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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 國 以 國 際 電 信 開 發 公 司 名 義 加 入 國 際 衛 星 輔 助 搜 救 組 織

(COSPAS-SARSAT)，成為衛星搜救系統之地面設備提供者之一，該組織每年召開理

事會及委員會，本次第 69 屆理事會議(CSC-69)於 2023 年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7

日以實體視訊混合方式召開，我國由國際電信開發公司率團，團員成員包括交通 

部航港局、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農業部漁業署、臺北任務管制中心、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等共 12員出席，其中 8位參加實體會議，4位參加視訊會議。

摘要如下： 

一、 日本邀請我國代表團討論即將進行之第一代示標(FGB)及應急定位發射器遇

險追蹤系統(ELT(DT))驗測議題，日本重申 9 月召開之西北太平洋區域

(NWPDDR)會議中提出之建議，由於日本任務管制中心(JAMCC)與美國任務管

制中心(USMCC)進行 FGB 及 ELT(DT)驗測即將結束，依排程後續將對我國臺

北任務管制中心(TAMCC)進行驗測，建議我國對 FGB 及 ELT(DT)驗測項目中

無需日方參與的部分先執行自我測試(self test)。依日本經驗，借由自我

測試可以排除大部分正式驗測時遇到的障礙，可加速正式驗測時程，經與日

方及設備原廠討論後，後續將安排自我測試事宜。 

二、 與理事會秘書處討論我國「無線電示標管理資訊系統」與國際示標資料庫

(IBRD)自動化同步作業事宜，秘書處表示已將我國列入資料介接 API測試名

單，並提供 API 文件給我國。目前秘書處正建置測試環境，由於國際示標資

料庫(IBRD)自動化同步需與每個國家進行測試和整合，仍需數週時間，同時

秘書處正準備系統文件供會員國參閱。 

三、 理事會同意宣告自 2024年 1月 1日起，第二代示標(SGB)及應急定位發射器

遇險跟蹤系統 (ELT(DT))進入完全運轉能力階段 (Full Operations 

Capability, F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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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國際衛星輔助搜救組織(COSPAS-SARSAT)第 69 屆理事會議(CSC-69)於 2023

年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7 日以實體視訊混合方式召開，由 Mr. Mark Turner(美國籍)

擔任會議主席。理事會議每年召開 1 次，邀請全體會員國參加，以決議第 37 屆委

員會(JC-37)、專家會議(2023/EWG)提出之議題，並審議衛星、地面設施及無線電

信標等技術規範，確認系統運作品質及標準，執行會員國行政及技術協調等事務。 

    出席成員包括：計 34 個會員國(158 人)、非會員國(貝南 1 人)、4 個國際組織

(EUMETSAT,EC,ICAO,RTCM 等共 9 人)及秘書處(12 人)及出席，共計會議出席 180

人，與會人員名單如附錄 1。 

    會中討論並協商後續應辦理事項，議程如附錄 2，主要討論項目： 

一、 議程確認(Approval of Agenda) 

二、 狀態報告(Status of the Programme) 

三、 JC-37 會議報告(Report of the Thirty-Seventh Meeting of The Joint Committee) 

四、 檢示專家小組會議及技術小組會議紀錄(Review the EWG and TG report 

Summaries) 

五、 太空段、地面段、示標及系統運作(Space Segment, Ground Segment, Beacon 

Matters and System Operation) 

六、 中軌道衛星系統演進(MEOSAR System Evolution) 

七、 機構/行政事項(Institutional/Administrative Matters) 

八、 聯絡國際組織(Liaison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九、 未來會議-日期、場地、主席及議題(Future COSPAS-SARSAT Meetings- Dates, 

Venues, Chairpersons and Agenda/Terms of Reference) 

十、 其它事項(Other Business) 

十一、 批准會議紀錄(Approval of Summary Record) 

 

