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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為海洋國家，台灣附近海域航行之船隻、航空器活動頻繁故遇險狀況多，近年兩岸

均積極整合救難資源與建置快速有效率之海上、空中救援力量，期望能增進海上活動民眾安

全及遇險救援成功率。兩岸商漁船作業海域相近且重疊範圍大，為善盡轄管海域救險職責及

拯救待援民眾，執行救援時雙方飛機、船艦於目標區常會接觸或不預期的同時投入救援，兩

岸救援單位在同一遇險海、空域共同執行救援無法避免；為發揮救援無國界，拯溺為先的救

援精神，透過實際派遣航務、機務、勤務管制及飛行專業人員赴大陸中央、地區級救助單位

與搜救協調管制中心直接進行交流與經驗分享檢討，期望能建立有效之空中救援機制，強化

聯繫合作確保執行任務安全與圓滿成功。 

此次交流空中勤務總隊代表透過直接與大陸相關單位充分溝通研討，建立了協調連繫管

道，從近幾次共同執行海難救援案例檢討得失，了解彼此救援程序與能力，達成持續交流合

作共識，也協商了未來執行救援任務時海、空域管制協調默契，互相支援提供航情、氣象、

海域資料，避免空中接近危險。 

透過至各單位交流討論後，雙方對未來繼續合作方向將朝向以共同開啟連繫機制、強化

救援效能及全面整合救援力量三階段為共同努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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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海峽兩岸空中搜救經驗 

與連繫合作機制交流報告書 

壹、目的 

為提升我國空中救援效率，瞭解大陸於東南沿海與台灣海峽海上搜救機制及空中

救援單位能力與運用現況，以利整合台灣附近海域空中救援能量，當海上災難發生時

能，兩岸救援單位能協力互助各展所長，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迅速有效實施救援。

雙方執行及任務管制單位先有共識發現問題再逐步研擬解決之道，飛行單位相互了解

現有能力與未來發展，互相交流學習對方優點與檢討缺點；未來若兩飛行單位於同海

域執行救援任務時，能透過有效協調連繫機制，達成空域分配與任務協調，藉以避免

架次浪費，發揮能力互補避開危險之效益，彼此充分合作，安全有效完成每一次空中

救援作業。 

本次交流希望透過實際派遣飛行、勤務執行及機務管理人員赴大陸與救援搜救指

揮與執行等相關單位交流，共同研討近年海峽附近救援任務執行成效與任務經驗，更

進一步研擬待解決問題，增進彼此了解，建立救援連繫管道，整合兩岸空中救援單位

資源，發揮救援最大能量，增進飛行安全與建立標準作業程序，期使我國空中救援機

隊成為西太平洋專業效率安全之立體救援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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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大陸海上救援體系以交通運輸部救助打撈局為主包含負責指揮管制機、艦派遣之

海事搜救中心、地區救助局、海事中心及飛行救助隊，本次交流研討會行程規劃前往

台灣附近海域救援直接相關之單位交流，以單位分工救援能量及中央、地方(區域)層

級計區分兩類交流機關及研討議題： 

一、搜救協調、海事單位實施救援程序交流考察及問題研討；規劃拜會：北京交

通運輸部救助打撈局(中央級)、大陸海上搜救中心(中央級)、上海東海救助局(地區

級)、廈門海上搜救中心(地區級)。 

二、飛行救助隊實施空中救援運用研討會與單位訪視交流；計考察上海東海第一

救助飛行隊(台灣北部海域)、廈門東海第二救助飛行隊(台灣海峽，金、馬海域)。 

 

行 程 表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地 點 

12/8 日(日) 下 午 啟程赴北京 桃園-北京 

12/9 日(一) 
上 午 拜會大陸交通運輸部救助打撈局交流救援體系規畫 北京 

下 午 拜會大陸海上搜救中心交流救助任務管制與派遣流程 北京 

12/10 日(二) 
上 午 行程：北京至上海 北京-上海 

下 午 拜會東海救助局交流救助經驗研討任務執行窒礙因素 上海 

12/11日(三) 

上 午 「海峽兩岸空中搜救經驗交流與聯繫合作機制」研討會 上海 

下 午 
東海第一救助飛行隊飛行訓練、設施、飛機及搜救裝備

參訪與隊務、機隊管理及台灣北部海域任務經驗交流。 
上海 

12/12日(四) 

上 午 行程：上海-廈門 上海-廈門 

下 午 
參訪廈門海上搜救(應變指揮)中心經驗交流及現行海峽

及金、馬海域執行任務窒礙因素研討 
廈門 

12/13日(五) 

上 午 
至東海第二救助飛行隊，交流座談海峽及金、馬海域任

務執行經驗、雙方能力了解及窒礙因素 
廈門 

下 午 東海第二救助隊任務管制、隊務及機隊管理經驗交流。 廈門 

晚 上 搭機返回台北 廈門-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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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陸交通運輸部救助打撈局 

