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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飛航安全」須由飛航管制員、飛航組員、維修員、地勤等空地航空專業人

員共同維護，其中尤以飛航管制人員須管制空域和機場中所有航行的航空器，其

專業性與特殊性更與飛航安全有直接關聯。如何於招募、選擇、訓練過程中，辨

識出適合擔任此一職務的人才，有效運用訓練資源以使新進學員通過考驗成為管

制員實為本所之責任。另外，應民航局及飛航服務總臺有關基於能力培訓、在職

訓練、考核、檢定、生涯規劃等議題，以及塔臺新系統轉移等有更進一步了解的

需要，爰本所特別前往符合國際民航組織規範，且向來與我國友好之澳洲飛航服

務公司（Airservices Australia）實施培訓業務會議，實施廣泛之交流與協調。 

澳洲飛航服務公司負責提供澳洲空域管理、飛航管制、飛航情報、航空通信、

無線電助導航設備等飛航服務業務，並辦理上述業務及消防救護、航空器維修技

術等訓練，頗值我國借鏡。藉由本次培訓業務會議，本所得以了解澳洲航管人員

選用制度、符合國際民航規範之飛航服務人員系統性訓練及淘汰機制，至於如何

整合相關訓練資源，落實訓練成效以提昇飛航服務品質及飛航安全，亦為此次會

議重點。 

本次會議安排還參訪其管制作業中心、塔臺和模擬機，冀吸取澳洲之飛航管

制模擬實習訓練軟、硬體施訓策略及作業轉移之經驗，據以修正本所模擬實習、

訓練規劃及總臺新建塔臺計畫執行乙案，以符合國際民航規範並能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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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鑒於航運量持續增長，培育航空管制專才為本所主要職掌業務，目前航管訓

練課程依據美國 FAA 之設計施行年代已久，本所雖持續更新調整，但隨著法規、

環境變遷、新世代價值觀及科技日新月異等因素，訓練模式實有通盤檢討改進之

必要。本所在上級支持下，擬以漸進與系統性方式分年赴國外飛航服務訓練機構

觀摩，嘗試於現有教學設備與人力下，達成精進訓練品質之目標。 

    飛航管制員全年無休提供飛航服務，正確的判斷與管制作業影響航機所有乘

客的安全，因此飛航管制員的訓練、考核需以極為嚴謹審慎態度為之。在通過民

航特考錄取後，還需經 11 個月的職前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並通過學、術科

檢定層層考驗後，方能取得檢定證，正式肩負飛航管制之職責。 

飛航管制員須具備抗壓性高、果斷及快速反應之人格特質及語言能力，目前

係以民航特考求才，對報考人員之資格條件、體格標準、語言能力、性向測驗等

亦有嚴格要求。近年招募之新人學歷及語言能力皆高於招考標準，惟淘汰率相較

過去 10 年，反有逐漸攀升之趨勢，何以在嚴謹的規範與考核制度下，仍無法有

效提高訓練通過率，造成部分訓練資源之浪費，實為本區選訓制度須探討課題之

一。本次規劃赴澳洲飛航服務公司（Airservices Australia）交流培訓業務，

期望由系統面著手，進一步了解航空人才訓練方式，以做為本區調整選訓制度之

參考。 

飛航管制員除需經過完整紮實之學科與模擬實習基礎訓練外，作業單位實務

訓練亦是一重要之環節，在一定的訓練時間內使學員將基礎技能運用至實際管制

作業，於各類緊急突發狀況、心理壓力與外在因素等影響下，訓練達到足可獨立

作業之水準，需仰賴嚴謹之在職訓練、階段考核與最終檢定。而成為正式管制員

後，航管單位仍須執行席位查核，掌握飛航管制員管制技能是否持續提升，適時

予以加強與輔導，確保管制作業品質以為飛航安全嚴格把關。 

執行上述訓練、考核與檢定等業務，需投注龐大訓練經費與人力，如何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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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之遴聘機制遴選專任講師與實務訓練教官，並控管教學內容及品質符合相關

規範，亦為整體訓練制度重要因素。本所目前僅有 3名專任航管教官，而職前訓

練學科期程達 4個月，部分專業課程仍有賴外聘講師或航管單位一線作業人員支

援講授。至於塔臺模擬實習期程達 1.5 個月，為使學員能多做練習，採分 3組方

式執行，每次模擬機實作至少需 6名教官。如何在有限的人力下，兼顧訓練進度

與品質，實需一套完整之教官遴聘與訓練精進制度。本次觀摩澳洲培訓管制員之

方式，了解分層分類訓練機制、人員自我精進、考核標準訂定與相關輔導機制等，

作為本區未來培養訓練講師之參考。 

貳、 過程 

日期 內容 地點 

107 年 9 月 11 日 往程 臺北-墨爾本 

107 年 9 月 12 日 

與澳洲飛航服務公司

(Airservices Australia)聯絡人

進行會前討論 
墨爾本 

107 年 9 月 13-14 日 參與會議與參訪 

107 年 9 月 15-16 日 返程 墨爾本-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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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第 1天(9 月 13 日) 

 自我介紹 

 林副所長簡報「民航人員訓練所與航管訓練介紹」 

 參訪模擬機 

 飛航管制員招募與甄選 

 科技教學工具 

 評量方式 

 基於能力培訓(Competence-based Training,CBT) 

第 2 天(9 月 14 日) 

 參訪飛航服務中心與墨爾本塔臺 

 實務訓練介紹 

 生涯發展 

 業務協調會議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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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訓練業務協調紀要 