    本次出席會議目的為協調我國無線電示標管理資訊系統與國際搜救示標資料

庫(IBRD)介接事宜，瞭解中軌道衛星系統發展進程，各會員國中軌道衛星地面站

及任務管制中心建置及功能驗測進度，及新技術開發等議題，同時亦瞭解目前搜

索救助所面臨的問題及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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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茲將各項議題所獲致共識摘要報告如下： 

一、 狀態報告(Status of the Programme) 

(一) 更新 Cospas-Sarsat 相關組織及會員清單(P.010 文件)，目前 Cospas-Sarsat

組織計有 45 個會員，包含 4 創始國(加拿大、法國、俄羅斯及美國)、30

個地面設施提供者、9 個使用國及 2 個地面設施運作組織。此外尚有 4

個衛星系統貢獻者，其中中國北斗衛星系統於 2022 年 11 月 14 日亦成

為衛星系統貢獻者。 

(二) 低軌道衛星(LEOSAR)計有 5 顆，包括 4 顆 Sarsat 衛星及 1 顆 Cospas 衛星，

另有 1 顆 Cospas 衛星在測試中。 

(三) 同步軌道衛星(GEOSAR)計有 10 顆衛星。預計 2024 年發射 1 顆 GOES-19

衛星(GOES-U 系統)，2026 年發射１顆 MTG-I2 衛星(EUMETSAT 系統)。 

(四) 中軌道衛星(MEOSAR)計有 54 顆衛星，包含伽利略衛星系統(Galileo) 24

顆，格洛納斯衛星系統(Glonass)3 顆，全球定位系統(GPS)21 顆及北斗衛

星系統(BDS)6 顆。 

(五) 低軌道衛星地面站(LEOLUT)共 58 座，其中 54 座正常運作，1 座停用，

1 座備用，2 座進行驗測中。另有 1 座 LEOLUT 建置中。 

(六) 同步軌道衛星地面站(GEOLUT)共 28 座，其中 27 座正常運作，1 座備用。

另有 3 座建置中，及 2 座進行測試。 

(七) 中軌道衛星地面站(MEOLUT)共 35 座運作中，其中 29 座已完成驗測，6

座待驗測。另有 12 座預計 2023 至 2025 年間完成建置，及 1 座規劃中。 

(八) 任務管制中心(LGM MCC)共 35 座，其中 17 座已通過驗測，3 座驗測報

告待 CSC-69 審核，另有 14 座執行驗測中，1 座未規劃驗測時程。 

(九) 丹麥預計 2023 年底汰換老舊參考示標，規劃於格陵蘭(Greenland)架設新

的 QMS 參考示標，並整合進伽利略衛星搜救網路(SAR Galileo EU 

network)。 

(十) 香港自 2023年 7月開始MEOLUT驗測，並向專家小組會議(EWG-4C/2023)

遞交驗測報告，惟部分驗測項目需重測，驗測未通過。香港預計 2024

年開始 MCC 驗測。 

(十一) 沙烏地任務管制中心(SAMCC)於 2023 年 7 月完成驗測，並由上層節點

西班牙任務管制中心(SPMCC)遞交驗測報告至專家小組會議初審。 

(十二) 瑞士利用每日來自法國任務管制中心的自我測試通知 (self test 

notifications)，驗證及更新 IBRD 的示標資料，並反饋給示標持有人，

此舉讓示標持有人即時得知示標使用狀況及示標註冊情形。 

(十三) 越南預計 2023 年建置 MEOLUT，預計 2024 年進行 MEOLUT 驗測，2025

年進行越南任務管制中心(VNMCC)驗測。 

(十四) 歐洲氣象衛星開發組織(EUMETSAT)於 2022 年 12 月發射 MTG-I1 衛

星，並成功於 2023 年 3 月至 4 月進行驗測。法國已遞交驗測報告至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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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小組會議初審，並於 5 月上旬宣告該衛星進入初始運行能力階段

