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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參加國際機場協會全球訓練部門（ACI Global Training）之訓練計劃，該

訓練計劃最早成立于 2004 年，主要任務為提升機場專業管理智能，提供一系

列高品質、極具深度之機場管理課程，主要課程學員為國際機場協會之會員機

場。課程類型分為機場經濟、航空保安與安全、環境永續、設施及管理等不同

類型之實務課程等等。桃園國際機場加入國際機場協會已屆 9 年餘，亦可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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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身份參訓，不僅學習國際機場管理最新智能，更可與各國機場同業結識交

流，針對共同關切之經營課題進行研討。 

 

本次參訓課程主題為 Airpor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為五日課程，

主要目標為提供機場與環境保護的主要基礎課程，包括世界經濟永續發展、航

空運輸與環境影響、永續發展與環境管理、機場之氣候變遷與碳管理、航空器

噪音監測管理與公佈、水資源使用與再生、土地使用與居住地管理、地區空氣

品質等，提出系統化之分析與見解，期望學員將可從課程中學習機場運作與環

境永續發展的基本概念、環境管理系統主要因子，並系統化切入分析環境管理

的環保與商業利益。 

 



3 
 

目次 

壹、 目的……………………..…………………………………………4 

貳、 過程 
一、 行程總表……………………………………………………………6 

二、 課程內容記要 

1. 永續發展對航空產業的意義及可能衝擊………………6 

2. 環境管理系統……………………………………………………9 

3. 航空噪音…………………………………………………………12 

4. 空氣污染…………………………………………………………14 

5. 機場碳排放計算………………………………………………20 

 

參、 心得與建議……………………..…………………………25 

肆、 附錄……………………..………………………………………27 

 

 

 

 

 

  



4 
 

壹、 目的 

為吸收國際標竿機場管理知能，同時培育本公司專業管理人才，

成為公司內部講師及未來管理職務接班人，爰自 2012 年起，與 ACI

合作參與 AMPAP（機場專業管理認證課程），為公司重要職能培

育課程。旨案課程係 ACI(國際機場協會)/ICAO(國際民航組織)合辦

之機場專業管理認證教育訓練機構(ASI)所開設，學程共有 6 門必修

課程，合格學員應於三年內修習完畢，課程包括有： 

 (一)IAP（International Airport Professional 入門課程） 

 (二)Airport Commercial and Finance 

 (三)Airport Operations, Safety and Security 

 ( 四 )Airport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五)兩門必選修課程：學員應自 ACI AMPAP Elective 課程自選

兩門修習完畢，課程包括機場環境管理、ACI/ICAO 空側規劃認證、

ACI/ICAO 機場收費制度、航空公司管理(Airline Management for 

Airport Professionals)、機場公眾溝通與公關、機場人力資源管理、

機場安全系統建置、建立機場旅客服務文化；或 ACI 訓練中心開設

之其他課程等皆可認列學分。 

本次參加國際機場協會全球訓練部門（ACI Global Training）

之訓練計劃，該訓練計劃最早成立于 2004 年，主要任務為提升機

場專業管理智能，提供一系列高品質、極具深度之機場管理課程，

主要課程學員為國際機場協會之會員機場。課程類型分為機場經濟、

航空保安與安全、環境永續、設施及管理等不同類型之實務課程等

等。桃園國際機場加入國際機場協會已屆 9 年餘，亦可以學員身份

參訓，不僅學習國際機場管理最新智能，更可與各國機場同業結識

交流，針對共同關切之經營課題進行研討。 



5 
 

本次參訓課程主題為 Airpor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為五

日課程，主要目標為提供機場與環境保護的主要基礎課程，包括世

界經濟永續發展、航空運輸與環境影響、永續發展與環境管理、機

場之氣候變遷與碳管理、航空器噪音監測管理與公佈、水資源使用

與再生、土地使用與居住地管理、地區空氣品質等，提出系統化之

分析與見解，期望學員將可從課程中學習機場運作與環境永續發展

的基本概念、環境管理系統主要因子，並系統化切入分析環境管理

的環保與商業利益等。 

從這門課程中，參訓學員可學習到以下項目： 

1. 永續發展的概念應用于機場運作與發展。 

2. 環境管理系統的基本因子。 

3. 環境管理的系統化背後的商業與環境利益。 

4. 機場的主要環境影響。 

5. 討論環境改善的計畫與實做。 

6. 如何向機場利害關係人溝通機場對於環境影響衝擊與潛在解決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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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行程總表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上午 Module 1 - 

