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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表 

計畫名稱 參加國際機場協會亞太區專業委員會議 

報告名稱 參加國際機場協會(ACI)亞太區第 15 次經濟委員會會議視訊會議報告 

出國人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職等 

黃耀生 會計處 處長 從業人員 

陳涵酉 會計處 副處長 從業人員 

曾少萍 會計處 科長 從業人員 

莊政弘 會計處 專員 從業人員 

出國地區 Microsoft Teams 線上會議 

參訪機關 無 

出國類別 其他(會議) 

出國期間 110 年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0 日 

報告日期 110 年 12 月 10 日 

關鍵詞 國際機場協會、經濟委員會、Airport Council International、ACI 

內容摘要    本公司為加強與亞太區機場交流同時增加本公司能見度，近年來積極參

與國際機場協會(Airport Council International, ACI)亞太區底下六大專業委員

會，其中經濟委員會於 110 年 10 月 19 日與 20 日下午利用 Microsoft Teams ，

以線上模式舉辦第 15 次會議。 

   參與 ACI 第 15 次亞太區經濟委員會的機場代表為：阿曼機場、馬來西

亞機場控股公司、新加坡樟宜機場公司、日本關西機場公社、日本成田機

場、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沙烏地阿拉伯民航總局、韓國機場集團、仁川國

際機場集團、巴林機場、泰國機場集團公司、越南機場公司、沙迦機場公

司、印度新德里機場、伊朗機場、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共計 16 個會員機場

相關代表與亞太區經濟委員會工作人員參與此次會議討論。 

   本次會議討論主題如下：1、主辦單位通過上次會議紀錄並介紹新進機

場代表。2、簡介全世界、亞太區與中東區 2020 年至 2021 年旅運量衰退趨

勢。3、日本東京成田機場舉辦奧運與帕運防疫作為分享。4、分享疫情前世

界各地機場航空收入與非航空收入佔比。5、疫情下各機場收入多樣化相關

作為。6、北京首都機場科技防疫經驗分享。7、討論經濟委員會第 16 次會

議以實體會議舉辦可能性。 

   藉由此次會議了解亞太地區其他機場在面對這一波疫情的處境，如東京

成田機場分享舉辦奧運與帕運經驗。另北京首都機場簡報在疫情中如何運

用科技來幫助防疫；也有機場分享如何在邊境管制下增加收入多樣性，委

員會也用統計數據向各機場說明，隨著疫苗的普及與各國陸續放寬邊境管

制，期待能儘速回到 2019 年的旅運量同時創造更高的旅運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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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際機場協會(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ACI)於 1991 年成立，

其組織性質為非營利性質，目前總部設於加拿大蒙特婁，依區域分

別在全世界設有五個分會，包括歐洲、非洲、北美洲、亞洲太平洋

地區、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其中 ACI 亞洲太平洋轄下經濟委

員會為 2015 年初新設委員會，截至 2021 年 10 月已舉辦過 15 次會

議，其中自第 11 次至本次第 15 次會議因疫情影響，使各機場代表

無法齊聚開會，改以線上會議模式進行報告與討論。  

 

    參與經濟委員會之目的為提昇本機場國際能見度、了解亞太地

區其他機場發展現況與未來規劃，去年與今年因為疫情因素，使機

場營運大受影響，透過委員會中各機場代表的分享，可了解各機場

因應疫情的對策與所遭遇到的困難。此外，本次有邀請東京成田機

場進行舉辦奧運與帕運經驗分享，了解到擔任主辦機場如何因應短

時間有大量來自世界各國選手抵達，妥適安排入境、行李輸送與檢

疫的流程，避免將病毒透過機場擴大傳播或交互傳染；同時北京首

都機場因應此波疫情，將科技導入檢疫與防範上，有助於本公司蒐

集資料。本次會議由黃耀生處長率陳涵酉副處長、曾少萍科長與莊

政弘專員一併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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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ACI 亞太區第 15 次經濟委員會議要項 

