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3 年 ９ 月 1 7 日
港北消防署長(大隊長) 木村 正夫

提升地方防災能力橫濱市採取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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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服務單位等 工作內容等

1986年 開始於橫濱市消防局服務

～2005年
消防隊隊員、消防檢查-建築物消防安全、消
防隊隊長

2006年 磯子消防署(大隊) 磯子水上消防出張所(分隊)長 管理職（消防司令=職等）

2008年 榮區公所 防災擔當係長(股長) 調派至區公所

2010年 金澤消防署 警防(搶救)課課長 東日本大地震 2011.03.11

2012年 港北消防署 預防課長 ※重新研擬橫濱市地震災情想定

2014年 消防局查察(消防安全檢查)課 特別查察隊長

2017年 消防局人事課 人才培育・監察擔當課長

2019年 都筑消防大隊 警防(搶救)課長

2020年 橫濱市公所 危機管理室 緊急應變課課長 調派至市公所 COVID-19

2022年 消防局 義消課長

2023年 港北消防署(大隊) 大隊長

自我介紹（主要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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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據點＞

・ 消防局

・ 18個消防署(大隊)

・ 78個出張所(消防分隊)

・ 消防訓練中心

・ 横浜直升機隊

・ 橫濱市民防災中心

＜編制＞

・ 職員人數 約3,800人

・ 值班人數 約650人

・ 消防車輛等 約600台

橫濱市的消防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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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北消防大隊的消防量能

＜編制＞

・ 職員人數 222人

・ 消防車輛等 19台

・ 救護車 8台

(警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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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主題

Ⅰ 橫濱市的地方特性 Ⅴ 家庭防災員制度

Ⅱ 自助・共助的重要性 Ⅵ 橫濱防災e-park

Ⅲ 防災啟示與地方協助 Ⅶ 義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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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主題

Ⅰ 橫濱市的地方特性 Ⅴ 家庭防災員制度

Ⅱ 自助・共助的重要性 Ⅵ 橫濱防災e-park

Ⅲ 防災啟示與地方協助 Ⅶ 義消



7

2023.8.1現在
・ 行政區 18 區
・ 面積 437.56k㎡
・ 人口 3,773,403人
・ 戶口數 1,798,832戶
・ 高齡化比例（65歳以上人口） 25.2％

【參考】台中市
行政區 29區
面積 2,214.89㎢
人口 2,775,294人

橫濱市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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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特性（木造住宅密集地區）

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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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主題

Ⅰ 橫濱市的地方特性 Ⅴ 家庭防災員制度

Ⅱ 自助、共助的重要性 Ⅵ 橫濱防災e-park

Ⅲ 防災啟示及地方協助 Ⅶ 義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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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自助、共助重要性的數據

路人 2.8%
其他 0.9%

自主逃生 34.9%
朋友、鄰居

28.1%

家人 31.9%

救助隊 1.7%

■ 阪神大地震中遭到活埋或受困時，提供救援及救助之組織

樣本調查：（社）參考日本火災學會（1996）「1995年兵庫縣南部地震時，火災相關調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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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311東日本大地震，讓我們重新意識到自助、共助的重要

橫濱地震防災市民憲章

（2013年3月11日制定）

為了讓市民了解自助、共助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與民眾討論後，市民
與行政機關攜手制定。

「橫濱市於災害情況下，推行自助與
共助之相關條例」
（2013年９月20日施行）

經由議員提案，為使市民及事業單位
之「自助、共助」職責更為明確而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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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主題

Ⅰ 橫濱市的地方特性 Ⅴ 家庭防災員制度

Ⅱ 自助、共助的重要性 Ⅵ 橫濱防災e-park

Ⅲ 防災啟示與地方協助 Ⅶ 義消



13

KIDS防災教室（學齡前兒童）
運用猜謎板和繪本等，於托兒所和幼兒園內實施防災教室

KIDS防災教室上課情形 猜謎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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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防災教室（小學生）
消防人員至小學教授防災課程。除了學習與了解消防工作、地震時的應對方法、火與煙的可怕及避難方法等，
也能體驗報案要領及操作滅火器等。

消防車輛展示

消防衣著裝體驗 煙霧體驗

滅火器操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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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事業單位、学校為對象之防災指導
因應地方（自治會、町內會）、事業單位、學校等提出的需求，消防或義消人員將親自到場，
指導初期滅火、避難疏散、救護救助與地震前之準備等。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次數 人數 次數 人數 次數 人數

