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類別：其他） 
 
 
 
 
 
 

澳洲機場安全管理觀摩 
 

 
 

 
 
 
 
 
 
 
 
 
 
 

 
                      

服務機關：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姓名職稱：黃意真技正 
派赴國家：澳洲 
出國期間：97.11.22~11.29 
報告日期：98.02.25 



 

  1

摘要 

安全管理系統為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附約 14

（Annex 14）之要求要項之一，亦為 ICAO 全球飛航安全計畫（Global Aviation Safety Plan）

重點之一，近年來積極呼籲會員國視此為當務之急、確切落實之。 

我國自 2002 年起展開機場認證計畫，並自 2006 年起著手國際機場之安全管系統建置。

在整體推動過程中，面臨許多 ICAO 規定落實可行性及執行策略問題。 

澳洲為機場認證推動之佼佼者，並以安全管理系統之經驗為著稱，本次參訪拜會澳洲

民航局（CASA）、雪梨國際機場（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以及湯斯維爾軍民合用

機場（Townsville Airport），實際了解澳洲機場認證及安全管理系統推動法制面之架構

以及作業面之成效，期透過他國經驗，提供我國機場認證方向調整以及機場相關單位

安全管理與作業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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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於 2001 年將機場認證

（Aerodrome Certification）納入附約 14（Annex14），積極推動機場設施、作業標準化

以及安全管理系統之建置。為期能與國際接軌並有效提升我國飛航安全，我國自 2002

年起推動機場認證，並自 2006 年起著手國際機場之安全管理系統建置。 

目前我國機場認證整體架構已大致具備，惟實務上，同許多國家一樣，亦面臨落實

Annex14 要求之務實性、可行性問題。此外，ICAO 所規範之機場認證主要目的為民航

督導單位稽核、確保民營機場之安全，此一概念無法完全適用於我民航組織架構、國

情、文化，因此，我國機場認證暨安全管理系統之推動策略與方向仍需持續調整，以

尋求最適切我國之推動做法。 

澳洲在機場認證，尤其在安全管理系統領域上，為公認之翹楚之一，國際上機場認證

與安全管理系統之會議與訓練，不乏聘用澳洲專家及講師。我國所面臨機場認證之議

題，在無法直接獲得 ICAO 之協助下，國際經驗的學習，乃最能提供我國不同的見解

與多元的視野。 

法規架構為一切系統執行之源頭，為能透徹澳洲機場安全管理系統之做法，首先拜訪

澳洲民航局（CASA）了解澳洲整體機場認證機制與規定；並另擇定雪梨國際機場

（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以及湯斯維爾軍民合用機場（Townsville Airport），觀摩

機場實際安全管理與空側作業，了解作業面之觀點及其安全管理成效。期能藉由與他

國之交流，以利我國尋求機場認證推動上理想面與務實面之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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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程紀要 

     

日期 工作摘要 備註 

11/21-11/22 去程。 
搭乘中華航空 CI51 班次，自台灣桃園飛往

澳洲雪梨。 

   

11/24（一） 
澳洲民航局（CASA）拜

會。 

由該局機場事務協調員（Aerodrome 
Coordinator）Mr. Richard Allen 負責接待與

說明。 

11/25（二） 
︱ 

11/26（三） 

雪梨國際機場（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參

訪。 

由該機場安全部門經理（Manager Airport 
Safety）Mr. Peter Adams 負責接待與說明。

11/27（四） 
︱ 

11/28（五） 

湯斯維爾軍民合用機場

（Townsville Airport）參

訪。 

1. 搭乘捷星航空 JQ912 自雪梨飛往湯斯維

爾。 

2. 由該機場主任（Manager Aviation）Mr. 
Rod Ward 負責接待與說明。 

   

11/29-30 返程。  

1. 搭乘澳洲航空 QF977 班機自湯斯維爾轉

機至布里斯本。 

2. 搭乘華航 CI54 班機自澳洲布里斯本飛返

台灣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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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訪 

澳洲民航局（Civil Aviation Safety Authority，CASA） 

澳洲民航局（以下簡稱 CASA）於 1995 年 7 月 6 日依民航法（Civil Aviation Act 1988）

第 8 章成立，係獨立於澳洲政府（Commonwealth）外之法人團體。主要負責澳洲民航

法規建制與推動，以及航空器作業安全事宜；民航產業之安全教育與訓練計畫亦屬其

權責之一。 

其成立主旨在建立健全、有效之法規制度，並推動航空產業之標準化作業，以整體提

升、改善飛航安全。 

CASA 在澳洲民航安全推動上所扮演的角色，與政府基礎交通建設部（澳洲交通安全

局【Australian Transport Safety Bureau】隸屬其下）及澳洲飛航服務公司（Airservices 
Australia）同等重要，三者間有互相分工但又密不可分的合作關係。 

而其中，CASA 和澳洲交通安全局間簽訂有備忘錄（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明定安全目標與兩者間之合作關係，以追求最大飛航安全與大眾福祉為最終目標。 

組織架構 

CASA 組織架構如圖 1 所示。其中，有關機場標準與機場認證相關事宜由「航空及機

場法規組（Airspace and Aerodrome Regulation Group）」管轄，機場檢查人員

（Aerodrome Inspector）亦屬其下編制。 

與本國不同之處，該單位不隸屬任何單位、直接對執行長（CEO）負責，以收執行實

效。 

CASA 在全澳洲有 5 個分區辦公室（東區、南區、雪梨區、西區與北區），負責各區

相關飛航業務；雪梨區、西區與北區並各有 1、1、2 個子辦公室。有關確保 CASA 核

心規範之有效遵守、CASA 角色之有效發揮以及民航發展相關推動及業務推展事宜，

統由南區辦公室負責。 

機場認證相關法規 

與機場認證（Aerodrome Certification）相關法規涵括於民航安全規範（Civil Aviation 
Safety Regulations 1998（CASR）、標準（Manual of Standards (MOS)）以及指導方針

（Advisory Circulars (ACs)）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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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CASA 組織圖 

 
圖 2 CASA 區域辦公室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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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vil Aviation Act 1988 

民航法中並未有與機場直接相關之規定，但授予 CASA 人員執法的權力。 

 Civil Aviation Safety Regulations 1998 (CASR) 

CASR 包含諸多篇（Part），規範適航、人員證照、飛航標準、航管、機場、危險物

品、藥品酒精檢驗等，而有關機場之規定列於第 139 篇（CASR Part 139），主要規定

以下事項： 

 機場認證規定與認證機場（Certified Aerodrome）作業規定 
 機場註冊規定與註冊機場（Registered Aerodrome）作業規定  
 其他提供大眾運輸服務或有包機作業機場之通報官（reporting officer）和安

全檢查（safety inspection）相關規定 
 機場障礙物及相關危害 
 機場無線電作業 

CASR Part 139 於 2003 年 5 月 2 日開始生效，機場有 3 年過渡時間辦理改善以符合新

規定之要求。 

 Manual of Standards (MOS) 

CASR 各篇（Part）中有其所屬 MOS 規範飛航安全應遵循之細項。有關 CASR Part 139
的 MOS 共計 14 章，列述以下相關作業規定： 

 機場認證證書（Aerodrome Certificate）申請 
 註冊機場之申請 
 機場資訊 
 幾何特性 
 障礙物限制 
 助導航設施 
 認證機場之其他作業規定標準 
 註冊機場作業規定標準 
 其他小機場之作業規定標準等 
 無線電通訊作業 

其各章內容雷同本局「民用機場設施暨運作規範」及「航空站空側設施及作業認證辦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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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isory Circulars (ACs) 

與 MOS 同為 CASR Part 下之規範細則文件，主要目的提供不同的建議措施或指導方

針（包含各項解釋圖文資料），以利機場達成 CASR 下之各項要求規定。 

機場分類 

依據 CASR Part 139，機場分為四大類（如表 1）： 

 認證機場 
 註冊機場 
 其他機場_提供 9~30 人座航空器作業者 
 其他機場＿依據 CASR 135 作業者 

依據 CARS139.040，提供航空器 30 人座以上或總重 3400kg 以上大眾運輸或包機之機

場，屬於認證機場，必須申請機場認證。在機場認證申請流程中，機場手冊乃必要要

素。此外，認證機場並需有一運作中之安全管理系統。 

表 1 澳洲機場分類表 

 

認證機場 

Certified 

Aerodromes 

註冊機場

Registered 

Aerodromes 

其他機場＿提供 9~30

人座航空器作業者 

Other Aerodromes - 

more than 9 but not 

more than 30 

passengers 

其他機場＿依據

CASR 135 作業者

Other Aerodromes - 

operations under 

proposed CASR 135 

是否應具備機場

手冊 
是 否 否 否 

提供服務 

提供消救或 30

人次以上航空器

服務 

設施標準同認證

機場 

非認證或註冊機場，但提供消救服務或每個

禮拜至少提供一次包機服務 

認證和註冊稽核

單位 
CASA 

CASA 認可之人

員 
AOC 持有者之責任 AOC 持有者之責任 

標準依據 MOS MOS MOS MOS 第 13 章 

是否應具備機場

手冊 
是 否 否 否 

是否應有機場安

全管理系統 
是 否 否 否 

是否需要機場技

術檢查（Technical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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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機場 

