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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航整體運作有賴於飛機設計、製造，飛行員的訓練、培養，維修人員以

及飛航管制員等各相關領域專家的合作，而飛航安全則是民航必達成的使命，

因此完善的民航人員培訓制度為維護飛安的最重要的第一步，也是民航人員訓

練組織之基本目的。 

法國民航學院，其成立宗旨為不同民航部門間跨領域的深入了解與團隊合

作，而其豐富之訓練資源亦為我國難望項背之處。法國政府每年投入高額訓練

成本，輔以高品質人力資源與研發專業訓練設備，使其訓練理論與實作交替且

紮實運作，因為重視學員基礎訓練，完訓率極高。 

法國為全球航太工業領導者之一，擁有豐富而多樣的學習資源，加上獨特

之學制及其龐大多元的培訓制度，因此本所於行前搜尋網站資料與事前電郵相

關學制、招聘、培訓制度、管制員職涯等相關議題，得以在會議與參訪中略窺

其管制員之培訓與職涯發展，所獲甚豐，著實值得我國民航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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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民航專業為一國際化全方位發展且環環相扣之事業，隨著全球航行

量日益增加、環境變遷、民航科技日新月異，為維繫民航產業之安全與

效率之目的，民航人員之培訓勢必具有國際化與前瞻性以因應此變化。

本所為厚植專業人員技術能力、加強民航人才培育，自去年(2018 年)執

行澳洲飛航服務公司參訪交流，今年更安排參訪法國民航學院及日本航

空保安大學校執行全球訓練機構交流學習，希望達成了解我國與其他先

進國家差異之目的。 

法國為歐洲航太工業的領導國家之一，而其民航學院因訓練的多樣

性及豐富的培訓資源而成為歐洲民航培育領域的領導者，此外其深厚之

民航專業培訓之發展，亦足供本所訓練業務之借鏡與參考。訓練單位需

要充足人力、相關軟、硬體資源、上級單位支持以及與飛航服務單位攜

手合作之下，才足以達成精進之訓練品質。 

本所囿於目前僅有 3名航管專任教官，於專業訓練階段之課程講師

以及模擬實習教官安排仍有賴外聘講師、民航局以及航管單位教官支

援，在人力極其有限之下，如何兼顧訓練品質與效能為訓練單位核心議

題；此外本區飛航管制員職前訓練之學員淘汰率近幾年有逐漸升高之趨

勢，實需參考他國訓練單位管制員培訓制度以及講師、教官之相關條件

與管制員職涯發展。 

各國民航發展各有其差異性與特性，因此多方參訪他國民航培訓經

驗仍須考量本區之大環境與資源，期能在未來發展符合本區之條件下，

提供適切與完善之培訓制度，以培育飛航服務單位所需之專業性與前瞻

性之民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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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日期 內容 地點 

108年 9月 15-16日 往程 臺北-土魯斯 

108年 9月 17日 
參訪土魯斯-布拉尼亞克 機場塔

臺與近場臺 土魯斯 

108年 9月 18-20日 參與會議與參訪 

108年 9月 21-22日 返程 土魯斯-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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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簡報人 地點 

第 1天 

(9月 17日) 

14:00 

︱ 

14:30 

自我介紹與組織簡

介 

Philippe Grossi 

- head of OPS 

布拉尼亞

克機場民

航園區 

14:30 

︱ 

15:30 

管制員訓練 
Paul Devars 

- head of training 

dept SNA-S 

布拉尼亞

克機場民

航園區 

15:30 

︱ 

16:30 

作業室（塔臺與近

場臺）參訪 

Ludovic Nicolas 

- head of ATC 

布拉尼亞

克機場民

航園區 

16:30 

︱ 

17:30 

安全管理系統介紹 
Isabelle Laporte  

- head of SMS SNA-

S 

布拉尼亞

克機場民

航園區 

第 2天 

(9月 18日) 

09:15 

︱ 

11:15 
飛航管制訓練組織

介紹（第 1部） 

Greg Hindson 

-  ENAC/DER/ATM 

Dpt - Programme 

Manager / 

Training Design 

&  Prospective 

法國民航

學院

/Z012 會

議室 

11:15 

︱ 

12:15 電腦本位訓練介紹

與示範 

Antoine Pierre 

 - ENAC/DER/ATM 

Dpt  

- ATC Pratical 

Training / ATM 

Pedagogical Tools 

Development 

法國民航

學院/模

擬機大樓 

13:45 

︱ 

15:30 
飛航管制訓練組織

介紹（第 2部） 

Greg Hindson 

-  ENAC/DER/ATM 

Dpt - Programme 

Manager / 

Training Design 

&  Prospective 

法國民航

學院

/Z012 會

議室 

15:30 

︱ 

16:30 模擬機室參訪 

Greg Hindson 

-  ENAC/DER/ATM 

Dpt - Programme 

Manager / Training 

Design 

法國民航

學院/模

擬機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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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內容 簡報人 地點 

&  Prospective 

第 3天 

(9月 19日) 

09:00 

︱ 

11:00 
訓練管理 

Laurent Fournier  

- ENAC/DER / ATC 

Training 

Management 

法國民航

學院

/Z013會

議室 

11:00 

︱ 

12:00 

訓練法規（EASA歐

洲航空安全局法

規）簡介 

Bertrand Foucher 

-

NAC/DER/Compliancy 

Monitoring Manager 

法國民航

學院

/Z013會

議室 

12:00 

︱ 

12:30 
參訪提問與總結 

Mikael Frenot  

- ENAC/DER/ATM Dpt 

- Deputy 

法國民航

學院

/Z013會

議室 

第 4天 

(9月 20日) 

10:00 

︱ 

15:00 確認資料正確性 
Greg Hindson 

Philippe Grossi 

法國民航

學院 & 

布拉尼亞

克機場民

航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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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訓練業務協調紀要 

一、 民航單位及空域 

(一) 民航單位部分組織架構 

 

  

圖 1 DGAC法國民航總局部分組織圖 

（來源：2018 DSNA 年報） 

 安全與性能部門 

空域部門 

基礎設施，系統

和技術規劃部門 

財務部門 

人力資源部門 

 巴黎地區 

航空導航服務 

(ATHIS-MONS) 

巴黎區管中心 

(ATHIS-MONS) 

巴黎 CDG 和

預算控制單位 

巴黎 ORLY 管

制單位一般航

空 

 西南 

航空導航服務 

(BORDEAUX) 

BORDEAUX 

ACC 

區管中心 

西南 SNA(大

都會區域空

中航行服務) 

航空情報服務 

(AIS) 

中央空中航行

系統運行中心

（CESNAC） 

 
BREST ACC 

區管中心 

REIMS ACC 

區管中心 

MARSEILLE 

ACC 

區管中心 

西區 SNA 

(NANTES) 

北區 SNA 

(LILLE) 