(Initial Operating Capability, IOC)。 

(十五) 日本於 2023 年 9 月 6 日召開第 10 屆西北太平洋區域會議(NWPDDR)，

中國、香港、日本、南韓、臺灣、越南及秘書處均派員出席，更新及

交流各國建設及驗測進度。下屆會議預計 2025 年於香港召開。 

二、 JC-37會議報告(Report of the Thirty-Seventh Meeting of The Joint Committee) 

(一) 第 37 屆委員會(JC-37)於 2023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4 日於蒙特婁召開，

相關建議及待辦事項已遞交本屆會議討論。 

(二) 理事會同意以下系統文件修訂：R.007，T.008，T.001，T.007，T.018，

T.021，G.005，P.011，T.012，T.011，T.016，T.005，T.019，T.020，T.022，

A.001，A.002，A.003，A.006，G.007，G.010，T.021。 

(三) 理事會審核通過澳洲明格紐(Mingenew)MEOLUT(5035)進入 MEOSAR 

IOC/FOC 階段，及完成 SGB ELT(DT)功能驗測。 

(四) 理事會審核通過西班牙任務管制中心(SPMCC)的 FGB-ELT(DT)功能驗

測。 

(五) 理事會審核通過 JC-37 遞交有關地面設施變更清單，包含 16 項 MCC 規

格變更(其中 8 項為緊急變更)。理事會要求所有地面設施提供者於 2024

年 4 月 1 日前完成設備升版，並遞交報告至 JC-38 會議。 

三、 檢示專家小組及技術小組紀錄(Review the EWG and TG report Summaries) 

(一) 本屆審議 EWG-3C 主席 Dr. Laurent Jolly(美國籍)、EWG-4C 主席 Mr. Peter 

Andreadis(加拿大籍)及 EWG-5C 主席 Mr. Peter Andreadis(加拿大籍)等專

家小組會議遞交之報告。 

(二) EWG-3C 專家小組會議於 2023 年 8 月及 9 月召開，初審中國任務管制中

心(CNMCC LGM)、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任務管制中心(AEMCC LGM)、沙

烏地阿拉伯任務管制中心(SAMCC LGM)及澳洲任務管制中心(AUMCC 

ELT(DT),SGB)等驗測報告並遞交理事會終審，經理事會終審通過。 

(三) 澳洲任務管制中心(AUMCC)為西南太平洋區(SWPDDR)協調國，自 2024

年起可協助所轄會員國進行 ELT(DT)及 SGB 功能驗測。 

(四) 經 EWG-4C 專家小組會議初審及理事會終審後通過： 

1. 俄羅斯伯力(Khabarovsk)同步軌道衛星地面站(GEOLUT)FGB ELT(DT)

驗測。 

2. 加拿大渥太華(Ottawa)同步軌道衛星地面站(GEOLUT)FGB ELT(DT)驗

測。 

3. 新加坡樟宜(Changi)低軌道衛星地面站(LEOLUT)之 RLS及 FGB ELT(DT)

驗測。 

4. 美國關島(Guan)低軌道衛星地面站(LEOLUT, GU3及 GU4)之 RLS及 FGB 

ELT(DT)驗測。 

5. 澳洲明格紐(Mingenew)中軌道衛星地面站(MEOLUT)之 SGB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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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紐西蘭陶波(Taupo)中軌道衛星地面站(MEOLUT)進入 IOC/FOC 階段，

ELT及 SGB驗測。 

7. 美國夏威夷(Hawaii)中軌道衛星地面站(MEOLUT)進入 IOC/FOC 階段，

ELT及 SGB驗測。 

8. 澳洲明格紐(Mingenew)與紐西蘭陶波(Taupo)可協同運作以擴大其中

軌道衛星搜救範圍。 

9. 法國留尼旺(La Réunion)中軌道衛星地面站(MEOLUT)之 SGB ELT(DT)

