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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國際飛安基金會於新加坡召開第 64 屆國際航空全會議及國際航空適

航會議，本次會議會期正值新加坡慶祝民航開展 100 週年，故除國際飛

安基金會外包含新加坡民航局及新加坡展覽發展局皆參與協辦，計有 52

個國家近 350 位代表參加。 

國際飛安基金會於 1947 年成立，國際飛安基金會是世界上唯一的非

營利性的組織，它成立的目的就是儘量利用可用的資源及收集專家們的

意見；有效的提供專業的、客觀的航空安全建議及指引提供民用航空運

輸業及商務航空業界作為參考，經過這些年來的努力藉由研討、研究、

查核、教育及出版飛安相關刊物；全球之飛航安全持續的在進步中。今

日國際飛安基金會的會員超過了 1,200 個組織以及在 150 個國家內的個

人會員。 

除了例行之頒發各項飛安獎項外；本次會議主題一如往例，包含去

年(2011 年)之飛安回顧，未來飛安管理議題，飛安資訊之運用，減少出

跑道之風險，發展安全管理技術，減少疲勞，功能檢查飛行，飛安管理

面對之挑戰以及飛行資訊與 Google Earth 同步化之運用以及新加坡安全

管理運用之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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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100 年 10 月 31 日(台北-新加坡) 執行國籍航空公司國際航線駕

駛艙及客艙航路查核。 

二、100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第 64 屆國際航空全會議及國際航空

適航會議，議程如附件。 

三、100 年 11 月 4 日(新加坡→台北) 執行國籍航空公司國際航線駕

駛艙及客艙航路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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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一、駕駛艙航路查核 

去程 10 月 31 日執行中華 CI-737 B-737-800 B-18612 桃園-新加坡

國際航線駕駛艙航路查核：本次飛航由正駕駛員黃炳敏擔任操作駕

駛員，副駕駛由張至德擔任監控駕駛員共同執行任務，依規定持卡

提示、飛行前檢查、離場、飛機操控等符合 SOP 規範，依規定執行

觀察席位提示、航管通話程序熟練，飛行各項資料提供完整，組員

逐項檢查及確認，組員均依檢查表執行各階段檢查，協調合作良

好，桃園 05R 跑道起飛，新加坡 02R 跑道 ILS 儀器進場，組員飛行

計畫及操作正常。  

回程11月4日執行中華CI-752 A-330 B-18308 新加坡-桃園國際航

線駕駛艙航路查核：本次飛航由正駕駛員龍中台擔任操作駕駛員，

副駕駛由于秉銓擔任監控駕駛員共同執行任務，依規定持卡提示、

飛行前檢查、離場、飛機操控等符合SOP規範，依規定執行觀察席位

提示、航管通話程序熟練，飛行各項資料提供完整，組員逐項檢查

及確認，組員均依檢查表執行各階段檢查，協調合作良好，新加坡

02R跑道起飛，組員飛行計畫及操作正常。桃園05R跑道道ILS儀器進

場，組員飛行計畫及操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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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資訊 

(一)、去年(2011年) 之飛安回顧： 

經過這些年來大家的努力(包括國際民用航空協會、各國政

府、各民航管理機關、各個民間飛安組織、航機相關製造廠

商、各航空公司、各相關飛航訓練機構、各學術/研究界)、藉

由研討、研究、查核、教育及出版飛安相關刊物；全球之飛

航安全持續的在進步中，並且達到了前所未有之安全狀況(失

事率最低)。 

(二)、飛安管理議題討論： 

飛安管理在過去著重在飛安管理觀念之建立及飛安管理系統

之建置、組員資源管理訓練、減少操作飛航撞地之風險、穩

定進場觀念之建立及訓練、飛安資訊系統之建立與運用、飛

航品保系統(FOQA)之建置及運用、飛安風險管理等且多年來

已有長足之進步。而未來飛安管理之議題則著重在整體飛安

管理觀念及飛安管理系統之更具體化；包含民航監理機關對

航空公司之監理，國家民航主管機關(National Aviation 

Authority, NAA)的交流及合作，分享經驗、業者之關切及信

息。國際間飛安資訊平台之建立與運用、減少出跑道之風

險、減少地面意外事件之風險、發展更具體之安全管理技

術，具體之疲勞管理法規及方法等。 

(三)、飛安資訊交換與經驗分享： 

部分業者提報飛安相關事件之處理及飛安管理之經驗，新加

坡民航局亦提報最新的安全管理制度之推行及宣導與訓練之

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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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在資源有限客觀環境下，國際民航組織在飛航安全監督上，已

將行之有年之整體飛安監理查核計畫(Universal Safety Oversight 

Audit Programme , USOAP)往持續監督方向調整，未來國際民航組織

轄下，各區域(尚未具體劃分)將成立區域航空安全監督組織，區域

內國家在建立符合國際民航組織標準及建議(Standard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SARPs)之法規及監理能力下，藉由資訊分

享達到符合安全需求及滿足效率原則之目標。在這個發展趨勢下，

衡量我國目前未能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又不能不與國際接軌，使航空

產業得以順利發展之情境下，提出下列建議： 

一、 持續積極參與類似國際相關會議，以與臨近區域或國家合作，

掌握國際飛航安全監理發展趨勢。 

二、 資訊分享平台需符合國際民航組織或區域組織之規範，我國在

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下所建置之資料庫，可以思考未來之需

求。 

三、 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可接受之安全水準，應與航空服務提供

者之安全執行力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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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會議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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