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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人員： 

蘭雨蕙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台 台北區域管制中心 管制員 
出國類別：其他 
出國地區：日本 
出國期間：民國九十四年九月十九日至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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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號／目：Ｈ／２航空  Ｈ／２航空 
關鍵詞：工作協議書 LOA, RVSM 

內容摘要： 

台北飛航情報區分別與那霸，香港，馬尼拉三個飛航情報區相鄰，其

中那霸飛航情報區位於台北飛航情報區東面，雙方飛航業務緊密相

關。兩飛航情報區之飛航管制業務分別由台北區管中心、那霸管制中

心負責，基於彼此作業需求及作業方式均應有所遵循，故雙方訂定有

工作協議書。 
為了因應那霸飛航情報區，將於 2005 年 9 月 29 日全面實行縮減垂直

隔離（RVSM）作業，航路作業程序必須有相當程序之調整，因此赴

那霸區管中心洽商彼此協議書之更新與修訂，實屬必要。本年度赴那

霸區域管制中心洽談協議書訂於九月十九日至九月二十三日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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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台北飛航情報區東鄰那霸飛航情報區，西鄰香港情報區，南接馬尼拉飛航

情報區，位處東亞之樞紐地帶，每日往來之航行量十分密集。而台北飛航情報區

與相鄰之情報區，航管業務往來聯繫相當密切，彼此合作溝通亦非常愉快。但基

於彼此作業需求及作業方式均應有所遵循，故與相鄰飛航情報區間，均簽訂有工

作協議書（LOA: Letter Of Agreement）。 
為了因應那霸飛航情報區，將於今年（2005）9 月 29 日 1900UTC，全面實

施縮減垂直隔離（RVSM: Reduced Vertical Separation Minimum ）作業，日後南下

航機將採雙雙千呎飛航空層，而北上航機將採單千呎飛航空層，與現行作業高度

有極大差距，航路作業程序必須有相當程度之調整。因此赴那霸區域管制中心洽

商彼此協議書之更新與修訂，實屬必要。本年度赴那霸區管中心洽談協議書訂於

九月十九日至九月二十三日舉行。 

 

貳、 人員及行程 
一、人員組成： 

本次赴那霸區域管制中心洽談協議書人員為飛航服務總台台北區域管

制中心管制員蘭雨蕙一員。 
二、行程： 

(一) 九月十九日：搭乘上午八時三十分之華航 CAL120 班機由台北啟程

至那霸，約於上午十一時左右到達那霸國際機場。那霸區域管制中

心指派在訓練中心擔任訓練教官一職之 Fujiwara 小姐於機場接

機，隨即驅車前往那霸區域管制中心作禮貌性之先行拜訪，並預約

明日之參訪行程及洽談計劃。 
(二) 九月二十日：上午十時由那霸區管中心 Fujiwara 小姐至旅館會合

後，專車送至那霸區管中心，由負責訓練之資深航空管制官安田弘

先生及太田哲士先生簡介那霸區管中心後，隨即陪同參訪那霸區管

中心。下午兩點鐘，於那霸區管中心之會議室，與負責空域調整之

井本岳史先生及知念章先生，舉行雙方協商會議。 
(三)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由那霸區管中心資深訓練官安田弘先生陪

同，前往參觀那霸國際機場塔台及地面管制進場台（GCA: Ground 
Control Approach），下午兩點再回到那霸區管中心參訪，由知念章

先生仔細解說並回答相關問題。 
(四) 九月二十二日：整理參訪及協商資料。 
(五) 搭乘中午時刻之華航 CAL121 班機，由那霸返程回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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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協調聯繫過程 
本次工作協議書之修訂，經過區管中心內部研討及整合意見，獲得一致結

果後，傳真給那霸區管中心參考，再經由電子郵件往來敲定行程，由職於 94 年

9 月 19 日親赴那霸區管中心。由於 9 月 29 日 1900UTC，那霸飛航情報區將會全

面實施 RVSM，雙方均同意利用此次參訪機會，洽談協議書修訂事宜，冀望藉由

彼此直接面對面溝通細節，達到雙方更進一步了解之共識，而使該工作協議書內

容更合理且更符合實際工作效率。以下係職本次赴那霸區管中心協調，由那霸區

管中心安排之行程： 

 

Date Morning Afternoon 
9/19 Arrive at ROAH by CAL120 (1) Briefing discussion at NAHA 

