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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際衛星輔助搜救組織 (C OSPA S -SA RS AT )為公益性的國際

搜救組織，於 1 988 年由美國、俄羅斯、法國及加拿大 4 國合作

與倡導下，在加拿大蒙特婁 (Montréal, Québec, Canada.)成立，目前計有

4 4 個成員，包括 4 個創始國、 2 9 個地面設施提供者（ G ro und  

S egm ent  P ro v id e r）、 9 個使用者及 2 個地面設施運作者（ G ro und  

S egm ent  O p er a t e r）。我國於 19 9 0 年在夏威夷召開「太平洋地區

使用者會議」時透過日本代表之推薦出席會議，為確保臺灣海

峽附近海域海上之安全，期能善盡國際義務加入該組織提供國

際衛星搜索救助服務。並於 19 92 年獲允我國以電信總局國際電

信 開 發 公 司 （ In t e rn a t io n a l  Te l ecom mu ni ca t i on  D ev e l op ment  

C oo p er a t io n ,簡稱 IT D C）名義參與該組織之運作至今，主要角色

為地面設施供應者。  

本次會議係第 5 9 屆理事會，於本 201 8 年 2 月 5 日至 8 日在

加拿大蒙特婁舉辦，按理事會係每年定期召開，邀請各會員國

派遣代表與會，討論國際衛星輔助搜救系統之相關事項，本屆

理事會討論議題焦點為太空設施（ Sp ace  S egm ent）、地面設施

（ G ro un d  S egmen t）、示 標議題 （ Beaco n  M at t e r s）、系 統運作

（ S ys t em  O p e r a t io n ） 及 中 軌 道 衛 星 搜 救 系 統 （ ME OS AR 

S YS TE M）。  

貳、過程 

一、出席會議單位 

本次會議係由俄羅斯代表 M r.  A nd r ey  K u ro p ya t n i ko v 擔

任主席，共計有超過 3 0 個會員國（全球現有 4 4 個會員國）

代表出席（ Al ge r i a、A rgen t in a、A us t ra l i a、Br az i l、C an ada、

C hi l e、Chi n a  (P.R .  o f )、C yp r u s、D en mar k、Fin land、Fr an ce、

G r eece、Ho n g K on g ,  Ch in a、In d o n es i a、I t a l y、IT D C、J ap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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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o r ea  (R ep .  o f )、Net h er l an ds、N ew Zea l and、No r wa y、P e ru、

R us s i an  Fed e r a t i on、S au d i  A r ab i a、S ingap o r e、So u t h  A f r i ca、

S p a in、S w ed en、S wi tze r l and、T h ai l and、Tu rk e y、Un i t ed  Ar ab  

E mi r a t es、 Uni t ed  K i n gdom、 U ni t ed  S t a t e s  o f  A m er i ca、

Vi e t n am）與會，並計有歐盟 (E C)、國際民航組織（ IC A O）、

國 際 行 動 衛 星 組 織 （ IM S O） 及 海 上 無 線 電 技 術 委 員 會

（ RTCM） 以 觀 察 員 身 份 參 與 ， 另 三 大 搜 救 衛 星 廠 商

（ Ho n eyw e l l、M cM u rd o、 G al i l eo）亦派員與會。  

我國由中華電信公司沈永杰協理擔任團長，團員包括交

通部、交通部航港局、外交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員，此次會議之我國代表及各國出

席人員如附件 1。  

二、議程 

本次會議議程自 20 1 8 年 2 月 5 日至 8 日於加拿大蒙特

婁 國 際 民 用 航 空 組 織 總 部 （ In t e r na t i on a l  C i v i l  Av i a t ion  

O rgan iz a t i on，簡稱 IC A O）召開，如圖 1 所示。  

 