12月 9日上午本總隊交流人員第一站赴大陸交通運輸部救助打撈局拜會，由

局長助理陶維恭先生率救助指揮處長張建新及飛行管制中心張志軍主任等重要幹

部接待。 

救助打撈局安排於該局會議室實施接待與交流研討，會中雙方先就參與交流會

議人員相互實施介紹後，由陶維功先生表達歡迎本總隊訪問團蒞臨及希望兩岸救援

體系能有效協調整合之意，並由張志軍主任簡報救助打撈局局務及救助執行現況；

本總隊交流人員也向大陸救撈局實施本總隊現況、任務區域、能力、執行勤務概況

及未來發展方向簡報，簡報後雙方實施座談。 

大陸救助打撈局表達，該單位為大陸專責國家級海上專業救助打撈單位，負責

領海水域發生的海上事故的應急反應、人命、船舶的救助、沉船打撈及其他對海上

運輸和海上資源開發提供安全保障等多項使命。大陸救助打撈單位始建於 1951年 8

月 24日，已有 60年的歷程。受到國務院的重視和有力支持下，於交通運輸部之下

設救助打撈局，救撈從小規模救助船隊逐漸擴大救助能力。2003年實施體制改革，

在救助打撈局下組建了北海、東海及南海 3個救助局、3個打撈局和 4個救助飛行

隊，在大陸沿海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救撈網路。形成了救助、打撈、飛行隊三位

一體的建制，統一部署救助船舶、直升機（飛機）等救助待命、指揮調度和協調工

作。大陸交通運輸部救助打撈局的主要職責：(中國大陸救助打撈局，2013) 

1. 擬訂救助打撈行業有關政策、法規、標準、規範，並監督實施。 

2. 負責航行在我國沿海水域的國內外船舶、海上設施和遇險的國內外航空器

及其他方面的人命救助和海上消防工作。 

3. 負責船舶和海上設施財產救助、沉船沉物打撈、港口及航遣清障、沉船存

油和難船溢油的應急清除；提供水上、水下工程作業服務。 

4. 承擔指定的特殊的政治、軍事、救災等搶險救助、打撈任務；負責救助打

撈系統交通戰備組織協調工作；履行有關國際公約和雙邊海運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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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負責統一部署救助船舶、直升機（飛機）等救助待命力量，承擔實施有關

救助指揮調度和協調工作。 

6. 負責管理與海（水）上救助和打撈有關的涉外事宜；組織開展對外業務合

作與技術交流。 

7. 負責打撈、潛水機構資格審核；管理從事產業潛水作業的潛水夫及與救助

打撈相關的其他特殊工種的考核發證工作。 

8. 發展救助打撈研究；組織編制救助打撈系統中長期發展規劃和有關計畫；

指導行業資訊化建設。 

9. 負責管理局機關和所屬單位基本建設、財務、審計、科技、人事、勞動工

資、思想攻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設和職工隊伍建設工作；負責救助打撈行

業統計和行風建設工作。 

10.承辦交通運輸部交辦的其他事項。 

該局本部為救助計畫與督導之行政單位除督導各地區救助單位外，局本部設置

以下 12個業管辦公室： 

1. 局辦公室─負責資訊、檔案、保密和機關行政、黨務管理工作；所屬單位

文宣形象與黨務工作；並負責研究救撈發展策略；負責救助打撈法規建設

和有關國際事務工作。 

2. 規劃建設科技處─組織、編制、中長期發展規劃和有關計畫，管理所屬單

位固定資產投資計畫和基本建設並組織實施；負責有關行業技術標準、規

範制定、所屬單位的裝備管理；負責統計、資訊工作。 

3. 財務處─負責局和所屬單位的財務會計管理工作；匯總局機關和所屬單位

的財務預決算，核定所屬單位年度經費收支計畫，並檢查監督預算的執行

情況。 

4. 人事教育處─負責局和所屬單位的人事、勞動工資、機構編制、教育培訓

和技術幹部管理；承辦從事產業潛水作業的潛水夫和其他特殊工種人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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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發證及潛水機構資質審核工作。 