Airport 
(2) Courtesy call on  

9/20 (1) Briefing ATC Service of NAHA 
ACC 

(2) Standby of NAHA ACC facility 

Director of NAHA ACC meeting at 
NAHA ACC and discussion on 
LOA 

9/21 Visit NAHA International Airport 
Tower and GCA facility 

Stand by of NAHA ACC facility 

9/22 Materials and data collection  
9/23 Leave for Taipei by CAL121  
 

職此次赴那霸，全程係由該中心之訓練教官 Fujiwara 小姐及資深教官安田

弘先生負責安排與接待，包括介紹那霸區域管制中心各級主管，並陪同參觀相關

單位及安排與各相關航管人員進行協商及研討。 
此次與那霸區域管制中心正式協商協議，原本於 9 月 20 日上午十時舉行，

但因日方臨時有會議召開，職乃先行參訪那霸區管中心設施及聽取相關簡報，下

午二時才舉行正式協商會議，會議地點在那霸區管中會議室，參加人員除台北方

面由本人代表外，那霸方面由負責空域調整及系統作業之井本岳史及知念章兩位

先生與會，此次會議協商之議題，協商之過程與結論分別摘述於下： 
(一) 台北區域管制中心與那霸區域管制中心之工作協議書修訂再次協商與確

認，完整之新版協議書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一，二，三。 
(二) 那霸 FIR 全面實施 RVSM 後之影響及作業方式：據那霸管制中心表示，西

元 2000 年後，日本以東太平洋地區已實行 RVSM 政策，西元 2002 年 10
月始，南中國海地區，包括台北、香港、馬尼拉地區亦已實行 RVSM，只

有東京及那霸 FIR 未實施 RVSM，故那霸管制需做某些高度的更正與轉換。

如今全面實施 RVSM 後，反而作業方式比較簡單，高度亦毋需轉換，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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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層面是屬於正面的，反而是 IGURU 席位，因承諾台北做高度轉換，變得

比較複雜（後面再詳述）。而那霸管制全面實施 RVSM 後，人力與席位均未

增加，反而是明年三月後，因那霸空域有部份地區需裁倂給福岡管制中心，

預計將有幾名管制員奉調至福岡管制中心工作，故屆時應有席位裁撤動

作。為了因應此次日本境內全區 RVSM（參閱附件四），那霸管制中心之管

制員均需接受 4~5 小時的課程講習及 2 小時的模擬機訓練，但相較台北管

制中心所受之衝擊，那霸管制是顯得輕鬆多了。 
(三) 我方欲瞭解那霸管制中心有關 IGURU 點之作業方式：那霸管制中心承諾經

由 IGURU 點西南向之航空器，會依照 HCN 點後之航路作不同高度區分： 
(1) 航路 G581-HCN-G581: FL320, FL360, FL400 

(2) 航路 G581-HCN-G86/B348: FL310, FL350, FL390 
(3) 航路 G581-HCN-N892: FL320, FL340, FL360, FL400 
為了因應此一不同之高度轉換，那霸管制中心從現在開始已實行在管制條

用簽字筆註記 HCN 點以後之航路，並以不同顏色區分，例如：HCN-G86
用紅色標記，HCN-N892 則用藍色註記。（如附件五，照片）以提醒席位管

制員特別注意高度之使用。 
(四) 關於 R596 航路之作業方式：一直以來困擾著台北管制中心的 R596 交管，

雖然在六月於馬尼拉召開的 NEAT 會議上，日方曾答應台北日後可以只交

管給馬尼拉管制中心，然後由馬尼拉管制中心將資料傳遞給那霸管制中

心，台北不需要再交管給兩個管制單位，增加許多作業的複雜性，但日方

隨即反悔，認為仍應交管給兩個管制單位為宜。職藉此次參訪時機，數度

嘗試與那霸溝通此事，但那霸管制認為此事牽涉三個國家，問題難以解決，

而且因 R596 航路鮮少航機使用，反而容易造成遺忘疏失，而那霸管制因國

內航機有航情關係，深怕馬尼拉管制會遺漏交管造成疏失，故仍堅持維持

現狀處理方事，亦即台北仍需同時交管給那霸及馬尼拉兩個管制單位。 
(五) 關於 B576 航路是否可實施雷達交接以縮短航機隔離一事，那霸管制中心解

釋，因其雷達涵蓋距離範圍受限，最北還不到 AT0T1 點（如附件六），而且

如果航機高度低於飛航空層 280，常有無法接收的問題困擾，故而目前仍無

法實施雷達交接，仍需採用非雷達隔離方式交接。 
(六) 那霸管制中心全面實施 RVSM 後，如遭逢航機報告惡劣天氣時之處理方

式：那霸管制內部已訂定處理模式，如果航機報告單一高度惡劣天氣，則

關閉上下各一空層，例如航機報告 FL310 惡劣天氣，則不使用

FL300~FL320。如果是整個區域均遭遇惡劣天氣，則同向航機採兩千呎隔

離，而反向航機間則採三千呎隔離，亦即 FL290 以上之東向航機可使用

FL290，FL310，FL390，FL410；而西向航機則只可使用 FL340 及 FL360。此

為那霸管制中心自己訂定之危機處理，謹記錄以供台北管制中心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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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參訪過程 
一、 那霸區域管制中心： 

