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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目的：參訓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cademy「機

場規劃（空側幾何與航廈設計）Airport Planning：Airfield Geometry and Terminal 

Design」課程 

主辦單位：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cademy 

出國人員姓名：簡大淵、鄭舜元 

服務機關：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職稱：技術員 

出國類別：4.實習 

出國期間：107 年 11 月 20 至 11 月 23 日 

關鍵字：機場規劃、空側幾何、空側道面、航廈設計 

內容摘要： 

    香港航空學院為香港機場管理局於 2016 年成立之民航學院，提供各項航空

業課程，涵蓋機場管理、地勤及物流等各項課程。本次舉辦課程以香港機場近期

在機場設計及工程管理規劃之挑戰、實際案例及未來發展之基礎建設，分別按機

場規劃、空側道面幾何、空側設計要素、航廈設施及設計要素等面向進行研討，

並探究機場業界近期在機場設計及工程管理規劃方面遇到的挑戰。除介紹機場跑

道及滑行道的設計要素、客運大樓選址，以及機場客運廊設計的關鍵因子外，並

設有討論環節，引用世界各地的範例及行業最佳實例供討論學習。    

    為提升空側與工程設計規劃相關專業能力，且考量香港機場刻正進行第三跑

道之興建規劃，地理環境及地方民情等相關條件與桃園機場相近，為加速推動第

三航廈之興建及完備第三跑道之規劃與審查能力，遂派員參加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所舉辦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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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參訓課程大綱如下： 

1. 香港國際機場概覽 

2. 機場數據 

3. 空側道面幾何及系統 

4. 機場藝術及建築呈現歷史 

5. 客運廊規劃設計及建設的基本要素及考慮因素 

6. 香港國際機場未來基礎建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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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公司於民國 100 年至 107 年參加國外訓練課程，主要著重於營運安全與經

濟收入類相關課程，鑒於本公司近年於機場園區內多處進行大型公共工程之施作，

如第三航廈之興建、跑滑行道之整建及第三跑道之規劃設計，為確保施工時工進

順遂，須加強同仁於機場規劃設計之相關審查能力。 

    依據「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實施計畫」內容，本公司近年來持續推動各項

規劃及工程，除第三航廈規劃及工程、空側跑道滑行道整建規劃及工程、停機坪

規劃及工程等工作項目逐步進行中，除藉各項規劃及工程培養公司內工程人員之

現場施工經驗外，汲取世界各機場規劃及整建經驗有利於各項規劃及工程順遂推

動，故安排參加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cademy 舉辦

之「機場規劃（空側幾何與航廈設計）Airport Planning：Airfield Geometry and 

Terminal Design」課程。 

    考量香港國際機場為亞洲先進機場之一，且近期正進行第三跑道之興建規劃、

遠端機坪正在興建且遠端衛星廊廳於不久前啟用，與桃園機場之情形極為相似，

是桃園機場學習的對象。 

香港國際機場為提供對航空業有興趣人士更了解相關產業，並培訓當地及區

域空運管理人才，遂於 2017 年開設香港國際航空學院，提供各式各樣有關航空產

業之課程，諸如空勤、地勤、空管及物流等，其中一項課程即為本次受訓之課程

「Airport Planning：Airfield Geometry and Terminal Design」，係探究機場業界近期在

機場設計及工程管理規劃方面遇到的挑戰。並介紹機場跑道及滑行道的設計要素、

客運大樓選址，以及機場客運廊設計的工程考慮，並且設有討論環節，引用世界

各地的範例及行業最佳實例供討論學習。 

    課程內容包含： 

1. 香港國際機場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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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場數據 

3. 空側道面幾何及系統 

4. 機場藝術及建築呈現歷史 

5. 客運廊規劃設計及建設的基本要素及考慮因素 

6. 香港國際機場未來基礎建設發展 

↑本次上課地點: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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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課程表 

Day1

（11/21） 

Module 00 

 Course 

Administration 

& introduction 

 

Module 01 

 Aerodrome 

 

Module 02 

 Airfield Pavement 

 

Day2

（11/22） 

Site visit 

 Mid Field 

Concouse(MFC) 

remaining worksite 

 

Site visit 

 Mid Field 

Concouse(MFC) and 

Baggage hall 

 

 

Day3

（11/23） 

Module 03 

 Air Terminal 

Complex 

 

Module 04 

 Terminal Design 

DNA 

 

Module 05 

 Design Methodology 

 

Module 06 

 Key Design Issues 

 

Module 07 

 Detailed Design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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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進行方式 

    本課程主要以講師授方式進行，並搭配現地參觀、案例分析及小組討論 ，

亦提供讓各機場參訓人員互相交流與經驗分享的機會。課程結束後進行課程評量

與講師教學評量。 

 