5. 救助指揮處（轄救撈指揮值班室）─綜合協調救助值班待命執勤；負責海

上人命救助、港口及航道清障打撈、船舶財產及海洋環境救助，執行國家

指定的特殊的政治、軍事、救災等搶險救助、搶險打撈等任務的組織指揮、

協調調度；負責救助船員和飛行人員海上救助技術培訓和訓練；負責掌握

打撈單位的經營船舶動態；指導所屬單位的指揮調度工作；負責勤務指揮

辦公室日常工作。 

6. 飛行調度中心─救助飛行隊的領導和管理、救助飛行隊的未來發展與訓練

能量和空地安全管理工作；承擔海上飛行救助的指揮調度和協調工作。 

7. 經濟發展管理處─負責打撈業務管理及技術交流；承辦打撈單位資質審核

工作、負責局機關直屬公司（內部經營單位）的管理工作。 

8. 安全監督管理處─負責救撈系統安全綜合管理和事故處理工作；綜合協調

和監督指導救助打撈安全，並承辦救撈系統安全委員會和安全專家委員會

業務。 

9. 審計處─負責對所屬單位資產管理、財務收支及專項資金等進行審計；管

理所屬單位的內部審計工作。 

10.組織部─管理局本部和所屬單位領導幹部及黨的組織建設工作。 

11.紀檢監察處─負責所屬單位的黨風黨紀監督和行政監察；在職權範圍內調

查處理違紀案件；負責所屬單位的反腐倡廉工作。 

12.員工工會 

因為台灣附近海域海上船隻活動頻繁，因此該局也將台灣海峽及東海海域列為

救助重點區域。該局也表達希望海峽兩岸雙方能在海上救助的交流上更加緊密協

調，建立機制以增進救援效率及成功率。 

本總隊沈副總隊長先表達感謝大陸救助打撈局協助此次空勤總隊交流代表考

察行程的安排，並對救助打撈局近年來救援我國遇險人民的協助表達謝意，也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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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近年來極力提升海、空救援載具性能及人員訓練的成就予以肯定；希望透過直接

人員的交流互訪，增加彼此瞭解建立協調連繫機制，提升兩岸海、空救援之協同合

作與成功率。並表達歡迎大陸救助單位透過中華搜救協會安排至台灣參訪交流。會

中雙方人員分別就近年兩岸救援演練及實際救援接觸時相關問題實施討論。 

  

空中勤務總隊交流人員赴大陸交通運輸部救助打撈局拜會與合照 

 

二、大陸海上搜救中心 

12月 9日下午交流人員赴大陸海上搜救中心交流，由海上搜救中心副主任卓

立先生及總值班室劉雨生調研員接待，實施研討會及執勤中心參觀各席位功能簡

介。 

大陸海上搜救中心成立於 1989年，負責大陸海上搜救的統一組織協調工作，

日常工作由交通部海事局督導。大陸海上搜救力量主要由專業救助單位、軍隊、中

央有關直屬部門和地方部門、以及各港口、企事業單位和航行於大陸水域的大量商

船和漁船組成。為了統合地方資源及就近指揮，於 2003年分別在煙台、上海、廣

州成立了救助局，根據季節運輸情況，在大陸沿海重點水域部署救助船值勤。(中

國大陸海上搜救中心，2013) 

大陸海上搜救中心直接執行協調指揮海上搜救工作，該中心常設值班室編制執

勤官排班 24小時輪值掌握海上狀況，及時指揮地區救助局執行搜救任務，依遇險

個案研擬投入船艦及航空器，並可協調相關單位支援救援任務，為海上遇險人員、

船舶及航空器提供搜尋救助服務。大陸海上搜救中心功能類似我國之國家搜救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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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但該中心只專責海上任務救援指管，陸上救援仍由各省級單位負責。 

該中心平日即依海上航行現況整合搜救力量，可協調、派遣專業救助單位、軍

隊、相關單位及各港口船隻、企、事業單位和航行於大陸水域的商船和漁船就近或

依能力實施救援。煙台、上海、廣州等地方救助局可直接指揮救助船隻、救助航空

器及附近航行船隻，直接統一組織協調搜救工作，掌握救援第一時間及依現場狀況

調整投入力量及實施救援作業。 

        大陸海上搜救中心研討及管制席海上航情顯示 

 

本總隊交流團於雙方研討會中，對大陸海上搜救中心執行海上救援時指揮救難

之重要性表達肯定，透過研討瞭解搜救中心各執勤席位配置及分工與我國救助體系

實施比較，並對該中心執行台灣附近救援任務時之特有程序與聯繫機制實施討論，

也瞭解大陸搜救中心對航空器派遣與管制程序，雙方交流空中救援時空域申請管制

與時程協調機制建立默契及連絡方法，以為飛行安全與增進救援效率。 

 

三、東海救助局 

12月 10日交流團由北京飛赴上海，並於是日下午至東海救助局拜會，由東海

救助局副書記紀檢組長黃金裕先生、救助處主任陸培等重要幹部接待。 

東海救助局成立於 2003 年 6 月 28 日，隸屬大陸交通部救助打撈局，現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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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1000 餘員，專業從事海上人命救助。該單位轄區北起江蘇連雲港，南至福建東

山島，該局部分轄區直接與我國北部海域重疊，區內南北主航線過往船舶密集，其

中長江口區、舟山水域和台灣海峽屬交通部水上安全重點區域。該局直接指揮海上

救助船隊，有空中需求時須協調救助飛行隊派機支援，在連雲港、長江口、寧波（舟

山水域）、溫州、福州、平潭、廈門等七大區域共設置 26 個海上救助待命點，局總

部下設救助船隊、後勤保障部和連雲港、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廈門 6 個救助

基地。擁有遠洋、近海、港口專用救助船 14 艘，其中 720KW 救助拖輪 1 艘、1940KW 

救助拖輪 5 艘、3200KW 以上大功率救助拖輪 8 艘，救生專用救助艇 7 艘。(交通

運輸部東海救助局，2013) 