一、 背景說明 

(一) 墨爾本機場 

墨爾本位於澳洲東岸維多利亞州南部，係維多利亞州首府，

人口數目於澳洲排名第2，時區為格林威治標準時間+10小時。 

墨爾本機場地理位置距離墨爾本市中心西北方約 25 分鐘

車程，目前尚未有軌道運輸系統連接二地。機場有 1座國際航

廈(第二航廈)與 3 座國內航廈，2017 年度旅客數約 3,500 萬

人次，其中國際與國內旅客分別約 1,000 萬人與 2,500 萬人

次。 

澳洲共 9 座國際機場(含墨爾本機場)採行自動通關系統

SmartGates，以加速旅客通關，出境旅客不分國籍，只要具備

一定條件之護照，個人即可自行操作使用該系統；入境部份，

含我國目前僅 15 個澳洲以外國家之國民可使用該系統通關。 

墨爾本機場(圖 1)為國際線與國內線混合起降之機場，有

兩條跑道，16/34 跑道長 3657 公尺、寬 45 公尺；09/27 跑道

長 2286 公尺、寬 45 公尺，每日起降約 600-650 架次。2017 年

度總架次約 23 萬架次，係澳洲第 2 大機場，僅次於雪梨機場

之 32 萬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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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墨爾本機場空照圖 (來源:Google 地圖) 

(二) 空域概述 

澳洲空域由布里斯本飛航情報區與墨爾本飛航情報區組

成，東、西兩端距離約 5,000 浬，二個飛航情報區占全球空域

範圍 11%(圖 2)。空域劃分為 A 類(飛航空層 245 至 600)、C

類、D 類、E 類(飛航空層 180 至 245)等管制空域與 G 類非管

制空域。澳洲飛航服務公司提供澳洲境內 29 個塔臺之飛航管

制服務，其下另有布里斯本與墨爾本 2個區域管制中心、6個

終端管制單位(Terminal Control Unit,TCU)。墨爾本、坎培

拉與阿得萊德等 3個終端管制單位，與墨爾本區域管制中心同

處墨爾本飛航服務中心內，該中心與墨爾本塔臺、民航學院毗

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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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澳洲飛航情報區 (來源:澳洲飛航服務公司官網) 

二、 飛航管制員招募與甄選 

   

 

 

 

 

 

 

 

 

 

 

 

 

圖 3 招募與甄選流程 

(一) 報名資格 

1. 年滿 18 歲。 

2. 澳洲公民、紐西蘭公民或澳洲永久居民。 

Step 1  

Define Minimum 

Entry and 

Competency      

Step 2 

Market and 

Advertise 

Step 3  

Assess 

Applications 

Step 4 

Conduct Online 

Ability Tests 

Step 5 

Conduct 

Assessment 

Centres 

Step 6 

Reference, 

Medical and 

Security Checks

Step 7 

Offer to commenc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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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具備高中學歷(12 Year Certificate)、或高等教育學

程、或學士/碩士/博士學位(Degree)、或海外技能認定中

心 (National Office for Overseas Skills 

Recognition ,NOOSR)評定高於澳洲高等教育之文憑、或

有效之商用駕駛員/自用駕駛員執照。 

(二) 報名方式 

澳洲航管人力招募係採網路推廣與報名方式，網頁中可瀏

覽澳洲民航組織之相關資訊、飛航管制員工作簡介、飛航管制

員現身說法、定義航管工作所需之能力標準等，所提供的充分

資訊讓報名者事先對招募標準及航管工作有更深的了解。 

(三) 初審 

(四) 線上能力測驗 

1. 語文推理(Verbal Reasoning) 

評估書面陳述的能力，從詞彙、引經據典、流利度，理解

力與互動中評定語文程度。 

2. 數學推理 (numerical reasoning) 

以圖形或圖表的方式分析數據，並做出正確決策或推論的

能力。  

3. 數值計算(numerical calculations) 

準確快速的計算能力。 

4. 比對測驗 (checking test) 

將一組字母和數字進行比較，識別匹配的組合，以評估是

否具備快速準確地配對能力。 

5. 空間測驗(a spatial test) 

準確識別物體旋轉後的外觀，評估快速感知和空間操控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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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力證明面談(Competency based interview) 

運用問答方式收集資訊，用以證明報考者過去的表現，預

測是否能把行為潛力反映於飛航管制。 

7. 國際民航組織英語能力測試 

8. 通過上述 1~7 項評估後，寄送通知書並進行後續評估。 

(五) 評估 

考生自費於墨爾本評估中心進行 1天能力與個性評估，主

要分為簡易模擬機測驗、團體活動與面試三大項，一年平均實

施 4 次，每次評估 50 名考生，多數考生應試前未接受過飛航

管制相關訓練，但此項評估藉由雷達與塔臺模擬機進行簡單的

演練，可初步識別反應力、判斷邏輯及空間概念等。評估團隊

由 3 名經理、3 名人力資源部門人員、4 名資深員工、模擬機

部門人員組成，以進一步評估適職性。 

(六) 體格檢查與保安檢查 

考生必須通過澳洲民用航空安全局(Civil Aviation 

Safety Authority, CASA 以下簡稱民航安全局)所訂立的體格

標準- Class 3 Medical Certificate，並取得航空保安識別

卡(Aviation Security Identification Card, ASIC)。 

(七) 通知參加培訓 

通過上述 6個評估流程，即進入澳洲民航學院，開始接受

航管訓練。訓練期間，學員平均年薪約 50,000 澳幣(*1 澳幣

約新臺幣 22 元)、取得航空學位(Diploma of Aviation)後約

70,000 澳幣、取得航管執照後達 100,000 澳幣，後續年薪可

達 185,000 澳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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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進飛航管制員培訓制度 