Course 
Introduction 
Module 2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World 
Economy and 
Aviation 
Module 3 –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viation: An 
Overview 

Module 5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Module 6 –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odule 8 – 
Habitat, 
Ecology and 
Sensitive 
Sites 
Module 9 – 
Water Use, 
Treatment 
and 
Minimisation 

Module 12 
–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mmercial 
Imperative 

Module 15 –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at 
an Airport: A 
workshop 

下午 Module 4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odule 7 – 
Aircraft Noise 

Module 10 – 
Wastes 
Generation, 
Reduction 
and 
Treatment 
Module 11 – 
Local Airport 
Air Quality 

Module 13 
– 
Accounting 
for Airport 
Carbon 
Emissions 
Module 14 
– Delivering 
Carbon 
Reductions: 
A Case 
Study 

Course 
examination & 
evaluation 

 

二、 課程內容記要 

本次參訓課程共包括幾個學習重點，包括「永續發展對航空產業的

意義」、「航空業對於環境的衝擊」、「永續發展與環境管理」、「環

境管理系統」、「協同式環境管理」、「機場之氣候變遷與碳管理」、

「航空器噪音監測管理與公佈」、「水資源使用與再生」、「垃圾排放、

減量與回收利用」、「土地使用與居住地管理」、「地方空氣品質」等。

以下謹針對前述學習重點說明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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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續發展對航空產業的意義及航空業對於環境的可能衝擊 

環境永續發展必須與經濟發展取得平衡，一般而言航空運輸成長對

於社會與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利益，但也對於環境與社會關聯影響帶來

顯著衝擊，這些衝擊現在已逐漸威脅到航空業的成長。 

因此，永續發展的目標主要在追求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同時，也不忘

降低可能帶來對社會與環境的衝擊，如何從其中取得平衡，是永續發展

的主要課題與挑戰。 

有鑒於此，生態足跡分析（Eco-Footprint Analysis）即在衡量一群

目標閱聽眾（例如一個國家、地區或城市）在消耗（例如：砍木造屋）

了多少土地自然資源的同時，地球自然的資源要花多少時間才能生產轉

換（例如：森林復育）成為各項經濟社會活動所需。理想的情況是自然

資源的供給與消耗需取得平衡，我們的地球環境才能維持生生不息自我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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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業對於環境造成的衝擊」 

航空業活動對於環境帶來許多影響與衝擊，根據統計，全球航空業

二氧化碳的排放值逐年升高，約佔全球碳排放 3%。雖然目前航空業碳

排放比例相對偏低，但以驚人速度成長，不可小覷。航空業造成污染排

放的來源包括航機與航機類型、載重量、飛行距離與航線，航空油耗更

與許多營運方式有關，例如機場空側運作方式、空管策略、地勤服務等

等。也有越來越多的航空碳排放法規管制來源，例如歐盟 ETS 政策、油

耗、排放稅、機場碳排放限制等。 

航空產業除了對於全球碳排放造成的累積與衝擊持續攀升外，對於

地區環境影響更是直接與顯著，例如： 

 噪音-航空器/機場活動 

 空氣污染 

 土地/地表水污染 

 碳排放 

 能源與水利用 

 廢棄物 

 對居住地的衝擊 

有鑑於此，ACI 提出有關因子將能進一步驅動機場推動環保政策，

包括從制定法規、與營運成本關聯、與機場營運容量相關聯、制定計畫

核准程序、確保正面形象、避免無效公關以及來自股東投資人的要求等，

都可以促使機場管理當局與航空公司主動推出環保政策，避免汙染或排

放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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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管理系統 

