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 

 

 

 

 

 

 

「APAC UAS Certification 

Working Group - Proposed Kick 

off Meeting Agenda」會議 

出國報告書  

 

 

 

 

 

 

 
服務機關：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姓名職稱：耿驊簡任技正、吳冠模約聘檢查員 

派赴國家：紐西蘭 

出國期間：自 106年 11月 26日至 12月 2日 

報告日期：107年 1月 25日 

 



 
 

 

 

 

 

 

 

 

 

 

 

. 



-iii- 
 

目  錄 

壹、目的 ....................................................................................................... 1 

貳、過程 ....................................................................................................... 1 

一、行程概要： .......................................................................................... 2 

二、相關會議議程： .................................................................................. 2 

参、會議摘要 ............................................................................................... 5 

一、 新加坡介紹該國經驗及現況 ........................................................... 5 

二、 紐西蘭介紹該國經驗及現況 ........................................................... 6 

三、 日本介紹該國經驗及現況 ............................................................... 9 

四、 美國介紹該國經驗及現況 ..............................................................11 

五、 南韓介紹該國經驗及現況(簡報) ...................................................14 

六、 本次會議重點整理 ..........................................................................16 

肆、本次會議工作小組同意事項 ............................................................. 23 

伍、心得與建議 ......................................................................................... 25 

一、 持續與工作小組成員協同合作 ......................................................25 

二、 掌握國際間之標準並適時調整我國規範 .....................................25 

三、 爭取工作小組會議於我國舉辦 ......................................................25 



-iv- 
 

圖目錄 

圖 1 新加坡機場範圍與禁、限航區及危險區 ............................ 6 

圖 2 第 101 編 12 個主要規定 ....................................................... 7 

圖 3 屏蔽操作示意圖 ..................................................................... 8 

圖 4 遙控無人機與直昇機相撞 ..................................................... 8 

圖 5 日本遙控無人機空域 ............................................................. 9 

圖 6 日本遙控無人機操作規定 ....................................................10 

圖 7 日本遙控無人機申請案件數量統計 ...................................10 

圖 8 美國聯邦航空法規相關規定 ...............................................11 

圖 9 美國無人機申請豁免類別統計 ...........................................12 

圖 10 法規風險等級程度 ..............................................................12 

圖 11 操作風險等級程度 ..............................................................13 

圖 12 法規與操作風險等級對應 ..................................................13 

圖 13 融合空域風險等級 ..............................................................14 

圖 14 韓國無人機相關規定 ..........................................................15 

圖 15 韓國無人機註冊數量統計 ..................................................15 

圖 16 韓國 7 處無人機試飛場地圖 ..............................................16 



-v- 
 

表目錄 

表 1 各國無人機相關規範整理 ....................................................19 

表 2 載貨無人機相關規範要求 ....................................................20 

表 3 工作小組時程規劃 ................................................................22 

 

附件目錄 

附件 一、新加坡簡報 ....................................................................26 

附件 二、紐西蘭簡報 ....................................................................35 

附件 三、日本簡報 ........................................................................44 

附件 四、美國簡報 ........................................................................59 

附件 五、韓國簡報 ........................................................................84 

附件 六、我國簡報 ........................................................................92 

附件 七、中國大陸簡報 ................................................................98 

 

 



-1- 
 

壹、目的 

有鑒於世界各國遙控無人機之使用蔚為風潮且已發生數起對地面人員造成傷

害之事件，未經核准進入空域無人機亦會對軍、民及公務航空器作業產生飛安風險，

紛紛立法規管，民航局自 100 年 3 月起發布航空公報(AIC)，對國防、公務及以政

府經費實施研究之遙控無人機作業予以規範。然展望未來 5 至 10 年間，無人航空

器由軍用進入民用領域後，將對傳統有人航空器作業環境產生衝擊，無人航空器如

何與載人航空器共存及可能衍生之各項公共安全議題，急需立法管理，行政院遂於

104 年 7 月指示，以修正「民用航空法」(以下簡稱民航法)方式對我國遙控無人機

進行統一規範與管理。行政院於 106 年 10 月 26 日第 3573 次會議決議通過函送立

法院審議，立法院交通委員會並於 106 年 12 月 20 日逐條審查通過。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為協調亞太地區各國對遙控無人機管理工作之一致