澳洲民航安全局(CASA)為主要民航監理機關，相當於本國民用航空

局，其前身為澳洲民用航空局(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CAA)，1995

年將飛航管制抽離，改由澳洲飛航服務公司負責。該公司係澳洲政府所

擁有之企業(Corporate Commonwealth Entity)，且由澳洲基礎設施與

交通部長(Minister for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任命該公司

之董事加以治理。澳洲飛航服務公司負責提供澳洲空域管理、飛航管制、

飛航情報、航空通信、無線電助導航設備等飛航服務業務，其中飛航管

制及消防救護之招募與訓練由其民航學院(Learning Academy)辦理，其

他人員係依用人單位需求所規劃、聘用。 

澳洲民航安全局依據航空人員檢定給證之最低標準，授予合格管制

員檢定證。後續與航管有關之實務訓練、課堂講授、考核、檢定等項目

均 由 具 資 格 之 單 位 給 予 各 類 別 之 認 證 (Endorsement) 與 資 格

(Qualification)。 

(一) 民航學院階段 

民航學院負責之飛航管制員訓練，分為兩大類教學，課堂

課程與模擬機訓練輪流實施，包括理論基礎和實務運用。每個

學員的訓練計劃不完全相同，主要由一組專業的評估人員，透

過學員學習狀況，隨時調整訓練內容與期程。 

原則上塔臺類別的訓練為 12 個月，航路訓練為 14 個月。

課堂課程包含航空法規、通信程序與服務、管制效能、團隊合

作、緊急狀況與搜索、裝備、流量管理、空域結構等科目，學

員應理解程度(Phase)由淺至深區分 1 至 6 級。各科目又可分

為理論、數位學習、實作與參訪等課程類別(時數範例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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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科內容(範例) 

 

模擬實習階段，學員需通過 2 次階段性評量(Progress 

Evaluation)與 1 次期末考核(Exam)，及格後進入實務訓練階

段。每次評量或考核僅由一位考核人員參與，若未通過考核，

補考時不會再安排與前次相同之考核人員。為使考核標準一致，

考核人員係依據該公司訂定之飛航管制作業表現管理手冊

(ATS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Handbook)執行

考核作業，該手冊詳列學員應符合相關之能力標準，以此公正

地篩選或淘汰不適任之學員。訓練期間並觀察工作表現，蒐集

未達標準之訓練紀錄，提交評估小組進行審查，由部門經理

(Delivery manager)決定繼續或終止培訓，如決定繼續訓練，

針對其弱點予以補強；如決定終止訓練，由培訓經理(Initial 

Training Manager)告知學員最終結果。 

學員模擬實習期末考核及格後，其相關訓練紀錄移交實務

訓練單位，以了解該員受訓期間迄今之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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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務訓練階段 

1. 訓練協議(Training Agreement) 

學員完成專業課程與區域/塔臺模擬實習課程後，邁

入實務訓練階段(On Job Training, OJT)，將接受航管作

業單位之模擬實習與實際線上管制訓練。期程依施訓單位

不同而有彈性調整之協議，相關規範明訂於各施訓單位訓

練手冊(Training Manual)。 

2. 訓練進展(Training Progress) 

(1)訓練支持協議(Training Support Agreement) 

實務訓練過程中會安排階段性考核，其主要目的係辨

識出學員管制弱項，若需進一步加強，則評估是否需

額外提供學員最多 2 週之訓練支持課程(Training 

Support)。該訓練時程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策略性

地消弭學員管制弱項，提供學員如螢幕掃視技巧、空

域結構、劃分席位時機等訓練內容，以強化管制能力。 

(2)訓練多樣化 (Training Variation) 

實務訓練階段盡可能使學員經歷各管制情境與面向，

如高工作量、航情複雜度、待命、軍方活動、惡劣天

氣狀況、異常作業管制等，使學員處於高壓力、複雜

度高的工作環境，以培養學員獨立當班之管制能力。 

(3)每日與每週訓練紀錄表(Training Report) 

實務訓練教官職責之一係填寫每日與每週訓練紀錄

表，該表單運用提醒等級(Prompting Hierarchy)格

式(表 2)，詳實記錄安全關鍵性情境(Safety 

Critical Scenario) 發 生 時 ， 教 官 所 干 涉

(Intervention)之程度與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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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之干涉程度由淺至深區分為 4 類別：詢問

(Asking)、建議(Suggesting)、指導(Directing)與

接管(Taking Over)，其中指導與接管情事發生時，

教官必須將該情境下之航機呼號與管制過程詳載於

紀錄表。考量 OJT 前期階段，教官之角色著重於直接

教學與指導，干涉程度較深且次數頻繁，澳方強調提

醒等級工具於 OJT 中後期開始運用，相關數據才能真

正反應學員學習曲線。 

表 2 提醒等級紀錄格式(範例) 

提醒等級 詢問 建議 指導 接管 

發生次數 2  1 1 

接管-C152 於五邊給予落地許可後，又頒發 C172 進跑道

等待，接管並取消 C172 進跑道等待之許可。 

3. 期末考核 

當受訓學員管制能力持續 2週表現平穩時，得以進行

期末考核作業。作業單位考核人員(WpA)依據表現評估報

告(Performance Assessment Report)中擬定之航管能力

項目，視學員考核期間之表現，給予 1至 7分，分數達 4

分以上則該項達標。考核人員依據各航管能力項目評定考

生之「綜合能力」，決定期末考核是否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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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科技應用 

(一) 自我學習工具 

學員可使用網頁瀏覽器登入 atc.guru 網站之人機界面訓

練(HMI Trainer)頁面，練習波道轉換(Frequency Transfer)、

雷達交接(Handoff)或航機申請高度 (Level Request)等航管

題目(圖 4)。經由語音互動方式自我學習，增進航管系統熟練

度與術語流暢性。該訓練界面並無電腦語音辨識功能，僅以預

設之反應時間，播放題目語音檔，提出請求與覆誦許可。除前

述人機界面訓練功能，atc.guru 網站亦包含 Airspace 

Visualiser 功能，以 2D 旋轉圖示呈現澳洲空域結構，視覺化

強化空域概念(圖 5 左)。 

 