Certified 

Aerodromes 

註冊機場

Registered 

Aerodromes 

其他機場＿提供 9~30

人座航空器作業者 

Other Aerodromes - 

more than 9 but not 

more than 30 

passengers 

其他機場＿依據

CASR 135 作業者

Other Aerodromes - 

operations under 

proposed CASR 135 

Inspection） 

是否需要機場安

全檢查（Safety 

Inspection） 

否 

是 

(若提供消救服

務或有 9 人座以

上之包機服務) 

是 否 

是否需要經過訓

練的通報人員

（Reporting 

Officer） 

是 是 是 AOC 持有者之責任 

機場資料是否應

公告於

ERSA/NOTAM 

是 是 否 否 

是否需要監控障

礙物 
是 是 AOC 持有者之責任 AOC 持有者之責任 

是否有非精確儀

器進場程序 
有 有 否 否 

註冊機場在機場設施要求原則與認證機場一致。主要的不同，乃機場手冊與機場安全

管理系統乃非強制性。 

機場認證證書（Aerodrome Certificate） 

澳洲之機場認證證書一經核發除非經撤除，否則永久有效。證書範本如附件 1。所有

核准之事項（包括豁免事項）並未列述於證書中，而回歸於機場手冊及相關文件程序

中。 

CASA 於 2003 年 8 月 27 日核發第一張機場認證證書；本次參訪機場－雪梨機場及湯

斯維爾機場－則分於 2006 年 1 月 13 日及 2005 年 12 月 16 日通過認證。截至參訪為至，

計有 178 個機場通過認證、120 個註冊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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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手冊（Aerodrome Manual） 

CASA 要求機場手冊所應涵括內容分為三部分： 

1. 第一部分：機場資訊 
2. 第二部分：機場管理組織及機場作業程序 

 機場組織架構、權責 
 機場作業程序：包括機場緊急應變、機場燈光、機場通報、機場通

行管制、機場巡場維護檢查、機場技術檢查、機場施工安全、航空器

停機管理、空側車輛管制、鳥及野生動物防治、障礙物管制、故障航

空器移離、危險物品處理、雷達及助導航設施保護、低能見度作業、

地方相關程序等 
3. 第三部分：AIP 資訊 

 一般資訊 
 跑道資訊 
 目視助導航系統資訊 
 地方資訊 
 無線電服務 

除此之外，手冊應有修正歷程、分送名單等。 

所要求事項原則依循 ICAO 所要求一致，並無特別不同之處。 

機場查核 

 機場認證查核 

認證機場之查核主要針對 CASR Part 139.095 規定應包含於機場手冊內之資訊進行檢

視。主要查核事項分為四大系統： 

1. 機場管理（Aerodrome Management） 
2. 機場環境（Aerodrome Environment） 
3. 檢查與通報（Inspecting and Reporting） 
4. 空側管制（Airside Control） 

在機場管理部分，主要檢視機場安全管理系統、機場手冊、機場管理、AIP、機場緊

急應變五大項；機場環境則針對機場設施、機場燈光、鳥及野生動物防治管理、障礙

物管制、危險物品處理、雷達及助導航設施保護六大項；檢查與通報，主要檢視機場

通報、例行巡場維護、機場技術檢查（Aerodrome technical inspection）、機場無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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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四大項；空側管理則針對機場、機場施工安全、航空器停機管理、空側車輛管制、

故障航空器移離、低能見度作業六大項。 

檢查結果報告範例如附件 2。 

 安全檢查（Safety Inspection） 

安全檢查主要針對註冊機場，以及非認證亦非註冊機場、但每個禮拜至少提供一次 9
人座以上航空器大眾運輸或包機之機場。該檢查每年至少一次，由 CASA 核准之檢查

員辦理（人員名冊列於 CASA 網頁 http://www.casa.gov.au/aerodromes/app_persons.htm） 

其檢查事項主要包含：（詳細資料請參 AC139-09 Aerodrome Safety Inspections） 

1. 文件：包括歷年安全檢查報告（至少兩年）、通報紀錄、機場檢查紀錄

機場意外/事故報告、維護紀錄、緊急應變通報、道面狀況報告、鳥擊報

告、NOTAM、與 CASA 的相關公文（包括機師等作業人員意見、CASA
豁免事項）、機場的管理方式（包含資源分配、權責是否明確、溝通、

航空最大機型、機場夜間作業程度、航空器起降頻率、機場作業程序之

適切性）、ERSA 上資訊的正確性（包含機場圖、機場位置、備註資料、

地勤裝備、旅客設施、機場障礙物、跑道資訊、機場燈光、交通規定資

訊、機場聯絡資訊、公告長度）等。 
2. 實際機場作業：包含檢查作業、NOTAM 作業、機場各項作業紀錄等。 
3. 通報作業 
4. 活動區設施檢查：跑道、滑行道、停機坪、燈光、風向指示器、障礙物

限制面、標線、指示牌、雙向無線電、鳥及野生動物驅趕設備、機場圍

籬、輸油等。 

 技術檢查（Technical Inspection） 

技術檢查為認證機場自身應辦理事項，依循 MOS 標準所進行「機場設施」之檢查。

主要目的為確保任何對於航空器不安全的狀況能被即時地發現。依據 CASR Part 
139.230，技術檢查項目必須包含： 

 儀器進場、起飛爬升面、轉接面 
 機場燈光及迴路系統測試、檢查（目視進場滑降指示燈） 
 活動區舖面及排水 
 活動區指示牌 
 提供機場應變、危險物品處理、鳥及野生動物防治以及備用/緊急燈

光系統之設備 
 檢查空側車輛管理（若有的話） 
 確認 AIP 公告的資訊與機場作業程序為最新版 



 

  12

是項檢查必須每年至少一次，可分項辦理。而年度檢查紀錄必須保存至少三年。 

另有關技術檢查作業之進行，機場必須擇具相關學經歷、經驗專業人員辦理，如舖面

檢查人員應有土木背景或相關經驗；燈光檢查應由具機電執照或相關背景人員辦理；

障礙物限制面之檢查，亦應由具相關經驗者辦理。 

機場安全管理系統（Aerodrom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CASA 規定已認證之機場，必須在 2007 年 1 月 1 日前完成安全管理系統的建置。為利

機場建置所屬機場安全管理系統手冊，CASA 網站上有提供相關指導方針與範本供建

置參考（http://www.casa.gov.au/aerodromes/sms/index.htm），機場可依所提供範本或

視機場屬性自行發展適切之安全管理系統。 

依據 AC 139-16，安全管理系統應涵蓋下述 8 大事項： 

1. 安全政策 
2. 管理執掌權責 
3. 風險管理 
4. 危害風險之通報與因應措施 
5. 教育訓練 
6. 作業稽核與意外事件事故調查 
7. 文檔資料管控 
8. 系統稽核評估 

而針對風險管理中有關危害風險之判定，CASA 提供簡單範例如表 2。用簡單的概念

說明，機場手冊中各作業程序之標題即是機場可能面臨的危害風險，作業程序即是各

風險的管控，越周詳的作業程序越能降風險降至最低。 

換言之，原則上各機場已有某一程度風險管理在進行，安全管理系統的導入主要為了

讓機場整體作業更有效連結，並利用確實的記錄以及完整的資料庫系統協助其他潛在

風險的辨識，以強化預防措施、落實安全管理系統所謂前瞻性（Proactive）的管理機

制。 

認證查核經驗 

 豁免（Exemption）的運用 

依據 ICAO Doc9774，機場設施不符合 Annex 14 SARPs 之事項，可進行航空研究提出

同等級之安全措施後，由民航局進行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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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危害風險識別範例表 

Ref 

No. 
Hazard Risk Risk treatments/controls 

Residual 

risk 

1 Aerodrome emergencies  Aerodrome Emergency Plan  

2 Non-standard aerodrome facilities 

including lighting 

 Aerodrome Manual  

3 Inadequate Aerodrome Reporting  Aerodrome Manual  

4 Unauthorised entry to aerodrome  Aerodrome Manual 

Transport Security Plan 

 

5 Aerodrome unserviceability  Aerodrome Manual  

6 Aerodrome works  Aerodrome Manual  

7 Aircraft ground activities  Aerodrome Manual  

8 Airside vehicles  Aerodrome Manual 

Transport Security Plan 

 

9 Birds and animals  Aerodrome Manual  

10 Obstacles  Aerodrome Manual  

11 Disabled aircraft  Aerodrome Manual  

12 Hazardous materials  Aerodrome Manual  

13 Interference with radar or 

navigational aids 

 Aerodrome Manual  

14 Low visibility operations  Aerodrome Manual  

15 Ineffective aerodrome radio 

communications 

 Aerodrome Manual  

16 Incorrect aerodrome information  Aerodrome Manual  

17 Add hazards specific to your 

aerodrome 

 Aerodrome Manual  

                                            

