、查證、彙整

、通報傳遞、傳遞等作業。 

負責火災、爆炸動態、

污染潛勢分析及相關決

策採行措施建議。 

負責新聞稿撰寫與發

送作業，新聞媒體聯

繫公關。 

指揮、督導、協調各機關構

執行救災工作。 

附件 3 



 

 

附件 4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暨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回覆表 

緊 

急 

應 

變 

小 

組 

機關名稱  

成立時間  

成立地點  

負責人  

聯繫電話  

傳真電話  

電子信箱  

 

派 

員 

進 

駐 

中 

央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進駐狀況 單位職稱 姓名 辦公室電話 電傳 手機 住家電話 

立即進駐人員       

輪 

流 

進 

駐 

人 

員 

 月 日  時       

 月 日  時       

月 日  時       

月 日  時       

月 日  時       

本表聯絡代表人：         辦公室電話：        電傳：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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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部（會、署）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整備工作檢核表 

開設層級 檢核結果 應辦理整備工作檢核項目 

 

中 

心 

開 

設 

 緊急應變小組之編組完成 

 確認開設運作機制與整備事項 

 機關首長或權責人員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 

 災害搶救之機具、器材調度及人力運用辦理

情形 

 後勤物資與收容救助之辦理情形 

 因應災害所採行應變措施 

 重要待辦或協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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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處置情形時序表 

      年   月   日（星期   ） 

日期/時間 處  置  作  為 

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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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第   次工作會報紀錄 

壹、時間：   年   月   日   時 

貳、地點：      會議室 

參、主席：指揮官                 記錄： 

肆、討論： 

伍、主席指（裁）示事項： 

 

陸、散會。 

 

附件︰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表 

指 示 事 項 辦 理 單 位 辦 理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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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應變處理報告 

○○年○○月○○日○○時（第○報） 

壹、災情動態：（經濟部） 

一、 公用氣體部分：（經濟部） 

二、 油料供應部分：（經濟部） 

貳、人員傷亡：截至○日○時止，計死亡○○人、受傷○○人、失蹤○○

人。 

一、 死亡人數：（經濟部） 

二、 受傷人數：（經濟部） 

三、 失蹤人數：（經濟部） 

四、 房屋毀損：（經濟部） 

參、災民收容：（衛生福利部） 

肆、進駐部會（機關）動員人力與裝備情形： 

伍、其他： 

一、環境污染：（行政院環保署） 

二、治安維護：（內政部） 

三、鐵路、捷運影響：（交通部） 

四、國軍兵力支援：（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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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

救業務標準作業手冊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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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依據  

一、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二、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及「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 

三、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四、 「經濟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經濟部參與其他部會成立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運作規定」、「經濟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及「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要點」。 

貳、目的  

一、建立完整有效之通報系統，健全災害之緊急應變體系。 

二、強化災害預防，有效執行災害搶救、處理、災情勘查以及善後處置、復建等相關事宜。 

三、提升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及民營事業對於災害之應變能力，減輕災害及事故損失。 

參、實施策略  

加強經濟部及民營事業對於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之預防、應變及善後復原重建等

工作。 

肆、災害防救業務標準作業  

一、作業項目 

（一）督導地方政府及民營事業機構辦理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

防救應變事項。 

（二）辦理災情彙總及災情通報，並迅速提供上級及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所需之情報。 

（三）加強與地方政府及公用天然氣事業、民營石油煉製業及各救

災有關單位之聯繫，以協助災情處理。 

（四）發生災害時，適時派員赴災區了解災情，並督導各級政府、

公用天然氣事業、民營石油煉製業辦理救災應變、善後工作
。 

（五）在災害區域內需要迅速適當實施災害應變措施時，協助有關
機關首長及機關作必要之處置。 

（六）配合其他部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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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情傳報 

經濟部能源局（以下簡稱能源局）石油及瓦斯組應就所掌握之災情及應變

措施，依照災害等級區分表（附表 1）研判等級，迅即通報：  

（一）丙級狀況，由民營事業機構循通報體系通報能源局及地方政

府，由地方政府相關業務單位成立緊急應變小組處理。 

（二）乙級狀況，由民營事業機構、地方政府或其他單位循通報體

系通報，能源局接獲災害發生，應於15分鐘內由能源局局長
先行以電話報告部次長，並於1小時內就所掌握之狀況，依既

定之表報格式（附表2）以傳真方式，電傳部長室、政務次長

室、主管次長室、主任秘書室、政風處及經濟部（以下簡稱
本部）值勤中心（下班時間）。 

（三）甲級狀況，除依前項通報外，並以通報單(附表2)通報行政院
（院長、副院長、主管災害防救之政務委員、秘書長、發言

人、政務副秘書長、常務副秘書長、內政衛福勞動處、交通

環境資源處處長、經濟能源農業處處長、教育科學文化處處
長、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發言人辦公室主任及災害防救辦

公室主任）。 

（四）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狀況，除依第2項通報外，並應即以通
報單(附表2)通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主管災害防救之政

務委員、秘書長、發言人、政務副秘書長、常務副秘書長、
內政衛福勞動處、交通環境資源處處長、經濟能源農業處處

長、教育科學文化處處長、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發言人辦

公室主任及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五）不論災情等級，應依新聞媒體持續報導，及民情關注，應即

時通報主任秘書及部次長。 

三、密切觀察災情變化，持續彙報 

災害發生，若非短期內所能處理完畢者，能源局應密切觀察情勢演變，並

持續彙報： 

（一）丙級狀況由地方政府主管單位彙總，於處理告一段落後陳報

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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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級狀況須於每日9時、15時將新進展以通報單(附表2)提報
部次長室、主任秘書室、政風處及本部值勤中心（下班時間

）；其間若有重大發展，亦應隨時提報。 

（三）甲級狀況須於每日9時、15時、21時，將最新進展以通報單(

附表2)提報行政院、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行政院發言人
辦公室；其間若有重大發展，並應隨時提報。 

（四）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狀況須於每日9時、15時、21時，將最
新進展以通報單(附表2)提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主管災

害防救之政務委員、秘書長、發言人、政務副秘書長、常務

副秘書長、內政衛福勞動處、交通環境資源處處長、經濟能

源農業處處長、教育科學文化處處長、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

、發言人辦公室主任及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及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其間若有重大發展，並應隨時提報。 

四、橫向聯繫通報 

（一）接獲消防通報體系、或災害權責機關通報災害訊息時，應立
即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二）災害發生若涉及地方政府須即時處理者，應立即通報地方政
府權責單位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五、成立組織，進行各項災害防救處置 

災害發生時，能源局應即依所掌握資訊及災害等級區分表，成立適當組織

以為因應： 

（一）丙級狀況： 

由各民營事業機構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地方政府相關業務單位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處理。 

（二）乙級狀況： 

１、由能源局石油及瓦斯組簽陳局長核准成立「民營公用氣體
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由局長擔任召集人，副

局長擔任副召集人。 

２、作業地點依照「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室設置作業程序」設置於能源局12樓會議室，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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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現場佈置，準備編組及作業人員所需之膳食、寢具等

後勤裝備。 

３、能源局石油及瓦斯組應以電話或適當方式，通知「民營公
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編組成員及相關作

業人員進駐。 

４、各編組人員接獲通報後，應依規定在1小時內完成報到，依

所編排之任務展開作業。 

５、「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視災情害

實際情形持續運作，至災害緩和穩定後，簽報召集人核定

後撤除。 

６、「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撤除後3日
內，應詳實記錄相關處置情形，簽報部次長。 

７、地方政府成立「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應變中心」處理
各項緊急應變。 

（三）甲級狀況，可由本部依權責處理者： 

１、由能源局局長簽報部長核准，成立「經濟部民營公用氣體

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下稱本小組），作業地
點為能源局12樓會議室，並進行現場佈置，準備編組及作

業人員膳食、寢具等後勤裝備。 

２、本小組指揮官為部長，副指揮官為主管次長，並由能源局
局長（或指定人員）擔任執行秘書；「民營公用氣體與油

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並升級進駐，負責本小組之秘
書幕僚工作。 

３、以本小組名義，通報業務相關委員或相關單位代表進駐。 

４、各編組人員接獲通報後，應依規定在1小時內完成報到，依

所編排之任務展開作業。 

５、各編組人員進駐後，能源局應視情形，協助指揮官召開會

議，了解災情報告及各編組準備情形，指示採取必要處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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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本小組應嚴密監控災情狀況，研擬因應對策及依災害現場
狀況召開救災協調會議，定時或即時擬定有關災情處置之

新聞資料，供指揮官或指定人員發布新聞。 

７、本小組應依規定時程（每日9時、15時、21時），彙整與本

部相關各項災情資料之最新進展，以通報單(附表2)提報行
政院（院長、副院長、主管災害防救之政務委員、秘書長

、發言人、政務副秘書長、常務副秘書長、內政衛福勞動

處、交通環境資源處處長、經濟能源農業處處長、教育科
學文化處處長、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發言人辦公室主任

及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其間若有重大發展，並應隨時

提報。 

８、本小組應作為與其他部會、或本部相關單位間之業務聯繫

窗口，協調各項災害防救事宜。 

９、本小組應視災情需要或遵照指示，主動安排長官進行現場

勘察。 

１０、本小組視災害實際情形持續運作，至災情緩和穩定後，

簽報局長核定後撤除。後續應辦事項應由各相關權責單
位賡續處理，並由能源局負責管考追蹤。 

１１、本小組撤除後3日內，應詳實記錄相關處置情形，簽報部
次長，並送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備查。 

１２、地方政府成立「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應變中心」處
理各項緊急應變。 

（四）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狀況，須跨部會組織協調處理者： 

１、依「經濟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之規定

，由能源局局長報告部長，視災情狀況，研判有開設必要

時，以部長名義簽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下稱會報

召集人）核准，並指定指揮官後成立「公用氣體與油料管

線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下稱本中心），設置地點原
則為內政部消防署3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另有指定

時，依指揮官指定地點作業）。 

２、本中心置協同指揮官1人至5人，由會報召集人指定；副指
揮官1人至5人，由本中心指揮官指定；執行秘書由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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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擔任，並由「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升級進駐，

負責秘書幕僚工作。 

３、以本中心名義，通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內政部、國
防部、交通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勞動部等機關首長
親自或指派權責人員進駐。若有需要，並得報請指揮官同

意後，通知其他有關單位派員進駐。 

４、各編組人員接獲通報後，應依規定在1小時內完成報到，依
所編排任務展開作業。 

５、各編組人員進駐後，執行秘書應視情形，安排指揮官召開
會議，了解災情及各編組準備情形，指示採取必要處理措

施。 

６、本中心應嚴密監控災情狀況，研擬因應對策及召開會議，

不定時或定時擬定有關災情處置之新聞資料，供會報召集
人或指定人員發布新聞。 

７、指揮官、協同指揮官、副指揮官指示事項，應立即協調參
與進駐機關，通知所屬單位配合處理。 

８、遵照上級指示，或視災情發展需要，安排長官赴災害現場
實地勘察。 

９、本中心應依規定時程（每日9時、15時、21時），彙整各項
災情資料之最新進展，以通報單(附表2)提報行政院（院長

、副院長、主管災害防救之政務委員、秘書長、發言人、

政務副秘書長、常務副秘書長、內政衛福勞動處、交通環
境資源處處長、經濟能源農業處處長、教育科學文化處處

長、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發言人辦公室主任及災害防救

辦公室主任）；其間若有重大發展，並應隨時提報。 

１０、災害狀況已趨緩和，得報請指揮官同意後縮小編組，或

改依甲級、乙級、丙級狀況處理，本中心已無執行應變
任務需要者予以歸建。 

１１、災害應變處置已完成，指揮官得以書面報告會報召集人
撤除本中心，各編組部會派駐人員依撤除通報歸建，相

關後續復原重建事宜，依權責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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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本中心撤除時，由能源局彙陳初步總結報告；各進駐機
關並應詳實紀錄本中心開設期間相關處置措施，於3日內

