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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訓練課程係由國際機場協會(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ACI)主辦，透過講師課

堂上的講解、不同國家學員間互相討論以及吉隆坡國際機場的實地參訪，讓參訓的學

員可以瞭解機場查核及規範符合的詳細內容及實際應用。 

    本報告首先介紹授課講師及參訓學員；隨後針對機場查核的各項細節內容與實務

的介紹及相關圖片說明，最後提出參與本課程的心得與建議。 

 

關鍵詞：ICAO Annex 14，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機場安全管理系統(Aerodrom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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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28 條之一，「民航局應派員檢查航空站內供航空器起飛、降落

與地面活動區域之設施及作業，並督導其業務」，該項檢查主要在於確保機場安全；機

場檢查人員透過本次「國際機場協會（ACI）機場查核及規範符合課程 GSN 6: Aerodrome 

Auditing and Compliance」課程訓練，可了解航空業界在進行相關查核或檢查時之重

點及要求，並加強查核的技術，以達國際上檢查人員之標準，同時提升查核效率。 

 

    參訓之查核員將對下列課題有進一步了解： 

(一)組織管理及控制系統的程序步驟與其他規範、標準之關係。 

(二)品質及安全管理系統之查核目的。 

(三)對查核之程序及技巧有較全面的認識。 

(四)得以使用有效的安全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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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過程 

 

2.1、授課講師及學員介紹 

    本課程授課講師為 Wally Walker，目前為 Airport Solutions Ltd 顧問公司的首席

顧問，主要是負責計畫管理及提供全球機場的航空訓練與支援，擅長的項目為安

全管理系統、危害辨識與風險管理、空側作業與安全保障、作業程序及緊急應變

計畫等。 

 

    Wally 在航空業界的資歷已經超過 40 年，剛開始是在飛機製造業工作，負責

軍機及民航機的製造、維修及修改計畫，在飛機製造業工作了 24 年後，Wally 轉

任至英國曼斯頓的 Kent International Airport，擔任作業安全及品質經理，負責將軍

用機場轉換為符合英國民航局規定的民用機場。 

 

    Wally 目前於國際機場協會(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ACI)提供了許多安全

相關的課程，其中包括了 Global Safety Network(GSN)計畫，透過該計畫於世界各地

推動模組化的空側安全及規範訓練，從跑道安全到停機坪管理都有相對應的主

題，本次課程即屬於該計畫。 

 

    本次參訓的學員共有 12 人，其中大部分為吉隆坡機場公司的員工、其次是各

國民航監理單位，所屬國籍分別為柬埔寨、泰國、臺灣。 

 

2.2、課程安排 

第 1 天 Monday 26 AUG 

0900-1000  Course Introduction 

1000-1030  Break 

1030-1200  Introduction to Aerodrome Auditing 

1200-1315  Lunch 



4 
 

1315-1400  How Safe is Your Airport 

1400-1445  Auditing and Regulations 

1445-1515  Break 

1515-1630  Aerodrome Inspections and Auditing 

 

第 2 天 Tuesday 27 AUG 

0900-1000  Tools for Auditing 

1000-1030  Break 

1030-1200  Photography for Auditing and Inspections 

1200-1315  Lunch 

1315-1400  Aircraft Turnround 

1400-1630  Aerodrome Familiarisation / Practical 

 

第 3 天 Wednesday 28 AUG 

0900-1000  Preparation for an Aerodrome Audit 

1000-1030  Break 

1030-1200  Audit Gap Analysis and Findings 

1200-1315  Lunch 

1315-1400  Audit Briefing 

1400-1630  Practical Audits 

 

第 4 天 Thursday 29 AUG 

0900-1000  Assessment and Presentation of Findings 

1000-1030  Break 

1030-1200  Group Exercise 

1200-1315  Lunch 

1315-1400  Audit Briefing 

1400-1630  Practical Audits 

 

第 5 天 Friday 30 AUG 

0900-1100  Assessment and Presentation of Findings 

1100-1130  Break 

1130-1200  Knowledge Check 

1200-1215  Course Critique and Award of Certifi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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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程內容 

 

3.1、Introduction to Aerodrome Auditing (機場查核介紹) 

3.1.1、查核的定義 

(一)查核的一般定義：對個人、組織、系統、過程、企業、計畫或產品的評估。 

(二)查核一詞原本是使用於會計領域，不過在專案管理及品質管理領域也有類

似的概念，而整個航空產業領域也可應用這些概念。 

 

3.1.2、為什麼要執行查核？ 

(一)執行查核是為了確保符合規範。 

(二)查核是對於公司、個人及業務的最終保障。 

(三)查核也是監控業務流程與程序的方法，就效率及安全方面，改善執行業務

的方式。 

(四)安全管理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MS)的導入更加深查核的重要

性，功能完整的機場安全管理系統通常需要全面性整合不同單位的流程與

程序，透過查核可以確保安全管理系統的運作正常。 

(五)查核除了監控流程及程序外，也是為了找出人為因素對安全所造成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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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SHEL(L) Model：Software(軟體)、Hardware(硬體)、Environment(環境)、Liveware(工