面對環境議題，機場當局常囿於環境影響的限制，無法明確認知何者

該優先解決，這些議題包括有： 

(1) 例如噪音或空氣污染議題，無法充分使機場容量充分發揮。 

(2) 因需顧及環境汙染與衝擊而無法順利取得民間及政府核准擴建

與興建機場設施（例如新跑道）。 

(3) 每年度耗資鉅資管理或減輕環境衝擊影響（如噪音與廢棄物），

或是確保能源與水資源可以有效利用。 

(4) 為了充分利用資源或管理廢棄物所耗費上的鉅額成本。 

為了有效控制環境汙染或衝擊，本課程為航空產業領域整理出以下

幾點啟示，包括有： 

(1) 重視持續生態效率改善的承諾。 

(2) 科技與技術的再精進-推廣最佳做法。 

(3) 營運模式的改變。 

(4) 最佳化資產投資與運用。 

其中，如何降低航空產業對於環境的衝擊，本課程建議應該採用系

統化的途徑進行環境管理，甚至訂定績效指標；並鼓勵並激勵企業間的

良性競爭，尋求更好的減低環境影響衝擊的解決方案。 

綜上，本課程建議機場管理當局應建立自己的一套「環境管理系統」，

一套環境管理系統應包括 5 大步驟，從機場管理者、機場服務營運商及

社區利害關係人的執行承諾、蒐集、調查、確認並排序出對環境有潛在

或直接影響的機場關聯作業活動、發展環境管理政策與關連計畫、合理

針對政策目標進行人力、財務與技術資源的安排、發展監測執行進度機

制並確保資源做最佳化利用，以及檢視不同方針的成果並對未來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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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本課程針對環境管理系統做出以下定義： 

ISO（國際標準組織）定義環境管理系統為一個管理工具，可使組織： 

 確認並控制會造成環境衝擊的作業活動、產品或服務。 

 持續改善環境績效。 

 系統化推動制定環境目標、執行這些目標並對外宣達已經完成

的進度。 

截至目前為止，全球目前有兩個主要的環境管理系統的認證機構，

第一個是 ISO 國際標準組織的 ISO 14001（2015 修訂）以及歐盟生態管

理與稽核架構（EU’s Eco-Management and Audit Scheme, 1995）。 

進一步說明環境管理系統的建構過程，將包括一連串的管理做法，

包括建立組織承諾、先期檢視整體環境、環境影響項目登錄、建立環境

政策、設定目標及指標、建立環境管理計畫、組織與訓練、將環境管理

文件化並制定控制程序、環境管理監控紀錄、日常內稽與整體環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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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檢視。 

其中，組織承諾的確定象徵組織推動環境管理的決心，接下來先期

檢視整體環境與環境影響項目的登錄則是奠定整體架構基礎，包括

Environmental aspects （ 造 成 環 境 衝 擊 的 作 業 活 動 層 面 ） ， 與

Environmental impacts（前述活動對環境造成的改變或衝擊），這裡

所談的環境可指機場作業可能影響到的空氣、水、土地、自然資源、動

植物生態、人類等等。 

在檢視整體環境時，本課程列舉多項與航空及機場作業攸關的領域

足供機場管理人員參考。包括有：減少航空噪音、鄰近地區空氣品質監

控管理、溫室氣體排放、機場能源管理、水油電等資源管理、垃圾減量

與管理、機場地勤作業流程優化、服務規劃設計、與利害關係人共同訂

定環境績效指標、機場內部教育訓練、機場外部公眾溝通與政策立法

等。 

透過前述種種的項目環境檢視後，機場管理方應逐步清點並建立屬

於適合自己的機場環境檢點表（Environmental registers），每一個環

境議題都有其歸類的關聯汙染項目，以及背後可能導致汙染的作業活動

成因、其相關的程序法規文件等，如下圖所示。 

表：Registers of Environmental aspects 

 

接著，組織應訂定出具體可以衡量的環保目標，方有利日後的追蹤

與衡量。本課程將其命名為 SMART targets，SMART 即 5 個單字的縮

寫 Specific、Measurable、Attainable、Relevant、Time-bound，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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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是否夠具體、可衡量、是否可達成、與組織目標相關、及時間。 