三、 課程內容計要 

 

1. Module 01：Aerodrome 機場空側幾何 

構成一個機場最基本的元素，不外乎就是必須要有跑道供航機可以起降、

滑行道讓航機可以滑行並且須有停機坪可以讓航機停放及上下旅客或是上

下貨物。 

 

 

    而跑道亦由各種不同的元素所構成，物理條件上如道面、道肩、跑道長

度、停止區、跑道末端安全地帶等；另為了讓航機可以使用，必須加設一些

必要性的輔助設施，如標線、燈具及助導航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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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行道雖不如跑道之規格有如此多的元素，但也有著不同用途的分別，

如一般的滑行道、快速脫離滑行道、端繞滑行道及滑行路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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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因實際使用到機場的各項空側設施為航機，故在設計機場時必須考量到各

種航機的限制條件，如發動機的形式、航機機身的各種物理限制、航機所能飛行

的最高高度限制、起落架及輪胎的數量及產生的噪音等，眾多因素皆會影響到機

場的選址及設計策略。 

上述限制因素需回歸到 ICAO 的各項規範，也就是說，設計的關鍵條件就是

要符合 ICAO 規範。本次課程說明了機型大小的淨距限制，讓學員能理解跑道及

滑行道運作的基本限制條件。在工區參訪(Site Visit)時，新建的遠端接駁機坪已

有一側已開放使用，配合本節課程的內容，現場立即可知道機坪安全線劃設的依

據、阻絕設施擺放位置、安全間距等項目。 

 

↑參訪工區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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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dule 02：Airfield Pavement 機場空側鋪面 

本章節目的為讓學員了解各種不同的道面形式及如何去設計鋪面強度以讓

航機使用。現行的鋪面形式主要區分為三種，依據受力形式可分為柔性、剛性及

複合式，在使用上來說各有不同的優缺點，並無絕對的優劣之分。 

以柔性鋪面來說，優點主要有航機在行駛上的感受較佳，且可接受些許的位

移，建造成本上較低，且維修快速；但相對剛性來說，使用年限就較為短，且對

航機漏油的情形較無法承受。 

 

剛性鋪面則相反，優點主要為較能抵抗航機漏油或是有機溶劑，適合使用在

機坪區域，且使用年限較長；惟在建造成本上較高，且假如須維護，所需的時間

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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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複合式鋪面則較為少見，為各機場考量不同地理環境而產生。如何選擇

機場適合的鋪面形式，則須考量四種因素，如預測交通量、機型考量、道床底層

的狀況以及設計的軟體。 

 

    而在香港機場的鋪面選擇則有 3 種，跑道滑行道屬於柔性鋪面、機坪以剛性

道面為主，而在部分機坪區域，因差異沉陷的因素，是以地磚的方式鋪設機坪。

以地磚方式鋪設主要是因為差異沉陷帶來的維護和修繕較為快速且便宜，伴隨差

異沉陷趨於緩和，後續則會全數改為剛性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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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機場鋪面形式示意圖 

    另外在工區參訪(Site Visit)時，現場施工項目為遠端機坪剛性道面舖築及滑

行道級配完成面測量作業，經過交流後發現，香港機場的柔性鋪面設計並未採用

水泥處理級配底層(CTBC)，因為由機場本身開挖經過咬碎處理後的級配，其骨材

粒型非常優良，不只有 100%的破碎面，粒型非常方正，和臺灣產出的級配差異

非常大，也因此香港機場的級配承載力較佳，在柔性鋪面結構中，完成級配面後

即可舖築改質瀝青底層及面層(PMA)。 

    另外在燈光系統上，和桃園機場採用的短筒規格不同，香港機場採用的是長

筒規格，利用三個套筒連接分別按鋪面分層結構安裝。短筒和長筒規格在國內外

機場各有支持者也各有優缺點，但長筒元件施工相對來說困難度較高。 

    在機坪剛性道面舖築上，現場雖有看到滑模機，但考量舖築長度及成本後，

並沒有使用滑模機舖築，交流後發現，對於滑模機的使用還是傾向於在跑道或滑

行道的剛性道面舖築上使用，除了長度足夠發揮出優勢外，也較符合成本考量，

這和目前桃園機場「空側設施全面強化工程」預計在 Q 滑行道及 EC 滑行道道面

整建時使用滑模機來縮短剛性道面舖築時間的想法不謀而同。 

    現場舖築剛性道面時，除了使用一般的傾卸卡車外，還會使用水泥預拌車澆

置材料，相對來說，與桃園機場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在剛性道面板塊下方，全面

攤鋪一層防水布防滲流水通過，在伸縮縫失效的情況下，可減緩冒漿或唧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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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生。 

