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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出國人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職等 

曹銘峰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處長 從業人員 

蔡明澤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專員 從業人員 

    

出國地區 加拿大 

開課機關 國際機場協會(ACI)暨國際民航組織(ICAO) 

出國類別 實習(訓練) 

出國期間 106 年 9 月 23 日至 106 年 10 月 2 日 

關鍵詞 國際機場，機場收費，機場經濟 

報告摘要

內容 

  

  本課程主要授課教材包含 2008 年在蒙特婁舉行機場和空中航行

服務經濟會議(CEANS)之主要建議，即 2012 年發布的 ICAO 文件第

9082 號-ICAO 的機場及航空導航服務收費政策(第 9 版)，以及 2013

年發布的 ICAO 文件第 9562 號-機場經濟手冊(第三版). 

  參與本課程有助於參訓人員了解國際間收費原則的演進與趨

勢、收費原則在實務的應用，本課程亦為接觸 ICAO 以及各國機場

收費規劃人員之機會，持續派員參與有助與世界各國機場之交流、

建立友好關係，並可藉此機會培訓機場經營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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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國際民航組織(ICAO)是聯合國所屬負責國際民航事務發展與管

理的機構，總部位於加拿大蒙特婁，所轄事務包含航空導航規則技術、

國際航空運輸發展預測以及航空安全規則等相關事務，以確保全球民

航運作的一致性。 

國際機場協會(Airport Council International, ACI)是由國際間機場

公司或者機場經營單位所組成的一個非營利性單位，其成立的主要目

的進全世界民航產業，包含政府部門、航空公司、飛機製造商、機場

營運單位之間的合作，有效提升全球航空運輸體系的安全、效率與和

諧。國際機場協會跟目前於全世界設有歐洲、非洲、北美洲、亞太、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五大分會，並各自設有理監事會議及會員大

會，而國際機場協會總部 2011 年由瑞士日內瓦遷往加拿大蒙特婁，

是我國於國際航空運輸體系中以正式官方名稱參與的國際組織之一，

桃園國際機場於 2000年加入ACI會員，2014年成為ACI理事會成員，

ACI 每年不定期於世界各地舉辦航空相關訓練課程。  

    機場建設規模及投資金額都相當龐大，在財務面的執行是很大的

挑戰，機場經營者向機場使用人收取費用，是機場的主要收入來源之

一，國際民航組織依據國際民航產業所提供的機場與空中航行服務的

經濟情勢，對收費進行持續的研究，並依據其結果而提出各項建議與



結論，這些收費政策制定的目的在於位各國機場經營者提供原則性的

指導，鼓勵各國將不歧視、成本相關性、透明度和與用戶協商等事項

關鍵收費原則納入法規、政策或航空服務協定中。 

     桃園機場公司自民國 99 年 11 月改制為公司以來，已推動機場

服務以及桃園國際機場經營機場專用區設施收費基準等收費調整案，

為使本公司收費規定權管單位主管與相關承辦人員對於國際間機場

使用者收費原則能更加瞭解，爰派員出席本次課程。參與本次課程的

學員，除了台灣之外還包含了來自南韓、越南、印尼、阿曼、德國、

丹麥、迦納、盧安達、庫克群島…等多國機場，藉此機會亦可與世界

各地機場之同業進行交流，了解國際間的收費機制與趨勢。 

 



 

貳、 過程 

講師介紹 

本年度課程舉辦地點為加拿大蒙特婁，課程期間為 2017 年 9 月

25 日至 9 月 29 日為期 5 天的課程，由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經濟

學家 Julian de la Camara，以及在國際機場協會總部負責機場經濟

政策、機場收費與航空發展的 Philippe Villard 擔綱本次機場使用者

收費課程的講師。 

  