東海救助局於江、浙及福建沿海慣常待命部署 

1. 專用救助船： 26 個海上救助待命點，全時安排 9-10 艘專用救助船。 

2. 救助直升機：平日東海第一救助飛行隊在上海高東機場部署 S-76C型直升

機 2架，東海第二救助飛行隊在廈門高崎機場部署直升機 1架，分別擔負

長江口水域和台灣海峽晝間 110海浬範圍內的海上救助任務。 

3. 應急救助隊：局設有應急反應救助隊，各基地均設有以潛水員為主組成的

應急救助分隊，保持 24小時救助值班，負責接收遇險信息、組織指揮救助

力量實施海上人命救助。 

空中勤務總隊交流代表與東海救助局人員合照及東海海域救助現況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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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總隊先就總隊執行任務區域、能力、執行勤務概況及未來發展方向簡報後，

沈副總隊長在會中亦對東海救助局執行海上救援時指揮救難與對台灣民眾海上遇

難時該局的協助表達謝意。 

交流座談後交流團參訪了該局局史館與執勤中心，瞭解東海救助局運作模式與

搜救中心各執勤席位及待命機、艦配置。同時直接與管制人員交流有關執行台灣附

近救援任務時之程序與協調機制。 

               

四、「海峽兩岸空中搜救經驗交流與聯繫合作機制」研討會 

12月 11日上午於東海第一救助飛行隊會議室召開「海峽兩岸空中搜救經驗交

流與聯繫合作機制」研討會，由本總隊副總隊長與大陸救助打撈局飛行任務管制中

心張志軍主任共同主持，本總隊交流代表及東海第一救助飛行隊孫越隊長率該隊飛

航教師、保修、搜救員及航務管理幹部與會，研討會流程及議題如下： 

(一)大陸海上空中救援運用與能力介紹 

(二)台灣公務航空器空中救援運用 

(三)夜間空中救援程序 

(四)搜救員訓練流程報告 

     「海峽兩岸空中搜救經驗交流與聯繫合作機制」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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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雙方各針對單位特性交流隊務運作、執勤任務經驗，夜間任務程序及搜救

員養成教育訓練實施交流與研討，並依各人專業業管現況與程序直接報告與溝通異

同。尤其對雙方飛機可能於同一任務空間執行任務時協調取得連繫管道，雙方飛機

接近時高度、時間與空間隔離建立默契，有效強化雙方分工與安全管制，避免架次

浪費與航機接近危險。 

對夜間執行任務及後艙搜救員養成流程與管理，雙方各提出規劃與現行能力及

執行窒礙因素，吸收對方優點，溝通與協商救援標準，了解對方程序與雙方飛機接

近後須完成之溝通與協調，避免誤解發生危安事件。 

 

五、東海第一救助飛行隊 

12月 11日下午交流團人員參訪東海第一救助飛行隊高東機場，由東海第一救

助隊孫岳隊長與該隊重要幹部、飛航、保修、絞車手教師陪同進行交流研討，並參

觀該隊飛管、個裝、航醫室、保修棚廠及飛行訓練實況，了解該隊現況與未來發展

方向。 

東海第一救助隊於 2001年 3月 5日於上海成立，為大陸第一支專業從事海上

搜救工作的空中救助隊，除於上海高東建置專用完整功能之機場外並於舟山島建置

救助飛行基地，支援離島救助及延伸救援範圍。 

與東海第一救助飛行隊人員合照及搜救訓練實況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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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第一救助飛行隊現有編制 185員人(飛行員 17人，絞車手兼搜救員 15人，

機務維修人員 34人，餘為行政、航管、氣象、通訊、消防、機場維護等人員，現

有人數與 100年本總隊前往交流時之 95員相較成長快速，該隊透過基地整體硬體

建設及人員精實訓練，現已具完整飛行基地規模。 

飛機數量 5架，包含運 12型定翼機 1架、EC-225大型直升機 1架、S-76C++

型直升機 3架，預計於 2013年 12月將接收新購置之 S-76D直升機 4架，現有直升

機將實施機隊整併與平行調撥充實其他飛行隊能量。視天候狀況，每 1至 2天往返

派遣直升機一架於上海與舟山島基地實施日間待命(始曉起飛，終昏返航)。 

東海第一救助飛行隊駐地設施規劃為一完整機場，組織編制較本總隊勤務隊完

整，包括：行政辦公室、飛行管理部、航務管理部、飛行保障部、機場保障部、航

空安全部、政治工作部等轄屬單位。(東海第一救助飛行隊，2013) 

塞考斯基公司上海維修服務廠毗鄰，S-76型直升機能即時獲得塞考斯基技術

人員支援，惟據飛行隊維護人員表示，航材料件待料，亦是造成維護工作執行困難

的主要因素。 

本總隊交流人員各業管專業人員直接與該隊執行各項勤務人員當面溝通，先就

任務經驗與隊務管理與該隊幹部實施交流，瞭解該隊編制及訓練執行任務概況後，

提供本總隊運作模式參考，並對近年該隊近年在台灣附近海域對我國人民救助的辛

勞表達感謝。 

 

