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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機場於 2015 年開始以保安委員身分參與會議，其目的在於透過國際會議

增進同業交流，並保持國際間機場管理高層之友好狀況。 

    飛航中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一個元素就是—安全，「保安」並非侷限當地國家

法令，由起飛地開始，航空器所能運載之行李內容物、乘客身份的查驗、轉機查

驗、再到目的地落地後驗證入關，其流程都是在確保飛航的安全。國際機場協會

(ACI)的保安會議，就是在偕同各機場促進落實飛安，確保每一位旅客擁有更好

的飛行旅程。本次與會蒐集各國機場在營運資訊及發展趨勢，在會中也進行修訂

協會之保安文件或工作內容及操作手冊，藉由此舉我們不只能增進國際觀，更得

以反思本機場的保安計畫是否有需再修訂或加強之處。 

   本次出國除與會第 23 次亞太區航空保安委員會外，另有順道參訪新加坡樟宜

機場 AOC，參考平日值班作業狀況及人力配置，並學習 AOC 團隊如何利用系統

及軟體協助優化機場營運管理，同時請益樟宜機場若遇緊急事件發生應該如何應

變及啟動，機場團隊的指揮主導角色該由誰擔任，如何串起溝通及協調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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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規劃 

會議時間及與會人員 

(一) 會議時間 

日期 行程概述 

日期 行程概述 

107.11.13 搭機前往印度(會議地點海德拉巴-諾富特酒店) 

107.11.14 出席 ACI 亞太區保安會議 

107.11.15 出席 ACI 亞太區保安會議 

107.11.16 於新加坡樟宜機場轉機順道參訪該機場 

(主要參訪 AOC 及相關保安及緊急應變之處理) 

107.11.17 離開新加坡樟宜機場搭機回台灣 

 

(二) 與會人員名單 

陳彥任 營運安全處 兼任科長 

馮義東 營運安全處 兼任值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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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際機場協會 

    國際機場協會 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簡稱：ACI 乃全球機場交流貿易組

織協會，透過機場間的相互合作，為所有機場獲取共同利益，並協同各國政府和

國際組織議定開發標準、政策及建議，且提供資訊、行業知識、 諮詢和援助，

促進專業的機場管理與運作，其目的宗旨是運用 ACI 之功能和資源，提升世界

各地航空業服務水準。截至 2017 年 ACI 擁有 573 名成員，在 174 個國家和地區

營運 1751座機場，佔全球機場交通量總額逾 95％。ACI 在全球共有五大區域 ACI 

Africa (Casablanca, Morocco) 、ACI Asia-Pacific (Hong Kong, China)、ACI Europe 

(Brussels, Belgium) 、ACI Latin America-Caribbean (Panama City,Panama)、 ACI North 

America (Washington, DC, USA) ，ACI Asia-Pacific 亞太區國際機場協會為其中之

一區，亞太國際機場理事會總部設在香港，有 108 個代表成員，在亞太地區和中

東地區的 48 個國家/地區營運著 587 個機場，2017 年 ACI 亞太區機場旅運量達 

34 億人次、5630 萬噸貨物，由此可見協會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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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保安委員會議簡介： 

    區域航空保安委員會( RASC；Regional Aviation Security Committee，以下簡稱

區域保安會)，每年召集兩次會議，本次會議為第 23 次會議。 

    區域保安會(RSAC)需派代表至世界保安會(WSSC)開會更新各該區域保安辦

理情形，會後並回各區域轉達世界保安會的最新決議。 

    本公司為 ACI 亞太區委員之一，係以委員身份出席參加該區域保安會議，

此次會議於 2018 年 11 月 14 日至 15 日於印度海德拉巴市諾富特酒店召開。

茲簡介委員會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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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會議議程  

Day 1 – Wednesday, 14 November 2018 

Morning Session 

 

 

 

09:00  

 

~ 

 

 

12:30 

1 Opening and Welcome.  

2 Membership Update.  

3 Approval of Meeting Agenda  

4 Approval of Minutes of the 22nd 

RASC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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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Developments at ICAO. 