圖 4 人機訓練界面訓練展示 

(二) 3D 列印 

澳洲飛航服務公司亦運用 3D 列印技術，輸出空域結構實

體模型。該模型可拆解與組合，並刻印該空域名稱與高度上下

限，以強化學員空域結構概念(圖 5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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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空域結構展示 

(三) 擴增實境(AR)與虛擬實境(VR) 

Mr. Raymond Corrigan 係近 2-3 年來之新進教官，具資

訊與航管背景，其自行研發免費之 AR Aircraft APP 軟體(圖

6 左)，提供學員生動有趣之機型辨認練習。 

此行亦難能可貴地體驗先進科技應用於塔臺模擬管制(圖

6 右)：戴上頭盔後，眼前空曠之房間即轉換為塔臺視角，同時

耳機傳來航機請求後推等語音，操作者利用手持搖桿控制與擺

放航機位置以提供管制服務，體驗另一種與真實世界截然不同

的管制方式。 

圖 6 科技軟體展示(左:AR Aircraft APP、右:塔臺模擬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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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職前訓練教官資格 

澳洲民航學院之職前訓練教官(Initial Training Instructors)

資格條件如次： 

(一)取得訓練與評量證書(TAE40110 or TAE40116 Certificate IV 

in Training and Assessment)。以 TAE40116 課程為例，包含

9核心單元(Core Units)與 1 選修單元(Elective Units)，核

心單元包括： 

1. 規劃評量活動與流程 

2. 評量能力 

3. 參與評量驗證 

4. 設計與發展評量工具 

5. 規劃/組織/傳授團隊導向教學 

6. 規劃/組織/促進職場教學 

7. 設計與發展教學課程 

8. 運用所學之訓練課程以迎合客戶需求 

9. 成人語言、讀寫素養與算術技巧 

選修單元包括: 

1. 評量 (Contribute to Assessment) 

2. 提供工作技巧指引 

3. 協調與促進遠距教學 

4. 職場導師(Workplace Mentor) 

5. 促進線上學習 

6. 使用資源與協助以強調基礎技巧(Fundamental Skills) 

7. 維護訓練與評量紀錄 

8. 參與品質稽核(Quality Audit) 

9.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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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發展團隊與個人(Develop Teams and Individuals) 

11. 推銷產品與服務 

12. 建立客戶關係與商業社交技巧 

13. 分析與呈現研究資料 

(二)具以下其中一種身份： 

1. 實務在職訓練教官(OJTI)，資格有效期限為 3年。 

2. 作業單位考核人員(Workplace Assessor, WpA)，資格有

效期限為 1 年，具 OJTI 身份並完成飛航服務作業單位考

核人員課程。 

(三)完成教官訓練。 

(四)參與年度複訓。 

前述實務在職訓練教官與作業單位考核人員之訓練課程包含干涉

訓練(Intervention Module)，以線上學習與實體課程方式，訓練該等

人員介入學員管制之時點，大幅提昇訓練期間飛航安全係數。 

 

六、 職涯發展 

澳洲飛航服務公司管制員之職涯分 6階段，其對應之航管年資、發

展經驗重點與工作表現評量如表 3。 

發展經驗項目有 5大重點能力：鞏固能力 (Consolidation)、豐富

能 力 (Enrichment) 、 擴 大 能 力 (Extension) 、 協 調 督 導 能 力

(Progression)與輪調 (Rotation)，不同職涯所強調之發展能力不盡

相同。 

除僱用期階段，管制員已具全能管制員資格(Fully Endorsed 

Controller, FEC)，業取得相關認證(Endorsement)並於特定組別內輪

值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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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職涯發展階段 

職涯階段 年資 發展經驗重點 工作表現評量 

僱用期 

Engagement 
1-4 年 鞏固能力 無 

基礎期 

Foundation 
5-8 年 

主要:輪調能力 

次要:鞏固能力 

次要:豐富能力 

超出預期 

符合預期 

超出預期 

核心職涯 

Core Career 
9-24 年 

鞏固能力 

豐富能力 

擴大能力 

協調督導能力 

輪調 

符合/超出預期 

或表現傑出 

資深管制員 

Late ATC 
25 年以上 

輪調能力 

鞏固能力 

豐富能力 

符合/超出預期 

或表現傑出 

聚焦領導者 

Focused 

Leadership 

7 年以上 

豐富能力 

擴大能力 

協調督導能力 

超出預期 

或表現傑出 

策略領導者 

Strategic 

Leadership 

10 年以上 

豐富能力 

擴大能力 

協調督導能力 

超出預期 

或表現傑出 

 

七、 參訪 

(一) 塔臺模擬機 

1. 簡易型空域立體模型 

以一個助航電臺為中心，使用鋼絲立體呈現不同幅向之航

路，讓航機依時間到達鋼絲上設置的位置報告點，增加學員對

整體空域的立體空間概念(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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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空域立體模型 

2. 240 度模擬機 

由 4 臺 55 吋液晶螢幕組合之 240 度視效模擬(圖 8)，共

有 3 組，2 名學員分別模擬不同席位，由 1 名教官教學指導，

隔壁間配有操作員，負責在模擬機練習題進行時擔任電腦操作、

虛擬駕駛員與航管單位，原則上 1 組搭配 2-3 名操作人員。模

擬機可模擬澳洲飛航服務公司轄下 29 個管制塔臺，職前訓練

與轉換訓練課程期間使用。 

訓練採漸進式之學習模式，設計各種情境之題組，含不正

常/緊急或降等模式（Abnormal or Degraded Mode）題型。主

要教學方式係使學員熟悉系統每項功能與整體判斷，每次訓練

有 1個教官搭配 2個學員，分別進行不同席位(圖 9)。 

訓練期間儘量不打斷學員作業，教官以觀察學員的判斷力、

處置方式及反應能力為主要重點，只要沒有發生嚴重缺失，原

則上會讓學員完成整個題組。如有需特別討論之處，訓練結束

後，教官會與學員在簡報室(圖 10)重播當時的錄影加以解說。 

術科考核時，特別注重不正常情況的處理方式，一定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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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多種不正常或緊急情境之題組(不一定在訓練期間有碰到的

