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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統計歷年來國際間發生之飛航事故，發現約有 70~80%皆人為過失所致；深入研

究，發現所有事故追朔其因，結果發現皆為駕駛員，航管員，維修員，航空器製

造廠， 經理人甚至航空業監理機關等人為因素肇因(Human Factor)過失。有鑑於

此，航空業界應卓重及關注人為因素肇因產生之各類風險，並於實務作業中導入

各種人為因素之研究。本會基於重視及學習人為因素肇因(Human Factor) 於調查

過程中之實務成因與判別, 故派訓此課程。 

 

貳、目的 

整個航空業對訓練有素和合格的事故調查員的需求日益增加。新法規和具有挑戰

性的事故將繼續增加對合格、知識淵博的調查人員的需求。 

幫助滿足訓練有素的事故調查員對於人為因素的成因與判別、分析需求是 SCSI 

飛機事故調查的訓練目的。此 SCSI 亦頒發證書，正式認證已接受培訓並具備在

飛機事故調查專業中取得足夠與成功的知識。該 SCSI 證書課程由 SCSI 教學人

員精心設計，涵蓋事故調查所需的核心知識和培訓領域。完成此證書課程後，未

來亦可參加衍生之實做課程並在 SCSI 碰撞實驗室進行“動手”調查培訓。 

 

參、過程 

一、「事故調查中的人為因素 (HFAI)」訓練簡要與課程描述 

大多數航空事故都涉及人為錯誤。 

因此，事故調查人員需要信息、工具和程序來發現人為錯誤在正在調查的事故/事

件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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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教授調查人員所需的材料 

（a）識別事故中涉及的人為錯誤問題，無論事故發生在何處（例如，在駕駛艙、

ATC 航管、管理、維護等），以及（b）知道何時以及如何呼籲及導入所需的人為

因素專家進行進一步分析。 

本課程首先使用 SHELL、Reason 和 Helmreich 模型從調查員的角度作為組織框

架簡要回顧人為錯誤在航空事故中的作用。提出了不安全行為（組織、主管和操

作員）的分類。然後，本課程側重於調查人員需要了解的有關個人的必要知識以

及傾向於使人類犯錯誤的各種因素，包括處理信息的能力、應對生理上具有挑戰

性的環境以及在潛在的工作場所中執行的能力。培訓和負面思維，以及程序，也

將作為導致人為錯誤的附加因素提出。 

儘管 70% 到 80% 的民用和軍用航空事故都涉及人為錯誤，但大多數事故報告系

統並不是圍繞任何人為錯誤的理論框架設計的。因此，大多數事故數據庫不利於

傳統的人為錯誤分析，使得干預策略的識別變得繁瑣。調查過程中所需要的是一

個通則的人為錯誤框架，可以圍繞該框架，設計新的調查方法並重組/修訂現有的

事故數據庫。事實上，最近開發的人為因素分析和分類系統  (Human Factors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HFACS) 可滿足這些需求。具體而言，HFACS 框

架已被用於軍事、商業和通用航空部門，以系統地檢查潛在的人為因果因素並改

進航空事故調查。 

在提供的材料的基礎上，本課程將提供一個綜合討論，從調查人員的角度總結當

前對人為錯誤原因的理解以及應該使用哪些機制來減少人為錯誤。課程結束時為

事故調查員提供了一個系統的框架和流程，以識別事故中涉及的人為錯誤問題以

及可能導致這些錯誤的因素。 

飛行安全等級的評估涉及多個方面。從主觀到客觀。評估這些級別的工具和方法

位於 SCSI 課程（包括 HFAI）中，雖然這本身並不是一個完全準確或完整/全面的

評估，需要更深入的方法來建立。 

SCSI 課程參加人員資格為: 

• 需要了解航空事故中的人為錯誤問題以及人為錯誤和人為限制如何導致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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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 

• 事故調查員或參與事故調查的人員。 

參與此課程的學員除本人來自台灣飛航事故的調查機構外，尚有 10 人來自美國

航空公司及軍方的維修單位，另有 1 人來自加拿大的 First Air 航空公司， 共 12 

人，分別來自 3 個國家。 

學員如何受益: 

