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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職代表本公司陳副總經理福將出席參加由 Marcusevans 公司

在新加坡主辦「Future Ready Airports」7月 23 至 7 月 25 日論壇，

主辦單位邀請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針對「Smart Termainal」主

題進行專題性之演講，其本次於論壇講題是「 Leveraging Smart 

Facilities to Ensure Seamless Terminal Operations: A Case 

Study of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T3, Taiwan」。 

另與澳洲機場、印度機場及美國機場等各國之代表，還有各國顧問

公司代表與廠商代表進行相關經驗交流討論，議題集中在建置未來機

場所須具備之備援，包括非航空收入，智慧綠色機場，智慧設施，數位

環保等等，有助於後續作為第三航廈各項系統整合及設計優化之參考

與借鏡。 

 

關鍵詞：智慧航廈、國際論壇、經營管理 

 
 

  



 

2 
 

目錄 

壹、目的………………………………………………………..3 

貳、行程說明…………………………………………………..5 

參、過程內容…………………………………………………..6 

(一)、論壇行程……………………………………………..6 

(二)、2018 「Future ready airport」國際論壇簡報……9 

(三)、參與 「Future ready airport」專題研討………..12 

肆、心得及建議………………………………………………17 

伍、附件………………………………………………………20 

  



 

3 
 

壹、 目的 

本次「 Future Ready Airports」論壇在新加坡舉行，由 

marcusevans 公司邀請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針對「Smart 

Termainal」主題進行專題性之演講。本次演講原邀請陳副總福將出席

參與演說，然因本公司刻正積極辦理「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

各項設計與規劃，公務繁忙，故由職代理出席發表演說。 

 

此次專題演說發表主題為「SMART TERMINAL  Leveraging Smart 

Facilities to Ensure Seamless Terminal Operations: A Case 

Study of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T3, Taiwan」，簡報內容

主要針對智慧航廈相關設施建置來說明本公司「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

三航站區」設計規劃方向與執行情形，論壇間簡報相關系統內容說明如

下所示： 

 

1. Smart airport’s facilities architecture 

(智慧機場設施建構) 

2. Smart security construction for good passenger experience 

(提供智慧安檢系統) 

3. Build up new Baggage Handling System to solve existing 



 

4 
 

bottleneck 

(建置行李處理系統以解決現有困境) 

4. Integrate all facilities for Airport 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 

(利用機場整合決策系統(ACDM)串聯整體航廈設施系統) 

 

本論壇亦邀請各國如澳洲、印度及美國等各國機場之官方代表分享

該國機場基礎建設投資方向，還有各國顧問公司代表、民航單位與航空

公司廠商，藉此寶貴機會與代表相互交流溝通，獲取許多國際標竿機場

發展趨勢與相關營運經驗，未來可作為第三航廈各項系統整合及設計

優化之參考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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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說明 

一、 本次行程為整體規劃如下 

日期 時間 行程說明 備註 

107/07/22 0750-1225 桃園至新加坡 出發 

107/07/23 0830-1700 
抵達會場辦理報到事宜，論壇開幕儀式 

參與 Future Ready Airports 論壇 
 

107/07/24 0830-1700 參與 Future Ready Airports 論壇  

107/07/25 0830-1700 
參與 Future Ready Airports 論壇 

發表演說 
 

107/07/26 1325-1820 新加坡至桃園 返台 

 

 

二、 本次出國成員如下 

單位 姓名 職稱 

工程處 廖振志 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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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過程內容 

(一)、 論壇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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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代表本公司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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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 「Future ready airport」國際論壇簡報 

2018 「Future ready airport」論壇在新加坡舉行，舉辦主旨基

於全球旅運量大幅成長，各國國際機場皆面臨巨大挑戰，如何載運量增

長的同時，提供最佳設施以增進更好之服務品質，獲取更多非航空收

入，為一相當重要之課題，因此提供此一平台與各國講者及與會者相互

交流與經驗分享，研討會為期三天，針對機場之規劃設計、營運與機場

維護三方面進行相關議程之研討，主要主題如下所示： 

 

1. 澳洲、荷蘭、南韓、南非國際機場亮點介紹專題演講 Country 

Spotlight-Australia, The Netherlands, South Korea and 

South Africa  

2. 機場設計開發與擴建 Design, Development & Expansion  

3. 機場卓越營運與創新 Operational Excellence & Innovation 

4. 機場設施最佳化-陸側無障礙、安檢最佳化 Landside 

accessibility & Security optimization 

5. 智慧航廈 Smart Terminal 

6. 數位科技與環保 Digital Ecosystem & environment 



 

10 
 

 

      圖 1.論壇開幕主席專題演說 

 

       圖 2.論壇講者與與會者參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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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在「智慧航廈」演說主題中，由本公司辦理第三航廈建立智慧

航廈計畫發起：針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提供彈性且具建設性之解決方案，

尋找最適合之解決技術方案，以提供旅客最便捷舒適之服務品質。 

 

