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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內政部消防署(以下簡稱本署)自 109 年投入國際認證籌備工作，與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

署(以下簡稱化學署)於 109 年至 113 年合辦為期 5 年之「消防人員及毒化災應變人員化學災

害搶救能力精進訓練計畫」(以下簡稱合辦計畫)，合辦計畫項目涵蓋了化學災害搶救訓練的多

方面提升，包括場地硬體建置、教材翻譯與整合、師資培訓及國際認證評估等，計畫的核心

目標在於強化國內消防及應變人員在面對化學災害時的專業應變能力，並建立符合國際標準

的訓練模式，最終達到取得化學災害搶救國際認證之目的，經過多年籌備，本署於 112 年 10

月正式成為國際消防服務認證大會(International Fire Service Accreditation Congress，以下簡稱

IFSAC)會員，並在 113 年 4 月提出國際認證申請，113 年 8 月成功完成 IFSAC 的實地考察，

113 年 9 月確認通過 IFSAC 理事會審核，並規劃本次於 113 年 10 月前往美國參加 IFSAC 秋

季年會，領取國際認證實體證書，成為亞洲地區(除阿拉伯地區以外)首個通過該認證、可獨立

頒發符合 NFPA 標準之證照的訓練單位，象徵我國在國際消防服務領域的重大突破。 

本次行程除參加 IFSAC 秋季年會以外，亦於途程中順道前往德州農工大學工程延伸服務

部門(Texas A&M Engineering Extension Service，以下簡稱 TEEX)參訪，了解消防人員相關培

育體制與基地規劃，奠定本署訓練中心未來精進消防專業訓練、建立國家級防災學院之基礎。

TEEX 是全球最具規模和影響力的緊急應變訓練機構之一，年訓練量高達 21 萬人次，涵蓋 118

個國家。TEEX 的核心設施如災難城市(Disaster City)和 Brayton 消防訓練場，提供極具真實感

的災害場景模擬，涵蓋從結構坍塌搜救到核生化事故應變等多項專業訓練課程，透過本次參

訪，深入了解 TEEX 的課程設計、場地規劃及其管理模式，並與多位領導人員深入交流，獲

取先進的訓練技術和理念。此外，TEEX 訓練課程的全面性和實用性對於未來我國提升災害

應變訓練的規模與效能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本報告建議未來應持續強化現有的訓練標準和國際認證作業流程，並逐步拓展本署訓練

中心業課程如 NFPA 470 化災技術級、NFPA 1010 火災搶救、NFPA 1006 急流救援、繩索救

援、車禍救援及人道救援等多項國際認證。此外，應積極培訓更多具國際資格的教官與評核

官，確保國內能建立專業且充足的師資團隊，以利國際認證的長期發展。同時，應強化與 IFSAC

會員間的聯繫與交流，積極參與國際會議、促進跨國消防訓練交流合作，推動臺灣消防專業

訓練國際化，進一步提升臺灣在全球消防領域的影響力與能見度。 

 

關鍵字：國際消防服務認證大會 IFSAC、化學災害搶救 NFPA 國際認證、TEEX 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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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國際消防服務認證大會簡介(International Fire Service Accreditation Congress，

IFSAC) 

