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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依據「民用航空法」及「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規定，為保

障飛航安全及符合國際民用航空標準，航空器駕駛員應經學、術科檢

定合格，取得檢定證後始得執行飛航業務，並應於檢定證有效期限內

每十二個月內，至少執行二次考驗，其間隔應在四個月以上八個月以

下，且二次考驗內容不得完全相同，以維持航空器駕駛員適職性。 

上開適職性考驗係在確保受檢之航空器駕駛員知識、能力及操作

技術，於考驗時必須在航空器、模擬機、飛航訓練裝置或其組合執行

特定項目，經由考驗過程，判定是否具備可接受程度之航空器系統知

識且有能力執行正常、異常及緊急飛航程序。 

104 年 2 月 4 日發生復興航空 GE235 空難事件後，民航局根據飛

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公布事實調查資料及風險預防需求，賡續執行復興

航空及 V 航 A320/321 機隊航空器駕駛員適職性考驗，其包含學科口

試及模擬機(術科)考驗，考驗方式係由民航局檢查員與公司檢定考試

官共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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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 出國行程： 

民航局派員執行復興航空及 V 航 A320/321 機隊飛航駕駛員適職

性考驗計畫，於 5 月 4 日至 5 月 12 日派航務檢查員王康慈赴泰

國曼谷執行考驗督考，往返行程兼施國際線航路查核作業，行程

簡述如下表： 

 

出國人員 出國日期 
A320/321機

隊考驗督考 
返國日期 

王康慈 5月 4日 5月 5-11日 5月 12日 

 

二、執行術科考驗： 

(一)實施日期：104 年 5 月 5 日至 5 月 11 日。 

(二)考驗地點：泰國曼谷 AATC 模擬機訓練中心。 

(三)考驗方式：以模擬機考驗為主，口試為輔。 

(四)考驗對象：復興航空 A320/321 機隊飛航駕駛員 12 人次，及

V 航 A320/321 機隊飛航駕駛員 2 人次，共計 14 人次。 

(五)考驗內容：以航空公司 A320/321 機型年度適職性考驗術科課

目為範圍，考驗重點包括，起飛時火警放棄起飛、起飛時火

警繼續起飛操作、起飛時發動機失效繼續起飛操作、空中重

新啟動發動機、單發動機進場、重飛及落地操作、非精確系

進場、重飛及落地操作及各類異常及緊急情況處置程序(詳如

附件)。 

(六)考驗規定：通過口試考驗者，由民航局檢查員，於泰國曼谷

與航空公司檢定考試官共同執行模擬機年度適職性考驗 1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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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4 小時)。考驗不及格者，立即停止任務派遣，並依航空

公司訓練與考驗不及格程序辦理。 

三、術科考驗結果： 

(一)總計實施考驗 14人次(復興航空A320/321機隊飛航駕駛員 12

人次，及 V 航 A320/321 機隊飛航駕駛員 2 人次)。 

(三)考驗結果 V 航 A320/321 機隊飛航駕駛員 1 人次未達及格標

準，V 航依訓練與考驗不及格程序經評定需加強訓練後，再

予考驗。 

參、心得與建議: 

泰國曼谷 AATC 模擬機訓練中心的訓練已具有相當規模，模擬機

妥善率亦均符合訓練需求，104 年 2 月 4 日發生復興航空 GE235

空難事件後，目前復興航空及 V 航 A320/321 機隊飛航駕駛員之適

職性考驗皆於該模擬機訓練中心執行，且復興航空公司 GE-867 每

週 7 航班飛曼谷，對飛航組員訓練時段之安排較為便利，且有充

分足夠時間休息及準備年度訓練課程，效益明顯改善，提升訓練

成效。 

本專案考驗發現於原廠訓練之新進 A320/321 型飛航駕駛員，部份

不正常程序訓練(如液壓系統 G+Y 與 G+B 失效等課目)僅執行示

範，未實際操作訓練，致使於年度適職性考驗執行時，較為生疏；

另年度適職性考驗課目設計，應以公司手冊及航圖規範限制為依

據，選擇飛航機場及航路宜予飛航駕駛員正確之判斷與操作，以

達訓練及考驗之標準要求；對於特殊飛航之營運規範許可項目，

宜以單一特定機場規劃訓練與考驗，以符合授權能力之訓練及考

驗之標準要求，均己提供航空公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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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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