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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 80 年代初期，防火意識逐漸抬頭，人們開始認識到「防火勝

於救火」的重要性，不僅僅應該依賴事後的搶救，更應該在火災發生

前採取積極措施預防。民國 88年，隨著消防署補助經費及各縣（市）

消防局的協助，防火宣導隊相繼成立。這些宣導隊超越過去單一的硬

性宣導方式，採用了更柔性的手段，從戶外進入社區，再由社區深入

到家庭，針對居家火災的危險因素、避難逃生路線的障礙以及災害應

變等議題，開展了深入的宣導工作。他們致力於將防火和防災的訊息

傳達給社區居民，實踐住宅火災預防的宣導使命，有效降低了住宅火

災發生率及其帶來的損失。 

自成立以來，防火宣導隊在本縣的努力顯著，每年火災數呈現下

降趨勢，這些成果與宣導隊的辛勤付出密不可分。104年，內政部消

防署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的建議，取消了「婦女防火宣導隊」的性

別限制。此舉得到了各縣市政府消防局的共識支持，廢止了舊有的「加

強推動社區婦女防火宣導組織計畫」，並修訂了「防火宣導組織訓練

服務要點」，徹底刪除了所有名稱及條文中的「婦女」字樣及性別相

關的限制，確保了性別平等原則在防火宣導工作中的落實，進一步強

化了性別平權的實踐。 

最近幾年，本縣防火宣導義消進行了性別統計分析，旨在充分了

解參與者的性別結構，並有效運用分析資料，以確保在防火宣導工作

中的性別平等得到全面落實。這些努力不僅促進了社區成員對防火和

災害管理的認識，還為實現一個更加安全和包容的社會環境奠定了基

礎。隨著未來的挑戰和機遇，防火宣導隊將繼續通過創新和效率的方

式，不斷改進其工作方法，以保障公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繼續在防火

救災領域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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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描述 

一、組織編制及對象 

本縣防火宣導組織隸屬本縣義勇消防總隊，設防火宣導大隊一隊

及防火宣導分隊數隊，目前已設立了斗六防火宣導分隊、斗南防火宣

導分隊、虎尾防火宣導分隊、西螺防火宣導分隊、北港防火宣導分隊、

麥寮防火宣導分隊等六隊，防火宣導組織成員均為無給職。年滿 18

歲以上，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未參加其他

義勇或民防組織者，設籍於雲林縣之中華民國國民，即可參加本縣防

火宣導義勇消防人員。 

二、防火宣導訓練 

防火宣導組織成員之訓練分為基本訓練、專長訓練、常年訓練

及其他訓練。 

(一)基本訓練：新進人員施以 48小時以上之訓練。 

(二)專業訓練：於基本訓練結束後，依轄區特性，施以 24小時

以上之訓練。 

(三)常年訓練：全年訓練時數應達 24小時以上。 

(四)其他訓練：視協助推展消防業務及各項講習、宣導工作需要

辦理之。 

參、性別分析 

一、防火宣導義消人數統計及分析 

根據本縣近五年的防火宣導義消人數統計資料，從 108年至 112

年，總人數分別為 151人、160人、170人、161人和 197人，而生理

男性的數量則從 6 人逐年增加至 16 人，生理女性則從 145 人增加至

181人。值得注意的是，近五年來，生理女性在防火宣導義消中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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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倒性的多數，約佔總人數的九成左右。然而，有趣的趨勢是生理男

性的比例逐年上升。108年時僅佔總人數的 4%，到了 112年已成長到

8.1%，在 110年更達到了 11.2%的高峰，顯示出男性在防火宣導工作

中的參與意願和比例逐步增加。 

這種趨勢可能與社會對性別平等和多元化的重視有關，以及防火

宣導工作本身的公益性質和社會責任感。特別是在疫情升溫期間，男

性的參與意願顯著上升，可能反映出公眾對社會安全和災害防治的關

注度增加，以及性別角色在此類公共服務中的演變。未來，隨著防火

宣導工作的持續推廣和社會對志願服務的重視，可以期待更多男性參

與到這一重要任務中，共同為社區的安全作出更大的貢獻。 

表 1 近五年本縣防火宣導義消生理性別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年別 

防火宣導義消人數 比率 

合計數 生理男 生理女 生理男 生理女 

108年度 151 6 145 4% 96% 

109年度 160 10 150 6.3% 93.7% 

110年度 170 19 151 11.2% 88.8% 

111年度 161 11 150 6.8% 93.2% 

112年度 197 16 181 8.1% 91.9% 

資料來源:本縣義消人員投保意外保險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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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近五年本縣防火宣導義消生理性別人數統計圖 

 

圖 2 近五年本縣防火宣導義消生理性別比例圖 

 

二、防火宣導義消年齡統計及分析 

根據雲林縣近五年的防火宣導義消人力資料，可以觀察到年齡分

佈及性別在義消組織中的變化趨勢。首先，年齡結構顯示，50 至 59

歲的義消比例最高，約佔總人數的 50%，顯示出這個年齡層對於防火

宣導工作的重要貢獻。其次是 60歲以上的義消，比例在 23.8%至 32.5%

之間，居次要地位。而 40至 49歲的宣導義消則佔約 11.8%至 18.8%，

在總體結構中佔有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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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雲林縣積極推動招募防火宣導義消，特別是年齡較輕的