 

↑機坪剛性道面澆置示意圖 

 

↑滑行道柔性道面施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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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工地大量工程人員進出，可看到現場有大型交通工具供施工人員抵達

封閉之工區，減少車次往來對機場內其餘勤務車輛作業造成的影響。也因為工區

腹地廣大，可設置工程人員休息區域，這也是目前公共工程金安獎中，推動給施

工人員一個舒適環境的理念相符，值得我們借鏡。 

 

 

↑未使用的滑模機 

 

↑施工人員交通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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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人員休息區示意圖 

 

    另外參訪使用中的遠端機坪時，發現設有門型架，上置進機坪的航機導引系

統，這和桃園機場目前遠端客運坪有較大的差異。而地面機坪標線可看到紅藍兩

色的箭頭，經過現場交流確認，這樣的地面標誌較為罕見，主要是讓地勤人員後

推時，方便與塔台確認往哪個方向後推，和桃園機場現行的往跑道頭方向、EC

或 WC 方向後推的方式，減少人為疏失的可能風險，也是值得參考的概念。 

 

↑遠端機坪門型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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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坪地面後推用箭頭標誌 

 

3. Module 03：Air Terminal Complex 複合式航廈設施 

    航廈設計所需考量的元素不比跑滑道少，且機場因牽涉到保安問題，所以動

線規劃上也有很多的限制，必須分成出境及入境兩個層面去設計。 

    出境的區域基本元素，必須要有報到櫃台、證照查驗、航廈電車、登機門及

空橋等。而入境的部分則基本有分成入境大廳、入境查驗、行李提領及接機大廳

等。 

    本次除了搭乘航廈電車通往中場候機廊廳外，也了解到機場當初興建航廈間

電車時，即根據未來機場整體發展，預留了各項擴充的空間，確保未來機場伴隨

整體運量往上成長時，能有先期規劃讓硬體設備跟著成長，這也是目前台灣各個

機場所欠缺的，對未來發展的規劃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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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odule 04：Terminal Design DNA 航廈設計的基因 

    一般人很少會去了解全世界航空的發展史，尤其是航廈的發展史。本節課程

由建築師帶領學員了解從最初的飛機起降旁的建築逐步發展，開始有塔台引導人

員、開始有商業運轉的航廈概念出現，一直到近年來「航廈不只是航廈」的概念，

甚或是「機場不只是機場」的概念誕生，從單純的航廈演變至今成為複合式航廈，

各國機場也在追逐如何蓋出吸引人目光的建築，儼然成為建築師的作品競賽舞

台。 

    因此，除了能符合功能性的要求，興建出符合當地文化特色且能展現獨特藝

術性也成為了目前航廈設計的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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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odule 05：Design Methodology / Sequence 設計策略 / 設

計順序 

    航廈設計的順序和策略尤顯重要，類似我國的機場綱要計畫和機場園區實施

計畫一樣，考量未來整體區域的發展性，不斷滾動式檢討，作為後續建設發展的

依循方針。 

    除了各建設剛開始的運量預測模式、使用者的需求訪談，到最後的整體社會

經濟條件，當投入參數越多越能掌握實際的發展概況。當然，所屬區域的發展，

例如東亞航空市場的變化，也是一項重要的考量。 

    當確立了未來機場的地位和發展策略後，逐步轉化成設計的策略才能符合實

際需求，從預估航班發展量、預估旅客量，帶入服務水準的要求，也才能規劃出

空間和設施的配置，最後加入使用者的需求，才能讓機場的航廈符合未來的發展、

符合當地法規，也能提供一流的順暢服務水準。 

    除此之外，類似目前桃園機場第二航廈的擴建案，興建航廈時必須考量到未

來的擴建需求。主因是考量實際運量的發展，在適當的時機點加入擴充的設施，

以符合經濟成本或時間效益。即使可能面臨到的短時間營運衝擊，但對機場整體

發展有一致性的規劃，才能達到最後的目標。 

 

↑香港機場航廈擴建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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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機場航廈擴建影響旅客動線甚大 

 

 