西印度群島-圭亞那 SNA 

(FORT-DE-FRANCE) 

東北區 SNA 

(STRASBOURG) 

SAINT-

PIERRE-

ANDMIQ

UELON 

DSNA(空

中航行

服務處) 

中東區 SNA 

(LYON) 

東南區 SNA 

(NICE) 

南南東區 SNA 

(MARSEILLE) 

印度洋

SNA 

(SAINT-

DENIS) 

南區 SNA 

(TOULOUSE) 

DSNA  

空中航行服務局 

DSAC 

民航安全局 

SG  

總秘書處 

DTA  

航空運輸局 

DGAC 法國民航總局 

DTI 

（技術創新局） 

DO 

（運營局） 

Headquarters 

總部 

ENAC 

民航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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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國民航總局（DGAC） 

負責法國空中運輸的安全與保障，以及維持航空發展與

生態環境的平衡。另一方面，DGAC也是監管機構，監督安

全，提供空中導航和訓練服務，也是航空業的合作夥伴，

DGAC 負責為航空建設研究和國家產業政策提供研究資助。其

轄下負責 3大面向的部門（見圖 1）：  

(1) 監管：兩個中央行政部門，SG（總秘書處）和 DTA（航空

運輸局） 

(2) 監控中心：國家職能主管部門，DSAC（民航安全局） 

(3) 空中航行管制中心：DSNA（空中航行服務局） 

在民航局長的直接授權下，提供六種服務：OCV，GTA，

MALGH，SEAC-PF，SEAC-WF和 DAC。 

(1) OCV :飛測單位 

(2) GTA :空運警察 

(3) MALGH : 輕型，一般和直升機航空服務 

(4) SEAC-PF : 法屬波利尼西亞民航局 

(5) SEAC-WF :瓦利斯和富圖納群島民航局 

(6) DAC :新克里多尼亞民航局 

2. DSNA（空中航行服務局） 

為《單一歐洲天空法規》所指的空中航行服務提供者

(ANSP Air navigation service provider)，類似本國之飛

航服務總臺，並在法國領空，法國本土和海外對飛航管制負

有運營責任，提供飛航管制、通信、導航和監視以及航空情

報服務，DSNA由中央管理級別（計劃和策略分部，人力資源

分部，財務分部，安全，品質和安全管理任務， 環保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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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局：運營局（DO）和技術與創新局（DTI）組成。 

(二) 空域概述 

1. 空域範圍如下：（由運營局(DO)協調與管理） 

(1) 5個區管中心/航路控制中心（CRNA）：位於布雷斯特

（西 CRNA），Athis-Mons（北 CRNA），蘭斯（東 CRNA），

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東南 CRNA）和波爾多（西南

CRNA）（見圖 2、圖 3）。 

(2) 9個負責近場管制和機場管制的大都市區域服務（SNA）

（空中航行服務）：位於南特（總部）（西 SNA），里爾

（北 SNA），斯特拉斯堡（東北 SNA），里昂（中東

SNA），尼斯（東南 SNA），馬賽（南南東 SNA），圖盧茲

（南 SNA）（如圖 4、圖 5）。 

(3) 3個海外服務區：西印度群島-圭亞那“WEST INDIES-

GUYANA SNA”（SNA AG），印度洋“INDIAN OCEAN SNA”

（SNA OI），聖皮埃爾和密克隆“SAINT-PIERRE-

ANDMIQUELON DSNA “（DSNA SPM）。 

2. 航行量 

2018年法國空域管制 3200萬架次航班，法國空中航行

服務總面積達 1,000,000平方公里，管理著歐洲最大的空域

之一，DSNA在法國大陸的 74 個機場和 12個海外機場執行飛

航管制任務。近 5到 10年來，由於航機架次增加非常多，

以往只在乎快速，現在重視噪音、環境保護，巴黎總部要

求，6500呎以下以考量噪音為優先，6500呎以上則盡量縮

短飛航路徑，減少油耗。因此 DSNA的目標為提供安全、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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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擴增容量和增加成本效益方面的空中航行服務。 

 

 

 

 

 

 

 

 

 

 

 

 

 

 

 

 

 

 

 

 

 

 

 

 

圖 2 上層（FL350）管制空域 （來源：2018 DSNA 年報） 

圖 3 上層（FL200）管制空域 （來源：2018 DSNA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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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下層（FL195 以下）管制空域 （來源：2018 DSNA 年報） 

圖 5  SNAS 管制空域（FL100 以下）（來源：2018 DSNA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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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制背景 

由於法國的特殊、多元且彈性的高等教育學制，造就各行各業

專業人才，甚至影響著法國公務員（包含民航人員）的培育、招聘

管道，法國飛航管制員隸屬於公務體系，為深入了解其招聘過程，

本所預先安排拜訪法國在臺協會以及蒐集網路相關資訊，如下： 

(一) 法國高等教育制度 

法國的高等教育分為大學教育體系和高等學院體系（法國民

航學院屬於後者），其中高等學院體系除了高等學院還包含高等學

院預備班： 

1. 大學教育體系： 

大學之科系稱為 unité de formation et de recherche, 通

稱 UFR（教學研究單位）。高中生在為期兩年全面而嚴格的高

中會考（baccalauréat）及格後，登記後分發進入大學。法

國自 2002學年度起，推行與國際接軌之學、碩、博新學制

(LMD)。其高等教育學程分為三階段（見圖 6）： 

(1) 學士：高中畢業會考後修業三年為學士（Licence），等

於 bac+3； 

(2) 碩士：學士後修業兩年為碩士（Master），等於 bac+5； 

(3) 博士：碩士後修業三年或三年以上為博士，等於

bac+8。 

2. 高等學院體系、高等學院預備班與入學競試： 

高等學院（grandes écoles）創立之初為培育國家所需

文武專才人員，大多以專業能力訓練為主軸，強調國家領導

人才與高級技術人才之培訓，而較不以研究為訴求。以數理

工程（約 200多所理工學院，包含法國民航學院）、商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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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文學等專業為主，招收來源有三： 

(1) 高等學院預備班（CPGE，修業期間二年）畢業生，或 

(2) 持有二年高等教育同等學力者， 

以上二者透過競爭激烈的入學競試（concours），擇優錄

取，修業三年後具有碩士學位資格。 

(3) 高中會考及格生，進入高等學院修業五年之課程即具有

碩士學位資格。 

高等學院預備班（classes préparatoires aux 

grandes écoles,CPGE），為高中畢業後進入高等學院之前的

2 年預備學校， CPGE上課地點在高中校園內，但屬於高等

教育體系。CPGE 不具有文憑或授權提供任何學位，但他們提

供 ECTS學分（歐洲學分）。CPGE依照報考學門分為三大類：

人文學科（Lettres）、經濟商業學科（Economie et 

commerce）、理工科（Sciences et technologies），三大組

之下再依未來報考科系區分不同組別。以理工科為例，參見

圖 7。 

入學競試（concours），以理工學院入學競試為例，部

分學校採獨立招生，部分學校採聯招方式，全法國大約 200

多所理工學院，共有 7組學校，考試方式分為筆試與口試，

歷時各約一週，筆試時間大約 4-5 月，口試時間約 6-7 月，

考試科目依不同組別而不同，大約考 5-8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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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國 學 制  (簡要表) 
 

