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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內政部危險物品管理法令執法疑義研討會 

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06年 11月 6日（星期一）下午 2時 

二、 開會地點：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5樓第 1會議室（新

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段 200號） 

三、 主席：江副署長濟人                 記錄：莊念恩 

四、 出（列）席者及單位：（如后附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業務單位報告：略 

七、 提案討論： 

提案一、變壓器使用絕緣油之場所，是否為公共危險物品一般

處理場所？ 

決議： 

一、 查電業法第 44 條授權訂定之「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第

400 條第 2 款規定：「變電室應符合左列規定：……二、

如油斷路器及變壓器中之絕緣油係屬燃燒性者，在廠房

內或其他建築物內設變電室時，電業得建議依照左列規

定辦理。……」，係規範變電室內具有油斷路器及變壓器

中之絕緣油係屬燃燒性者，其變電室之裝置需符合該款

規定。 

二、 依消防法第 15條第 2項但書規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性高壓氣體之製造、儲存、處理或搬運，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另訂有安全管理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基此，

變壓器使用絕緣油之場所（絕緣油係屬燃燒性者），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有明訂安全規定，無須適用「公共

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管理辦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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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部 99年 9月 10日內授消字 0990824348號函、103年

5 月 2 日內授消字第 1030822429 號函及本部消防署 106

年 7 月 27 日消署危字第 1060007486 號函、8 月 2 日消

署危字第 1061113720號函停止適用。 

 

提案二、噴漆、塗裝、印刷、清洗、淬火、鍋爐設備、油壓設

備、切削及研磨設備、熱媒油循環設備，是否得以建

築物之一部分認定為公共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以

建築物之一部分認定時，其構造及設備應強化事項為

何？ 

決議： 

一、 經參考日本危險物規制規則第 28 條之 54 規定，列舉得

以建築物之一部分認定之公共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作

業型態如下： 

（一）噴漆、塗裝及印刷作業場所，使用第二類或第四類

公共危險物品（不含特殊引火物），且處理數量未

達管制量 30倍。 

（二）清洗作業場所，使用閃火點在攝氏 40 度以上之第

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且處理數量未達管制量 30

倍。 

（三）淬火作業場所，使用閃火點在攝氏 70 度以上之第

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且處理數量未達管制量 30

倍。 

（四）鍋爐設備場所，使用閃火點在攝氏 40 度以上之第

四類公共危險物品，且處理數量未達管制量 30

倍。 

（五）油壓設備場所，使用高閃火點物品其操作溫度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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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氏 100度，且處理數量未達管制量 50倍。 

（六）切削及研磨設備場所，使用高閃火點物品其操作溫

度未滿攝氏100度，且處理數量未達管制量30倍。 

（七）熱媒油循環設備場所，使用高閃火點物品，且處理

數量未達管制量 30倍。 

二、 考量建築物之一部分進行公共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認

定時，其部分構造須予以強化，爰參考日本危險物規制

政令第 28 條之 55 至第 28 條之 57 及第 28 條之 60 至第

28 條之 60 之 3 規定，針對上開作業型態分為區劃認定

（公共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範圍為建築物之一部分）

及設備認定（公共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範圍為設備與

周圍保留空地所在部分）等 2 種認定方式，至其須強化

之構造應符合「公共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作業型態得

以建築物一部分認定之應符規範一覽表」（如附件 1；相

關圖例如附件 2）規定。 

三、 承上，符合上開規定之場所，免適用管理辦法第 14條、

第 15條第 2款、第 3款、第 4款與第 7款規定。另管理

辦法第 16條第 8款之避雷設備，除油壓、切削及研磨設

備場所無需設置外，其餘場所如處理數量達管制量 10倍

時，始需設置。 

 

提案三、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

辦法第73條之 1有關防止氣體滯留之有效通風裝置規

定之疑義。 

決議： 

一、 參考消防機關辦理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

位置構造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表 8 及 100 年 12 月

15 日內授消字第 1000826399 號函釋內容，防止氣體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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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之有效通風裝置應依以下規定設置： 