在 CASR 139.020 中即將此概念納入，CASA 得書面豁免機場符合 CARS Part139 或

MOS 要求。A380 飛航雪梨國際機場，即透過此程序豁免跑道地帶不足以及週遭天然

障礙物（樹）之移除。 

但此豁免之同意，必須由機場提出完整航空研究以及安全因應措施，並應遵循 CASA
書面同意之豁免條件及事項。 

另外，針對機場飛航大型航空器之豁免前提，航空公司首先必須先取得 CASA 飛航標

準單位（Flight Operation）的飛行運作豁免，確保航空器在受限之機場條件下仍能安

全操作無虞，機場認證單位才會另針對是否有提供額外訓練、額外巡場機制等等，整

體評估決定是否豁免機場符合規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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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民合用機場之認證 

CASA 對於軍民合用機場原則上並不進行認證，機場安全由機場經營者全權負責。 

惟湯斯維爾（Towansville）機場及達爾文（Darwin）機場仍向 CASA 提出認證要求，

CASA 依法無法拒絕，但仍僅針對民用”作業”之部分進行認證，不認證”設施”之部分；

意即 CASA 僅檢視作業是否與規範要求一致。此乃因考量軍民合用機場管轄權在軍

方，設施之改善民航單位並無主控權。 

另有關機場跑道之攔截繩索，由於為軍方必要設施，但考量民航作業安全，CASA 乃

積極推動機場與軍方簽訂協議書，議定民用航空器作業時軍方能將攔截繩索平放降

下；目前僅有湯斯維爾和達爾文機場與軍方有是項協議書。 

 跑道端安全區（Runway End Safety Area, RESA） 

ICAO Annex 14 中，規定 RESA 應自跑道地帶起向外延伸 90m；即自跑道端 60m 外處

起向外延伸 90m。 

澳洲在 2003 年前，對於 RESA 之定義乃由跑道端向外延伸；配合 ICAO 推動機場標準

化提升飛安之目標，乃重新修定其 MOS 標準內對於 RESA 規定，意即機場需額外延

伸 60m 始得符合規定。 

惟針對該項要求，僅限於國際機場為立即性應辦理改善事項，對於國內機場則可於新

建或改建時再納入辦理。 

另對於國際上普遍討論將 RESA 最小值 90m 調整為 240m，CASA 機場事務協調員 Mr. 
Richard Allen 表示，若 ICAO 將 240m 之建議值改為強制性，CASA 將提出”差異

（difference）”之公告。 

 PCN-AＣN 議題 

基本上，CASA 並不允許航空器 ACN 大於跑道 PCN 的狀況。但實務上，仍可由機場

提出因應配套措施確保整體安全後進行豁免。 

 直昇機機場 

只有認證機場內的直昇機屬於 CASA 檢查人員之管轄事項；純直昇機機場，CASA 檢

查人員並不負責查核事項。 

 機場檢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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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CASA 機場檢查人員編制於「航空及機場法規組（Airspace and Aerodrome 
Regulation Group）」之「航路與機場部（Airways and Aerodromes Branch）」下，人

力計有12員，全職負責澳洲大大小小計180個已認證機場之查核作業。人力之分配： 

布里斯本（Brisbane）及北區辦公室：3 員 
雪梨（Sydney）辦公室：2 員 
坎培拉（Canberra）辦公室：1 員 
墨而本（Melbourne）辦公室：2 員 
柏斯（Perth）辦公室：2 員 
亞得雷得（Adelaide） 辦公室：2 員 

認證機場年度查核作業所需檢查人員人力，除墨而本、雪梨和布里斯本機場由 2 員會

同辦理外，餘機場原則由 1 員負責；所需辦理天數 1.5 天~5 天不等。 

在澳洲機場認證查核作業中，並不包含消救之檢查，消救之查核 CASA 另有一專責檢

查人員負責。主要乃因澳洲機場之消救服務，係統由 Airservices Australia 提供而非機

場管控。另外，輸油作業為 ICAO Doc9774 規定應納入之項目之一，澳洲針對此一項

目，僅檢視是否有相關協議書與安全程序措施，並不進行實際輸油設施與作業查核。 

每定期三個月，所有機場檢查人員會聚集召開會議，討論查核作業之做法以及有關規

範、流程作業上的疑慮，並彼此交流分享經驗，俾確保稽核標準與決策拿捏之一致性。

此外，檢查人員還會定期參加年度 Australian Airport Associated，以了解機場之需求

與發展。 

對於在機場查核作業時，機場可能會提出相關技術疑問時，基本上會建議另至 CASA
網頁” Aviation Safety Advisors”尋求解答。機場檢查人員即使提供建議，僅限於原則性

的方向，不會提出明確做法。 

CASA 之機場檢查人員以前由公務人員擔任，現改以聘僱方式辦理，並調高其薪資報

酬以吸引並留住優秀人才（約為航務檢查人員薪資之 1/2，但仍高於機務檢查人員之

薪資）。 

CASA 機場檢查人員並無證照制度，對機場檢查人員之聘用資格亦無明確之定義。惟

經受訪人員提供最新受聘 3 位檢查人員之資歷：第一位為墨爾本機場之空側安全經理

人（Airfield Safety Manager），第二位曾擔任小、中型機場之顧問，並為 CASA 認可

之註冊機場（Registered Aerodrome）檢查人員，最後一位則曾任柏斯機場（Perth Airport）
之空側安全經理人及標準經理人（Standard Manager），三者皆為經歷豐富之資深機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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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梨國際機場 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  

雪梨國際機場（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亦稱金斯福德˙史密斯機場 Kingsford 
Smith International Airport）位於雪梨市郊馬斯科區（Mascot），臨植物灣（Botany 
Bay），面積 907 公畝，由雪梨機場公司（Sydney airport Corportation Limited，SACL）

所經營，為澳洲最重要也最繁忙之機場，也是澳洲航空（Qantas）主要營運基地。 

圖 3  雪梨機場位置圖 

機場共有三個航廈提供旅客服務。航廈 1（T1）為國際航廈、航廈 2（T2）為國內航

廈，由雪梨機場公司經營；航廈 3（T3）為澳洲航空國內航廈，由澳洲航空管理。 

T1：34 個登機門；26 個空橋。 
T2：18 個登機門、9 個遠端停機位；13 個空橋。 
T3：13 個登機門。 

而在空側方面，計有三條跑道，其中 16L/34R 跑道供國內線使用： 

16R/34L：3962m × 45 m 
16L/34R：2438m × 45 m 
07/25：2530m × 45m 

雪 梨 國 際 機 場  

雪 梨  

植 物 灣  

N 



 

  17

34L

07

25 34R 

16R

16L

A 

A 
A1

A2 A3 A4
A5 

L 

A6 

A 

L 
G

G

F 

F 
B 

G1

G2

H

H

Y Y Y

J

G

G

G

B2
B1 C1 B5

B 
B3 B4 

C 
C 

B
C

D

G

C
B

B

B7B8 B9K
K

C
B10

B10

S 
T 

L T1L U1
T2U 

T3
T4 T5 T6E

G4

B4 

B6

N

T1 

T2 
T3 

圖 4  雪梨機場跑、滑道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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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機場服務最大飛航空器為 A380。 

機場組織 

雪梨機場組織架構如圖 5 所示。其中，機場安全、保安、緊急應變、航務作業、航空

公司公關、作業協調、航廈服務、作業規劃部門平行隸屬於機場營運組（Airport 
Operations）下。與我國機場不同之處，雪梨機場有「機場安全部門（Airport Safety）」

專責負責所有機場安全督核以及安全管理系統之運作；而我國機場有關該部分之任務

則由航務組兼任，並無專責單位負責。 

 
圖 5 雪梨機場公司組織圖 

安全管理系統 

CASR139.250 中明文規定供國際航空器運作之機場應有一運作中之 SMS。 

依據雪梨機場之SMS 手冊，主要包含4大事項：安全政策與目標、安全風險管理、安

全確保、安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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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政策與目標 

雪梨機場公司之機場安全部門，除了機場運作安全，職業健康與安全議題亦屬其職責

範圍。每年安全部門需提出機場安全計畫，列出機場安全與職業安全健康目標。 

 安全權責 

 機場執行長（CEO）：監控整個安全政策、提撥經費解決安全問題，

並確保安全管理系統之正常運作並經定期評估。 

 安全、保安、環境與健康委員會（Safety, Security, Environment & 
Health Committee，以下簡稱 SSE&H 委員會）：由高階主管經理組