性及增加區域內各國實務經驗交流，並以「Working Group」(工作小組)方式推動，

民航局接獲 FAA 駐新加坡亞洲太平洋地區代表通知，將邀集日本、韓國、中國大

陸、印度、新加坡、澳洲、紐西蘭及我國等召開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考量我國民

航法修正草案已在立法院審議，未來制訂相關管理規亦同步與國際接軌，爰參與亞

太地區各國所組成之無人機工作小組對話平臺有利吸收其他國家實務經驗並介紹

我國立法現況。 

 

貳、過程 

本次出國前往紐西蘭威靈頓參與「APAC UAS Certification Working Group - 

Proposed Kick off Meeting Agenda」會議，會議行程自 106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 日

止，會議地點在紐西蘭民航局會議室，內容除日本、新加坡、紐西蘭、美國及我國

於會議上介紹無人機立法經驗、遙控無人機相關研討會外，與會各國代表共同討論

無人機相關註冊、檢驗、人員操作證、活動區域等標準及規定，並做成相關決議及

待確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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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程概要： 

日   期 地點 行 程 紀 要 

11 月 26～11 月 27 日 
臺北→香港→奧克

蘭→威靈頓 

搭乘長榮航空由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前往香港赤臘角國際機場，再搭乘

紐西蘭航空轉機前往紐西蘭奧克蘭

國際機場後轉機至威靈頓機場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 
紐西蘭民航局 

出席 APAC UAS Certification Working 

Group 會議 

12 月 1～2 日 
威靈頓→奧克蘭→

香港→臺北 

搭乘紐西蘭航空由威靈頓機場前往

奧克蘭國際機場轉機至香港赤臘假

國際機場，再搭常長榮航空轉機回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二、相關會議議程： 

 

Day 1 – Tuesday, November 28, 2017 

08：45－09：00 Arrive 

09：00－09：15 Welcome & Local Logistics 

09：15－09：45 Introductions around the room for all APAC UCWG members 

09：45－10：15 Review of the Purpose, Scope, and Charter for the APAC UCWG 

10：15－10：30 Break 

10：30－11：00 Continued Discussion on Goals and How to Get There 

11：00－11：30 Presentation of UAS Experience & Lessons Learned – Singapore 

11：30－12：00 Presentation of UAS Experience & Lessons Learned – New 

Zealand 

12：00－13：00 Lunch 

13：00－13：30 Presentation of UAS Experience & Lessons Learned – China 

13：30－14：00 Presentation of UAS Experience & Lessons Learned –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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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30 Presentation of UAS Experience & Lessons Learned – Chinese 

Taipei 

14：30－14：45 Break 

14：45－15：15 Presentation of UAS Experience & Lessons Learned – South Korea 

15：15－15：45 Presentation of UAS Experience & Lessons Learned – United 

States 

15：45－16：30 Discussion of Presentations and Approach Needed 

16：30－17：00 1st Day Wrap Up and Look Ahead to 2nd Day 

Day 2 – Wednesday, November 29, 2017 

08：45－09：00 Arrive 

09：00－09：15 Welcome & Plans for Day 2 

09：15－10：15 Overall view of RPAS panel, JARUS and associated terminology by 

ICAO – USA, Singapore and Members that participate in those 

panels 

10：15－10：30 Break 

10：30－11：15 Future Technology Adoption – Discuss what’s upcoming and 

what some of us are doing to incorporate new technology (or not) 

11：15－12：00 Identification of Common Challenges, Lessons Learned 

12：00－13：00 Lunch 

13：00－13：30 Presentation by joint chairs under the charter on the deliverables of 

this group 

13：30－14：30 Discussion on the proposals for the certification approach 

14：30－14：45 Break 

14：45－16：30 Cont. discussion on the proposals for the certification approach 

16：30－17：00 2nd Day Wrap Up and Look Ahead to 3rd Day 

Day 3 – Thursday, November 30, 2017 

08：45－09：00 Arrive 

09：00 Welcome & Plans for Day 3 – Joint Chairs 

09：00－10：15 Continuation of the discussions on the certification approach 

10：15－10：30 Break 

10：30－12：00 Continuation of the discussions on the certification approach 

12：00－13：00 Lunch 

13：00－14：30 Continuation of the discussions on certification approach and to 

break into subgroups where necessary 

14：30－14：45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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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16：30 Continuation of the discussions on certification approach with 

subgroups 

16：30－17：00 3rd day wrap up and Evening Plan discussion 

Day 4 – Friday, December 1, 2017 

08：45－09：00 Arrive 

09：00－10：00 Planned deliverables from subgroups for next meeting, Wrap up and 

Actions 

10：00－10：15 Break 

10：15－11：00 Wrap up and Actions Cont. 