六、廈門海上搜救(應變指揮)中心 

12月 12日交流團由上海飛赴廈門，並於是日下午至廈門市海上搜救中心拜

會，由廈門海事局長黃軍根先生率搜救中心主任宋劍華及值班室等重要幹部參與座

談。 

廈門海上搜救中心隸屬於廈門海事局，執行廈門地區海上搜救應變任務。該中



 12 

心前身為一九九 0年成立的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廈門分中心，擔負著東南沿海一千

多公里岸線及臺灣海峽中南部海域的海上搜尋救助任務，與我國鄰接與重疊海域最

大。為了快速處置廈金直航船舶和廈金海域可能發生的應急事件，有效溝通資訊和

開展海上搜救，廈門市搜救中心辦公室與金門縣有關方面經過溝通、協商，建立了

廈門市海上搜救中心值班室與金門港務臺之間海上搜救應急聯絡渠道。通過這一管

道，廈金兩地已成功實施了多起海上聯合搜救行動，及時有效地拯救海上遇險人

員。(廈門海事局，2013) 

空勤總隊先實施單位簡報後，副總隊長也表達感謝廈門海上搜救(應變指揮)

中心在前兩次海峽兩岸搜救演習的協助及近年來在金馬附近海域對我國人民救助

的辛勞。交流過程中並瞭解搜救應變指揮新中心各執勤席位配置，了解該中心台灣

附近救援任務時之特有程序與聯繫機制，對近年兩岸聯合救難問題實施檢討。 

          廈門海事搜救中心研討搜救議題及與會人員合照 

 

七、東海第二救助飛行隊 

12月 13日上午交流人員赴東海第二救助飛行隊實施救援技術研討會，由東海

第二救助飛行隊趙璐隊長率該隊航務、飛行、保修等重要幹部與會，雙方共同研討

台灣海峽附近海域救援現況與歷次聯合救難任務與演習優缺點，對海峽中線發生海

難時雙方聯繫方式及飛機派遣、空域如何協調及隔離確保安全方式完成共識。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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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享多次海上救難的經驗，該隊也對兩岸執行任務程序異同實施比較與相互分享

優點，希望未來兩岸航空器、船隻執行救援任務時能了解對方作業模式，避免誤解，

充分溝通，在安全前提下確保救援效率與成功率。 

下午參訪東海第二救助飛行隊飛機及單位設施，東海第二救助飛行隊，2004

年 8月 20日於廈門成立，並於 2010年建立福州及汕頭兩個救助飛行基地，現有飛

機數量 4架，包含運 12型定翼機 1架、S-76C+型直升機 2架、AS-365N型直升機 1

架，東海第二救助飛行隊主要擔負台灣海峽及福建沿海範圍內的海上遇險（難）船

舶、航空器、固定設施等的人員搜尋救助和人命救生；承擔海上船舶、固定設施的

傷病人員救助；配合海上救助船舶實施海上救助、消防和防污染工作；應地方政府

需要執行其他海上和陸地救援工作。(東海第二救助飛行隊互動百科，2013)  

因為該隊擔負台灣海峽及福建沿海範圍內的海上救助任務，任務區域直接與我

國海域重疊，年來本總隊執行海峽中線與金、馬地區救援任務時多會與該隊飛機同

時在任務區出現，雙方航務、勤務及飛行人員能直接交流溝通對雙方了解與互信有

很大的幫助。 

本總隊交流團也在交流中對東海第二救助飛行隊執行救援成就表達肯定，同時

感謝該隊近年在台灣附近海域對我國人民救助的辛勞。       

      東海第二救助飛行隊研討及與該隊幹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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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心得 

一、搜救協調任務管制與救援能量  

大陸海上救援體系以大陸海上搜救中心統整各救援單位機、艦及單位，依任

務特性派遣、協調、管制執行救援任務，海上救援助主要執行單位為交通部救助

打撈局所屬船隻、艦艇、航空器、水下救援器材及救助技術單位，如有大型災難

或任務需求再申請協調軍方或民間單位投入或協調台灣、香港、日、韓鄰近國家

支援。 

大陸海上救援中心功能與我國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類似，但因大陸海岸

線綿長與海域甚廣，救助單位兵力不足且受制於解放軍對海空域管制嚴格，因此

在組織效率與承擔責任上，我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較大陸為優，大陸地區執行海事

救援雖由位於北京之國家級海上搜救中心統全責，但為了就近管制任務分於煙

台、上海、廣州成立了地區救助局掌握救撈局船艦救援單位執行救援，航空器經

申請後亦由地方救助局指揮運用。各主要港口海事局(類似我國港務局)亦設置海

上搜救(應變)中心可直接指揮所屬船隻或附近商漁船實施救援任務。 

地區救助局(以東海救助局為例)為編制完整之救助管制單位，管制、簽派人

員納入編制任務管制中心掌握岸際海面搜索雷達航情，對轄區內海域海上活動直

接監控，另對船隻活動頻繁之長江口另設局部航情資訊顯示，救援派遣以船艦為

主。空中救助因能力與數量限制，現在以晝間救援為主，尚未建立夜間救援、搜

尋能量，並需考量任務特性、災難大小、輿情等條件派遣飛機支援；未來若飛行

任務能力成熟與飛機機型、數量滿足需求，將全面投入全天候救援作業。 

二、飛行單位航務管理 

交通部救助打撈局轄北海、東海第 1、2及南海飛行隊等四個飛行隊，本部交

流人員參訪時擁有定、旋翼機合計 16架，已於 2013年終添購 S76-D(全數位模組)