作人員)彼此互相產生的介面。 

 

3.1.3、有哪些單位會執行查核？ 

(一)民航監理單位：辦理初始機場認證時，可能會執行查核，包含全面評估幾

何特性的規範符合性、文件資料及程序、員工技能及訓練相關制度等；而

當有事故或意外事件發生時，平時查核的結果也可能會成為相關調查的關

鍵證據，例如：有無事故相關公司過去的查核資料？過去查核的結果？是

否有符合規範？ 

(二)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對於他們承保的任何公司，都有可能辦理委託獨立查

核，查核的對象包括了機場組織及任何在航空系統中運作的單位。 

(三)航空公司：航空公司也可能會對機場或是任何承包廠商執行查核，例如地

勤公司。 

(四)機場：機場本身可能會辦理委託獨立查核，以確保機場運作的安全及合於

規範，也有可能執行內部查核作為自我檢查；對於機場內運作的單位也會

執行查核，透過查核以確保機場及服務廠商持續符合規範及機場自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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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及措施。 

(五)機場查核部門：許多機場會建立一個單獨的部門來負責查核，然而這部門

的人員並不需要熟悉機場的技術性作業，不一定有能力查核機場安全管理

系統。 

 

3.1.4、查核(Auditing)與檢查(Inspecting)的不同之處 

 

(一)查核著重在管理系統；檢查著重在作業的場所、裝備或是活動。 

(二)查核主要透過目視、觀察、文件資料及員工訪談收集相關事證；檢查主要

是透過目視及觀察收集相關事證。 

(三)查核著重在評估管理系統組成的效率和有效性；檢查著重在找出不安全的

行為及狀況(並非充分的危害控制)。 

(四)查核人員通常獨立於當地現場管理單位；而檢查人員則通常是當地的管理

單位。 

 

3.2、How Safe is your Airport？ (你的機場有多安全？) 

3.2.1、通過認證的機場就代表安全嗎？ 

    一個新建立的機場需要取得國家民航監理單位的認證才能辦理商業飛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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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而民航監理單位會透過一系列的查核來評估確認該機場各方面運作都符合

規範，像是機場的幾何基礎設施、文件資料及程序、安全管理系統、緊急應變

計畫及員工作業能力等。 

 

    機場如果取得有效的初始認證，代表該機場合乎國家民航監理單位的規範

或法律，而機場認證的流程將會持續進行，民航監理單位每年會持續辦理查核。 

 

    取得認證的機場雖然會由民航監理單位持續評估，但並不代表機場一定是

永遠安全的，維護機場安全的責任還是在機場經營管理者身上，而非民航監理

單位，根據 ICAO 的規範與文件，民航監理單位的責任是辦理機場認證。 

 

    機場取得認證代表在民航監理單位查核的當下，該機場滿足國家規範最低

要求，而機場經營管理者有責任確保持續合乎規範；透過安全管理系統的正確

運作，機場經營管理者可以確保機場業務安全運作的優先性。 

 

    民航監理單位除了授予機場認證，也能收回機場認證並中止機場運作，例

如英國北愛爾蘭德里市機場(City of Derry Airport)，在 2007 年 5 月 24 日，該機場

成為第一個被英國民航局中止使用執照的機場，造成機場聲譽及金錢上的龐大

損失，原因是機場安全管理系統沒有正常運作，且對於英國民航局 2003-2007 檢

查發現的相關缺失沒有任何實際的改善行動。 

 

3.2.2、安全管理系統的基礎 

(一)政策及程序：文件資料(航空站空側手冊、緊急應變計畫及標準作業程序等)。 

(二)員工訓練：員工訓練計劃、訓練計畫更新機制及訓練書面紀錄等。 

(三)實際運作及持續檢視：機場幾何基礎設施是否完全符合國家及國際規範，機

場經營管理者的職責是檢視及確認機場持續符合規範，有些民航監理單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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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機場經營管理者提供有關所有跑道、滑行道及停機坪的規範符合表。 

 

3.2.3、安全管理系統的效益 

    實施安全管理系統聽起來很容易，但是需要時間及金錢，過程也會遇到許

多阻力，而且是永遠持續的工作，然而一個健全且功能完整的安全管理系統所

帶來的效益是很顯著的。 

(一)機場會合乎國家及國際規範。 

(二)機場不但會變得更安全，也會更有效率跟經濟性。 

(三)員工可以增強工作知識及能力。 

 

3.2.4、查核對於安全管理系統的好處 

    要如何開始實施安全管理系統？如何知道安全管理系統是否正確運作呢？

答案是透過全面性的查核，辨識出有哪些地方需要完成，查核就好比是健康檢

查，對於機場幾何特性及作業程序建立差異分析，幫助機場經營管理者擬定未

來的計畫， 好的查核會提供機場回饋意見與建議以幫助機場實行及更新安全管

理系統，持續符合規範。 

 

