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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本屆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ir 

Traffic Safety Electronics Association，IFATSEA）大會首次舉行

去年修改組織憲章所新設的各項小型委員會（Sub-Committee）。此類

小型委員會跨越了過去區域性會議（Regional Meeting）的地域性限

制，可以從會議中看見不同地區各國對於同項議題的發展經驗，而非

僅僅看見亞太地區的經驗。而以特定議題為主題創設的小型委員會，

其彈性化的設計可以更有效率地解決現今航電人員所面臨到的問題與

挑戰，得以解決目前越來越複雜的航電議題，有效提昇國際飛航服務

之安全與效益，也意味著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有決心在民航領域發

揮更大的影響力。 

在本屆大會中，於各會員國代表的推選下，我國代表獲選為前瞻

性科技系統（ Future System-Technology）小型委員會資料鏈

（Data-Link）工作小組之召集人，也意味著我國必須投入更多的人力

與心力在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大會與相關活動上。持續參加國際飛

航安全電子聯盟大會有助於提升飛航服務總臺航電人員的國際視野，

並了解國際航電技術發展趨勢與國際重大航空整合計畫發展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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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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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ty Electronics Association，IFATSEA）成立於 1972 年，係由全世

界從事飛航安全電子人員（Air Traffic Safety Electronics Personnel，

ATSEP）所組成的跨國性國際民間組織；該聯盟為致力於提昇國際飛航服務

之安全、效益與一致性、協助及確保飛航安全電子人員之專業性與發展、

確保飛航安全電子從業人員的共同權益為宗旨的國際性組織。該聯盟除各

會員國外，其執委會（Executive Board）委員成員包括聯盟主席、副主席、

執行秘書、主計長、四位區域主席等幹部。 

中華民國飛航安全電子協會是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的正式會員，依

據聯盟組織章程之規定，有權派員出席會員大會及參與該聯盟運作。我國

也曾在 1989 年時主辦第 19 屆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年會，奠定了日後與

各會員國間密切且良好的關係。 

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每年依組織章程由有意願承辦之會員國爭取

舉辦會員代表大會，大會多於秋季間召開，本（2014）年度第 44屆國際飛

航安全電子聯盟年會（44th IFATSEA General Assembly）係由義大利飛航

安全協會（Italian Flight Safety Association，IFSA）主辦，自 2014

年 10月 20日起至 10月 24日止於義大利羅馬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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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年度大會，其目的在於跨越各會員國地域的

限制，成為會員國在飛航安全電子領域中知識交流與經驗分享之平台。並

提供飛航安全電子設備製造商與供應商展現新進飛航安全電子技術發展的

機會，進一步達成國際飛航安全電子技術交流的網絡。 

我國因國際政治環境因素限制，目前尚無法正式加入國際民航組織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等國際性組織，

而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則為我國少數以正式會員身分參與的國際性組

織。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為國際民航組織的正式觀察員，在國際民航組

織派有正式的代表。爰此我國派員參與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會議，除可

參與此國際性組織會議外，且可讓我國飛航安全電子人員有機會與其他國

家飛航安全電子人員進行交流，與會期間亦能了解目前國際間最新的飛航

安全電子設備系統與飛航安全電子重大建設計畫（如 SESAR、NEXT GEN等）

之發展現況，以為我國訂定未來中長期飛航安全電子設備系統建置計畫決

策之參考。 

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近年來與歐洲航空安全組織（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the Safety of Air Navigation，EUROCONTROL）合作，

針對飛航安全電子人員組織、航電訓練、認證、維護能力檢核、分級等方

面均有深入探討與發展，其發展成果已被認可為國際民航組織的官方文件

（ICAO Doc 7192），藉由參加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會議，各會員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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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電人員組織與訓練制度等相關經驗亦可作為我國航電組織未來實施變革

時之參考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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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過程: 

一、出席代表: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    區臺長      陳宗荃 

 

二、出國行程: 

1、往程：103年 10月 18日由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公司 CI071

班機啟程，103年 10月 18日抵達義大利羅馬-菲烏米奇諾國際機場。 

2、開會：103年 10月 19日報到。10月 20日至 10月 27日參加年會及相

關活動。 

3、回程：103 年 10 月 28 日由義大利羅馬-菲烏米奇諾國際機場搭乘中華

航空公司 CI072班機返程，103年 10月 29日返抵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三、會議議程: 

