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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統計通報 

本市災害防救團體 110 年概況及協勤情形統計簡析 

一、 本市災害防救團體 110 年概況(以 110 年民力系統資料統計) 

(一) 本市 110年計 14 個災害防救團體，登錄域別數為山域 1個、陸域 5

個、水域 8 個；領有救災識別證人數合計 459人，平均年齡 51.5 歲，

女性約佔 22%、男性約佔 78%，全國排名第 2(僅次於新北市)，如下表

1。 

表 1 本市災害防救團體 110年救災識別證數與平均年齡統計表 

災害防救團體名稱 
救災識別證人數 平均年齡 

(歲) 
域別 

合計 男 女 

1.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高雄市支會 66 49 17 55.1 山域 

2.高雄市大高雄水上救生協會 25 15 10 57.3 水域 

3.高雄市紅十字會 42 34 8 46.8 水域 

4.高雄市潛水救難協會 24 15 9 49.8 水域 

5.高雄市水上安全救生協會 27 19 8 56.7 水域 

6.高雄市淨海水中運動協會 23 10 13 51 水域 

7.高雄市警光潛水救難協會 31 30 1 47.9 水域 

8.高雄市海上救難協會 21 21 0 53.7 水域 

9.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21 15 6 52.2 水域 

10.高雄市甲仙救難協會 33 24 9 59.3 陸域 

11.高雄市防災協會 46 41 5 46.1 陸域 

12.高雄市高縣救難協會 27 25 2 54 陸域 

13.新高雄紅十字會 49 39 10 45.6 陸域 

14.高雄市鳳凰救援協會 24 22 2 51.3 陸域 

小計 459 359 100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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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市災害防救團體人力與全國之比較，本市人力佔全國 10%、女性人數

參  

     與度為六都第 2(僅次於桃園市)，整理如表 2 及表 3(以 110 年民力系統

資  

     料計算): 

表 2 本市災害防救團體 110年救災識別證數與全國比較表 

 本市 
佔比 

(本市/全國) 全國 

救災識別證數 459 人 10% 4605人 

男性人數 359 人 9% 3839人 

女性人數 100 人 13% 766 人 

表 3 本市災害防救團體 110年女性人數與全國比較表 

女性參與度六都比較 

 救災識別證總數 女性人數 佔比 

本市 459 100 22% 

新北市 1093 208 19% 

台北市 182 29 16% 

桃園市 333 96 29% 

台中市 452 63 14% 

台南市 191 19 10% 

 

二、本市災害防救團體 110 年協勤情形(資料來源:民力系統) 

    災害防救團體協勤種類有水域救援、水域警戒、防災宣導、消防演習、災       

害搶救、防災宣導、山域救援、走失協尋…等。近年水域警戒、防災宣導等勤

務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常有取消或縮小規模辦理情形，協勤次數可能因此下

降，另協勤簽到退及登錄民力系統之落實程度，亦會直接影響統計數據。本市

災害防救團體 110年協勤統計結果如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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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本市災害防救團體 110年協勤統計表 

團體 件數 人次 時數 
協助 

救出人數 
協助 

尋獲死者 

1.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高雄市支會 2 59 516 - 1 

2.高雄市大高雄水上救生協會 2 4 8 - - 

3.高雄市紅十字會 3 7 24 - - 

4.高雄市潛水救難協會 3 12 62 - - 

5.高雄市水上安全救生協會 - - - - - 

6.高雄市淨海水中運動協會 6 6 22 - - 

7.高雄市警光潛水救難協會 3 6 42 - - 

8.高雄市海上救難協會 3 17 49 - 2 

9.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10 13 50 - - 

10.高雄市甲仙救難協會 3 49 99 3 - 

11.高雄市防災協會 9 28 93 - - 

12.高雄市高縣救難協會 - - - - - 

13.新高雄紅十字會 17 26 136 - - 

14.高雄市鳳凰救援協會 22 22 109 - - 

合計 83 249 1210   

三、結語 

    本市災害防救團體志工數為六都第 2(僅次於人口最多之新北市)，可見本

市有一定之民間量能人員願意成為災害防救志工，本局平時可適當予以運用。

另各災防團體協勤時數是否能落實登錄於民力系統，有賴於團體與本局轄管大

隊人員平時依規定於協勤後即將資料登錄於民力系統，本局目前亦每季自民力

系統產出協勤時數資料提供各團體再確認登錄時數有無錯漏，如有則予補正，

以強化落實登錄協勤時數於民力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