（一）採自然通風： 

1、可對外通風換氣之開口面積應在樓地板面積之

3％以上，且應分散設置於二方向以上。 

2、通風口應設於接近地面處，至其高度部分，則

應視現場狀況，設置於氣體易滯留處且可有效

防止氣體滯留。 

（二）採機械通風： 

1、通風量於樓地板面積每 m2 應在 0.5m3/min 以

上。 

2、進風口緊接於地面。 

3、排風口應設於距地面 5m 以上高度之安全處

所。 

4、機械換氣裝置之啟動方式可為自動或手動，且

應於測試時可正常動作。 

5、機械換氣設備其排氣管內應設可檢測液化石油

氣濃度之計測裝置，液化石油氣濃度達 0.5%

以上時應巡查漏洩處所並補修；另因氣體漏氣

警報器係設置於液化石油氣管線易漏洩或該

場所液化石油氣易堆積之位置，故不可以氣體

漏氣警報器替代機械換氣設備排氣管內之計

測裝置。 

二、 本部 100年 12月 15日內授消字第 1000826399號函停止

適用。 

三、 配合修正消防機關辦理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

場所位置構造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表 8。 

 

提案四、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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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 73條之 1有關氣體漏氣警報器規定之疑義。 

決議： 

一、 氣體漏氣警報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符合國家標準或國外相關檢驗基準或標準，並經

國內、外具有公信力之認證機構檢測通過之產品。 

（二）應設置於建築物內之漏洩氣體易滯留處所及設備四

周，每 10m至少應設置 1個；設置於建築物外之漏

洩氣體易滯留處所及設備四周，每 20m至少應設置

1個。另倘串接場所與加熱爐、瓦斯爐具等消費設

備分別在不同隔間時，僅需針對串接場所設置即

可。 

二、 另查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針對特定之勞工作業場所規

範其使用之電氣機械、器具或設備，應具有適合於其設

置場所危險區域劃分使用之防爆性能構造。基此，不再

另訂規範。 

 

提案五、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

辦法第 73條之 1有關嚴禁煙火標示規定之疑義。 

決議：本案嚴禁煙火標示應比照「六類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儲存

及處理場所標示板規格及設置要點」第 5點第 2款規定

設置。 

 

提案六、液化石油氣容器檢驗場容器實重抽查紀錄表秤重誤差

值之疑義。 

決議： 

一、 經查國內檢驗場磅秤計量方式有最小單位 10 公克與 20

公克 2 種情形，經參考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衡器檢定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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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技術規範」，以最小單位 20公克（e）計算，秤量 0至

10 公斤（含本數）時，檢定公差為±10 公克（±0.5e）、

秤量大於 10公斤至 40公斤（含本數）時，檢定公差為±

20 公克（±1e）、秤量大於 40 公斤至 200 公斤時（含本

數），檢定公差為±30公克（±1.5e）。另衡器之檢查公差

為檢定公差之 2倍。 

二、 目前市面鋼製液化石油氣容器各規格之空桶重量分別為

4公斤容器（空桶重約 6公斤）、10公斤容器（空桶重約

13公斤）、16公斤容器（空桶重約 18公斤）、20公斤容

器（空桶重約 20公斤）及 50公斤容器（空桶重約 47公

斤），參考上開規範，其檢查公差分別為 20公克、40公

克、40 公克、40 公克及 60 公克，為避免消防機關檢查

過程對於重量誤差值之認定產生爭議，統一規定容器標

示重量與實際秤重重量誤差範圍不得超過 20公克。 

 

臨時提案一、串接場所容器使用量可分別計算之疑義。 

決議： 

一、 有關串接場所容器使用量可分別計算之規定，應符合現

行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

辦法第 73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第 1 項場所以無開口且

具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樓地板區劃分隔者，串

接使用量得分別計算。」 

二、 至本部 96 年 6 月 20 日內授消字第 0960824121 號函發

96 年 6 月 13 日消防安全法令執法疑義研討會會議提案

十四決議一停止適用。 

 

臨時提案二、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儲存處理場所消防安全檢查紀

錄表有關避雷設備相關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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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有關避雷設備之檢查，如外觀、目視檢查難以判定符合

規定與否，可請管理權人出具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

可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機構之簽證資料，或合格之電

氣專業技術人員之檢驗報告據以辦理。前述簽證資料或

檢驗報告有效期限，參考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辦法規定，以 2年為限。 

 

臨時提案三、室內儲存場所(儲存氧化性固體)，如未依公共危

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

法第 21條第 12款設置架臺，而採以棧板堆置方

式是否可行? 

決議：因室內儲存場所已有限定其高度限制（如儲存氧化性固

體高度不得超過 6公尺），故並無限制不得以棧板方式堆

置公共危險物品，惟應確保不致造成傾倒或翻覆之情

形。 

 

八、 散會（15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