高中畢業會考及

格後修業年限 

高等學院（grandes écoles） 

各校系制度不一，以 ENAC 培育管制員為例 

年

齡 
大學 

累計歐洲學分 

（ＥＣＴＳ） 

Bac+8 

博士 (Doctorat) 

3 年 

26 

博士(Doctorat) 

3 年 

480 

Bac+7 25   

Bac+6 24  

Bac+5 

碩士 (Master) 

3 年 

23 碩士(Master) 

2 年 

300 

Bac+4 22 240 

Bac+3 21 

學士(Licence) 

3 年 

180 

 高等學院入學競試 (Concours)   

Bac+2 高等學院預備班 (CPGE) 

2 年 

20 120 

Bac+1 19 60 

 高中畢業會考 (Baccalauréat) 

 
高中 (Lycée) 

3 年 
 

 

 

初中 (Collège) 

4 年 

 

 

 

 

小學 (École primaire) 

5 年 

 

 

 

 

 圖 6 法國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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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科學 CPGE 學科（來源：法國在臺協會、維基百科） 

高等學院入學考試 

第二年 

第一年 

高中畢業會考 

數學&物理 物理&工程科學 物理&化學 物理&技術 

生物、化學、 

物理、地科 

物理、技術、 

工業科學 

數學、物理、工程科學 物理、化學、工程科學 

物理、技術、 

工程科學 

生物、化學、 

物理、地科 

物理、技術、 

工業科學 

ICNA 飛航管制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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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中階段的 BIA（Brevet d'initiation aéronautique）航空啟

發計畫 

BIA是由法國運輸部、法國教育部和法國航空聯合會三個單位合

作，免費授予高中生和航空愛好者（16-75 歲）的課程，其目的在

於運用法國豐富的航空資源，引發航空發展的機會給學生或促進

航空愛好者更加了解航空領域。 

1. 運作方式 

由擁有「航空教育適任證書」(CAEA)的「教師」（PPL飛行訓

練教官且/或學校老師）帶動學生的學習，透過學校和當地的

飛行俱樂部合作。 

2. 課程內容 

(1) 時間：每年 10月到 5月 

(2) 課堂課：每週 2小時的校內課程，包括飛機的常識、空

氣動力學、氣象學、規章制度、飛航管制、飛行安全、

航空歷史和太空。選修：超輕載具，滑翔機…。 

(3) 校外參訪：塔臺、機場、氣象臺、航空器製造商…(依據

當地環境以及指導老師的安排) 

(4) 飛行時間：每位學生 1 小時的前座輕航機飛行體驗 

3. 訓練結果 

於每年 5月辦理全國考試，通過者可獲得國家文憑（大約 80%

通過率），若能通過繼續進行的 PPL培訓學員可以獲得 FFA

（法國航空聯合會）獎學金（每位候選人 2500歐元）。 

三、 飛航管制員招募與甄選 

法國民航學院管制員甄選大多以聯合理工學院競試（CCINP）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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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名資格： 

(1) 18-26歲 

(2) 歐盟公民 

(3) 證明第二年預備課程是合理的 

法國民航學院新進管制員入學方式（指飛航管制工程師碩士學

位）大多以高中畢業會考（baccalauréat）後，在科學預備學校

（CPGE）修 2 年 MP（數學及物理組，約占全部新生 50%）或 PSI

（物理及工程科學組，約占全部新生 20%）或 PC（物理及化學組，

約占全部新生 15%）或 PT（物理及技術組，約占全部新生 15%）學

分，參與聯合理工學院競試（CCINP）通過後，再加上通過體格檢

查，才能入學。 

2019年（含）以前法國民航學院為獨立招生，由於近幾年來，法

國管制員人力短缺，再加上至少 3年漫長的訓練期程，因此 2020 年開

始加入聯合理工學院競賽（CCINP），希望可以透過擴大招募增加更多

候選人，以快速補足缺額。 

管制員每年錄取人數依照 DSNA（空中航行服務局）的需求，甚至

還會有其他彈性做法，例如 2020年將會有 4組（32名）透過聯合理

工學院競賽入學的學生、1組（8名）來自航空專業背景的學生，另外

還有與 DSNA 簽訂合同的其他歐盟國家管制員。 

四、 新進飛航管制員培訓制度 

法國民航學院（Ecole Nationale de l’Aviation Civile ,ENAC）為民

航總局（DGAC）總秘書處下的一個單位，為民航總局（DGAC）及空中

航行服務局（DSNA）培育民航相關人員，也為航空公司、軍方提供飛

行員培訓服務。ENAC 提供多樣的訓練，包含飛行員培訓、系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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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飛航管制、保安和審計等各種學科，每年為 2000 名畢業生提供 25

個基礎培訓課程；為 7500 名學員提供 500 個持續培訓課程。 

新進管制員培訓歷時至少 3 年，其中前 1.5 年在民航學院學習機

場管制、近場管制與航路管制之理論與模擬機訓練，取得歐洲管制員

學生執照，並接受私人飛行執照理論與訓練（Private Pilot Licence），但

取得飛行執照與否並不強制；後 1.5 年則分發塔臺與近場臺（一起）

或者區域管制中心，並依照不同席位在學院與管制單位之間交替理論

與實務訓練。3 年期間甚至讓學員至英國學習航空英語 6 週；並授予

管理專業知識，讓學員不只學習航管知識，也了解管理階層工作，訓

練出能通盤了解整體管制以及相關管理工作之管制員。畢業之前須完

成論文，以取得高等教育部認可的飛航管制與管理（MCTA）碩士學

位。在完成學位後持續實務訓練，依照所分配的管制單位航行量多

寡，接續實務訓練 3 個月到 2.5 年（如區域管制中心）不等（見圖

8）。 

 

 

 

 

 

 

 

 

3 個月到 

2.5 年不等 

實務訓練與統整

1.5 年 

理論與模擬實習    

1.5 年 

合
格
管
制
員
執
照 

作業單位 

繼續實習 

MCTA 飛航管制及 

管理碩士學位 

 歐洲管制員學生執照 

 學員單位分發 

圖 8 法國飛航管制員訓練簡要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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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訓練依據 