彙整完整報告陳報部次長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１３、本中心撤除後，各項災後重建復原措施，由各相關部會

依權責繼續辦理。 

１４、地方政府成立「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應變中心」處

理各項緊急應變。 

六、人員編組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駐人員 

編組 單 位 及 人 名 

進 駐 值 勤 時 機 

成立中央

災害應變

中心 

經濟部成

立緊急應

變小組 

能源局成

立緊急應

變小組 

地方政府

成立災害

應變中心 

指揮官、

協同指揮

官、副指

揮官 

指揮官：由召集人指定 

協同指揮官：由召集人指

定 1人至 5人 

副指揮官：由指揮官指定 1

人至 5人 

＊    

相關部會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內政部、國防部、交通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衛生福利部、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行政院發言人辦

公室、勞動部等機關首長

或指派權責人員 

＊    

執行秘書 能源局局長或指定人 ＊ ＊   

本部其他

相關單位 

災害涉及主管業務之國營

會、中油公司及其他相關

單位首長或主管 

＊ ＊   

 

（二）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進駐人員 

編組 進 駐 值 勤 時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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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 進 駐 值 勤 時 機 

秘書單

位（能源

局） 

公用天然氣

事業或民營

石油煉製業

作業組 

事務組 行政組 

成立中

央災害

應變中

心 

經濟部

成立緊

急應變

小組 

能源局

成立緊

急應變

小組 

正常業

務處理

程序辦

理 

組長 
石油及瓦斯

組組長 
主任秘書 ＊ ＊   

副組長 
石油及瓦斯

組副組長 
－ － ＊ ＊ ＊  

秘書 

石油及瓦斯

組瓦斯管理

科科長（第1

小組）、石油

設施科科長

（第2小組） 

秘書室事務

科科長 

秘書室文書

科科長 ＊ ＊ ＊  

地方及

事業機

關（構）

聯絡員 

石油及瓦斯

組派員編組

1名 

－ － ＊ ＊ ＊ ＊ 

部會聯

絡員 

石油及瓦斯

組派員編組

1名 

－ － ＊ ＊ ＊  

庶務人

員 
－ 

由秘書室派

員編組（含

庶務 1名及

司機 1名，

計 2名） 

－ ＊ ＊   

註：表中相關部會與本部相關單位應事先建立聯繫窗口，俾利即時聯繫。 

七、值勤方式 

（一）能源局作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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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緊急應變小組分3班值勤：第1班：8時至15時，第2班：15
時至23時，第3班：23時至翌日8時；每班值勤時間依上述

時間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作業時間。 

２、緊急應變小組編組成員由主任秘書、石油及瓦斯組組長、

負責編組作業人員勤務調派、指揮及管理事宜；組長因故
無法擔任時，由副組長綜理其作業。 

３、編組作業人員因故無法值勤應先向該小組秘書報備，俾安
排其工作由該小組成員代理之。 

４、值勤人員與下一班次輪值人員完成交班作業前，不得擅自

停止工作或離開工作崗位。 

５、中心成立時，進駐人員依緊急應變小組編組運作。 

（二）各編組進駐部會或本部相關單位，由各該部會或單位先行排

定。 

八、任務分工 

（一）各部會及相關單位參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分工如次 

編組部會 負 責 業 務 

行政院災害防
救辦公室 

辦理災情分析與防救策略及作為等，供指揮官決策參
裁建議。 

經濟部 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幕僚作業事項。 

２、督導公民營事業機關（構）有關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等
防救災措施、搶修、維護及災情查報、彙整事項。 

３、督導公民營事業機關（構）有關天然氣、油料供應之協
調事項。 

內政部 １、督導地方政府執行災情查報事項。 

２、督導消防等單位執行災害搶救事項。 

３、督導災區危險建築物緊急鑑定及處理等事項。 

４、督導地方政府執行罹難者遺體處理等事項。 

５、督導災區之人命救助事項。 

６、督導災區之治安維護、交通疏導、犯罪偵防、協助罹難
者遺體相驗等事項。 

交通部 １、鐵路、公路、橋樑及相關交通設施防救災措施之督導、

災情之查報、彙整及緊急搶修之聯繫事項。 

２、交通運輸工具之徵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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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部會 負 責 業 務 

３、鐵路、公路、航空、海運等交通狀況之查報、彙整等事

項。 

４、氣象、地震、海嘯等災害防範有關資料提供事項。 

５、其他有關交通應變措施事項。 

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 

１、災區通訊系統之確保。 

２、督導災區通訊設施、設備之緊急復原。 

３、其他有關通訊系統應變措施事項。 

國防部 １、督導國軍主動支援重大災害之搶救。 

２、提供國軍戰情系統 蒐集之災情資料。 

３、督導軍事單位災情蒐集及通報。 

４、督導憲兵單位協助執行災區治安維護。 

５、督導國軍救災裝備、機具之支援調度。 

行政院發言人

辦公室 

１、災害預警、準備、應變、復原重建等新聞發布事項。 

２、協調傳播媒體協助蒐集、報導災情及緊急應變相關資訊

事項。 

３、其他有關新聞事項。 

衛生福利部 １、督導災區防疫及居民保健。 

２、督導災區緊急醫療及後續醫療。 

３、督導災區藥品及醫療器材調度。 

４、督導災後食品衛生、飲用水安全及環境衛生處理。 

５、督導災區災民生活必需品之儲備、運用及供給。 

６、督導災民之安置及救助。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１、督導災區環境清理事項。 

２、督導災區環境消毒及飲用水水質管制抽驗事項。 

３、督導災後嚴重污染區之隔離、處理及追蹤管制事項。 

４、協助流動廁所之調度。 

５、其他有關環境保護應變措施事項。 

勞動部 １、協助勞工工作場所災害應變處理事項。 

２、督導勞工傷亡災害之檢查及善後處理事項。 

經濟部國營會 督導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機關（構）實施各項緊急應變措施

。 

經濟部工業局 督導所屬工業區管理機構實施各項緊急應變措施。 

台灣中油公司 協助及支援民營事業機關（構）實施各項緊急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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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局作業組 

編組單位 負 責 業 務 

公用天然氣事

業或民營石油

煉製業作業組 

１、辦理緊急應變小組、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相關幕僚作業。 

２、簽辦緊急應變小組、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解除相關

作業。 

３、辦理公用天然氣事業或民營石油煉製業管線災情通報及

災情蒐集、彙整、陳報，提供上級及其他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所需之情報。 

４、公用天然氣事業或民營石油煉製業發生重大管線災害，

赴災區了解災情，督導民營事業機關（構）進行救災、

善後。 

５、新聞傳播媒體有關資料之蒐集與研析。 

６、對外、對內綜合簡報及文宣之彙辦。 

７、有關機關協調聯繫事宜。 

行政組 １、新聞傳播媒體有關資料之蒐集與彙整。 

２、新聞發布與新聞媒體之聯繫。 

事務組 １、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地點工作室設施、設備之整備。 

２、事務支援作業有關事宜。 

３、督導災害防救相關人員接待。 

九、其他規定 

（一）各級應變組織之幕僚及後勤作業，由能源局支援處理。 

（二）參加編組作業人員值勤時，其加班費得按實際服勤時數核實
報領，不受現行工作規則加班時數之限制。 

（三）參加編組之各機關代表，在報到與退勤時，應於簽到表內簽

到（退），並可影印簽到表作為到離時間之證明。能源局參

加編組作業，若為正常上、下班時間除於緊急應變小組簽到

（退）外，仍須依能源局考勤規定刷卡。 

（四）參加編組作業人員得按每次實際值勤情況核實考核及獎勵。 

十、本防救緊急應變標準作業程序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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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

要點  

一、能源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迅速處理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

線災害，督導公用天然氣事業、民營石油煉製業即時進行搶

救緊急應變事宜，依「災害防救法」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遇有災害發生時，本局為能迅速有

效督導公用天然氣事業、民營石油煉製業進行災害搶救，並

將現場災害狀況，即時迅速通報有關機關及傳遞災情，採取

各種必要之因應措施，防止災情擴大，減少生命財產損失，

爰成立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三、本局成立之「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以
下稱本小組)」係一臨時性救災之任務編組，本局由局長擔任

召集人、副局長擔任副召集人，其組織與職掌如下： 

 

職稱 原任職務 職   掌 代理人 

召集人 局長 綜合督導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之

事業機關（構）執行災害防救及緊急應變有

關事宜。 

副局長 

副召集人 副局長 襄助召集人綜合督導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

管線災害之事業機關（構）執行災害防救及

緊急應變有關事宜。 

主任秘書 

委員 主任秘書 負責新聞發布與聯繫有關事宜如下： 

１、新聞傳播媒體有關資料之蒐集與彙整。 

２、新聞發布與新聞媒體之聯繫。 

另負責行政支援作業有關事宜如下： 

１、作業地點工作設施之整備。 

２、行政支援作業有關事宜。 

３、災害防救會議人員接待。 

綜合企劃

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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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原任職務 職   掌 代理人 

委員 石油及瓦

斯組組長 

督導公用天然氣事業或民營石油煉製業辦

理災害防救及緊急應變有關事宜如下： 

１、辦理災情通報及災情蒐集、彙整、陳報

，提供上級及其他中央防救中心所需之

情報。 

２、發生重大災害，赴災區了解災情，督導

事業機關（構）救災應變與善後。 

３、辦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４、對內綜合簡報。 

５、通告本局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及有關機關

協調聯繫事宜。 

石油及瓦

斯組副組

長 

委員 政風室主

任 

負責其他緊急情報及狀況之通報有關事宜

如下： 

１、負責其他急要情報及緊急狀況之通報有

關事宜。 

２、檢、調、警方之協調聯繫。 

 

 

 

四、成立撤除時機 

（一）成立時機 

１、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狀況：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計有下列情形之ㄧ，經經濟

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一）有10人以上傷亡、失蹤，

且災情嚴重，有持續擴大蔓延，無法有效控制者。（二

）陸域污染面積達10萬平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 

２、甲級狀況：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計有下列情形之ㄧ，經經濟

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一）造成7人以上傷亡、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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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情況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者。（二）陸域污染面

積達1萬平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３、乙級狀況：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計有下列情形之ㄧ，經經濟
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一）造成5人以上傷亡、失蹤，

且情況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者。（二）陸域污染面

積達5千平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二）撤除時機 

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撤除時，或上級長官直接下達指示撤

除時，由召集人宣布撤除。 

２、災害現場危害解除，並視災害處理情形，經緊急應變小
組召開會議討論作成撤除結論時，由召集人宣布撤除。 

五、作業方式 

（一）作業地點：本小組設於本局12樓，若召集人另有指示時，

依召集人指示地點作業。當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原
則設於內政部消防署3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二）本小組成立或撤除時，召集人應立即報告行政院災害防救
辦公室，並以通報單通知民營事業機構或地方災害應變中

心。 

（三）小組成立編組作業後，由召集人召開災害處理會議，了解
災變現場情形，指示採取必要措施。 

（四）災害發生時，各編組成員依權責執行應變措施，並隨時向
召集人報告執行情形。 

（五）本小組撤除後，各項善後措施各單位依權責繼續辦理。 

六、作業單位權責 

（一）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 

當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指揮官由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召集人指定之；協同指揮官1人至5人，由會報召集人

指定之；副指揮官1人至5人，由本中心指揮官指定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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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局長擔任執行秘書，並由本局緊急應變小組升級進駐，

仍以原作業方式負責小組幕僚工作。 

（二）甲級狀況： 

當成立「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由本部部長或指定之人
員擔任指揮官，主管次長及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本部聯絡官