日本空域區分為兩個飛航情報區，亦即東京飛航情報區與那霸飛航情

報區。東京飛航情報區因幅員廣闊，又區分為札晃（Sapporo），東京

（Tokyo）及福岡（Fukuoko）三個區域管制中心，其中以東京區域管

制中心管轄之範圍最大，航機航行量密度亦最高；而那霸飛航情報區

之航路管制業務由那霸區管中心負責，另外航機進場部份由兩個近場

台負責，一個為 Okinawa Approach 位於 Kadena Air Base，目前仍由美

軍負則管制，另一個為 Shimojishima Approach 位於西南方之小島上，

那霸主管石垣島及那國等離島。 

那霸管制中心之管轄範圍是由 2100N~12130E, 2100N~13700E, 
2630N~13700E, 2300N~13130E, 2300N~12525E 及 2330N~12400E，此

六點連線圍成之空域，整體範圍較台北飛航情報區大 1 度，而緯度則

較台北大了 6.5 度，整個空域範圍約略比台北飛航情報區大了一倍。 
那霸區域管制中心將整個空域劃分為五個管制區域，分別為沖之北

區，沖之南區，沖之西區，宮古西區及宮古東區（如附件七），分別為

Amami（奄美）ARSR，Yaedake（八重岳）ARSR 及 Miyakojimq（宮

古）ARSR，另外在鹿兒島尚有一加世田雷達資料以改善奄美雷達的

顯示訊號。宮古東區管轄廣大海洋，為非雷達管制區，但仍設有 ORSR
（Oceanic Route Surveillance Radar）及 ODP（Oceanic Data Processing 
System），供管制員參考航機移動位置，提升飛安效率。督導席後方有

全區之 SMD（Supervisor Monitoring Display），可選擇單區或全區放大

監控督導所有航機動態，以提供適時的指正或協助，十分方便。督導

席尚有 ATFM（Air Traffic Flow control Management），可預知今日一日

內流量狀況，若預想圖顯示流量過大時，督導即可在數小時前預做安

排以紓緩航機密度，做好流量管制，降低席位管制員過重的壓力。 
二、 那霸機場管制塔台： 

那霸機場雖然是國際機場，但國際機線部份規模很小，國內線很繁榮，

主要是載運由日本本島來度假觀光的旅客。那霸機場是屬於軍民合用

之機場，離塔台不遠的機坪上可看到多架日本自衛隊的 F14 及 P3 等

台灣不曾見過的機型，而美軍的戰備及訓練機則都在 Kadena 基地，以

與日方區隔。目前那霸機場每日平均起降架次約在 450 架左右（包括

目視航空器）。塔台設有機場場面雷達裝備 ASDE（Airport Surface 
Detective Equipment），可隨時監看機場內場面上航機及機坪之所有活

動狀況，在低能見度時或場面上有死角時，此設備可提供塔台管制員

作參考使用。機場塔台樓下有地面管制近場台 GCA（Goru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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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亦屬那霸機場民方管制，與台灣目前 GCA 均由軍方管制