IFSAC 是一個非營利、同行驅動、自治的協會，認證的範圍包括兩大項目：消防認證實

體機構和消防高等教育相關學位課程，IFSAC 的使命是規劃和管理一個具有國際範圍的高

品質及統一標準的認證系統，成立於西元 1990 年，係美國相關消防組織認知到消防教育和

培訓計劃需要一個全面和標準化的國家級認證體系及系統，因此聚集在一起創立了 IFSAC，

另於西元 1992 年也開始辦理火災搶救相關學位課程的認證作業，目的為美國及全球消防服

務及相關緊急應變計畫提供認證。 

IFSAC 採會員制招募會員並對符合標準的消防機構進行認證，會員可以派遣代表出席

參與 IFSAC 一般事務性的大會，並由會員選舉產生的理事會進行監督，IFSAC 依認證範圍

再將會員分成兩個程序會議，專門處理消防認證實體機構與學位授予機構的問題，兩個程序

會議均會對所有認證申請採取行動，並確保認證在有效、可信、非歧視和及時的基礎上進行，

以及提供建議指導方針和政策，另外 IFSAC 設置有行政辦公室處理該大會的日常運作，是

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工程、建築和技術學院的一個外部單位。 

IFSAC 證書大會為依據美國國家消防協會（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以下簡

稱 NFPA）消防服務專業資格和大會批准的其他標準，對消防認證實體機構提供認證服務。

各個消防員認證計畫均可在州、省、聯邦政府等處進行；IFSAC 學位大會認可學院和大學的

消防科學或相關學術專案，認證包括兩年制副學士學位和四年制學士學位，IFSAC 認可的專

案代表課程安排、機構行政事務和合格的教師皆符合 NFPA 標準或大會批准的其他標準，在

這兩個程序會議中，尋求認證的實體或機構進行整體程序調整後，將由其他成員實體或機構

代表組成的小組進行現場審查，審查通過後才會授予 IFSAC 的認證，自成立以來，IFSAC 

已經發展成為來自世界各地的 70 多個成員組織，涵蓋美國 41 州、14 個國家，並成為受尊

重且廣受認可的消防服務認證權威機構。其頒發多項 NFPA 標準之認證可於美國跨州及國

際使用，主要頒發對象為消防員、官員、教官、檢查員、 危害物質應變人員、野外和海洋

消防…等。 

IFSAC 成立的使命為提供和管理高品質、國際認可標準的認證計畫，以加強和提升消防

和緊急服務領域的專業水平。IFSAC 也是一個專業的同儕驅動組織，並且致力於：執行專業

品質認證服務、維持消防和緊急服務領導地位、為會員提供新的創新服務以及促進其成員擴

大等業務。隨著消防和緊急服務領域的不段變化和發展，IFSAC 必須適應行業趨勢，以便提

供會員們高品質的服務，並維持 NFPA 1000 委員會中的地位、與北美消防訓練協會維持合

作關係。保持其在消防和緊急服務認證與學位授予領域的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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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防人員及毒化災應變人員化學災害搶救能力精進訓練計畫」國際認證工作 

本署訓練中心佔地 109 公頃，為世界第三大，面積僅次於英國消防學院及美國德州農工

大學消防訓練中心，是亞洲容訓量最大之消防訓練基地，中心所設置實體訓練設施項目最齊

全、最先進，提供消防人員、特種搜救隊、民間救難團體及災害防救業務人員等完善的訓練

設施與課程。然而為進一步接軌國際，本案藉由與化學署合作契機，整合化學署毒化災應變

資源，規劃建構符合國際訓練認證之師資、教材、場地及設備等，創建化學災害搶救及火災

搶救跨區域合作訓練平台，成為亞洲區最大災防搶救訓練基地。 

面對大環境的日益變遷與明揚工廠化災等意外事故衝擊，搶救訓練須與日俱進並與國際

接軌，為精進化學災害搶救訓練量能，本署與化學署於 109 年至 113 年合辦為期 5 年之「消

防人員及毒化災應變人員化學災害搶救能力精進訓練計畫」，計畫項目包含本署訓練中心為

推動化學災害搶救訓練接軌國際，期能藉由與化學署合作契機，規劃邀請國際認證機構針對

毒化災訓練進行認證之評估(包含場地硬體設備、教材、師資等)，以提升國內化學災害搶救

應變人員專業技術，認證過程包含化學署建置之毒化災訓練場及本署訓練中心專業訓練場地

認證與評估，規劃購置國際化學災害搶救教材進行翻譯，建構適合消防單位使用及符合國際

訓練認證之教材；以協助未來我國取得各式訓練專業國際認證，加入跨國演習同盟，奠定國

內跨區、國際協同救援作業之基礎。 

計畫初期以通過國際專業委員會認證組織(Nation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Board,以下

