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廢)海難救護機構組織及作業辦法

廢止日期：民國 92 年 03 月 27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商港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用名詞定義如左：

一、一般海難：指船舶故障、沉沒、擱淺、碰撞、失火、爆炸、洩漏或其

    他有關船舶、貨載、船員或旅客之非常事故。

二、特殊海難：指船舶被飛機、船艦追蹤、襲擊、劫持，致船舶船員或旅

    客遭受危害之事故。

三、船台：指裝設於船舶之無線電報或無線電話台。

四、岸台：指裝設於岸上專與船台連繫通信之無線電報或無線電話台。
 

   第 二 章 海難救護機構組織
 

第 3 條
 

為維護船舶航行安全，救助遇難船舶，處理海水油污及有毒物質，由交通

部會同國防部組設中華民國海難救護委員會 (以下簡稱海難救護委員會)

。
 

第 4 條
 

海難救護委員會任務如左：

一、一般海難船舶及人員之搜索、救助與緊急醫療救護。

二、海上油污及有毒物質之消除及處理。

三、海上災害之救護。

四、海難及海水油污與有毒物質涉及國際爭端事務協助之處理。

五、海難救助、海水油污及有毒物質國際公約、規章及外國法令之蒐集與

    研究。

六、海難救助、海水油污與有毒物質法令規章及作業手冊之研議。

七、其他有關海難救助之處理。
 

第 5 條
 

海難救護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交通部部長兼任；副主任委員四人，

由交通部政務次長、國務部副參謀總長、經濟部政務次長、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兼任；委員十七人，由左列單位人員兼任之：

一、交通部常務次長。

二、外交部常務次長。

三、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

四、海軍總司令部副總司令。

五、海岸巡防司令部副司令。

六、內政部警政署署長。

七、財政部關稅總局局長。

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九、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

十、國防部國軍搜救協調中心主任。

十一、臺灣省政府交通處處長。

十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處處長。

十三、交通部航政司司長。

十四、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廳長。

十五、高雄市政府建設局局長。

十六、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局長。

十七、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第 6 條
 

海難救護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承主任委員之命綜理本會經常事務，由

交通部航政司司長兼任；副執行秘書一人襄助之，由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

室助理次長兼任之，並設左列各組：

一、計畫組。

二、執行組。

三、秘書組。

前項計畫組及執行組分掌第四條所列事項；祕書組掌理文書、事務、會議

、經費及其他一般事項，其分層負責明細表另定之。
 

第 7 條
 

海難救護委員會置組長三人，副組長三人，組員十人至十五人，由交通部

、國防部分別遴員兼任。
 

第 8 條
 

海難救護委員會為協助處理涉及國際爭端之協商，仲裁及索償等事務，得

由主任委員於必要時遴聘顧問一人或二人。
 

第 9 條
 

海難救護委員會處理有關技術性及檢驗、測試等事項，得經委員會議之通

過，委託國內外公私專業機構或專家為之。
 

第 10 條
 

海難救護委員會為執行海難救護任務，設左列中心：

一、搜救協調中心。

二、般舶救助中心。

三、災害處理中心。

四、任務管制中心。
 

第 11 條
 

搜救協調中心由國防部統合陸、海、空軍、民防及動員編組之力量，負責

辦理左列事項：

一、利用機、艦巡邏、監視海域。

二、船舶人員之搜救。

三、船舶人員之緊急救護。

四、商調鄰近友好國家海難救助機構協同搜救。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第 12 條
 



船舶救助中心由海軍總司令部統合其本身之艦艇及各商港管理機關與民間

海難救護業之救難船艇作業，辦理左列事項：

一、故障失靈船舶之拖救。

二、擱淺船舶之拖救。

三、沉沒船舶之撈救。

四、船貨及財物之救助或撈救。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第 13 條
 

災害處理中心由各商港管理機關分別設置，按其商港管轄區域辦理左列事

項：

一、商港區域內火災之撲滅。

二、船舶危險品發生事故之處理。

三、商港區域內及其附近水域海水污染之偵查，環境之測試。

四、海水污染之處理。

五、器材設備、保管、維護及災害處理之訓練。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商港管理機關辦理前項事務，除應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外，必要時得迅速報