  一、介紹新任機場代表名單與觀摩機場代表名單 

1.本次有新加入機場或更換代表的機場如下:(1)本公司因為汪

文寬處長調任總管理處，故本公司會員會代表由黃耀生處長

續任。(2)越南機場管理公司(ACV)本次新加入本委員會，由

Nguyen Quoc Hung 先生擔任代表。(3)馬爾地夫的韋拉納國際

機場(MLE)新加入本委員會由 Ahmed Shahid Ibrahim 先生擔任

代表。 

2.本次觀摩會員更新如下:(1)日本羽田機場(HND)由 Sangyong 

Park 先生擔任觀摩會員。(2)澳洲雪梨機場(SYD)由 Jonathon 

Rona 先生擔任觀摩會員。(3)印度 Adani Airports 集團-包含孟

買等各機場由 Gilbert George Cheruvathur 擔任觀摩會員。(4)

約旦機場國際組織(AIG)由 Deema Anani 女士擔任觀摩會員。 

3.經歷本次更新會員後，經濟委員會共計有 19 個機場會員(其

中亞太地區 14 個，中東地區 5 個)與 6 個機場觀摩會員(其中

亞太區 4 個，中東地區 2 個)，其詳細會員機場與觀摩機場

名單詳參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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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世界、亞太區與中東區 2020 年至 2021 年旅運量衰退趨勢 

自 2020 年初 COVID-19 疫情爆發以來，全世界的旅運量就呈現

雪崩式的下滑，自圖 1 可以發現，無論是全世界、亞太地區或中東地

區的趨勢，都是在 2020 年 4 月間，其衰退率達到近 9 成或超過 9 成

的趨勢(與 2019 年同期相比)，桃園國際機場 2020 年 4 月單月旅運人

次僅為34,618人次係疫情爆發至今旅運人次最少的一個月，其與2019

年 4 月旅運人次 415 萬 8,588 人次相比，衰退幅度高達 99.17%。爾後

隨著某些國家疫情趨緩或疫苗的普及，至 2021 年 7 月，全世界衰退

率由最盛時期衰退 94.4%復甦至衰退 46.5%，亞太地區由最盛時期衰

退 87.7%復甦至衰退 64.2%，中東地區由最盛時期衰退 98.5%復甦至

衰退 67.4%，桃園國際機場因邊境管制尚未解除，2021 年 7 月衰退率

仍高達 98.25%。 

 

圖 1: 全世界、亞太地區與中東地區旅運量衰退率趨勢圖 



 

6 
 

三、日本東京成田機場舉辦奧運與帕運防疫作為分享 

1、奧運與帕運基本資料介紹:第 32 屆夏季奧運自 7 月 23 日至 8

月 8 日在日本東京舉行，來自 205 個國家，超過 11,000 名運

動選手參加 33 種運動，共計 339 類項目。第 16 屆夏季帕運

自 8 月 24 至 9 月 5 日在日本東京舉行，來自 161 個國家，超

過 4,400 名運動選手參加 22 種運動。以下就運動員入境、行

李處理與運動員出境進行簡介。 

2、運動員入境成田機場:各運動員抵達成田機場前，一定要先取

得 72 小時以內的核酸檢測報告，並在一下飛機後，進行核酸

檢測，之後經過專用通道辦理入境手續，並在完成入境後，

統一在機場內等待核酸檢測報告為陰性後，方可統一搭乘接

駁巴士離開機場。 

 

圖 2:奧運選手入境成田機場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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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帕運選手入境成田機場相關照片 

 

圖 4:運動員進行核酸檢測與等待結果區域相關照片 

3、行李處理:此次成田機場對於行李是採行與運動員分流方式處

理，即運動員不必等待托運行李，機場與奧運相關工作人員

會統一將行李統一消毒並用遊覽車運送至選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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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選手行李運送相關照片 

4、運動員出境返國:無論是奧運或帕運出境都分成兩類，一類是

賽事期間零星回去，因為人數較少，且人數不易管控，故此

類選手與一般旅客沒有差異，沒有設置特別走道(如圖 6)。另

一類是閉幕典禮後(8/9-8/10 與 9/6~9/7)，大批選手回國，因選

手數量眾多，所以比照入境時一樣設置特別走道，以區隔選

手與一般旅客，同時也可在機場進行核酸檢測，以利回國後

入境使用(如圖 7)。 

 

圖 6:非閉幕期間零星選手出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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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閉幕期間選手出境流程圖 