情境)，以觀察學員舉一反三及緊急應變的能力。 

 

圖 8 240 度模擬機 

 

圖 9 塔臺模擬機訓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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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簡報室 

3. 1 組 360 度模擬機 

室內面積約 182 平方公尺，直徑 6 公尺，由 14 臺直立式

投影螢幕組合之視效模擬(圖 11)，投影機側面留有約 3.75 公

尺的空間。共配置 3 個席位，採紙本管制條訓練方式，主要用

於航管轉換(交互)訓練。學員經 360 度模擬機訓練熟悉塔臺管

制環境，俾有效銜接線上管制作業。 

 

圖 11 360 度模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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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雷達模擬機 

共有 8 組管制席位(圖 12)，學員在此實施非雷達與雷達

管制模擬訓練，由隔壁操控室之虛擬駕駛員協助作業(圖 13)。

部分虛擬駕駛員為約聘之非管制人員，包括退休駕駛員、退休

管制員、未通過標準的學員等，經短期訓練後，專責擔任虛擬

駕駛員職務，與模擬機訓練教官分工相當明確。虛擬駕駛員人

數依題目難易程度有所不同，原則上較簡單的題型，以 1 對 1

的方式進行；進入難度較高的題目時，可能會安排 2-3 名虛擬

駕駛員搭配 1 名學員。參訪期間有為數眾多的虛擬駕駛員配合

施訓，分工擔任不同單位之通話，有助提高飛航管制模擬機擬

真度。 

 

圖 12 模擬機管制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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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虛擬駕駛員模擬機室 

實施非雷達管制時，透過航機之飛航計畫，以資料方塊

(LABEL)形式顯示於模擬系統(圖 14)，學員運用模擬機相關功

能，指示航機作位置及高度報告。席位上另有教學輔助工具(圖

15)，繪製航空器飛行路徑與計算飛行時間等，使學員對非雷

達之運用有所印證。 

 

圖 14 非雷達管制訓練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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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非雷達管制訓練工具 

(三) 墨爾本飛航服務中心 

負責墨爾本飛航情報區、阿得萊德、坎培拉與墨爾本等 3

個終端管制之飛航管制服務。墨爾本飛航情報區與布里斯本飛

航情報區共同為全球 11%空域範圍內之空中航情提供航管服

務。所有人員禁止攜帶手機進入作業室(圖 16)，但相機可入內

拍照。在每兩列席位中間各有個區域配置席（ AREA 

CONFIGURATION ROLE），會視航情量的多寡來決定是否要合併

管制席位或管制區。參訪時澳洲經理使用備用管制席位講解，

並未能直接與值勤之線上管制員交談。 

 

圖 16 飛航服務中心管制作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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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墨爾本塔臺 

墨爾本塔臺於 2014 年成功轉移，目前使用 SAAB 之

INTAS(Integrated Tower Automation Suite)系統，最多配置

4 個席位，管制每日約 600-650 架次之航機。督導席位可作為

備份席位使用。輪值方式採 3 班制，夜間班務亦有合併席位之

情形(圖 17)。 

 

圖 17 墨爾本塔臺管制作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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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 

扣除往返和班機安排的時間，正式的參訪只有兩天，但是在我們心中留下無

限的感謝。澳方很誠懇的由兩位訓練經理全程接待與陪伴，並且依據我們事先提

報的問題，很有組織性的安排相關人員為我們簡報，不管是招募、選才、訓練、

考核、人事支持、系統轉移、在職訓練教官、檢定事宜、生涯規劃以及轉移作業

等議題，他們對我們的問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毫無保留。南、北半球的管制

員相互討論、交流與摩擦，竟然完全沒有隔閡，口音不是問題，文化差異也可以

諒解，對於安全的執著則是完全相同。 

初步了解他們對於飛航管制的運作後，我們的心得只有一句話：「他們認真

且落實執行每一個細節！THEY MEAN BUSINESS!」  

首先，做為一個國營公司，他們要對股東負責，所以在維護飛航安全之外，

他們還得提昇飛航服務效率，甚至考量盈餘。因此，他們以超級嚴格的標準來落

實要求飛航管制作業，在以能力為基礎的訓練原則下，各階段都有可能淘汰不適

任的學員，甚至在職管制員一樣會在職涯中因嚴格的每年度 2 次檢定制度

(Annual Check)而被要求改善，甚至淘汰。而在職訓練教官則是精挑細選，每日、

每週要寫訓練報告，其績效一樣要受到監督。至於，考核人員除要接受訓練，依

照手冊來執行檢定外，並且也要受到作業單位的監督，還要參加年度複訓，以確

保能有效且公平地執行考核。 

以下將本次參訪心得歸納 5項，分享如下： 

一、 訓練淘汰率  

澳洲每年約有 5,000 人報名，透過開始的網路廣告，線上能力測驗

及諸項評估及面談過程的淘汰率約 70%，實際上，他們持續進行每年的

招生和訓練，真正能夠進到民航學院受訓的學員每期不到 30 人。而進

入民航學院接受職前訓練後之淘汰率約 25%、實務訓練淘汰率約 20%。

此數據呈現澳洲航管人員淘汰率依階段逐步遞減，第一關嚴格審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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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適職性較高的人投入訓練，再經由課堂、模擬實習及實務訓練分階