請海難救護委員會協調相關單位或其他民間海難救護業支援辦理，並得組

成專案小組處理之。
 

第 13-1 條
 

任務管制中心由交通部設置，負責辦理左列事項：

一、負責我國在國際海事衛星搜救輔助系統之運作、溝通及協調工作。

二、負責將系統內遇險警報及遇險定位之資料提供予我國及相關國家之搜

    救協調中心或搜救連絡點。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第 14 條
 

海難救護委員會執行海難救護任務，對於船舶或船舶上所有財物施以救助

或撈救而向船舶或財物所有人收取費用之標準，由海難救護委員會斟酌法

令規定及實際狀況定之。
 

第 15 條
 

海難救護委員會所有收支應列入交通部年度預算。
 

   第 三 章 海難救護作業程序
 

第 16 條
 

船舶遭遇海難呼救作業，依左列規定：

一、緊急信號，無線電報用ＸＸＸ字組組成連續三遍發送，無線電話用Ｐ

    ＡＮ，ＰＡＮ字組組成連續三遍播送之。

二、遇險信號，無線電報用ＳＯＳ字組組成連續三遍發送，無線電話用Ｍ

    ＡＹＤＡＹ字組組成連續三遍播送之。

三、船舶海難之電信呼救，依左列規定：

 (一) 國際呼救：船舶遭遇海難，以無線電報呼救時，應使用國際規定之

      公開呼號及國際遇險頻率五○○千赫或八三六四千赫，如無法以此

      頻率發送時，得使用能引起注意之任何其他頻率，以英文明語公開

      呼救。其呼救電信內容，必須將船名船台呼號、當時遇險情況、船

      舶經緯度或其他方法表示船舶位置、航向、航速、船體特徵、貨載



      、旅客及船員人數、需要何種救助與有助於救助之任何其他資料等

      ，詳為說明。僅裝置無線電話設備之船舶，得使用二一八二千赫或

      一五六‧八兆赫遇險頻率呼救，如無法以此頻率發送時，得使用能

      引起注意之任何其他頻率。

 (二) 保密呼救：國籍船舶遭遇特殊海難，得按保密通信規定向岸台呼救

      。

 (三) 除前二目規定外，均得經由緊急指位無線電示標發出信號，或由無

      線電通信系統發送經認可之信號。

四、船舶海難之非電信呼救，依左列規定：

 (一) 每隔一分鐘鳴放槍聲或其他爆炸信號一次。

 (二) 連續鳴放霧中信號器。

 (三) 每隔短時間發射紅色星光之火箭、爆彈。

 (四) 散發橙色煙霧。

 (五) 以ＮＣ表示之國際代碼遇難信號。

 (六) 以方旗一面懸於一球形物或類似球形物之下方或上方所組成之信號

      。

 (七) 船上施放火焰 (如燒燃柏油桶或油桶等) 。

 (八) 兩臂左右外伸，徐徐上下揮動。

 (九) 以火箭射出降落傘紅色焰光信號或手持紅色焰光信號。

 (十) 前九目信號，除遇難求救外，不得使用，其他信號與之相混淆者，

      亦同。

五、船舶遇險信號應作間歇性之重發，至收到回答時為止。並應儘量設法

    與岸台取得聯絡，隨時報告其遇險情形有無變化，以期迅速獲救。如

    船舶在漂流中，其電台仍能操作者，應每一小時或半小時向岸台報告

    船位一次，以便機、艦、船舶迅速馳救。

六、船舶自力營救脫險或經獲救時，應立即以最迅速方法在遇險通信所用

    頻率對各電台 (ＣＱ) 拍發解除求救信號。

七、船舶在商港區域內及其附近水域發生海難意外事故，船長除立即採取

    防止危險之緊急措施外，應以優先方法報告商港管理機關，以便施救

    。
 

第 17 條
 

航行中船舶對海難救助，依左列規定：

一、除應經常守聽國際無線電遇險頻率外，五○○千赫遇險頻率，應於每

    時之十五分及四十五分；二一八二千赫遇險頻率，應於每時之零分及

    三十分之靜默時間，特別守聽三分鐘。

二、船長發現任何船舶、飛機或求生艇筏之求救信號，負有全速前往救助

    遇險人員之義務，並儘可能將決定前往救助通知遇難人員。但情況特

    殊，經為不能前往救助時，應將不能前往救助原因記入航海記事簿內

    。

三、當遇難船舶之船長與應其請求之各船舶船長協商後，得指定其中最適

    於擔任救助之一艘或多艘船舶繼前往救助。被指定船舶之船長應負責

    擔任救助，其餘船舶得解除前往救助之義務。
 

第 18 條
 

船舶碰撞後，各碰撞船舶之船長，應依海商法第一百四十九條之規定盡力

救助。
 