新進管制員訓練屬於民航學院管制員培訓中的初始訓練（Initial 

ATC Training），其訓練依據 ICAO 和 EUROCONTROL規則和建議，相

關規範如下： 

1. 歐洲空中航行安全組織飛航管制初始訓練共同核心內容規範

（EUROCONTROL Specifications for the ATCO Common Core 

Content Initial Training，簡稱 CCC）。其規範機場管制、近場管

制及航路管制初始訓練之教學內容。（如圖 9~12） 

2. 歐洲航空安全局（EASA）制定之飛航管制員的執照和認證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Licensing and Certification）實施條

例，包含以下規範： 

(1) 強制性的歐盟委員會法規—（EU）No. 2015/340。 

(2) 彈性法規 AMC/GM（Acceptable Means of Compliance/ 

Guidance Material）—ED Decision 2015/010/R 以及 ED 

Decision 2015/015/R。 

(3) EUROCONTROL CCC 教學內容。 

(4)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相關規範。 

歐洲航空安全局之飛航管制員的執照和認證實施條例

之範圍包含：執照、檢定、認證、教官及檢定教官、管制員

訓練、國家監督機關、培訓機構的要求、管制員訓練組織之

管理、訓練課程的要求、體格檢查以及初始訓練內容（與

ICAO Doc. 10056 相當類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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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C

範圍 

圖 9 管制員培訓進展 

（來源：EUROCONTROL Specifications for the ATCO Common Core Content Initial Training） 

ENAC 

範圍 

圖 10 機場管制訓練 CCC 大綱與和管制員分級認證之關係 

（來源：EUROCONTROL Specifications for the ATCO Common Core Content Initia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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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C 

範圍 

圖 11 近場雷達管制與區域雷達管制 CCC 大綱和管制員分級認證之關係 

（來源：EUROCONTROL Specifications for the ATCO Common Core Content Initial Training） 

ENAC 

範圍 

圖 12 近場程序管制與區域程序管制 CCC 大綱和管制員分級認證之關係 

（來源：EUROCONTROL Specifications for the ATCO Common Core Content Initia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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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論與模擬實習階段 

初始訓練（Initial ATC Training）課程包含：基礎訓練

（BASIC Training）、機場管制分級訓練（Aerodrome Control 

RATING Training）、近場管制分級訓練（Approach Control 

RATING Training）、航路管制分級訓練（En-Route Control 

RATING）。已完成基礎課程認證的學生才可參與機場管制、近場

管制與航路管制分級訓練。以上課程均包括理論和操作，以使學

員獲得符合 ICAO和 EUROCONTROL 規則和建議所需的能力。理論的

部分依據 EUROCONTROL CCC的 10 大主題：民航法規、飛航管理、

航空氣象、空中導航、航空器、人為因素、裝備與系統、專業環

境、異常與緊急狀況以及機場。 

1. 基礎訓練 

為期 20 週的基礎訓練是依據歐洲中部功能空域區塊

（FABEC）監管機構認證的通用管制員基礎課程，它涵蓋

ICAO 和 EUROCONTROL 規則和建議所要求的所有科目，使

學員熟悉飛航管制的各個面向，例如飛機類型，術語，天

氣，ICAO 規則等。六個 FABEC 成員中四個國家法國、荷

蘭、德國、瑞士的管制員訓練單位提供統一的基礎訓練教

材。此外，ENAC 的學員在此階段將使用基礎塔臺（BASIC 

Tower, B-Twr）和基礎雷達（BASIC Surveillance, B-Surv）特定

的模擬機訓練課程來學習： 

(1) 基礎塔臺 

單一跑道環境，簡單目視與特種目視航模擬機練習。 

(2) 基礎雷達 

上層管制空域（區管中心空域）環境，最多每小時 30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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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情，引導和速度控制，簡單預畫與執行能力。  

2. 機場管制分級訓練 

機場管制分級訓練課程為期 10週，完成本項訓練將獲得

歐洲管制員學生執照的儀器機場管制（ADI）和目視機場管制

（ADV）的分級執照。除了基礎訓練的 8大主題（民航法規、

飛航管理、航空氣象、空中導航、航空器、人為因素、裝備

與系統、專業環境）外，另外增加 2大主題（異常與緊急狀

況以及機場），共 10大主題。 

3. 近場管制分級訓練 

近場管制分級訓練課程為期 17週，完成本項訓練將獲得

歐洲管制員學生執照的近場雷達管制（APS）和近場程序管制

（APP）的分級執照，訓練內容包含 10大主題（民航法規、

飛航管理、航空氣象、空中導航、航空器、人為因素、裝備

與系統、專業環境、異常與緊急狀況以及機場）。 

4. 航路管制分級訓練 

航路管制分級訓練課程為期 17週。完成本項訓練將使

學生能夠獲得歐洲管制員學生執照的航路雷達管制（ACS）

和航路程序管制（ACP）的分級執照，訓練內容包含 9 大主

題（民航法規、飛航管理、航空氣象、空中導航、航空器、

人為因素、裝備與系統、專業環境、異常與緊急狀況）。 

民航學院為加強學員航空英語能力、縮減理論與作業面的差

距以及理解駕駛艙作業，於理論與模擬實習階段安排學員至英國

上航空英語課程 6週、到航行量小的機場實作 4週以及到民航學

院其他駕駛員訓練中心學習自用駕駛員執照（Private Pilot 

License, PPL）之理論，理論與模擬實習階段訓練時程見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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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結束前，依照學員成績高低排定選擇作業單位之順序。 

 

 

 

 

 

 

(三) 實務訓練與統整階段 

分發至作業單位後，學員將進行實務訓練 1年，再回民航學

院參與民航領域各項研討會議 7 週，之後到作業單位實習所有的

工作，由一位合格管制員協助一位學員完成論文，最後回到民航

學院完成所有學習經歷的簡報，並取得飛航管制與管理碩士文憑

（Grade de Master en Management et Contrôle du Trafic 

Aérien,MCTA）見圖 14。 

 

 

 

 

 

 

 

 

 

 

圖 13  理論與模擬實習階段訓練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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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實務訓練與統整階段訓練時程 

測驗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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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單位實務訓練 1年期間實施階段性的理論與實務訓練，