新型直升機四架，故現已擁有定翼機 2架，各型旋翼機 18架。新機獲得後將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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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隊配置，概略為各基地仍編配定翼機一架實施長程、長時間偵搜作業，新購置

S-76D直升機全部先配置於上海第一救助飛行隊，餘之 S-76C++直升機將改編至其

他救助飛行隊，以統合各基地機種，預計汰除妥善率不佳之 AS-365機，另外大型

救助直升機 EC-225 4架亦配置於各飛行隊待命執行較大型災難救援，因飛機架數

少，保修經費高料件獲得不易，妥善率及派遣率較低。 

大陸救助打撈局近年大力推展飛行救助隊建置，除漸進統整購置單一機型

(S-76C+以上)之高性能、數位導航機種，並極力建置各飛行基地。各基地均建置

保修棚廠自維保修人員、飛行管制中心及簽派人員。為便於實施空中救助訓練，

特於上海高東東海第一救助飛行隊建置功能完善小型機場。該基地包含保修棚

廠、個裝、航醫室、塔台、500公尺跑道，另有獨立辦公大樓、宿舍、休閒中心、

游泳池等設施。新進、精進飛行訓練以上海救助飛行隊為主要訓練單位，面積約

20公畝。 

東海第 2飛行隊駐地於廈門高崎國際機場內，配置 4架飛機，平日 2架直升

機駐於高崎機場另 1架派駐於福州基地，該隊基地設施由廈門機場服務，隊部僅

設有辦公、宿舍、維修棚廠 1棟。 

大陸飛行救助隊因成立較晚，現機隊架數不足，飛行、保修人員不足且尚在

累積實際執行任務經驗中，但透過政府全力支持與預算獲得，不論機種更新，裝

備、基地設施建置，國外基本、專業訓練及救助單位交流均有規劃與階段進程，

五年內機隊擴充至 30架以上，未來將具完整之空中救助能力。 

四個飛行隊現有飛行人員 68員，空勤救生員 63員，維保人員 125員、航務

簽派人員 61員，直接與飛行事務有關專業人員編配比約 61%。 

初期協助飛行隊成軍之軍方退役飛行員及香港飛行服務隊顧問已退休或返回

香港，新進飛行員招考來源為大陸運輸部管制之重點大學三年級學生，透過體檢、

資審及口試每年錄取 3-4員，飛行人員於大學畢業後送澳洲阿德雷航空學校受

訓，取得直升機商用執照後返國再實施專長機種換裝及救援專業訓練，S-76飛行

員每年需赴美國實施模擬機訓練，以維持該機種飛行資格，再以 FAA機種證照換

取大陸民航執照。飛行隊飛航教師平均年齡約 34歲、總飛行時間約 300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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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預劃個人飛行時間約 115小時，顯見大陸十分重視飛行員常年訓練及經驗累