地方 705 47,167 696 39,146 1,228 61,087

事業單位 7,839 227,329 8,542 335,676 9,371 355,241

學校 1,252 140,463 1,468 160,644 1,974 210,301

計 9,796 414,959 10,706 535,466 12,573 62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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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滅火訓練

心肺復甦術訓練

搬運訓練

地方、事業單位、學校為對象之防災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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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濱市民防災中心

・災害影片
・地震模擬體驗
・火災模擬體驗
・減災訓練室
・橫濱災害潛勢地圖
・防災圖書館



18【災害影片】

【火災模擬體驗】【災害模擬體驗】

橫濱市民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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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宣導車（地震體驗車）
➢ 體驗人造地震（將過去的地震災害數據建入程式）
➢ 透過大型電視、影像放映等實施防災教育
➢ 共計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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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啟示相關課題與今後的方向

• 特別是地方（自治會、町內會），受到少子高齡化等影響，
幹部高齡化、成員趨向固定且人數漸減的狀況十分明顯。
防災的問題，地區之間的落差加大。

• 除了火災之外，地方也希望能夠取得地震、風災水災等的
應變啟示。

• 消防署(大隊)及消防出張所(分隊)等需落實與地方相關人員
的交流，掌握現狀及需求，針對地方實際所需，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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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主題

Ⅰ 橫濱市的地區特性 Ⅴ 家庭防災員制度

Ⅱ 自助・共助的重要性 Ⅵ 橫濱防災e-park

Ⅲ 防災啟示與區域協助 Ⅶ 義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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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防災員制度簡介

• 自1969年開始，橫濱市獨創的研修制度。

• 以學習「我家由我來守護」（自助）為研修目的，授課對
象為各個家庭內的女性。

• 隨著女性逐漸走出家庭、步入社會，本制度難以續存，
2001年開始開放男性參與研修。

• 記取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的教訓，修訂的研修制度，
從自助出發，串連地方防災（共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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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防災員研修內容
課程 分 類 內 容

防火、救護
課程

防火研修
・住家防火對策
・報案及避難要領
・初期滅火

救護研修

・救護方法
・預防性救護
・緊急處置（止血法、骨折時的處理等）
・救護救命處置要領（使用AED進行心肺復甦）

地震、風災、水災
課程

地震研修
・地震知識
・因應地震，平常的準備與應對
・地震案例與反思

風災・水災
研修

・風災水災、大規模崩塌的知識
・風災水災、大規模崩塌之準備與應對
・風災水災、大規模崩塌之案例與反思

圖上模擬研修 ・災害的兵棋推演（ＤＩ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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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及課題

• 截至2000年，每年約有5,000人參與研修，但因
少子、高齡化等因素，參加人數逐年遞減。

• 雖然已開放男性參加研修，但參與人數仍未提升，
近年參與人數約停留在2,000人左右。

• 但是，家庭防災員已成為防災活動的中心並持續
推行，地方對此制度高度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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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家庭防災員地方防災活動案例

實施需救護者研修
製作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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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主題

Ⅰ 橫濱市的地方特性 Ⅴ 家庭防災員制度

Ⅱ 自助、共助的重要性 Ⅵ 橫濱防災e-park

Ⅲ 防災啟發與地方協助 Ⅶ 義消



防災意識啟發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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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年齡（10多歲～70歳以上）

2021年實施之「橫濱市民防災、減災意識，採取行動相關問卷調查」

47.5%

▍防災訓練等之參與狀況

不分年齡，整體約半數未參加。育有子女的人口中，約７成未參加。

69.2%

育有子女家庭（20多歲、30多歲）

未參加防災訓練等

之比例



防災啟示下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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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參加防災訓練等之理由

比例上可看出，育有子女家庭的回答者中選擇

「不知道何時在哪裡會舉辦」、「沒有時間」的比例是所有年齡層中最高的

27.3 %

30.2 %

23.3 %

26.4 %

不知道何時在哪裡舉辦不分年齡

育有子女家庭

沒有時間

家人有參加

麻煩、沒必要 其他

６% 22.3% 21%

4.8

%

18.3% 21%

（單選題）

2021年實施之「橫濱市民防災、減災意識，採取行動相關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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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濱防災e-park 4月開始開放使用

＜火災 救護 地震 風災水災＞

一般民眾
小朋友

地方
防災 事業單位



橫濱防災e-park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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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何預先為災害做準備，以備不時之需