簡稱 ProBoard)的認證為目標，惟因 ProBoard 受新冠疫情影響停止對海外國家的認證活動，

故調整轉向同樣具跨國效力且亦針對 NFPA 標準提供認證服務之 IFSAC 申請認證。113 年度

執行計畫係合辦計畫最後一哩路，目標使本署通過 IFSAC 化災搶救國際認證，可獨立頒發

符合 NFPA 標準之國際證照，籌備過程及重點工作進程概述如下： 

(一) 1-3 月完成合辦計畫變更申請與經費爭取作業。 

(二) 4 月參加 IFSAC 春季年會，並準備國際認證計畫等相關所需文件提報審查(含人員、

教材、設備、實作技能表、測驗題庫等)。 

(三) 5 月完成中英文教材初步討論、測驗題庫/試務程序研議、審查及說明會議，並依認

證標準需求修正認證計畫。 

(四) 6 月函發訓練計畫予各級消防機關，調訓 2 梯次共 40 名學員，並召開 2 場次訓前

教官交流研習會議。 

(五) 7 月辦理試辦班 1 梯次調訓各級消防機關學員 20 人，訓後召開檢討會議順遂化災

搶救國際認證授課流程。 

(六) 8 月辦理示範班 1 梯次調訓各級消防機關學員 20 人，期間邀請 IFSAC 團隊來臺實

地考察訪問。 

(七) 9 月提報 IFSAC 秋季年會出國計畫。 

(八) 10 月參加 IFSAC 秋季年會確認認證結果、宣傳合辦計畫成果。 

(九) 11 月完成國際認證教材翻譯、國際認證訓練機制評估報告說明審查會議、彙整驗

收全年合辦計畫成果。 

(十) 12 月合辦計畫成果函送化學署，並研提第 2 期合辦計畫，114 年起配合化學署中區

毒化災訓練場完工，結合模擬訓練設施，推廣相關認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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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德州農工大學之工程延伸服務部門(Texas A&M Engineering Extension Service，

以下簡稱 TEEX)簡介 

 德州農工大學 TEEX 是 1 家全球知名的緊急應變和專業培訓機構，總面積達 120 公

頃。隸屬於德州農工大學系統，TEEX 提供各類緊急應變、公共安全、消防救援、災害管

理、基礎設施與網絡安全等領域的專業訓練，其設施包括知名的 Brayton 消防訓練場和災

難城市(Disaster City)，這些場所提供逼真、實地的訓練環境，每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緊

急應變人員參與訓練，TEEX 以高水準的教學設施和專業資源，幫助學員在真實環境中提

升技術和應變處理能力，其培訓課程範圍廣泛，涵蓋從消防、急救、災害管理到網絡安全

的 130 多個專業領域，旨在為應變人員和專業人士提供全面的技能提升，通過真實場景模

擬、實地操作和技術演練，TEEX 幫助學員在應對各類突發事故中提升其專業能力和緊急

應變效率。 

 

圖 1：TEEX 訓練課程目錄 

 

圖 2：TEEX 領導團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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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目的 

近年因科技、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商業進步繁榮下，工廠的設備與操作異常複雜，危害、

特殊化學品的運作種類與數量更多，我國政府積極推動化學品管理政策，施行源頭管理與災

害預防等作為，為了提升業界運作廠場重視化學品運作管理，降低發生化學品事件之危害風

險，考量在運作化學物質時若發生操作失誤及意外所引發的重大事故，其危害程度將對人員、

環境影響甚大，勢必亦將付出龐大的社會成本，政府除積極立法、督導、稽查等方式來管制

約束業者，也必須重視警消人員、業者應變人員及外援救災單位之化學品災害專業搶救培育

與技術發展，第一線應變人員將是維護社會公共安全及確保大眾生命財產免於災害威脅之主

力，若能在面臨具有毒性、易燃及易爆等危害特性之化學災害時，具備充足化學物質之災害

搶救技能與了解，降低潛在危害之威脅，於事故現場有效統整消防、環保及業者等機關單位，

建立共同救災語言、提升救災效率，以減輕災害之危害程度，減少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降

