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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 

(一) 策進森林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邀請專家學者協

助檢視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有關減災、整備、應變及

復原重建 4階段內容，並納入下階段計畫修正參考。 

(二) 強化森林火災災害防救工作執行成效：透過本訪視

過程瞭解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以下簡稱

主管機關)之各項災害防救施政作為，強化災害防救

工作執行成效，提升政府整體災害防救效能。 

(三) 降低森林火災災害風險與損失：發現問題，提供對

策建議，作為主管機關減少災害損失與降低災害風

險等相關政策作為之規劃參考，並作為策定未來災

害防救基本計畫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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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視行程辦理說明 

(一) 訪視時間：111年 7月 7日、8日。 

(二) 訪視地點：埔里事業區第 73林班、日月潭青年活動

中心。 

(三) 會議主持人：本會黃副主任委員金城。 

(四) 訪視帶隊官：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吳主任武泰。 

(五) 訪視小組成員：林委員金樹、盧委員守謙、林委員沛

練、潘委員孝隆、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行政院

主計總處、行政院新聞傳播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內政部空中勤務

總隊、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營建

署、國防部、經濟部、交通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衛生福利部、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財政部、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法務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

南投縣政府、南投縣魚池鄉公所、本會林務局、本會

林業試驗所。 

(六) 受訪機關：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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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訪視行程： 

1. 111 年 7 月 7 日 

 

2. 111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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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訪視內容 

1. 埔里事業區第 73林班火災跡地災後復育情形 

  本會以110年4月12日埔里事業區第73林班森

林火災事件為例，進行災害初期、搶救階段及災後

處理等不同階段處置作業為說明，並實地訪查災後

復育情形。 

  

火場救災配置與災後復育作業說明 

  

火災跡地實地勘查及二次災害防止措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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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說災時應變跨機關合作機制 

2. 森林火災災害防救實施情形 

  為瞭解森林火災災害防救業務推動狀況及救

災應變機制，由本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就森

林火災緊急應變指揮系統（ICS, Incident Command 

System）進行實兵操演，並介紹內政部空中勤務總

隊與本會林務局陸空聯合救災機制，包括空中投

水、空中運補等作業方式。 

 

  

本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實兵操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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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火災緊急應變指揮系統操作情形 

  

地面救火人員裝備解說 

  

空中救災裝備及配合機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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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小組專家學者實際操作裝備 

3. 災害防救業務策進會議與綜合座談(簡報資料與會

議紀錄詳附件 1、2) 

  本會就森林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編修情

形、年度預算規劃情形、督導及備查所屬機關災害

防救計畫情形、相關災害整備措施、災害應變中心

(緊急應變小組)機制、開設、運作情形及業務推動

亮點、創新作為等進行簡報，最後由訪視小組成

員、專家學者給予建議與指導，並與各部會進行意

見交流，作為後續修訂森林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之參考。 

  

主持人黃金城副主任委員及帶隊官吳武泰主任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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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小組專家學者給予指導建議 

  
機關意見交流與回應 

 

訪視小組成員暨全體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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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語 

  藉由實地訪視災害現場與召開策進會議，由專家

學者及各機關單位以不同角度協助審視「森林火災災

害防救業務計畫」內容，針對森林火災防災、減災、

應變及復原等作業機制提供許多寶貴建議，如燃料移

除管理、林火危險度監測、氣象資訊運用、導入無人

機、衛星遙測科技等，以提升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之

災害調適能力，亦為本會後續修訂「森林火災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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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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