圖 1、 「 國 際 衛 星 輔 助 搜 救 組 織 」 （ C O S P A S - S A R S A T） 第 5 9 屆 理 事 會

會 議 行 程 。  

本次會議除由俄羅斯代表 M r.  A nd r ey  K u ro p ya t n i ko v 擔

任主席綜理會議進行外，另由大會秘書長 M r.  S t ev en  Le t t

報告會議議程，經理事會決議通過本次會議議程如附件 2，

本屆理事會討論議題焦點為太空設施（ S pace  Segm ent）、地

面設施（ G ro un d  Segm ent）、示標議題（ Beaco n  M at t e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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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運 作 （ S ys t em  O p e ra t i on） 及 中 軌 道 衛 星 搜 救 系 統

（M E OS AR S YS TEM），討論議題項目摘要如下：  

（一）COSPAS-SARSAT計畫現況 

（二）第 31次聯委會（Joint Committee）會議報告 

（三）太空設施（Space Segment）、地面設施（Ground Segment）、示標議

題（Beacon Matters）、系統運作（System Operation） 

（四）中軌道搜救衛星系統（Medium-altitude Earth Orbit Search and Rescue 

System,簡稱MEOSAR）演進 

（五）與國際組織聯繫((Liaison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六）下次會議時間、地點、主席、議程及職權(Future COSPAS-SARSAT 

Meetings-Dates, Venues, Chairpersons and Agenda/Terms of 

Reference) 

（七）審定議決紀錄(Approval of Summary Record) 

 

三、重要討論決議事項 

（一）C OSPAS -S ARS AT 計畫現況  

1、目前計有 44 個成員，包括 4 個創始國、 29 個地面

設施提供者（ G ro un d  S egm en t  P ro v i de r）、 9 個使用

者 及 2 個 地 面 設 施 運 作 者 （ Gro u nd  S egm ent  

O p e r a t e r）。  

2、自 20 1 6 年 1 2 月舉行第 5 7 次會議以來，計有我國、

阿根廷、智利、賽普勒斯、德國、馬來西亞、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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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魯、西班牙、瑞典、土耳其、英國與越南，計

1 3 個成員向秘書處更新代表人名稱。  

3、丹麥使用者已可向政府進行註冊登記個人指位無線

電示標（ P er so n a l  Lo ca to r  Beacon ,  以下簡稱 P LB）

合法使用，但目前仍少於 1 0 個使用者。  

4、RT CM 希望在 20 1 8 年 3 月完成更新 P LB 的標準，並

包 含 兩 種 定 位 選 項 ， 以 證 明 RTC M 對

C OSPAS -SA RSAT 計畫與 4 06 M Hz 電示標的持續支

持。  

 

（二）第 31次聯委會會議報告 

1、 本 次 會 議 主 席 為 加 拿 大 Mi chae l  D on a ld 先 生 ，

O WG - 31  主 席 為 美 國 M r.  Al l an  K n ox 先 生 ，

TW G - 31  主席為法國 Yo an  G r ego i r e 先生。  

2、建議理事會邀請中國大陸為關於北斗衛星（ BDS）

在與歐洲伽利略系統頻率協調部分進行討論，並經

決定由理事會要求秘書處撰擬信件邀請中國大陸

為 C OSPAS -S ARS AT 的 ME OS AR 做出貢獻。  

3、 理 事 會 決 定 同 意 位 在 阿 聯 酋 阿 布 札 比 的 G EO LU T

（ 47 07）進入 COSPAS -SA RSAT 系統。  

 

（三）太空設施（Space Segment）、地面設施（Ground Segment）、示標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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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Beacon Matters）、系統運作（System Operation） 

1、批准挪威與澳洲新的任務管制中心（ M iss io n  C on t r o l  

C en t e r, MCC）投入 C OSPAS -S ARS AT 系統運作。  

2、要求秘書處調查無線電示標製造商在 2 01 6 年生產

4 0 6- MH z 示標的調查摘要報告，並在 2 0 18 年進行示

標製造商於 2 017 年製作 4 06 -M Hz 示標的調查，並

向理事會報告調查結果。  

3、理事會請法國、美國及相關地面設施提供者辦理下

列事項：  

( 1 )  持續監控每個頻道流量，並在未來聯委會（ J o in t  

C omm i t t e e）中提出報告。  

( 2 )  監控現行已運作之無線電示標以自我測試模式

（ s e l f - t e s t  m od e ） 分 別 傳 至 繞 極 軌 道 衛 星

（ LE O S AR）與同步軌道衛星（ GE OS AR）之訊

號差異。  

4、請地面設施提供者落實  R e t u rn  Li n k  S e rv i ce  (R L S )

