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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國際航空安全調查員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ir Safety Investigators－簡

稱 ISASI）係於一九六四年在美國創立，其宗旨為促進航空安全、飛航事故調查經

驗分享與安全資訊交流…等。現已發展為一國際專業組織，會員人數約 1,400 人，

企業會員約 132個，來自 60個國家，會員之組成為各國民航主管機關、飛安及失

事調查機關、航空器及引擎製造廠、航空公司及研究機構人員。該協會每年秋季

舉行年會，由會員輪流主辦。 

該協會為延伸觸角，實踐其宗旨，於每年一度之年會外，亦接受各國飛安相

關單位之邀請，義務於世界各地舉辦之研討會中擔任講者。此類研討會稱之為

ISASI Reachout Workshops，講者可因應不同需求提供客製化課程內容，將知識與

經驗傳遞給無法親自參與 ISASI年會之人員，目前共已舉辦 45次。 

韓國航空鐵道事故調查局（簡稱 KARAIB）邀請該協會三位專家於民國 102

年 4月 8日至 4月 12 日假首爾舉辦之 ISASI Reachout Workshops 擔任講者，研討

會主題為「事故調查與預防（Accident/Incident Investigation and Accident Prevention 

Workshop）」。由於本會與 KARAIB 保有良好互動與合作關係，基於互惠原則，本

會獲邀並派員參與，藉此瞭解研討會內容，並可與國際同業交流及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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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本次出國行程自民國 102年 4月 7日至 4月 13日，共計 7日，行程表及議程

如下所示： 

月 日 起 訖 地 點 行 程 紀 要 

4 

7 台北－韓國首爾 起    程 

8-12 韓國首爾 研討會 

13 韓國首爾－台北 返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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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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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1. 本次研討會之與會者共計 52位，其中 16 位分別來自印尼、日本、蒙古及

我國之飛航事故調查單位，以及香港、孟加拉、緬甸與尼泊爾之民航主管

機關。36位本國（韓國）與會者中，包括航空公司飛安部門人員，以及來

自學術、軍方與政府部門之人員參與。大多數與會者不具飛航事故調查經

驗，亦未受過完整之飛航事故調查訓練。 

本次研討會係以前述初階人員為對象，內容涵蓋國際民航法規、事故調查

流程之概要介紹，以及航空業者於事故前應準備事項（經費、訓練、演練、

計劃）與事故後配合調查之權利義務，屬入門之基礎課程。大多數內容已

涵蓋於本會標準作業程序（SOP）、各專業調查指引及我國事故調查相關法

規之中，講者於會中亦曾多次引述本會過去之調查案例，足見本會已為國

際上成熟之飛航事故調查機關之一。 

2. 本次研討會提供之光碟包含完整之簡報檔案，講者亦蒐羅詳盡之影片、動

畫、調查報告、ICAO 文件、研究報告、調查專業指引…等參考資料，對

本會而言可作為新進人員基礎訓練教材之參考，故已將其上傳置於入口網

「檔案分享\訓練資料」專區，並已提供需要之航空公司參考運用。 

3. 主辦單位韓國航空鐵道事故調查局（KARAIB）特於第三日下午安排與會

者參觀其研究與分析實驗室（Research and Analysis Lab），以及存放殘骸之

棚廠。觀後感想為，其飛航紀錄器實驗室之軟硬體不如本會新穎齊全，惟

材料與結構實驗室配備各式檢驗與測試儀器，其規模與法國飛航事故調查

局（BEA）相去不遠，除可滿足自身航空、鐵道事故調查之大部分需求外，

亦有餘力對外提供服務，令人印象深刻。而其棚廠約可停放三架小型飛

機，對於存放及陳列中小型殘骸而言十分便利，有助於事故調查與人員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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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KARAIB 存放殘骸之棚廠 

 

4. 講者表示，若必須從事故現場取回特定殘骸或組件以便進行進一步檢測，

則事前必須要有完整而詳盡的規劃，宜先諮詢原廠以確認除了本體之外，

是否亦須取回其他附屬部件、管路、線路…等一併送驗，或者拆解前須先

蒐集、記錄哪些資訊。尤其是事故現場位處偏遠（remote site），須經舟車

勞頓方能抵達者，若自現場返回後才發現有所遺漏，則往往須要付出極大

的代價，更何況有時後果是無法彌補的。 

以我國發生於高山地區之飛航事故為例，光是人員往返現場即須耗費數

日、仰賴眾多單位之協助方能抵達；欲將發動機等大型殘骸運送下山，可

能還須情商直升機或其他機具支援；殘骸運往國外檢測則須仰賴空運、歷

經十數小時方能抵達。因此，事前必須作好萬全之準備，不容許任何環節

的差錯，以免功虧一簣。 

5. 受限於專業能量，殘骸或組件的測試計畫，不免是交由原廠來擬定與執

行，假如測試報告是以原廠之名義，使用原廠之表頭、格式，則容易遭人

質疑其公正性。因此，若能調整為調查機關之格式，或加註說明測試過程

與結果係經所有調查成員（parties）所認可並署名，則能強化測試結果之

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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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講者表示，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於環球航空 TWA800 事故

