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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目的 

國際飛航安全電子聯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ir Traffic Safety Electronics 

Association，IFATSEA）係於 1972 年由 11 個初始會員所成立，時至今日 IFATSEA 會

員國數目已超過 50 個以上（持續增加中），該聯盟之主要宗旨為： 

1. 提昇國際飛航服務之安全、效益與一致性。 

2. 協助及確保飛航安全電子人員之專業性與發展。 

3. 確保飛航安全從業人員的共同權益。 

IFATSEA 目前每年舉辦 1 次會員大會（General Assembly）及 2 次理監事會議

（General Executive Board）。聯盟底下現設有專業委員會（Professional Committee）、科

技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行政管理委員會（Administration Committee）及人類

與環境委員會（Human and Environmental Committee）等 4 個專門委員會；另依區域之

不同又劃分有美洲區、非洲區、亞太區及歐洲區等 4 個區域委員會以處理區域內會

務。 

IFATSEA 現為 ICAO 認可之會員組織，在 ICAO 內常設有代表。 

IFATSEA 目前除仍繼續推動飛航安全電子人員之認證制度（ASEP License）外，

此刻亦致力於歐洲單一天空 ATM 計畫（Single European Sky ATM Research，SESAR）

之推行。 

審酌臺灣目前既非 ICAO 會員國，亦尚未加入像 CANSO（Civil Air Navigation 

Service Organization）等國際飛航組織，因此持續參與 IFATSEA 不僅可使飛航服務總

臺航電人員有機會與其他國家航電人員繼續保持交流，更可直接參與航電人員認證

制度之推行；同時藉由參與 IFATSEA 這樣的國際組織，更可讓飛航服務總臺瞭解

SESAR、NEXT GEN 等國際重要飛航建設計畫之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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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過程 

2.1. 出國行程 
此次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共計選派公費人員 1 名前往法國巴黎參加第 40 屆

飛航安全電子聯盟會員大會，相關出國行程如後： 

1. 99 年 10 月 22 日~10 月 23 日搭乘長榮航空由桃園國際機場直飛法國巴黎戴高樂

機場。 

2. 99 年 10 月 25 日~10 月 29 日出席第 40 屆 IFATSEA 會員大會。 

3. 99 年 10 月 30 日~10 月 31 日搭乘長榮航空由巴黎戴高樂機場返抵桃園國際機場。 

2.2. 第 40 屆 IFATSEA 會議議程 
本次 IFATSEA 年會大會議程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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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心得與建議 

3.1. 心得 

眾所皆知 IFATSEA 向來重視 ASEP（Air Safety Electronics Personnel，航電人員）

的訓練與認證，故本屆 IFATSEA Executive Board 特別邀請法國 ENAC（Ecole National 

del＇Aviation Civil，英譯為 The French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來向全體會員介紹法

國航電人員的養成教育及 ENAC 的訓練學制，尤其當 ENAC 告訴大家該校開設有英

語授課的航電課程，學員結業並通過考核後，除可獲得 ENAC 頒發的航電人員認證

執照外，法國政府亦將授予學員學士或碩士等學位後，立即引發全體會員熱烈討論，

歐盟眾多會員國家爭相發問相關細節。經瞭解 ENAC 學位頒發標準為： 

學士學位：高中畢業，在 ENAC 修業 2 年並通過考核，將可獲頒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高中畢業，在 ENAC 修業 4 年並通過考核；或大學畢業在 ENAC 修

讀 2 年並通過考核，將可獲頒碩士學位證書。（詳圖 2） 

 
圖 1 ENAC 代表介紹法國航電人員工作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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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法國民航大學（ENAC）的航電人員養成教育與學制 

另外有關 ENAC 頒發航電證照部分，義大利代表問及：「現在整個歐盟正在推動

單一天空計畫，天空既然都可以統一了，不知道 ENAC 的證照可不可以適用於義大

利境內？」ENAC 代表回答：「這不是 ENAC 的問題，這是你們義大利民航局要不要

認同 ENAC 證照的問題！」此話一出立即引發全體會員大笑，然而，若嚴肅地看待

這個問題，其實正好突顯了如何維持航電維護素質一致性的問題!所以，這還需

IFATSEA 各會員國再繼續集思廣益未來的因應之道了！ 

另外，由於 SESAR 計畫（Single European Sky ATM Research）係由 IFATSEA 負責

推動，爰 SESAR 工作小組特別於會中報告了 SESAR 最新工作進度與各子計畫的執行

情形，同時系統核心廠商 Thales 亦派代表前來說明相關技術之研發狀況。藉由本次

參與 IFATSEA 會議，我們直接接觸到 SESAR 系統核心廠商及工作小組的第一手報

告，使我們對於歐盟的 SESAR 計畫有了更進一步的瞭解! 