Discuss 

 Global & Regional 

Threats Overview: 

 Global Aviation 

Security Plan (GASeP) 

 Amendment 16 to 

Annex 17 

 ACI’s Advocacy to 

I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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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on ACI’s Security Initiatives 

 APEX in Security 

 Smart Security 

7 Discussion on Security Culture Security culture 

Lunch 

Afternoon Session 

14:00 

    ~ 

  17:00 

8 Discussion on Future Working 

Group Topics 

 

9 RASC Working Group  Insider Threat  

 Cybersecurity 

19:00 

~ 

21:00 

10 Committee Dinner 

(Venue: Novotel Hyderabad Airport @ Shamshabad Ball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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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 Thursday, 15 November 2018 

Morning Session 

 

 

8:45  

 

~ 

 

12:30 

 

 

11 

 

 

Guest Presentation 

Mr. Shri Kumar Rajesh 

Chandra, Director 

General, Bureau of Civil 

Aviation Security (BCAS), 

Government of India will 

be invited. 

12 Report back from Working Groups report on the results 

13 Regional Update  

14 Meeting Conclusions  

 

15 

 

Next Meeting and Closing 

announce the date and 

meeting location for the 

next (24th) RASC 

meeting 

Lunch 

Afternoon Session 

 

14:30 

 

16:30 

 

16 

 

Airport Tour hosted by Rajiv Gandhi Hyderabad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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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本次區域保安會議主要內容： 

(一)、亞太區威脅因子提示： 

2017-2018 年航空業遭受攻擊威脅因子分析 

The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 (IED)與往年一樣維持在高風險區塊，主因是容易

取得且殺傷力大，在恐怖主義或政治左派行動中，常拿來做特定議題的訴求，其

目的就是要獲取國際的注意及重視。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Radiological (CBR)雖然取得不易且在操作上需要專業知

識，但近隨著中東地區戰士頻繁又礙於飛行器內對於生化攻擊準備不足、飛行過

程中無法完全取得救援，所以本次保安會將 CBR 提升至中等威脅，並請協會機

場加強查驗，並提高對核生化物的安檢標準，特別是不明容器所裝填之液體、氣

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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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ICAO 的威脅風險評估的方式及程序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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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CAO Update： 

全球航空保安計畫(Global Aviation Security Plan) 

   GASeP 計畫產生之背景： 

    航空運輸產業在世界經濟體扮演一相當重要的角色，預計到 2030 年，每年

國際航空客運量將從現今的 33 億人次增加到 60 億人次，而空運貨物也將從 5000

萬噸增加到 1.25 億噸，未來空中交通將大幅增加，因應如此國際、區域和國家

層面建立制度與框架，確保航空產業達到有效的管理且穩定的成長。固然可見，

航空產業乃是許多國家經濟進步和發展的關鍵推動因素。因此聯合國（UN）安

理會第 2309 號決議強調：顧及現今的威脅和風險環境，航空保安乃是各國和全

球國際社會的最高優先事項，又在 2016年 9月通過的航空保安（UNSCR 2309）

呼籲國際民航組織，各國及其他之利害關係人，都應遵守其與航空保安有關的條

約義務和國際責任，及國際民航組織大會第 A39-18號決議。ICAO為了提高全球

航空安全，且有效持續的改進航空保安相關措施，於是推展了 GASeP。 

      GASeP 以五項要素為整體計畫之主要發展目標： 

a）提高風險意識和響應。 

b）發展安全文化和人的能力。 

c）改善技術資源並促進創新。 

d）加強監督和質量保證。 

e）加強合作和支持。 

    因此 GASeP 取代了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綜合航空保安策略（ICASS）， 

藉由國際商定之優先行動及目標，彌足各國及相關航空領域的行業在航空保安上

的指導需求。依據 GASeP 制定內容要求：全球、區域和國家各級，以及行業和

所有利害關係人，應提高 17 號附約的實施水準，而該計畫也須因應時事需要而

進行定期審查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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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保安委員會會議給予 ICAO 對於 GASeP 的回應 