環境管理系統是一連串扣連著環境議題與可能汙染來源的追蹤項目

文件化及工具化的過程，目的在於更便於有效針對機場環境及汙染源進

行有效控制與監督，也制定了一連串的行動計畫，針對不同的汙染源與

環境問題提出有效及時的行動措施，更有利於機場管理者執行與管控。 

3. 航空噪音 

航空噪音是機場最大的汙染源，而噪音最主要的來源為航空器。即

使飛機引擎製造技術日新月異，但飛機起飛或降落時所帶來的巨大噪音，

仍對機場周邊居民生活品質造成嚴重影響。因此，每一座機場都需界定

出噪音影響範圍 （Noise Contours），並將其公諸予公眾查詢。噪音

的影響程度也攸關社區與地方政府的政策要求，若地區反噪音聲浪大過

對於機場的發展，機場極有可能必須依照公眾要求及政府有關減噪政策，

制定出嚴格的噪音影響範圍區域以及可運行的航路、航機架次數（或禁

止噪音機型起降架次或時段）、機場跑道可營運時間甚或是機場宵禁等

等。 

噪音必須是可衡量的，依照不同影響程度，可區分為 Noise、Noise 

nuisance（噪音滋擾，較為強烈的噪音影響，已屆法律管制範圍的噪音

標準）、Noise exposure（噪音暴露）、Noise annoyance（噪音困

擾，較主觀因人地物感受而異）、Noise disturbance（噪音打擾，無

涉及法律層級，例如打斷睡眠）等。 

對於機場噪音管制觀點，通常都同時考量在地居民觀感、社會經濟

型態、生活型態、文化習慣等因素，以訂定出最適宜在地化的噪音影響

標準。為了精確掌握噪音對於社區的影響程度，噪音監控（Noise 

monitoring）是必要的，通常機場當局應回應社區居民需求，公平設置

社區不同角落的噪音監測點，在噪音影響區域範圍的疆界內設置，並搭

配制定出對地區居民的噪音回饋補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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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影響範圍至關重要，通常縝密的噪音影響範圍也是周邊都市土

地開發利用的關鍵參考藍圖，一般而言，城市開發、人口密度與人口遷

徙以及房價，都與噪音影響範圍圖息息相關。 

 

圖：較減噪的飛機起飛與連續高度降落程序 

然而，既然噪音最大來源為航空器，航空公司駕駛是否遵守航空路

徑飛行固定的路線與高度，以利維護社區安寧，將噪音影響降至最低，

機場當局即必須優先出面協調航空公司與控制噪音的惡化。越來越多機

場當局與航管單位提出噪音管控政策，提出更加合適的機場主計畫、規

劃建議的優先航路、嚴格蒐集噪音數據等，要求航空公司必須遵照既定

航路飛行程序（如較為安靜的起飛或連續下降程序，如上圖）、甚至選

用更環保減噪的機型機種、遵循飛航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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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氣污染 

空氣污染的議題，一直是環境保護中的主要項目。近年來，全球各國

對於空氣污染所造成的地球暖化議題，均高度重視。2015 年 12 月 13

日，在法國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高峰會（COP21），與會的 195 個

國家一致投票，通過厚達 39 頁的《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

正式通過史上第一份，要求所有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協議。《巴黎

協議》內容包含，對本世紀限溫訂出目標，氣溫上升比工業革命前，不

多於 2℃，並努力爭控制在 1.5℃內。 

 

飛機所排放的污染物，包括了導致全球暖化的二氧化碳，也包括了二

氧化硫、氧化氮、碳氫化物、一氧化碳和沒有燃燒完的燃料等污染物。

當中二氧化碳更是各氣體之冠。單單是一程香港往倫敦的航班，每位乘

客便會排放 1.2 公噸的二氧化碳，而氧化氮也有 6 公斤。可見飛機排放

也是空氣污染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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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國際機場的建設對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有着長遠重要的影

響。一個機場的興建和運行也與地方經濟和人民的生活密切相關。機場

對地區經濟和就業影響一般被視為是正面的，但是在環境影響部份則大

多為負面的。在歐美國家，社會大眾對於機場的擴建或新建也都非常關

心。在興建之初的公開說明階段，大多數時候機場的開發，都會遭到機

場附近居民和環保組織的強烈反對。 

所以，是否擴建或新建一個機場，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是一個非常慎

重的決定。例如在英國，機場擴建和新建計畫需要經過地方政府規劃單

位的審核程序。此外，因為機場也是國家基礎建設的重要部分，英國政

府同時要求機場規劃必須從民航發展的角度進行評估。因此，機場擴建

或新建計畫從通過計審查到批准建設的過程均十分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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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的環境影響除了明顯的噪音議題外，機場空氣污染物排放及其對

