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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際港埠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rts and harbors; IAPH) 是國際海事組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 下 重 要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之一，IAPH 前於 112 年 6 月 9 日由秘書長 Dr. Masahiko Furuichi 及

副秘書長 Takeshi Suzuki 及 Hiromichi Manaka 拜會航港局，針對新興能源及港區脫碳等

議題進行交流，另航港局 112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派員參加該協會於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辦理國際港埠大會時，於大會舉辦期間，協會 Furuichi 秘書長熱請邀請航港局

派員訪問該協會東京總部，以促進雙方進一步交流。 

     另美國海岸巡防隊(US COAST GUARD) 遠東行動中心針對我國執行國際船舶與

港口設施保全章程(ISPS CODE)，每年均派員訪視我國港口設施保全情形，112 年派員

參訪臺中港辦理情況時表示，其刻正推動「美國海岸防衛隊國際港口保安計畫」(IPS 

PROGRAM)，以強化美國港口安全與全球海事運輸系統，期透過兩國間互惠的港口訪

問，討論和分享港口安全最佳實務，及保護航行至美國之船舶發展共同利益。另 113 年

美方預計指派正式團隊來臺，訪視國際郵輪碼頭之作業。 

     航港局為後續有效籌備彼此交流活動，爰派員至 IAPH 東京總部及美國海岸巡防

隊(US COAST GUARD) 遠東行動中心，就 IAPH 刻正推展環境船舶指數（ESI）及美

方 113 年度來臺視察重點，及未來如規劃派員參加美方 IPS 計畫等議題進行討論及交

換意見。 

    海運與國際合作密切相關，我國雖非屬相關海運國際組織會員，透過與 IAPH 及美

國相關行政機關的實質交流，建立對外之溝通管道，有助於強化我國與國際社會之互

動與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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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訪問目的 

    國際港埠協會(IAPH)前於 112 年 6 月 9 日由秘書長 Dr. Masahiko Furuichi 及副秘書

長 Takeshi Suzuki 拜會航港局，針對新興能源及港區脫碳等議題進行交流，另航港局

112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派員參加該協會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辦理國際港埠大會

時，Furuichi 秘書長熱請邀請航港局派員訪問該協會東京總部，以促進雙方進一步交流。 

     另美國海岸巡防隊(US COAST GUARD) 遠東行動中心針對我國執行國際船舶與

港口設施保全章程(ISPS CODE)，每年派員訪視我國港口設施保全情形，112 年派員參

訪我國臺中港辦理情形。美方於 112 年訪視我國時表示，美方刻正推動「美國海岸防

衛隊國際港口保安計畫」(IPS PROGRAM)，以強化美國港口安全與全球海事運輸系統，

透過兩國間互惠的港口訪問，討論和分享港口安全最佳實務，及保護航行至美國之船

舶發展共同利益，另 113 年美方預計指派正式團隊來臺訪視國際郵輪碼頭之作業；為

有效籌備，爰派員至美國海岸巡防隊(US COAST GUARD) 遠東行動中心就上開 2 議

題進行討論及交流，以瞭解美方 113 年度來臺訪問重點及航港局未來派員參加上開美

方 IPS PROGRAM 之可行作法。 

貳、 出國考察人員及行程 

一、 出訪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交通部航港局 主任秘書 饒智平 

交通部航港局 科長 黃玲玉 

交通部航港局 科長 張偉峻 

交通部航政司 專員 謝幸霖 

二、 出國參訪規劃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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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程 說明 

12/20 

(三) 
去程 臺北前往日本（東京）。 

12/21 

(四) 
訪問 

1. 訪問 IAPH 東京總部。 

2. 考察淺草水上巴士碼頭。 

12/22 

(五) 

訪問 

返程 

1. 訪問 US COAST GUARD(USCG)遠東行動中心。 

2. 拜會陽明海運日本分公司。 

3. 日本(東京)回臺北。 

參、 出國訪問內容與紀要 

一、 訪問國際港埠協會(IAPH)總部 

(一)簡介 

國際港埠協會係於 1955 年 11 月在洛杉磯，由來自全世界 38 個港口約 100 名代表

以及 14 個國家的海事組織共同成立，是一個以非營利為目的的非政府組織(NGO)，總

部設置於日本東京。該協會為目前國際上最有影響力之港埠組織(足以代表 90 幾個國

家中的 180 多個港口及 140 多個港口關係企業)，並向聯合國主要機構經濟社會委員

會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 、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 貿 易 與 發 展 會 議 (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環境規劃署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國際勞工局(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LO)、世界海關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等 6 個組織提