    經委員會多次討論，仍然對於 ICAO 所推行的 GASeP 有所質疑，多數會員

認為該計畫只談論“為什麼要實行”，但卻在實行細節及執行程序上沒有可依循

的內容，且在各項計畫方針缺少效益評估分析，委員會將摘整各委員的意見進行

反映。 

 

 

 

 

 

 

(三)、有關 ICAO Annex 17 修訂部份 

    本次委員會依據第 16 次 ICAO 修訂 Annex 17 之相關條文作回朔，並依生效

後的內容進行宣告。 

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New 3.1.3 bis)  

 States to share information to airports for risk assessment.  

Explosives Detection (New 4.4.1bis) 

 Capable to detect explosives and explosive devices for pax and cabin baggage 

(unpredictable, if not continuous).  

Supply Chain Security (Amended 4.6.6 & 4.6.7)  

 Secure supply chain as an option for screening merchandise/supplies.  

Cyber-security (New 3.1.3 bis)  

 Identify critical ICT systems and data, and implement measures to protect them.   

Incident Reporting (New 5.1.6)  

 Define a process for reporting security in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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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討論認為，因地區機場所面臨的威脅風險程度不同，所以保安上所要

面臨的挑戰也會有所差異，既然這些基準並非完全一致，所以在保安執行重點也

會有所不同(雖然在國際上相關的保安指導文件，所要求的結果都是一致的—飛

航安全)，因此對於各機場的實施要點，仍須符合該區所面臨的情勢而定。 

    未來在第 17 次修訂 Annex 17 內容，將針對 4.2.6 進行修訂，而其他有關內部

威脅等相關議題，都將在未來作為溝通反映的主要內容，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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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8 年國際機場協會(ACI)在國際民航組織(ICAO)主要

提倡的四項討論議題： 

 機場供應鏈的安檢 

 禁止攜帶的限運物品 

 內部威脅議題 

 邊境的安全及航空保安 

 

 

 

 

 

 

 

 

 2019 年將持續關注更有效率的達到保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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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CI 提倡 APEX in Security 及 Smart Security 

   為促使旅客能擁有更好的機場體驗，國際機場協會(ACI)仍持續推行 APEX in 

Security 及 Smart Security。 

APEX 實施情況： 

 

 

 

 

 

 

 

 

 

 

 

Smart Security 短期仍著重於設備的改善，而長期發展著重整體環境營造，著重

由人因來優化整體建築設計提升機場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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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RASC 工作小組討論 

    本次會議仍延續第 22 次保安會議中修訂的指導文件( Insider Threat、

Cyber-security)進行討論。 

(七)、亞太區保安委員機場近況分享(以關西國際機場為例) 

    因桃園國際機場也同位於海島型地區，所以針對委員會更新機場近況的案

例中，特別摘整關西機場面臨風災後重建與復原之經驗，以作為本機場因應風災

及整備復原的參考。             

 

 

 

 

 

 

 

 

 

 

 

 

 

 

 

 

 

 

 

 

 

 

 

關西機場地理位置 

及颱風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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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燕子颱風在關西機場影的氣候紀錄圖，其中記錄了風勢及雨勢劇烈影響之

分布時段 

 

 

 

 

 

 

 

 

 

 

 

 

 

 

 

風災後空拍圖 

 

 

 

 

 

 

 

 

 

 

 

 

 



18 
 

風災後受影響之區域 

 

 

 

 

 

 

 

 

 

 

 

 

9 月 4 日因油輪撞擊陸橋造成主要聯外道路嚴重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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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進行搶救一邊進行物資發放並開始安頓旅客 

 

 

 

 

 

 

 

 

 

 

計畫疏散旅客 

利用快艇及大巴士疏散至鄰近機場，讓原受困於關西機場的旅客，可以再藉由其

他機場轉乘至目的地，於是航空集團日本航空（JAL）與全日本空輸（ANA），

協助讓旅客自伊丹機場或是神戶機場搭乘國內線班機，前往羽田機場、成田機場

或是福岡機場，再轉搭國際線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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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受損較輕的地區且重要營運的核心區域進行復原重啟 