成（機場安全部門為當然成員），董事長擔任主席。委員會每年至

少召開四次，主要討論空側安全政策的制定、安全績效稽核與評量，

以及職業安全與健康政策之檢視與調整等。 

 主管經理：負責確保管理階層對於安全政策之重視、安全管理系統

的持續改進、主動發掘安全死角還有安全風險的解決與管理。 

 機場安全部門：設置在機場營運組之內，其下有健康及安全稽核經

理、空側標準經理、職業安全與健康協調員以及安全管理系統經理。

主要負責監督危害辨識系統、監督提供機場服務單位的安全狀況、

對高層提出安全管理建議、幫助基層經理從事安全管理。 

 機場安全部門經理：直接向 CEO 負責。執掌內外溝通、安全議題之

協調、重大危安事件調查、安全法令遵循之監督、以及可能影響遵

守安全法規事項之通報。 

 安全系統經理：隸屬機場安全部門，負責對違反營運規範事件調查、

提出報告與提出改進建議、檢視外部單位提出的事故報告並視需要

進行進一步調查、代表機場公司和法令主官機關聯繫，空側駕駛證

核發亦屬其職責。 

 基層經理與督導員：負責透過危安辨認、風險評估與風險控制來確

保安全系統的執行、確保管理區域內員工都受到適當的安全教育、

確保安全設備都齊全、保養完善與正確使用等。 

 機場公司員工：必須對自己的行為負責、在公司之內必須要關注他

人的安全以及利用機會參與安全規範擬定，並應在經理督導管轄之

下遵行機場公司的安全政策與程序、參與緊急事故應變演練、向上

級通報安全事件、妥善使用維護個人安全裝備。 

 契約人員：包含顧問、機場公司簽約以及由第三方僱用的契約人員。

各契約人員應遵守安全法令、建立自己的維安政策與程序，並應充

分監控、教育與指導所屬人員，確保其具備從事契約工作所需一切

證照、許可與技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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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因應小組 

安全因應小組視需要召集，檢討安全措施的成效與評估作業程序改變對安全的

衝擊，包含：機場職業安全建康（OH&S）委員會、安全委員會、機場相關單

會議、機坪作業委員會（每月召集 1 次）、航廈使用者委員會、跑道入侵工作

小組（每半年召集 1 次）、澳洲航空地安會議（每年召集 4 次）、澳洲鳥及野

生動物危害工作小組（每年召集 4 次）、風險管理工作會議、機場約聘人員會

議等。 

同時 SSE&H 也會定期召開會議確認安全議題都有被有效解決，並將會議紀錄

公告於公司內部網路上。 

 安全風險管理 

雪梨機場風險管理可能由機場、承包商、後端使用者（作業和維護端）進行評估。 

 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s） 

依據雪梨機場 SMS 手冊，在以下情形會進行風險評估： 

1. 活動區內特定任務/作業，意即可能會影響航空器安全之事項。 
2. 機場相關規劃、發展、設計。 
3. 施工 
4. 在資產移交使用者之作業和維護議題 
5. 其他可能的變動 

而在進行風險評估進行時主要考量事項： 

1. 列出可能的或是實際的特定任務/作業 
2. 找出每個作業/任務潛在的危害 
3. 評估風險的可能性與危險程度 
4. 發展出管控風險的措施，並文件化 

 風險管理工具 

雪梨機場管理風險之方式計有： 

1. 風險評估工具 

為一般熟知的風險矩陣圖，主要協助員工自身崗位工作風險評估之進

行。 

2. 風險評估 

 被動式：用於以發生的事件，如意外事件等。 
 主動式：藉由分析公司內的活動作業以找出安全上的風險。 
 前瞻式：屬於即時紀錄系統的狀態 

3. 安全工作程序（Safe Work Proceudres） 

該文件協助各單位規劃任務/作業時之步驟與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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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雪梨機場運作手冊（Sydney Airport Aerodrome Operation Manual） 

該手冊主要處理涉及規範與標準議題，其因應方式有： 
 提出釋疑：正式函請 CASA 解釋 MOS 和/或規範。 
 作業評估：針對 MOS 和/或規範無提及之事項，協請 CASA 辦理作

業評估。 
 豁免申請：針對設施部份無法符合 MOS 和/或規範之部分，於辦理

安全案例研究後，向 CASA 提出豁免申請。 

5. 風險管理工作會議（Risk Management Worshops） 

發展案和專案計畫需要進行風險管理工作會議。藉由各單位面對面之討

論，於計畫執行前找出可能的危害和計畫之風險，以找出適切的管控機

制。 

 作業風險管理 

雪梨機場機場作業上之安全危害判定其及風險評估為機場公司每一份子的責

任，風險管理（包含危害因子判定、風險評估與管控、管控程序有效性之評估）

之流程詳盡於雪梨機場「風險評估策略與程序」中。 

完整的風險評估需考慮： 

1. 所有預計或是實際上要做的任務/活動 
2. 找出所有潛在風險 
3. 評估風險的發生可能性及後果之嚴重性，並且列出運用不同控管方法的

優先順序 
4. 執行控管程序來排出或是減緩風險。 

在進行風險判定前，需將評估事項先進行分類： 

1. 設計 
2. 工程 
3. 策略 
4. 作業 
5. 財務 
6. 法制 
7. 聲譽 
8. 人員 
9. 技術 

之後針對判定之風險進行發生可能性及發生後果嚴重性之等級判定（皆分為五

等級，如表 3 及表 4），再利用五乘五風險矩陣工具排序風險處理優先順序如

圖 6：  

VH：極優先應處理之風險 
H：高優先應處理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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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中優先應處理之風險 
L：低優先應處理之風險 
 
 

表 3 風險發生可能性等級 

Likelihood of Risk Event Occurring 

The number of times within a specified period which a risk event may occur either as a consequence of business operations or 

through failure of operating systems, policies or procedures. 

Score Rating Description Occurrence Probability 

5 Common Event expected to occur in most circumstances Multiple/ 1 Year >  80% 

4 Likely Event will probably occur in most circumstances Once / 1 Year 61- 80% 

3 Moderate Event might occur within a specific time period Once /2 – 5 Years 41 - 60% 

2 Unlikely Event could occur during a specific time period Once / 5 – 25 Years 21 -40% 

1 Rare Event may only occur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Once / >25 Years <20% 

0 Occurred Event has occurred and is specific actions and 

treatments implemented to address. 

Single or Multiple/ 

1 Year 

100% 

 

表 4 危害發生後果嚴重性等級 

Consequences (Impact) for Business Objectives if Risk Event Occurs 

Adverse Consequences (Risk) 

Rating Description * 

Score 

Catastrophic Loss of ability to sustain ongoing operation. 5 

Major Severe impact on achievement of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goals/targets for business unit 

plan. 

4 

Moderate Disruption to normal operations with limited effect on achievement of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goals/targets for business unit plan. 

3 

Minor No material impact on achievement of strategic objectives or business unit plan. 2 

Insignificant Negligible impact. 1 

Notes 

*  Specific financial ranges to be specified at time of each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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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風險矩陣圖 

 

在風險控管上，有移除、替代、利用工程機制、利用監督機制四種管控方式，

實務上並應依據實際狀況靈活結合四種方式運用。 

而在制定安全工作程序（Safe Work Proceudres）時，必須清楚描述如何有效管

控經判定之風險，且所有相關人員都必須接受適切之訓練。 

針 對 重 要 發 展 案 或 專 案 計 畫 之 風 險 管 理 工 作 會 議 （ Risk Management 
Workshops），其流程如下： 

1. 了解專案的背景 
2. 找出風險 
3. 評估風險 
4. 風險因應與管控之有效性 
5. 殘餘風險的評估 
6. 所有程序之監控與報告 
7. 量化指標（如有必要） 
8. 監控、檢討與報告 

 有效的安全通報 

雪梨機場有許多機制收集、發布安全資訊以達開放、有效的安全通報。相關安

全資訊包括意外、事件、系統失效、設備缺失、危害辨識、風險評估、預防與

改善性措施。事件、意外與傷害的紀錄都由機場安全部門保管。這些紀錄主要

可用以進行趨勢分析。危安因子、意外事件與傷害資料分析在必要時必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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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H 委員會與 OH&S 委員會報告。機場安全部門則會針對預防與改善性措