3.3、Auditing and Regulations (查核與規範) 

    在開始查核之前，我們首先要釐清： 

(一)查核的類型？ 

(二)明確的宗旨、目標及時程範圍。 

(三)需要查核哪些文件資料。 

 

    以上這些都是查核人員及被查核者需要了解的項目，良好的預先計畫是成功

查核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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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前我們必須了解查核依據的規範，ICAO 的查核團隊在執行查核時也會確

認被查核國家是否符合國際規範，例如： 

(一)ICAO 文件。 

(二)國際民航公約第 19 號附約(Safety Management)及包含標準與建議措施的相關

ICAO 文件。 

(三)特定的國際民航公約附約，像是第 14 號附約(機場)。 

 

    而查核的主要項目包括： 

(一)航空站空側手冊(機場運作的基礎架構)。 

(二)機場安全管理系統，查核人員會確認文件資料與實際運作是否相符。 

(三)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SOPs)：標準作業程序是否明確定

義職責及反映實際運作狀況？員工是否經過充分訓練並了解程序內容？舉例

來說，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規定 Code 1/2 機場每天必須檢查 1 次活動區，

而 Code 3/4 機場每天必須檢查 2 次活動區，假設機場內部程序的規定是每天檢

查 5 次，而書面資料卻只有檢查 4 次，雖然有符合 ICAO 的規定次數，但還是

違反內部程序規定，將列為查核缺失項目。 

(四)員工訓練：包括員工訓練計劃、計畫的文件資料、訓練與實際運作是否相符？

是否包含員工的需求？訓練計畫有無定期更新機制？有無訓練紀錄與評量的

書面資料等？透過訪談確認員工的理解程度以及他們實際作業內容是否與訓

練紀錄相符。 

(五)機場飛航指南(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Package，AIP)：確認上次修正日期、內容

是否正確？是否提供所有需要的資訊？ 

(六)飛航公告(Notice To Airmen，NOTAM)：飛航公告是否符合現況？有無飛航公告

發佈紀錄？有無發佈飛航公告專責人員？公告是否有及時發布？ 

(七)機場本身的公告系統：許多機場會有自己的作業及安全公告系統作為 AIP 及

NOTAM 的補充，要確認系統是否有妥善維護及更新？內容是否正確？公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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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公告是否及時？公告是否符合現況？ 

(八)與航管單位的溝通整合機制。 

(九)與內部及外部緊急應變單位溝通整合機制。 

(十)機場程序與服務單位的溝通整合。 

 

    查核的過程可能會花些時間，不過原則上要確認文件資料、並詢問適當的問

題，從不同來源獲得相關的查核事證。 

 

圖 3-2、查核項目主要架構。 

 

3.4、Aerodrome Inspections and Auditing (機場檢查與查核) 

    當機場興建時，基礎設施要符合幾何特性規範是相對容易的，但對於已經

營運中的機場，就顯得困難許多，因為要確保機場在任何天氣條件下隨時都能

安全及有效率地運作，也就是機場的運轉能力(Op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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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不只要查核基礎設施合於規範，還要查核機場如何運作、維護

及控制機場的所有活動，以確保機場持續符合規範。 

 

    安全管理系統的政策及標準作業程序通常包含在航空站空側手冊之中，而

安全管理系統會影響機場經營管理者及使用者對於規範符合及持續加強機場安

全的方式。根據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各國應該建立全面性的安全計畫讓

機場的運作安全達到可接受水準，其中包括政策、程序、裝備及經過充分訓練

的員工，而機場經營管理者在機場認證的過程中應該建立有效的安全管理系

統，可以辨識出危害，並採取改善行動以維持可接受的安全水準。事實上，機

場運作環境是持續不斷地改變中，因此健全且持續的檢查制度是安全管理系統

最基本的部分，員工應該要有能力辨識出任何不符合規範的事項，機場應該建

立常態性的內部檢查及外部查核機制以確保持續符合規範。 

 

3.4.1、檢查與查核應注意事項 

(一)執行人員：員工在執行檢查時是否了解他們在搜尋什麼？能否發現不合乎國

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規範的地方？會不會漏掉明顯的缺失？負責檢查的

員工是否了解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有沒有能力確認跑道及滑行道淨

距？對於場內外的障礙物有無警覺？ 

(二)燈光檢查：機場內的燈光每天基本要檢查一次，並記錄檢查的結果，要建立

違反規範的通報機制，燈光的亮度要定期做測試，故障的燈光要確實維修。 

(三)起重機：機場周遭施工的起重機作業有無經過授權？有無謹慎評估對障礙物

限制面的影響？是否有申請作業許可的系統機制？有無發布飛航公告？ 

(四)障礙物：是否有依照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的規範標示？障礙物的燈光

有無納入平時檢查機制？ 

(五)目視助航設施：是否由專業人員檢查？有無定期測試與紀錄結果的程序？由

哪個單位負責檢視目視助航設施(例如 PAPI)？檢查的頻率？有無適當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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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檢查的紀錄如何維護？相關流程是否有納入安全管理系統？PAPI 的