擔任副指揮官，本局局長擔任執行秘書，並由本局緊急應

變小組升級進駐，仍以原作業方式負責小組幕僚工作；另
小組委員除原本局緊急應變小組成員外，另增本部相關人

員。 

（三）乙級狀況： 

由本局局長擔任召集人，副局長、主任秘書及石油及瓦斯
組、政風室主管為委員；本小組作業人員由本局石油及瓦

斯組或電力組依業務性質編組，並由以上各組指派相關人

員組成。 

七、作業程序（參閱附件 2） 

（一）作業地點（作業室）：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
應變小組設於本局12樓會議室或依部長指示地點作業。 

（二）依據「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室
設置作業程序」（如附件3）設置作業室。 

（三）災害速報作業程序： 

１、民營事業機構於發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時，應依

「民營能源事業各類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程序作業要點
」（如附件5）辦理速報。 

２、本局業務分工： 

石油及瓦斯組負責公用天然氣事業及民營石油煉製業災

害速報處理，秘書室負責本部及本局緊急應變小組行政
支援作業。 

３、災害通報體系（如附圖1）。 

４、災害防救組織（如附圖2）。 

（四）本局緊急應變小組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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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民營事業機構發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重大事故時，本
局石油及瓦斯組相關人員於接獲災害通報後，除立即陳

報局長、副局長外，並研析請示是否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 

２、經首長指示成立緊急應變小組，由石油及瓦斯組承辦人
負責編組及製作成立通報單（如附表3），或以電話通報

小組編組成員、民營事業機構、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 

３、各編組作業人員於接獲通知後，應即赴作業地點（作業

室）。 

４、若非上班時間，則接獲災害速報之主管人員，應即負責

通報及聯繫作業事宜。 

５、於其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成立時，本小組須與民營

事業機構加強聯繫，以支援本部派駐該中心之成員。 

６、成員召集完畢後，召集人得召開處理會議，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災害作業由石油及瓦斯組人員擔任，行政支援
作業由秘書室人員擔任，並聽取災害狀況及搶救處理、

傷亡情形簡報及因應對策。 

７、召集人之裁示由緊急應變小組成員各依任務分工加強與
民營事業機構、消防、傷患緊急醫療救護等救災有關單

位之聯繫，以協助災情處理。 

８、會議時由召集人裁決是否派員趕赴現場協助處理及蒐集

相關資料，並指定適當人員率隊；各組並應指派人員於
本局待命，隨時保持聯繫以蒐集資料及辦理臨時交辦事

項。 

９、災害速報及通報方式：  

（１）甲、乙級以上之災害，民營事業機構各單位須於接
獲事件發生15分鐘內以電話或傳真本局，並於1小時

內就先期掌握之狀況，依既定表格（如附表4）以傳

真方式電傳本局。若電話、傳真均無法利用時，並
應即指派專人進行通報。丙級狀況則視災情狀況逐

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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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各類事件之通報，應以累積方式傳遞，修正部分以
◎記號標示，新增部分以※記號標示。其中： 

Ａ、甲級狀況須於每日9時、15時、21時提報最新進展
；其間若有重大發展並應隨時提報。 

Ｂ、乙級狀況須於每日9時、15時提報最新進展。 

Ｃ、丙級狀況則於處理至一段落後，由地方政府主管
單位處理彙總陳報。 

１０、災害速報由緊急應變小組值勤人員負責追蹤、查證，
並彙整分析，經值勤負責人核定後，傳真層報上級單

位及有關機關。 

１１、赴災害現場交通工具由秘書室事務科安排派車或協助
聯繫其他交通工具。 

１２、由石油及瓦斯組擬具新聞稿，由秘書室文書科協辦發
布相關新聞。 

１３、新聞媒體採訪或需災害資料時，由秘書室文書科負責
接待及安排受訪人員、時間及地點或提供相關資料。 

１４、新聞傳播媒體有關災害報導資料之蒐集與研析由秘書
室文書科負責。 

１５、本小組成員凡與事故單位、有關機關聯繫，向上級報
告及上級指示與災害防救有關事項均應隨時列入紀

錄表（如附表5）。 

１６、若需與檢查單位、警方、調查單位協調聯繫時，由政

風室辦理。 

１７、災害速報與災害報告，經批示後送各級長官，並由石

油及瓦斯組建專檔備查。 

１８、作業地點（作業室）會議室，應設置： 

（１）對外聯絡電話、專用傳真機、行動電話。 

（２）電視機、收音機。 

（３）台灣全省地圖。 

（４）照明設備（蠟燭、緊急照明電燈、手電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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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公用天然氣事業高中壓管線圖。 

（６）民營石油煉製業油料管線圖。 

其中（１）至（４）項由秘書室事務科準備，（５

）、（６）項由石油及瓦斯組準備、保管。 

八、其他規定 

（一）參加編組作業人員值勤時，其加班費得按實際服勤時數核
實報領，不受現行加班時數之限制。 

（二）支援緊急應變小組編組之各機關、單位成員、報到與撤離

時，須於小組之到離時間簽名表（如附表6）上簽到（退

）外，得由緊急應變小組辦理開具應變小組到離時間證明

單（如附表7）電傳支援人員之服務單位。 

（三）本局人員參加編組作業，若為正常上班時間，上、下班除

於緊急應變小組簽到（退）外，仍須依本局人事室規定刷
卡。 

（四）參加編組作業人員得按每次實際值勤情況核實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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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標準

作業程序  

1     目的 

為使能源局（以下簡稱本局）緊急應變小組成員對於緊急事故能採取

有效之應變措施，期以最短時間處理災情傳遞及通報，避免災害擴大

，造成財物損失及人員傷害，並使損失減至最低程度。 

 

2     適用範圍 

2.1   部門 

適用本局緊急應變小組之所有部門。 

2.2   人員 

適用本局緊急應變小組之所有工作人員。 

 

3     緊急應變小組作業流程 

部門 作業流程 

通報單位 

 

業務單位 

 

權責主管 

 

應變小組 

 

各單位 

 

 

 

 

 

 

 

 

 

 

4     緊急應變小組成立作業程序 

4.1   接獲通報或指示成立 

4.1.1 接獲事業機構或地方主管機關通報 

丙級狀況 

接獲通報 

研判災情 

成立 

小組運作 

解除 

甲、乙級

狀況 

業務單位  

視狀況處理 

上級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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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屬甲、乙級狀況以上時，任一接獲災情通報者，立即

陳報局長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B. 尚未達乙級狀況，任一接獲通報者判斷災情可能迅速

擴大並對公共安全造成嚴重威脅時，即陳報局長核

示是否成立。  

4.1.2 上級指示 

本局接獲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或上級長官指示成立民營公用氣體與油

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時。 

4.2   通知人員進駐及設置設備 

4.2.1 本局業務組作業人員立即通知本局秘書室事務科進行緊急應變小組硬體

設備設置（上班時間應於 30 分鐘內設置完成、非上班時間則以 1 小時內設置完

成為原則）。 

4.2.2 本局石油及瓦斯組作業人員通知本局緊急應變小組成員立即進駐（如假日

及下班時間原則上應於 1 小時內進駐），立即執行相關幕僚作業。 

4.2.3 由本局局長擔任召集人，並進駐緊急應變小組指揮。 

4.3   進駐作業 

4.3.1 緊急應變小組編組成員於接獲電話（或傳真）通知後，應即赴本局 12 樓

「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室」進行作業。 

4.3.2 本局緊急應變小組人員進行災情研析，並擬具處理建議，陳報緊急應變小

組召集人。 

 

5     緊急應變小組運作作業程序 

5.1   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作業程序 

5.1.1 接獲重大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通報後，即與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及內政

部消防署人員保持密切聯繫，掌握災情動態，並決策是否須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 

5.1.2 指揮相關人員與縣（市）政府、發生災害事業機構等單位聯繫，全力配合

搶救災害。 

5.1.3 督導發布新聞稿或召開記者會相關資料準備，透過媒體宣導災區附近民眾

相關應變事項。 

5.1.4 各編組作業人員進駐後，隨即由召集人（或指揮官）召開災害防救會議，

由各參與編組機關派駐人員報告各單位災害處理情形以及所掌握之災情。 

5.1.5 將上級長官所指示事項，分工由緊急應變小組執行。 

5.1.6 緊急應變小組視實際情形持續運作至災害狀況完全控制。 

5.2   緊急應變小組石油及瓦斯組組長作業程序 

5.2.1 聯繫各組、室人員，準備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各編組作業人員進駐。 

5.2.2 督導同仁配合秘書室事務科設置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室（含簽到表、發生災

害之管線圖或線路圖、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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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決定編排編組作業人員輪值表，並通報各相關人員。 

5.2.4 通知秘書室事務科準備進駐人員之餐飲、場地清理等後勤事宜。 

5.2.5 將緊急應變小組會議中所指示事項，協商分工各委員協助落實執行。 

5.3   召開災害處理會議 

5.3.1 編組人員全面進駐後，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或指揮官）立即召開災害處

理會議。 

5.3.2 由石油及瓦斯組組長針對公用氣體、油料災害狀況及搶救處理、傷亡情形

向召集人（或指揮官）進行簡報。 

5.3.3 各相關編組成員應提出因應對策。 

5.3.4 會議中召集人（或指揮官）裁示事項，由進駐各任務編組單位成員依職掌

據以執行。 

5.3.5 本應變小組於會議結束後 1 小時內，將會議紀錄陳報核閱，並以電話（或

傳真）陳報部長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5.4   災情傳遞 

5.4.1 緊急應變小組通報時間表 

項目 提報單位 通報間隔 

災情陳報 上級單位及行政院

災害防救辦公室 

每日 9時、15時、21時提報最新情況

；其間若有重大變化，應於每次接獲災

害速報後，1小時內完成書面資料提報

。 

 

5.5   災情處理及新聞發布 

5.5.1 各通報單位之災情、救災及善後通報資料，由緊急應變小組作業人員負責

彙總製作災情報告，層報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核閱後，再以電話或傳真陳報部

長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5.5.2 緊急應變小組之新聞發布事宜由本局秘書室文書科負責協辦，至新聞稿之

撰擬則由本局石油及瓦斯組負責。 

5.5.3 媒體洽詢緊急應變小組有關之災害報導資料時，由本小組召集人或副召集

人對外代表發言。 

5.5.4 需向部長或上級主管簡報災害之救災、處理狀況時，由召集人簡報。 

 

6     災情狀況處理作業程序 

6.1   天然氣、油料供應中斷時處理程序 

6.1.1 聯絡受災事業機構提供供應中斷用戶數、影響範圍及初步估計恢復供應時

間。 

6.1.2 發布新聞稿通知大眾相關訊息。 

6.1.3 督導受災事業機構緊急搶修、復舊。 

6.1.4 視災情狀況，必要時協調同業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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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引起火災、爆炸災害處理程序 

6.2.1 協調地方政府督導所屬消防單位積極進行搶救事宜；聯繫內政部消防署之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掌握災情搶救之相關資訊。 