（一）103年 10月 20日 星期一 

  10:00-10:15     Opening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10:15-10:30     Welcome Remarks 

 ※講述概要：第一天開幕式由聯盟主席 Daniel Boulet先生主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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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由主辦單位義大利飛航安全協會成員，同時也是歐

洲航空安全局（European Aviation Safety Agency，

EASA）規則制定官（Rulemaking Officer）Filippo 

Tomassello 先生致歡迎詞，感謝各會員國代表遠道

而來參加第 44 屆年會，除表示熱切歡迎之意，也希

望各會員國代表在義大利會議期間能有愉快的一

週。 

10:30-10:50     SESAR Joint Undertaking 

※講述概要：由歐洲單一天空航空管制研究共同事業（SESAR Joint 

Undertaking，SJU）執行董事室顧問（Advisor to the 

Executive Director）Fiona McFadden 女士說明歐

洲單一天空航空管制研究計畫（Single European Sky 

ATM Research，SESAR）目前的發展進度與未來發展

期程。 

10:50-11:00     Tom Casey Award 

※講述概要：由聯盟執行秘書 Dany Van der Biest先生頒發 Tom Casey 

Award 給與已故的義大利飛航安全協會前主席

Pietro Colucci 先生，以表彰 Colucci 先生在義大

利飛航安全協會、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以及國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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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安全領域的卓越貢獻。該獎由 Colucci先生的遺孀

代領。 

11:00-11:30     Coffee Break 

11:30-11:45     Italian Air Force - USAM 

※講述概要：由義大利空軍 Roberto Cattaneo准將介紹義大利空軍的

現況與發展願景。Cattaneo 准將並代表義大利空軍

司令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11:45-12:00     Roma – Presidente Assemblea 

※講述概要：羅馬市議會主席（Presidente Assemblea）Mirko Coratti

先生代表羅馬市政府歡迎遠道而來的各會員國代

表。Coratti先生提到羅馬擁有歐洲重要的菲烏米奇

諾機場以及其他幾個民用軍用機場，飛航安全對於羅

馬市是個非常重要的議題，能夠在這個城市舉行飛航

安全電子相關的會議是羅馬市的榮幸。 

12:00-12:15     SITTI–D.G. 

12:15-12:30     Selex-ES 

12:30-12:45     ENAC 

※講述概要：會議贊助廠商 SITTI–D.G.通訊部門經理 Roberto Weger

先生、會議贊助廠商 Selex-ES 資深工程師 Angelo 

Protopapa 先生與會議贊助廠商 ENAC 代表 L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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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essi 先生分別代表各贊助廠商向各會員國代表

簡介其贊助廠商近況，並預祝會議圓滿順利。 

12:45-13:00     Special Guest 

※講述概要：大會邀請了無線電發展前驅、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Guglielmo Marconi 先生的女兒 Maria Elettra 

Marconi 女士來演講，Marconi 女士分享了她的父親

許多對於無線電的貢獻，以及 Marconi先生對於航空

通訊，飛航安全甚至是其他領域的巨大影響。 

13:00-15:00     Lunch 

15:00-16:00     IFATSEA Business – Plenary Opening 

                   1) Call to Order by President 

16:00-16:30     Coffee Break 

16:30-18:00     IFATSEA Business – Plenary 

1) Roll Call of Assembly Members 

                   2) Apologies for Absence 

※講述概要：大會介紹與會各國貴賓及往後四天會議議程，說明聯盟

財務狀況，並由各區域主席報告各區近況。 

   （二）103年 10月 21日星期二 

            第二天大會邀請歐盟與加拿大民航官員介紹最新民航

管理與民航技術之發展，並介紹贊助廠商 Sel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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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V、SITTI–D.G.、Guntermann & Drunck GmbH 等

公司，感謝與會共襄盛舉。午後則分開進行各項小型

委員會（Sub-Committee）。 

  09:00-09:30    Centralized Services and Just Culture 

※講述概要：歐洲航空安全組織（Eurocontrol）處長 Frank Brenner

先生介紹集中化服務與公平文化在歐洲航空安全組

織民航管理上應用的發展與成效，成功降低航空人員

人為誤失，提高飛航安全。 

     09:30-10:00    Coffee Break 

 10:00-10:30    Space-based ADS-B 

※講述概要：加拿大空域管制機構（NAV Canada）執行副總裁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Service Delivery）

Rudy Kellar 先生介紹星基廣播式自動回報監視系統

（Space-based Automatic Dependent Surveillance- 

Broadcast，Space-based ADS-B）的發展近況與願景。 

  10:30-11:00    Coffee Break 

  11:00-11:15    Selex-ES 

  11:15-11:30    ENAV 

  11:30-11:45    SITTI–D.G. 