底座基柱是否有易斷的設計？ 

(六)指示牌：是否合乎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規範？有無模糊不清的情形？ 

(七)設施維護制度：所謂預防勝於治療，健全的設施維護制度也是重要的一環： 

(1)跑道預防性維護，以防止表面老舊產生 FOD，造成安全危害。 

(2)所有鋪面的定期檢查及維護，例如停機坪上常見到燃油及液體溢出，影響

到指引標線的清晰度，維護的頻率可能較高。 

(3)足夠的清潔人力及設備，可以處理任何 FOD 或是簡易維修。 

(八)機場主要維護計劃及發展計劃 

計劃管理：與機場相關業者定時溝通及公告資訊，確定工程的作業期間，相

關的程序有無提供承包商充分的訓練？例如因設施整修或是跑道延長作業

而重新宣告跑道長度，員工是否知道如何依照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的

規範標示封閉區域？承包商對於營運作業的簡報是否正確？工程作業區域

與營運區域是否有效隔離？機場經營管理者是否需要公告專用的程序來管

理作業？是否需要發布 NOTAM？是否需要修改 AIP？是否需要機場內部通

知(航管單位/員工訓練)？是否需要新建道路給承包商使用，確保與營運區域

分開？是否會引發新的危害？是否會造成跑道入侵？有無做過風險評估？

這些風險有無明確標註及掌控？承包商是否容易跑出作業指定的區域？承

包商作業期間有無移除了重要指示牌？ 

(九)鋪面強度：確認鋪面強度符合設計，測試鋪面分類號碼（Pavement classification 

number, PCN）符合機場規定或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的規範。 

(十)跑道摩擦力量測：是否有定期測試跑道摩擦力？依據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

附約規定，各國應訂定兩種摩擦力等級： 

(1)維護規劃等級(Maintenance Planning Level)：摩擦力低於此等級時，應開始

規劃改善計畫。 

(2)最小摩擦等級(Minimum Friction Level)：摩擦力低於此等級時，跑道浸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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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產生滑溜現象。 

 

    各國也應該建立新建或整修後跑道鋪面摩擦特性標準(Design Objective 

Level，DOL)。 

 

 

圖 3-3、Doc 9137 Airport Services Manual Part 2 – Pavements (摩擦力等級) 

 

    摩擦力的量測方式：使用連續摩擦力量測設備(Continuous Friction 

Measurement Equipment，CFME)，該設備通常附有自動加濕裝置。 

 

    影響摩擦力的因素：胎屑不只影響摩擦力，也會遮蓋跑道標線；而在某些

寒帶區域，冰雪對於跑道摩擦力也會造成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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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ICAO Annex 14 Guidance (冰雪覆蓋下的摩擦力等級) 

 

(十一)地面導引車(Follow-Me)及地面引導人員：必要時，機場營運單位應提供航

機導引及協助，並確保相關單位都有建立安全管理系統，安全地執行程序。 

(十二)停機坪運轉作業(Aircraft Turnround)：機場是否有執行停機坪運轉作業查

核？例如加油車輛位置是否安全？高度間隔是否足夠？燃油有無查核？

航機維護工程活動是否安全？ 

(十三)緊急應變計畫及消防救援：如何達到機場消防救援等級的要求？消防車輛

數量是否滿足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建議的最小應變時間？是否需要

一個以上的消防站？有無定期查核最小應變時間？有無演習測試緊急應

變計畫？現場有無經過訓練的救護人員？有無消防人員的訓練紀錄？有

無消防人員訓練計劃及更新的機制？ 

(十四)野生動物管理：員工應經過訓練並使用正確的裝備執行野生動物管理，並

制定野生動物棲息地管理流程。 

(十五)環保議題：航機噪音及汙染是非常敏感的議題，機場營運單位有無制定相

關改善程序？跟當地居民有無適當的溝通？例如燃油外溢的情形，沖洗過

的油汙如果流到下水道系統，是否會造成周遭地區的潛在汙染？ 

 

3.5、Tools for Auditing (查核工具) 

3.5.1、查核相關工具 

(一)個人防護裝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反光背心、太陽眼鏡、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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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帽子、防曬/雨/雪用具、防曬乳、適當的鞋子等。 

(二)紀錄工具：紙跟筆、照相機、錄音機等。 

(三)尺寸量測工具：測距滾輪、捲尺等。 

(四)燈光測試工具：手持照度計、燈光測試儀器(機場或廠商使用)等，許多機場

也會在測試儀降系統時一併檢查燈光。 

 

   

 

 

圖 3-4、燈光測試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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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摩擦力量測工具：連續摩擦力量測設備(Continuous Friction Measurement 

Equipment，CFME；機場或廠商使用)。 

 

圖 3-5、連續摩擦力量測設備(Continuous Friction Measurement Equipment，CFME) 