低對環境衝擊。 

有鑑於此，本署與化學署開啟跨部會合作模式，並在雙方相關化災應變及訓練政策上以

互惠合作方式推進，並期能藉由取得國際認證，提昇自我專業水平外，也可增加國際視野能

見度，創造國家與兩部會的三贏局面，合辦計畫重點執行目標如下： 

一、 持續強化初任消防人員養成教育訓練課程，提升消防人員對於整體化災基礎認知，養

成正確化災搶救觀念。 

二、 辦理化災搶救精進共識營，藉由跨部會化災搶救訓練合作模式，提升應變人員於化學

災害現場搶救及決策能力，增進消防、環保、地方政府機關及民間機構等相關化災應

變單位瞭解及溝通，強化彼此間共識，以降低人員傷亡、財產損失以及災害現場之環

境污染。 

三、 強化亞洲區最大化學災害搶救及火災搶救跨區域合作災防搶救訓練基地，規劃邀請美

國際認證機構進行場地認證與評估，並規劃購置國際化學災害搶救教材進行翻譯，並

與化學署之毒災應變專責人員教材進行整合，建構適合消防單位使用及符合國際訓練

認證之教材。使化學署未來興建之毒化災訓練場及本署訓練中心場地具有國際專業訓

練認證。 

四、 提升國內化學災害搶救應變人員專業技術，辦理化災搶救國際認證種子教官班，培養

應變人員或消防人員及化學災害搶救訓練核心教官。 

五、 建立國際交流平台及合作夥伴關係，分享國外專家化災應變實務經驗，以強化災害應

變技術，提升第一線消防、環保等單位應變能力，提升國內化災應變效能。 

本署自 109 年投入國際認證籌備工作，並於 112 年 7 月 6 日向 IFSAC 提出會員申請，

於 112 年 10 月 21 日秋季會議上經過出席會員投摽表決通過，正式成為 IFSAC 的會員，於

113 年 4 月 7 日向 IFSAC 提出國際認證申請，並於 113 年 8 月 7 日至 8 月 9 日邀請 IFSAC

來臺灣至本署訓練中心進行現場考察，評鑑結果訓練中心無論在硬體設備、師資、課程及測

考內容均符合美國消防協會 NFPA 470 操作級標準規範，經考察委員審視資料並向 IFSAC 提

交考察報告後，於 113 年 9 月 4 日 IFSAC 線上月會投票表決本署通過 IFSAC 國際認證，由

本署派代表出席參加 113 年 10 月的秋季年會領取國際認證實體證書。本署訓練中心已成為

國際認證的訓練機構，在訓練中心接受化災搶救基礎班訓練合格的學員，都可由本署核發符

合 NFPA 470 操作級標準的國際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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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面對氣候變遷與工商發展導致日漸常態化的全球性巨災、多變複雜的新形態災害

現場，本署持續不斷地提升消防專業訓練及應變效能，積極尋求國際訓練合作交流，為利充

分運用中央與地方訓練資源，經函請各級消防機關協助更新防救災訓練量能調查表並彙整相

關需求後，分別從軟體及硬體兩大面向，於 112 年研提「充實精進防救災訓練量能及設施(備)

中程計畫」，推動強化現職人員防救災教育訓練、增進國際技術交流及充實精進設施(備)器材

等策進作為，透過中央與地方消防機關攜手合力，整合多項課程核心能力與國際認證要求，

規劃建立本土化、標準化的消防專業訓練體系，並打通多國聯合消防研習管道，以完備我國

整體的災害搶救能力，期許未來本署訓練中心穩健發展成國際化的全災害防救學院。 

綜上，本次赴美行程主要目的如下： 

一、出席參加 IFSAC 秋季年會，與 IFSAC 各會員交流，提昇我國知名度，並領取化災搶救國

際認證實體證書，使本署訓練中心正式為國際認證訓練機構。 

二、參與 IFSAC 年會議程，蒐集各式國際認證教材、最新資訊，以利未來本署擴充更多消防

訓練符合 NFPA 1010 火災搶救、NFPA 1006 繩索救援、急流救生、車禍救援、人道救援……

等國際認證標準做好準備。 

三、由本署訓練中心主任代表洽談未來我國與美加、南非、阿拉伯、印度等各國會員能有更

多的消防訓練合作交流機會，加入跨國演習同盟，奠定國內跨區、國際協同救援作業之

基礎。 

四、參訪 TEEX 以瞭解消防人員相關培育體制與基地規劃，奠定未來精進消防專業訓練、建

立國家級防災學院之基礎，並增加我國與國外防救災訓練基地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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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過程 

一、 行程規劃 

(一) 日期：113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二)至 10 月 8 日(星期二)，含轉機航程共計 8 日。 