 

 

 

 

 

 

 

 

 

 

 

 

 

 

整復陸路通 

橋墩、鐵道橋與北側橋身並沒有受到損害，因此立即將受損的橋身移除後，鐵道

橋的部分便開始進行復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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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鄰近機場調度安檢設備協助復原的營運 

 

 

 

 

 

 

 

 

 

 

 

 

 

後續相繼修復之區域 

第二人工島大部分設備完好，因此經過修復與清理，9 月 7 日宣布恢復第二跑道

重新開放，第二航廈恢復了部分國內線班機； 9 月 8 日部分國際線航班也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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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相繼修復之區域 

 

 

 

 

 

 

 

 

 

 

 

 

 

 

 

 

 

 

 

 

 

 

 

 

 

 

 

整體復原在 17 天後已完成 9 成，後續設備及零星修繕持續進行，為提供更良好

的服務品質，仍需機場各單位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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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會後討論 

藉由本次會議各國於會後提出目前機場所面臨的保安議題 

    桃園國際機場是出入境分流設計的機場，進機場時旅客在 2 樓層入境由 1 樓

入關，出境時由 3 樓出境再由 3 樓長廊到各候機室準備搭機離開。轉機安檢設計

在入境長廊的 2 樓接近主體航廈附近，需要轉機的旅客必須經由轉機安檢再上至

3 樓，有時因轉機人流龐大，常發生入境旅客不慎跟錯群眾而誤入轉機安檢，順

勢跟著轉機旅客一起到出境層，導致入境旅客在出境層的問題(入出境混雜)，甚

至移民署擔心恐有人蛇集團或犯罪組織，利用此漏洞進行不法行為(如護照交換

或行竊等犯罪行為)。 

 

               

 

 

 

各委員提出自身經驗 

 關西機場入、出境同樣採分流制，在轉機安檢處會有保安檢查人員協助確

認是否有登機證。 

 香港機場旅客隨著指引進入轉機通道後，會檢查旅客的登機證，並再次安

檢的隨身行李。(香港機場利用色彩來協助突顯指標之引導目的性)。 

 

 

 樟宜機場因 1、2、3 航廈設計採分散式安檢，且安檢線上的搜身檢查、X

光機檢查也是由策安保全負責，所以即便是轉機，在候機室前都會透過這

樣的檢查來確保旅客身分。 

鑒於各國機場對轉機安檢的重視，我們或許有必要增派人員，進行轉機旅客

的身分查驗提升保安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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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新加坡樟宜機場 AOC 參訪 

    本次利用參與亞太區保安會議回程轉機之便，順道造訪新加坡樟宜機場

AOC，過去因參與類似性質的會議，已建立與其他機場高層的友好情誼，此次造

訪係由樟宜機場保安陳副總協助得以順利完成。 

新加坡樟宜機場集團(Changi Airport Group, CAG)簡介 

    新加坡樟宜機場於 2009 年 7 月 1 日進行了公司化，隨後於 2009 年 6 月 16

日和新加坡民航局（CAAS）的重組成立了樟宜機場集團（Changi Airport Group, 

CAG）而 CAAS 在組織中保留其原有功能，作為航空監管的角色，CAG 主要負

責機場營運和管理，航空樞紐開發，商業活動和緊急應變等功能。整體組織再透

過 CAG 其他子公司，集團投資和管理外國機場，以擴大複製樟宜機場成功經驗

為重要之商業模式。 

突發事件的分級     

 

. 