其目的在於逐步落實理論與實務之無縫接軌，確保學員每個階段

之紮實訓練。以機場管制實務訓練為例，先實施地面管制理論訓

練，再加上數天之簡單地面管制實務訓練體驗，之後加入作業單

位教官團隊之實務訓練，並實施階段性考核，通過後即完成完整

之地面管制實務訓練；接著學習機場管制理論訓練，再加上數天

之簡單機場管制實務訓練體驗，並回 ENAC做塔臺模擬機訓練，之

後加入作業單位教官團隊之實務訓練，並實施階段性考核，通過

後即完成完整之機場管制實務訓練。 

實務訓練期間學員之輔導紀錄由教官每天填寫形成性評估

表（如圖 15），依 3 大能力項目：認知（理論）、應用（實習）與

行為表現，並於 3 大能力項目底下的細分能力予以評分，依照學

員的表現由低到高分為 4 個等級，唯有第 4 級為學員的表現符合

情況之要求。並實施階段性評估，不同階段期間所要求的能力目

標依照培訓期間的長短及航情量多寡和複雜度而區分不同能力之

達成率（見圖 16），實務訓練期間之培訓摘要表，各階段須達成之

能力等級為淺藍色部分，航情量多寡和複雜度分為 4 等級： 

 25%：管理簡單情況（例如，低流量和復雜性）之等級。 

 50%：管理平均複雜度之等級。 

 75%：管理中到高複雜性情況之等級。 

 95%：考試所需的水平。 合格後即可獲得最佳技能。 

最終都是為了達成 95%達成率以達到考試所需的水平，因此在最

末一次的實務訓練期間之培訓摘要表，學員應達成所有能力之

95%達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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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實務訓練期間之形成性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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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6  實務訓練期間之培訓摘要表（來源：SNA-S 訓練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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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實務訓練期間之培訓摘要表（續）（來源：SNA-S 訓練部門） 

圖 16  實務訓練期間之培訓摘要表（續）（來源：SNA-S 訓練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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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實務訓練期間之培訓摘要表（續）（來源：SNA-S 訓練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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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法國民航學院特色 

法國民航學院為歐洲民航培育領域的領導者，成立於 1949 年，創

始人為當時的民用航空和民航總局（SGACC，現今民航總局 DGAC 之

前身）秘書長馬克斯·海曼斯（Max Hymans），其成立民航學院之中心

思想為「不同部門間的良好溝通與協調」，此觀念一直影響著民航學院

之教學至今，最初在巴黎奧利機場設置校園；1969年搬遷至土魯斯朗

格伊爾（Rangueil）科學園區中心；而於 2011年與法國航空航天服務

局(Service d’Exploitation de la Formation Aé

ronautique ,SEFA)合併，自此擁有更多航空資源。由於特殊之航空環

境與中心思想造就出獨樹一格的民航學院，其特色如下： 

(一) 環境 

1. 啟發青少年航空相關行業興趣 

法國有悠久的民航發展歷史，如同本報告中有關學制背景介

紹之航空啟發計畫（BIA），法國學生在高中即開始接觸與體

驗航空各領域的工作，青少年對於管制員工作並不陌生，如

同替民航學院或者民航總局在學生未來的選系與職涯規劃上

及早做了「招募」。 

2. 招聘理工背景學生 

民航學院大多數科系透過聯合理工競試篩選學員其來有自，

以管制員為例，考量實質工作內容需要空間概念、控制航機

速度與計算時間等，因而能招聘符合管制員特質的學生，即

便受訓後仍不適合，也轉換至民航理工相關領域。 

(二) 教學工程 

民航學院以空中航行服務局（DSNA）之需求為其培訓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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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考量管制員之長久職涯、作業單位人力安排與增加管制員工

作滿意度，於培訓期間有以下兩點之安排：見圖 17 

1. 培育對管制工作通盤理解之管制員 

民航學院的管制員培訓過程歷時 3年，並將機場管制、近場

管制與區域管制之相關理論與操作均授予學員，讓學員在民

航學院理論與模擬實習階段即對於管制作業有通盤理解，以

減少不同單位作業過程之誤解與摩擦亦方便未來管制單位人

力之安排。  

2. 培育飛航管制經理人 

考量管制員長久職涯發展與人力安排，培訓期間亦授予管理

相關課程，作為未來轉換管理工作之準備。 

 

 

 

 

 

 

 

 

 

 

 

 

 

 

MCTA Master Degree 

ATC Unit Selection 

ATCo European 

Student License  

圖 17 ENAC 初始訓練時程與內容（來源：整理自 ENAC 參訪簡報與會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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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豐富資源 

1. 9個訓練站點 

包含 6個駕駛員訓練中心（Melun, Biscarosse, Muret, St Yan, 

Grenoble, Carcassonne）、1個機務人員訓練中心

（Castelnaudary）、2個校區（Toulouse, Montpellier）。 

2. 多種模擬機 

獨棟的飛行模擬機和飛航管制模擬機大樓。 

3. 多種訓練機 

共 130架訓練機，包含 BE20, BE58, DA42, DA40, TB10/20

及 CAP10。 

4. 豐富的人力資源 

930 位全職員工，單一及多種科目的教官（民航學院教官必

須擁有有效的管制員執照）及講師。 

5. 充足的財務資源 

每年編列 1億 2千 5百萬歐元預算。 

6. 課程與學位 

每年約 25種初始訓練課程以及 500種進階課程，民航學院提

供之學士學位有簽派員、航空高級技師、民航管理、飛行

員，碩士學位有科學碩士、航電人員、ENAC研究工程師、管

制員，如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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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跨領域互動 

民航學院創立之宗旨即為團隊合作、互相理解與尊重而形成

思想共同體（community of ideas），其教學方法亦以此為標的，除

了不同領域學員（駕駛員、管制員、航電人員、工程人員等）在

校園的自然互動外，課程安排上運用以下 5種方式促進彼此理

解： 

1. 「跨領域教學法」（inter-specialization）： 

不同領域特定共同科目講師，為各領域學員上課，講師必須

非常清楚了解不同領域學員的需求，如此一來不但節省教學

成本，還能讓不同領域學員透過共同科目講師的教學而有宏

觀的理解。 

2. 自用駕駛員執照（PPL）： 

圖 18   法國民航學院開設之學系與提供之相關學位（來源：翻譯自 ENAC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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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 PPL理論與操作訓練給所有民航學院學員。 

3. 為駕駛員提供管制員相關課程： 

客製化的民航法規訓練、飛航管制模擬機體驗、管制單位參

訪、人為因素課程等。 

4. 為管制員提供駕駛員相關課程： 

PPL 訓練、駕駛員會議、航空公司參訪、人為因素課程、管

制員初始訓練針對 APS異常和緊急情況的訓練等。 

5. 提供經驗反饋影片： 

提供管制員與駕駛員可能危害安全的情境影片予學員討論。 

六、 科技應用 

法國民航學院自行研發互動式多媒體訓練法（電腦本位訓練

Computer-based Training, CBT）進行飛航管制操作訓練已超過

30年，主要為模擬實習之前置訓練，分 3階段，如下： 

(一) Data CBT 

此階段為對於航機性能及空域結構之練習，運作方式為透過

單、複選、填空以及點選位置來答題。 

(二) CBTDyn（動態電腦本位訓練） 

使用 windows 7 介面，Adobe Flash CS5/CS6版本，最多可

使用兩個螢幕，可呈現航機動態以及互動，學員可練習術語、衝

突檢測與解決、有管制條情境下的管制、無管制條下的人機互動

等。 

(三) ELSA（ENAC Light Simulator for ATC） 

ELSA 是 ENAC 研發的管制員網路遊戲練習軟體，主要作為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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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引導之練習，有迷宮遊戲、衝突解決、ILS/LLZ攔截、順序安