以智慧航廈針對離境相關為例，要達成便捷快速通關為目標，需連

結各航廈內之 ICT 系統、行李處理系統(自助報到及行李托運)、智慧

安檢系統，提供更多人性化設施，及大量採用全/半自動或自助式設備，

除大量減少機場所需之人力外，在科技領導的迅速進步下，著實提升旅

客對於機場的體驗，亦於無形中增加機場好感度，其各系統之設備引用

及相互配合為達成智慧航廈目標之重要要件。 

 

另需整合機場相關作業單位(如航空公司、飛航管制單位、航警局

與移民署等)，建立共同決策平台，利用機場整合決策系統(ACDM)串聯

整體航廈設施系統進行整合。達成 ACDM 所定義之 16 項里程碑目標，

本次也藉此發表演說有關第三航站區建置計畫機會，也讓台下之與會

來賓認識台灣，會後有不少官方與相關顧問公司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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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與各國機場公司代表、民航單位與航空公司等交流意見 

 

(三)、 參與 「Future ready airport」專題研討 

在論壇期間參與許多專題討論，包含許多國家機場之機場發展

當前和未來挑戰的戰略、營運管理、規劃及機場通訊科技，獲取不

同機場相關管理經驗，其中主要重點國際機場經驗分享研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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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史基浦機場-升級機場基礎設施以因應未來成長趨勢 

(Expanding Airport Infrastructure to Accommodate the Future 

Passenger Growth：A Case study of 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 

史基浦機場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為歐洲主要樞紐機場，在 2013 

年旅運量達約 5200 萬人次，而在 2016 年之旅運量更突破來到約

6300 萬人次，預計 2025 年後會突破 7000 萬人次，為了因應旅運

爆炸性成長，未來 10 年機場會積極性進行擴建與設施更新改建，

包含新建航廈進行，與升級機場基礎設施刻不容緩，主要分為四大

主軸，可作為未來第三航廈因應旅運量成長之參考： 

1. 航空公司與飛機：飛機旅運起降架次頻繁，為避免飛機調度

安排與起降不順，造成時間浪費，建立相關掌控設施，例如

AVDGS，顯示機坪使用狀態與停靠班機大小，並提供飛行員

即時停機引導，以利協調靠橋或起飛。 

2. 旅客動線與服務：設置多項自助/半自助設施係統以利整體

旅客安檢時程縮短，如設置智慧人體全身掃描儀，全面進行

檢查，站定於正確檢查位置，花數秒時間即可分辨合格不合

格旅客以進一步檢查。另較大空間設置智慧安檢行李流程及

設備配置，並分流合格與不合格行李；自動回收安檢托盤於

安檢完成後自動送回安檢起點供旅使用，減少人員走動來回

收送安檢托盤，以縮短相對時間。 

3. 不動產土地：徵收機場鄰近土地以利擴大未來旅運需求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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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設。 

4. 機場內部各合作夥伴相互協調平台：民航機關、航空公司、

與相關民間企業或商業設施等建立一協調平台，於突發緊急

狀況可立即處理或預防，亦可在訂定目標進行整合與達成。 

 
圖 4.史基浦機場專案人員簡報 

 
圖 5.史基浦機場專案人員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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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史基浦機場專案人員簡報內容 

 

法國戴高樂機場-利用 ACDM 使整體服務、效率與安全性提升 

(Optimizing Airport 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 (A-CDM) to 

Streamline Services and improve Overall Airport Efficiency and 

Safety) 

在戴高樂機場 CDM 的核心管理單位為 CDG 營運者、飛航服務提

供者及地面OPS營運者，其他利益相關單位包含地勤、政府服務者，

透過 Eurocontrol 所設計的協調整合決策系統，運用 16 項航班各

階段的重要里程碑，即時分享資訊，以協助利益相關單位可及早進

行狀況評估及反應，達成的效益包含：資源運用與基礎建設調適最

佳化，提升服務品質、交通流量預測及準確度、在不良情況下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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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場與流量管理中心(CFMU)的管理效率，最終更好的整合

Eurocontrol 計劃。。 

 

 
圖 6. 法國戴高樂機場專案人員簡報內容 

 

 

圖 6. 法國戴高樂機場專案人員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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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及建議 