11：00－12：00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for next face-to-face meeting or 

teleconference 

12：00－13：00 Lunch/Adjo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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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會議摘要 

本次會議由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亞太地區駐新加坡代表 Ho-Joon Lim 先

生邀請新加坡、紐西蘭、中國大陸、日本、南韓、美國及我國參加本次亞太地區

無人機工作小組會議，共同分享各國對於無人機立法經驗及現況，除中國大陸及

南韓僅提供簡報資料外，共有 5 國共 16 人與會。 

本次會議由新加坡、紐西蘭、日本、美國及我國分享無人機立法經驗及未來

課題，中國大陸及南韓雖未出席，但有提供相關簡報資料於會議上供各國討論，

並就無人機未來技術及檢驗等議題進行討論，其內容極具參考價值，茲將各國簡

報內容摘要及會議討論過程摘敘如下： 

 

一、 新加坡介紹該國經驗及現況 

新加坡國土面積約為臺北市 2.64 倍大，但卻有 6 個機場與 10 個禁、限航區

及危險區，如圖 1 所示，遙控無人機可活動之範圍顯然已不到國土面積之三分之

一。 

新加坡針對遙控無人機之規定，可區分為休閒與研究、商業(Commercial)用

途等兩類，其中從事商業用途活動前必須申請操作許可(Operator Permit)及活動許

可(Activity Permit)，休閒與研究用途之遙控無人機在遵守相關規定下，並且符合

下列條件，可不須申請許可而從事活動： 

(一) 遙控無人機小於 7 公斤。及 

(二) 不在限制區域及機場範圍內活動。 

新加坡針對從事遙控無人機活動許可，分為操作許可(Operator Permit)、活動

許可(Activity Permit)及其他許可(Other Permit)，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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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操作許可(Operator Permit)：針對從事遙控無人機活動營運人之組織能

力、操作人能力及遙控無人機適航性進行評估後，核發之許可證。 

(二) 活動許可(Activity Permit)：對於遙控無人機活動之評估，如機場範圍內

活動、高度 200 呎以上之活動、作業類型等。 

(三) 其他許可(Other Permit)：對於其他用途，如投擲物體、使用規範外之無

線電射頻及功率限制、在限航區、危險區、安全敏感區域、特殊事件

區域內活動之許可。 

圖 1 新加坡機場範圍與禁、限航區及危險區 

 

二、 紐西蘭介紹該國經驗及現況 

紐西蘭針對遙控無人機之法規修法大略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修訂

現有的民航法規，以因應當前及短期內遙控無人機活動之規管理，並已於 104 年

8 月完成立法，係為臨時性的解決方案，卻也是未來再修法的基礎。第二階段為



-7- 
 

全面性的規劃法規架構，並將遙控無人機與有人航空器在融合空域內同時作業。

該架構將參照國際民航組織(ICAO)之方針而決定。 

紐西蘭民航法第 101 編(PART 101)係規範適用於最大起飛重量(下同)25 公斤

以下之遙控無人機，操作超過 25 公斤遙控無人機之活動必須遵守第 102 編(PART 

102)驗證規定。其中 15 公斤至 25 公斤必須由民航局授權之代表核准其製造或檢

驗合格後方得使用。 

紐西蘭民航法第 101 編有 12 個主要的規定，如下圖所述： 

圖 2 第 101 編 12 個主要規定 

另外紐西蘭第 101 編有個比較值得研究的規定，除了獲得航管同意，任何人

不得於控制空域(Controlled Airspace)從事遙控無人機活動，但屏蔽操作(Shielded 

Operation)除外。所謂屏蔽操作係指，遙控無人機活動位置位於任何物體(包括建

築物、樹林內)100 公尺以內，且不超過於該物體之頂端。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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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屏蔽操作示意圖 

紐西蘭自 104 年來共發生 4 起遙控無人機與載人航空器空中接近事件、67

件遙控無人機入侵空域事件。並且也造成遙控無人機與直昇機相撞事故。 

圖 4 遙控無人機與直昇機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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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介紹該國經驗及現況 