    Julian de la Camara 自 2006 年起迄今在國際民航組織擔綱經濟

分系與政策部門的工作，他同時也是 2008 年蒙特婁機場和空中航

行服務經濟會議(CEANS)之重要成員，在此之前，Julian 在國際航

空運輸協會(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的日內瓦辦

公室有 22 年的工作資歷，主要負責統計、航空交通預測以及使用



者收費相關領域，Julian 迄今在 ACI 及 ICAO 共同舉辦有關機場使

用者收費課程中已經擔任了 14 次的講師(詳附件一)。 

  Philuppe Villard 在國際民航組織(ICAO, 

2011-2013),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 

2013-2017)擔任過機場財務以及收費制度相

關領域要職，2017 年 2 月迄今任職於 ACI 

蒙特婁總部辦公室負責政策與經濟領域。 

課程概要 

(一) 國際民用航空公約 

  各會員國於芝加哥簽訂之國際民用航公約，就機場收費

領域設定原則性的公約。依據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第 15 條，

會員國對其本國航空器開放的公用機場，在遵守第六十八條

規定的情況下，應按統一條件對所有其他會員國的航空器開

放。爲航行安全和便利而提供公用的一切航行設施，包括無

線電和氣象服務，由締約各國的航空器使用時，應適用同樣

的統一條件。 

   會員國對任何其他會員國的航空器使用此種機場及航行設

施可以徵收或准許徵收的任何費用：  

1. 對不從事定期國際航班飛行的航空器，應不高於從事同樣飛行的本國



同級航空器所繳納的費用； 

2. 對從事定期國際航班飛行的航空器，應不高於從事同樣國際航班飛行

的本國航空器所繳納的費用。 

3.  所有此類費用應予公布，並通知國際民用航空組織，但如一有關會

員國提出意見，此項使用機場及其他設施的收費率應由理事會審查。

理事會應就此提出報告和建議，供有關的一國或幾國考慮。任何締約

對另一會員國的任何航空器或航空器上所載人員或財物不得僅因給

予通過或進入或離去其領土的權利而征收任何規費、捐税或其他費

用。 

國際民航組織的政策之制定，會先召開國際研討會，廣泛徵求專

業團體及專家意見，以及國際民航組織內部會議研析，並經過國際民

航組織年會討論後行政具體政策。 

 

(二) 國際民航組織建議之收費原則 

國際民航組織機場與飛航導航服務收費政策依據國際民航組

織會員國提供機場與飛航服務的情況，對收費進行研究並提

出現役與結論，提供會員國在制定收費時的原則，目前的內

容主要源自於 2008 年在蒙特婁舉行的機廠與飛航服務經濟

會議(CEANS)，鼓勵會員國將不歧視、成本相關、透明度以



及與用戶協商四項關鍵收費原則，納入法律、規章或相關協

定中。 

不歧視原則：機場經營者對基於使用機場相關設施項使用人

徵收使用費時，在相同的使用樣態之下，不應以機場設備使

用人的國籍別、公司別進行歧視訂價，造成阻止正常市場競

爭的情形。 

成本相關原則：機場提供國際使用者使用時，最終由使用人

合理承擔機場所花費的成本，機場經營者在制定相關收費的

時候，本於使用者付費，使用人原則上只應為其所使用的設

備支付費用，而機場經營者則有權利透過收取使用費，對提

供設費或者服務所產生之成本進行全數回收或部分回收。所

要分攤的成本應該包括機場及其主要輔助服務的全部成本，

包括資本成本和折舊，以及操作、維護 、管理和行政方面的

成本。 

透明原則：有關機場營運之財務資料與收費調整過程之透明

性，唯有當使用者擁有足夠的資訊時，才能進行有意義的實

質溝通。 

與用戶諮詢原則：在收費制度或者費率做出變動之前，先與

使用者進行協商，協商的目的是確保機場向用戶提供關於收



費變動的訊息，並適當考慮使用者的意見及收費對使用者的

影響，最佳情形是在機場與使用者之間達成協議。當雙方無

法達成共識時，機場有權利收取所研擬的費用，但條件是必

須有一個獨立於機場的機構，讓使用者可以表達訴求並要求

其他判決的權利。在機場經營者有調整收費的計畫時，建議

至少四個月前告知使用者，最終確定的方案則建議於一個月

前告知使用者。 

(三) 有關機場的收費以及成本基礎其他相關原則與建議 

 清楚的帳目以便作為成本分攤之依據 

 公平的分攤基礎 

 機場可以收取超過直接、間接成本的收入，產生合理的

資產報酬率確保機場在資本機場的融資效率，有足夠資

金投資於新建或擴建機場設施，並給機場公司股權持有

者適當報酬。 

 收費制盡可能減班並且是和普遍應用 

 收費的方式不應該阻礙飛航安全所必需的設施服務使

用。 

 為了吸引或留住新航班所提供的差別性收費(Incentive 

Program)只能建立在有限時間期間。 



 為了避免過度影響使用者，除非在必要的情況下，否則

提高收費應逐步調整。 

(四) 對機場公司的經濟監督及目標 

由於機場有可能以其壟斷地位干預市場，主管機關應負責對機場

的運營進行經濟監督。經濟監督被視為一種主管機關對機場的商

業和運營做法進行監督的職能。在履行經濟監督職能時，主管機

關尤應確保機場與用戶進行協商，並確保建立適當的績效管理體

系。ICAO Doc 9082 第 I 篇第 13 段設定了以下幾個目標，反映出

可能在哪些方面必須進行適當的經濟監督： 

 盡可能降低機場阻礙市場競爭或濫用壟斷地位的可能 

 確保實施收費中的不歧視和透明度 

 確定機場建設投資可以符合成本效益並滿足長短期需求 

 確保旅客和其他使用者的權益 

上述目標之優先順序，可根據國家因素差異而有所不同，必須注

意的是要達成公共政策目標以及機場經營者利益之間的平衡。 

授課過程 

本次的課程在上課之前，透過線上學習的方式，讓參與的學

員可以事先預習上課的內容，以利實體課程的進行。 



 

線上教材的部分也加入了影音內容，透過影像傳達訊息，俾使學員對

於本次課程的內容有更佳的掌握。 

 