(二) 訪團成員： 

1.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主任謝志強。 

2.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專員張琦雯。 

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特聘教授洪肇嘉(合辦計畫委辦採購案廠商-專案團隊計畫主

持人偕同參訪【其出國費用另以採購案經費支應】)。 

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專案助理邱思寧(合辦計畫委辦採購案廠商-專案團隊計畫專

任助理偕同參訪【其出國費用另以採購案經費支應】)。 

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專案助理鄭浩呈(合辦計畫委辦採購案廠商-專案團隊計畫兼

任助理偕同參訪【其出國費用另以採購案經費支應】)。 

(三) 行程表： 

日期 內容 

10 月 1 日(二)出

發(臺灣時間) 

10 月 1 日(二)抵

達(美國時間) 

搭機啟程前往休士頓(航程)、夜宿當地飯店、參訪前整備 

10 月 2 日(三) 

(美國時間) 
參訪 TEEX 

10 月 3 日(四) 

(美國時間) 
參加 IFSAC 證書大會任務小組會議、書商教材展示 

10 月 4 日(五) 

(美國時間) 
參加 IFSAC 委員會會議、理事會議、證書大會理事會 

10 月 5 日(六) 

(美國時間) 
參加 IFSAC 大會會議、證書會議、受頒國際認證證書 

10 月 6 日(日)出

發(美國時間) 

10 月 8 日(二)抵

達 (臺灣時間) 

搭機返國(航程) 

二、 行程經過及參訪內容 

(一) 10 月 1 日參訪前整備 

我方人員去程航班抵達美國休士頓後，共同討論後續相關行程細節，並整備相

關資料及參訪須知細項，並整理取得認證後未來擴展其他認證之訓練需求、後續國

際認證如化災技術級、火災搶救、急流救援、重型救援、人道救援疑義等相關資料，

以利後續參訪行程及會議上與其他會員交流尋求消防訓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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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IFSAC 通過認證單位與級別表 圖 4：通過 IFSAC 認證通知書 

 

 

圖 5：IFSAC 通過認證單位與級別表 圖 6：TEEX 組織架構圖 

 

(二) 10 月 2 日參訪 TEEX 緊急服務訓練研究中心(ESTI) 

本次參訪 TEEX 的緊急服務訓練研究中心(Emergency Service Training Institute，

以下簡稱 ESTI)位於美國德州大學城，TEEX 為世界最大的防救災訓練基地，共有

9 個訓練設施分布在德州各地，本次參訪行程即包含其中三個：Brayton 消防訓練

場、緊急應變訓練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 Training Center, 以下簡稱 EOTC)以及

災難城市(Disaster City)。 

我方抵達 TEEX 總部辦公室後，首先由 ESTI 主任 Chris Angerer 接待並簡單介

紹今日將為我方展示之訓練設施，由於主任需參與其他會議行程，後續由副主任

Ronnie Taylor 接手介紹 TEEX 與 ESTI 的歷史、組織架構及在美國各州所提供的訓

練與各項服務項目，如：整個訓練研究中心依照不同的業務分為多個訓練機構，也

依照不同領域的訓練需求於全美或美國以外的國家提供訓練，包含：基礎設施及安



8 

全、消防與緊急服務、執法與保護服務、商業與網路安全、國土安全及 TEEX 測驗

及創新中心。綜合這些訓練機構及服務，TEEX 一年共可以訓練約 21 萬人次範圍

更遍及 118 個國家，TEEX 的目標是藉由提供訓練、建立實際解決方案及協助災害

救援來改善目前消防救災的現況。 

 

 

圖 7：參訪緊急服務訓練研究中心 圖 8：TEEX 歡迎消防署及雲科大團隊 

接下來前往 EOTC，由 ETOC 的計畫主任 Ryan LeNorman 帶領參觀，EOTC 以

事故管理和指揮技能為重點，結合模擬技術進行以下訓練： 

1. 事故指揮與管理： 

 訓練學員利用事故指揮系統(ICS)協調多部門資源，管理大型災害。 

 模擬建立事故指揮站(ICP)或緊急應變中心(EOC)。 

2. 危機決策與計劃： 

 針對決策制定和資源分配進行情境模擬，包括跨區域的大規模事故。 

3. 通聯與合作： 

 透過模擬系統訓練如何進行有效的資訊傳遞和跨部門合作。 

4. 同步技能演練： 

 使災難城市的搜救行動與 EOTC 的指揮演練同步訓練提升協調效率。 

5. 專業技能課程： 

 針對加入特定 3D 模擬事故場景，如洪水、火災或核生化等事故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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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專業技能的訓練。 