更新，所有任務管制中心（M CC）應在 20 18 年 12

月 完 成 ;並 請 各 會 員 確 定 R LS 註 冊 示 標 的 執 行 機

制。  

5、 理 事 會 決 定 邀 請 參 與 成 員 評 估 其 MCC 中 ， 過 濾

E u ro p ean  R ef e r en ce  Beacons (R E FBEs)  R LS 測試傳輸

的實施情況，並在第 32 次聯委會（ J C- 32）報告結

論。  

6、歐盟伽利略計畫已成功啟動 4 顆衛星，在 2 01 8 年第

一季與第二季季行測試，將於 2 018 年 7 月投入使

用，並於 20 1 8 年 1 0 月的 J C-3 2 會議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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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本目前所使用的是 4 個通道的 ME O LU T，將再進

一步增加至 6 個通道。另外，日本將在那霸距離

M E O LU T 約 1 ,5 0 0 公里處，設立 M EO S AR 的參考

示標，頻率為 40 6 .0 3 4M Hz。  

8、歐盟與中國大陸於會議共同提報北斗衛星與伽利略

衛星系統 ov e r l app i n g 而產生定位誤差問題報告，

會中建議建立緊急聯繫專家小組及訂定規範，以設

法盡速解決此問題。中國大陸就與伽利略系統頻率

相同，產生干擾問題，願意在 20 1 8 年 3 月或 4  月

參與工作小組會議，以討論 ME OS AR 頻率管理事

務，並計畫在 2 020 年前發射 6 顆提供 S A R 的北斗

衛星。  

9、英國與海上無線電技術委員會（ RTCM）共同提報個

人指位電示標（ P er s on a l  Lo ca t i on  Beaco n， P LB）

運用於海上之情況，英國並於會中說明已要求其漁

船救生衣應配有 PLB，鑒於 P LB 在海上使用愈來

愈頻繁，理事會決定請英國、 RTC M 及相關成員於

第 3 2 屆聯委會進一步提現況報告，並在 IM O 轄下

航行通訊與搜救次委員會（ N CSR）中提出討論。

另經會後查詢英國政府網站，英國係自歐盟漁業委

員會等組織，取得經費預算購置含有 P LB 的救生

衣，提供漁民更安全的海上作業條件。  

 

（四）中軌道搜救衛星系統（Medium-altitude Earth Orbit Search and 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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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簡稱MEOSAR）演進 

1、自動報告系統（ QA RS）應由節點 MCC 評估，盡快

在 C OSPAS -S ARSAT 網站上顯示 M EOS AR QM S 狀

態。  

2、建議在 2018年秘書處預算中撥出 5 ,000加元的預算，

用 於 一 個 或 兩 個 志 願 節 點 的 MCC， 進 行 設 置

FT P -o v er - VP N 測試連接，並於 20 18 年底，由澳大

利亞與西班牙自願參加測試。  

 

（五）與國際組織聯繫 

1、在 2 01 8 年 9 月將提交 EP IR B 的岸台維護與年度測

試指南予國際海事組織（ IM O）及 IT U，並透過電

子郵件（ Edwin.B.Thiedeman@uscg.mil）邀請美國審閱報

告。  

2、更新 IM O 對於 EP IR B 的功能標準，以利 A IS 使用

訊息 1 4 傳輸 40 6M Hz 的示標號碼，並邀請會員參

與 IM O、 IT U、 IC A O、 NC SR 工作小組會議，審查

關於在 E P IR B 以 A IS 定位的方式，並鼓勵在 2 01 8

年的以國家或國際標準進行認證許可。  

3、回應 NCSR 要求，對 GM DS S 遇險警報進行分析。  

 

（六）下次會議時間、地點、主席、議程及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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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 事 會 決 定 下 次 會 議 主 席 由 美 國 M r.  Ch r i s to ph er  