① 豐富的影音等數位教材！

② 從小孩到大人，適用各種年齡層的內容

③ 火災、救護、地震、風災水災 集結各式各樣的類別！

▶透過60部以上的影片及檢核小測驗進行學習

▶選擇「一般民眾」、「小孩」、「地方防災」、「事
業單位」



攜手POKÉMON with YOU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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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一起快樂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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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結業證書挑戰猜謎

何謂POKÉMON防災教室猜謎

一邊玩樂一邊學習！！ POKÉ MON的結業證書GET！！



橫濱防災e-park 今後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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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把握機會宣傳PR

② 與小學合作，進行推廣、啟發

③ 實踐數位設計

▶社群媒體、刊物、防災研修、防災訓練、防災活動 等

▶運用防災教室，消防人員實際到校進行教學等

▶重視使用者的心聲，提高便利性並充實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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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主題

Ⅰ 橫濱市的地方特性 Ⅴ 家庭防災員制度

Ⅱ 自助、共助的重要性 Ⅵ 橫濱防災e-park

Ⅲ 防災啟示與地方協助 Ⅶ 義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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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消防團(義消)

• 根據消防組織法，消防團為設置於全國各市町村的義消組織。其成員
消防團員，有自己的本業，也是兼職、特別職的地方公務員，握有權
限和責任，秉持「自己的家園自己守護」的精神，執行消防防災勤務。

• 311東日本大地震、近期屢創新紀錄的豪大雨和颱風等災害現場，皆能
看到義消盡心協助居民避難疏散、執行救援行動等，不僅獲得高度評
價，也成了地方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 都會區碰到大規模災害時，消防量能會屈居弱勢，因此必須與義消團
聯手行動。

• 在偏鄉地區，消防團(義消)則是地方的主力，活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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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團(義消)的活動
◆ 災害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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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團的工作
◆ 為地方上的安全、安心貢獻力量（案例）

民眾飼養的蟒蛇逃脫。
逃脫後約10天的期間，361名義消於區域內巡迴警戒。

逃脫的蟒蛇 捕獲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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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濱市消防團的特徵

◆女性消防團員的活動

女性團員的人數變化

◆學生消防團員的活動

整隊訓練

消防水帶搬運訓練

◆外國人消防團員的活動

接受電視採訪的外籍團員

檢測幫浦的外籍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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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團充實強化法 於2013年制定

【充實強化消防團法制定宗旨】

 發生大規模災害時，緊急消防援助隊，無法立刻趕到現場！

 消防團為地方防災的核心，其力量不可或缺，放眼未來，配置於全國
各市町村的消防團將成為地方防災量能的主力，不可或缺也無法取代。

 但是，全國消防團成員人數於1950年雖有200萬人以上，1990年則

跌破100萬人，現在為78萬人。

 必需讓團員人數維持在一定水準。

 借鏡過去的大地震等受災規模來看，更需充實裝備。

 提高消防團員的待遇（提高年報酬、出動津貼、退休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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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充實強化義消橫濱市的策略

◆ 制服、装備

整套防火衣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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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充實強化義消橫濱市的策略

器材存放空間均為本市持有土地，原則上，平房面積為45㎡，

二層樓建築物則為50㎡，以此為基準設計（市內有428棟）

◆ 器材存放空間

【器材存放空間 –平房】 【器材存放空間 – 2層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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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上配置「普通車輛-消防車」，可裝載一定數量人員、救助資器材、大量的消防水帶等。

• 針對木造住宅密集且道路狹隘區域，考量當地的需求與地方特性等，配置「輕型車」。

【普通汽車】

貨車類型

市內215台

【普通汽車】

箱型車類型

市內７台

【輕型車】

客貨車類型

市內81台

◆ 消防車裝載可搬運的小型動力幫浦

【輕型車】

貨車類型

市內90台

為了充實強化義消橫濱市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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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依據義消的裝備基準，整備資器材等

◆ 資器材

可搬式ポンプ

為了充實強化義消橫濱市的策略

油壓切斷機 圓盤切割器 鏈鋸 千斤頂 無線電
（包含數位無線電對講機）

發電機 投射燈 可移動式幫浦 氣墊船 救生衣等 防割工作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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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實訓練