驗測。 

(五) 加拿大報告有關第二代示標(SGB)信號重疊議題(文件 inf.7)，有別於第一

代示標(FGB)可使用多個發射頻道及利用都普勒偏移(Doppler shifts)以強

化示標接收解碼；第二代示標(SGB)僅有 1 個發射頻道，且系統參考示

標(reference beacon)為避免彼此干擾多採用固定發射週期，造成第二代示

標容易信號重疊而失效。加拿大建議衛星地面站增強示標重疊解析能

力，重估 SGB 系統容量及要求位於北美的參考示標改用 self-test 模式。 

四、 太空段、地面段、示標及系統運作(Space Segment, Ground Segment, Beacon 

Matters and System Operation) 

(一) 美國表示，新發射的低軌道衛星 C15 靠近既有的 S12 及 S13 衛星軌道，

預計造成干擾，建議衛星提供者應著手規劃降低干擾造成的影響。俄羅

斯、美國及歐洲氣象衛星開發組織(EUMETSAT)共同研討，將採取暫時

關閉 C15 衛星以降低干擾，首次干擾預計發生於 2024 年 1 月。 

(二) 理事會要求會員須遵守 C/S P.011 文件規定，執行地面設施更新，並使

用變更管理範本遞交報告至委員會或專家小組會議。 

(三) 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 LDAR 資料庫介面已完成且可使用，C/S 相關規

格需要配合更新，美國建議召開專家小組會議以解決此議題。 

(四) 2023 年 7 月中國通知所有 MCC，要求忽略某筆 MMSI 為 999999 的非法

示標。美國建議應禁止此類非法示標的持續發射，而非只是忽略。海事

無線電技術委員會(RTCM)統計，2020 年至今該示標已被觸發 1,121 次，

其中 907 次示標使用國碼 412(中國)，且 852 次示標位於南海及黃海，發

射時間超出預期的示標電池壽命，另有部分示標使用國碼為阿根廷，希

臘、波蘭、墨西哥和馬紹爾群島，故猜測此示標為測試設備安裝於船舶，

僅變更國碼而未變動 MMSI，甚至少數示標被偵測位於設備工廠附近。

日本表示中國應對非法示標採取行動。經討論後，理事會要求中國提供

非法示標清單，而非僅忽略 MMSI 為 999999 的示標，同時請會員國注

意示標 MMSI 為 999999 的發射情況並依法取締。 

(五) 秘書處統計 2022 年全球製造新示標 215,538 部，預估全球運作中示標約

2,006,000 部，於 2023 年可達 2,078,000 部，2027 年達 2,278,000 部，2032

年達 2,754,000 部。 

(六) SGB ELT(DT)全球覆蓋需經由通過驗測的 MEOLUT、MCC 至上層節點 MCC。

目前已有合格的型式認證機構及示標製造商，也有 2個上層節點 MCC(美

國及法國)通過 SGB ELT(DT)驗測，且與 LADR資料庫完成介接；已經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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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宣告 SGB ELT(DT)進入 FOC階段之標準。 

(七) 理事會同意宣告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SGB ELT(DT)進入 FOC 階段。 

(八) 繼 2020 年 Cospas-Sarsat 系統具有返向迴路功能(Return Link Service,RLS)

之後，歐洲聯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提出建置以 RLS 機制擴

展的雙向通訊功能(Two-Way Communiction,TWC)，即利用 SGB 使 RCC

得與遇險人員溝通。經 JC-37 與專家小組會議研討，歐洲聯盟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EC)及海事無線電技術委員會(RTCM)於理事會中

提出 TWC 架構圖如下： 

 
(九) 理事會同意 2024 年針對 TWC 議題召開專家小組會議，討論傳送機制及

制定訊息內容，並考慮編寫單獨的系統文件。 

(十) 至 2023 年 8 月，國際示標資料庫(IBRD)接受來自 154 個管理機構所登

錄示標計 105,411 筆，且平均每月超過 750 起遇險事件連線至 IBRD 資

料庫。 

(十一) 秘書處將針對 C/S 官網、IBRD 及品質自動通報系統(QMS Automated 

Reporting System, QARS)等網站持續進行功能現代化及改版。 

五、 中軌道衛星系統演進(MEOSAR System Evolution) 

