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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使國內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

志願組織（以下簡稱災害防救團體）有效協助海岸巡防機

關（以下簡稱海巡機關）執行各項災害防救工作，並保障

協勤民力之基本權益，達到政府資源有限、民力運用無窮

之目的，特訂定本規定。 

二、 請求協勤對象︰ 

（一） 海巡機關請求協助救災對象，應以直轄市、縣（市）政

府核准立案之災害防救團體中，持有水域救援類救災識

別證之編組人員為限。 

（二） 各岸巡隊對於轄內未領有救災識別證，但具備水域救援

專長，領有救生及潛水證照之民間災害防救團體成員，

應協調當地消防單位陳報檢討核發救災識別證，納入協

勤範圍，以利管制運用及維護個人權益。 

三、 協請救災事項： 

（一） 有關海岸地區災害警報之傳遞、應變戒備、人員疏散、

搶救、避難勸告、災情蒐集及損失查報。 

（二） 海岸地區搜救、緊急醫療救護及運送。 

（三） 民生物資與飲用水之供應及分配。 



（四） 其他由災害應變中心或現場指揮官臨時分派有關海岸

地區災害應變事項。 

四、 建立合作機制： 

（一） 各地區分署岸巡隊應會同消防單位，先行掌握轄內災害

防救團體專長、特性與能量及徵詢協勤意願，並以雙方

有聯繫合作經驗之團體列為優先徵詢對象。 

（二） 各岸巡隊經徵詢災害防救團體，同意協助執行救災後，

應即建立聯繫窗口，並與該團體及管轄消防單位共同簽

訂支援協定書；其內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統一律定

之。 

（三） 各地區分署(不含艦隊分署)或巡防區指揮部應定期邀

請協勤之災害防救團體召開聯繫會報，交換救災經驗

與資訊，溝通觀念與作法，並建立轄內協勤團體、人

員資料及保持更新，以加強聯繫合作機制。 

五、 通報協勤方式： 

（一） 海巡機關執行各項災害防救工作有請求支援之需求

時，應由各岸巡隊同步通報轄區消防單位及災害防救團

體之救災聯絡人派員支援。 

（二） 請求協助救災之通知，以書面為原則；必要時，得先以

電話、口頭或簡訊等方式為之，再補送書面資料。支援

任務解除時亦同。 

六、 指揮督導事項： 

（一） 災害防救團體接獲通知協助救災時，參加協助救災人員

應攜帶救災識別證報到。 

（二） 協助救災工作應受災害應變中心或現場指揮官之指



揮，不得單獨為之。 

（三） 協助救災人員有下列情事之ㄧ者，請求救災單位得拒絕

協勤，並檢附相關事證，通知發證機關辦理救災識別證

註銷事宜︰ 

1. 執行災害應變措施，不聽從災害應變中心或現場指揮官

之指揮、督導，致生不良後果。 

2. 其他嚴重影響政府救災效能之情事。 

七、 請求救災單位應將通報聯繫、案由、協勤人員入出勤時間

與地點、任務分工、成果及傷亡事故等執行情形詳細記錄

於執勤工作紀錄簿或其他勤務表格、簿冊，必要時可錄影

蒐證，以作為類案任務分配參考或安全金申領之依據。 

八、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之申領： 

（一） 協助救災人員於救災期間發生意外傷殘死亡，得依規定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請求

救災單位提出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

安全金申請。 

（二） 前款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依內政部訂定之「警察消

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發給辦法」規

定辦理。 

（三） 請求救災單位應配合檢附勤務分配表、出入登記簿、工

作紀錄簿或其他足資證明支援救災勤務之文件（如照

片、錄影、通聯紀錄、安檢工作日誌或航行日誌等）各

一份，以及協請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開具之協勤

民力證明書（含編組名冊）一式二份。 

（四） 檢附之證明文件若為影本，請承辦人員審核後加蓋「核



與正本無訛」及職名章。 

（五） 協勤人員發生傷殘死亡等情形，請求救災單位應將各項

資料或紀錄妥善保存五年以上。 

九、 各地區分署、岸巡隊及海巡隊辦理救生救難常訓、專業訓

練或相關演練時，得邀請災害防救團體編組人員納入參訓

（演），並得參與該組織相關專業訓練。 

十、 各請求救災單位於救災結束後，應檢附災害防救團體協助

救災相關事證，提供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納入評鑑

及獎勵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