6. Module 06：Key Design Issues 設計關鍵議題 

    本次設計關鍵議題共有兩項，分別是航廈/登機廊廳的型態和土地利用以及

航廈內的火災應變設施。如何結合空側與航廈，並讓兩者可以互相搭配，而不至

於造成停機位不足抑或是航廈內塞滿旅客，登機廊廳及停機坪的形式影響非常重

大，如有一般直線型的靠橋式登機廊廳、須另外搭乘接駁巴士的遠端機坪或以航

廈電車連接之衛星廊廳形式等，考量到所能使用的土地空間而去選擇最佳的配置

方案，以達到最佳的土地利用需求，也因此，世界各地不同機場皆呈現了不同的

配置方式。 

    而在航廈火災的緊急應變設施上，在香港機場的中場衛星航廈運用了航廈挑

高的設計以及獨特的天花板排煙設備，除了能將濃煙與人群第一時間區隔外，加

上排煙設備及灑水設備，將對旅客及工作人員可能產生的危害風險降至最低，最

後將上各通道的阻煙設備防止其蔓延，這些都是在航廈設計時必須要考量以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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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法規需求的案例。

 

↑香港中場衛星航廈天花板示意圖 

 

 

↑香港中場衛星航廈對火災的因應對策示意圖 

 

 

7. Module 07：Detailed Design Aspects 航廈細部設計觀點 

    機場航廈在細部設計時，需將現有機場的環境限制因素納入考量，例如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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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設施及動線，這會大大影響航廈設施的配置。舉例來說，如果大量旅客皆是

搭乘鐵路軌道系統前往機場，那麼車站的聯通位置選擇就優先選擇離出境層較近

的位置，不管是水平移動抑或是垂直移動距離都要有所規劃，才能提供大部分旅

客最佳的機場體驗。 

    除此之外，例如手推車的循環系統尤顯重要，桃園機場常出現的手推車與旅

客動線重疊問題，常導致旅客受傷或動線受阻，雖然透過人為示警或運送時間區

隔等方式可降低風險，但在旅客運量逐漸增加的情況下，這種運作方式會略顯困

難。因此，許多機場航廈都有規劃手推車的運送循環機制和動線，以期將利用效

率最大化。 

    職在搭乘機場快線抵達香港機場時，出車廂即可使用工作人員預先放置好的

手推車，這是個非常獨特的體驗。另外課程中也提到未來的趨勢，除了智慧型航

廈的概念慢慢形成主流，自助報到、自助行李托運、自助通關等系統逐漸普及外，

也出現了智慧型手推車的概念。除了可電力化減少人力推動外，其附加的設備可

與機場既有設備結合，真正達到智慧型航廈的整體概念，這也是一項重要的航廈

特色，也是建築師在設計航廈時的特殊觀點，呈現出航廈的獨特性，以期給予旅

客最佳的航廈體驗。 

 

↑香港快線出口已由工作人員放置整排手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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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推車示意圖 

 

參、 心得與建議 

1. 透過各項對公司內外的訓練課程，增加知識及交流機會 

    本次於香港國際航空學院參加訓練課程，其訓練對象涵蓋了機場管理局

員工、航空公司員工、建築專業人士等，授課內容給予航空業界的基本知識

及概念，藉由帶入 ICAO 的規範說明空側幾何特性、實際走訪(Site visit)施工

中的工區現場及航廈設施設備，最後再導入設計的關鍵因子及概念，以呼應

已完成的設施設備。 

    同樣在機場各部門工作的員工，對其他部門的工作內容和項目有時並不

清楚，而香港國際航空學院就提供了很好的訓練及交流機會，在確切說明機

場未來的規劃走向及實際施工的情形下，讓不只是在機場工作的員工，甚至

一般非航空專業的人士能夠了解機場在做什麼，也因為如此，能將航空業的

專業知識，例如空側幾何特性等推廣發展出去。 

    航空業給外界的印象較為封閉，縱使大專院校有專門的科系培養專業人

才，但對其他民眾來說，相關的航空知識較為欠缺，也因此，在推動各項機

場的規劃或建設計畫時，往往不被一般民眾支持或容易被誤解。若能透過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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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機制將各項知識推廣出去，對於人才培訓及專業知識的培養提供另一項管

道，對國內航空業發展來說是值得投資的事項。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內部 

 

2. 透過與國外機場的交流與經驗分享，提升公司員工的專業能力 

    因應國內航空業發展，桃園機場勢必要面臨各項重大的建設及未來相關

規劃議題，例如在課程中就端繞滑行道(Wrap Around Taxiway, WAT)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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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香港機場未來興建第三跑道，於現行的北跑道(07L/25R，增建第三跑道後

改為 07C/25C)設置端繞滑行道，與公司目前規劃的北跑道端繞滑行道面臨相

同的進場面及轉接面限高議題。另外像跑道及滑行道材料的選擇，興建維護

時程的安排等，於課程中和學員交流後，也獲得許多專業的建議和做法。因

機場規劃的思考項目大同小異，與其他同樣等級且發展中的機場交流，在交

流中激盪出新想法，對於未來機場的規劃及員工專業能力的養成有很大的助

益。 

    

 

↑大興土木的香港機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