6.2.2 督導受災事業機構緊急搶修、復舊。 

6.2.3 彙整災情、提報搶修復舊進度。 

6.3   建築物、道路、橋樑、土地受災毀損或污染處理程序 

6.3.1 聯繫地方政府督導所屬單位進行相關災害處理事宜。 

6.3.2 督導受災事業機構緊急搶修、復舊。 

6.3.3 彙整災情、提報搶修復舊進度。 

6.3.4 協助受災事業機構進行相關災後處理事宜。 

6.4   人員傷亡後續處理追蹤 

6.4.1 統計傷亡基本資料。 

6.4.2 協調衛生福利部運用緊急醫療網搶救傷患。 

6.5   赴災區勘災 

6.5.1 緊急應變小組會議決議或召集人指示，須赴災區勘災協助處理及蒐集相關

資料時。 

6.5.2 指定適當人員率隊。 

6.5.3 請秘書室事務科安排赴災害現場交通工具，或協助聯繫其他交通工具。 

6.6   上級長官蒞臨及簡報 

6.6.1 秘書室文書科負責接待相關事宜。 

6.6.2 石油及瓦斯組準備簡報相關資料。 

6.6.3 提報最新災情統計及應變處理經過。 

6.7   地方政府請求事項之處理程序 

6.7.1 接獲地方政府所提出之需求時，協調聯繫相關部會協助與支援。 

6.7.2 聯繫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協調各部會聯絡官提供協助。 

6.7.3 若需同業協助，則依據請求事項，協調鄰近事業機構支援。 

6.7.4 列入追蹤事項及後續相關事宜，提報緊急應變小組。 

6.8   發布新聞稿或召開記者會之程序 

6.8.1 由石油及瓦斯組彙整事件發生原因、傷亡統計資料、供應中斷用戶數等災

情資料。 

6.8.2 由石油及瓦斯組撰擬新聞稿或提供圖表。 

6.8.3 新聞發布及記者會準備由秘書室文書科辦理。 

 

7     緊急應變小組撤除作業程序 

7.1   本局緊急應變小組根據災害速報表，研析災害處理措施已完成，擬具撤除

緊急應變小組之建議，陳報緊急應變小組召開會議討論，作成撤除結論時，即

宣布撤除。必要時，得召開記者會並說明災害事件處理情形。 

7.2   上級長官直接下達指示撤除時，即由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召開記者會宣布

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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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

室設置作業程序  

1     目的 

當發生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時，為能迅速採取相關設備設置

工作，期以最短時間完成架設硬體設備，及提供各項附屬設施，使能

源局（以下簡稱本局）緊急應變小組成員進駐使用。 

 

2     適用範圍 

2.1   設備 

適用本局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室之所有設備。 

2.2   人員 

適用本局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室設置之所有工作人員。 

 

3     緊急應變作業流程 

部門 作業流程 

各單位 

 

權責主管 

 

秘書室事務科 

 

應變小組 

 

各單位 

 

 

 

 

 

 

 

 

 

 

 

4     設置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室成立時機 

4.1   指示成立或接獲通知 

4.1.1 上級指示 

本局接獲長官指示成立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時。 

4.1.2 接獲業務主管通知 

接獲成立 

小組運作使用 

設備歸位 

指定專人設置 

設置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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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業務主管研判災情達乙級狀況以上時，須成立民營公用氣體與油

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時。 

 

5     設置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室程序 

5.1   上班時間 

5.1.1 本局 12 樓會議室若正使用中，應立即通知使用單位停止使用，清理物品

、撤離人員，並通知秘書室事務科設置相關設備。 

5.1.2 秘書室事務科於接獲通知後，應立即派員依照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室硬體配

置（如附件 3 之附圖），於中心內擺置桌椅、裝設電話、傳真機、電視、收音機

及備妥緊急電源等設備。 

5.1.3 緊急應變小組所需相關資料、成員聯絡電話表等，由石油及瓦斯組設置，

電腦裝設由綜合企劃組能源資訊與統計科協助辦理。 

5.2   星期例假日或下班時間 

5.2.1 通知秘書室事務科科長（或代理人）設置相關設備。 

5.2.2 事務科科長（或代理人）於接獲通知後，應立即聯絡相關工作人員，立即

赴本局 12 樓會議室，依照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室硬體配置（如附件 3 之附圖），

於中心內擺置桌椅、裝設電話、傳真機、電視、收音機及備妥緊急電源等設備

。 

5.2.3 緊急應變小組所需相關資料、成員聯絡電話表等，由石油及瓦斯組設置，

電腦裝設必要時聯絡綜合企劃組能源資訊與統計科協助辦理。 

 

6     作業室設備設置作業程序 

6.1   電話設備設置程序 

6.1.1 當秘書室事務科接獲通知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時，相關人員即至事務科存放

「緊急應變器材」專用櫃，將器材取出並移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室（12 樓會議

室） 

6.1.2 電話機固定位置後，將連接線接至線盒上，當聽筒內有「嗡---」聲音，即

完成接線。 

6.1.3 各承辦人將自己分機轉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室分機上：拿起話筒按*4 再按

自己分機號碼（話筒內隨回復功能確定）即表示完成。 

6.1.4 當任務完成，如欲將緊急應變小組分機取消轉回自己座位上：拿起話筒按

#4（話筒內隨回復功能確定）即表示完成。 

6.2   傳真機設備設置程序 

6.2.1 各相關組室將傳真機搬至作業室配置之位置。 

6.2.2 秘書室事務科將傳真機連接線接上線盒及電源後，當聽筒內有「嗡---」聲

音，即表示完成接線，並相互測試是否順暢。 

6.3   電視設備設置程序 

6.3.1 用無線遙控器開啟 3 槍投影機電源。 

6.3.2 開啟控制架右上方 2 個電源開關。 

6.3.3 開啟錄影機、擴大器及電視機電源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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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自錄影機收視選至需要頻道（按電視 AV 鍵接收電視畫面）。 

6.4   收音機、手電筒設置 

6.4.1 將裝妥乾電池之收音機及手電筒移至作業室配置之位置。 

6.5   電腦設備設置程序 

6.5.1 綜合企劃組能源資訊與統計科接獲通知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時，相關人員即

至作業室（12 樓會議室）架設電腦訊號線。 

6.5.2 各相關組室承辦人員（石油及瓦斯組）將個人電腦及印表機移至作業室配

置之位置，接上網路線及電源線後，並操作測試。 

6.6   緊急電源操作程序（使用大樓緊急電源） 

6.6.1 秘書室事務科相關人員將電源延長線插至大樓緊急電源插座，再將電源引

至作業室內各機具上。 

 

7     緊急應變小組作業室撤除作業程序 

7.1   本局緊急應變小組宣布撤除。 

7.1.1 電話、傳真機、電視、收音機設備歸位至原放置地點。 

7.1.2 電腦相關設備歸至原放置地點。 

7.1.3 清掃作業室，關閉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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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之附圖  經濟部能源局緊急應變小組硬體器材設備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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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民營能源事業各類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程序作業

要點  

一、能源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儘速了解並掌握公用天然氣事業、民

營石油煉製業各類災害及緊急事件，以迅速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俾減少災害損失及影響，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民營能源事業機構應通報之各類災害及緊急事件包括： 

（一）天然災害 

１、風災（颱風登陸造成災害致停止供氣、供油）。 

２、水災（營業區域內發生淹水致停止供氣、供油）。 

３、震災、土石流災害（發生災害致停止供氣、供油）。 

（二）工業安全衛生災害 

１、管線輸儲設施（含整壓站）發生爆炸、火災、危害物質（嗅

劑）之洩漏等災害。 

２、死亡或罹災人數在 3 人以上（含發包工程之承包商）之災害

。 

３、因外力破壞或施工單位（含承包商）施工不慎造成天然氣、

油料持續外洩情形者。 

（三）其他重大事件 

１、突發事件造成區域性暫停供氣、供油。 

２、經新聞媒體報導，引起廣泛注意者。 

三、各事業機構發生前項各類災害及緊急事件時，應由專人先以電話

通知，於 1 小時內擬具「各類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表」（如附表 4

），分別電傳本局及地方主管機關，並適時做後續處理情形之具體

報告。 

四、如發生重大災害造成 5 人以上傷亡，或其他原因導致天然氣、油

料持續外洩，情勢惡化不能控制且影響社會安寧事件者，各事業

機構應由專人依據緊急通報系統以電話通知本局及地方主管機關

，並於災害發生 1 小時內擬具「各類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表」電

傳本局及地方主管機關。地方主管機關接獲電話通知後，亦應速

報本局，並適時做後續處理情形之具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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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緊急聯絡電話及傳真應以專線設置，另為因應停電時亦能保持聯

繫之暢通，需具備不斷電系統以維持正常運作。



 

72 

附圖 1  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通報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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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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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等級區分表  

 

等級區分 主辦單位 災情區分 對應措施 

開設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 

經濟部、地

方政府、指

定之公共事

業單位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計

有下列情形之ㄧ，經經濟部研判

有開設必要者：（一）有 10 人以

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有

持續擴大蔓延，無法有效控制者

。（二）陸域污染面積達 10萬平

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經經濟部研判有開設

必要時，則成立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地點原則

設於內政部消防署），

且「經濟部災害緊急應

變小組」升級進駐（負

責秘書幕僚工作），地

方政府成立災害應變

中心。 

甲級狀況 經濟部、地

方政府、指

定之公共事

業單位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計

有下列情形之ㄧ，經經濟部研判

有開設必要者：(一)造成 7 人以

上傷亡、失蹤，且情況持續惡化

，無法有效控制者。（二）陸域

污染面積達 1萬平方公尺以下

，無法有效控制者。 

成立經濟部災害緊急

應變小組（地點設於能

源局 12 樓會議室，並

與能源局成立之緊急

應變小組併同作業），

地方政府成立災害應

變中心。 

乙級狀況 經濟部能源

局、地方政

府、指定之

公共事業單

位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計

有下列情形之ㄧ，經經濟部研判

有開設必要者：(一)造成 5 人以

上傷亡、失蹤，且情況持續惡化

，無法有效控制者。（二）陸域

污染面積達 5千平方公尺以上

，無法有效控制者。 

能源局成立緊急應變

小組，地方政府成立災

害應變中心 

丙級狀況 地方政府、

指定之公共

事業單位 

一、未達乙級災害規模，且情勢

已控制，不再惡化者。 

二、其他天然災害及緊急事件： 

１、風災（颱風登陸造成災害，

致停止供氣、供油）。 

２、水災（發生淹水致停止供氣

、供油）。 

３、震災（發生災害致停止供氣

、供油）。 

由地方政府相關業務

單位成立緊急應變小

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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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通報單  

敬  陳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主管災害防救） 

□行政院秘書長 
□行政院發言人 
□行政院政務副秘書長 
□行政院常務副秘書長 
□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處長 
□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處長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長 
□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處長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 
□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主任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 

□經濟部部長、次長、主任秘書 

□經濟部政風處 

通報別 □初報 □續報（ ） □結報 

通報人員 

單位：經濟部能源局 

 

職稱： 

 

姓名： 

電話 （02） 傳真 （02） 

災害類別  

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 

 電話：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災害地點  

現場指揮官 單位：                         聯繫電話： 

姓名：                         職稱： 

發生原因  

現場狀況  

 

 

 

傷亡/損失（壞

）情形 

死亡： 

失蹤： 

傷患： 

損失狀況： 

請求支援事項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應變措施 □未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解除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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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含本頁及其他傳真資料共（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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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通

報單  

災害名稱：                        編號： 

年    月    日    時    分 

受文者：民營          公司、      市、縣（市）政府災害

應變中心 

副本收受者：部長室、次長室、主任秘書室、研發會、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經濟部代表 

一、   年   月   日   時   分於              （地點）

發生                  災害，   日   時   分行政院

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經濟部（能源局）已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請各依權責展開災害防救作業，並於   月   日 

       時   分前將緊急應變小組值勤人員姓名及 24 小時聯

絡電話及傳真號碼送本小組。 

 

二、民營各事業機關（構）緊急應變小組處理情形請儘速以速

報表電傳或電話回報本小組。 

 

作業地點：經濟部能源局 12樓會議室 

電話：（02）27721370 轉 733/734/753 

傳真：（02）87722143  （02）27757745  （02）23716598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2 號 12 樓 

                           經濟部能源局緊急應變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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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各類災害及緊急事件

速報表  

（                       ）公司各類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表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部門主管：            承辦人：          電話： 

事件類別 □天然災害□工業安全災害□環保□其他重大事件□管線災害速報 

事件名稱  發生單位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發生原因 
 

 
 
 
 
 

 
 

處理情形 

 
 
 
 
 

