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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由於日本小系工業株氏會社(Koito 公司)所生產之航空座椅，經由日

本民航局(JCAB)檢查發現有適航性問題，將影響 Boeing 公司及

Airbus 公司已安裝 Koito 航空座椅之機隊，為此美國聯邦航空總署

(FAA)、歐洲航空安全署(EASA)針對 Koito 航空座椅適航性問題，已

研擬適航指令修正案(FAA AD NPRM 及 EASA PAD)，以改正可能之

不安全情況。在正式發布適航指令前，FAA、EASA、JCAB 及 Boeing

公司、Airbus 公司訂於 99 年 10 月 21 日共同舉辦適航指令國際研討

會議，以廣泛研討並蒐集各受影響國家之民航主管機關及航空公司

之意見，本局亦於 99 年 10 月 5 日收到 FAA Transport Airplane 

Directorate Manager Mr. Ali Bahrami 之邀請函。鑑於國內有長榮航空

B777-300ER、A330 全機隊，以及中華航空 A340 全機隊皆受此適航

指令之影響，故為能完整掌握適航指令之後續執行重點及國內受影

響機隊之改正方法，故此次派適航檢查員林衛民及初始適航檢查陳

玉成等二員參加此次適航指令國際研討會議。 

 

由於新加坡航空之機隊亦受此次 Koito 公司航空座椅適航性問題之

影響，因此亦安排於 99年 10月 22日拜訪新加坡民航局(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Singapore, CAAS)相關官員，就符合 Koito 航空座椅適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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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令所要求之測試方法、測試設施，以及航空公司機隊所安裝座椅

之管控作法，進行研討並交換意見，以做我未來檢查航空公司 Koito

座椅適航指令符合性之工作參考。 

 

往返搭乘長榮航空桃園-新加坡航班，並於 99 年 10 月 20 日及 10 月

23 日兼施桃園-新加坡國際航線駕駛艙、客艙航路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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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行程經過摘要 
 

一、本次行程安排如下： 
 

10 月 10 月 10 月 10 月 

20 日 21 日 22 日 23 日 

台北－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台北 

 
 

二、出國行程： 
 

99 年 10 月 20 日 
 

 執行長榮航空公司桃園-新加坡國際線駕駛

艙航路查核 
 

99 年 10 月 21 日 
 

 美國聯邦航空總署(FAA)適航指令簡報 
 日本民航局簡報(JCAB)適航指令簡報 
 歐洲航空安全署(EASA)適航指令簡報 
 問題研討(Q&A) 
 民航主管機關會議(Authorities Side Meeting)
 結語(Closing Remarks) 

 
99 年 10 月 22 日 
 

 拜訪新加坡民航局 
 

99 年 10 月 23 日 
 

 執行長榮航空公司新加坡-桃園國際線駕駛

艙航路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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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出國內容摘要 
 

一、99 年 10 月 21 日 Koito 航空座椅適航指令國際研討會議 

 

(一) 本局飛航標準組由適航檢查員林衛民及初始適航檢查陳玉

成等二員參加 99 年 10 月 21 日於新加坡舉辦之 Koito 航空

座椅適航指令國際研討會議，本次會議我國有長榮航空、

華航機務部門及企畫部門派代表參加，其他參加之民航主

管機關及相關航空公司人員共有百餘位，會議則以簡報及

問答方式進行，美國聯邦航空總署(FAA)、日本民航局(JCAB)

及歐洲航空安全署(EASA)簡報資料如附件 1, 2, 3。 

(二) FAA AD 草案參考相關座椅動態測試及座椅墊防火測試立

法時之生效年限，將此次 AD 所要求使用中座椅測試之執行

年限分為三個階段。EASA AD草案前三個階段則與FAA AD

草案一致，但 EASA 另訂第四階段要求座椅汰換年限： 

(1) 2 年：確認使用中座椅符合 FAR 25.561(b)(3)(ii) & 

(b)(3)(iii)靜態測試要求。 

(2) 3 年：確認使用中座椅墊符合 FAR 25.853(c)防火測試

要求。 

(3) 6 年：確認使用中座椅符合 FAR 25.562(b)(2) & (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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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測試要求。 

(4) 10 年：EASA AD 要求即使座椅通過上述三項測試要

求，但由於並未完全證明其他相關亦符合，且 EASA IR 

21A.3B 要求對不安全之情況須要求符合期限

(Compliance Time)，故訂此年限要求。 

(三) 本次會議本局亦針對 FAA/EASA/JCAB 之分別簡報，於會

議發言提出下列幾項問題，以下並同時說明所得之回覆： 

(1) 詢問 JCAB 是否將發布 AD：JCAB 回應將不發布，惟

將俟未來 FAA AD 及 EASA AD 發布後再予以引用。 

(2) 提出此次 AD 除測試外如何執行符合性檢查

(Conformity Inspection)為另一重要關鍵，FAA/EASA

應訂定如何執行之相關作法：FAA 表示將列入研討項

目。 

(3) 當飛機上座椅移除進行測試後，所導致飛機構型差異

(載客數減少)，EASA 可與 JCAB 共同研擬因應對策：

EASA 表示由於與 JCAB 無適航協議，且仍未看到

JCAB 重新驗證的相關數據，將待後續審視相關數據，

再進一步研擬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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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9 年 10 月 22 日拜訪新加坡民航局(CAAS) 