6. 遠距分散式演練： 

 使用應變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及演練系統(Exercise System) 

(EM*ES)，支援不同地區的學員進行聯合演練。 

Ryan 表示 EOTC 著重於訓練事故管理及指揮的能力，以及指揮官和管理人員

決策與合作能力，同時示範其訓練中心 2 樓的監控室如何利用訓練教室內的麥克風

控管訓練進度，透過收音觀察學員對於訓練整體的熟悉度並適時做出調整。 

  

圖 9：參訪緊急服務訓練研究中心 圖 10：EOTC 主任介紹事故管理訓練 

  

圖 11：EOTC 2 樓監控室觀摩模擬演練課程 圖 12：事故管理訓練計畫組行動任務 

最後由國際訓練協調員 Ulises Penalver 介紹災難城市(Disaster City)各個訓練設

施及 Brayton 消防訓練場，首先是佔地 21 公頃的災難城市，這個模擬城市擁有完

整規模、可塌縮的建築，設計用來模擬不同程度的災害和殘骸，如：倒塌建築、綜

合商場、立體停車場、碎石堆、車禍現場、樹木倒塌…等，並可根據任何團體的特

定訓練需求進行客製化。災難城市接受來自全球的緊急應變人員前往進行搜救訓練

和演練。災難城市專注於模擬真實災害場景，為緊急應變人員提供各類搜救與應變

技能訓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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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構坍塌搜救： 

 訓練人員如何在倒塌建築物、隧道或橋樑的瓦礫中搜索和救援倖存者。 

 使用專業工具進行切割、挖掘和移除障礙物。 

2. 搜救犬訓練： 

 教導搜救犬在災害場景中尋找被困人員，並與搜救隊員合作完成任務。 

3. 火車和運輸事故救援： 

 模擬火車脫軌或撞擊事故，提供如何處理大型交通事故的救援訓練。 

4. 恐怖襲擊或自然災害情境模擬： 

 包括商場、劇院等場所的救援，處理結構倒塌和大規模人員受困。 

5. 團隊合作訓練： 

 針對多部門、多國際單位共同合作進行實地操作演練。 

Brayton 消防訓練場佔地 120 公頃，提供逼真、大規模的實地訓練。每年吸引

來自美國 50 個州及超過 45 個國家 45,000 多名緊急應變人員前來受訓。132 個專

門訓練站為緊急應變人員提供消防、救援、急救、危害性化學品、海上、飛機及應

變管理方面的指導，而在 Brayton 消防訓練場旁與 TEEX 總部辦公室前立有一面紀

念牆，曾在 TEEX 服務超過 10 年以上的人員，在身故後會由 TEEX 將人員的姓名

刻在這面牆上，以紀念這些為 TEEX 投入奉獻的人員。 

  

圖 13：參訪 Disaster City 圖 14：國際訓練協調員 Ulises 介紹訓練場 

  

圖 15：TEEX 戶外實火訓練場 圖 16：TEEX 紀念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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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 月 3 日參加 IFSAC 證書大會任務小組會議、書商教材展示 

本次出國案由本署訓練中心主任代表與各國專業領域專家學者或有認證經驗

的單位聯繫交流，藉由參加證書大會任務小組會議，了解消防人員相關培育體制與

基地規劃，拓展防救災應變合作廣度及深度，並洽談各式消防專業訓練接軌國際認

證標準事宜，並向書商索取相關認證標準教材，未來除了進階 NFPA 470 化災搶救

國際認證至技術級外，亦規劃擴充申請 NFPA 1001 火災搶救、1006 技術級救援人

員-人道救援、重型救援、急流救援等認證，務期本署訓練中心逐步成為各項救援

訓練國際認證的訓練機構。 

台灣為東亞交通樞紐地帶，且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活躍的板塊運動使我國

地質構造複雜且破碎，並造就陡峭地形，一旦受東亞季風影響時常發生強降雨，

又好發地震及颱風等天然災害，故而磨練出優秀救難隊伍的災害應變能力，無論

亞洲、美加地區及非洲 IFSAC 各會員國，皆有意與台灣進行消防專業訓練交流，

同時亦邀請我國加入考察任務小組，前往各國觀摩學習。 

  