人員傷亡 員工（承包商）         死亡    人       受傷    人 
民眾                   死亡    人       受傷    人 

 

 財物損失 

 

 

用戶停氣數 
（備註：公用天

然氣事業填報） 

工業用戶共          戶 
商業用戶共          戶 
家庭用戶共          戶 

請分送 

地方主管機關       縣（市）政府 

 

能源局緊急傳真 
１、民營公用氣體管線部分     傳真：（０２）８７７２２１４３ 
２、民營油料管線部分         傳真：（０２）２７７５７７４５ 
值夜室緊急傳真：（０２）８７７２２９５２、（０２）２７７５７６８６ 
值夜室緊急電話：（０２）２７７５３４５４、（０２）２７７５７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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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值

勤紀錄表  

 

災害名稱：                        時間：   年   月   日    時至    

時 

 

進駐（主辦）單位：                      值勤負責人： 

                                        值勤人員： 

 

序號 紀錄時間 
紀錄內容（請填寫值勤時處理事項，包含人、

事、時、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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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

員到離時間表  

 

災害名稱：                   發生時間： 

單位名稱 成員姓名 報到時間 簽名 離開時間 簽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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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

員到離時間證明單  

 

 

        茲證明              部（會、局、署）          

君於    年    月    日    時    分進駐本小組，於    

年 

    月    日    時    分離開。特開本單用以證明。 

 

                此致 

 

            部（會、局、署） 

 
                                    民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

線 

                                    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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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災害防救業務標準作業手冊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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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二、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及「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

定」。 

三、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四、 「經濟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經濟

部參與其他部會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規定」、「經

濟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及「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 

貳、目的  

一、建立完整有效之通報系統，健全災害之緊急應變體系。 

二、強化災害預防，有效執行災害搶救、處理、災情勘查以及

善後處置、復建等相關事宜。 

三、提升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及所屬事業（指中油公司，以下簡

稱事業）對於災害之應變能力，減輕災害及事故損失。 

參、實施策略  

加強經濟部及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之預

防、應變及善後復原重建等工作。 

肆、災害防救體系  

為落實經濟部對於災害及重大事故之整備動員，建置完

善之災害防救體系，以為及時、迅速之處理。 

一、平常時期之體系整備 

（一）明確災害處理之職掌劃分。 

（二）訂定並推動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三）建置迅速及時之事件通報體系以及與其他支援單位間

之聯絡網路。 

（四）辦理各項災害防救業務整備。 

（五）訂定各項緊急應變及搶救工作之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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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發生時之體系運作 

災害發生時，應迅即通報，並依據災害之性質、規模

等，成立適當之組織，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以及後續之

善後、勘查、復建工作。 

伍、業務分工    

一、防災教育訓練： 

（一）經濟部國營會：辦理緊急應變小組防災業務人員研

討會及演練。 

（二）事業：辦理各相關防災研討會及演習，與應變狀況

測試。 

二、防災業務整備： 

（一）督導事業依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建置緊急應變體系及

加強災害預防措施。 

（二）督導事業儲備相關救災應變器材設備、建立公用氣體

管線、油料管線圖籍資料庫，健全管線防災資訊系

統。加強公用氣體、油料管線檢測及抽換，並執行管

線設施汰舊換新計畫。 

三、災害應變： 

（一）經濟部國營會：災害發生後，立即啟動應變機制，蒐

集情報，協助經濟部所屬事業處理災害並彙整災情陳

報、連繫相關單位協助救災。 

（二）事業：成立適當應變組織處理各項救災事宜。 

陸、災害等級區分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計有下列情形之ㄧ，經經

濟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一）有 10 人以上傷亡、失蹤，

且災情嚴重，有持續擴大蔓延，無法有效控制者。（二）

陸域污染面積達 10 萬平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二、甲級災害規模︰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計有下列情形之ㄧ，經經

濟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一）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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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7 人以上傷亡、失蹤，且情況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

者。（二）陸域污染面積達 1萬平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

制者。 

三、乙級災害規模：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計有下列情形之ㄧ，經經

濟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一）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

造成 5 人以上傷亡、失蹤，且情況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

制者。（二）陸域汙染面積達 5千平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

控制者。 

四、丙級災害規模：未達乙級災害規模，且情勢已控制，不再

惡化者。 

五、災害等級可能因其演變，而提升或降低規模等級，事業或

本小組應依災害之演變，適時研判其等級劃分，如有變

動，相關之因應措施亦將隨之調整。 

柒、通報體系  

一、通報項目：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之防

救事項。  

二、通報體系：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通報

體系詳見附圖 1。  

三、通報方式： 

（一）事業須於災害發生 15 分鐘內以電話或傳真通知經濟部

國營會首長及第三組，並於 1小時內就先期掌握之狀

況，填妥「各類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表」（如附表 2）

電傳經濟部國營會。 

（二）如屬乙級災害規模、未達甲級災害規模，即先行成立

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並通知經濟部、內政部消防署等單位。 

（三）如已達甲級災害規模，由國營會及事業分別以通報單(

如附表 5)通報經濟部部次長、行政院(院長、副院長、

主管災害防救之政務委員、秘書長、發言人、政務副

秘書長、常務副秘書長、內政衛福勞動處處長、交通

環境資源處處長、經濟能源農業處處長、教育科學文

化處處長、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發言人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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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及內政部消防署，國營會應即

成立本小組，以處理相關緊急應變事項。 

（四）如達開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災害規模，國營會除依前

項規定通報外，應即報告經濟部部次長，經濟部部長

應即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有關災害規模與災

情，並請示後成立中央災害緊急應變中心及經濟部緊

急應變小組，並將有關災情通報行政院、行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發言人辦公室及經濟部等單位，如電話

、傳真均無法利用時，並應即指派專人進行通報。 

（五）如非短期內能處理完畢，應密切掌握災情演變，持續

彙報並於結報後 2 日內陳報災害處理報告。 

（六）災害之持續彙報︰ 

１、應密切掌握災情演變，相關災情演變及處理情形，持

續彙報行政院、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部次長、主

任秘書。 

２、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之運作

，定時彙整災害處理資料，其間如有重大發展，並應

隨時陳報。 

捌、災害防救組織  

一、 設置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作業要點詳附件 1、作業程序詳附件 2），災害防救組織

詳附圖 2。  

（一）任務： 

１、督導經濟部所屬事業辦理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救

災應變事項。 

２、辦理災情彙總及災情通報，並迅速提供上級及進駐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各部會所需之情報。 
３、加強與經濟部所屬事業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各救災有關單位之

聯繫，以協助災情處理。 

４、發生重大災害時，派員赴災區瞭解災情並督導經濟部所屬事業

配合災害地區應變中心指揮官辦理救災應變、善後、災民安置

工作。 

５、配合其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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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員編組： 

１、屬乙級災害規模時： 

由經濟部國營會首長擔任召集人，第三、四組、政風室

及主管為委員；作業人員由以上各組室指派 1 至 2 人並

依業務性質編組。  

２、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時，另依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作

業要點，於國營會成立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副召集

人、執行秘書各 1 人，委員若干人由經濟部主任秘書、國家搜

救指揮中心本部聯絡官、研發會等首長（主管）兼任。 

３、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時，依照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

要點辦理中心之開設。 

（三）作業方式： 

１、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設於經濟部國營會 8樓。 

２、由召集人召開災害處理會議，瞭解各單位緊急應變小

組準備情形，指示採取必要防救措施。各編組單位依

權責執行應變措施，並隨時向召集人報告執行情形。 

３、本小組撤除後，各項善後措施，各單位依權責繼續辦

理。 

  （四）權責與職掌： 

１、 本小組係一臨時救災之任務編組，由國營會首長擔任

召集人，有關組室主管擔任委員，並分設石油天然氣

事業作業組、行政組等作業編組，其組織與職掌如

下： 

 

編組 

職稱 

原職稱 職掌 

召集人 國營會 

首長 

綜合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

救全般事宜。 

委員 

 

第三組組長 襄助召集人督導石油天然氣事業辦理災害

防救及緊急應變有關事宜。 

委員 第四組組長 負責文宣及行政支援作業有關事宜。 

委員 政風室主任 負責其他急要情報及緊急狀況之支援有關

事宜。檢、警、調、軍方之協調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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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油 天

然 氣 事

業 作 業

組 

第三組組長 １、辦理災情通報及災情蒐集、彙整、陳

報，提供上級及其他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所需之情報。  

２、發生重大災害，赴災區瞭解災情，督

導事業救災、善後。 

３、辦理本小組幕僚作業。 

４、有關協調聯繫事宜。 

第三組副組

長 

石油天然氣

事業辦理災

害聯絡員 

科長 

聯絡人員 

行政組 第四組組長 １、作業地點設施、設備之整備。 

２、行政支援作業有關事宜。 

３、新聞傳播媒體有關資料之蒐集與研析

。 

４、簽辦新聞稿、新聞發布與新聞媒體之

聯繫。 

５、對外、對內綜合簡報及文宣之彙辦。 

６、災害防救會議人員接待。 

副組長 

文宣及行政

支援聯絡人

員 

 

２、本小組各作業組組長由第三、四組組長擔任，負責相

關人員勤務調派、指揮及管理事宜，組長、主任因故

無法擔任時，由指定代理人綜理其業務。 

３、值勤人員未與下一班次輪值人員完成交班作業前，不

得擅自停止工作或離開工作崗位。 

４、其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且指示國營會須派員進駐

時，由召集人指派，本小組應提供經濟部派駐中心人

員所需相關資料。 

玖、災害預防  

一、防災教育訓練 

（一）加強文宣工作：編（修）訂防災作業手冊及宣導資料。 

    （二）辦理人員講訓：納入年度訓練計畫，辦理有關公用氣

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等之人員講習與訓練。 

    （三）舉辦防災演習：配合經濟部防災業務計畫，策劃辦理

防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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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防災業務整備：依據院頒「災害防救基本計畫」，辦理災害

防災業務整備如次： 

（一） 督導所屬事業公用氣體、油料管線等防災措施之規劃

及執行。 

（二） 督導所屬事業辦理重要公共設施（油槽及公用氣體、

油料管線）耐震能力評估。 

（三） 建立公用氣體、油料管線等資料。 

（四） 督導所屬事業定期維護、更新公用氣體、油料管線資

料。 

（五） 督導所屬事業辦理災害救濟物質、飲用水之儲備、運

用及提供。 

（六） 督導協調所屬事業辦理災害搶救（修）器材之儲備、

運用，及提供。 

拾、災害應變  

一、災情及事故資料蒐集及通報 

 經濟部所屬事業於災情或事故發生後，必要時應迅

速派員赴災變現場瞭解實際情況，並儘速循通報體系逐級

通報。 

  二、研判災害等級，成立適當組織以為因應： 

（一）達甲級災害規模，國營會首長應主動報告經濟部部次

長同意後成立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並以通報單

(如附表 5)通報行政院及內政部消防署等有關單位，

如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陳報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召集人核示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二）屬乙級災害規模，由國營會成立本小組進行處理，發

生災害之事業亦應成立該事業緊急應變小組以為對

應。 

    （三）屬丙級災害規模，由發生災害之事業循正常業務程序

處理，其自行處理於一定程度後，循正常行政程序簽

報經濟部部次長。 

    （四）另配合其他部會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須協助處理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相關事宜時，國營會成立本

小組以為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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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現場勘查  

依據上級指示或視災情發展需要，赴災害現場實地勘

查，並督導指定公共事業或會同地方政府調查事故原因，

檢討改善措施。 

拾貳、災害彙整及重建  

  一、本小組撤除後，經濟部國營會應就有關單位及本小組成立

期間相關處置措施彙辦、陳報。 

  二、經濟部所屬事業應視災害狀況訂定復原重建計畫。 



 

91 

  

附件 1  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

變小組作業要點 

一、依據 

（一）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二） 行政院 102 年 12 月 12 日修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