段篩選。從具備潛力與特質的人當中再淘汰不適任航管職務者，如此嚴

格有系統的選用流程，方能甄試出適合的人才。 

本區飛航管制員係經由民航特考錄取且訓練合格後進用，考試分三

階段，第一試筆試測驗包含法學知識、英文及專業科目(航空氣象與飛

行原理等)、第二試為性向測驗及航空人員體格檢查、第三是為英語集

體口試。往年民航特考錄取率平均約 10%左右(報考人數約 3 百多人)，

通過民航特考依序進入民航人員訓練所接受專業訓練，再到飛航服務總

臺接受實務訓練。以近 20 年資料分析，專業訓練期間之淘汰率約 4%、

實務訓練期間約 6%(含未通過考核及自願放棄)，此數據依階段增加，

顯示學員自考試放榜進入民航人員訓練所後，往往需要透過一段時間的

訓練後，才能逐漸識別出不適任的人。另本所對於新進人員之培訓不遺

餘力，亦反應於此淘汰率數據，期學員順利通過考核，以減低訓練資源

之浪費。 

二、 訓練環境 

澳洲民航學院地理位置鄰近墨爾本塔臺與飛航服務中心，步行即可

抵達。課堂教室空間可容納 16 位學員，所附之硬體設備與本所相同。

走廊一側牆壁，貼滿歷年來完訓人員之結訓合影照片，富有紀念意義。

學院內亦建置電腦教室，提供學員自我線上學習與評量使用。 

3 組 240 度塔臺模擬機相鄰配置，單座模擬機可同時訓練 2 位學

員，且學員後方仍留有一小塊空間可容他人停駐觀摩。虛擬駕駛員模擬

室則位於 240 度模擬機正後方之另一房間內，透過透明玻璃即可查看前

方學員訓練情形。另一間房間內設有 4間簡報室，可立即重播學員管制

訓練過程，不需於 240 度模擬機室內播放，模擬機可繼續安排其它學員

練習，提高訓練容量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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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對於外縣市學員受訓期間提供免費膳宿，澳洲並未提供。澳方

都認同此舉可凝聚同一梯次學員之共同學習、團隊合作與向心力。 

三、 飛航管制員訓練分流機制  

澳洲視其人力規劃並經與新進管制員深入訪談，決定該員進行塔臺

或航路管制訓練。另澳洲招考中 1日能力評估之流程，考生經航管模擬

機實測，評斷其適職性與抗壓性，亦可讓用人單位作為後續分發至塔臺

或航路管制訓練之參考。 

澳洲與本國新進管制員完訓後之工作地點皆為塔臺與區域管制中

心，但培訓管制員之體制並不完全相同。本區職前訓練分為塔臺管制與

區域非雷達管制訓練，並未包含雷達相關課程，該課程係後續進階訓練

內容。澳洲新進飛航管制員訓練，細分為塔臺管制與航路管制訓練。前

者於民航學院訓練階段須經雷達塔臺(Radar Tower 等同於我國現今配

置近場雷達螢幕裝備之塔臺)、非雷達塔臺(Procedural Tower 管制非

雷達之離到場航機，並交接予區域管制中心)與目視塔臺(VFR Tower 類

似我國軍方岡山塔臺或豐年塔臺，目視飛航訓練架次頻繁且異常忙碌)

等3類訓練；後者則完成非雷達與雷達/監視(Surveillance)管制訓練。 

有關近場管制員之來源，澳洲係由航路管制員中有興趣或經主管推

薦之現職管制員受訓後轉任，與本區由現職塔臺管制員依期別接受進階

訓練後轉任不同。另澳洲塔臺管制員若願意，亦可輪調至其它塔臺工作

且可長駐。以上澳方各機制，彈性兼顧同仁個人意願與單位需求。 

四、 訓練支持與評估/考核制度 

無論澳洲民航學院之模擬實習或進入航管單位之實務訓練階段，2

點令人印象深刻： 

(一) 階段性評估與量身訂作之強化訓練 

為確保學員學習符合進度，設立階段性評量機制，若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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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預期，則施予個別化之加強課程，針對管制弱點進行補強。

訓練時程因個人能力、因實務訓練地點不同而異。本區職前訓

練期程目前固定為 11 個月，但於該時程內，每位參與訓練之

專任教官，對於落後學員之補強訓練不餘遺力，期全數學員皆

能通過考核順利成為合格管制員。 

(二) 1 名考核官決定學員期末考核及格與否 

僅由 1 名考核官考核，除顯示該員之管制能力令他人信

服，其背後紮實之考核人員培訓制度、建全之管制員能力評估

表/手冊與詳實之訓練紀錄等，奠定並支持此 1人考官體制。 

五、 模擬機訓練 

澳洲民航當局對整體訓練係採階段性分工方式，各部門重視專職性，

澳洲民航學院雖配置模擬機，惟考量教學實際需求，施訓對象定義明確，

學院的模擬機具有部分功能，供學員建立概念與奠定基礎之用，而作業

單位訓練席位另配置全功能之模擬機(Full Fidelity Simulation)，分

階段提供合適的訓練資源，符合經濟效益且具體展現訓練成果。 

澳洲非常注重模擬機訓練，不管是航路或塔臺的職前訓練，他們會

聘請很多退休管制員、退休駕駛員、飛行或航管愛好者以及未能通過檢

定的學員來擔任虛擬駕駛員，並給予適當薪資(約管制員6至7成薪資)，

據澳方表示，他們的表現相當稱職。一開始簡單的訓練題目配 1位虛擬

駕駛員(pseudo pilot)，以漸進式的由簡入難的題目增加到 2位以上虛

擬駕駛員(甚至到 4位虛擬駕駛員)。其目的在模擬機訓練時提昇其逼真

度。因為虛擬駕駛員有時要依照管制作業分區而擔任不同方向而來的航

機的駕駛員外，還要擔任其他單位的管制員或軍方來協調一些事情；或

是在塔臺模擬機訓練時擔任車輛、拖車、航務組等角色。如果只有一位

虛擬駕駛員就無法同時發話或頒布指令，於是便無法看出及訓練管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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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因應事情的優先次序，並能採取適當措施。 