日本在 104 年 4 月 22 日於首相官邸屋頂上發現載有放射性物質的遙控無人

機事件，因此國土交通省於同年 9 月 11 日即完成航空法的修訂，規範管理 200

公克以上的遙控無人機。 

在區(空)域方面，除非獲得國土交通省同意，不得於機場四周範圍及總務省

公告之高密度居住區內從事活動、飛航高度不得超過 150 公尺。 

圖 5 日本遙控無人機空域 

在操作規範方面，除非獲得國土交通省同意，必須於日間飛航、視距內飛航、

距離人群、建築物及車輛 30 公尺、不得飛越活動場所上空、不得攜帶危險物品、

不得投擲物件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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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日本遙控無人機操作規定 

根據日本國土交通省的統計，自 104 年 12 月以來，每月約有 1,000 件的遙

控無人機飛航申請案件，到了 106 年之後，每個月平均申請案件數量更突破 1,400

件，再再顯示運用遙控無人機從事相關應用已成趨勢。 

圖 7 日本遙控無人機申請案件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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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美國介紹該國經驗及現況 

美國目前遙控無人機係依據聯邦航空法規第 101 編及第 107 編管理，其中

第 101 編係規範 25 公斤以下之航空模型機、第 107 編規範 25 公斤以下小型商用

遙控無人機。如果要使用 25 公斤以上遙控無人機，必須依據 Section 333 提出專

案申請。相關之操作人、空域及操作規範如下圖所示。 

圖 8 美國聯邦航空法規相關規定 

第 107 編雖規範使用遙控無人機應遵守相關規定，例如只能在白天飛行、視

距內飛行、不得飛越人群上空、高度不得超過 400 呎、不得從其他移動之載具上

起飛等，但也規範可以申請後豁免該等規定，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統計申請

豁免項目屬申請夜間飛航為最大宗，佔百分之 70 的數量。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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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美國無人機申請豁免類別統計 

美國將航空模型機、遙控無人機、超輕型載具、普通航空業及運輸業航空器

依照其風險程度區分為六個等級，如下圖所示： 

圖 10 法規風險等級程度 

在遙控無人機整合計畫中，又可產出 7 個不同等級的操作風險(如下圖所示)，

最右邊的旅客運輸行為是美國 FAA 規管最嚴格的。操作風險等級和動能基礎風

險等級有著相當的關係，也就是監管結構的基礎。相對的，使用在不同等級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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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有著不同特性的要求，因此也只有某些類別的航空器可以完成。在圖 11 可

以看到，在較低等級的適航及驗證的遙控無人機上運用於貨物的運輸上是可能

的。但在人口稠密的地區要執行這樣的任務，其認證的等級將會提高，用以抵銷

潛在的公共風險。 

圖 11 操作風險等級程度 

 

 

圖 12 法規與操作風險等級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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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域融合的部分，可參考圖 13 所示，在第 107 編規範飛航高度為 400 呎，

未來無人機空中管制管理(UTM)成熟後，高度可開放到約 1,000 呎，在第 91 編的

規範下，則可在 A 類空域中飛航。 

圖 13 融合空域風險等級 

 

五、 南韓介紹該國經驗及現況(簡報) 

韓國將遙控無人機分為兩類，空重小於 150 公斤稱為超小型載具(Ultra Light 

Vehicle)，其中最大起飛重量大於 25 公斤以上至空重小於 150 公斤的遙控無人機

必須申請安全認證；第 2 類為空重大於 150 公斤，必須持有特種適航證書(Special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在註冊規定方面，最大起飛重量大於 25 公斤以上及最大起飛重量 25 公斤

以下商業用途的遙控無人機必須註冊，但是研究用及發展用途為目的之遙控無

人機不須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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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韓國無人機相關規定 

韓國自 102 年只有 241 架遙控無人機完成註冊，到了 105 年達到 2 千餘架，

106 年已經突破 3 千架遙控無人機完成註冊，如圖 15 所示。韓國總共規劃了 7 處

供遙控無人機試飛的區域，在這些區域內，遙控無人機可以不經過申請就可以從

事試飛活動，對於遙控無人機設計研發有著良性的發展。 

圖 15 韓國無人機註冊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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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韓國 7 處無人機試飛場地圖 

 