業要點」及 102年 5 月 14日函頒「災害緊急通報作業

規定」。 

（三） 經濟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經濟部

參與其他部會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規定及經濟

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二、任務 

經濟部國營會為有效推行災害應變措施，成立「經濟部所

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

本小組），其任務如下： 

（一） 督導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發生重大災

害之有關救災應變事項。 

（二） 加強與各救災有關機關之聯繫及災情之處理、通報事

項。 

（三） 督導處理相關之救災事宜，並從事各項災害應變措

施。 

（四） 在災害區域內需要迅速適當實施災害應變措施時，對

有關機關首長及機關做必要之處置。 

三、組織 

（一）本小組係一臨時救災之任務編組，由國營會首長擔任召

集人，有關組室主管擔任委員，並分設石油天然氣事

業作業組、行政組等作業編組，其組織與職掌如下： 

編組職稱 原任職務 職掌 

召集人 首長 綜合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

防救全般事宜。 

委員 第三組組長 襄助召集人督導石油天然氣事業辦理災

害防救及緊急應變有關事宜。 

委員 第四組組長 負責文宣及行政支援作業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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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政風室主任 負責其他急要情報及緊急狀況之支援有

關事宜及檢、警、調、軍方之協調聯繫

。 

石油天然

氣事業作

業組 

第三組組長 １、辦理災情通報及災情蒐集、彙整、陳

報，提供上級及其他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所需之情報。  

２、發生重大災害，赴災區瞭解災情，督

導事業救災、善後。 

３、辦理本小組幕僚作業。 

４、有關協調聯繫事宜。 

 

副組長 

聯絡人員 

科長 

聯絡人員 

行政組 第四組組長 １、作業地點設施、設備之整備。 

２、行政支援作業有關事宜。 

３、新聞傳播媒體有關資料之蒐集與研析

。 

４、簽辦新聞稿、新聞發布與新聞媒體

之聯繫。 

５、對外、對內綜合簡報及文宣之彙辦

。 

６、災害防救會議人員接待。 

副組長 

聯絡人員 

（二）組室主管對被任命參與本小組之成員，得授予其實施

災害應變對策所需之權限，但召集人得指揮該授權成

員權限之行使。 

四、成立及撤除 

（一）成立時機 

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 

（１）經濟部所屬事業發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估

計有下列情形之ㄧ，經經濟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一）有 10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有持

續擴大蔓延，無法有效控制者。（二）陸域污染面

積達 10萬平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２）各作業編組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依據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經濟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作業要點處理有關幕僚作業；同時依據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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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處理有關幕僚作業。 

２、達甲級災害規模以上： 

（１） 經濟部所屬事業發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

估計有下列情形之ㄧ，經經濟部研判有開設必要

者：（一）造成 7 人以上傷亡，且情況持續惡化，

無法有效控制者。（二）陸域汙染面積達 1萬平方

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經經濟部研判有開

設必要者。 

（２） 各作業編組依據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處

理有關幕僚作業。 

３、達乙級災害規模以上： 

（１）造成 5人以上傷亡、失蹤，且情況持續惡化，無法

有效控制者；陸域污染面積達 5千平方公尺以上，

無法有效控制者。 

（２）各作業編組依據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處理

有關幕僚作業。 

４、未達丙級災害規模，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經濟部緊

急應變小組指示成立，以配合處理災情。 

（二）撤除時機 

１、視災害處理情形，於災害現場危害解除，本小組報請

召集人宣佈撤除。 

２、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撤除時，報

請召集人宣布撤除。 

五、作業方式： 

（一）作業地點 

１、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 

各作業編組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處理有關幕僚作

業；同時於經濟部國營會 8 樓大禮堂作業，負責經濟

部緊急應變小組相關任務。 

２、 上級指示成立 

於經濟部國營會 8 樓大禮堂作業，如召集人另有指示

時，依召集人指示地點作業。 

（二）召集人宣布成立本小組，各作業組應通報有關事業同時

成立該事業之緊急應變小組，以配合處理本小組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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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災害處理任務，並主動執行其業務範圍內有關之

災害處理事項。 

（三）本小組各作業編組進駐作業地點，由召集人召開災害處

理會議，瞭解災變現場情形，指示採取必要措施，各

作業組適時與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保持聯繫。 

（四）本小組撤除後，各項善後措施各作業編組依權責繼續辦

理。 

六、作業等級區分 

  （一）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依據行政院頒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作業要點、經濟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暨經濟部

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處理： 

１、 國營會首長報告部次長，經濟部部長應即報告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召集人有關災害規模與災情，並請示後成立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 

２、 石油天然氣事業作業組依照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通知

權責機關派員進駐，有關事業作業組負責災情聯繫通報事宜

、行政組人員負責中心庶務。 

３、 各作業編組指派作業人員於國營會 8 樓大禮堂依照經濟部緊

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之工作內容辦理協調、聯繫事宜。 

  （二）依上級指示成立時 

        由召集人召集第三、四組、政風室主管進行作業；本小

組作業人員由以上各組室指派 1至 2 人依業務性質編組

組成。 

（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派員進駐時，由石油天然氣事業作

業組報請召集人指派。 

七、值勤方式 
（一） 本小組分 3 班值勤，每班值勤時間以 8 小時為原則，

必要時得延長作業時間，兩班交接時間前後 15分鐘為

交接作業時間。 

（二） 值勤人員未與下一班次輪值人員完成交班作業前，不

得擅自停止工作或離開工作崗位。 

八、災情通報 

１、接獲經濟部所屬事業於發生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時，應

依災害通報體系（如附圖 1）向上級通報。 



 

95 

２、第三組負責石油天然氣事業災害速報處理。 

３、達甲級災害規模，由國營會及事業分別以通報單（如附

表 5）通報經濟部、行政院及內政部消防署，詳附件 5

經濟部國營會公用氣體與油氣管線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

定。 

九、作業程序 

（一） 經濟部所屬事業發生重大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時

，研析是否成立本小組。 

（二） 獲指示成立本小組，各作業編組即赴作業地點展開作

業，並通報行政院、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行政院

發言人辦公室、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經濟部緊急應變

小組及有關單位。 

（三） 若於下班時間，接獲災害速報之主管人員，應即負責

通報及連繫作業事宜。 

（四）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成立本小組時，應與經濟部派

駐中心成員加強聯繫通報，並執行交付任務，列入紀

錄。 

（五） 召集人得召開處理會議，各作業編組提出災害狀況及

搶救處理、傷亡情形簡報及因應對策。 

（六） 召集人之裁示由本小組成員各依任務分工加強與消防

、傷患緊急醫療救護等救災有關單位及事業單位之聯

繫，以協助災情處理。 

（七） 召集人得裁示派員趕赴現場協助處理及蒐集相關資料，並指定

適當人員率隊，派赴現場人員應與本小組保持聯繫適時回報。 

（八） 災情提報： 

１、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除重大發展應隨時陳報

外，每天定時（9 時、15 時、21時）彙整相關災害處

理資料，傳真部次長、主任秘書，副知本部研發會，

並以通報單(如附表 5)通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

主管災害防救之政務委員、秘書長、發言人、政務副

秘書長、常務副秘書長、內政衛福勞動處處長、交通

環境資源處處長、經濟能源農業處處長、教育科學文

化處處長、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發言人辦公室主任

、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及內政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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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乙級災害規模須於每日 9 時、15時提報最新進展。 

３、 其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本小組應依該中心

防災會報時點前 1 小時，將經濟部相關災情及修復進

度，彙送該中心經濟部進駐代表。 

（九） 適時擬具新聞稿發布相關新聞，並安排受訪人員、時

間、地點及提供傳播媒體資料。蒐集與研析傳播媒體

有關災害報導資料。 

（十） 與事故單位、有關機關加強連繫，向上級報告及上級指示與災

害防救有關事項或地方政府、民眾請求事項均應隨時列入值勤

紀錄表（如附表 3）。 

（十一） 災害速報與災害報告應建專檔備查。 

（十二） 作業地點應設置對外聯絡電話、專用傳真機、行動電

話、電視機、收音機、台灣地區地圖、照明設備（蠟

燭、晶體儲電燈、手電筒）及台電幹線系統圖等圖示

資料。 

（十三） 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程序（詳附件 2）。 

十、其他規定 

（一）參加編組作業人員值勤時，其加班費得按實際服勤時數

核實報領，不受現行加班時數之限制。 

（二）本小組編組人員之報到與撤離時，須於到離時間表（如

附表 4）簽到（退）。 

（三）經濟部國營會人員參加編組作業，若為正常上班時間，

上、下班除於本小組簽到（退）外，仍須依經濟部國營

會人事室規定刷卡。 

（四）參加編組作業人員得按每次實際值勤情況核實獎勵。 

十一、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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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

變小組作業程序 
 

1.依據 

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

業要點。 

2.目的 

為使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以下簡稱本小組）成員對於緊急事故能採取有效之應變措

施，期以最短時間處理災情傳遞及通報，避免災害擴大。 

3. 本小組成立作業程序 

3.1. 接獲通報或指示成立 

3.1.1. 接獲事業或主管機關通報 

3.1.1.1. 達乙級災害規模時，接獲災害速報之作業組，立即陳報

首長成立本小組，災害等級區分如附表 1。 

3.1.1.2. 達甲級災害規模，由國營會及事業分別以通報單（如附

表 5）通報經濟部、行政院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發言人辦公室、內政部消防署。 

3.1.1.3. 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除成立本小組，召集人

另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要點指派編組辦理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及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開辦事宜。 

3.1.1.4. 尚未達乙級災害規模，接獲災害速報之事業組，判斷災

情可能迅速擴大時，即陳報首長成立本小組。 

3.1.2. 上級指示成立 

接獲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等上級

指示時，即陳報首長成立本小組。 

3.1.3. 接獲事業發生災害速報，經濟部國營會第三組承辦人立即

製作災害初報單，陳報國營會首長、部次長外，並研析請

示是否成立本小組。 

3.1.4. 由第三組承辦人負責編組及以通報單（如附表 5）通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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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 

3.2. 通知人員進駐及設置設備 

3.2.1. 石油天然氣事業作業組通知各成員進駐（如遇假日或下班

時間原則上應於 30 分鐘內進駐）。 

3.2.2. 編組作業人員到離時間應做成紀錄備查，到離時間表（如

附表 4）。 

3.2.3. 行政組接獲成立通知即進行作業室硬體設備設置，其作業

程序如附件 3。 

3.2.4. 若非上班時間，則接獲災害速報之主管人員，應即負責通

報及連繫作業事宜。 

3.3. 進駐作業 

3.3.1. 本小組各編組成員於接獲電話（傳真）通知後，應即赴本

小 組作業室進行作業，通報體系如附圖 1。 

3.3.2. 編組人員進行災情研析，並擬具處理建議，陳報本小組召

集人。 

3.3.3. 與事故單位、有關機關加強連繫，向上級報告及上級指示

與災害防救有關事項或地方政府、民眾請求事項均應隨時

列入值勤紀錄表（如附表 3）。 

3.4. 作業室設置 

3.4.1. 作業地點（作業室）：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

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設於經濟部國營會 8 樓大禮堂，或依

召集人指示地點設置。 

3.4.2. 本小組作業室硬體設備設置作業程序如附件 3。 

4. 本小組運作作業程序 

4.1. 本小組召集人作業程序 

4.1.1. 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或有發生之虞，經報告經濟

部部次長同意即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依據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作業要點、經濟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

要點處理有關經濟部幕僚作業。同時指派代理人進行編組

依據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處理有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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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乙級災害規模指示成立本小組，於國營會指揮各作業編組