相較本區，目前在民航人員訓練所模擬機訓練題庫係以桃園國際機

場為主要施訓場景，雖能讓學員面對較為複雜的場面及航情，但卻必須

配合機場實際狀況，進行場面軟體之更新修正；另支援模擬教學的教官

皆為臺北塔臺在職管制員，部分管制作為易流於當地特殊作業方式。而

塔臺模擬機訓練僅 1.5 個月，一個可能不適任管制員的人會經不斷練習

而適應題型，很有可能通過本所的考核，卻仍然無法通過最後的檢定。

另外，因訓練期程限制，目視飛航及航線管制練習時數無法滿足各方期

待，這也是本所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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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建議 

2018 年，本所嘗試做一些教學方面的改變，赴澳交流後更有信心持續

推動，爰納為本所短期精進作為如下：   

一、 課堂與模擬機訓練交互實施 

本區管制員之訓練，課堂理論與模擬實習分階段、依時程進行，如

何將二者彼此相結合，轉化為學員獨立管制之能力，達成訓練目標，係

本所關切之重點。 

此次交流，澳洲培訓管制員係採課堂與模擬作業輪流實行之方式，

二者相互搭配而非各自獨立，如此能使學員更加了解課堂所接受內容與

實際作業之連結性，爰本所後續擬調整更多本區職前訓練航管專業課程，

以二者交互進行方式教學，俾學員即時印證課堂所學，提昇訓練成效。 

二、 訓練紀錄完整交接 

學員於澳洲民航學院受訓階段各項訓練紀錄，完整交接與傳遞予後

續實務訓練之航管單位，提供航管單位該員各面向之管制能力表現。訓

練紀錄係搭起受訓者與實務訓練單位二者間之橋樑，縮短彼此磨合之時

間，並有效規劃學員適職與適性之訓練，針對個人弱點強化、優點深化。 

2017 年，本所參考 Eurocontrol 複訓手冊、長榮航空“Evidence 

Based Training Assessment Form” 以及 DOC 9868 “Procedures for 

Air Navigation Service Training ”等文件，已研擬完成 「管制員

基於能力績效準則評估表」草案，並於飛航管制 75 期新進學員模擬機

實習時予以錄影，後挑選其中 2位表現差異較大者做分析，發現可以將

上述評估表套用到學員之學習績效評估。因此，本所將於 76 期擴大適

用，並規劃將其訓練紀錄及績效分析結果轉交總臺，以利其後續在職訓

練之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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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持續提昇本所教學環境 

此行澳洲培訓經理提及既有之傳統訓練模式將面臨挑戰，受訓學員

專注力相對以往短，訓練制度該如何運作並應對這一批「滑」世代之管

制員，係值得思考之課題。本所現已編列預算，納入塔臺模擬機及雷達

模擬機期中升級設備更新，並將與時俱進，研擬是否可以採用新科技如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等，以帶領新進學員快速學習相

關航空/航管知識。 

經本次出國交流觀察所得，足堪我國借鏡之中、長期規劃之 4大課題

歸納如下： 

一、 選才流程規劃適職性評估 

近 20 年資料分析，有部份學員於各訓練階段自願放棄、中止接受

訓練情形，摒除該員報考民航特考之個人時間等成本，國家相關培訓成

本皆付諸於無形。 

借鏡澳洲，其招攬管制員流程規劃於墨爾本中心實施 1 日適性評

估，確認考生實際參與雷達與塔臺模擬機基本操作結果、與操作過程中

被干擾後之反應，以判斷該生之適職性；並安排團體活動與面試流程，

亦可深入了解該生之口語溝通、團隊合作情形與報考動機。澳洲飛航服

務公司此種策略性地選才，可避免培訓資源浪費；考生亦可由 1日之評

選過程，體認本身是否具備足以擔任管制員所需之能力條件，並適應實

際工作環境。爰建議研議於選才流程中規劃相關適性評估作法，期能真

正選出適職之人才，達各方皆贏之局面。 

二、 重新審視飛航管制員考核/檢定制度(含在職人員) 

國際上，已要求航空公司針對駕駛員實施實證訓練(Evidence-

Based Training, EBT)，依據過去經驗，管制員將會是下一個被要求的

對象！國際民航組織在 2017 發布之 DOC 10056 “Manual on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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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 Controller Competency-based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管

制員基於能力培訓及評估”，述明並非強制性，但觀其架構已是非常完

整的指導手冊。對照其內容，國際民航組織要求管制員必須有 10 項核

心能力，並制定與其相關的能力要素以及考核的績效準則。10 項核心

能力如後： 

(一) 情境警覺 

(二) 航情和容量管理 

(三) 隔離及衝突緩解 

(四) 溝通 

(五) 協調 

(六) 非常規狀況管理 

(七) 解決問題及做決策 

(八) 自我管理和持續提昇 

(九) 工作量管理 

(十) 團隊合作 

我國曾參考 FAA 規定，現依據相關規定實施管制員培訓及評估(考

核)，並就各大項下之細項綜合給分，70 分以上始通過考核。現行使用

的術科考核表項目如後： 

(一) 安全 

(二) 管制程序 

(三) 管制技巧 

(四) 協調能力 

(五) 術語 

(六) 應變能力 

(七) 飛航管制資料之呈現與更新 

(八) 裝備與系統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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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威脅與疏失管理 