圖 17：與阿拉伯會員交流合影 圖 18：與美國會員交流合影 

  

圖 19：與印度會員交流合影 圖 20：與南非會員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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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 月 4 日參加 IFSAC 委員會會議、理事會議、證書大會理事會 

委員會會議是證書大會和學位大會成員的聯席會議，委員會會議的主要目的是討

論影響兩個組織的主題和事項，在委員會會議期間，就章程的理事會(COG)、委員會和

行政部分的提議修訂進行投票，同時還可能討論和處理其他影響兩個組織的事項，議

會通過的任何事項必須經由兩個組織的多數投票通過方能生效，理事會由十名投票成

員和兩名非投票成員組成，由以下成員擔任投票成員：每個 IFSAC 理事會選出的

三名成員、來自每個理事會的公眾成員，以及每個理事會的主席；並由以下成員擔

任非投票成員：一名行政成員和大會的議事員，理事會的職能可在 IFSAC 章程中

找到，並可在 IFSAC 網站上查閱，在 COG 的會議中，理事會成員聽取來自理事會

委員會的報告，批准預算，對預算進行監督，並對政策/程序文件進行投票。 

  證書大會理事會(CABOG)由 12 名成員組成。其中 11 名成員由證書大會投票

成員實體選舉產生。另外 1 名成員由公眾通過提名選舉產生，擔任公眾理事會成員，

CABOG 的職能可以在 IFSAC 章程和 IFSAC 網站 ifsac.org 上找到，在 CABOG 的

會議中，理事會成員聽取理事會委員會的報告，對現場訪問延期請求進行投票，對

認證現場訪問團隊的建議進行投票，並對政策/程序文件進行投票，理事會上向各成

員宣布完成現場考察與通過國際認證的所有單位，並邀請通過認證的單位簡短致詞，

我方由謝主任代表消防署致詞，謝主任在感謝各方協助的同時，亦對於未來我國期

望擴充火災搶救、急流救生、重型救援、人道救援等各式 NFPA 國際認證進行簡單

的描述，期能透過更多的交流推動未來的各式國際認證的進展，並與持續與國際間

的消防訓練機關、構保持聯繫，以增進我國於國際舞台的可見度、擴大國際視野。 

  

圖 21：參與證書大會理事會會議。 圖 22：訓練中心謝志強主任致詞。 

 

(五) 10 月 5 日參加 IFSAC 大會會議、證書會議、受頒國際認證證書 

本日重要議程為上台受頒國際認證證書，本署經過 IFSAC 理事會於 9 月的線

上月會表決，成功通過 IFSAC 國際認證，確認本署成為 IFSAC 認證的訓練機構，

頒發證書議程結束後與 IFSAC 各會員交流，並詢問多個會員機構能否提供化災技

術級、火災搶救、急流救援、重型救援、人道救援等訓練，美國多個州的訓練機構

會員皆表示可以依照台灣的需求向他們申請訓練，南非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消防會員

同樣對台灣的環境與消防的體制非常感興趣，未來會員聯繫部分，或可進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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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今年 8 月來台考察的委員之一 Alton Robinson 洽談時，Alton 也提出，未來

期望邀請台灣消防署前往其任職單位(美國國防部)其中一個位於德州之訓練場地與

多項訓練設施進行參訪，如：化災訓練、消防訓練、繩索搶救訓練…等設施，透過

參訪這些訓練設施，相信可對接下來本署期望申請的各式國際認證作業上有所助益，

未來或可安排時間前往參訪。 

經與另一位考察委員同時也為證書大會理事會主席的 John Cunningham 及

IFSAC 認證經理 Eldonna Sadler 交流時也得知，IFSAC 會員通過國際認證後，至下

一次申請重新認證的 5 年內若希望申請其他級別的認證，只須申請行政審查並提交

書面資料供 IFSAC 及考察委員審核，不須再邀請考察團隊來台實地考察，若審核

後沒問題則代表申請單位通過認證，並將於當年春季或秋季年公告認證通過之會員

單位。 

 

 

圖 23：受頒國際認證通過證書。 圖 24：IFSAC 認證經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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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 既有國際認證訓練標準作業程序維運 