供諮詢，對於全世界各港埠機構及聯合國主要機構一直有著顯著影響，為一影響層面

廣大之交流平臺。 

截至 2022 年 8 月底，其會員遍及全球 84 個國家，約有 168 個港埠及 134 家港口

相關企業加入，掌握了全世界超過 6 成的全球海運貿易與全球貨櫃交通運輸量。該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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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目前著重三大主題，分別為氣候與能源、數位協作、風險及韌性，並定期發行「Ports 

and Harbors: Official journal of IAPH」及「Proceedings of Biennial Conferences」等刊物。 

IAPH 現有五大項倡議：世界港口永續計畫(WPSP)、環境船舶指數 (ESI)、潔淨海

運燃料(IAPH Clean Maritime Fuel WG)、婦女論壇(IAPH Women’s Forum)、即時到港船

舶(Just-in-time arrivals of vessels)等。 

圖 1  IAPH 會員分布圖 

IAPH 扮演著下列「5 個聯合國專門機構」及「1 個政府間團體」的非政府組織諮

詢地位，且被視為是港埠產業的唯一國際性組織： 

1、 聯 合 國 經 濟 及 社 會 理 事 會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ECOSOC) 

2、 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 

3、 聯 合 國 貿 易 暨 發 展 會 議 (U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 

4、 聯合國環境計畫署(UN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 

5、 國際勞工辦公室(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ILO) 

6、 世界海關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WCO) 

(二)活動 

每年舉辦全球港埠會議(IAPH World Ports Conference)。112 年會議於 112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首都阿布達比舉辦。113 年則將訂於 10 月於

德國漢堡舉辦，114 年規劃於日本神戶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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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船舶指數(Environmental Shipping Index, ESI) 

IAPH 船舶環境指數(ESI)係 IPAH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提出，為航運產業提供船舶

環境足跡的監測數據，以便港口可獎勵在污染排放有明顯改善的入港船舶。該指數目

前為 IAPH 極力推展的航運產業標準工具，目前約有 6,577 艘船舶及 61 個港口註冊。 

(四)本次拜會雙方交流情形紀要 

本次於 112 年 12 月 21 日由航港局饒主任秘書智平率員拜會 IAPH 東京總部，IAPH

總部由秘書長 Dr. Masahiko Furuichi 率副部長 Hiromichi Manaka、副部長 Takeshi Suzuki

及秘書 Fumiko Yamaji 接待，秘書長 Dr. Furuichi 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擔任 IAPH 秘書

長職務迄今，負責統籌和指導 IAPH 的運作；代表 IAPH 參與國際事務。 

饒主任秘書首先介紹航港局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均屬交通部一員，航港局

(MPB) 於 101 年 3 月 1 日成立，係因應國際趨勢及提升競爭力，交通部為落實政企分

離原則，港口經營與管理由 4 個港務局合併而成的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

務公司)，航港局則主管航政、港政以及航安的監理工作。目前港務公司 4 個國際商港

均為 IAPH 為會員，110 年高雄港在 IAPH 舉辦的「世界港口永續計畫（World Port 

Sustainability Program, WPSP）」，更榮獲韌性基礎設施（Resilient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分類優勝港口。本次拜訪 IAPH 瞭解該協會推動船舶環境指數（ESI）的內容及各國配

合作法，及對各國減碳措施進行交流等。 

秘書長 Furuichi 從會議室牆上的照片開始介紹 IAPH 歷史，及介紹 IAPH 新任主席

德國漢堡港務局執行長 Mr.Jens Meier，Mr.Jens Meier 被選為 IAPH 未來兩年的主席，

接替馬來西亞巴生港務局總經理 K. Subranamiam 上尉。Mr.Jens Meier 在港口、物流、

IT 和金融領域擁有超過 25 年的經驗，自 2008 年以來擔任德國漢堡港務局(HPA)執行

長。秘書長也分享 2023 年 7 月 4 日名古屋港口遭駭客入侵，主管貨櫃上下貨及港口運

作的系統無法作業，迫使港口中止貨櫃集散處理，當時港口整整停止運作 3 天。名古

屋港的貿易量約佔日本總貿易量的 10%，共有 21 個碼頭和 290 個船舶位，每年處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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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200 萬個貨櫃和 1.65 億噸貨物。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商之一豐田汽車公司也利用名