 

本局亦於 10 月 22 日拜訪新加坡民航局 (CAAS)適航 /空勤司

(Airworthiness/Flight Operations Division)副司長 Mr. Chew Choong 

Cheng，以及安全政策及執照司(Safety Policy & Licensing Division)

主任 Mr. Sebastian Wang，對於新加坡民航局、適航/空勤司及安全政

策及執照司組織架構有初步認識，並了解其對於 Koito AD 因應作

法、DOA(Design Organization Approval)/POA(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pproval)發證/管理及檢查員訓練等相關作法。新加坡民航局組織架

構及安全政策及執照司簡報資料如附件 4, 5。 

 

 

三、執行長榮航空公司桃園-新加坡國際線駕駛艙航路查核摘要 

 

(一) 99 年 10 月 20 日 BR225 B-16705 Captain 陳明德 FO 沈耿堯

CP 陳春玫 

(1) 組員證照/飛機文件/飛航資料及文件/緊急裝備抽檢等

檢查均無異常發現。 

(2) 飛航組員各階段之操作均按標準作業程序執行，組員

互動〈CRM〉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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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航管通話順暢，溝通良好。 

(4) 前/後艙之協調合作均按規範執行，客艙組員工作執行

正常，無異常發現。 

(二) 99 年 10 月 23 日 BR226 B-16710 Captain 陳隆興 FO 陳兆明

CP 白玉明 

(1) 組員證照/飛機文件/飛航資料及文件/緊急裝備抽檢等

檢查均無異常發現。 

(2) 飛航組員各階段之操作均按標準作業程序執行，組員

互動〈CRM〉良好。 

(3) 航管通話順暢，溝通良好。 

(4) 前/後艙之協調合作均按規範執行，客艙組員工作執行

正常，無異常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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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研討會心得： 

 

總結本次參與研討會議之心得為： 

(一) 了解 FAA/EASA/JCAB 對於 AD 看法目前仍未臻一致，且彼此

合作聯絡管道仍未上軌道。 

(二) 此次有關日本 Koito安全性之 AD的發布在考慮公眾利益(Public 

Interest)下，有很大的機會將會發布，只是相關內容將待

FAA/EASA/JCAB 研議結果可能會再修訂，國內中華航空、長榮

航空公司亦應即早準備因應。 

(三) 了解與會航空公司對於 Koito 安全性之 AD 反應意見重點在於

AD 執行期限展延、缺少備份座椅/組件、AD 符合方法不足、原

廠 Boeing 公司及 Airbus 公司技術協助等議題。 

(註 1：Association of Asia Pacific Airlines (AAPA)針對航空公司

關議題，已備妥相關建議文件，如附件 6，該文件將提交給 FAA

做為 Koito 安全性 AD 草案之 Comment) 

(註 2：EASA 針對 Koito 安全性 AD 研討會議之會議紀錄，如附

件 7) 

(四) 建立與 FAA/EASA/JCAB 相關承辦官員之聯絡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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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了解新加坡民航局對於 Koito 安全性之 AD 之發布作法，將以採

用飛機原設計國 AD 為主，亦即 Boeing 飛機將採用 FAA AD，

而 Airbus 飛機將採用 EASA AD，此點與本局研討看法相同。 

(六) 建立與新加坡民航局適航、證照、安全政策及航務官員之聯絡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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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事項： 

 

(一) 與 FAA/EASA/JCAB 視需要保持聯繫，以掌握 AD 正式發布時

機及相關修訂內容，使本局在該 AD 發布作業及航空公司符合

方法之研擬能有所因應。 

(二) 由於新加坡亦多曾進口相關航空零組件(如：餐車 Meal Cart 等)

至我國，但礙於我國民航局與新加坡民航局尚未簽署相關適航

驗證協議，因此相關產品仍需由新加坡航空零組件製造廠(如：

Diethelm Keller Aviation 公司)向歐洲航空安全署取得相關驗證

後(如：ETSO 或 Minor Design Change Approval)，方可進口我國

使用。此次拜會新加坡民航局後，雙方對於進一步之適航合作，

皆認為是非常正面且有幫助的，因此建議本局可開始與新加坡

民航局探詢未來適航合作之方向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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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附件 1：美國聯邦航空總署(FAA)簡報資料 

附件 2：日本民航局(JCAB)簡報資料 

附件 3：歐洲航空安全署(EASA)簡報資料 

附件 4：新加坡民航局組織架構 

附件 5：新加坡民航局安全政策及執照司簡報資料 

附件 6：AAPA 針對 Koito 安全性 AD 之 Comment 信函 

附件 7：EASA 針對 Koito 安全性 AD 研討會議之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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