 

 

 

 

第 1 級危機 危機已涉及國家安全、經濟、外交或政局穩定。 

第 2 級事故 事故造成人員大量傷亡，或造成機場大範圍中斷營運服務。 

第3 級事故 事故可能造成少數人員傷亡，或造成機場局部、短期中斷營運服務。 

第 4 級事故 一般例行性事件，處理程序上依照標準作業流程排除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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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處理的團隊架構 

 

緊急應變團隊 危機管理團隊（ACMG） 

當發生國家級危機和重大事故時，樟宜機場將立即成立機場危機管理團隊

（Airport Crisis Management Group, ACMG），由樟宜機場集團執行長（CEO）擔任

主席，組織依照功能特性分別為：機場營運團隊（Airport Operation Group,AOG）、

商業延續團隊（Business Continuity Group,BCG）、資訊管理團隊（Info Management 

Group,IMG）三個任務編組。 

危機管理團隊（ACMG）成立後，新加坡民航局（CAAS）亦同步成立局屬危機

管理團隊（CAAS Crisis Management Group），轄下營運團隊（CAAS Operation Group）、

服務支援團隊（CAAS Service Support Group）、技術及調查團隊（CAAS Technical 

& Investigation Group）、資訊管理團隊（CAAS Info Management Group）。 

機場營運團隊（AOG）由機場營運管理（Airport Operation Management）資深副

總及機場營運計畫與空側（Airport Operation Planning&Airside）資深副總領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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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災害搶救、善後、營運復原及事故調查之協助等，除機場集團相關人員、支

援消救單位、CIQS 等單位外，航空公司與各相關地勤業者，以及所有與機場營

運有關者均為團隊成員，接受指揮調度及協調。 

商業持續營運團隊（Business Continuity Group,BCG）職責為在緊急應變機制運作

期間，維持不受緊急應變影響之營運作業和設施維持正常運作，以減少事故對機

場營運之衝擊。 

資訊管理團隊（Info Management Group,IMG）職責為整理並提供有用且簡明易懂

之各項災情及善後資訊給執行長（CEO）及媒體，並將輿情即時回報，其資訊彙

整能力及與媒體之溝通能力，將是運作成敗之關鍵，若運作不善，將影響輿論對

機場集團及主管機關之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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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C 作業交流 

   機場保安業務 

     樟宜機場主要由 AOC 負責日常營運狀況，而陸側安全係由策安保全協

助管理，主要職責在於旅客的安檢還有搜身檢查，輔警著深藍色制服、有配

槍，也是保全公司招聘，工作職權負責安全巡邏，還有掌控保安動態。  

 

 

 

 

 

 

 

 

 

身著卡及色制服的是安檢保全人員，負責搜身檢查，還有各管制口的檢查。 

 

     機場主要陸側安全權責，還是由各單位依不同功能屬性來進行權責區

分。機場內的執勤警察雖然人數較少，但在法律維護上，擁有較高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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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警乃是協助執行部分的司法權，在危急時刻是可以使用槍械。 

    而在管理上，機場單位僅就合約部分進行監督及要求，實質管理還是委

由專業保全公司執行，這樣的專業服務是以簽訂 5+5 年合約進行，相對的

機場在管理上減低不少人事成本。保全值班方式多採 12 小時制輪值班，而

樟宜機場 AOC 管理人員值班較有彈性，通常值班 8 或 9 個小時。 

機場硬體設施設備維修及清潔管理 

 

 

 

 

 

 

    機場例行維護由 Fault Management Center( FMC)負責管理，現今科技發達

AOC 早就將所有硬體設施維護管理交由 FMC 來處理，透過平板及手機許多

資料可以即時傳遞，例如：哪裡燈泡壞、多久要換好、哪些人應該去處理。

透過即時的訊息傳遞可增進工作效率，訊息公開透明且可以統計，統計的數

據可應用於管理，建立關鍵績效指標(KPI)，將事件拆成許多可評估的單元，

根據數據統計檢視每一單元的合理時間，甚至在程序上可進行優化，把瑣碎

或不必要的步驟省略，進而提升整體服務效能。 

     通報端是開放的，每個人都可以去下載 APP 軟體來進行通報，上線前

必須先註冊，為了就是確認訊息的正確性，另一方面則是可回饋通報者，依

照通報的事件重要性甚至還會給予獎金。FMC 管理的好處是 AOC 可專注在

營運上的管理，主要負責機場整體的營運正常，FMC 可專責於維護修繕及

清潔，利用量化的方式協助提升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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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場通行證核發管理 