此外，德國代表於會中詢問：「未來 SESAR 計畫一旦實施後，各國無線電頻道、

雷達或其他服務設施將會相互支援與涵蓋，屆時航機將會選取最佳訊號，而不限定

非得使用航機目前所在國家的設施，例如，航機有可能正在德國邊境上，卻使用荷

蘭的服務，這恐將造成鄰近國家收費上之困擾」。 

本區目前雖尚不致有此類現象，惟仍應注意其後續方展與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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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SESAR 核心廠商 THALES 說明系統開發進度 

另外，臺灣代表團參加本次 Asia Pacific Regional Meeting 時，因行前未被告知參

加 Regional Meeting 時，各會員國須做 country report，因此我方代表臨到會場後，僅能

以口頭報告方式，簡要地向各亞太國家報告我國新一代航管自動化系統的建置情

形。其中，出席代表並就總臺新一代航管自動化系統中之 MSTS（Multi Sensor Track 

System）功能特別加以介紹，各國代表對於 MSTS 可同時處理傳統一次雷達、二次雷

達、WAM（Wild Area Multi-lateration，廣域多點定位系統）、ADS-B 及 ADS-C 等監視

訊號之性能，十分感興趣，並詢問何謂 ADS-C？其與 ADS-B 有何不同等問題。 

 
圖 4 我方代表出席第 2 次 Asia Pacific Regional Meeting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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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我方代表於第一次 Asia Pacific Regional Meeting 後，向日本請教機場公司與 ANSP 分工方式 

 
另外，職本次參加 Asia Pacific Regional Meeting 後，深覺此類區域小組會談對於

總臺之效益遠較參加 Technical Meeting 來得高，因為參加 Technical Meeting 時，大家

多半是坐在會場聽廠商介紹新產品，然而參加 Asia Pacific Regional Meeting 時，與會

人數多半約十數人而已，而且採小組會談方式進行，各會員國先做 country report，隨

後各國再輪流詢問問題，因此職深感這種會議方式不僅可瞭解各國發展現況，亦可

磨練出席代表的臨場反應與英語能力，同時小組會議模式更有利臺灣與其他國家代

表建立深厚友誼，因此，日後若我方代表團人數較少，不及同時出席 Technical Meeting

及 Regional Meeting 時，應優先參與 Regional Meeting 為宜。 

 
圖 6 我方代表向大會主席 Yvan Ouellete 致意與交換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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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議 

一、 積極參加 IFATSEA 會議，並增加與會代表人數。 

IFATSEA 關注 ASEP（Air Safety Electronics Personnel）從業人員之權益，向為

人知，惟為國際飛航安全及航電維護素質一致性之考量，IFATSEA 近來亦大力推動

ASEP 之認證與分級制度，現並透過 ICAO 積極運作 ASEP 之訓練及認證制度法規

化；此外，IFATSEA 目前亦主導歐盟 SESAR 計畫發展方向，與美國的 NEXT GEN

計畫亦有緊密聯繫，故 FAA 亦派員在本次會議上介紹 NEAT GEN 發展現況。 

因此，適逢 IFATSEA 推動 ASEP 認證與訓練的關鍵時刻，以及世界兩大飛航服

務組織正在制定下一代飛航系統（歐盟 SESAR 及美國 NEXT GEN）需求及技術規範

的重要階段，若我們仍繼續維持選派 1 員代表與會（另 1 員自費），則我方代表很難

同時參與 Professional Meeting（討論 ASEP 訓練與認證）、Technical Meeting（SESAR

技術論壇）及 Regional Meeting（亞太國家經驗分享）等會議，故衷心建議民航局及

航電協會可適時增加與會代表，除可繼續參與 ASEP 訓練與認證制度之推動外，更

可收集與關注 SESAR 與 NEXT GEN 發展方向與發展模式。 

二、 IFATSEA 相關業務應由專人負責，藉以提升在該組織之貢獻及影響力。 

以職本次參與 IFATSEA 之 Asia Pacific Regional Meeting 會議為例，第 1 次區域

會議召開前，聽說現任美國籍 Asia Pacific Regional Director 即將卸任，Nepal（尼泊

爾）代表旋即積極遊說各東亞國家支持他擔任下屆 Regional Director，但又擔心臺

灣可能會與其競爭，因此主動詢問我方代表以前是否參與過 IFATSEA 會議？參與多

久了？等問題，經職告知臺灣代表不會參與該選舉，且可代為提名後，Nepal 代表

這才放心離去。在第 2 次區域會議各國彼此介紹完國內航電發展現況後，已是新任

Regional Director 的 Nepal 代表前來握手致意，一陣寒喧後，新任 Regional Director

臨走時不忘提醒：「You need to work on the organization!」（你們對這組織要多盡心力

啊！）此話真是一語道破我們目前參與國際組織/會議之窘況！ 

我們目前在國際會議上鮮有貢獻，英語能力固然是一大障礙，然而多年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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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成員從未有固定班底，與會代表總是年年更換，美其名說這樣可擴大參與，但頻

繁更換與會代表的結果，根本難以培養國際會議人才及累積經驗，更遑論要在國際

組織中發揮影響力了！ 

觀察各國參與 IFATSEA 之代表團成員均為固定班底，其與會成員均長期參與

IFATSEA 會議，不僅熟悉 IFATSEA 會務運作與各項政策，更早與其他各國代表熟稔

並建立可觀人脈；反觀我方歷次參與 IFATSEA 之代表均未固定，更缺乏專人負責本

項業務，對於 IFATSEA 會務確實難有貢獻！ 

因此建議未來參與 IFATSEA 等國際組織時，可仿效國外作法，將 IFATSEA 交由

專人負責，不要再用輪替方式辦理，至少也應建立固定班底以後，再逐步加入新血，

這樣我們的代表才能逐步熟悉會議相關議題及累積人脈，同時更可訓練我方代表之

英語能力與會議技巧，以便能在後續的會議上發揮更大的影響力! 

否則屢屢更換代表結果，每次與會人員皆是臨時指派，不僅不熟悉會務與議題，

語言能力也未能持續加強，著實難在國際會議上有所表現。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由其他國家參與 IFATSEA 會議的經驗，我們應該反思我

們的方式是否恰當！ 

 

18



附錄（IFATSEA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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