  11:45-12:00    Guntermann & Drunck GmbH 

     12:00-14:00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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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6:00    Sub Committees 

16:00-16:30    Coffee Break 

  16:30-18:00    Sub Committees 

※講述概要：本屆大會首次進行上屆大會所通過的聯盟組織憲章新增

之各項小型委員會（Sub-Committee）。根據聯盟組織

憲章規定，為研究及調查某項特定議題，執委會或大

會得依需要成立各項小型委員會，而該小型委員會之

主席及執行秘書由該委員會之成員自行遴選產生。各

小型委員會得於其下再成立各項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以執行相關工作，而各工作小組之規模與組成

方式由各小型委員會自訂，並受該委員會監督。目前

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共計分有：Licensing、Training、

Future System-Technology 與 ICAO 等四個小組委員

會 。 我 國 參 加 前 瞻 性 科 技 系 統 （ Future 

System-Technology）小型委員會。該小組委員會計有

臺灣、葡萄牙、捷克、法國、瑞士、希臘、義大利、

美國、日本、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馬爾他、奈及利亞、

塞爾維亞與迦納等各國代表與會。前瞻性科技系統小

型委員會各與會代表首先選出委員會主席與執行秘

書，再列出目前關鍵的前瞻性科技系統，並成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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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在委員會中，臺灣獲各

與會代表推選為資料鏈工作小組（Data-Link Working 

Group）之召集人。隨後日本代表井上靖志（Inoue 

Yasushi）先生針對日本正在發展的航空運輸系統的改

造協同計畫（Collaborative Action for Renovation 

of Air Transport Systems，CARATS）之進度與未來

時程表進行簡報，小組委員會主席暨葡萄牙代表

Carlos Viegas先生也針對前瞻性科技系統各工作小組

可以努力的方向作了簡報。 

（三）103年 10月 22日 星期三 

第 三 天 上 午 繼 續 召 開 各 項 小 型 委 員 會

（Sub-Committee）。下午則是召開各區域之區域性會

談（Regional Meeting）。 

09:00-13:00    Sub Committees 

     13:00-14:00     Lunch 

  14:00-18:00    Regional Meetings 

※講述概要：進行區域性會談，共計分有：非洲地區、美洲地區、

亞洲太平洋地區與歐洲地區等四個區域。亞洲太平洋

地區計有臺灣、印度、日本、尼泊爾與澳洲等各國代

表與會。亞太區主席暨印度代表 Subit Kobiraj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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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亞太各國可以利用此區域性會談交流更多資訊，

並分享了今年九月印度舉辦 CNS 論壇的經驗，該論壇

集合了來自全印度 21個機場的 230名代表，齊聚一堂

交換彼此的經驗並討論技術的新趨勢。Kobiraj先生期

盼各會員國能夠在此區域性會談中提升亞太區域各國

合作的強度。我國代表則報告了飛航服務總臺逐漸實

施航電人員證照制度、實施航電人員專精複訓制度與

舉行 ILS 技術競賽等等措施，有效提升我國航電人員

維修能量。 

（四）103年 10月 23日 星期四 

08:30 - 16:00 City Tour 

          第四天全體成員參加主辦單位所舉辦一日參訪，地點

為羅馬著名的梵蒂岡博物館(Vatican Museums)與梵蒂

岡聖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  

（五）103年 10月 24日 星期五 

第五天首先為由各委員會會議記錄提交審查、修正及其

他業務之結論於大會中向各會員國報告。接著為各常設

委員會總結報告及區域會議，票選聯盟幹部，最後為大

會閉幕式。 

09:30-11:00     IFATSEA Business – Ple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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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mination and Election of Scrutineer 

2) Correspondence and Applications for 

Membership 

3) Composition of Standing Committees 

   11:00-11:30     Coffee Break 

11:30-13:00     IFATSEA Business – Plenary 

1) Presentation of Reports of Previous 

Meetings 

2) Reports of Executive Board 

3) Report of Treasurer 

13:00-14:00     Lunch 

14:00-15:30     IFATSEA Business – Plenary 

1) Consideration of Matters Submitted in 

Writing by Affiliates 

2) Reports of Standing Committees 

3) New Business 

   15:30-16:00     Coffee Break 

16:00-18:00     IFATSEA Business – Ple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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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mination and Election of Officers 