展開作業。 

4.1.3. 督導發布新聞稿或召開記者會及透過媒體宣導災區民眾

相關應變事項。 

4.1.4. 對上級長官指示事項分工執行。 

4.2. 召開災害處理會議 

4.2.1. 各作業編組就位後，由召集人主持召開災害處理會議，行

政支援作業由第四組人員擔任。 

4.2.2. 石油天然氣事業災害作業由第三組針對災害狀況即搶救

處理、傷亡情形及因應對策提出簡報。 

4.2.3. 召集人裁示事項由各作業編組依職掌據以執行、追蹤及回

報處理情形。 

4.2.4. 會議結束 1小時內，石油天然氣事業作業組陳報會議紀錄

核閱後，傳真陳報部次長及上級單位。 

4.3. 災情傳遞 

4.3.1. 達甲級災害規模，召集人應即時報告部次長，作業組負責

通報行政院、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行政院發言人辦公

室、內政部等有關單位，每日 9 時、15 時、21 時向部次

長及上級單位提報最新進展，其間如有重大發展隨時提報

。 

4.3.2. 屬乙級災害規模，須於每日 9時、15 時向部次長及上級單

位提報最新進展。 

4.3.3. 於其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本小組須加強與經濟部

派駐中心成員之聯繫通報。 

4.4. 災情處理及新聞發布 

4.4.1. 有關災情、救災及善後通報資料，彙總製作災情報告，陳

報召集人核閱後，依災害通報規定傳真經濟部部次長及上

級單位，並副知經濟部研發會。 

4.4.2. 第三組負責石油天然氣事業災害速報處理，第四組負責經

濟部及本小組行政支援作業。 

4.4.3. 本小組成員凡與事故單位、有關機關連繫，向上級報告及

上級指示與災害防救有關事項或地方政府、民眾請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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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應隨時列入值勤紀錄表（如附表 3）。 

4.4.4. 災害速報由各作業編組負責追蹤、查證，並彙整完成報告

後，經召集人或代理人核定後，傳真層報上級單位及有關

機關。 

4.4.5. 由行政組擬具新聞稿發布相關新聞，石油天然氣事業作業

組協辦。 

4.4.6. 新聞媒體採訪或需災害資料時，由行政組負責接待及安排

受訪人員、時間及地點或提供相關資料。 

4.4.7. 新聞傳播媒體有關災害報導資料之蒐集與研析由行政組

負責。 

5. 災情狀況處理 

5.1. 公用氣體、油料供應中斷 

5.1.1. 聯絡事業單位提供影響用戶數、影響範圍及初步估計修復

時間。 

5.1.2. 彙整災情、提報搶修復原進度。 

5.1.3. 視災情狀況，協調有關單位協助處理。 

5.1.4. 督導事業緊急搶修、恢復供應。 

5.2.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引起傷亡、火災、爆炸處理程序 

5.2.1. 協調消防、緊急醫療救護單位進行搶救，聯繫消防署救災

救護指揮中心，掌握災情搶救之相關資訊。 

5.2.2. 視災情狀況，協調有關單位支援消防車輛救災。 

5.2.3. 督導事業緊急搶修、恢復供應。 

5.2.4. 彙整災情、提報搶修復原進度。 

5.3. 環境污染處理程序 

5.3.1. 聯繫環保單位 

5.3.2. 視災情狀況，協調有關單位支援消防車輛救災。 

5.3.3. 督導事業緊急搶修、恢復供應。 

5.3.4. 彙整災情、提報搶修復原進度。 

5.4. 人員傷亡後續處理追蹤 

5.4.1. 統計傷亡基本資料，並督導事業單位派員慰問及進行災民

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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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如有職業災害事件聯繫勞動檢查機構處理情形。 

5.4.3. 協調衛生福利部緊急醫療網搶救傷患。 

5.4.4. 傷亡人數後續追蹤。 

5.5. 與檢警調、軍方協調聯繫 

5.5.1. 如需與檢查單位、警方、調查單位與軍方協調連繫時，由

政風室辦理。 

5.6. 赴災區勘災程序 

5.6.1. 會議時由召集人裁決是否派員趕赴現場協助處理及蒐集

相關資料，並指定適當人員率隊；各組並應指派人員於會

內待命，隨時保持聯繫以蒐集資料及辦理臨時交辦事項。 

5.6.2. 赴災害現場交通工具由行政組安排派車或協助聯繫其他

交通工具。 

5.7. 上級長官蒞臨及簡報程序 

5.7.1. 行政組負責接待相關事宜。 

5.7.2. 石油天然氣事業作業組準備簡報相關資料，應提報最新災

情統計。 

5.7.3. 石油天然氣事業作業組就指示事項做成會議紀錄，並追蹤

辦理情形。 

5.8. 地方政府提出需求或民眾請求事項處理程序 

5.8.1. 接獲地方政府提出需求或民眾請求時，由有關事業作業組

協調聯繫支援事項。 

5.8.2. 石油天然氣事業作業組聯繫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提

供協助。 

5.8.3. 依據請求事項得聯繫其他所屬事業協助支援。 

5.8.4. 追蹤事項及後續處理情形，應提報召集人並列入值勤紀錄

。 

6. 作業組值勤方式 

6.1. 本小組分三班值勤，第一班 7 時至 15 時，第二班 15 時至

23 時，第三班 23時至 7時，每班值勤時間以 8小時為原則

，必要時得延長作業時間，兩班交接時間前後 15分鐘為交

接作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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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本小組編組成員由第三、四組組長負責編組作業人員勤務

調派、指揮及管理事宜，組長、主任因故無法擔任時，應

指定代理人綜理其業務。 

6.3. 值勤人員未與下一班次輪值人員完成交班作業前，不得擅

自停止工作或離開工作崗位。 

7. 撤除作業程序 

7.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撤除時，由石油天然氣事業作業組陳報

召集人裁示解除任務。 

7.2. 依據災情變化，研析災害處理措施已完成，由石油天然氣

事業作業組擬具撤除建議，陳報召集人或召開會議討論，

做成撤除結論時，即宣佈撤除。 

7.3. 石油天然氣事業作業組即通報相關所屬事業及有關單位，

依照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及經濟部主管災害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將成立期間相關處置措施彙陳提

報初步總結報告或完整報告。 

7.4. 災害報告，經批示後送各級長官，並由石油天然氣事業作

業組建專檔備查。 

7.5. 各項災後復原重建措施，由各事業作業組繼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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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

變小組作業室硬體設備設置作業程序 

一、 依據： 

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以

下簡稱本小組）作業程序。 

二、 設置地點： 

國營會 8 樓大禮堂為作業地點。 

三、 優先使用順序： 

本小組之電話、麥克風及傳真機等硬體設備，平時由國營會

第四組第五科收藏保管，作業室仍供會議、訓練等一般使用

；但在本小組需要成立時，優先使用該地點，其相關硬體設

備亦需即時設置。 

四、 作業程序： 

(一)於接獲成立本小組之指示後，如作業地點正使用中，即通

知使用單位應立即停止使用，清理物品、撤離人員，並通

知國營會第四組第五科設置相關設備。 

(二)國營會第四組第五科於接獲通知後，應立即派員依照本小

組作業室硬體配置圖（如附圖 4），於作業室內擺置桌椅、

裝設電話、麥克風及傳真機等設備。 

(三)電腦與本小組之相關資料、成員聯絡電話表等，由國營會

第四組第三科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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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經濟部所屬事業各類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程序 

一、 依據 

    「經濟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暨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

作業規定」。 
二、  目的  

（一）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立即透過各種傳訊工具，將災

害現場狀況迅速通報，並採取各種必要之應變措施，防止

災害擴大。  

（二）災害搶救過程中，持續將災情演變及應變措施辦理情形，

彙整陳報，以利救災工作之進行。  

三、災害通報範圍 

（一）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中油公司） 

１、依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所訂公用氣體與油

料管線之甲、乙級災害規模，詳附表 1。 

２、未達甲、乙級災害規模者，發生油氣洩漏、火災或人員

傷亡等災害。 

（二）風災、水災、旱災、震災等天然災害災情。 

（三）工安衛生災害 

１、發生爆炸、火災、危害物質之洩漏或運輸事故等災害。 

２、死亡或罹災人數在 3 人以上（含承包商）之災害。 

（四）生產事故 

造成營運重大損失之事故。 

（五）環境影響事項 

      事業單位或施工單位（含承包商），有下列公害情形者： 

１、因突發事故，大量排放空氣污染物、水污染物或洩漏而

造成污染事實者。 

２、影響附近居民生活環境品質，引起社會關切，正醞釀陳

情、抗議及圍廠（場）者。 

３、造成附近居民人員、財物損失者。 

（六）勞資爭議事項 

１、勞資爭議已（將）嚴重威脅事業正常運作。 

２、勞資爭議發生重大抗爭情事者。 

３、勞資爭議有急速發展或擴及影響其他事業者。 

（七）其他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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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影響相關產業上、下游事業供需或民生者。 

２、影響事業形象者。 

３、經媒體採訪、可能報導或刊載者。 

４、民眾有醞釀陳情、抗議及圍廠（場）等情事者。 

５、觀光地區、專用鐵路、影響公共安全等事故等。 

四、通報聯繫作業（如附圖 3流程圖） 
（一）災情蒐集  

各項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經濟部所屬事業單位主管應迅即動

員，並透過業務系統，確實且即時掌握攸關資訊。 

（二）第一時間通報  

經濟部所屬事業應就所掌握之災情，研判等級，填妥「各類災害及

緊急事件速報表」（如附表 2）迅即通報： 

１、丙級狀況（未達甲、乙級狀況者）於 1 小時內電傳通報

經濟部政風處、國營會相關組（室），下班時間電傳通報

經濟部值勤中心及國營會保警小隊。 

２、乙級狀況（災情造成中度損害，可由經濟部所屬機關應

變處理者）應於災害發生半小時內由事業主持人先行以

電話報告國營會首長及經濟部主任秘書、部次長，並於

1 小時內就所掌握的狀況及所採取之應變措施，電傳經

濟部部長室、政務次長室、主管次長室、主任秘書室、

經濟部政風處及國營會相關組（室），下班時間電傳主任

秘書室轉陳或其他另經通知之電傳號碼、經濟部值勤中

心、國營會保警小隊。 

３、甲級狀況（災情造成重大損害，可能涉及跨部會事項者

），或達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所定「公用氣

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甲級災害規模者（詳附表 1），除前

項通報外，並由各事業總公司主管層級負責以通報單(

如附表 5)通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主管災害防救之

政務委員、秘書長、發言人、政務副秘書長、常務副秘

書長、內政衛福勞動處處長、交通環境資源處處長、經

濟能源農業處處長、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發言人辦公

室主任、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及內政部消防署。 

４、不論災害等級，若有新聞媒體報導，引起廣泛注意者，

事故發生單位應於事故發生半小時內，就事故情況，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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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各類災害緊急事件速報表」電傳通報國營會相關組

（室）及經濟部政風處；下班時間電傳通報國營會保警

小隊及經濟部值勤中心外，事業主持人亦應立即以電話

陳報國營會首長及經濟部主任秘書及部次長。 

５、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達甲、乙級災害規模，或造

成油氣洩漏、火災、人員傷亡、大區域停電者，均請通

報地方消防局。 

（三）持續彙報： 

１、經濟部所屬事業應密切掌握相關災情演變及處理情形，

持續彙報國營會。 

２、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經濟部緊急應變小組成立時，為配

合其運作，經濟部所屬事業應定時彙整災害處理資料，

傳真國營會，期間如有重大發展，隨時陳報。 

３、風災、震災等天然災害之災情彙報，經濟部所屬事業應

指定專責單位定時彙整（或於恢復上班日 10 時前），傳

真國營會。 
（四）橫向聯繫通報  

１、經濟部所屬各事業接獲災害訊息時，應立即通報相關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部會或機關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２、災害發生如涉及地方政府須及時處理者，應立即通報地

方政府權責單位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五）發生重大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或工安、污染事故，國