排與預畫、有限制空域下的引導等。學員可透過網路或者 ENAC的

E-Campus 環境下自行練習。 

七、 職前訓練教官資格 

(一) 課堂講師 

約 500 名專任講師及 100名兼職講師。分布在各部門專家、管制

單位的講師、私人行業特定主題講師。 

(二) 模擬實習教官 

約 40名，持有有效的管制員執照，屬於民航學院 ATM部門，每 4

年一聘，最多兩聘。 

(三) 虛擬駕駛員 

外包給私人公司訓練(經過篩選、後續訓練：術語、實作訓練) 

以上所有的講師/教官都要經過國家主管當局的驗證。 

八、 管制員職涯 

法國管制員退休年齡最遲 59歲，並且在其職業生涯中可能會在民

航總局擔任多種類型職位，如：中高級管理人員、指導員

（instruction）、教學（民航學院）、研究工作（DTI，技術與創新部門）

等。 

法國管制員職稱為「飛航管制工程師」（Ingénieurs du Contrôle de la 

Navigation Aérienne , ICNA），其職業生涯發展分為 6個職涯階段，每一

階段下細分數個小職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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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管制員職涯發展階段 

職涯階段 職等 

總飛航管制工程師 

ICNA_C (Chief) 
7 

部門主管飛航管制工程師 

ICNA_D (Divisionnaire) 
10 

高級飛航管制工程師 

ICNA_P (Principal) 
9 

標準飛航管制工程師 

ICNA de classe normale 
10 

實習生 

ICNA  stagiaire 
1 

學生 

ICNA élève 
1 

 

各職涯階段之過渡依據法國國家公共服務規定的條件（Fonction 

Publique de l’Etat Catégorie A）。 

九、 EUROCONTROL 的篩選與評估系統 

參訪行程中法方還安排我們與 EUROCONTROL 在 ENAC聯絡官碰面，其分

享 EUROCONTROL 以及歐洲許多國家採用的「首次歐洲管制員篩選測

驗」 ”FEAST”（ First European Air Traffic Control Selection Test）以及

在議程中安排分享「能力本位評估系統」”CBAS”（Competence Based 

Assessment System），簡要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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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FEAST 

FEAST 是一系列電腦測試，可幫助飛航服務提供者（ANSP）

找出最適合的 ATC人選，電腦測驗流程如下圖 19： 

 

 

 

 

 

 

  

圖 19   FEAST （來源：整理自 EUROCONTROL FEAST 簡報） 



36 
 

(二) CBAS 

CBAS 為 EUROCONTROL 使用之管制員能力本位評估系統，其內

容與 ICAO Doc.9868雷同，其管制員能力分為 14類，能力流程如

下圖 20： 

 

圖 20  管制員能力流程（來源：翻譯自 EUROCONTROL CBAS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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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等級分為 1到 6級，4 級以上才及格，並且將學員能力

資料電子化形成學員之學習資料庫，如圖 21： 

 

 

 

 

 

 

 

 

圖 21   CBAS（來源：EUROCONTROL CBAS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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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參訪 

(一) 模擬機大樓 

法國民航學院設有專屬管制員模擬機大樓，占地 4665 平方

公尺，模擬機通過 ISO9001/2008 認證(可靠度 > 99%)（見圖

22），內含： 

 

 

 

 

 

 

 

 

 

 

1. CBT 教室： 

共 5間，每一間有 10個雙螢幕位置（如圖 23）。 

  

近場管制模擬機(兩側各一) 塔臺模擬機(360 度 X2) 

航路模擬機 

圖 22  ATC 模擬機建築 3D 模型 

圖 23  CBT 教室（來源：ENAC 參訪簡報） 



39 
 

2. 塔臺 360度模擬機(SCANTOWER)： 

共 2間，每一間可分割為 3個 120度模擬機。 

培訓對象： 

初始培訓：ADI 階段(ICNA,TSA,海軍,空軍) 

持續培訓：從航路轉換為近場 

（如圖 24） 

 

 

  

 

 

 

 

 

 

 

 

 

3. 非特定房間 SCANBana(塔臺/非雷達近場管制)： 

共 5間，每 1間包含 3 個席位（包含 1 位教官席位），由

3個 50吋螢幕組成 3D畫面，可使用於塔臺管制也可使用於

非雷達近場管制。 

培訓對象： 

初始培訓：Basic TWR 階段 

持續培訓：TSA 的審查員培訓 

塔臺管制簡介：ENAC工程師、某些碩士課程 

（如圖 25、26、27） 

圖 24  360 度塔臺模擬機（來源：ENAC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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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非特定房間（SCANBana）   螢幕 

圖 26  非特定房間（SCANBana）   學員操作區 

圖 27  非特定房間（SCANBana）   Pseudo pilot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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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場管制模擬機(SCANRAD)： 

共 2 區，每一區有 2 個席位。 

培訓對象： 

初始培訓：ICNA(APS 近場雷達管制) & 海軍 

持續培訓：近場管制 & 海軍之轉型培訓 

簡介近場管制：EPLs(航空公司飛行員培訓生) 

（如圖 28、29） 

 

 

 

 

 

 

 

 

 

 

 

 

 

 

 

 

 

 

 

 

 

 

 

 

 

  

圖 28  近場管制模擬機(SCANRAD)   學員操作區 

圖 29  近場管制模擬機(SCANRAD)   Pseudo pilot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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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航路管制模擬機室： 

大小與實際的區管中心一樣，最多可容納 24名學員。包

含無管制條模擬機（ESCAPE）和有管制條模擬機

（ELECTRA）：（如圖 30~33） 

 

 

 

 

 

 

 

 

 

 

 

  
圖 30  航路管制模擬機室    

圖 31  航路管制模擬機室   pseudo pilot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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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管制條模擬機（ESCAPE）： 

多達 600架同步飛機，最多 1000個飛行計畫，64

個席位，50個 pseudo pilot 席位，如圖 32。 

 

 

 

 

 

 

 

 

 

 

 

 

 

 

(2) 有管制條模擬機（ELECTRA）： 

系統由 8個雷達位置組成，總容量可達 250架飛

機。如圖 33。 

 

 

 

 

 

 

 

 

 

 

 

 

 

 

 

圖 32  無管制條模擬機（ESCAPE） 

圖 33  有管制條模擬機（ELECTRA）（來源：ENAC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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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魯斯布拉尼亞克塔臺、近場臺 

土魯斯布拉尼亞克塔臺、近場臺屬於南方空中航行服務區

（Services de la Navigation Aérienne Sud, SNA-S），包含 8

個主要機場（Toulouse, Agen, Brive, Carcassonne, Lasbordes, Limoges, 

Muret, Rodez）和 2個近場臺(Toulouse 和 Limoges)。南方空中

航行服務區組織圖如圖 34： 

  