積。 

晝間海上飛航救助能力已完全建置，但飛行員數量有待成長，近期正實施夜

視飛行及落艦訓練。夜視飛行受限美國軍售管制軍品限制，現以大陸自製之雙筒

夜視鏡飛行，經訪談飛行員後發現大陸製飛行用夜視鏡解析度與光放效率無法與

現行最通用之美制第三代 AN/VIS-6(我國陸航直升機部隊使用中)性能相較。 

美式飛機獲得後，原廠僅實施基礎換裝訓練，救援專業訓練仍依賴與香港政

府飛行服務隊交流，因此雖第一批受訓飛行員夜視鏡飛行時間雖已達 40餘小時，

但對夜視鏡使用程序、技巧仍顯生疏，僅於 200呎絕對高度以上使用夜視鏡飛行，

對於低空夜視鏡操作上不具能力，要實際運用於救援上尚待突破。獲得 S-76D型

直升機後因導航及夜間吊救系統已完成升級，預判將由上海之東海第一救助飛行

隊開始建制夜間救援種能，漸進式投入夜間空中救援。 

救助打撈局大型救助艦艇均具中型直升機飛行甲板，各式輔降系統亦已裝備

完全，受限各飛行隊飛機架次不足，海空協訓時數不足，因此僅具落艦經驗，艦

載直升機出航救援能量有待建制，與我國海巡艦要求本總隊實施落艦之進度概同。 

三、機隊管理運作 

維護人員主要來源，視年度人力需求招考大陸國內大學航太科技相關系所畢業

生，按民航法規定培訓及考試取得飛機維護民航證照。 

大陸救助飛行隊空勤人員(後艙搜救員)屬獨立專業單位，人員來源、訓練、陞

遷均有適用管道與制度，且待遇部分除工資外，飛行鐘點費計算與飛行員同。本總

隊現有機工長(大陸稱絞車手)由維護人員轉用，且需執行飛機基本維護與地面勤務

等工作，另飛行鐘點費計算與飛行員亦有差異，後艙搜救員與吊掛操作手來源及職

務分工與本總隊差異甚大。飛機維保均為地勤人員，後艙搜救員不具維保技術，空

勤搜救員招聘海軍陸戰隊人員，施予訓練後擔任救生員，需有 1000飛行小時，方

可成為絞車手操作救生吊掛。飛行時數達 2000小數可擔任救生員教員。 

各飛行隊均籌建庫房儲備航材料件，東海第 1飛行隊儲備品項較第 2飛行隊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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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單位間航材流通調撥共用，均依據大陸民航局民航法規定辦理機務管理、監理

與維護人員訓練、簽放資格取得等。業已取得大陸民航 CCAR-145維修單位資格認

證、CCAR-135小型航空器維護資格認證及 CCAR-147飛機維護訓練資格認證。 

本總隊 93年緣於中央政府組織改造及為整合各機關公務航空器，以不增加人

力、經費、不影響任務遂行，整併當時 4個機關既有的資源及配合推動國內航空器

維修業產業能量政策，故與大陸機隊自行維保政策不同，人力編制、設施運用與大

陸救助飛行隊差異甚大。 

大陸救助飛行隊參考香港飛航服務隊機隊管理機制，規劃未來 5年飛機架數從

現有 20架增加到 30架，航務、機務及空勤人員從現有約 256人增加至 400人，且

開始著手訓練落艦與規劃夜視裝備採購及人員訓練。 

緣於國情與飛行單位成立時空背景差異，大陸救助飛行隊勤務基地設施、設

備，及機務組織架構、編組與維護機制均與空勤總隊差異甚大，其政策推動方向為

建立完整全天候之空中救援能力，近年大量投入的資源獲得新機及計畫培訓人員，

與我國空勤總隊現正預備接收高性能新機及永久駐地規劃進度概同。 

大陸飛行隊機隊採自行維修，各基地設機務部，部下設修管、品管、工程技術、

航材管理、機械維護及電子維護單位，組織架構符合民航法規範，目前人機比約為

6.9人(125人/16架)。對照空勤總隊(不計空勤機工長)，總隊機務組負責機務業務，

及勤務第二大隊第二隊維護隊由隊長綜管各專業人員，自維機隊機務人機比約 5.4

人(49人/9架)，倘不計機務辦理業務、採購及履約督導等人員，僅計算維護勤務

隊人力人機比約 3.1人。雖我國空勤總隊未來將朝全機隊商維方向推動，但為能建

置有效的履約督導能力及備援商維能量不足或新約換約空檔，持續培植維修種能充

實保修人員數量與訓練仍為空勤總隊之重要課題。 

四、勤務執行運作 

各救助飛行隊所使用之直升機 EC-225、S-76C+及 S-76++均配備 4軸式自動駕

駛、氣象雷達、前視紅外線裝置(FLIR)、救護吊掛(hoist)、強力探照燈等，提高



 18 

了直升機在惡劣氣象條件下救援的安全性及人命救援的可靠性。 

執行訓練或緊急救援飛行任務飛行計畫均須先經大陸軍方批准，後經大陸民航

航管單位放行後始得飛行，影響救援起飛時效。起飛前由救助隊飛行指揮室無線電

管制，起飛後至任務完成返航之飛行全程，均由民航航管單位實施管制。救助隊飛

行指揮室亦與民航管制單位之管制雷達裝備連線，於任務執行中可透過螢幕即時監

看飛機動態、監聽航管無線電掌握狀況、及自建無線電隨時聯絡提供最新資訊，俾

利任務於更精確、更安全狀況下完成。 

因飛行隊尚未執行全天候救援任務，上班模式週一至週五飛航機組員及行政人

員日間採正常上、下班，夜間及周末假日僅留值 1機待命，如有任務於拂曉起飛出

勤。每日晝間主機場及分遣基地各乙架直升機待命，定翼機俟任務需求起飛，夜間

僅實施訓練不執行救援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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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一、強化空勤總隊各駐地設施建置 