(十) 口試 

有關實施考核/檢定方式，澳方係由上級指派一員擔任考核人員，

如未過關，第二次(補考)則改派另一位考核人員實施。考核人員需根據

手冊實施考核/檢定，並由單位考核其是否公正(以免因個人因素導致考

核不公)？考核是否確實？(各項核心能力考核是否都有確實、檢定報告

撰寫是否清楚明白等)前述各項目皆屬是否能續聘的依據。基本上，由

考核人員決定是否通過。作業單位一年則實施 2次在職管制員檢定。 

有關澳方考核人員選聘方式，其作法如下： 

(一) 基本條件：需擁有該單位執照、擔任過實務在職訓練教官、受

過澳洲評估訓練及航管考核人員訓練。 

(二) 一年一聘。 

(三) 每年實施考核人員年度複訓。 

本區現行飛航管制員之考核/檢定係依據民航局飛航管制員術科檢

定規定與本所飛航管制訓練手冊，規範相關作業程序、考核/檢定人員

之資格、與考核/檢定小組成員組成。考量飛航管制考核/檢定之公正性

及有效性，建議可參考澳方之作法，重新審視本區相關制度、考核/檢

定人員之資格條件與培訓體制，期建立經歷完備且具公信力之考核團隊，

以落實各項考核/檢定作業。 

三、 持續提昇飛航服務績效 

墨爾本機場於天氣良好，跑、滑道正常開放運作、駕駛員配合以及

其他法規程序等配套之下，能在兩架間隔 4浬之到場航機之中放行一架

離場航機，作業效率頗高。於外在環境及相關配套措施的配合下，這種

極有效率的作為是可以辦得到的，爰建議持續邀集機場公司、航空站、

航空公司及航管作業單位研討各類提昇效率之作為，檢視與採納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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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之可行性(如：縮減跑道隔離 RRSM、平行進場等)。 

四、 爭取充分人力資源 

澳方之專業團隊依據航行量發展、席位需求、機場建設、休假與人

力老化等因素預測未來 7 至 10 年人力缺口，並透過適時持續招募、培

訓補充管制人力，以符實際人力需求。澳洲飛航服務公司目前有約 1000

名飛航管制員，以民航學院為例，航路及塔臺訓練經理各有 11 至 12 位

飛航管制專任教官，並聘請全職之虛擬駕駛員、行政人員等。 

不論航管作業單位、訓練單位、或是行政幕僚，皆需足夠人力、經

費來規劃與保障飛航安全，提昇服務效率，爰建議後續研擬航管人力計

劃，除考量前述人力影響因素，應全方位整合並彈性運用各機關之飛航

管制人力，俾優化人力資源策略！  

 

柒、 結語 

提升飛航安全與效率，是每個組織和個人的責任。我們以為若能持續與國際

航管訓練組識保持通暢的技術交流和溝通管道，對我國的飛航服務安全與績效一

定會有相當助益。未來若還可以就技術面，甚至制度面深入探討，以及落實、改

善、加強現有制度，再加上從人力、待遇各方面獲得更多資源。每一個行政人員、

總臺管制員、訓練所，都以安全、有序、快捷加上環保的觀念，確實做好每個環

節，我們絕對可以迎頭趕上先進國家！大家一起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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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錄 

一、 議程表 

WEDNESDAY    12 SEPTEMBER 

 
Objective 

Persons Involved  Arrangements 

   

 

 

 Delegation arrives at 

Melbourne Airport 

 

    

   

 Quest Tullamarine – 

Guests will make own 

arrangements for 

transport   

THURSDAY 13 September 2018 
                                                                                     

Arrangements 

0900‐0915 

 

 

 

0915‐0930       

 

0930‐0945 

 

 

0945‐1000 

 

1000‐1100 

 

 

 

1100‐1200 

 

 

1200‐1230 

 

1230‐1330 

 

1330‐1430 

 

 

 Security – Building 

212 

 

 

 Introductions 

 

 Briefing on ATC 

Taiwan 

 

 MORNING TEA 

 

 Tour of Simulators 

 

 

 Recruitment and 

Selection 

 

 LUNCH 

 

 Technology   

 

 Evaluation and 

Instructors 

 

 Michael Boyd/Dom 

Keating/Yen‐Fen   

Hsieh    (Effie) 

 

   All 

 

 Mr Lin Tsung‐Foo 

 

 

 

 

 Michael Boyd/Dom 

Keating/Raymond 

Corrigan 

 Michael Boyd/Sandy 

Deng 

 

 

 

 Raymond Corrigan 

 

 Michael Boyd/Dom 

Keating 

 

Own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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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500 

 

 

1500‐1530 

 

1530‐1400 

   

 

1600 

 Evidence Based 

Training 

 

 Afternoon Tea 

 

 Wrap up 

 

 

   END OF DAY ONE 

 

 Michael Boyd/Dom 

Keating 

 

 

   Michael Boyd/Dom 

Keating 

   

 

FRIDAY 14 September   

0930‐0945 

 

 

0945‐1100       

 

 

 

 

1100‐1200 

 

1200‐1230 

 

1230‐1330 

 

 

1330‐1500 

 

 

1900 

 Security – Building 

212 

 

 Tour Operations 

Centre, Melbourne 

Tower, Operational 

Simulator   

 

 OJT     

 

 LUNCH 

 

 Annual Checks and 

Career Path 

 

 Wrap up 

 

 

 DINNER     

 Michael Boyd/Dom 

Keating 

 

 Michael Boyd/ Dom 

Keating, Kris Kumar 

 

 

 

 Emma Lewis    ‐ ATS     

 

 

 

 Simone McColl   

 

 

 Michael Boyd/Dom 

Keating 

 

 RUSSO ESTATE   

760‐818 Holden 

Road Diggers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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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澳洲飛航服務公司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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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塔臺模擬機宣傳摺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