 

(六)障礙物高度量測：測角儀(Abney level，可於定點使用的簡易工具)、經緯儀(專

業調查公司使用)。 

 

圖 3-7、測角儀(Abne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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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檢查清單(Checklists)：課堂中分享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檢查表，主要分為

三個部分： 

(1)專責人員的相關資訊(需主管簽名)。 

(2)各檢查區域的相關問題(需佐證資料)。 

(3)評分系統。 

分數 說明 

1 非常差，完全沒有安全管理系統，高風險。 

2 不良，幾乎沒有證據證明安全管理系統有效運作，幾乎沒有危害辨識及

風險管理，幾乎沒有制定程序及政策。 

3 普通，有基本的安全管理系統功能，但危害辨識及風險降低程序還有很

大的改善空間。 

4 良好，大部分危害都有被辨識出來及管理，有適當的程序，不過還是有

改善的空間。 

5 優良，健全及有效的安全管理系統，所有流程都有齊全的文件資料，有

效地執行及管理。 

表 3-1、評分系統範例 

 

3.6、Photography for Auditing and Inspections (查核及檢查攝影) 

3.6.1、照相攝影的重要性 

(一)一圖勝千言(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指的是一張靜態的圖片就可表

達一個複雜的概念或者與一個主題相關的圖片有時比起詳細的解釋，能夠更

有效的描述有關主題。 

(二)攝影可以完全記錄當下呈現的情境。 

(三)照片通常不會說謊。 

(四)攝影可以大大地強化查核報告。 

(五)可以讓沒在現場的其他單位身歷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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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相機的種類 

(一)單眼反光相機(Single Lens Reflex Camera，簡稱：SLR camera) 

 

(二)全自動相機(Compact Camera) 

 

(三)無反光鏡可換鏡頭相機(Mirrorless Interchangeable Lens Cameras，MI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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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動電話相機(Mobile phone camera)： 

 

 

(五)平板電腦相機(Table/Ipad camera) 

 

 

3.6.3、為何最推薦使用單眼反光相機作為查核工具？ 

(一)性能是所有相機類型中最優異的。 

(二)可交換鏡頭，使用廣角遠距鏡頭。 

(三)照片品質較高。 

(四)多種模式可彈性使用。 

(五)經久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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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曝光(Exposure) 

    曝光是指相機感光元件在一定條件下接受光線並形成影像的過程，曝光量

受快門速度和光圈大小的影響，曝光不足會造成畫面偏暗、暗部細節流失，曝

光過度則會使畫面過亮、亮部細節流失。 

 

3.6.5、快門速度(Shutter Speed) 

    相機的快門開啟的有效時間長度，如果快門開啟太長時間，例如 1 秒鐘，

相機接受到大量光線，形成的影像可能會有過度曝光的情形。快門速度以秒或

秒的分數形式表示：1/4 秒、1/8 秒、1/15 秒…1/500 秒等，大部分單眼相機可

能會省略分子，而變成以 4、8、15…500 等表示。 

 

3.6.6、光圈大小(Aperture) 

    光圈是控制光線透過鏡頭進入相機進光量的裝置，類似我們眼睛裡的虹

膜，光圈的大小以 f 值表示，f 值通常從 f2 到 f22，數字越大代表光圈越小。光

圈設定會明顯地影響景深的效果，大光圈可以讓背景虛化，用來凸顯主要的拍

攝對象。 

 

3.6.7、ISO 感光度 

    ISO 代表「國際標準化組織」，是一間負責制訂國際標準的機構。ISO 感光

度代表相機對光線的敏感度。在光線不足的場所可以使用較高的 ISO 值：

800-3200，在光線充足的場所可以使用較低的 ISO 值：200，我們可以依據光線

條件下改變 ISO 值的設定，建議設定值如下： 

(一)大晴天：ISO 值 200。 

(二)陰天：ISO 值 400。 

(三)傍晚：ISO 值 800。 

(四)夜晚，有光線照明：ISO 值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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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夜晚：ISO 值 3200。 

 

3.6.8、焦距(Focal length) 

相機中，從鏡片光學焦點到感光元件的距離(毫米，mm)。數字越大有越高的放

大率。35-50mm 相當於人類眼睛的放大率，這個焦距可較為精確紀錄現場情境。 

 

3.6.9、相機模式(Camera Mode) 

(一)自動模式(Auto)：由相機決定所有設定。 

(二)程序模式(Programme)：類似自動模式，但可以做些設定選擇。 

(三)手動模式(Manual)：由攝影者決定所有設定。 

(四)光圈先決模式(Aperture priority)：固定光圈大小，由相機決定快門速度。 

(五)快門先決模式(Shutter priority)：固定快門速度，由相機決定光圈大小。 

 

3.6.10、曝光補償(Exposure compensation) 