2) Future Meetings and Closure 

   20:00-          Closing Banquet 

※講述概要：大會上午綜整各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這幾天之會議記

錄，並由各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聯絡人提報後加以確

認。各區域會議也作了總結報告。大會也通過了新會

員國-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的入會案。大會下午

則進行聯盟主席、執行祕書與歐洲亞太兩區之區域主

席之選舉。聯盟主席 Daniel Boulet 先生與亞太區域

主席 Subit Kobiraj 先生皆獲得連任。德國代表

Thorsten Wehe先生獲選新任執行祕書，賽普勒斯代表

Costas Christoforou先生則獲選為歐洲區域主席。接

著大會介紹 2015 年大會後，宣布 2014 年大會正式閉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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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參與 2014 IFATSEA年會人員合影 

 
我國代表與瑞典代表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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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代表參與小組委員會討論(一) 

 

我國代表參與小組委員會討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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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人員利用會議休息時間參觀國際大廠設備展示，以吸取新知(一) 

 

我方人員利用會議休息時間參觀國際大廠設備展示，以吸取新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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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心得: 

（一） 本屆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大會首次舉行去年新組織憲章所新

設的各項小型委員會（Sub-Committee）。根據聯盟組織憲章規定，為

研究及調查某項特定議題，執委會或大會得依需要成立各項小型委員

會，而該小型委員會之主席及執行秘書由該委員會之成員自行遴選產

生。各小型委員會得於其下再成立各項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以

執行相關工作，而各工作小組之規模與組成方式由各小型委員會自

訂，並受該委員會監督。此類小型委員會跨越了過去區域性會議

（Regional Meeting）的地域性限制，如此次我國代表參加的前瞻性

科技系統（Future System-Technology）小型委員會，該小組委員會

計有臺灣、葡萄牙、捷克、法國、瑞士、希臘、義大利、美國、日本、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馬爾他、奈及利亞、塞爾維亞與迦納等各國代表

與會。這樣的會議成員，包括了歐亞非美各洲的會員國，可以從會議

中看見不同地區各國對於同項議題的發展經驗，而非僅僅看見亞太地

區的經驗。而以特定議題為主題創設的小型委員會，可以更有效率地

解決現今飛航安全電子人員所面臨到的問題與挑戰。這樣彈性化的設

計，得以解決目前越來越複雜的航電議題，也意味著國際飛航安全電

子聯盟有決心在民航領域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有效提昇國際飛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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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安全與效益。 

 

（二）職奉派代表參加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 2014年會，行前國內最

主要的國際機場-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刻正進行規畫塔臺園區新建工

程計畫，其中「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自動化系統」是臺灣第一套塔

臺自動化系統（Tower Surface Management System，TSMS）。職亦利

用會議休息時間，參觀塔臺自動化系統廠商展示。塔臺自動化系統關

鍵的技術難度在於結合總臺現有的航管自動化系統（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ATMS）、自動氣象觀測系統（Automated Weather 

Observing System，AWOS）與未來將設置的先進場面活動導引及管制

系統（Advanced Surface Movement Guidance and Control Systems，

A-SMGCS）等等系統，使其 ATMS 系統之監視（Surveillance）訊號、

飛航計畫（Flight Plan）與 AOWS系統之氣象資料等等資料可以互通，

以及透過 A-SMGCS 系統控制場面上之燈光系統。塔臺自動化系統與其

他現有及未來系統的跨接結合是否成功，將決定塔臺自動化系統建設

的成功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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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所展示與 ATMS系統結合的塔臺自動化系統架構圖 

 

塔臺自動化系統（Tower Surface Management System，TSMS）可使管

制員看見並統整機場場面與鄰近空域的航班與車輛位置等資訊，管制

員並可藉由自動化系統了解並安排航班起降的時間表，提高空域使用

效率，並增加飛航安全及效能。因應日益激增的空域需求，擴大航空

運輸量，塔臺自動化系統可以協助管制員優化機場起降與排班程序，

也可以大幅度提升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的承載量，對於我國日益成長的

航運量也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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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臺自動化系統展現不同狀態的航班資訊 

 

塔臺自動化系統展現場面與附近空域的航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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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臺自動化系統展現起飛與降落的時間帶資訊 