樟宜機場通行證依申請的目的性不同，有 2 到 3 年的時效，基本文件審查由

策安保安負責，審查申請對象是否為機場黑名單，是否有不良犯罪紀錄或警

方給予特殊需注意的對象名單，第二階段的背景查核因有關個資隱密性則是

由警方負責。通行證管制嚴格，不僅只拍照還需採集生物特徵指紋，每張證

卡也因使用目的性給予不同的權限，機場內還有行動式通行證讀卡機可機動

查核。另外，施工廠商攜帶工具進管制區必須先上網登錄申請，每一個工具

都要拍照，然後帶進來的工具必須要跟申請的是同一物件，他們還會給一組

貼條貼在工具上，利用掃描，很快地可以查核是否與申請的工具相同，很多

管理上的問題已經交由資訊來協助，所以在管理上的效率及品質可提升不

少。 

 

 

 

 

 

 

 

證卡標示說明 

             

 

 

 

 

臨時通行證有紙本資料及晶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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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第四航廈參訪 

 

T4 的設計採集中式安檢，從進機場的報到櫃台設計延伸到安檢、證照查驗，

其動線或視覺設計都隱含導引的概念，報到櫃檯是斜的非筆直向延伸，而是

採取約 30 度角的排列，用意就是將出境動線導引向查驗區。 

 

證照查驗採用大量 E 化系統，除一般查驗外，更可結合自動報到行李託運系

統，將旅客資訊包裹化(人臉辨識+出境航班資料+行李查驗掃描結果)，這樣

的資訊傳達到查驗端，只要查驗端一有資訊錯誤就不會放行，這除了提升自

動化的便利性也減低人力成本，更大幅降低保安上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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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採全線電腦斷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 ) 

 

以電腦斷層顯像輔助安檢，速度不會比傳統 X 光機掃描來得快，但透過良好

的動線設計，還有 3D 動畫牆面及音樂撥放，協助緩和排隊旅客的焦躁情緒。 

 

3D 動畫牆面撥放是以魔法奇幻的感覺呈現，流暢影像及豐富的色彩帶給出

境旅客愉悅的心情，打破過去一般旅客對安檢檢查的嚴肅的傳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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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心得與建議 

心得： 

    本次參加亞太區保安會議獲得許多新的資訊，特別是在保安計畫的擬定，

參與保安議題的研討不僅可增進國際觀，更可了解在各機場條件背景不同的

情況下如何增進保安工作，把保安條文和技術文件真正轉諸於行動。更重要

的是藉由本次會議將轉機安檢身分查核問題提出，透過其他機場經驗，尋求

符合本機場條件的做法。 

    而在參訪新加坡樟宜機場 AOC 進行工作經驗交流，這對於本機場 OCC

而言是非常有幫助的事，因為目前 OCC 多是由營安處同仁與保全執行值班

勤務，整體狀況與樟宜相似，但樟宜利用許多的資訊整合，讓管理維運有條

不紊，印象深刻的是 FMC 的整體機制，全透過手機及平板迅速通報，並利

用 KPI 來協助有效率地完成很多事，這的確值得我們學習。 

建議事項： 

(一)、轉機安檢身分驗證問題確實需要解決，惟航警單位認為勤務工作不包

含身分查驗，又移民署擔心人蛇安危，故在此建議可以保全人力來協助轉機

旅客的身分驗證問題，其因在旅客轉機過程只須查驗該旅客是否具有效之登

機證，並核對護照照片是否相符，這樣除有效降低入出境混流問題，也可提

升機場服務。 

(二)、OCC 平時營運常接獲維修及清潔的通報，在紀錄上仍以值班同仁電腦

key in 紀錄，資訊無法串流及分享，建議參考樟宜機場作法，利用資訊系統

協助管理，通報時就主動匯入系統端，透過系統分配給相關權責單位，再利

用關鍵績效指標協助管理。 

最後，機場不僅是國家大門，它更服務了千萬以上的旅客，期盼我們用更專

業且有效率的方式來管理機場，營造良好環境提升旅客機場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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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會相關簡報(其他委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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