第 19 條
 



空中飛航之航空器發現遇難船舶、人員，應即儘力救助或設法向岸上有關

岸台報告，或代發求救信號。

當搜救飛機指引一艘水面船舶前往遇難地點時，飛機可以自由運用任何方

式以傳送正當之指示，其無法發送正確指示者，從事搜救之飛機，應依左

列規定程序及信號，指引水面船舶駛向遇難之船舶或人員：

一、至少環繞該海面船舶飛行一周。

二、橫越該船舶之預定航路，以低飛接近船艏之前方，並搖擺雙翼或打開

    及關上節汽瓣或改變推進器之節距。

三、飛向意欲指引水面船舶前往之方向。

從事搜救之飛機橫越該水面船舶航經之航路，以低飛接近船尾之後方，搖

擺雙翼或打開及關上節汽瓣或改變推進器之節距，以告知指引之海面船舶

，不必前往救助。
 

第 20 條
 

海難發生後，船舶所有人、代理人、保險人、或其他獲悉單位及個人，應

以最迅速方法，按照規定向搜救協調中心申請救助，並通知有關商港管理

機關協助。

搜救協調中心獲悉海難訊息後，為爭取時效及考量實際狀況，應即不待申

請，主動採取救援措施，不輕易放棄搜救工作。
 

第 21 條
 

海難發生後，遇難船舶及人員有向大陸地區漂流之可能，或已漂流至大陸

地區附近，該遇難船舶或首先獲悉海難求救信號之單位請求救助時，應說

明其船舶位置、可能漂流方向及速率等，以便處理。
 

第 22 條
 

海難救助單位答覆遇險船舶，表示「你已被發現，將儘速前來救助」時，

應使用左列信號：

一、日間橙色煙號或結合光與聲之信號，以三個單一之信號約每隔一分鐘

    施放之。

二、夜間白色星光火箭，以三個單一之信號約每隔一分鐘施放之。

前項信號重複施放時，表示相同之意義，在必要時，日、夜間信號得互為

使用。
 

第 23 條
 

海難救助單位指示載有遇險船員或其他人員小艇登陸時應使用左列信號：

一、表示「此處為最佳登陸地點」：

 (一) 日間垂直揮動一面白旗或雙臂，或施放一綠色星光信號，或以光或

      聲之信號裝置，發出信號符字「Ｋ」 (－‧－) 。

 (二) 夜間垂直揮動一盞白燈或光焰，或施放一綠色星光信，或以光或聲

      之信號裝置，發出信號符字「Ｋ」 (－‧－) ，並於觀察員直前方

      下端置一穩定之白燈或光焰，以構成串標 (指示方向) 。

二、表示「此處登陸極為危險」：

 (一) 日間橫向揮動一面白旗或平伸之雙臂，或施放一紅色星光信號，或

      以光或聲之信號裝置，發出信號符字「Ｓ」 (‧‧‧) 。

 (二) 夜間橫向揮動一盞白燈或光焰，或施放一紅色星光信號，或以光或

      聲之信號裝置，發出信號符字「Ｓ」 (‧‧‧) 。

三、表示「此處登陸極為危險，指定之方向為一較佳之登陸位置」。

 (一) 日間橫向揮動一面白旗，繼將該白旗插於地上，並另舉一面白旗指



      向所指定之方向，或垂直施放一紅色星光信號及一指向較佳登陸地

      點之白色星光信號。或發出信號符字「Ｓ」 (‧‧‧) 後，繼之以

      信號符字「Ｒ」 (‧－‧) 或「Ｌ」 (‧－‧‧) 分別表示較佳之

      登陸位置係位於小艇偏右或偏左之方向。

 (二) 夜間橫向揮動一盞白燈或光焰，繼將該白燈或光焰置於地上，並另

      舉一盞白燈或光焰，指向所指定之方向。或垂直施放一紅色星光信

      號及一指向較佳登陸地點之白色星光信號，或發出信號符字「Ｓ」

       (‧‧‧) 後，繼之以信號符字「Ｒ」 (‧－‧) 或「Ｌ」 (‧－

      ‧‧) 分別表示較佳之登陸位置係位於小艇偏右或偏左之方向。
 

第 24 條
 

遇險中船舶或人員利用岸上救生設備時，其與海難救助單位間相互通訊所

使用之信號，依左列規定：

一、表示一般意義「可以」，或特殊意義「已握住火箭索」、「已繫牢尾

    轆」、「纜已繫牢」、「人在有袋之救生圈內」、「駛開  曳開」等

    時：

 (一) 日間垂直揮動一面白旗或雙臂或施放一綠色星光信號。

 (二) 夜間垂直揮動一盞白燈或光焰，或施放一綠色星光信號。

二、表示一般意義「不可以」或特殊意義「鬆馳」，「停曳」時：

 (一) 日間橫向揮動一面白旗或平伸之雙臂，或施放一紅色星光信號。

 (二) 夜間橫向揮動一盞白燈或光焰，或施放一紅色星光信號。
 

第 25 條
 

各岸台對於海難救助作業，應經常守聽規定之國際遇險頻率，或現行之通

信頻率，注意船舶海難求救信號，尤應特別注意靜默時間之守聽。