滅火訓練 資器材操作訓練 大規模災害應變訓練

・防火衣著裝
・消防水帶延長訓練
・射水訓練 其他

・圓盤切割器
・鏈鋸
・油壓式救助器具 其他

・水難訓練
・地震災害應變訓練
・災情傳達訓練 其他

消火訓練 資機材取扱訓練 大規模災害への対応訓練 

・防火衣着装 

・ホース延長訓練 

・放水訓練      ほか 

・エンジンカッター 

・チェーンソー 

・油圧式救助器具    ほか 

・水難訓練 

・震災対応訓練 

・情報伝達訓練    ほ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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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充實強化義消 橫濱市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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団

人

件

◆ 過去使用的活動記錄表與其保存狀態

送交消防署（大隊）

【出動記錄表】

【保存文件（１個義消團/１年份）】

義消出動報告的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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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約

◆ 導入APP

④聯絡功能

・傳達訓練和例行事項

・掌握參加人員

・共享各種資訊

①出動報告功能

・製作救災、訓練等勤務紀錄

・報告各團員的勤務狀況

・確認、批准勤務成果

②車輛點檢報告功能（每月一次）

・車輛的點檢、管理

・輸入點檢結果

・確認、批准點檢結果

③資器材點檢報告功能（隨時）

・點檢、管理資機材

・輸入點檢結果

・確認、批准檢測結果

【APP畫面示意圖（來源：Softbank株式會社）】

義消出動報告的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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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北消防署（大隊）的巧思

◆水幕（霧）
【港北區南部（對象地區）的課題】

• 此區木造住宅密集，因此延燒的危險性極大。

• 大地震時，因停電、管線受損等而造成停水。

• 因塞車、道路阻礙等，延誤消防車救援。

• 消防車較難進入道路狹窄的區域。

• 同時發生多起火災時，公設消防隊不足（消
防量能處於弱勢）

港北区消失棟数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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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幕（霧）
【發想、點子、靈感來源】

• 如果讓木造住宅密集區濕透，能否減輕受災
程度？

• 能否能在該區設置自動灑水系統？

• 是否能夠參考石化工業區或大範圍的防火區
劃，導入水幕以控制火災？

• 地方的義消與居民等一起合作，能否防止火
勢蔓延並確保逃生避難路線？

港北消防署（大隊）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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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幕（霧）
• 整備木造住宅密集區的公園，作為消防活動據點。

• 為了能夠同時集結多台消防車，拓寬公園入口。

• 公園內設置不易斷水的消防栓（2支4口）。

• 新設防災倉庫，收納100㎜消防水帶、水幕（霧）
水帶等各式防災資機材。

※2014年整備過後，地方上的消防團員與市民合
作，每年進行演練。

港北消防署（大隊）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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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幕（霧）
【確保資器材及供水設備】

• 設置水幕水帶（※）

※使用一般消防水帶，每45公分開一個噴水口，
形成水幕。

• 能夠阻絕火災產生的輻射熱、阻絕火煙等，避免
延燒，並確保避難逃生路線。

• 水幕最高可達10公尺。

港北消防署（大隊）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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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幕

訓練時的場景

港北消防署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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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表達對台灣各位的感謝

東日本大地震受災地 宮城縣南三陸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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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橫濱地震防災市民憲章 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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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截取自橫濱地震防災市民憲章

（原文）
此處橫濱，過去曾遭受關東大地震的洗禮，許多人因此失去性

命。

大地震一定還會再來襲。屆時，政府的協助不會馬上馳援。

我們橫濱市民應當發揮各自的市民力量，運用每個人於事前的
準備與地方上的協力合作面對大地震，在此訂定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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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讓平靜的日常在瞬間毀滅。大地震總是突然發生，可能
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因此我問自己，面對地震，我是否做足了
事前準備？

大地震下的生與死的結果，並不單純是運氣的好壞。我們要去
關心那些無法單憑一己之力自救的人。

我想要守護生命，包含我自己以及身邊重要的人。因此我思考
著：如果現在發生地震，我該如何採取行動。

最後：截取自橫濱地震防災市民憲章



56

在不安中度過避難生活。但，只要大家都稍微忍耐，同心協
力一定能夠度過難關。因此，我對自己說，我一定也能為身旁的
人做點事情。

３１１東日本大地震後，我們學到許多。我們依賴的政府也蒙
受災害。在大地震中要守護生命、度過困難的只能靠我們自己。
面對過去震災大量罹難者，我們不能讓這些教訓逐漸被淡化遺忘。

因此，我要向下一個世代傳達：自助、共助的重要性。

平成25 年（２０１３）
３月11 日制定

最後：截取自橫濱地震防災市民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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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