圖 34  南方空中航行服務區組織圖 



45 
 

土魯斯布拉尼亞克機場是法國第四大機場，位於法國南部，

土魯斯西北 6.7公里處，在布拉尼亞克南部，機場有單一航廈，

航站樓由 A、B、C和 D廳組成，國際與國內旅客人數約 1,000 萬

人次。布拉尼亞克機場有兩條跑道，14L/32R 跑道長 3,000 公

尺，寬 45公尺；14R/32L 跑道長 3,500公尺，寬 45公尺，每日

起降約 350-400架次， 2018年總航行量為 10萬架次。空中巴士

以及 ATR 組裝廠亦以此機場為基地，如圖 35。 

  

圖 35  土魯斯布拉尼亞克機場空照圖（來源：Google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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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魯斯布拉尼亞克塔臺 

土魯斯布拉尼亞克塔臺目前仍使用紙本管制條（見圖

36），最多配置６個席位，管制每日約 350-400 架次之航機。

輪值方式採 3 班制，分組固定輪班（日-日-夜-休-休-休），塔

臺與近場臺一起輪值，每週工作不超過 32 小時，工作時間

包含 25%的休息時間，值班天數包含訓練及開會每週不超過

4 天。 

兩條跑道做分流（右離左到），目視天氣情況下依據航

行量而取消分流。由於空中巴士廠房即在機場內，時常需要

試飛，因此靠近空中巴士廠房之 14R/32L 跑道則提供給空中

巴士航機起飛，並專人管制。 

土魯斯布拉尼亞克機場商用飛機機型大多為空中巴士

318、319、320、321 及波音 737 等中型飛機，空中巴士飛測

大多為 350、380、330，貨機多為 SATIC A300-600ST、安特

諾夫，每天約 1-2 架輕型航空器，因此機型種類不少，特別

是有試飛時，複雜的機型穿梭，需要很多協調。 

當天氣情況符合規範之下，使用縮減跑道隔離，場面

雷達螢幕上亦標示縮減跑道隔離之距離（2000 公尺及 2500

公尺）（見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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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土魯斯布拉尼亞克塔臺地面管制席 

圖 37  場面雷達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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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魯斯近場臺 

土魯斯近場臺最多配置６個席位，其中包含２個彈性席位，

另有軍方管制員負責管轄軍機，見圖 38、39。 

 

  

圖 38  土魯斯近場臺管制作業室－1 

圖 39  土魯斯近場臺管制作業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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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 

一、 事前準備工作繁複 

事前準備是從 2019 年 1 月就開始，我們透過各方管道聯繫 ENAC 參

訪窗口。3月經由 IATA輾轉聯繫 ENAC ATM 部門方案經理，開始電郵往返

相關資訊。5 月輾轉聯繫南方空中航行服務區(SNA-S)營運經理，協調參

訪土魯斯-布拉尼亞克機場塔臺、近場臺，對方也與我方確定訪問議程。

6月提報 ENAC 有關學制、招募、篩選、訓練、考核/檢定、在職訓練教官、

生涯規劃等問題。8月聯繫法國在臺協會，9月初至法國在臺協會詢問法

國學制與相關參訪議題。9月再配合法方安全檢查需求提供個人資料，而

團員也就本次交流注意事項事前討論，13日 ENAC確定最後議程，準備工

作才大致就緒。 

二、 推動航空教育從小紮根 

法國的 BIA 航空啟發計畫結合航空業、政府、學校資源，讓年輕人

在高中階段就得以體驗航空與飛行之美。因此選擇就讀 ENAC的年輕人有

80%以上參加過 BIA 課程，因為他們已經了解航管這個行業，並有很高的

意願要當管制員，這顯示航空教育從小紮根的重要性。而理工背景是另一

個重點，試想：高度、速度、向量、航空器性能、飛航管理系統無一不與

數學、物理、工業設計有極大相關。我國現行考選制度比較能考出英文好

的人，但對數理有專攻的人而言卻非常不容易考上管制員。但法國認為除

了理工背景之外，他們體認到語言的重要性，所以在 ENAC也有教授語言

課程，除法語須達到其國家標準 LEVEL 4 以上，更送學員到英國學習航

空英語，以使其英文水準能達到 LEVEL 4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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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NAC 管制員訓練期程長，投入資源多 

在 ENAC 的 3年學成中，除了理論課程，管制員在校期間都要實習

並且拿到 6 種不同檢定，列舉如下：塔臺(目視、儀器)、近場(程序、

雷達)、航路(程序、雷達)。這也就是所謂的全方位管制員(Full 

performance controller)。而因為這樣的深層了解航管作業，使得個

不同單位、不同席位的管制員在實施流量管制時因塔臺、近場與航路同

仁互相了解而使得管制工作順暢。此外，因為都擁有過不同檢定，當管

制員因為各種原因需要轉換專長時，轉換訓練變得相對容易，當然仍需

要熟悉訓練。 

而新進管制員年輕時在北部較寒冷且繁忙的單位，年紀大了換到南

部溫暖且航行量較小的單位。也有的去 ENAC 當教官，8年之後，就在土

魯斯近場臺/塔臺當班，因此，他們的管制員對工作滿意度非常高。 

而其管制員訓練，以這麼長的時間，加上 PPL飛行訓練 100 小時，

還有赴英國學習英文，這樣的長期投資，划算嗎?這是我們很好奇的地

方，他們典型的理工人的答覆如下：他們訓練其成功率為業界最高，至

少是歐盟最高。也因此，他們以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表示： 

法國：150萬/人 X120人=1億 8千萬→訓練出 100位合格管制員 

歐盟其他國：100萬/人 X200人=2億→訓練出 100位合格管制員 

這樣比較下來，他們擁有更高品質的管制員，而且花費更為節省。 

此外，因為他們必須寫論文才能擁有碩士學歷，因此，更可繼續

攻讀博士。法方也告知他們很容易從中挑選未來中、高階管理人員。所

以，他們持續這種全球獨一的長期訓練投資的模式！ 

四、 安全文化與管理 

在法國，我們有和 2018赴澳洲參訪相同的心得，那就是基本上，

通報就不處罰。反過來說，如果想隱匿不報，就處罰。他們說：I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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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report then you are in serious trouble。而土魯斯近場臺

/塔臺約莫 70 多人，加上其他航電單位，就設有一個 4人組成的安全管

理小組，組長非航管出身，但是有一位資深管制員參加此小組，其他為

航電人員和技術員，專門蒐集和分析資料。他們獨立運作，並與航空業

界溝通協調順暢，往往開會找飛行員或航空公司開會，然後提出改善建

議並確實執行。安全管理小組以改善及提升作業安全為目標，並且分層

負責，總局負責查核單位是否依規定實施安全管理，這種賦權(empower)