六、 本次會議重點整理 

第一天討論重點內容如下： 

(一) 美國 FAA 及新加坡民航局：已審視無人機工作小組(UCWG)章程及討論交

付成果。UCWG 將向國際民航組織(ICAO)提出建議。 

(二) 新加坡民航局簡報內容： 

1. 在核發適航證書前必須獲得設計許可。 

2. 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是一個測試區域(地方)，並且評估是否調

整為類似美國 FAA 的規定。 

3. 服務供應商必須負責遙控鍊路的安全。 

4. 遙控無人機視距外飛航會有更嚴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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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紐西蘭民航局簡報內容： 

1. 目前共有 4,000 多架飛機註冊，但是遙控無人機卻有 280,000 多架。 

2. 位置回報要求仍是未知數。 

3. 第 102 編規定允許彈性個案核准適用的規則。 

4. 允許延伸視距內飛航。 

5. 指定通信頻段的分配，但是頻譜使用是需要解決的長期性問題。 

6. 載人之遙控無人機有更高的操作風險，必須申請型式認證 (Type 

Certification)後才可以從事相關飛航活動。 

(四) 日本民航局簡報內容： 

1. 日本民航局考慮將載人之無人機視為有人航空器。 

2. 考慮可靠性與事件的影響風險。 

3. 日本只開放延伸視距飛航，不開放視距外飛航，特定少數情況除外，

如活山口。 

4. 日本民航局核准之操作許可是有期限的，所以審核作業的工作量將會

持續成長。 

(五) 我國簡報內容： 

1. 自 104 年起著手訂定遙控無人機相關法規。 

2. 400 呎以上由中央(民航局)管理，400 呎以下由地方政府管理。 

3. 操作限制類似於日本之規定。 

4. MIL-HDBK-516 被用作於民航用途的指導方針，但是要求水平太高。 

5. 法人之能力審查類似於營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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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國人必須獲得民航局的認可才可以從事活動。 

第二天討論重點內容如下： 

(一) 美國 FAA 簡報： 

1. 強調風險之認證方法的重要性，以及必須評估遙控無人機用途及空域

使用之要求。 

2. 美國聯邦航空法規第 21 編針對遙控無人機的新規定中，使用了”飛

航許可”(Permit to Fly)一詞，係因為 FAA 過去在一些飛機上也使用這

樣的文字，如軍事用途類別的飛機。 

3. 有關於 RTCA SC-228 的標準適合用在大型遙控無人機系統或是用於

融合空域的小型遙控無人機上。 

4. 無人機交通管制系統(UTM)雖然聚焦於低空作業，但其技術目前仍不

成熟。 

5. 美國 FAA 曾經被問及有關人口密度的問題，但相關的法律並未對此

有定義。新加坡民航局詢問 FAA 代表何謂飛越道路上空？FAA 表示

可以用時間來表示，例如不在道路上懸停、不穿越高速公路等。但對

於適航性較高的遙控無人機是可以在道路及人口稠密地區從事活動。 

6. 風險評估是工作小組未來合作努力共同訂定規範的目標之一。 

(二) 討論各國對於遙控無人機之管理要求及政策：與會各國針對遙控無人機之

操作區域、註冊、重量及高度相關規範綜整如下表 1。 

 CAA JCAB KOCA CAAC FAA NZ 

CAA 

CAA

S 

Areas of  

Operations 

Allowable 

areas  

dependent 

on local  

Allowable for 

inhabited  

districts 

without 

control. 

Allowabl

e areas 

for  

UAS test 

sites.  

Should 

be  

allowabl

e 

Part 101 

&  

Part 107 

rules 

apply  

Allowable 

anywhere. 

For 

operation 

Allowa

ble for 

certai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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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

nt 

publicatio

ns 

Permit 

required for 

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s or 

around 

airports 

Other 

areas of 

operation

s not 

mentione

d  

depende

nt  

on areas 

determin

ed  

by 

CAAC 

 near 

aerodrome 

>25kg; or 

>400ft, 

Part 102 

required 

Registration  

Criteria 

Required 

above 

250g 

Not required Required 

above  

25kg if 

commerci

al 

operated 

Required 

above 

250g 

Required Not 

required 

Not 

require

d 

Weight Segregation 

Level 1 Below 

250g 

Below 

200g 

Below 

12kg 

Below 

250g 

<250g < 25kg Belo

w 1.5 

~ 2kg 

Level 2 250g to 

25kg 

200g to 

25kg 

12 kg to 

25kg 

250g to 

Above 

25kg 

< 25kg > 25kg 1.5 ~ 

2kg to 

25kg 

Level 3 Above 

25kg 

>25kg 25 kg to 

150kg 

- > 25kg - Abov

e 

25kg 

Level 4 - - Above 

150kg 

- <25,000 

ft-lb to 

799,999 

ft-lb  

- - 

Level 5     800,000 

ft-lb 

  