不同。地面管制近場台內設有 PAR 顯示器及 ASR 顯示器各兩台，目

前的作業方式是由美軍的 Kadena Approach 將航機引導至 15 浬，交由

GCA 繼續引導至五邊時再交給塔台。除軍機到場可實施 PAR 管制外，

民航機亦可要求實施 PAR 進場引導。 
 

伍、 心得與建議 
一、 鑒於日本國內於 2005 年 9 月 29 日 1900UTC 全面實行 RVSM 制度，

將對台北管制中心造成很大衝擊，航機高度均需在台北管制境內完成

高度轉換。經過多次與日方協商，那霸管制中心同意由 IGURU 席位

進管航機，會依 HCN 點後不同航路作高度區分，此點對我方助益甚

多，職亦多次對那霸管制中心致謝，但那霸管制中心亦對職提出三點

建議及請求： 
1. 希望經過一段時日，台北管制如能熟悉且得心應手新的作業模式

後，是否可考慮由 IGURU 點西南向航機由台北自行作高度轉換。 
2. 那霸管制中心因其南區有相關航情，請求我方由 IGURU 點東北向

航機可否儘量不要使用 FL300 及 FL380，而將此兩個空層保留給西

南向 N892 航路使用。 
3. 那霸管制中心因需引導與宮古島等離島航線作隔離，希望由 IGURU

西南向航機能在 IGURU 東北 10~20 浬附近定向 HCN 點。 
關於以上三點請求，牽涉作業程序及與軍方協調工作，故職同意帶回

來與上級溝通後再予答覆。 
二、 關於香港管制中心時常以天氣為由實施流量管制一事，那霸管制十分

不解亦諸多抱怨。目前其作法為台北管制中心限制進管點流量管制時

間，那霸管制就限制日本各機場相同起飛時間，但因各機場起飛航機

會在那霸管制境內交會，隔離仍顯不足，因此那霸管制只好採取雷達

引導或令航機在航路上做 360 度待命以取得流量管制之隔離（如附件

八），為此那霸管制中心承受許多來自東京管制及福岡管制中心的指責

與壓力。其實台北區管中心對於香港的流量管制措施承載更大的壓力

與不滿，我們還要負責概括承受過境航機與中正、高雄機場間起飛航

機之隔離，增加席位上管制員相當大的負擔與精神壓力，不僅航機抱

怨延誤及不便，不知內情的中正、近場塔台亦諸多嘲諷與不滿，而香

港區管中心卻對其流量管制措施對鄰區造成的不便毫無感激之意，同

時也極難協調。基於提升飛航服務品質的立場，實在應再與香港管制

中心協調，訂定適當的流量管制辦法，以紓緩所有相關單位的額外負

擔。 
三、 那霸管制中心的席位作業與席位分區與台北區管中心不同，其中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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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與資料交管均由協調管制席（Coordination Controller）同一人負

責，相當於我方的資料席工作。因此當台北的雷達席用 Hot-Line 作雷

達交接時，該員會先中斷與我方資料席的交管，而先回答雷達席的

Handoff，此舉常使台北區管中心誤認為那霸管制人力安排失當，只有

一人在席位上。其實那霸管制每一席位皆配置三名管制員，人力運用

是很充裕的。 
四、 那霸區管中心目前仍有管制員 120 人，分五組輪值，每組 21 人，以五

天為一周期，亦即：早班（7 小時），中班（7 小時），夜班（10 小時），

然後休假 2 天，每月每人值勤約 160~170 小時。相對於台北區管中心

目前值班管制員約 45 人，分 3 組輪值，每人下夜班後只可休當日一天，

每月值勤高達 220~240 小時，工作負荷相當沉重。以台北區管中心目

前每日的航行量約與那霸區管中心相當，但空域狹小，管制工作極為

複雜；又因國情不同，本區所有航機只限於在航路上及離到場航線上

飛行，任何需引導航機脫離航路建立隔離以利爬升下降，或是當航機

遭遇惡劣天氣請求偏航避讓時，均需與軍方協調且獲得同意方可為

之，由此可見台北區管中心的管制員身心負荷皆相當沉重，而航管是

一個需全神貫注毫無差錯的工作，人力不足造成班務過當，勢必影響

飛航安全及服務品質，因此補充人力的不足，應是目前台北區管中心

的當務之急。 
五、 那霸管制中心關於案件的處理方式，若非有重大傷亡事件發生，則由

內部長官召開評審會，懲處以上課複訓 1~2 週最為普遍，這已經算是

最嚴重的處分了，是以人性為出發點，是加強訓練，而非加重處分，

此與職以前赴美國奧克蘭見學參訪時之印象不謀而合。職曾在閒聊時

提及，台北區管中心如有交管錯誤或為聆聽清楚覆頌，均會遭到懲處。

那霸管制員聽了覺得不可思議，而開玩笑的說，類似情形太常發生，

果真如此，那霸管制中心將沒有任何一位管制員了。 
六、 那霸飛航情報區緊鄰台北飛航區的東面，雙方往來航機頻繁，關係亦

相當密切，但一向協調合作均十分良好。此次職親臨那霸管制中心協

商協議書，承蒙當地人員熱忱親切的招待，深切感受到日本人對工作

的投入，認真敬業的工作精神，因此有關協議書的協商及修訂過程均

相當順利，很快即造成共識。希望日後仍能藉由相互的參訪，增進彼

此了解，珍惜雙方長久的友好合作關係，以提升更好的飛航服務品質，

達到「航管安全，世界一流；航管服務，顧客滿意」之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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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台北區域管制中心與那霸區域管制中心之新版工作協議書 
二、 台北區域管制中心與那霸區域管制中心工作協議書修正條文對

照表 
三、 台北區域管制中心與那霸及馬尼拉區域管制中心三方之新版工

作協議書 
四、 日本境內全區 RVSM 實行手冊 
五、 IGURU 席位管制條註記 HCN 點以後航路 
六、 那霸區管中心三座航路長程雷達涵蓋範圍 
七、 那霸區管中心席位劃分為五個區域 
八、 香港流量管制時，那霸管制中心雷達引導航機，或讓航機在航

路上做 360 度待命之航跡圖 
九、 那霸管制中心的整體介紹 
十、 那霸飛航情報區內警告區圖（Warning Area）及席位上之時間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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