本屆無新議題且本議程項目沒有提交任何文件供審議。 

六、 機構/行政事項(Institutional/Administrative Matters) 

(一) 秘書處進行年度工作報告，包括致力於協助及推動 MEOSAR 進入 IOC 及

FOC 階段，完成 SGB 規格及型式認證標準，與 ICAO 及歐盟航空安全總

署(EASA)合作 ELT(DT)事務及地面設施驗測事宜，召開 CSC-67、

CSC-68、JC-37 會議，修改 26 份系統文件，CSC-69 為首次以 3 種語言

同步翻譯之實體及視訊混合會議，維持及更新 IBRD 網站並增加 API 介

面，與其它國際組織(如 ICAO, IMO,ITU)等活動。理事會同意秘書處過

去 1年所做重大進展及高績效表現。 

(二) 秘書處報告，2022 年度支出 3,256,217 加幣，低於預算 3,682,956 加

幣約 11.6%。預估 2023年度支出達 3,682,873加幣，低於預算 3,863,450

加幣約 4.7%。秘書處提報 2024 年經營計畫及預算書，預估支出達

4,346,191 加幣，經理事會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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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秘書處於 2023 年已完成 5 段 MCC 操作訓練影片，並配上英、法、俄文

字幕。2024 年將繼續對 SIT185 格式、北斗衛星、ELT(DT)等主題製作

教學影片。 

(四) 卡達(Qatar)將於 2024年 3月 3日至 7日為中東及海灣國家舉行搜救聯

絡點搜救指揮中心(SPOC RCC)培訓研討會，地點位於卡達首都杜哈

(Doha)，同時中南區域會議(South-Central Data Distribution Region, 

SCDDR)將於 2024 年 2 月 27 日至 29 日舉行。該地區許多國家由於缺乏

衛星地面站，需透過成為搜救聯絡點(SPOC)以取得衛星搜救服務，對於

教育、政策制定、遇險現場通訊等議題有溝通需求，故促成此次研討會。 

七、 聯絡國際組織(Liaison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一) 國際民航組織(ICAO)報告，LADR資料庫建置於貝寧(Benin)，由歐洲空

中航行安全組織(EUROCONTROL)負責管理，預計 2023 年 12 月中旬進行

測試，12 月底以基礎功能開始運作(告警將使用 email 通知)，2024 年

4 月進行升版(告警將使用 AFTN 通知)，全功能版本預計 2024 年 11 月

上線。 

(二) 秘書處報告，國際電聯會(ITU)ITU-R M.633 規範 406MHz 頻段運作之

EPIRB 傳輸特性，多年來隨著 Cospas-Sarsat 不斷發展，發生 ITU-R 

M.633 未能跟進修訂之情形。若最新修正案在 2023 年 11 月 14 日之前

獲得批准，最後一步是要確保 ITU-R M.633-5 修正案進入 WRC-23 會議

討論。 

八、 未來會議-日期、場地、主席及議題(Future COSPAS-SARSAT Meetings- Dates, 

Venues, Chairpersons and Agenda/Terms of Reference) 