Typical 

Ceiling for 

Lower 

Risk 

Operation

s 

400 ft 500 ft TBA TBA 400 ft 400 ft 200 ft 

表 1 各國無人機相關規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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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小組於第二日討論後，所獲得之共識如下： 

1. 型式檢定(Type Certificate)的複雜程度取決於認證等級的不同而有所差

別。 

2. 工作小組同意載人之無人機必須申請型式檢定。 

3. 工作小組針對載貨之無人機之要求如下表 2。 

4. 民航主管機關必須開始思考將無人機納入雙邊協議內。 

表 2 載貨無人機相關規範要求 

 

第三天討論重點內容如下： 

(一) 美國 FAA 將研究建立一個資源共享網路平臺，用來放置工作小組相關的

文件，以利所有成員都可以隨時查閱及放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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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視持有限制類型別檢定證之 SCAN EGLE 無人機的數據規範表(TCDS)，

因為操作上及提他使用上的限制，美國 FAA 偏向不再使用限制類型別檢

定證。 

(三) 美國 FAA 提供「Airworthiness Criteria: Special Class Airworthiness Criteria for 

the FlightScan Corporation Camcopter S-100 」 資 料 ， 並 可 於

https://www.regulations.gov/document?D=FAA-2017-1058-0001 下載，以供工作

小組參考。 

(四) 鼓勵各國民航主管機關加入美國材料與試驗協會(ASTM)，因為該協會正

在建立小型無人機使用系統的基本設計及建造標準，以及於人群聚集上空、

視距外飛航、夜間飛航等操作行為之標準。 

(五) 討論技術/自動化在未來如何能夠結合為一體。美國預計於 107 年 1 月間

在華盛頓舉辦會議，討論並規劃針對無人機自動化駕駛及載客無人機的策

略方向。 

(六) 確認工作小組時程規劃，如下表 3。 

 

No Dates  Item Action 

1 31 Dec 17 Submission of short paragraph on 

regulatory summary. If possible, try to 

submit the table titled (2) 

All charter group 

members 

 

2 Mid Jan 18 Circulation of the draft report Lead – FAA and 

CAAS 

3 End Jan 18 Teleconference to discuss the draft 

report 

Tentatively set at 4pm (Wellington, 

New Zealand) 

All charter group 

members 

4 Mid Feb 18 Circulation of report to all members of 

the Charter.  

Lead – FAA and 

CAAS 

5 End Feb 18 Presentation to be delivered at the 

FAA/APAC dialogue 

Lead – FAA and 

C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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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 8 Mar 

18 

FAA/APAC Bilateral Partners Dialogue All charter group 

members 

7 9 Mar 18 Meeting of group members to discuss 

on the next course of action.  

- Review of SORA test cases by each 

group member.  

All charter group 

members 

8 Jun 18 Teleconference on the on-going work or 

face-to-face at RPAS Panel.  

All charter group 

members 

9 Sep 18 Submission of second report All charter group 

members 

表 3 工作小組時程規劃 

 

第四天討論重點內容如下： 

(一) 未來將討論各國民航主管機關尋求符合規定的方式。 

(二) 當出口無人機相關產品至其他國家時，可能有著不同的輸入規定要求。 

(三) 必須思考現有有人駕駛航空器變成無人駕駛航空器的法規規範。美國 FAA

認為必須重新申請新的型別檢定及使用不同的型號，因為這是需要在航空

器上做重大的修改。 

(四) 未來工作小組會議必須定期評估相關的工業標準。 

(五) 明(107)年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PCA)會議並非所有工作小組的成員

都可以參加，因此，本次會議所討論事項、決議或共識必須盡快的完成提

案，並協調澳洲民航局可否安排所有工作小組成員皆可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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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次會議工作小組同意事項 