• 本課程為事故調查員識別“人為錯誤”問題和發現這些問題的過程奠定了堅

實的基礎。它可以單獨參加，也可以作為 SCSI 飛機事故調查證書計劃中一系列

課程的一部分參加。 

• 使用不涉機密之大量實際例子和案例研究，將可提高理論知識。 

• 本課程被認證安全專業人員委員會接受。 

• 本課程是 SCSI 頒發的飛機事故調查證書的必修課程之一。 

課程主題 

• 從調查員的角度看人為因素和人為錯誤。 

• 人員績效和信息處理。 

• HFACS/HFACS 7.0 。 

• 幻覺。 

• 壓力和疲勞。 

• 飛行員生理學。 

• 駕駛艙的人體工程學，包括人體測量學、不同人群和性別。 

• 從事故調查員的角度總結人為錯誤原因和減少方法。 

• 綜合人為錯誤調查程序，包括案例研究和線索。 

• 人為因素分析和分類系統簡介。 

• 證人面談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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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調查小組的壓力。 

• 與證人和調查人員有關的嚴重壓力綜合症和創傷。 

• 病理學：法醫證據及其與人類行為，調查員可以從航空醫學檢查員那裡詢問和

獲得什麼資料。 

• 自動化和組員的角色。 

• 案例研究（軍事和民事）個人和團隊調查練習。 

提供 HFACS 指導，然後課程通過交互式案例研究進入實用的 HFACS 7.0 分析和

應用。與課者分組，提供案例研究，並預計將進行 HFACS 7.0 分析。結果會在課

堂上展示並交流，小組會收到關於他們努力的反饋。 

通過 HFACS 7.0 分類法，應用納米代碼捕獲、數據庫架構和質量控制（標準化）

和統計分析。 

本次之訓練乃係最新一代的「事故調查中的人為因素 (HFAI)」訓練。 

課程教授調查人員所需的材料，以其中所涉內容亦可未來導入下列(選修)課程之概

要: 

• 空中交通管制調查 ( ATCI ) 

• 火災和爆炸調查 ( FEI ) 

• 飛行數據分析 ( FDA ) 

• 燃氣輪機事故調查 ( GTAI ) 

• 直升機事故調查 ( HAI ) 

• 調查管理（IM） 

• 飛機維修調查 ( AM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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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訊訓練過程 

受訓期間 課程主題 

11 月 9 日 歡迎及介紹（Welcome and Introduction） 

 主題，目標及參考資料（Objective, Goals & Takeaways） 

 歷 史 及 美 國 民 航 局 相 關 規 則 及 指 令 (History & 

FAA Regulations/Guidance） 

 人因定義，重要性及統計（HF Definitions, Importance & 

Statistics） 

 人為過失（Human Error） 

 維修疏失（Maintenance Error） 

 監理及組織疏失與共識（Supervisory and Organizational Errors & 

Norms） 

 規矩，決心下達（Ethics, Decision Making） 

 維修案例研討（C-130 Maintenance Case Study） 

11 月 10-11 日 衰弱的人類表現（Diminished Human Performance） 

 狀況警覺（Situation Awareness） 

 溝通（Communications） 

 溝通練習（Communications Exercise） 

 程序及模型運用（Process Application/Model Adaptation） 

 衝突解決（Conflict Resolution） 

 事件介紹（Event Introduction） 

 鷹湖事件介紹（Introduction to Eagle lake） 

11 月 12-13 日 案例研討工作小組（Case Study Workgroup） 

 小組討論、提報（Team Workout & Presentations） 

 人因訓練發展與趨勢（HF Training Development /Trends） 

 總結（Summery/Review） 

 討論與問卷（Team Survey & Critique） 

 畢業與發證（Graduation & Certification） 

 

三、美國國防部人為因素分析和分類系統 (DOD HFACS) 版本 7.0 分

類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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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課程之重點, 基於個人之前服務數不同航空機構之線上經驗暨本次課程中參

訓學員之踴躍提問頻及內容獨特, 此美國國防部人為因素分析和分類系統 (DOD 

HFACS) 版本 7.0 分類實為本次訓練之最大亮點內涵. 