施加以檢討。 

 安全績效報告（透過稽核） 
安全績效報告是用來檢視安全標準是否被遵守，稽核內容包括年度技術檢

查（Technical Inspection）、CASA 稽核、石棉材料狀況稽核、非正式契約

工的職業健康與安全稽核、火災系統稽核等。另有其他四種稽核也可視情

況實施：空調系統稽核、飲用水品質稽核、燈光系統稽核、環境稽核。 

 事故與系統故障通報 
機場營運通報中心專線為全年無休之通報專線。一般大眾以及和機場運作

相關人士都可以用這個電話通報和安全有關的問題或是尋求協助。需要額

外協助的事件會轉給機場公司值班經理。機場公司員工可用下列兩個管道

通報事故與系統故障：員工事故報告與調查表—放在人事內部網路可供下

載；事故通報系統—在內部網路上，此系統存有所有和機場危安、事故與

意外相關的事件資訊。 

 危害辨識通報 
MAXIMO 和 IRS 系統是兩個管道用來保存維修、危害與事故紀錄相關資

訊。前者紀錄所有機場公司之工廠、設備的維修問題；IRS 系統是紀錄維修、

危安與事故紀錄相關資訊。 
缺失通報專線：和機場作業相關人士可用此專線通報缺失。缺失的細節會

被存進 MAXIMO 維修系統並且通報到值班的維修經理處。問題的改善會由

設備部門在 MAXIMO 系統中追蹤。 
連絡卡：提供危害、事故與緊急事件通報之相關資訊。 
航廈使用者指南：提供航廈使用者通報危害與事故程序之資訊。 
空側作業報告：該報告由空側作業協調員每日記載，記錄違規、缺失、異

物與鳥擊等資訊。 
地勤服務裝備（GSE）報告：該報告由地勤協調員每日報告地勤服務的設

備存量；該報告會在每月 T1&T2 機坪會議中提報。 
督導或是經理：透過電子郵件或是面報直屬上司反應安全問題。 
機場施工協調員/專案經理：在員工發現施工處有危害或事故時，可直接與

其連絡。 
健康/安全代表：每個機場公司部門都有職業安全健康代表列席在 OH&S 委

員會。和職業安全健康有關的議題都是經由機場公司的事故通報系統或是

員工事故報告與調查表通報到機場安全部門經理。 

 危害/風險評估報告 

 預防與改善性措施報告 

此類報告在 1) 事故調查 2) 非正式契約工稽核 和 3）年度技術檢查後辦

理，由經理/專案經理/協調員與契約人員提報改善措施，並由各部門經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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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執行改善。整體改善情形與改善措施之有效性由機場安全部門經理督

導，並視情況提供建議。 

內部通報 

 SSE&H：重大安全事故、機場緊急事故、公共責任事故與鳥擊等安全問題，

需通報到 SSE&H 安全委員會。 

 機坪 

機坪事件發生係經由機場公司事故通報系統網站通報，並會提報到 SSE&H
委員會和國際機場協會（ACI）。 

 公共責任：公共責任相關事故透過機場公司的事件通報系統通報到機場安

全部門經理與其他特定人員。 

 機場緊急事故應變計畫 

 機場保安：保安事件由機場公司的事件通報系統通報、記錄。 

 液體外洩通報 

外部報告 

 國際機場協會：只有機坪相關事件需呈報到國際機場協會，並需於每年 11
月提報，由機場安全部門經理負責製表、提交。 

 安全確保 
 安全績效： 

雪梨機場針對安全績效指標事項，目前仍在研議中，尚無明確量化性之安全目

標。 

 安全調查： 

調查之主要目的係為找出系統需改善事項而非基於懲處的目的。當危害通報

時，由機場安全部門經理會進行判定是否進行調查，並指派內部安全因應小組

或委外顧問進行調查。調查結果報告會由機場安全部門經理保存，年限 7 年。 

 安全稽核： 

而在安全稽核方面，為確保安全標準有被遵守並為考核安全方案之有效性，雪

梨機場公司會透過年度技術檢查與其他安全進行相關稽核。包括：年度技術檢

查、CASA 稽核、非正式簽約工職業健康與安全標準稽核、危險物品、火災系

統稽核、空調系統稽核、飲用水水質稽核、照明稽核與環境稽核等。 

稽核作業後，需改善事項會知會機場安全部門尋求解決方案。若屬其他部門之

職掌，則將另照會其他部門，由該部門經理完成解決方案之執行後通報機場安

全部門經理。整體稽核結果及建議措施將由機場安全部門經理提交報告

SSE&H 委員會。 

 安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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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梨機場針對安全提升主要方法乃透過教育訓練，其訓練種類主要有： 

 新生訓練：對象為所有新進人員（包含部門轉換），可能包含承包商、地勤

業者、航空公司、航廈作業人員、車輛駕駛、參訪人員等，因不同身分有不

同的職責、作業需求以及其所應了解潛在的危害，所受訓練不盡相同。 
 通識訓練：所有機場員工必須在實際開始工作前線上完成該項訓練，其他安

全訓練與資訊亦可由安全手冊、安全事件報告、風險判定和風險評估訓練中

獲得。 
 專業訓練：該訓練乃依個人職務不同分門辦理。如航務人員、機場通報人員

和施工安全人員必須受過 CASR 和 MOS 規範之訓練，而其他職務則依所在

領域應受其相關法規等訓練。 
 特定任務/危害訓練：是項訓練乃在發現員工執行其職務工作時，可能致相

關危害或風險時進行，可能是訓練內容包含安全工作方式、安全作業程序、

法規要求、施工安全、化災安全、個人防護訓練、空側駕照訓練等。 
 消救訓練：該項訓練僅限於特定職務所需，訓練內容包含火災演習、火警訓

練、急救訓練、心肺復甦訓練等。 
 在職訓練：在某些情況，安全訓練可能由資深員工帶領訓練。 
 訓練紀錄訓練：各種訓練之出席或完成由員工自行紀錄於 Employee Self 

Service 系統，因此需要進行是項訓練。 

另外，雪梨機場提供多樣管道以利安全交流與溝通：  

 OHS 委員會 
 內部網路：公告資訊包括 OHS 委員會紀錄、重要宣布事項、政策等事項。 
 機場期刊 
 機場標示 
 提示卡：如緊急應變聯絡小卡、緊急事項因應小卡等 
 警示訊息：利用傳真等方式迅速發布緊急事項（如惡劣天氣、強風等） 
 安全告示：如機坪程序、作業改變、特定安全議題之公告。 
 時訓練紀錄訓練：各種訓練之出席或完成由員工自行紀錄 Employee Self 

Service 系統，因此需要進行是 項訓練。 
 重要工程檢視：每月定期開會檢視風險、預算及安全事項。 

空側安全管理經驗 

 A380 

雪梨機場為了能夠容納 A380，自 2004 年起進行空側及陸側工程之改善，包含道肩之

拓寬、16R/34L 與 07/25 以及許多滑行道轉彎道面加寬、A 滑行道位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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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項工程，是針對部分 G 滑行道（D 滑行道東側部分）重新定位，以提供 A380
足夠之翼展淨空需求。 

 跑道安全提升計畫 

跑道端安全區為 ICAO 為一設置於跑道端之一塊整平區域，主要用以減低飛機衝出跑

道時人機之傷亡。依 ICAO Annex14 要求，跑道端安全區（RESA）應自跑道地帶向外

延伸至少 90m，及自跑道端外 60m 起向外延伸 90m。 

依據原澳洲標準手冊（MOS-Manual of Standards）規定，跑道端安全區乃由跑道末端

開始延伸計算。然 2003 年全球機場意外事件頻傳，澳洲乃重新檢討其規範，並修訂

其 RESA 要求，與 ICAO 標準一致—自跑道地帶末端延伸。據此，雪梨機場所有

RESA 都需要額外延伸 60m 方得符合規範。 

在雪梨機場三條跑道六端，其中 5 個跑道端後之腹地足夠，皆已於 2006 年完成 RESA
的延伸；而 25 跑道之 RESA 設置，因 07 跑道前有諸多必要設施（包括澳洲最大抽水

站 SWOSS--Sydney Water's South and Western Suburbs Ocean Outfall Sewer 、

EnergyAustralia 的高壓電纜、COOKS 河下的 M5 東高速隧道、機場道路、天然氣管以

及 Airservices Australia 發電和光纖電纜.）而且鄰近 COOKS 河，使得 RESA 之設置特

別棘手。 

為 此 ， 雪 梨 機 場 曾 考 慮 縮 短 跑 道 、 設 置 EMAS （ Engineering Material Arrestor 
System）、延伸 25 跑道端等方案，惟因各方案分別可能影響現有 B740 及 A340 作業、

腹地不足、影響現有滑行道系統等等因素不予採納，最終乃採以施作長 90m 寬

180m、陸橋型式之 RESA 以實際符合 CASA 之要求。所需經費初估約需 8 千 5 百萬澳

元，工程於 2008 年 8 月 5 日核准、2008 年 10 月中展開，預計 2010 年完成。 

 空側設施改善 

經詢問雪梨機場針對大型航機飛航或為符合規範之相關改善計畫，成本龐大，是否有

財源上與安全上的抉擇。 

經其表示，雪梨機場與航空公司間有協議，相關機場改善，若屬必要的新投資

（ necessary new investmet），航空公司必須負擔部分經費。因此在財源方面通常不會

有太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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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雪梨機場現有 07 跑道頭前暨有 RESA 

 

 

圖 8  雪梨機場 07 跑道頭前 RESA 延伸規劃圖 

 
 風險評估實務範例 

雪梨機場針對新的計畫案，在概念規劃、設計階段，會進行風險管理工作會議。通常

先邀集公司內部人員開會討論，之後才會擴及至外部有關單位。案例詳附件 3：RESA
工程風險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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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發包後，工程之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s）由承包商辦理。此為澳洲法律明文