    曝光補償是指在攝影過程中通過對曝光值的調整以達到最佳效果的一種技

術手段。雖然有些照相機能夠自動運算得出曝光值，但是得到的未必絕對正確，

而且也可能不是拍攝者所想要的。例如暗色的目標物在明亮的背景下，相機可

能會依據背景積計算曝光值，導致目標物曝光不足，這時拍攝者可以曝光補償

增加 1，即進光量增加一倍，可以使圖像更亮；反之則圖像會更暗。 

 

3.6.11、影像檔案(Image File) 

    大部分的數位相機可以選擇儲存不同的檔案格式： 

(一)RAW：未經處理、壓縮的照片原始格式，檔案大小較大。 

(二)TIFF：檔案大小很大，但圖像質量高。 

(三)JPEG：一般通用格式，檔案大小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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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2、相機的最佳設定(Optimum Camera Settings) 

(一)固定目標物： 

(1)光圈先決模式，光圈設定為 f10，由相機決定快門速度(至少 1/200 秒)。 

(2)ISO 值設定為 200。 

(3)選擇 JPEG 檔案格式。 

(二)移動中目標物： 

(1)快門先決模式，快門設定為 1/500 秒，由相機決定光圈大小。 

(2)ISO 值設定為 200。 

(3)選擇 JPEG 檔案格式。 

(三)晚上低光源時： 

(1)快門先決模式，快門設定為 1/60 秒或更久，由相機決定光圈大小。 

(2)調高 ISO 值，直到相機決定光圈大小為 f8。 

(3)選擇 JPEG 檔案格式。 

 

3.6.12、所需的相機相關裝備 

(一)單眼相機機身。 

(二)備用電池。 

(三)24-70mm 變焦鏡頭。 

(四)70-200mm 長焦距變焦鏡頭。 

(五)閃光燈。 

(六)堅固的收納箱。 

 

3.7、Aircraft Turnround Auditing (航機週轉作業查核) 

3.7.1、航機週轉作業在安全上的挑戰 

(一)航機週轉作業是地面作業最密集的部分，大部分的事故及意外事件都是發生

在航機週轉作業時，往往導致金錢及潛在生命的損失，例如航空公司及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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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補償金，航空公司、地勤業者及機場保險費用的增加，聲譽的影響等，也

可能導致員工及旅客健康及安全上的風險。 

(二)航機週轉作業的控制具有很大的挑戰性，因為不同的單位必須在短時間內同

時作業，比如說低成本航空有可能限制航機週轉作業的時間為 25 分鐘，必

須要精準的協調及控制。 

(三)停機坪是認證機場的一部分，因此機場營運管理者有責任確保所有單位安全

運作及遵循機場安全管理系統。 

(四)航機週轉作業安全主要分為航空安全及人員健康安全兩大類，機場營運管理

單位可透過查核確保航機週轉作業的安全，確認相關程序有確實執行。 

 

    航機週轉作業主要的三個階段： 

 

(一)航機到達。 

 

(二)機坪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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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機離開。 

 

 

3.8、Preparing for an Aerodrome Audit (機場查核準備項目) 

 

圖 3-8、ICAO 安全查核流程 

 

    定義查核的目的、範圍、所需的時間及資源。 

(一)查核依據： 

(1)國際標準與建議措施：ICAO Annex’s。 

(2)國家標準規範(以英國為例)： 

CAP 168- Licensing of Aerodromes、 

CAP 642- Airside Safety Management、 

CAP 700- Operational Safety Competences、 

CAP 742- Aircraft Fuelling and Fuel Install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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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地機場程序：航空站空側手冊、安全管理系統、空側駕駛程序、機場檢查

程序、緊急應變計畫、SOP、NOTAM。 

(二)查核目標：確認要查核所有的作業或是單獨的部門、特定的活動，查核所需要

的文件資料(最新版本)。 

(三)查核團隊： 

(1)是否需要特殊成員，例如航管人員或消防救援人員。 

(2)查核者對於相關領域要有適當的資格與經驗。 

(3)查核團隊需要有領隊負責指揮及組織查核。 

(4)團隊成員必須獨立於查核區域。 

(四)查核前通知被查核者，準備所需許可證。 

(五)要求提供進一步的文件資料：訓練紀錄備份、員工結構/職責敘述、航空站空

側手冊及部門程序(SOP)。 

(六)針對查核標準建立檢查表：思考要查核的目標及達成該目標應提問的問題；取

得之前的查核報告，並確認之前的發現有無改善。 

(七)確認組織及相關部門的負責人是誰。 

(八)是否有重點查核區域：查核目標、文件資料、幾何特性是否符合規範、機場作

業及安全管理系統。 

(九)行程表：能否在時間內完成所有的作業？例如查核注重的作業等級、是否需要

檢視第三方單位/合作廠商？確認合作廠商與機場間的關係、確認機場活動的健

康及安全面、確認當地程序或工作指示、規範的符合性檢查等。 

(十)確認組織架構或職責(工作敘述)的改變。 

(十一)訓練：確認內部訓練資料(規範符合性、紀錄與管控)，安全專職人員是否了

解安全管理系統的文件資料。 

(十二)安全文化：確認是被動或積極的安全文化。 

(十三)危害辨識的流程：是否有風險管理流程？是否有包含第三方單位(合作廠

商、服務提供者)？確認有變更的區域(新的工作活動-設備、員工、程序、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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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有無改善預算)，不符合規範項目是否有安全評估？是否有安全案例產