(一) 理事會批准 2024年召開 CSC-71會議議程，並同意會議地點為沙烏地阿

拉伯首都利雅德(Riyadh)。 

(二) 理事會批准 2024年召開 JC-38會議議程，並邀請 Mr. Jesse Reich(美

國籍)擔任技術小組主席，Mr. Nikola Šarančić(塞爾維亞籍)擔任業務

小組主席。 

(三) 理事會批准關閉 2023年專家小組會議，並成立 2024 年專家小組會議： 

1. EWG-1C/2024 會議主席 Mr. Allan Knox(美國籍)，負責 ELT(DT)文件

編輯。 

2. EWG-3C/2024 會議主席 Dr. Laurent Jolly(美國籍)，負責 MCC驗測。 

3. EWG-4C/2024 會議主席 Mr. Peter Andreadis(加拿大籍)，負責 LUT

驗測。 

4. EWG-5C/2024 會議主席 Mr. Peter Andreadis(加拿大籍)，負責太空段

驗測。 

5. EWG-6/2024 會議主席 Mr. Henrik Smith (加拿大籍)，負責雙向通信

議題。 

6. EWG-7/2024 會議主席 Mr. Anthony Foster(美國籍)，負責 SGB型式認

證及文件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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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理事會批准 2024 年會議期程(詳附錄 4)，會議將以實體及視訊混合型

式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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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 心得 

(一) 理事會宣告 2024年 1月起第二代示標(SGB)及應急定位發射器遇險追蹤

系統(ELT(DT))進入完全運轉能力階段(Full Operations Capability, 

FOC)，符合國際民航組織(ICAO)要求時程，可預期我國航機將大量更新

示標設備。 

(二) 國際示標資料庫(IBRD)將提供 API 介面供各國介接，以達成資料自動同

步之目的，秘書處表示相關設備仍在測試，系統文件亦在編寫中。我國

已爭取進入介接名單。 

(三) 2024年 10月 CSC-71會議將於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Riyadh)召開，

有意願派員出席單位應提早編列預算。 

(四) 日本請我國進行第一代示標(FGB)及應急定位發射器遇險追蹤系統

(ELT(DT))自行測試，事先排除障礙以縮短驗測時程，於會議現場與設

備原廠討論確定可行，後續將自行測試事宜，測試結果再回報日本。 

(五) 後續仍有中軌道衛星搜救系統(MEOSAR)相關功能需要進行功能驗測，如

第二代示標(SGB)、應急定位發射器遇險追蹤系統(ELT(DT))等功能，我

國應持續升級系統以符合國際規範。 

(六) 參加國際組織能增加我國能見度並善盡國際間互助搜救機制，同時與各

國進行相關技術交流並建立聯繫管道與合作關係。 

二、 建議 

(一) 第二代示標(SGB)新功能-雙向通信服務(Two-Way Communication, TWC)

為本屆熱門議題，其原理為原有單向由遇險人員發送遇顯信號外，任務

管制中心也能透過衛星傳送訊息與遇險人員溝通或向遇險人員發出指

示，惟目前對傳送機制及訊息內容還未達成共識，我國應持續關注及掌

握新功能開發進度，以提升搜救效能。 

(二) 國際示標資料庫(IBRD)新版上線後將開放資料介接 API介面，我國已爭

取進入介接名單，後續建議需預為準備辦理資料庫介接事宜。 

(三) 美國於會中提出中國大陸沿海(南海及黃海)，發現 MMSI 後六碼為

999999 的示標大量發送訊號，理事會已要求中國大陸應有所管理，並

提供非法示標清單。我國漁船可能購買自大陸生產製造的 EPIRB，建議

應加強向漁船宣導，購買後應確認設備之 MMSI 碼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核配之 MMSI 號碼，以避免 EPIRB 發送 MMSI 為 999999 的情況發生，

遭外國檢舉。 

(四) 秘書處製作多部操作訓練及宣傳影片，並建議各國將搜救事件相關高解

析照片或影片提供秘書處，於官網上公開大眾閱覽。本署署長與該組織

前副秘書長 James Victor King 錄製之正確使用 EPIRB 宣導影片，自

2019 年起刊登在該組織官網，建議國內各單位可將透過搜救衛星成功

救援之搜救案例製作成宣導影片，提供秘書處使用，除可促進經驗交流

外，亦可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達到國際宣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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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附錄 1 與會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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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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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會議照片  

 

圖一、CSC-69 實體會議團體合照 

 

圖二、台灣出席成員合照 

 

 

 

 

 



18 
 

 

圖三、台灣出席成員會議合照 

 

 

圖四、西北太平洋區域成員國團體合照 

(日本、台灣、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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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2024 年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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