規定應辦理事項。 

在工程完成準備移交前，須針對作業面與維護面進行風險評估。附件 4 為雪梨機場 T1
移交所辦理之風險評估。 

此外，雪梨機場亦會從＂使用者＂的角度，針對設施、廠房、設備等之實際使用進行

風險評估，如附件 5：T1 倉儲區的風險評估。 

 機場安全管理系統之專家意見 

雪梨機場安全部門經理 Mr. Peter Adams 分享，SMS 只是反應機場各項作業，不應視

為機場新增業務或事項。意即 SMS 的導入，只是將機場”現行"作業更整體化、系統

化、文件化。 

針對風險管理，其舉了個簡單的例子：房間裡有兩個洞，一個在桌子下，一個在門

邊，兩個危害，利用風險管理，可以列出其風險發生的高低。就桌子下的洞而言，桌

子其實就是一個控制（controller），發生的可能性降低，而門邊的洞則未受任何遮蔽

或管控，風險明顯較桌下洞高，需優先處理。 

另外有關風險矩陣工具，主要係為協助快速列出危害風險高低以及找出優先處理事

項，但不需要過於拘泥其準確性，而應將重點著重在在”control”的部分，即如何有效

控制高風險之危害。 

Mr. Peter Adams 表示，雪梨機場在 SMS 推動初期，針對風險評估程序的確有受到某

程度的不接受，但現在大家都非常願意採行如是模式，因為可以幫大家省事，使得工

作更有效率，並且把事情做對。 

 ICAO 安全管理系統稽核 

ICAO 現階段並未對所屬會員國進行 SMS 稽核。但雪梨機場前為向 CASA 證明所現有

各項作業已符合 SMS 各項要求，爰特商請 ICAO 協助辦理該機場 SMS 外部稽核。  

該查核結果雪梨機場無法分享，但提供檢查表單如附件 6。 

查核結果 ICAO 表示雪梨機場 SMS 所需要素皆已具備，但仍應強化系統之整合與連結。 

 安全小組（Safety Committee）成員 

安全小組成員共有 12 人，每 6 個禮拜召開一次會議，並定期每 3 個月提報董事正式報

告。成員小組中僅有純粹機場的人，航空公司、地勤業者等並無納入其小組成員中。

每次會議討論事項包含：事件（incident）報告、各單位報告、航空公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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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參訪上個月所討論事件有跑道入侵、合約商違約事件（contract violation）、機坪事

件、機場工作人員受傷等被列為高等級處理事項。 

 正向、無懲性文化 

正向、無懲性之文化係安全管理系統推動重要關鍵元素。雪梨機場表示，這種文化的

推動的確需要時間，截至目前，機場公司內公務人員還是不太願意分享安全資訊，仍

需要時間慢慢解除人員之疑惑與不信任。 

在安全事件通報上，依其經驗，主要都是直接向安全經理反應，目前安全信箱還未有

人使用。 

 航空研究 

雪梨機場主要會針對跑滑道關係、跑道地帶、障礙物淨空區（OFZ）、Collision Risk 
Model、Taxiway Deviation Study 等議題進行航空研究。之前雪梨機為了 A380 之飛航，

因跑、滑道間距不足而滑行道無法短時間內位移，因此即進行航空研究提報 CASA 申

請短期豁免。 

航空研究之進行，有時候也會與學校合作，如之前 25 跑道側之樹木因有環保議題無法

移除，而與學校合作進行航空研究評估對機場作業之影響。 

 程序補足設施之不完善（如下照片說明） 
 

雪梨機場有部分滑行道與勤

務車道之間距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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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航空器作業時翼展範圍

落於勤務車道上。 

雪梨機場於滑行道與勤務車

道交叉處設置指示牌規範車

輛，在滑行道上有 C 類以上航

空器滑行時應停等。 

參訪是日，對向有台車輛尾隨

於大型航空器後，但因該航空

器 停 等 於 滑 行 道 未 直 接 轉

彎，不久其他大型航空器接踵

而來，致該車輛滯留於勤務車

道上動彈不得，無法前進亦無

法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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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失誤之作業車輛終於脫

困，但可能必須進行相關安全

報告。 

其他參訪照片 

雪梨機場臨灣海，對向處為

16L/34R 跑道。 

澳洲航空 A380 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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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梨機場施工組絕設施。 

 

本 區 域 常 有 航 空 器 誤 入 禁

區，雪梨機場暫時利用施工組

絕設施標示界圍。 

機場安全巡場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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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安全巡場車。 

機坪巡場車。 

雪 梨 機 場 消 防 站 ， 統 由

Airservices Australia 提 供 服

務，非屬機場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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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地帶內助導航設施，為

ATC 權責，非雪梨機場公司管

轄。 

緊急應變指揮車。 

緊急應變指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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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大之滑行道道肩（繪設有黃

色道肩橫向標線）及其側邊勤

務道路。 

07 跑道端之 RESA 工程阻絕

設施。 

07 跑道端 之 RESA 工程阻絕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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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機坪標線。 

停機坪標線。 

停機位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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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機位標線。  

停機位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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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斯維爾機場（Townsville Airport） 

湯斯維爾機場為軍民合用機場，由昆士蘭機場公司（Queensland Airport Limited）經

營。機場座落於羅爾斯灣（Rowes Bay）與波勒河（Bohle River）間，位湯斯維爾市區

西側約 5 公里處。為北昆士蘭（North Queensland）地區主要機場。 

圖 9  湯斯維爾機場位置圖 

機場管轄權隸屬軍方，民航作業區約 81 公頃，場內作業依循軍民協議書辦理；機場的

規劃與發展則軍民雙方共同分擔。 

2008 年湯斯維爾機場年運量約 140 萬人次，主要為國內旅次，並以昆士蘭地區為最大

宗。駐站航空公司有澳洲航空（Qantas Airlines）、捷星航空（Jetstar Airlines）、維京

藍航空（Virgin Blue Airlines）、聯盟航空（Alliance Airlines）、 天迅航空（Skytrans 
Airlines）、麥克航空（MacAir Airlines），其中，聯盟、天迅和麥克航空為昆士蘭地

區航線。此外，機場亦有不少普通航空業作業。 

目前機場服務最大航空器為 B747。 

 

湯 斯 維 爾 機 場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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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設施 

 跑道 

湯斯維爾機場有兩條跑道：01/19 及 07/25 跑道，其中 7/25 跑道主要供普通航空業小

型航空器使用。 

01/19 跑道：長 2438m，寬 45m。跑道地帶寬 300m。清除區長 202m，寬 150m。跑道

除兩端為混凝土舖面外，餘皆為瀝青舖面，PCN 值為 71/F/C/1750(254PSI)/T。距跑道

頭 445m 處有可升降式之 BAK12/14 攔截索。 

0725 跑道：長 1100m，寬 30m。 跑 道 地 帶 寬 90m。 為 瀝 青 舖 面 ， PCN 值 為

20/F/C/580(84PSI)/U。 

 滑行道 

供民航機使用之滑行道計有：A1~A7、B1~B3、D1~D3、E1、F、G1、K、I、L，餘

滑行道原則上不供民航機使用。其中，寬體客機之滑行路徑僅限於 A1~A3、D2 與 K
滑行道，因此以 01 跑道降落之航空器必須自 19 跑道端迴轉在跑道上滑行自 D2 滑行

道脫離跑道。 

圖 10 湯斯維爾機跑、滑道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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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民合用機場作業 

我國機場軍民合用機場所遭遇的問題，主要在於如何協調軍方進行場內設施改善使機

場符合我國「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之要求。在湯斯維爾機場跑道除了攔截索以

外，並無如我國機堡、GCA 相關軍事障礙物。而針對攔截索乙項，經機場人員表示，

依據協議書，在民航機作業期間，攔截索皆處於降下之狀況。 

而在設施維護（包括燈光、道面、除草等）以及場內與場外障礙物管制權等，皆由軍

方負責維護。軍方了解民航作業必須符合民航法規之需求，因此任何問題都會盡力協

助，溝通合作無問題。 

對於我國在軍民合用機場所遭遇議題，湯斯維爾機場並無法提供類似解決經驗。 

圖 11 湯斯維爾機場攔截索設施 

機場空側作業 

 安全官（Safety Officer） 

湯斯維爾機場編制內共有 5 個安全官，負責場面安全巡視作業，類似我國機場航務員

之場面巡場任務。其每日工作幾乎終日駕車於場面上，隨時於航空器起降前以及降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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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進行跑、滑道之檢視。其每日作業有整日班機預計時程表如圖 12，於每次巡場後即

立即紙本紀錄如圖 13。 

而在行車管制上，安全官只有上跑道時需要聯繫塔台核准，滑行道上之作業僅需隨時

無線電守聽，無需塔台授權。 

 
圖 12 每日航機起降預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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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巡場紀錄 