發生前，並未與聯邦調查局（FBI）建立溝通管道，亦未釐清涉及犯罪之

飛航事故的權責歸屬，以致 TWA800事故發生時，指揮系統的混亂與調查

主導權之爭議。經過此次經驗，兩個單位訂定了相關規範，這也使得後續

911事件發生時，調查工作得以順遂進行。 

我國過去單純因犯罪導致之飛航事故並不多見，本會成立以來，檢、警、

調單位亦尊重本會於飛航事故調查之主導權。縱然我國與美國之國情不

同，發生單純涉及犯罪之飛航事故機率不高，但仍值得我們思考並檢視相

關職權之分工與歸屬，以及是否有能夠預先設想、溝通之處。 

7. 講者表示，在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各國民航主管機關的要求之下，

航空業者之安全管理系統（SMS）在架構上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然而，

航空公司在安全資訊方面，很可能是「Data rich, analysis poor」，也就是雖

然蒐集到很多的資訊，卻沒有好好的進行分析及運用，此部分是調查員在

進行 SMS 面相調查時，可以注意的重點。本會研擬之 SMS 調查指引，應

已涵蓋到此一部分。 

8. 研討會中，講者講述血媒性病原之防護要領，同時提供與會者實際演練防

護裝備穿脫流程之機會，並於完成後授予證書。講者教授之防護裝備穿脫

流程大致上與本會之流程無異，唯一的差別在於，其於著裝完畢後，覆於

袖口與手套、褲管與鞋套之交接處，以及防護衣之拉鍊上以膠帶封住，避

免液體由該處滲漏，此作法可供本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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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血媒性病原防護授課證書 

 

 

圖 3-3血媒性病原防護裝備穿脫演練 

 

9. 講者於「飛航操作調查」講題中，提醒調查人員在使用模擬機模擬事故，

而欲從中獲取資訊時，須格外小心，因為許多情況並非模擬機所能真實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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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若未謹慎求證恐將犯下錯誤。 

本會於近幾年之調查案件中，為求更深入瞭解事故之原因，研擬更具體有

效之改善建議，經常使用航空業者之模擬機進行模擬測試。講者所言提醒

了我們，首先必須瞭解模擬機模擬各種異常狀況之真實程度，確定誤差不

至影響整體結果，才能確保測試結果的可信度；對於測試結果，宜以原則

性描述，避免過度強調數據，除非可完全確定結果之正確性，或有其他研

究或原廠資料足供佐證，否則建議避免直接引用測試結果作為結論或改善

建議之依據。 

10. 講者表示，執行事故調查必須避免「group think」，也就是所謂的「團體迷

思」，意思是調查小組成員在決策的過程中，因成員傾向讓自己的觀點與

團體一致，因而令整個調查過程缺乏不同的思考角度，不能進行客觀分

析。一些值得爭議的觀點、有創意的想法或客觀的意見不會有人提出，或

是在提出之後，遭到其他團體成員的忽視及隔離，最終可能導致報告的結

論不客觀、不成熟或不完備。部份成員即使並不贊同團體的最終決定，但

在「團體迷思」的影響下，也會順從團體。 

要避免上述情況的發生，調查員必須具備隨時提出不同見解的認知與勇

氣，而非總是以最資深、最有經驗者馬首是瞻，一呼百應。 

此外，本會在過去的幾個調查案件中，曾有機務、航務、紀錄器…等各專

業分組之技術人員全數投入調查之情況，雖然就單一個案而言，每個人的

工作量得以減輕，內部作業時也較能集思廣益，然而，卻也可能因為缺少

了未參與之同仁在調查報告草案詢問及建言討論會議（murder board）等

場合中，以旁觀者的立場發揮批判、監督之功能，而產生前述「團體迷思」

所帶來之負面影響。因此，對於較小規模之案件，各專業分組之人力或可

考慮適當交錯分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8%A7%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8%A7%80


 

 10 

四、建議 

1. ISASI接受各國飛安相關單位之邀請，義務於世界各地舉辦之研討會中擔

任講者，講者並可因應不同需求提供客製化課程內容，主辦單位僅須提供

講者之交通與食宿。本會未來如有舉辦訓練或研討會之需求，ISASI 

Reachout Workshops 之形式或可列為選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