人為因素描述了我們如何與工具、任務、工作環境和其他人互動影響人的表現。

人為因素是國防部事故的主要原因。 DoD(美國國防部) HFACS 模型提出了一個

用於錯誤分析(Error Analysis)和事故預防的系統、多維方法。事故調查人員將使用

國防部 HFACS 包括事故分析中適用的 HFACS 代碼。其他重要發現 (OFS) 也將

包含在事故分析中。 

(一)、目的 

本指南提供了一個模板，用於組織調查中確定的人為因素。它被設計供調查委員

會的所有成員使用，以準確記錄人員表現的各個方面與個人和事故或事件相關聯。 

DoD HFACS 幫助調查人員： 

■ 進行更全面的調查 

■ 對維持事故序列的特定行為（或不作為）進行分類 

■ 為 AFSAS 數據庫做出貢獻，作為檢測事故趨勢和預防未來事故的存儲庫 

(二)、課程簡要 

正如 James Reason (1990) 所描述的，主動失敗是個人的作為或不作為相信會導致

或促成事故。傳統上被稱為“錯誤”，它們是犯下的最後“行為”個人，通常會

立即產生後果。相反，潛在故障是一個預先存在的條件間接影響事故事件順序的

組織。對於某些人來說，這些潛在的故障可能未被發現在它們出現之前的一段時

間，作為對事故期間個人行為的影響。 

Reason 的“瑞士奶酪”模型描述了四個級別，在這些級別中，主動故障和潛在故

障可能發生在複雜的操作（見圖 1）。層中的孔表示失敗或缺少危害緩解控制，這

可能助長了整體的事故情況。從事故中倒退，

Reason 模型的第一層描述了那些最直接導致災

難的行為。然而，大多數因果因素都在這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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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發現，Reason 的模型迫使調查人員在事件的因果序列中解決潛在的失敗或

“漏洞”如果重點僅限於個人行動，則可能會被忽視。潛在故障和條件在將理性

模型作為前提條件、監督和組織影響的背景。 

(三)、課程應用 

事故是個人和組織因素的結果，這些因素進一步歸類為因果和/或貢獻的。行為影

響事故結果的個人應被確定為“事故人員”並進行了調查。他們的行為和先決條

件將在個人層面確定。所處的環境發生的這些行為和先決條件將被記錄為監督和

組織因素，並將在事故等級。這些因素歸因於事故本身，而不是特定的人。 

通過一系列問題指導，調查人員使用 HFACS v7.0，對於 A 類，類 B 類和 E 類生

理事故，調查人員將被要求回答所有問題並在納碼級別。對於 C 級和 D 級事故，

調查人員將被允許使用納代碼，但不需要它們；他們只會回答問題。調查員識別

的每個人為因素代碼必須被評為因果或促成它對事故的影響。 

■ 因果因素(Causal)是缺陷，如果糾正，可能會防止或減輕損害和/或受傷。因果原

因並不意味著責備。很可能是其他人的結果的事件/條件，事件/條件不是因果關

係，應被評為促成因素。 

■ 促成因素(Contributory)是不直接導致損害和/或傷害的獨立事件/條件，但是事故

序列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促成因素允許其他因素的進展事件/條件。

如果一個事件/條件被認為既是促成因素又是因果關係，則僅將其評為因果關

係。 

(四)、DoD HFACS 7.0 版的課程優點 

1. 人為錯誤模式的結構化分析 

■ 詳細、完整且以運營為重點 

2. 了解“為什麼”，而不僅僅是“什麼” 

■ 更準確的根本原因確定 

■ 允許更有效的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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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據驅動的方法 

■ 跨國防部的研究支持 

■ 輕鬆應用於新的事故和以前的報告 

4. 可用於不僅僅是操作情況 

■ 作為風險管理的腦力激盪工具 

■ 開發面試問題 

■ 適用於上下班事故 

四、遠距訓練課程時數與直播方式 

事故調查中的人為因素課程包括 4.5 個培訓日（36 課時）。學生會收到教科書

(USB)、課堂筆記、講義大綱、額外的參考資料和結業證書。課程每天早上 0800 開

始，最後一天中午結束。 

SCSI 課程課程通過 Zoom 現場直播，可選擇查看錄製的會話作為替代方案學員與

教師互動採虛擬和交互式的。 

 

五、授課教師(理查德·賴內克/ Richard Reinecke)及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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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內克講師在軍事和商業航空業工作了超過 35 年。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航空運