 

廠商所展示的塔臺自動化系統於管制席位擺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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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歐盟自 2000年起由歐洲單一天空航空管制研究共同事業（SESAR 

Joint Undertaking，SJU）所總體規劃的「歐洲單一天空航空管制研究

計畫」（Single European Sky ATM Research，SESAR）和美國聯邦航空

總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所總體規劃的「次世 

代航空運輸系統計劃」(Next Generation Air Transportation System，

NextGen)皆是全世界航空界最重大的航空整合發展計畫。此兩個計畫都

是以空域優化，提高航運量與安全性為主要的目標。與我國同樣位於亞

太地區的日本，也正在進行「航空運輸系統的改造協同計劃」

（Collaborative Action for Renovation of Air Transport Systems，

CARATS），期望以領頭羊的角色，帶領世界航運量第三高的亞太地區開

始進行如同 NextGen及 SESAR的長期航空建設發展計劃，來達成國際民

航組織所通過的 2025年的航空管制指導方針預定的目標。 

 

 

NextGen、SESAR與尚未有長期航空建設發展計劃的亞太地區航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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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國紛紛開始發展長期航空建設發展計劃之時，位於亞太航運

樞紐的臺灣當然不能置身事外。有幸我國有一群有遠見、有魄力的民

航前輩，早在十多年前即開始規劃展開「臺北飛航情報區通訊、導航、

監視與飛航管理（Communication, Navigation, Surveillance / Air 

Traffic Management，CNS/ATM）發展建置計畫」，經歷飛航服務總臺

同仁歷經多年的群策群力，終於在 2011年完成整體發展建置計劃。不

但有效疏解擁擠的空域，大力提昇飛航安全的效率，飛航服務更是向

前邁進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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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1、 積極參與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與相關國際交流活動 

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自去年修改組織憲章後，成立了功能取向的

小型委員會（Sub-Committee）與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這

樣彈性化的設計，得以解決目前越來越複雜的航電議題，也意味著

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企圖在民航領域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在本屆大會中，於各會員國代表的推選下，我方代表獲選為前瞻性

科 技 系 統 小 型 委 員 會 （ Sub-Committee for Future 

System-Technology）資料鏈工作小組（Data-Link Working Group）

之召集人，也意味著我國必須投入更多的人力與心力在國際飛航安

全電子聯盟上。 

而在亞太區域會議上，區域主席 Kobiraj先生也一再希望亞太區各

會員國能夠更加積極之交流。亞太區各會員國雖然沒有歐盟那樣統

一的標準可以遵循，但是航電文化背景相近，有許多制度與經驗可

供我國航電長遠規劃作參考。為提升總臺航電人員的國際視野，了

解國際航電技術發展趨勢與國際重大航空整合計劃發展進度，建議

持續派員並積極參與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年會與其相關國際交

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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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參與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及其他國際航電事務之人員編組 

過去奉派參與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年會的人員時常替換，雖能擴

大參與國際事務的人數，但是由於人員時常替換，與會人員對於聯

盟會務運作與現行政策不熟悉，難以在會議中進一步參與深入的討

論，也無法累積經驗，無法提升我國航電的國際影響力。 

本屆大會我國代表獲選為前瞻性科技系統小型委員會資料鏈工作

小組之召集人，需要固定團隊來參與此工作小組之交流活動，並能

夠為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以及民航界作出實體貢獻。 

有鑒於其他會員國代表團成員皆為固定班底，長期參與國際飛航安

全聯盟會議及相關活動，不僅熟悉國際飛航安全聯盟會務與相關工

作項目，更可以培養與其他會員國代表之間的人脈。 

爰此建議在總臺航電幕僚單位，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航電國際事務

專責單位，專責就航電國際事務，統一與各國際間航電組織溝通協

調聯繫。並可以組成固定團隊，參與國際飛航安全電子聯盟大會、

各小型委員會及區域性會議，擴大參與的人數，並可以擴展航電人

員之國際人脈與視野，有助我國收集各國航電發展現況及汲取他

國發展經驗。 

如果在經費許可下，建議增列公費名額，以擴展航電人員之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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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並汲取新知，除提高我國航電人員國際能見度，亦可有助我國

航電人員了解國際重大航電計畫之技術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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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IFATSEA 小組委員會與工作小組職權範

圍及 IFATSEA 小組委員會相關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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