義消人數逐步增加。年齡在 29 歲以下的義消從 0%增加至 2%，30 至

39歲的義消從 1.2%增加至 4%，顯示出社會青年及有志於公益的民眾

對於加入義消隊伍的興趣與參與度逐漸增加的趨勢。此外，18 至 39

歲的女性義消從原本的 0人增加至 7人，顯示出女性在防火宣導工作

中的參與也有所提升；而 18 至 49 歲的男性義消則從 2 人增加至 10

人，顯示出男性在這個年齡段仍然是主要的參與者群體。 

總體來看，近五年來，本縣防火宣導義消的性別與年齡結構有了

明顯的變化，女性以 50歲以上的年齡層為主；而男性特別是 30至 49

歲的年齡段，則佔主導地位。這反映出不同年齡及性別群體在防火宣

導工作中的角色分工，以及社會對於公共安全意識的提升和參與度的

加強。隨著社會的變遷和對於公共安全需求的不斷提高，希望未來能

夠持續吸引更多年輕人和男性參與到防火宣導義消的行列中，共同為

社會安全作出更大的貢獻。 

表 2 近五年本縣防火宣導義消年齡統計表 

單位:人、% 

年齡\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29歲以下 0(0%) 0(0%) 1(0.6%) 1(0.6%) 4(2%) 

30-39歲 2(1.3%) 2(1.2%) 2(1.2%) 2(1.3%) 8(4%) 

40-49歲 27(17.9%) 30(18.8%) 28(16.5%) 19(11.8%) 34(17.3%) 

50-59歲 86(57%) 84(52.5%) 91(53.5%) 82(50.9%) 87(44.2%) 

60歲以上 36(23.8%) 44(27.5%) 48(28.2%) 57(35.4%) 64(32.5%) 

合計 151 160 170 161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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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縣義消人員投保意外保險資料 

圖 3 近五年本縣防火宣導義消各年齡層分析圖 

 

表 3 近五年本縣防火宣導義消生理男年齡統計表 

單位:人 

年齡\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29歲以下 0 0 0 0 0 

30-39歲 2 2 2 2 5 

40-49歲 0 4 7 4 5 

50-59歲 3 2 6 2 3 

60歲以上 1 2 4 3 3 

合計 6 10 19 11 16 

資料來源:本縣義消人員投保意外保險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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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近五年本縣防火宣導義消生理男各年齡層分析圖 

 

表 4 近五年本縣防火宣導義消生理女年齡統計表 

單位:人 

年齡\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29歲以下 0 0 1 1 4 

30-39歲 0 0 0 0 3 

40-49歲 27 26 21 15 29 

50-59歲 83 82 85 80 84 

60歲以上 35 42 44 54 61 

合計 145 150 151 150 181 

資料來源:本縣義消人員投保意外保險資料 

 

0 0 0 0 0

2 2 2 2

5

0

4

7

4

5

3

2

6

2

3

1

2

4

3
3

0

1

2

3

4

5

6

7

8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29歲以下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8 
 

圖 5 近五年本縣防火宣導義消生理女各年齡層分析圖 

 

肆、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本縣防火宣導義消成員中生理女性居多的現象引發了性

別平權及成員多樣化的討論。最後將從問題分析、解決方案及建議方

面進行檢討與建議。 

一、問題分析 

(一)性別比例懸殊：防火宣導義消中生理女性佔多數，生理男性

比例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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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有措施分析：鼓勵退休消防人員參與，退休消防人員多為

生理男性，具有豐富的防火、防災知識及經驗，但僅依

賴退休消防人員可能無法完全解決性別比例不均的問

題。名稱改革，防火宣導義消組織雖改名為不限制性別

的宣導隊，是正面改變，但仍需更進一步積極推廣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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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二、解決方案及建議 

(一)推廣宣導與意識改變：打破性別觀念障礙，加強宣導，讓社

會認識到防火宣導工作不僅適合女性，也同樣適合男性

參與。強化公共形象，透過媒體和社會活動強化防火宣

導隊的形象，讓男性義消參與成為社會的正面榜樣，提

高其參與意願。 

(二)改善工作環境和條件：靈活調整協勤時間，考慮生理男性的

工作需求，提供更靈活的協勤時間安排，例如週末或晚

間。增加協勤地點多樣性，確保協勤地點分布合理，避

免遠距離協勤造成生理男性參與的障礙。 

(三)建立專業培訓和發展機制:專業知能培訓，定期舉辦防火、

防災知識的專業培訓，包括技術性和管理性的課程，提

升所有成員的能力和專業性。社區參與和性別平權觀

點，結合社區防災士訓練，強化性別平權觀念，鼓勵更

多男性參與，同時提升社區對災害防救的認識和應對能

力。 

(四)定期性別統計與政策調整：全面性別統計分析，定期進行性

別統計，深入了解不同性別在不同工作環境下的表現和

需求，以便有針對性地調整政策和資源分配。制定長遠

發展計畫，基於統計數據和分析結果，制定長遠的發展

計畫，包括持續推動性別平權和多元化參與的策略。 

三、總結 

為解決本縣防火宣導義消性別比例懸殊的問題，需要綜合利用宣

導教育、改善工作環境、提升專業知能以及定期性別統計分析等多方

面的策略。通過這些措施的有機結合，可以有效促進男性參與，打破

性別限制，並逐步實現性別平權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