 施工監視員， 

依據 CASA 規定，當機場有工程時，必須有專職施工監視員在施工時段全程在場監控。

工作事項不涉及工程技術，僅負責監視作業人員是否有違機場相關規定，如障礙物限

制面、施工安全等。Mr. Rod Ward 表示該工作冗長無聊且專業性低，一般會以聘僱方

式或由安全官兼任。 

 道面維護 

湯斯維爾機場之道面摩擦係數軍方辦理，依據 CASA 的規定，每年至少辦理檢測 1 次。 

 機場安全議題 

湯斯維爾機場在安全議題上，以鳥的問題為最大宗，尤其在 12~3 月間。 

鳥的檢視為安全官每日巡場重點是項之一。每個禮拜 3 與禮拜 6 會進行鳥擊事件小計，

彙整種類、發生次數等，並進行必要之研究與分析。與我國不同之處，湯斯維爾機場

安全官有權可以開槍殺鳥，不需一定要由航警執行。 



 

  44

另由於機場跑道排水往北流，雨季時也常造成 19 跑道頭區域積水，也是安全官必須密

切注意事項。 

其他參訪照片 

湯斯維爾機場，參訪是日雷

雨。 

機坪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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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橋及裝備區標線。 

停機坪。 

普通航空業停機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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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頭前區域。 

01/19 跑道。 

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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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 滑行道往跑道方向。 

 跑道燈光系統。 

跑道頭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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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向指示器。 

D3 滑行道轉 D2 滑行道。 

 燈光編碼以利維護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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滑行道地帶施工區。 

滑行道地帶施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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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與建議 

 安全管理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為機場認證（Aerodrome Certification）

要項之一，機場認證之對象界定，決定安全管理系統建制之必要性。依據我國之

機場認證規定，認證對象並無明確列述，此為尚需釐清之事項。而澳洲經驗，可

提供我國一個參考，尤其針對軍民合用機場部分： 

「僅針對”作業”進行認證，設施部份不列入認證事項」 

而針對本局離島或其他小機場，亦可比照澳洲”註冊機場（Registered Aerodrome）”
之分類，機場手冊（Aerodrome Manual）以及安全管理系統建置非強制性作為，

但仍需進行定期查核以確保機場安全。如是，除可為我國機場認證架構解套，亦

或為較合乎實務之做法。 

惟澳洲民航局（CASA）機場事務協調員（Aerodrome Coordinator） Mr. Richard 
Allen 表示，從檢查員的角度來看，註冊機場仍宜備有機場手冊，文件之一致性較

有利稽核作業之進行；此亦為 CASA 後續可能會調整之事項。 

 普遍對於安全管理系統之認知，尤其針對風險管理機制、風險管理工具，會有畏

懼、排斥之觀感，澳洲安全管理系統之推動亦曾面臨如是情況。但雪梨國際機場

（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經驗證明風險管理之引入確可強化作業上之效

率、加速決策之速度，進而提升整體作業流程與安全。而在整體風險流程中，一

般極為強調之要素－風險管理工具，其實僅供決策輔助、以快速找出危害處理之

優先順序，重點仍應著重在控制危害之方法以及策略，將危害有效排除、控制為

是。 

 我國長期在機場認證作業上有個迷思，是否機場完全符合「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

規範」之要求方得符合認證證書？要如何運用國際民航組織（ICAO）9774 文件 
（Doc. 9774）所述之豁免（Exemption）而仍得確保機場安全品質？本次觀摩提

供非常好的經驗：雪梨機場透過航空研究及風險管理機制，在設施未完全符合 F
類標準下，經 CASA 豁免飛航 A380，並透過程序管制，以彌補設施未完善處。

惟其豁免之運用，有諸多關鍵仍待我國民航與機場單位一番努力與思索： 

1. 航空研究之進行，由機場進行；機場安全之確保措施，由機場擬定。 

2. CASA 對於大型航空器作業之豁免，前提航空公司必須先獲飛航標準單位之

豁免同意，確定該航空器之作業於該機場無虞，始會進行其他與機場有關

之檢視。 

 為與 ICAO Annex 14 要求一致、提升機場安全，CASA 於 2003 年修改澳洲跑道

端安全區（RESA）之規定，機場因此必須額外延伸 60 m 之區域始符合標準。而

針對此一規定修改，雪梨機場於 2006 年內據以完成 5 端跑道 RESA 之延伸，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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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棘手的另一跑道端研擬方案、預定於 3 年內投入約 8 千 5 百萬澳元之經費辦

理改善，其對機場安全所展現之效率以及決心，值得仿效與學習。 

 我國有許多軍民合用機場，其內相關民航作業安全需軍方之配合與協助；在機場

認證之設施、作業標準化之推動上，因軍民作業需求、立場不同，仍留有極大改

善空間。 

觀摩湯斯維爾機場（Townsville Airport），對於理所當然攔截索應於民航機作業

期間放下之事項，看似簡單的作為，在我國卻難以完成，但也顯示在我國可能達

成之可能性，惟需智慧與決心尋求軍民兩照之平衡點。 

 事實上，我國對於機場認證、安全之提升與推動上並不遜色於此次觀摩國－澳洲，

在許多思維、作業以及軟硬體設施等上，我國甚至較為完善、靈活、機動而彈性。

但無可否認，我國冗長的行政與決策過程削弱了推動執行力與效率性。如何截長

補短、轉化他人經驗、在既有架構體系上找出最佳執行策略以達事半功倍之成

效，乃是我國仍應持續努力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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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UDIT INFORMATION     
 
Auditee details 
 
Auditee’s Aviation Reference Number: 901640  
 
 
Auditee name & address: L City Council 
     PO Box 23A 
     L NSW 2480 
 
 
Audit details 
 
Type:  Scheduled 
 
Location: L 
 
Date:  11 August 2008 
 
Scope: Aerodrome management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erodrome Manual 
   Particulars to be notified within AIP 
   Aerodrome emergency plan  
 
  Aerodrome environment 
   Aerodrome facilities 
   Aerodrome lighting 
   Bird and animal hazard management 
   Obstacle control 

 
  Inspecting and reporting 

Aerodrome reporting 
Aerodrome serviceability inspections 
Aerodrome technical inspections 

 

附件 2 



 

 

 

AVIATION SAFETY AUDIT REPORT 
L City Council 
Audit Reference:  Y August 2008 

 

附 3 

  Airside control 
   Aircraft parking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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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UDIT SUMMARY  
 
 
Background 
 
The L aerodrome is serviced daily by Rex Airlines (using SAAB 340 aircraft).   Other 
aviation activities include fixed wing and helicopter charter flights, flying training and 
aircraft maintenance facilities.   Refuelling is also available.  
 
Summary 
 
Aerodrome management representative Mr C was met at the aerodrome on the morning of 
18 August 2008.  An outline of the audit and inspection timelines was provided and a 
facilities inspection was carried out. This was followed by the aerodrome manual 
procedures audit.  A night inspection of the aerodrome lighting was conducted that 
evening.   A summary of my findings was provided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audit. 
 
Conclus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audit findings that are detailed in the Audit Element Summary, 
Council have suitable systems in place to ensure the saf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aero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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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DEX OF FINDINGS 
 
System Element Number Type 
Aerodrome 
management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Observation 

 Aerodrome manual YLIS 01/08  RCA 
 Particulars to be 

notified in AIP 
 Observation 

 Aerodrome 
emergency plan 

 Observation 

Aerodrome 
environment 

Aerodrome 
facilities 

 Observation 

 Aerodrome lighting  Observation 
 Bird and animal 

hazard 
management 

YLIS 02/08 RCA 

 Obstacle control  Observation 
Inspecting and 
reporting 

Aerodrome 
reporting 

 No findings 

 Aerodrome 
serviceability 
inspections 

 No findings 

 Aerodrome 
technical inspection

 Observation 

Airside control Aircraft Parking 
Control 

 Observation 

 Aerodrome Works  No findings 
 
 
4.  AUDIT ELEMENT SUMMARY 
 
Aerodrome management 
 
4.1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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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Allen audited the L Aerodrome SMS with the Aerodrome Manager (). 
 
Observation 
 
It was agreed that the Aerodrome Manager would ensure that all hazards that could impact 
on aerodrome safety would be assessed and not just those that are located airside (for 
example obstacles may be off-aerodrome).  It was agreed that the Aerodrome Manager will 
amend the SMS to include a copy of the reporting form and correct the appendix 
numbering.  Meetings of the Safety Committee have not been recorded, but in future they 
will be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OH&S Committee and recorded in their minutes.  The 
SMS document (including the hazard register) needs to be reviewed by the Safety 
Committee/OH&S Committee at their next meeting and the OH&S committee need to be 
made aware of the SMS for their future aerodrome auditing activities.  The Safety 
Committee should consider introducing a pro-active hazard identification form as the one 
they are using is a post-accident report. 
 