是很多先進國家在實施的。 

此外，他們表示很少有管制事件，但還是有其他攸關安全的議題需

要注意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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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建議 

經由此次參訪收穫豐富，法國民航學院果然為歐洲民航訓練學校之

標竿，見賢思齊，雖然資源背景實難與之齊頭並進，然我們仍可以其創

辦及教學之精神做為本所未來之參考方向，努力現在展望未來，為務實

且階段性完成航訓所之資源充分運用，茲將下列項目逐一檢視並持續執

行： 

一、 需跨域協調之部分： 

(一) 研擬篩選制度： 

 建議參考或採購歐盟許多國家使用的 FEAST 工具篩選管制員。

由於法國學生在高中階段已接觸大量民航相關產業，報考民航學院時

已經對於管制員工作內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雖然法國民航學院透過

入學考試及體檢篩選管制員，但不管錄取率為何，其成功率很高。而

EUROCONTROL 的聯絡官則表示，歐洲其他國家因應報名者眾，錄取率

低，若能利用電腦化的 FEAST篩選適合的人來當管制員，不失為準確、

便捷又快速的方法。 

另外，可推廣現有網路的引導飛機遊戲/測驗於赴大專院校進行

民航特考宣傳活動以及航訓所與成大合作推廣民航教育之時，分享給

大學生，讓有志之士經由避免碰撞或是排序的遊戲自我測試是否適合

當管制員。 

(二) 以基於能力訓練（Competency Based Training, CBT）之精神

為施訓方向： 

此行參訪法國民航學院，他們尚未實施基於能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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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y Based Training)，但已開始重視此一議題，而

EUROCONTROL 亦以 CBAS（Competency Based Assessment System）（類似

ICAO 之 CBT）運作，可見基於能力訓練為未來管制員訓練之趨勢。

目前民航業除了航空公司已開始執行，各國管制員訓練亦尚未有完

整成套 CBT 文件可供參考，因此，若以在職管制員的能力表現作 CBT

評估，來檢視缺點，並施予弱點強化之訓練，較能彰顯 CBT 之實施

成效。而本所於 107年參考 ICAO DOC 9868 “Procedures for Air 

Navigation Service Training ”配合飛航管制訓練手冊相關表格，

再加入統計圖表製作 「飛航管制科錄取人員職前訓練基於能力績效

準則評估表」，並於 76 期以 CBT 之精神帶入模擬實習評估，然仍不

足凸顯學員狀態及弱點，無法於模擬實習期間完全改善學員狀況，

只能加強輔導，本所將持續檢視表單，為未來施予 CBT 訓練方向之

依據。 

基於能力訓練之教學方法與考核方式均不同於一般訓練方法，

教學上，教官的角色是協導（Facilitate），是引導學員學習，要讓學員

表達其學習/實作感受，重視教官與學員之溝通；考核方式，事前需

透過仔細的檢視管制員必須具備的所有能力，依據不同階段訂定不

同等級的標準。因此需要重新訓練授課教官（Train the trainers）

與考核教官。 

此一龐大的訓練變革有賴於政策指導，進而改變教學行動，若能

加上國際合作、協助，投入資源，將有機會促使改變成功。 

(三) 延長職前訓練受訓時間： 

澳洲的新進管制員分發到塔臺組在訓練中心受訓 11個月，航路

組 14個月。之後再赴不同單位接受不同時間的在職訓練才能拿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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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執業；美國 FAA 的管制員訓練期程為 1 至 3 年；而法國更是長達

3 年基礎教育與訓練，才至單位接受 3 個月至 2.5 年不等的在職訓

練。完整且全面的管制員訓練內容與充足的受訓時間，擴充學習之

深度與廣度，較能達成較高的完訓率，並以管制員整體職涯發展為

考量，真正訓練出各個作業單位所需之管制員。 

期望能在職前訓練階段讓學員接受機場管制、近場管制與航路

管制課程，再加上學習自用駕駛員執照（Private Pilot License, 

PPL）之訓練，以達成完整之管制員訓練；̧並由各單位共同研擬基礎

訓練與實務訓練之期程與內容並協助學員選擇未來工作地點。 

二、本所自行改善部分： 

(一) 爭取充足之人力資源： 

法國民航學院約有 500名專任講師及 1000名兼職講師再加上 40

名模擬機團隊教官，如此龐大之教學陣容得以分工並提供優質教學；

本所為求更高品質的訓練，以及因應未來更多的變革，需要增加更多

專任教官。而目前專任教官短缺，因此教學人力非常依賴總臺作業單

位線上教官，本所以基礎能力之訓練為教學方向，若能有足夠人力，

將提升教學品質，達成教學之標準化與一致性，以減少學員適應不同

教官之間之差異，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二) 持續提升軟硬體設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法國民航學院擁有充足之資源以

研發模擬機軟硬體，讓學員獲得理論與操作階段性的交錯練習而獲

得良好學習成效；本所為提供更好的教學資源，已編列預算，於 108

至 110年分 3年度進行飛航管理模擬系統期中升級、109 至 110 年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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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塔臺模擬機軟硬體設備，持續提升教學環境與設備，後續將配合

訓練園區重新規劃與持續檢討原有之設備。 

(三) 滾動式調整模擬機題庫： 

鑒於參訪過程中發現法國民航學院之模擬機訓練以簡單的場

景要求學員基本動作、術語練習而非繁複場面或者花俏之管制技巧，

如此以厚實學員基本能力；本所近 2 年已逐步調整模擬機題型，以

強化學員基本動作、技能及術語之熟練度為教學目標，後續將視施

訓狀況與學習狀態，持續滾動式調整。 

(四) 推廣民航教育： 

法國有充足之航太環境以發展航空啟發計畫（BIA）能讓青少年

學生及早了解民航領域；本所於 108 年與成大民航研究所簽署合作

意向書，期建構多元化合作管道，進行民航專業人才交流培育及資

訊交流等，目前已規劃自 108年下學期合作開設「民航實務與管理」

之通識課程，期望能將民航教育向下紮根，及早讓大學生了解民航

事業以預作人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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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語 

確保飛航服務安全與效率，提升訓練績效，是每個民航組織、訓練

機構和個人的責任。我們認為：經由與澳洲飛航服務公司和法國民航學

院的參訪，加上每年由航訓所實施的心得分享，對我國的飛航服務和訓

練績效一定會有相當助益。未來若再加上參訪日本、美國，甚至將德國

列入參訪考量，於獲得更多管制員選、訓、用相關制度的資訊，我們更

有機會經由多方比較與了解，使資源分配和訓練措施得以改善。這樣，

持續落實管制員訓練的每個環節，我們應該有機會可以迎頭趕上，成為

世界上一個最安全又有效率的先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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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錄 

一、 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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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國民航學院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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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腦本位訓練（CBT）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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