5、結論:奧運與帕運皆受到疫情影響，自 2020 年延期至 2021 年

舉辦，惟 2021 年疫情仍未完全趨緩，且變異病毒傳染力更加

強大，主辦單位與成田機場背負著相當大的壓力舉辦奧運與

帕運，透過設計防疫規範與對策的方式，將感染機率降至最

低，雖有零星感染情形，但整體仍順利完成，留下在嚴重疫

情下舉辦國際型賽事的典範供各國參考與學習。 

四、分享疫情前世界各地機場航空收入與非航空收入佔比 

經濟委員會在此次會議中分享，世界各地在疫情前(2019)航空收

入(Aero)與非航空收入(Non Aero)比例，全世界統計，其中航空收

入佔 54%，非航空收入佔 40%(其加總不等於 100%係因為有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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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收入所致)；亞太地區航空收入佔 56%，非航空收入佔 49%；

中東地區航空收入佔 51%，非航空收入佔 48%，其結果發現，亞

太地區與中東地區的非航空收入比例皆高於是其他地區非航空

收入佔比(27%~38%)。桃園國際機場在 2019 年航空收入佔比是

53%，另非航空收入佔比 47%，與亞太地區佔比相近。惟自疫情

爆發後，因旅客減少，致機場服務費收入大幅降低，2021 年截至

10 月底使航空收入比例下降至 43%，另非航空收入佔比則因為

航空收入減少的原因，佔比上升至 56%。 

 

圖 8: 疫情前世界各地機場航空收入與非航空收入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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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疫情下各機場收入多樣化相關作為 

此波疫情下各機場因邊境管制使旅客量大減，連帶使機場收入大幅減

少，在此次會議中，委員會分享 3 個機場收入多樣化相關作為： 

(1)香港機場:開放線上購物，供非出國旅客也能於機場商店購物。 

(2)新加坡樟宜機場:推出在聖誕假期到元旦假期間，在星耀樟宜購物

中心(Jewel)提供露營過夜服務，搭起了白色豪華帳棚，圍繞著璀璨奪

目的耶誕樹，並在 Jewel 全球最大的室內瀑布聲中醒來，入住一晚約

7,700 元新台幣。 

(3)日本東京成田機場: 推停機坪拍婚紗，疫情導致許多新人延期辦婚

禮或蜜月旅行，成田國際機場公司（NAA）、航空公司和機場附近飯

店合作，推出在平常不開放旅客的停機坪與飛機拍婚紗服務。費用包

含服裝等為 37 萬 1,000 日圓（約新台幣 9 萬 3,000 元）起。 

 

圖 9: 疫情下各機場收入多樣化相關作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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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北京首都機場科技防疫經驗分享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是旅客人次世界排名第二大機場，僅次於美國亞特

蘭大國際機場。2018 至 2019 年資料統計，首都機場每年旅客人次皆

超過 1 億人次。基於上述原因，科技的導入就能有效提高服務效率藉

此提高旅客的滿意度，另一方面，疫情期間也能藉由科技設備的導入

加強防疫效果。以下係由北京首都機場分享他們在防疫科技上的作為

與創新。 

(1)導入智能識別預警系統:建立生物辨識系統，將蒐集進入航廈的旅

客臉部訊息，並透過融合演算法將三種人臉識別法進行組合，識別準

確率高達 97%，並搭配人體多特徵識別、3D 建模定位等技術，使第

二航廈大廳區連續辨識度超過 9 成。以下圖 10 即以一張人臉來搜尋

不同區域不同時間相似人臉的百分比供參考，如此便可以追蹤一個旅

客路徑軌跡。 

 

圖 10: 首都機場人臉辨識系統連續追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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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導入溫度偵測功能: 採用 AI 技術實現人臉自動抓取拍攝測溫、數

據自動記錄、電腦與手機報警信息同步、數據查詢等功能。如圖 11 利

用人臉辨識量測溫度並記錄，並可以顯示各地超過法定溫度的人數以

利追蹤。 

 

圖 11: 首都機場人臉辨識量測體溫系統 

(4)利用人臉辨識與軌跡紀錄可追蹤確診者密切接觸對象:利用(2)所提

的人臉辨識與(3)人臉溫度測量，合在一起便可以將確診者的人臉進行

追蹤，查出在行下這段期間行經的路線與同行的人員，有利找出潛在

的感染者。如圖 12 以一人臉進行追蹤，即可找到同行人或周遭人員

的相關資料。 

 