4.2 Aerodrome manual 
 
A current copy of the aerodrome manual was held at the Airport Office and was accessible 
to the Reporting Office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manual is presently coordinated by the 
nominated Manual Controller (Mr).  However, the most recent manual amendment was 
dated 1 March 2006 (the initial issue date).  A revision of the document was partial 
undertaken (but not distributed) which has led to CASA’s and the aerodrome operator’s 
versions being different. 
 
RCA No. YLIS 01/08 
 
Amendments identified at the previous audit had not yet been incorporated.  In addition, a 
number of minor amendments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this audit process.  These were 
noted by the Aerodrome Manager.  The manual versions held by the aerodrome operator 
and CASA were different.  A review/update of the manual is required. 
 
4.1 Particulars notified in AIP 
 
A review of the AIP (ERSA and RDS) information did not reveal any discrepancies.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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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 information within Part 3 of the aerodrome manual requires minor updating/corrections.  
This should be complet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manual review now due. 
 
4.2 Aerodrome emergency plan 
 
An assessment of the records associated with this procedure, showed that a full exercise was 
conducted on 11 July 2007.  Debrief notes were provided and minutes showed that a 
review of the exercise had been undertaken and that no amendments to the procedure were 
required.  Meeting minutes verified that a table-top exercise is programmed and was to be 
held within the next 3 months. This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requirements. 
 
Observation 
 
The AEP should be reviewed and revised as part of the manual update.  Consideration to 
using the national format/template should be given. 
   
Aerodrome environment 
 
4.3 Aerodrome facilities 
 
An inspection of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vement area was undertaken on the 
morning of 18 August 2008.  The following items were noted as requiring attention are 
listed within the observation below. 
 
Observation 
 

1. Many cone and boundary markers were in need of cleaning and/or 
repainting. 

2. Runway pavement markings were in a faded condition. 
3. The aircraft parking areas bordered by the drain along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GA taxiway should be defined.  In addition the drain limits should be 
marked with unserviceability cones. 

4. Parking clearance lines should be placed adjacent to the fuel bowsers to 
ensure wing tip clearance is maintained. 

   
4.5 Aerodrome l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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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ight inspection of the lighting system (including obstacle lights) was undertaken on the 
evening of 18 August 2008.  Apart from two minor outages all aerodrome lighting 
(including obstacle lighting) was considered to be in a serviceable condition. 
 
Observation 
 

1. It was noted that some aspects of the weekly serviceability inspections had not been 
recorded accurately. 

2. A resurvey of the PAPI boxes to verify correct approach angles should be 
undertaken. 

 
4.6 Bird and animal hazard management 
 
Limited bird activity was noted during the aerodrome inspection.  A number of bat strikes 
had occurred through the summer months and is an ongoing seasonal concern.  Airlines 
avoid dawn and dusk flight scheduling where possible.  There was no inadvertent animal 
intrusion noted within the inspection logbook.  Bird counts have not been conducted or 
recor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The Bird and Wildlife Hazard Management plan had been prepared by your consultants and 
a copy was available.  The major safety related recommendations were under 
implementation but these actions were on-going. 
 
RCA No YLIS 02/08 
 
The conduct of bird counts has not been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nual 
procedure.  In addition the nominated form (2/11/5) has not been used.  The procedure 
should be upd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ested review of the aerodrome manual 
previously requested within this report. 
 
4.7 Obstacle control 
 
An assessment of the obstacles reported within the aerodrome technical inspection was 
undertaken.  Apart from the observation listed below, it appeared that the 
inspection/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of obstacles were satisfactory.  The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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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 data within ERSA RDS (including current NOTAM) agreed with that 
nominated within the report. 
 
Observation 
 
The OLS plan requires revision to reflect that the approach inner edge width is 150m and 
the splay angles are 15%.  This matter is carried over from the previous audit. 
 
Inspecting and reporting 
 
4.8 Aerodrome reporting 
 
A review of NOTAMs issued since the last audit was undertaken.  These were considered 
satisfactory.  Reporting officers were appropriately trained and compliance with this 
procedure appeared satisfactory. 
 
4.9 Aerodrome serviceability inspections 
 
A sample of records held between 1/01/2008 and 17/08/2008 were reviewed.  Satisfactory 
inspection and reporting had been undertaken which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ecklist 
held within the manual procedure.  An inspection had been undertaken each day that a 
passenger service operates (7 days per week).  Reporting officers were suitably 
experienced and qualified. 
 
4.10 Aerodrome technical inspections 
 
The 2007 aerodrome technical inspection (conducted November 2007) was available and a 
copy provide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nsultant’s report had been addressed.  
Matters raised within the report which require comment are included within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 
 
Observation 
 

1. Recommendation 7 recommends that CASA make an assessment of turbulence 
associated with a proposed building development.  This detail should be supplied 
by the proponent as part of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s it is not CASA’s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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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ssess LCC’s risk in this matter.  In addition LCC should be mindful that this 
proposed development should not: 

• Infringe the OLS 
• Create bird hazards 
• Interfere with the weather information station (AWIS) 
 

2. Recommendation 15 of the 2006 report required apron parking restrictions to be 
advised within ERSA.  Further action on this matter is nominated within aircraft 
parking control (below).  

 
Airside control 
 
4.11 Aircraft parking control 
 
The RPT apron can accommodate two jet turbine aircraft.  Current schedules are timed to 
avoid simultaneous operations/parking if possible.  Observed ground GSE positioning and 
operation appeared satisfactory. 
 
Observation 
 

1. The parking restrictions as set out within ERSA need to be included/advised within 
this aerodrome manual procedure. 

 
2. The apron marking plan needs to be approved/signed. 

 
4.12 Aerodrome Works Safety 
 
Runway pavement re-construction/pavement strengthening works were completed under 
closed runway conditions.  NOTAMs actioning this were sighted.  No MOWPs were 
implemented within the past 12 months.  Maintenance works were conducted by time 
limited works.  The procedure has been adequately followed. 
 
5.  AUDITE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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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 for the conduct of the audit 
The audit identified in this report was carried out by CASA in pursuance of its functions under 
section 9 of the Civil Aviation Act 1988. 
 
Confidentiality 
This audit report is a confidential document between the CASA and the Aerodrome Operator. 
CASA will not disclose this report or any part of it to any third person except, in pursuance of its 
functions, with the express permission of the Aerodrome Operator, or as required by law. 
Audit Method 
 
The audit is a sampling exercise and does not purport to be a total systems review. The sampling 
provides a snapshot of the system and any deficiencies detected could point to a systemic 
problem, requiring a total systems review by the Aerodrome Operator. The operator as outlined 
below must address deficiencies and problems identified in the audit findings. 
 
Audit Findings 
Audit findings may be in the form of Requests for Corrective Action (RCA), Safety Alerts (SA) 
or Audit Observations (AO). 
 
RCA (Request for Corrective Action) 
RCAs detail deficiencies that involve non-compliance with legislation and must be addressed. 
The deficiency is described in the 'details of deficiency’ field. For RCAs, the following actions 
must be taken to address the deficiency/deficiencies: 

1. Remedial action: to remedy the immediate situation so that operations are brought within 
safe parameters; for example: the REMEDIAL ACTION to address an identified 
deficiency of 'Aerodrome facilities not in compliance with MOS Part 139' would be to 
close the affected area until it can be repaired. 

2. Investigative action: to identify the deficiency/problem and determine the root cause;  
3. Corrective action(s): to address the root cause of the problem; for example, the 

CORRECTIVE ACTION would be to implement a system to ensure that staff are aware 
of the standards and the need to monitor the aerodrome facilities for compliance. 

The Aerodrome Operator must record both the remedial and corrective action taken, on the 
'recipient's response' page of the RCA and return it to the address shown, by the due date. Where 
the corrective action cannot be completed by the due date, the Aerodrome Operator must indicate 
the date by which the corrective action will be completed. (Note: To avoid unnecessary pages in 
this report, only one copy of the 'recipient's response' page is included at the end. Please 
photocopy as required). 



 

 

 

AVIATION SAFETY AUDIT REPORT 
L City Council 
Audit Reference:  Y August 2008 

 

附 12 

 
Safety Alerts 
A SAFETY ALERT is a particular type of REQUEST FOR CORRECTIVE ACTION that must 
be addressed IMMEDIATELY. The Aerodrome Operator must take action to ensure that the 
deficiency is rectified carrying out RCA steps 2) and 3) above before the continued operation of 
the aerodrome facility concerned. 
 
Audit Observations  
An AUDIT OBSERVATION draws attention to latent conditions or minor deficiencies in a 
system that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a current legislative requirement. The intention is to raise 
awareness with a view to avoiding problems in the future. 
Response to OBSERVATIONS is not required. However, auditees are advised to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as part of their continuous improvement processes.  Actions taken should be 
reported to CASA and may be covered in future 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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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RESA 工程風險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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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T1 倉儲區使用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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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ICAO SMS 稽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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