本次會議經各國與會代表討論後，同意一般性的原則，並將在 107 年 3 月間

美國 FAA 及亞太雙邊合作夥伴會議中提出討論並做為最終的決議，相關同意事

項臚列如下： 

(一) 同意最大起飛重量低於 25 公斤之遙控無人機由各國自行規範管理，並且

不會在工作小組上聚焦討論。 

(二) 同意超過 25 公斤之遙控無人機必須符合檢定標準，其適航要求將以

JARUS SORA 及/或各國相關程序所評估之風險等級而訂。針對載貨之無

人機將要求依適航標準設計並取得型別檢定證書。 

(三) 工作小組討論的目的係以載人無人機做為公共運輸工具及保障乘客安全

為主，這些無人機必須取得型別檢定證書並且持有適航證書後才可飛航。

此外，與現有航空運輸業營運人相比，使用無人機做為運輸工具就必須

確保與有人航空噐相同的安全等級及限制，以及相同的維護及操作要求。

但用於私人和休閒性質的無人機，可以由各國主管機關負責，並且出現

不同的要求。 

(四) 對於國際間飛航的無人機，必須持有各國主管機關承認之適航證書，方

可飛航。對於國內之飛航，依各國主管機關的適航要求而訂。 

(五) 工作小組使用的術語將參考國際民航組織對於無人駕駛航空器系統的定

義，如果該組織沒有定義到的，將參考 JARUS 的定義。 

(六) 針對無人駕駛系統： 

1. 國內操作：無人駕駛系統標準現行將包含在目前無人機設計標準中，

當技術成熟後，這些標準將分別列為單獨審查流程。 

2. 國際操作：將依據國際民航組織附件 8 之發展情況做進一步的討論。

無人駕駛系統之管理也將參考國際民航組織之要求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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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無人機之適航要求部分： 

1. 無人機之適航標準將從第 23 編或第 27 編相關規定中規範。 

2. 電子推進系統。 

3. 遙控駕駛系統必須要求操作人員在無人機飛航時必須隨時監控並隨

時可以取得操作權之設計。 

4. 空域融合技術。 

5. 自動駕駛必須依下列事項獲得認證： 

(1) 必須定義預期函數(系統該做什麼?) 

(2) 能夠明確完成 Pass/Fail 標準及預期性的性能量測。 

(3) 無人機必須通過功能測試後，才可以執行自動駕駛。 

(八) 工作小組一致認為，開發無人機的檢驗標準可以是一致的，但每個國家

亦可以自行訂定額外的規範。工作小組將繼續討論及制定適航要求，並

將現行有人航空器的標準轉換為無人機標準，未來無人機將取得型別檢

定並且以工作標準為基礎來驗證。 

(九) 107 年美國及亞太地區雙邊合作夥伴會議將於 3 月 6 日至 8 日舉行，本工

作小組規劃於 3 月 9 日召開會議討論第一次會議尚未有共識項目並做成

決議。本局已於 107 年 1 月提供相關資料予美國 FAA 亞太地區代表，並

將派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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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本次參加第一次亞太地區無人機工作小組會議之心得及建議如下： 

一、 持續與工作小組成員協同合作 

近年來無人機已從成本高的軍事用途逐漸的轉型為成本低廉的娛樂或商業

用途。我國並於 104 年起推動立法，參加工作小組會議除可吸取他國經驗，並可

與各國主管機關共同商討國際間之標準，拓展我國在國際間之能見度，對於第一

時間取得最新資訊亦有所助益。未來仍將持續與工作小組成員保持密切聯繫合

作，以維持與國際接軌及國內無人機相關規範之一致性，提升遙控無人機飛航活

動之安全。 

二、 掌握國際間之標準並適時調整我國規範 

近年來遙控無人機技術發展迅速，惟國際間係各自訂定規範，尚無統一之標

準。本局雖自 100 年起發布航空公報(AIC)，受理國防、公務及以政府經費實施

研究之遙控無人機作業之申請，但對於一般民間團體卻無專法管理。為提升遙控

無人機之活動安全及保障有人航空噐之飛航安全，本局自 104 年起推動修正「民

用航空法」增訂遙控無人機專章以規範管理遙控無人機，將積極參與國際間之會

議或交流以吸取經驗、廣泛蒐集各類相關資訊，並適時調整我國規範。 

三、 爭取工作小組會議於我國舉辦 

本工作小組雖為任務性小組，並計畫於國際民航組織於 109 年第 2 季完成

附錄 8 修正前 1 年完成提交第 4 次的報告書，在此期間，工作小組可能會召開

多次會議共同討論，為增加我國於國際間之能見度，除持續參與工作小組會議外，

並積極爭取於我國舉辦工作小組會議。



-26- 
 

附件 一、新加坡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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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紐西蘭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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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日本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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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美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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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五、韓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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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六、我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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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七、中國大陸簡報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