因應空勤總隊將配合新型直升機獲得期程，實施機隊整併及汰除，未來任務執

行能力將會大幅提升，但駐地設施現況難以滿足新機需求；為能提升未來我國空中搜

救能力，提升執勤效率與飛行、保修需求，空勤總隊現正就各分駐勤務隊積極規劃獲

得永久駐地及建置訓練、保修設施。規劃適切的基地設施是出勤的基礎，在此單位轉

型任務能力擴增時，各項軟、硬體建置一定要適切配合實際需求，以利任務執行、飛

機保修及人員訓練。 

大陸各飛行救助隊廳舍及設施，無論建置新獨立之飛行基地或是與現有民航場

站共用機場，均建置現代化及預籌規劃滿足未來需求之訓練、保修及生活設施與空

間。我國空勤總隊現各勤務隊與總隊部均因當年匆促合併及接收既有之機隊與設施，

未隨單位編制、能量擴大隨之建置合理之訓練、執勤與保修空間，故現有之保修棚廠

生活設施已不符需求甚至影響任務遂行，未來高性能新機將逐年獲得，執行任務能量

將大增，保修設施及待命需求空間增加，人員待命、訓練與保修設施及空間宜儘早規

劃定案，以利單位轉型、任務及訓練執行。 

 

二、建立兩岸海空救援任務協調管道，了解雙方作業流程 

鑑於大陸近年積極建置海上救援能量，船艦、航空器數量及任務執行能量逐年

提升，我國參與海上救援主要由海巡署及本總隊擔任，兩岸商、漁船作業海域重疊距

離接近，歷次海難均會遭逢兩岸及香港救援機、艦投入同一海、空域之狀況，為提升

救援效率，確保救援任務海空作業安全，兩岸三地急需建立相同標準之任務派遣及管

制程序，現況委請中華搜救協會代表中介協調，能有效實施任務前、中、後協調與檢

討；但為能及時使相對能力單位直接溝通，尤其空中作業風險極大，兩岸飛航標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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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作為差異甚大，需透過持續的交流，了解雙方能力與作業程序，使兩岸航空器在

執行同一災難救援時能在空域、時間、高度上有效管制隔離或共同作業，確保飛航安

全與救援成功率。本總隊已提供連繫電話、傳真方式並獲得廈門海事搜救應變中心、

東海救助局及東海第一、二救助飛行隊聯繫資料，未來兩岸航空器接近時可以透過直

接溝通協調安全隔離，但有關作業流程與管制措施有賴持續的交流互訪漸進式獲得共

識與標準。 

 

三、規劃兩岸三地空中救援交流進程提升救援效率 

本次參訪交流取得了初步的海峽兩岸空中搜救單位連繫管道，也獲得雙方繼續在

搜救經驗及技術能力交流的共識，雙方均希望交流互訪建立合作機制及召開定期性救

援技術經驗研討會，並能將香港飛行服務隊納入交流對象，使兩岸三地空中救援單位

能交流檢討優劣，了解救援能量與作業流程，廣泛深入瞭解對搜救能力與合作互補的

作為。 

大陸救助打撈局提出共同建立台灣金門、連江海域空中救難應變機制建議，由於

台灣金門、馬祖與小三通人民數量眾多，醫療資源不足，且金門、馬祖及其所屬島嶼

均於該局東海第二救助飛行隊救援範圍，可就近支援；另大陸漁船於台灣金、馬海域

以東發生事故，因空域管轄因素必須繞越經過，徒增飛行時間影響救援時效。故建議

兩岸簽定「兩岸救援合作機制」，以救援無國界及兩岸互信為前提，本著快速、高效

率、便捷、全面的原則下，建立兩岸共有應變指揮系統，依協議內容於海難事故發生

時，雙方機動開放大陸福建沿海與台灣金、馬海域或空中管制，人員獲救後就近送達

最近醫療院所，俾利以最快速之行動到達現場，使兩岸人民在共享救助資源之利益

下，得到保障。 

本次交流與大陸救助打撈局研討後，雙方均有共識並各自朝以下三階段進行加強

雙方交流與了解： 

第一階段：開啟連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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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由兩岸三地輪流召開交流研討會，溝通分享救助經驗檢討救助個案，建立標

準化作業程序與協同模式。如未來廈門、福州機場可作為為空勤總隊於附近海域執行

救援任務之緊急備降機場，雙方建立協調窗口，在機制與互信共識成熟後，於相關搜

救演習時實施試降及狀況演練。 

第二階段：強化救援效能 

我國衛生福利部倘能評核福建大型醫療醫院資源充足條件下，未來金門、馬祖兩

地緊急醫療後送由我國或大陸航空器，逕送福建醫院縮短救援時效。 

第三階段：全面整合救援力量 

海峽及台海附近空中救援飛機執行任務時，從派遣就有效統整，將東海第二救助

飛行隊與我國空勤總隊各勤務隊投入飛機、架次之時段、空域統合派遣，完成救援任

務，並可就近依需求至對方機場落地轉送傷患及加油整補。 

上述三個階段及進程在當今兩岸關係發展與互信上尚有多項限制需要突破，兩岸

直升機直航與救援整合上均未具條件，且除了飛行執行單位要突破技術限制及操作標

準外尚需國安、航空、醫療衛福等單位凝聚共識與分別交流及建置規範才能執行，空

中勤務總隊及大陸救撈局均已具整合救援能量之共識、需求與能力，為提升救援成功

率，發揮救援無國界，拯溺救難的精神，確保人命延續的尊嚴與珍貴，建立全面整合

的兩岸救援機制是我們應該持續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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