本次認證已針對我國申請認證項目所需達成之工作績效要求（Job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JPRs），訂定相關題庫、測驗流程、測驗方式及實作評核等項目，並成功

達到 IFSAC 要求通過國際認證，惟根據 IFSAC 訂定之政策，各認證實體每 5 年需要重

新申請再認證（約於 118 年須重新認證），IFSAC 將再度派遣考察團隊來台，確認我國

國際認證相關訓練、測驗或評核流程皆依規定辦理，並有依循 NFPA 版本更新而隨之修

正相關資料（測驗題庫、實作評核表或認證計劃書等），屆時方可繼續頒發國際證照，

故未來應持續進行國際認證相關作業的維護及更新，並其確保皆符合 IFSAC 要求，以

利維持本署之認證資格。 

二、 未來認證目標及擴大授課師資及評核官團隊 

通過化災認證已為本署開啟國際認證的大門，未來將持續擴充各式消防訓練專業國

際認證，目標預計為取得 NFPA 470 化災技術級、NFPA 1010 火災搶救 Firefighter I、

NFPA 1006 急流救援、重型救援及人道救援等認證，而關於授課師資及評核官方面，除

了須要持有該次訓練相同等級或更高等級的國際證照外，IFSAC 還特別要求考訓分離，

每梯次訓練中授課教官兼任試務相關人員（如評核官、監考官等），用以確保測驗品質

及安全性，由此可知，未來本署擴充各式消防訓練專業國際資格時，需要龐大的師資與

評核團隊，故建議未來應優先辦理各式國際認證訓練班使本署教官取得符合資格之國際

證照，以建立足夠的師資及評核團隊來支持未來的國際認證作業。 

三、 國際認證行政審查申請流程 

依照會中與 John Cunningham 先生（IFSAC 理事會主席）及 Eldonna Sadler 女士

（IFSAC 認證經理）交流得知，本次認證通過後至下一次再認證實地考察有 5 年的準備

期，在準備期間如要申請國際認證，可藉由提報關聯表、實作評核表、測驗題庫等相關

資料來向 IFSAC 申請，因此未來 5 年內若要申請其他級別的認證，建議依照 IFSAC 訂

定之相關申請行政審查之流程進行，以達成未來本署持續擴充各式消防訓練專業國際認

證的規劃，依據 IFSAC 官網資料整理出行政審查流程如下： 

1. 向 IFSAC 管理部門提交各級別之行政審查表、申請費 250 美元、關聯表、實作

評核表、測驗題庫等資料， 

2. 管理部門轉交資料給行政審查員進行評估，在 30 至 60 天內完成審查程序後，

審查員提交報告確認申請單位是否符合要求，或詳細說明需改進之處。 

3. 如有不足，申請單位將與審查員合作進行修正，此溝通流程需確保經由 IFSAC 管

理部門統一管理。 

4. 審查完成後，IFSAC 管理部門將寄送認證通過信與完整報告給申請單位代表。所

有審查資料需妥善處理，由 IFSAC 管理部門按程序歸還申請單位或經申請單位

同意後銷毀。 

  



15 

四、 持續與 IFSAC 等國際認證組織建立密切聯繫 

為接軌國際訓練，洽談未來我國取得各式消防訓練專業國際認證資格，並更新相關

消防救災國際標準資訊，同時與各地防救災訓練機關、構建立友好關係，促進彼此相關

學識、技術及資訊交流溝通，建議持續與相關國際認證組織建立夥伴關係拓展國際交流，

以期能強化我國消防訓練品質、擴展國際視野、增加國際能見度並加入跨國演習同盟，

奠定國內跨區、國際協同救援作業之基礎。 

五、 本署訓練中心設備及設施增設 

本次在 TEEX 參訪過程中，於訓練場地如災難之城或 Brayton 消防訓練場隨處可見

簡易的戶外休息區或教室，配有屋簷及座椅可供遮陽及休息，同時亦擺放有白板及場地

介紹，可提供進行實作的教官抵達現場後向學員再次講解實作內容及介紹，以便學員理

解課程如何進行，且在需要使用 SCBA 的訓練場休息區旁更配有空氣灌充軟管，方便於

課程結束後立刻進行氣瓶充填，可以減少來回運送設備或借用大量氣瓶的狀況，未來可

考慮於訓練中心增設此類設備，用以增進訓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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