O’Conno rs 擔 任 ， 副 主 席 由 加 拿 大 M r.  M i ch ae l  

D o n a ld 擔任。 J C -3 2 會議及 2 01 9 年理事會將於加

拿大蒙特婁舉行。  

2、理事會決定邀請英國、 RTC M 與其他有興趣會員，

就未來召開 J C- 32 會議討論 M EOS AR 優先事項，

英國並已表示將與 IM O 進行會議討論。  

3、理事會決定召開專家工作小組會議，由美國 J es s e  

R e i ch 先生擔任主席。  

4、理事會批准 201 8 年及 20 19 年初會議時程，列於附

件 19。  

 

（八）審定議決紀錄 

1、理事會於 2 01 8 年 2 月 8 日批准第 5 9 屆會議紀錄。  

2、理事會邀請會員參與 20 1 8 年 7 月 1 日，在巴黎舉行

的國際衛星輔助搜救組織 C OSPAS -SA RS AT 三十

周年協議簽署紀念活動。  

3、理事會感謝本次會議主席 M r.  A nd r e y K u ro p ya t n i kov

的努力貢獻，讓會議順利圓滿完成。  

四、與我國有關會議事項  

     (一 )  2 . 3 . 18  IT D C  

IT D C  有 兩 個 LE O LU Ts  及  一 個 M CC 運 作 中 ， 並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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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an -Tsa i r  S u 於 201 8 年 1 月 1 日起擔任 IT D C 負責人。  

(二 )  3 . 3 . 2   

確認 20 1 8 年起開始實施地面部分修訂內容。  

(三 )  4 . 2 . 16  

迫切需要升級所有的 MCC，並預計於 20 1 8 年 6 月前完成

各節點 MCC 的運作。  

(四 )  5 . 1 . 7  

確認各國執行 M EO S AR 相關進度及規範，並且遵守相關

時程，以確保未來之運作。  

 

參、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一）COSPAS-SARSAT重點議題仍由創立國之加、美、法、俄主導，組織

成立目的為搜救，然而其背後有相關國際衛星通訊廠商業者利益，

COSPAS-SARSAT對通訊設備所設立之規格或標準，均涉及各廠商對

EPIRB、AIS、緊急位置發射機（ELT）、PLB、地面終端站（LUT）

等設備之製造生產商機。 

（二）中國大陸與歐盟就北斗衛星與伽利略衛星產生重疊覆蓋現象進行報告，

中國大陸近年對推動北斗衛星加入COSPAS-SARSAT運作相當積極，

其用意不僅在搜救，亦有意藉此發展衛星通訊相關產業，尤其中國大

陸龐大漁船數之通訊亦使用北斗衛星系統，後續值得關注。 

（三）本次經參與會議獲取會員於中軌道衛星建置之寶貴經驗，另在組織運

作上亦體認到國際組織中運作之實力與一國技術能力及人才息息相

關。 

（四）本次會議期間，我國內花蓮地區於 107 年 2 月 6 日深夜，發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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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強震，造成花蓮市區統帥大飯店塌陷傾斜，多人受困等災情，加

拿大蒙特婁地區各媒體，及網路新聞均有大幅報導，日本、南韓、美

國、義大利與 ICAO等代表，均於會議期間向我團表達關心致意，除

深為所動外，亦深感透過國際參與活動，有助於與各國強化互動瞭

解。 

 

二、建議 

（一）建議我國未來建置中軌道衛星搜救系統時，能夠藉由獲取參加會議的

最新資訊，提供我國隨時更新海難搜救效率，以提昇我國國際地位，

肩負國際海難救護任務。 

（二）我國刻正規劃漁船裝設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未來建議可持續透

過參與 COSPAS-SARSAT，並藉由國際參與及相互交流資訊，以獲得

最新的海事安全訊息，提升我國船舶相關系統搜索救助效率。 

（三）建議我國未來建置漁船裝設 AIS 計畫，除可藉由 COSPAS-SARSAT

與相關海事安全高度發展國家交流外，亦可增廣我國海事安全技術新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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