生？有無改善方案？有無其他相關事項？有無被評估？ 

(十四)查核進行： 

(1)開始會議：確認應出席者、查核區域的負責人、查核團隊成員、確認查核

的區域及時間表、確認查核所需的引導人員、確認行政上的安排(交通運

輸、許可證、文件資料) 

(2)環境熟悉：了解機場運作的等級、安全文化。 

(3)安全文化：觀察有無 FOD、鋪面的維護狀況、車輛損壞情形、服務道路與

停機坪的出入動線是否能見度良好、加油緊急停止裝置及電話、旅客指引

的能見度(地面人行道)、個人防護裝備等。 

(4)依據事實查核，收集相關事證(文件、人員、觀察)，並考量作業的時間，

例如夜間可能影響員工對安全的感知，或是否有季節性的任務？確認停機

坪及停機位地面標線及指示牌狀態、確認地面作業裝備停放區域狀態(標示

是否清楚？有無燃油外溢及 FOD？FOD 回收桶是否充足？)，機翼及引擎

等位置有無使用三角錐？噴射引擎運作區是否淨空？ 

(5)查核訪談的技巧： 

5-1、要有禮貌、非對抗性的態度，展現專業、觀察及傾聽員工說的事情，

基本常用的提問項目：What？發生了甚麼事情？Why？為什麼會發

生？When？何時發生的？Where？在哪裡發生的？Who？跟誰有關？

How？如何處理？可以展示給我看嗎？以前有發生過嗎？你的看法

是甚麼？可以告訴我嗎？ 

5-2、訪談接收到的訊息不一定就是事實，要從不同階層確認及尋找證明。

常用的提問：我可以看看相關資料嗎？有其他相關單位嗎？ 

5-3、訪談要用尊重的態度，而非審訊，注意別被對方引導或是分散注意力，

評估對方的理解程度，要用關懷的方式，不要勉強對方，如果對於員

工的工作能力有所疑問，應確認員工相關的訓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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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其他議題：有無人力資源及員工個性衝突問題。 

5-5、確認訪談對象階層的平衡(經理、主管、作業人員)，訪談主要是獲得

整體資訊，而非個人議題(像是薪水待遇等)，除非有人為因素影響安

全績效。 

5-6、資深主管不該擔任查核的引導，以免產生團體護航效應。 

(6)檢視文件資料：透過員工訪談了解對方的作業場所，觀察員工的作業流程，

比較實際作業與程序之間的差異。 

(7)查核的技巧：挑選一個主題，例如：作業注意事項，接著確認該注意事項是

否傳達到所有部門？是否有跟員工溝通？員工是否了解？ 

(8)作業觀察：要求員工示範操作，檢視事故及意外事件(包括調查報告-裝備檢

查、維護紀錄及照片。 

(9)文件資料的評估：文件資料備份量，要求詳細的資料，例如圖形資料，確認

文件的版本或修訂狀態，查核發現事項與相關法規、程序或指示的比較。建

立查核發現事項的嚴重程度分類(待確認、不足或是缺乏安全控制)，考慮建立

整體查核績效標準評分系統。 

(10)比較不同查核員的筆記，找出查核發現事項的關聯性，整個團隊所發現的細

微缺失，有可能是系統性的問題。 

(11)查核團隊應該擬定查核結論：準備建議事項(改善措施)，確認後續改善所需

行動，討論改善所需的時間，討論哪些發現事項對安全尚無立即的影響，而

哪些發現事項會影響安全或法規符合性。 

(12)查核結束會議：應出席人員為查核團隊及權責主管，報告查核發現事項、不

符合規範的事項並確認其正確性，討論及改正錯誤的地方，確認查核報告提

報的時間，最後感謝相關單位的合作與協助。 

(13)改善措施：被查核者要確認所有議題的相關改善措施，改善計畫應該採取確

實解決問題的行動，包含預計完成時間，較複雜或系統性問題可能需要分階

段的改善計畫，必須確認每個人都清楚了解預期改善的效果及預計完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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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任何建議或意見都必須以書面記錄在查核報告中，改善計畫應該整合在

查核報告中，並詳細說明後續所需改善行動及確認，被查核區域管理部門有

責任確認按時執行改善措施，如果遭遇任何困難應該與查核團隊一同溝通檢

視。 

(14)改善確認與後續工作：相關改善計畫應該要評估是否需要再次查核或確認，

長期的改善措施可能需要分階段確認，這也是查核的一部分。 

(15)查核資訊的發布：查核的結果應該適當地分享給公司或是外部單位，例如：

安全及規範符合的負責人、管理單位、員工、安全委員會及董事會等。 

 