空氣品質量的影響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包括國際民航組織（ICAO）航

空環境保護委員會（CAEP）等相關國際機構也開始關注此項議題。在

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機場的擴建一直以來在環境影響方面都會引發巨

大的爭議和輿論的關注。 

大型機場氣候變化的影響，主要呈現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航空業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約佔全球人類活動排放量的 2%，而這其中有 62%是

來自於國際航班，航空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預計每年增長 3%-4%。到

2030 年，世界十大航空交通流量中，預計最大的增量將發生在中國大

陸的國內航空業，到 2030 年，中國將增長 7.9%；並佔全球航空旅行流

量的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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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產生的各種污染物中，硫氧化物會造成酸雨，也是生成細懸浮微

粒（PM2.5）的前驅物，航空燃油的硫含量則會影響飛機引擎排放 PM2.5

的多寡，燃油業者若能將航空油品內的硫含量降低，將可減少 SO2 及

PM2.5 的排放，對機場週邊城市的空氣品質改善有所助益。 

以台北市為例，根據台北市政府環保局的檢測結果，台灣中油公司與

台塑石化公司的航空燃油硫含量，檢測平均值分別約 400ppm 與

1400ppm，雖均符合法規標準 3000ppm，但相較車用柴油 10ppm 高

出甚多。另外，世界各國航空燃油的硫量約介於 348ppm 到 830ppm，

顯見國內業者應有減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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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世界觀察》（WORLD WATCH）雜誌《機場與城市能否

共存》內容所述，一架波音 747 客機重約 425 噸，一次正常的降落、

滑行、起飛平均需要 32 分鐘，耗油約 4000 公斤（約 5000 升），每燃

1 公升汽油釋放出 8400 升廢氣。起飛離地時 2 分鐘里的廢氣相當於

3000 輛汽車的排放量。噴氣發動機在高空飛行時效率最佳，基本只排

放二氧化碳；但在地面燃燒效率很差，燃燒不完全，廢氣中除了二氧化

碳，還有氮氧化物(NOX)、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及醛等二百多種有

毒物質。一架波音 747 在 32 分鐘的降落起飛時間裡產生的氮氧化物

(NOX)約 87 公斤。氮氧化物產生光化學煙霧污染，是造成霧霾的元兇，

並與空氣中的水結合轉化成硝酸和硝酸鹽，形成酸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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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場碳排放計算 

由於能源產業係未來面對減量要求之第一波衝擊對象，無論減量壓力

源於國際減量之要求、或自身能效提升與減量承諾，均以溫室氣體盤查

作業為整體制度推動之基礎，而透過溫室氣體盤查工作的進行，除了藉

此掌握及檢視自身溫室氣體排放量外，更奠定了未來作為溫室氣體減量

之基石。 

依據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reenhouse Gas Protocol）定義，對於

溫室氣體的範疇可分為三類。 

 範圍 1：各種直接排放的溫室氣體。 

 範圍 2：從購電、熱能或天然氣的過程間接排放的溫室氣體。 

 範圍 3：其他由生產活動上、下游所間接排放的溫室氣體，如開

採和生產採購的原材料和燃料，不包括在範圍 2 的電力生產相關

的活動、外包行為、垃圾處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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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 提出的機場碳認證程序，提供了一個可量測且共同的架構，讓

機場可積極的執行碳管理工作。該程序涵蓋了大部分的碳排放量業務活

動，這個程序可以用在任何一個機場，作為其日常環境管理活動和長期

戰略的一部分。 

機場碳認證認可並派駐機場的管理和減少碳排放的努力。有四個層

次的認證：「比對」、「減量」、「優化」和「碳中和」。 

「比對」步驟是要求機場要執行碳足跡的測量。為了取得第一階段

的認證，機場必需做到下列事項： 

 依據溫室氣體協議定義中的範圍 1 和範圍 2，明確將機場的「運

營範圍」和排放源。 

 收集數據，並計算上述來源過去幾年每年的碳排放量。 

 編撰碳足跡報告。 

 提送前應請獨立的第三方來驗證單位認證該報告，以確保碳足跡

的計算是按照 ISO14064 的要求。 

「減量」則是逐步實現減少碳排放。為了達到第 2 階段認證，機場

必需做到下列事項： 

 達成第 1 階段「比對」的所有要求。 

 提供有效的碳管理程序等相關證據，包括目標設定。 

 通過分析連續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數據，證明在碳足跡方面有

明顯的減。 

「優化」步驟部分，在減少碳排放方面，機場碳認證需要相關單位

的參與。相關單位第包括航空公司和各類服務提供商。例如：地勤服務

公司、餐飲公司、航管單位等。它還包括各種地面交通（公路、鐵路）

主管部門和用路人。為了達到第 3 階段認證，機場必需做到下列事項： 

 完成第 1、2 階段的所有要求。 

 擴大其碳足跡的範圍，包括 GHG 所定的範圍 3 排放。範圍 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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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衡量包括 