經由本次論壇參與，體認到全球各國隨著航空業發展，旅客與物流

經由空中運輸已是稀鬆平凡的事情，重點轉運樞紐國家機場也隨著這

些脈動，旅運人次不斷的增長，為了因應這些變化，需要有更多的戰略

去布局，提升整體航空產業鏈中經濟價值，創造更大的收益。 

而論壇中也分「智慧航廈」、「航廈設施開發」、「經營管理營運創新

與維護」等多種面向議題進行討論，以下就出席本次論壇中所學習及相

關體悟之心得與建議，提出陳列如下： 

一. 史基浦機場面臨旅運人口爆炸性成長因應策略-航廈「效率」面 

心得：對於荷蘭史基浦機場而言，國際旅客運量成長率已

讓該國機場公司需刻不容緩執行對策進行因應，在對策中提及

以「效率」與「建設」作為優化，以打造智慧航廈之目標。 

在「效率」方面，航站陸側區域中引進先進旅客導引系統，

例如結合行動智慧 app 提供旅客即時航班動態系統、航廈內部

動態查詢引導系統與連貫式旅客動線規劃等，提升旅客便利性

及加速尖峰時段旅客動線消化；而在安檢系統方面引進先進自

助/半自助行李及旅客安檢系統，短時間內判讀旅客及物品是否

有問題，並進一步處理，加速處理旅客安檢效率，亦可節省一

定人力。而效率亦不節省安全性，在科技結合下收集每位旅客

生物辨識、照片與護照資訊回饋收集至民航機關，進一步將資



 

18 
 

料進行比對，以排除危險，另外藉由先進安檢設備提升辨別危

險物品之準確性，確保航空保安。 

而在空側區域中引進航機管理系統，利用高效率及精準的

自動化系統來引導飛機停靠機坪。以減少出錯機會，避免時間

浪費，創建更安全的操作環境。且地勤人員可以更專注於準備

飛機起飛，航管人員可進一步掌控飛機動態，確保飛航安全。 

建議：在多種類利於提升效率與安全性之科技設施導入於

航廈之經驗分享中，未來可回饋我國進行第三航站區建設之規

劃，另外隨著航站區建設中，亦需隨時了解更新開發之設施，

並比較其優缺點，與航空合作夥伴進行研討，購置最適宜之設

備進行使用，提升「效率能量」。 

另外如果資金許可下，甚至可結合我國企業，合作開發智

慧航廈需求相關之軟硬體系統，以輔助提升我國機場航廈之營

運效率，如推動成功，亦可進一步推廣至其他國際機場，創造

更多利潤收益。 

 

二. 史基浦機場面臨旅運人口爆炸性成長因應策略-航廈「建設」面 

心得：在簡報中提及於史基浦機場未來航廈「建設面」中，

因荷蘭本身地緣性，未來會加強投資建置生物辨識邊境管控，

並加強緊鄰其他歐洲國家等服務，這些新建設施將利用數位方

式加強與旅客的接觸連結，並提供高效率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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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航廈建設最重要的是結合周邊土地徵收，其中需考量

因應旅運成長規劃，土地徵收後各區域建造目的與使用性，(如

航廈擴建區域、商業使用區、貨運處理中心、行政中心等)，另

外通盤考量機場周邊主要交通幹道，引導週邊區域發展計畫。

這些區域周邊發展計畫可結合航空產業，進一步拓展到相關產

業連結區域，進一步創造就業機會。因此除考量機場本身的預

定用地規劃，仍須考量並周邊如何連結，創造更高之非航空相

關之收益。 

建議：以史基浦機場之營運策略約 70%以上收益皆來自航空

延伸之相關商業活動、物流產業，其中商場區域、貿易中心與

在其 L型之主航廈區域穿越其中，安排人流動線穿越，達成非

常良好之商業基礎，也創造許多之就業機會，因此在整體商業

與航空規劃需務實檢討，並進一步擴大去討論不同時程下我國

整體機場鄰近用地規劃，俾利創造更大收益。 

 

三. 戴高樂機場利用整合決策系統(A-CDM) 

心得：透過法國戴高樂機場機場協調整合決策系統(A-CDM)

之運用說明，瞭解機場導入 A-CDM 的效益，可促使機場合作夥

伴能及時共享營運數據，包括航班起降管理即時資訊、氣候監

測預報、其他機場即時情況掌握及機場營運監測等功能，而為

了讓 ACDM 能夠精確的運作，任何變動都需要將資訊回饋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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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Eurocontrol 所設計的協調整合決策系統委員會等相關單位，

避免臨時性之變動，衝擊秩序，以確保狀況掌握，做最妥善之

決策，進而優化機場營運效率及服務品質。 

建議：機場協調決策平台(ACDMP)之建置對機場營運效率之

提升至關重要，宜吸取本次研討會的經驗持續精進到 T3 資訊

通訊系統工程的設計與規劃，並務實檢討 ACDM 各項指標，有

效整合 ACDM 16 個 Milestone 資訊源，對第三航廈各項特殊

系統設計持續進行優化精進作業，以面對真實反映之運行模式。 

 

最後，在多次出國參加論壇演講，開場白常常詢問有關台灣及桃園

機場的印象，結果常常只是少數人知悉，建議應該藉各種機會出國宣

揚，亦同時藉由參與國際場合機會，不但外語能力可以強化，亦可增加

自已的視野，了解全世界的機場及相關工作者努力的趨勢及方向，也正

是給我們一個非常寶貴的學習機會，回國以後也可將所見所聞傳遞給

所有同仁。 

 

伍、 附件(本次出席國際論壇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