圖 12:首都機場人臉辨識追蹤密切接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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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採用非接觸式技術人臉識別登機系統:旅客透過人臉辨識系統，使

整個登機過程都採取非接觸式方式辦理，不僅降低接觸機率也實現無

紙化的目標。如圖 13 所示，辦理登機時即存入旅客臉部相關資訊取

代登機證，後續安檢或通關時即以人臉辨識即可進行通關。  

 

圖 13:人臉辨識登機系統模式 

(6)電梯按鈕採非接觸式與手扶梯自動消毒:首都機場在公眾區域也採

取防疫方法，如最常見的電梯按鈕都改成式紅外線感應電梯按鈕，乘

客將手指停在按鈕上方即可使用電梯，降低交叉感染風險。此外，也

在手扶梯的側邊不影響旅客安全的地方設置消毒殺菌燈，來加強滅菌

效果。 

 

圖 14:電梯非接觸按鈕與手扶梯滅菌燈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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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心得與建議： 

一、 持續觀察各機場旅運量變化:藉由此次會議資料了解到世界各

地機場旅運量自 2020 年疫情爆發後，旅運量皆呈現雪崩式下滑，

2020 年 4 月衰退率(與 2019 年同期相比)來到最高點，達到

94.4%(其中亞太區為衰退 87.7%、中東區衰退 94.4%)，桃園國際

機場因為本身是屬於純國際機場，故邊境一旦嚴格管制後，旅

客量即大受影響，故 2020 年 4 月衰退率來到 99.17%，僅有 34,618

人次。爾後雖有疫苗的上市幫助對抗病毒，但面對病毒不斷變

異，使傳播速度更快，各國邊境管制因此不易鬆綁，使整體運

量無法立即回升。截至 2021 年 7 月全世界衰退率自 94.4%復甦

至 46.5%，亞太地區與中東地區衰退率仍達 65%左右。桃園國際

機場因面臨邊境未解除，致旅運量衰退率仍高達 98%以上，使

桃園國際機場收入大幅減少，惟身為國門防疫的守門員，必須

配合國家防疫政策，嚴加執行環境清消以避免病毒交互傳染，

另積極利用疫情期間提早及加速辦理機場整建，強化機場各項

服務設施及機能，使桃園國際機場於將近 2 年的疫情期間處於

一個付出很多心力與成本，卻無法以對等收入回收的窘境。後

續將持續觀察各機場旅運量變化與復甦情形，並瞭解本機場與

世界各地其他區域機場旅運量復甦差異原因。期待能在疫情趨

緩、航空市場復甦後提供更優質的軟硬體設施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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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考其他機場防疫作為:本次會議中北京首都機場分享相關防疫

作為，其中包含 1.人臉辨識辦理登機、2.人臉辨識測溫紀錄並追

蹤、3.電梯按鈕採非接觸式與 4.手扶梯自動消毒。桃園國際機場

皆有採行或以類似的設備在協助防疫，如人臉辨識辦理登機，目

前已著手透過試辦的方式進行測試，將護照、登機證與臉部特徵

結合成單一身分證件 One ID，以做為未來發展方向參考。人臉辨

識測溫紀錄並追蹤部分，桃園國際機場自疫情爆發後立即引進紅

外線熱像儀協助測量進入航廈人員體溫，並自 2021 年配合政府

簡訊實聯制嚴格要求進入航廈人員必須完成實聯制後方可進入，

以達到後續追蹤效果。電梯按鈕採非接觸式部分，則是採取塑膠

膜隔離按鍵並加強定時消毒，另在原有需碰觸開關的門禁部分，

也改用紅外線感應紐以避免接觸。另 2021 年也有企業捐助桃園

國際機場紫外線殺菌燈或抑菌艙等科技滅菌等設備，目前也安裝

於入境區風險較高之區域，綜上而言，桃園國際機場的防疫設備

與作為皆是以最高規格與最新的技術在進行，並要求清潔人員擴

大範圍並定時清消，故在防疫作為的軟硬體方面，桃園國際機場

將滾動檢討以因應疫情變化，後續持續蒐集各機場的相關防疫作

為，以供後續精進作為或因應疫情調整方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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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會議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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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會員機場與觀摩機場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