營專家，他的背景包括廣泛的航空領域，包括情報、監視和偵察航空項目、商業

航空公司飛行運營以及軍用直升機和固定翼運營。 

他曾擔任海軍陸戰隊武器和戰術專家，指揮過一個複合型海軍陸戰隊中隊，並在

攻擊航母上操作飛機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他在陸上和海上的遠征飛行操作方面

擁有廣泛的背景。 

賴內克講師在海軍陸戰隊工作了 23 年之後，他曾擔任阿拉斯加第 135 部分和第 

121 部分飛機運營商的培訓主管，然後在過去十年中開發、規劃、並執行眾多航

空計劃。他開發並實施了直升機和固定翼運營風險管理培訓計劃，並領導了 Part 

121 支線航空公司的安全管理系統計劃實施。作為國際公務航空委員會 (IBAC) 

國際標準 - 公務航空運營 (IS-BAO) 計劃的認證審核員，他提倡在國際公務機運

營中使用高質量的運營實踐。 

六、安全風險管理 (SRM) 

安全管理系統中的風險管理流程 

風險管理是一種基於系統的方法，側重於識別操作各個方面所涉及的危險，無論

它涉及部門間或部門內的溝通、感染控制協議、藥物程序、輪班、手術、入院等。

作為安全管 該方法通過下圖所示的模型進行了圖形化演示。它被稱為“現代安全

方法”，實際上是 SCSI 教授的 ORM 方法的模型。 

SCSI SRM 培訓計劃的好處 

• 了解現代“基於風險”的安全計劃管理方法 

• 學習風險識別和評估的過程，並將在解決問題的練習中實際運用這些技術 

• 學習如何通過解決組織內的關鍵風險並確定其優先級，以更有效的方式使用安

全經理的許多“傳統”工具 

• 了解操作風險分析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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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對於飛機事故調查員來說，確定“發生了什麼”是相當具有挑戰性的。然而，這

僅僅是開始, 也只是 Reactive 的調查初步階段。其後,找出事故可能發生的原因

(Possible Causal Factor) ,是防止未來事故再次發生的必要條件（這就是我們首先進

行調查的原因）, 此為飛安社群中已廣泛接受且施行的 Proactive 方法及施行.。 

業界公認的人為因素（人為錯誤）導致的事故百分比約為 70%-80%。這些人為錯

誤的可能性幾乎是無限的, 包含但不限制於：空間迷失方向、航空決策、維修不當、

違規、組織影響、文化、設計和製造、培訓、資金資源錯置等。 

SCSI 的飛機事故調查中的人為因素認證提供了知識和工具，使學員能夠進行完

整、全面、科學和全面的調查。同時亦提供了以下之優點: 

1. 人為錯誤模式的結構化分析 

■ 詳細、完整且以運營為重點 

2. 了解“為什麼(Why)”，而不僅僅是“什麼 (What)” 

■ 更準確的根本原因確定 

■ 允許更有效的風險管理 

3. 數據驅動的方法 

■ 包括事故分析中適用的 HFACS 代碼 

■ 輕鬆應用於新的事故和以前的報告, 整合現實案件與歷史邀據, 因而建制完

整事故肇因資料庫. 

 

據上, 本次課程除了提供對於美國現行人為因素肇因分析之觀念教育與系統工程

之整體建制整合外, 亦提出良好可為本國航空調查人員參酌與未來發展之操作型

工具, 其中 DoD HFACS 7.0 版的課程, 在一般標準的 Reactive 方法下, 亦提供

Proactive 及 Predictive 由定性分析轉為定量分析之數據分析(Data-Driven Analysis) 

可能與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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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 個人建議可妥善於人為因素肇因分析之觀念教育及 DoD HFACS 7.0 版操作

型工具對照下, 檢視現行分析方法中是否所需對於人為因素專家系統之增進亦或

需進行深入該系統建立之人因代碼肇因分析。 

其後, 亦可以本課程之基礎, 建議亦交叉下列(選修)課程之概要，以玆配合完整人

因分析系統之建置, 並取得事故調查人為因素證書, 建制/完成系統標準: 

• 空中交通管制調查 ( ATCI ) 

• 火災和爆炸調查 ( FEI ) 

• 飛行數據分析 ( FDA ) 

• 直升機事故調查 ( HAI ) 

• 調查管理（IM） 

• 飛機維修調查 ( AMI ) 

 

五、20220407 於運安會向業務/技術同仁之 20 分鐘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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