各岸台對於海難求救信號之處理，依左列規定：

一、各海岸電台於收穫船舶海難求救電信後，應立即通知搜救協調中心、

    當地商港管理機關、海軍軍區司令部或基地指揮部、船舶所有人或其

    代理人分別處理，並視情形代為公開轉播，一面繼續守聽，注意協助

    。

二、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轄之船岸專台自其通信範圍內收獲船舶電台

    海難求救電信後，應即通知搜救協調中心及遇難船舶所屬公司處理，

    一面繼續守聽，注意協助。

三、各漁業專用電台於收獲船舶海難求救電信後，應即通知搜救協調中心

    ，當地商港管理機關、海軍軍區司令部或基地指揮部、船舶所有人或

    其代理人分別處理，一面繼續守聽、注意協助。

四、各岸台收獲漁船海難求救電信時，應同時通知就近縣市漁會及警察機

    關分別處理。
 

第 26 條
 

船舶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對於海難救助作業，依左列規定：

一、獲悉所屬船舶海難求救電信時，應立即向搜救協調中心、當地商港管

    理機關、鄰近海軍軍區司令部或基地指揮部或當地警察機關申請援救

    。

二、應將遭遇海難船舶上所有乘客、船員人數、裝備情形及其他有關資料

    ，儘速通報前款規定之單位。

三、應視情形需要，儘速逕行僱派適當船舶前往施救，並通報第一款規定

    之單位。
 



第 27 條
 

（刪除）
 

第 28 條
 

商港管理機關對於海難救助作業，依左列規定：

一、接獲海難求救電信後，其海難現場在港口附近者，應儘可能迅速指派

    所屬船舶前往救助。

二、聯絡搜救協調中心、海軍軍區司令部或基地指揮部請派機、艦前往救

    助。

三、儘速與船舶所有人或其代理人交換有關情報及處理方法。

四、接獲港內海難信息或遇難船舶被救來港信息後，應即出動船艇救助，

    並視需要請海軍軍區司令部或基地指揮部派機、艦協助。

五、對搜救作業提供必要之協助支援。
 

第 29 條
 

沿海各警察機關對於海難救助作業，依左列規定：

一、建立本轄區船舶作業資料。

二、對逾期未返港船舶之動態，應詳為調查與研判。

三、天然災害發生時，未能及時返港船舶之動態，應廣為注意。

四、警察機關接獲船舶遇難報告或海難發生之消息後，應儘可能迅速指派

    所屬機關、艦前往救助，並循往救助，並循勤務指揮系統轉報搜救協

    調中心申請援助。

五、轉報容內應提供遇難船舶之識別資料，如般型、特徵、船身顏色、噸

    位、隨船人數及遇難區域。

六、與各縣市漁會或船舶所有人保持密切聯繫，隨時交換遇難船舶搜救情

    形。

七、適時向搜救協調中心提供遇難船舶有關識別資料供搜救機、艦之參考

    ，並注意後續情況之轉報。
 

第 30 條
 

（刪除）
 

第 31 條
 

（刪除）
 

第 32 條
 

商港管理機關為救助船舶及海上火災防止火勢蔓延，保持航道暢通，對海

域具有燃燒危險之船舶及附近海域之財物，得採取緊急之權宜措施，並得

限制或禁止其他船舶在該海域附近航行或停泊。
 

第 33 條
 

海水油污及有毒物質之處理，依海水污染管理規則之規定。
 

   第 四 章 民營海難救護業之設立及標準
 

第 34 條
 

中華民國國民或法人申請經營設立海難救護業，應備具左列文件，送所在

地商港管理機關核轉交通部核准後，始得籌設：

一、籌設申請書。



二、發起人或負責人名冊。

三、公司組織者其公司章程草案。

四、營業計畫書。

五、資本總額。

六、預定籌備期間。

前項申請，交通部得視實際需要核定之。
 

第 35 條
 

海難救護業經核准籌設後，應於核定籌備期間內，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

記，備具左列文件，送所在地商港管理機關核轉交通部核發許可證後，始

得營業。

一、申請書 (應載明公司或商業名稱、總事務所或分事務所名稱及其所在

    地地址) 。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三、公司組織者其公司章程。

四、負責人、董、監事、經理人、股東及技術人員名冊。