教材內容除了整理國際民航組織經濟手冊與收費政策相關內容，更模

擬實務案例，並且透過問答互動的方式以提升學員對於相關原則應用

的掌握度 



 

  本次授課在前半段主要形式為講師授課，介紹與航空相關主要的國

際組織，以及重要的國際會議與國際民航公約，建立學員對於國際民

航公約、國際民航組織經濟手冊以及收費政策的認識，課程中並隨時

請來自世界各地機場的學員提供各地機場是否有相似情況，以及實務

處理的方式。 

  初步建立參與學員對於國際民航組織經濟手冊與收費政策的概念

之後，課程中將來自各國的學員分成數個小組，分組討論教材中的實

務案例，就實務案例中與國際民航組織相關原則是否符合進行評論，

彙整討論結果之後再由講師隨機點選小組成員進行即席口頭發表。 



 

 

課程的最後一天完成本次課程所有的講述內容之後，進行考試，驗收

學員本次的學習成果，考試的內容除了選擇題型之外，還包含六題申

論題，依據題型所描述的情境，描述情境是否符合國際民航組織收費

政策建議之原則，並提出相關說明，完成本測驗為本次課程中最具挑

戰性的部分。 

參、 心得與建議 

  本次參加國際民航組織(ICAO)以及國際機場協會(ACI)共同主辦的

機場使用者收費課程，講師是國際民航組織參與機場收費政策研擬的

Julian de la Camara，因此可以有機會了解 ICAO 機場收費政策建議

在訂定時的原因，有助於理解 Doc 9082 文件條文的意義。 

  依據空中巴士(Air Bus)或者 ACI 的各項統計數據，目前全球航空運

輸成長最快速的地區分別為亞太區域以及中東，但值得注意的是 



參加本次課程的成員中，值得注意的是來自非洲機場的學員約占本次

所有學員三分之一，非洲國家對於機場發展以及掌握航空運輸發展國

際趨勢的企圖心可見一般，再加上非洲地區有超過 50 個國家，鄰近

中東、歐洲都是航線繁忙的區域，具有相當強勁的發展潛力。 

   桃園機場從民國 68 年成立，直到 106 年 9 月 1 日，桃園國際機

場經營機場專用區收費基準修正之前，收費架構與收費費率幾乎沒有

調整，與鄰近的其他國際機場相比較，桃園機場原本的收費架構收費

項目多，整體收費金額卻遠低於周邊機場，意即桃園機場承擔較大的

行政成本，卻只能創造較少的收入，反映出桃園機場的收費極須進行

架構性的轉變，本次收費調整的過程中，機場公司盡可能參考國際民

航組織機場收費建議(Doc9082)的相關原則，包含非歧視、成本相關、

透明性以及與業者溝通，然而我們對於國際民航組織的收費建議乃至

於經濟手冊以及國際民航公約與收費相關的內容的認識，還是有很大

的進步空間。 

世界主要的機場如英國希斯洛機場，建立了每 4~5 年檢視既有的

收費制度，並且根據物價的波動以及公司經營成本的變化，定期啟動

收費調整機制，俾使機場經營者能夠合理反映成本，並且透過機場收

費創造足夠的收入支持機場用續建設，所要分攤的成本應該包括機場

及其主要輔助服務的全部成本，包括資本成本和折舊，以及操作、維



護、管理和行政方面的成本，因此在分攤成本時除了直接成本之外，

間接成本也比需進行分攤，並且需要創造足夠的收入，支持機場建設，

所以機場經營人在考量收費的時候，必須考量產生合理報酬。 

在桃園機場收費調整的過程中，依循國際民航組織的建議，就收

費調整的內容徵詢業者意見，惟協商過程中，機場與使用人就收費要

達成協議是不容易的，在 Doc 9082 中已敘明，當機場服務的提供者

與使用者就收費無法達成協議的時候，在有一個獨立於機場服務提供

者的機關做裁決的前提下，機場服務提供者有收取擬議收費的自由，

本次課程的講師也說明，與業者協商的過程，主要的目的是讓業者可

以預知未來可能的變化，並且預做因應，而不是要機場經營者全盤接

受業者的意見或者達成完美的協議。協商的意義在於讓業者在事先了

解，並且有機會提出意見，業者意見的價值在於讓機場能夠了解從業

者的角度，收費調整的影響，而非完全接納業者的建議。未來桃園機

場與業者協商與收費相關適宜仍會持續的發生，因此對於徵詢業者意

見的目的應該有更明確的認知。 

國際民航組織(ICAO)制定國際民航事業與飛航相關規定，我國目

前雖然不是國際民航組織的締約國，航空運輸往來攸關起訖點的機場，

所以目前我國亦依循國際民航組織的各項原則，建議每 1~2 年，派員

參加本課程，取得最即時的機場收費新知以及國際動態，保持與世界



同步，並且增加相關業務同仁對於機場收費機制的了解，以利推動與

維持桃園機場收費定期檢討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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