 飛機降落和起飛一次的排放量 

 機場乘客和工作人員進出機場的地面運輸活動 

 工作人員出差活動的碳排放 

 任何其它機場當局認為的適用範圍 3 的排放源 

 提出與第三方運營商共同減少碳排放量的證據。 

「碳中和」表示需抵消剩餘的直接碳排放量。為了達到此階段的認

證，機場必需做到下列事項： 

 達成第 1、2、3 階段的所有要求。 

 抵消剩餘的範圍 1 及 2 的碳排放，以顯示其對實現碳中和行動

的所有直接排放和間接排放超過該機場的補償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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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的碳排放量，有 90%來自於航空器，6%來自於其它各項地面運

輸活動，其餘的餐飲服務、公用事業、廢棄物…等活動，總共僅佔 4%

左右。 

 

若不計算航空器的碳排放量，地面運輸活動將成為機場主要的碳排

放來源，比例高達 70%，其餘的餐飲服務、公用事業、廢棄物…等活動，

則分別是 5%、15%、10%。顯見交通運具仍是主要的碳排放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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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將地面運輸交通細分，可以發現有超過 90%以上的碳排放來自

旅客進出機場的旅次行為，其次為機場員工的通勤交通，佔比約 5%，

剩餘的各種交通活動，共佔 5%的碳排放。 

 

 

 

  



25 
 

參、 心得與建議 

1. 全球化社會追求經濟快速發展，機場建設是不可缺少的關鍵建設項

目，但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航空產業所帶來的污染是國家與全

球最大的外部成本。各項由航空器、機場開發所帶來的噪音、空氣

污染、水資源、能源使用不效率及廢棄物污染等，對於地區居住品

質已嚴重造成威脅。故作為機場管理當局，如何有效控制污染源，

降低污染對社區與社會的衝擊，甚至有效對社區與公眾的溝通，儼

然成為各國機場與日俱增重視的課題。 

2. 本課程提出環境管理系統的管理工具，鼓勵各國機場早日檢視對於

社區環境造成的各項可能污染來源，並與造成汙染的關鍵機場作業

進行交叉連結，以建立系統化的監管機制與防治措施，有效降低污

染風險與污染程度。我國對於環境保護意識似乎尚未成氣候，機場

亦應帶頭建立環境管理系統，早日預防甚於治療，從源頭做起有效

降低環境衝擊與污染風險。 

3. 航空器噪音污染為機場最重要的汙染源之一，隨航空科技日新月異，

引擎噪音始終仍未能有效降低，在追求經濟成長、利潤與環境保護

平衡的同時，本課程提出一系列噪音控制措施與預防機制建議，例

如管制航空器地區飛行路徑與監管、航空器起飛與降落程序以及相

應之獎罰措施，應可作為我國機場噪音管理手段上的參考。 

4. 機場的環境影響除了明顯的噪音議題外，機場空氣污染物排放及其

對空氣品質量的影響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包括國際民航組織（ICAO）

航空環境保護委員會（CAEP）等相關國際機構也開始關注此項議題。

桃園機場未來將進行第三航廈、第三跑道等重大建設，若要將桃園

機場打造成環境永續的機場，則在噪音、空氣污染、碳排放等相關

議題上，將是各項工程在規劃設計階段中，必需一併考量的重要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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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機場目前正進行第三跑道的整體規劃和政策說帖，環境影響評

估是規劃第三跑道系統計劃的主要部分。香港機管局決心致力以高

度透明的方式及專業的態度，非常審慎地進行環評程序，並探討一

切可行方法，以避免、盡力減少、緩解及補償可能造成的潛在環境

影響。在環評程序中，香港機管局亦承諾將繼續與不同持份者保持

聯繫及溝通。此一做法，將是桃園機場未來在推動環境政策方面很

好的學習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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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課程教材（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