營會得視災害影響情形，請該事業儘速陳報災害處理報告

。 

五、業務聯繫窗口 
（一）經濟部所屬事業應建立 24 小時通報專責人員（單位）緊急

聯絡電話等資料，如有異動，應隨時陳報更新。  

（二）「行政院速報電話及傳真號碼」請於國營會工安 119 網頁內

鍵入密碼後查閱。 

（三）經濟部及本會速報電話及傳真號碼登錄於國營會，請查閱

國營會工安 119網頁。 

六、各事業相關人員違反本作業規定，情節重大者，依相關人事

法規予以議處；其通報聯繫成效卓著者，得予敘獎，並由經

濟部國營會列入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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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速報程序經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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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經濟部國營會公用氣體與油氣管線災害緊急通報

作業規定   

一、依據：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 

二、目的：為迅速通報經濟部所屬事業相關公用氣體與油氣管線

災情，俾採取各種必要之應變措施，以防止災害擴大

，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 

三、適用時機：本規定適用於災害應變中心或緊急應變小組成立

前，災害發生時；災害應變中心或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後，依公用氣體與油氣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相關規定辦理。 

四、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 

（一） 甲級災害規模如次：1.造成 7人以上傷亡

、失蹤，且情況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2.陸域污染

面積達１萬平方公尺以上者。由國營會以通報單（如附

表 5）通報行政院及內政部消防署，發生災害之事業除

依「經濟部所屬事業各類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程序」辦

理外，另應通報直轄市、縣（市） 政府消防局。 

（二） 乙級災害規模如次：1.造成 5人以上傷亡

、失蹤，且情況持續惡化者。2.陸域汙染面積達 5 千平

方公尺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由國營會通報內政部消

防署，發生災害之事業除依「經濟部所屬事業各類災害

及緊急事件速報程序」辦理外，另應通報直轄市、縣（

市） 政府消防局。 

（三） 丙級災害規模係未達乙級災害規模，且情

勢已控制，不再惡化者，發生災害之事業除依「經濟部

所屬事業各類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程序」辦理外，另應

通報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 

五、緊急處理層級及相關應變作為 

（一） 國營會第三組於接獲事業速報災情，應依權

責規定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簽報國營會首長，乙級災害

規模以上者陳報經濟部。 

（二） 如達甲級災害規模，國營會首長先行以電話

報告經濟部部次長及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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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達甲級災害規模，國營會第三組應即將災

情及應變措施以通報單(如附表 5)通報行政院（院長、副

院長、主管災害防救之政務委員、秘書長、發言人、政務

副秘書長、常務副秘書長、內政衛福勞動處處長、交通環

境資源處處長、經濟能源農業處處長、國土安全辦公室主

任、發言人辦公室主任、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及內政部

消防署。如屬乙級災害規模、未達甲級災害規模者，通報

內政部消防署。 

六、本作業規定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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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通報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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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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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經濟部所屬事業各類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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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

變小組作業室硬體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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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等級區

分表（中油公司適用） 

 
 種類 主辦單位 等級 災情等級區分內容 對應措施 

公用氣體 

、油料管 

線災害 

經濟部及

事業 

中央災

害應變

中心開

設時機 

估計有下列情形之ㄧ，經經濟部研

判有開設必要者：（一）有 10人以

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有持

續擴大蔓延，無法有效控制者。（

二）陸域污染面積達 10 萬平方公

尺以上以上，無法有效控制者。 

經經濟部研

判有開設必

要時，則成

立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且「經濟

部災害緊急

應變小組」

升級進駐（

負責秘書幕

僚工作），地

方政府成立

災害應變中

心。 

國營會及

事業 

甲級災

害規模 

（一）造成 7人以上傷亡、失蹤，

且情況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者

。（二）陸域污染面積達 1 萬平方

公尺以上，經經濟部研判有開設必

要者。 

通報行政院

及行政院災

害防救辦公

室、內政部

消防署 

國營會及

事業 

乙級災

害規模 

（一）造成 5人以上傷亡、失蹤，

且情況持續惡化，無法有效控制者

。（二）陸域污染面積達 5 千平方

公尺以上，經經濟部研判有開設必

要者。 

國營會及事

業成立緊急

應變小組 

通報內政部

消防署 

事業 丙級災

害規模 

未達乙級災害規模，且情勢已控制

，不再惡化者。 

事業進行緊

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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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各類災害及緊急事件速報表 

公司名稱：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事 

件 

類別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 

□天然災害□工安衛生□生產事故□環保□勞資□其他 

等級 □甲級□乙級□丙級狀況（或□達通報行政院甲級災害規模） 

事件名稱  發生單位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發生地點  

發生原因 

或 

訴求事項 

 

 

 

 

 

處理情形 

 

 

 

 

擬採對策 

 

人員傷亡 
死亡     人（員工      人，其他人士      人） 

受傷     人（員工      人，其他人士      人） 

財務損失  

  承辦人：                電話：     分機 

  單位主管：             

  注意事項： 

一、各類事件發生15分鐘內應先以電話速報，並於1小時內就先期掌握之狀況，依本表格式電

傳。 

二、各類事件之通報，應密切掌握災情演變，相關災情演變及處理情形，請持續彙報。 

三、速報電話及傳真： 

      1、經濟部上班時間：政風處速報電話：（02）2341-9481 傳真：（02）2351-9259 

              下班時間：值勤中心速報電話：（02）2341-6553 傳真：（02）2341-7283 

      2、經濟部國營會上班時間速報電話：（02）2371-3161轉第三組 

                 傳真：第三組（02）2331-1849 

                 下班時間速報電話：第三組主管家中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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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02）2375-9318（國營會保警小隊傳真機）  

   3、請依相關規定通報當地勞動檢查機構、環保、消防、警察、醫療救護等單位。 

附表3  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值勤紀錄表 

 

災害名稱：                                       

時間：   年   月   日    時至    月   日     時 

 

進駐（主辦）單位                 

序

號 

值 勤 者 紀錄時間 紀錄內容（請填寫值勤時處理事項，包含人

、事、時、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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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經濟部所屬事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成員到離時間表 

災害名稱：                                        

發生時間： 

單位名稱 成員姓名 報到時間 簽名 離開時間 簽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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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通報單 

敬  陳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主管災害防救） 

□行政院秘書長 

□行政院發言人 

□行政院政務副秘書長 

□行政院常務副秘書長 

□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處長 

□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處長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長 

□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處長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 

□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主任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 

□內政部消防署（甲、乙級災害規模

） 

通報別 □初報 □續報（ ） □結報 

通報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 02 ）

2371-3161 
傳真 

（ 02 ）

2375-6048 

災害類別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 

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 

經濟部 電話：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災害地點  

現場指揮官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繫電話： 

發生原因  

 

 

 

現場狀況  

 

 

 

傷亡/損失（壞

）情形 

死亡： 

失蹤： 

傷患： 

損失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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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支援事項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應變措施 □未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解除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作為： 

備註 含本頁及其他傳真資料共（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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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

害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導原則 

 

壹、 計畫架構應參照「災害防救基本計畫」與「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

重點事項」所列相關事項及經濟部函頒「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

害防救業務計畫」相關規定擬訂。 

貳、 總則編：提示重點事項 

明定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預防（減災、整備）、災

害緊急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各階段，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

關、單位及公共事業機關（構）之分工與權責。  

參、 災害預防：提示重點事項 

一、應設緊急應變小組，與各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單位及公

共事業機關（構）建立緊急聯絡機制，並應建立 24 小時緊急

通報及處理系統，編製緊急事故聯絡人名冊。  

二、以圖示建立與各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單位及公共事業機

關（構）相互聯繫、通報之縱向與橫向機制。  

三、針對以往發生災害事例，督導指定公共事業訂定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教育宣導及演練實施計畫，並辦理各項災

害防救演習，以加強災害應變能力。  

四、為防範道路施工挖損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加強各類管線及

道路施工協調管理，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包括災害預防、緊

急應變及事後調查鑑定 3 部分），依法追究肇事責任，並加強

查處非法挖掘者之責任。  

五、加強天然氣事業緊急調度能力並加強相關資材之儲備、健全

管線防災資訊系統，及落實管線設施汰舊換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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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災害緊急應變：提示重點事項 

一、依照行政院訂定「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災害權責機關   （

單位）接獲民眾或有關單位報案後，應依權責規定採取必要

之應變措施，並視災害規模將災情及應變措施通報經濟部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二、參照經濟部訂定「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之附錄「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

業規定」，訂定地方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應變中心標準作

業規定。  

三、防止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發生二次災害之緊急應變措施。  

伍、 災後復原重建：提示重點事項 

一、簡化緊急修復申請作業程序。  

二、建立災情勘查及災民救助作業程序。  

陸、 計畫經費與執行評估：提示重點事項 

一、確實考量地區災害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工作 2 至 3 年內

階段性工作重點、目標與期程。  

二、地方政府所屬單位應依據 2 至 3 年內階段性工作重點，擬訂

災害防救業務執行計畫與編列相關經費。  

三、應訂定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督導執行與成效評估機制。  



 

115 

附錄五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重點工作實施事項 
 

一、 災害預防階段 
 

工 作 項 目 採 行 措 施 執行期程 
主（協）辦

機 關 

設施機能之確保 經濟部督導指定公共事業加強辦理公用氣

體與油料管線之檢查與更新。 

年度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指定公共事業設施之檢查與更新

辦理情形。 

持續辦理 經濟部、公

用天然氣事

業、石油業 

經濟部督導指定公共事業建置公用氣體

與油料管線等圖資系統。 

年度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公用天然氣事業、石油業之圖

資系統辦理情形。 

持續辦理 經濟部 

（公用天然

氣事業、石

油業） 

防範道路施工挖

損管線 

防範道路施工挖損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加強各類管線及道路施工協調管理，

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包括災害預防、緊急

應變及事後調查鑑定 3部份)，依法追究

肇事責任，並加強查處非法挖掘者之責

任。 

年度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標準作業程序辦理情形。 

持續辦理 直轄市、縣(

市)政府 

（經濟部、

內政部、交

通部） 

加強公用天然氣

事業高壓氣體設

施安全檢查 

勞動部督導勞動檢查機構依勞工安全衛

生相關法規對公用天然氣事業定期實施

高壓氣體及相關設施安全檢查。 

年度評估指標︰ 

公用天然氣事業安全檢查辦理情形。 

持續辦理 勞動部、直

轄市政府 

災害之預警 經濟部督導指定公共事業應充實監控或

遮斷設施，並充實預警系統及防救能力

。 

年度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指定公共事業預警系統辦理情

持續辦理 經濟部 

（公用天然

氣事業、石

油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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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項 目 採 行 措 施 執行期程 
主（協）辦

機 關 

形。 

設施、設備緊急復

原之整備 

經濟部督導指定公共事業因應救災之需

求，加強相關緊急復原之器材準備及供

應。 

年度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公用天然氣事業、石油業緊急

復原之器材準備及供應事項辦理情形。 

持續辦理 經濟部 

（公用天然

氣事業、石

油業） 

災害防救對策之

研究 

經濟部督導指定公共事業從防災觀點推

動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有關科技之

研究。 

年度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防災科技研究及相關事項辦理

情形。 

持續辦理 經濟部、公

用天然氣事

業、石油業 

 

二、 災害緊急應變階段 
 

工 作 項 目 採 行 措 施 執行期程 
主（協）辦

機 關 

二次災害之防止 石油業、公用天然氣事業應與當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消防局建立通報機制，

以利地方政府因應採行緊急應變等措施

。 

年度評估指標︰ 

定期檢討石油業、公用天然氣事業與地

方政府建立災害通報機制辦理情形。 

持續辦理 石油業、公

用天然氣事

業、直轄市

、縣市政府 

（經濟部） 

 

三、 災後復原重建階段 
 

工 作 項 目 採 行 措 施 執行期程 
主（協）辦

機 關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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