五、資產負債表。

六、營業設備表。

七、作業區域圖說。
 

第 36 條
 

海難救護業之業務範圍如左：

一、接受船舶所有人、代理人或保險人之委託，施救故障、失靈擱淺之船

    舶，搶救船貨及船舶。

二、接受船舶所有人、代理人或保險人之委託，進行採取防止海上災害之

    措施。

三、接受船舶所有人、代理人之委託，代為保管防止海上災害措施所必需

    之收油船、機具、容器、擱油帶、防油柵、油處理劑及其他物資與器

    材。

四、遵照災害處理中心或商港管理機關之指示，採取防止或消除油及有毒

    物質之措施。

五、辦理處理有關海上災害措施之訓練。

六、其他有關海難救助之業務。
 

第 37 條
 

海難救護業依前條第四款之規定，遵照災害處理中心或商港管理機關之指

示所採取之防止消除油及有毒物質之措施時，其所耗之勞務及材料，須經

商港管理機關證明，方得作為計費之依據。
 

第 38 條
 

海難救護業設立之最低標準如左：

一、船舶海難救助設備標準：

 (一) 救難船艇：應具有足夠之馬力及適航性，能在計畫作業區域險惡之

      海象情況下，從事海難救助、船舶拖帶及海上船舶火災之撲滅。

 (二) 通信設備：無線電報台或無線電話台、對講機及深海通話機。

 (三) 發電設備：適當能量之直流發電機及交流發電機。

 (四) 焊接及切割設備：輕便電焊機、切割器、水下焊切機及鋼纜切割器

      。

 (五) 抽水設備：抽水機、救難泵、抽沖砂機、潛水泵。



 (六) 壓縮空氣設備：高壓及低壓空氣壓縮機。

 (七) 起吊設備：吊桿、活動吊桿及滑車。

 (八) 潛水設備：深海潛水頭盔、潛水鞋、重量腰帶、潛水衣、濕式防寒

      衣、單管水肺、雙管水肺、單管調節器、雙管調節器、單管背架、

      雙管背架、潛水刀、水手刀、潛水面鏡、水下工作燈、蛙鞋、水肺

      壓力錶、潛水專用救生衣、深度錶、手羅經、潛水救生浮力控制器

      、潛水浮力控制器救生衣。

 (九) 消防設備：消防主機、消防泵、固定水槍、活動水槍、泡沫艙、櫃

      、水龍帶。

 (十) 消防員設備：防護衣、靴、手套、硬盔、電安全燈、太平斧、呼吸

      器及防火救生索。

 (十一) 其他設備：急救醫藥設備、易燃氣體偵測器、拖帶用纜索及錨具

        等。

二、海水油污及有毒物質處理設備標準：

 (一) 收油船，應具有足夠之馬力、適航性及容量，能在計畫作業區域險

      惡之海象情況下，從事海水油污之收回及處理。

 (二) 海水油污及有毒物質處理設備：收油機具、容器、擱油帶油處理劑

      、測試儀器及其他物質與器材。

 (三) 海水油污控制船艇：應具有足夠之馬力及適航性，其船艙及甲板應

      能儲置前目設備之一部或全部。

 (四) 通信設備：無線電話臺及對講機。

三、技術人員：除船上應有之船員外，應依營業範圍置備專業知識能力之

    專業人員。
 

第 39 條
 

中華民國船舶運送業、打撈業，具備海難救護業設立之最低標準者，得申

請商港管理機關核轉交通部核准，兼營海難救護業務。
 

第 40 條
 

非中華民國國民或法人，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機構，經營海難救護業

務。但外國政府以同樣權利給予中華民國國民或法人並經交通部核准者，

不在此限。
 

第 41 條
 

外國海難救護業在中華民國領海從事海難救助、海水油污及有毒物質之處

理，應報請商港管理機關許向。

商港管理機關為前項許可時，如中華民國海難救助業與該外國海難救助業

條件相同者，應以中華民國海難救助業為優先。
 

第 42 條
 

海難救護業向委託人收取費用，其收費標準，應報請商港管理機關核轉交

通部核准。
 

   第 五 章 附則
 

第 43 條
 

船舶遭遇特殊海難之呼救作業程序，依商船及漁船特殊海難求救作業之規

定。
 

第 44 條
 



海上漂浮中之艇筏、固定或漂浮中之平台、水上飛機或遇難墜海之航空器

，有關海難之救護，準用船舶之規定。
 

第 45 條
 

船舶遭遇海難，發現放射性物質時，應協同原子能主管機關處理。
 

第 4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