3.9、Audit Findings(查核發現) 

當我們完成查核時，我們需要回過頭來檢視，確認有無達到查核的範圍及目標。 

(一)查核的目標是什麼？ 

(1)有達到嗎？如果沒有，是否需要尋求更多的資訊？ 

(2)查核時使用檢查表可以確保我們有達到目標。 

(二)查核時發現了什麼？ 

(1)不符合規範事項： 

1-1、第一類：嚴重違反機場認證需求(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或是國家民

航法)，必須馬上修正或是短時間內改正，改善措施通常盡可能由查核者

現場審訂，以防止嚴重意外發生。 

1-2、第二類：不完全符合機場認證需求(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或是國家

民航法)，須審訂改善措施的完成時間。 

(2)不一致性事項：組織程序或系統性問題上的錯誤，影響組織工作的安全及效

率。 

(3)觀察事項：查核過程中發現的項目，可透過改善以增進組織安全或效率，另

外，對於優良的作業活動或程序也可予以表揚；查核的目的就是為了凸顯優

良及不佳的作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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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了這些發現事項後，就可以開始進行差異分析，也就是系統中不足且應該

予以改善的項目，這些發現事項必須與被查核組織/公司溝通，如果發現主要

違反規範項目會嚴重影響安全運作，那麼應該馬上提出，立刻更正或停止作

業。 

(5)不太嚴重的違規，例如不一致性事項及觀察事項，除了與查核有關單位口頭

上溝通外，也要記錄在查核報告中，所有的查核發現事項都應該要書面記錄，

不然這些發現事項等於沒發生過一樣，這樣才能明確擬定完成改善措施的時

間。 

(6)被查核者對於查核報告也可提出相關意見，一同協議改善措施，設定實際目

標及完成時間，舉例來說：第二類不完全符合規範事項可能需要大量的時間

及經費去做改善，要求被查核組織/公司在短時間內改善是不切實際的，比如

說滑行道不符合國際民航公約第 14 號附約的坡度規範，導致機場使用上可能

會有風險，機場及民航監理單位在年度查核時會檢視相關危害辨識及風險評

估，機場後續會盡可能改善或移除不符合規範項目，而這通常需要幾年的時

間處裡，因此需要定期檢視查核發現事項，避免這些長期改善項目被遺忘；

相反的，有些查核發現項目就可以在短時間內改正，比如說不符合規範的機

場標線。 

 

3.10、吉隆坡國際機場參訪 

這次課程總共安排了三天的機場空側參訪，第一天先熟悉空側環境，乘坐巴士沿

途介紹空側的設施，並在遠端停機坪稍作停留，第二天是到目前停用中的貨運停

機坪的停機位附近做實際查核練習，並於隔天分組簡報相關的查核發現事項(檢查

表及查核簡報檔詳如附件 1、2)，第三天則是實際觀察停機坪地勤作業，另外也參

觀了空側的消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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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心得及建議 

 

(一)講師在課程開始的章節有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通過認證的機場就代表安全嗎？機

場的安全是由誰來負責呢？這是一個很好的議題，因為很多人會對這個議題有所誤

會，有時甚至連機場經營管理者也不是很了解，認為只要機場取得了認證，就代表

機場的安全已經完美無缺了，如果之後發生了安全事故，辦理認證的民航監理單位

反而必須負起責任，但事實上，機場的安全理所當然是由機場經營管理者負責，畢

竟，一年 365 天真正在第一線管理機場的是機場經營管理者，民航監理單位只能定

期一兩年來查核一次，算是輔助的功能；而辦理機場認證的意義是證明機場經營管

理者有能力維護自己機場的安全，取得認證的當下有符合規範的要求，但後續機場

的安全還是有賴機場經營管理者的努力，這也是為什麼機場需要建立有效的安全管

理系統的原因，因為唯有透過整體系統性的改善，才能有效提升機場安全，而非是

單一幾個人或少數單位的責任。 

 

(二)參與本次課程主要目的之一，是了解我國在查核作業上與國際上普遍的做法有無不

同之處，透過講師課堂上的講解，可以發現，目前我國的查核作業，大致上都跟課

程所述的內容相符，例如查核前的準備、會議的進行、檢查表的使用、查核的內容

及相關細節、後續的管控等，都有應用在每年的查核作業上，與國際上的做法並沒

有太大差異。 

 

(三)本次課程最主要內容是介紹機場查核的細節內容以及實務經驗分享，對於機場經營

管理者實務運作方面也很有幫助，而本次參訓的學員也大多是機場公司的員工，可

以藉此機會互相討論彼此機場所遇到的問題；目前各航空站均已建立內部查核機

制，本局亦持續監督其落實性，故建議未來各航空站經營人亦可考慮派員參加類似

課程。 



 
 

附件 1、停機坪檢查表： 

 

 

 

 



 
 

 

 



 
 

 

 

 



 
 

附件 2、查核後簡報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