古屋港出口大部分汽車，名古屋港日前成為勒索軟體攻擊目標，可見網路安全的重要

性。 

秘書長分享 IAPH 希望透過會員的聲音，推動形成航運業中港對港、安全、保安、

航行與航行等的創新政策。例如 2013 年，由於錯誤或不正確申報貨櫃重量是船舶航行、

公路運輸和碼頭裝卸過程中發生事故的主因之一，IAPH 當時就倡議強制要求在出口地

進行貨櫃重量驗證，而後 IMO 也決定修訂貨櫃總重驗證(VGM)的 SOLAS 公約規定。 

本訪問團觀察到像 World Bank、IMO、UNCTAD 等世界重量級海運機構對 IAPH

大會均踴躍出席，詢問 IAPH 每年舉辦 World Ports Conference 如此盛大的活動，事前

的準備工作及講座資格與條件。IAPH 表示 IAPH 有許多倡議，其中世界港口永續發展

計劃有 200 多個項目由 IAPH 成員及其來自全球港口界的合作夥伴在彈性基礎設施、

氣候和能源、安全和安保、社區外展和治理等領域註冊，因此藉由不同倡議的合作夥

伴，因此 IAPH 一般都邀請會員或者相關倡議的合作夥伴擔任講座。 

112 年 IAPH 參訪臺灣港口時，曾拜會基隆、臺中及高雄等港口，航港局詢問其對

相關港埠設施或離岸風電等產業的建議建議。IAPH 表示每年都會跟臺灣港務公司開會，

就會務或其他建言進行意見交流，112 年參訪臺中離岸風電設施和高雄港碼頭，對於港

口高效率的作業方式，印象十分深刻。 

112 年 6 月 IAPH 拜訪航港局時，曾介紹 ESI 指數，航港局請問 ESI 的得分係由哪

個單位負責訂定，而推展方面，亞洲除日本外是否有其他港口加入。IAPH 表示 ESI 的

分數的制定係由 IAPH 下一個委員會負責，其負責評分公式制定及每艘加入 ESI 計畫

的船舶其分數評分等。亞太地區，到目前為止，僅日本的 4 個港口、韓國、澳大利亞和

紐西蘭各 1 個港口參與，依據 IAPH 的觀察，每個國家就港口的管理方式各有差異，例

如印尼為了管理港口成立了 4 個 pelindo，類似臺灣港務公司的作法。目前 ESI 在各國

推動，確實因為各國不同組織架構及管理方式性質而成效有所差異。但是為了海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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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IAPH 仍然會堅持本倡議而繼續努力。IAPH 前與臺灣港務公司積極洽談後，臺灣

港務公司表示願意嘗試於 2024 年加入 ESI 的港口優惠激勵計畫，IAPH 認為如果臺灣

的港口加入的話，將可有效帶動亞洲其他地區的港口也加入的比較誘因。 

交通部代表詢問 IAPH 觀察目前世界各國減碳措施中，是否有成效較好的政策，提

供其他國家參考，以共同達成 2050 淨零碳排的目標。IAPH 表示這是一個不容易的問

題，因為牽涉許多層面的議題，包含即使我們要求所有港口都設置岸電設施，也不代表

所有岸電的電力來源都是綠電，因此 IAPH 努力推動 ESI，透過港口單位的優惠獎勵措

施，鼓勵船舶減少碳排。 

航港局詢問針對目前各國推動的綠色航運走廊的想法或建議及協助港口建立綠色

航運走廊規劃。IAPH 表示其對會員間合作均樂觀其成，若會員間想彼此構建綠色航

運走廊，也會儘力促成，如新加坡和日本政府在 2023 年 12 月 16 日簽署了一項合作

備忘錄（MoC），建立兩國首座「綠色及數位航運走廊」（Green and Digital Shipping 

Corridor, GDSC），旨在開發協助海事產業脫碳、數位化和成長的最佳實例。依此計

畫，新加坡海事及港務管理局將與日本關東的東京港、橫濱港、川崎港和關西地區的

大阪港、神戶港，以及中部地區的名古屋港合作。  

 

圖 2 拜訪 IAPH 會議議題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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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航港局與 IAPH 雙方互贈紀念品 

 

圖 4 雙方於 IAPH 東京總部辦公室合影留念 

二、 訪問 US COAST GUARD(USCG)遠東行動中心 

(一)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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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岸巡防隊(USCG) 是美國八個聯邦制服部隊之一，專責處理各類海事執法

事宜及執行聯邦管制規定。和平時期部隊受國土安全部管轄，如有需要美國總統可下

令部隊移交美國海軍部指揮，國會亦有權在戰時下達相同命令。 

美國海岸巡防隊基本職責有三，為海事安全、海事保安及管理海務事宜。並可細分

為 11 個法定任務，包含搜救(Search and Rescue)、海域執法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船舶檢查 (Foreign and Domestic Vessel Inspections)、漁船、拖船及合約船舶試驗 (Fishing, 

Towing, Charter and Attraction Vessel Exams)、海事調查 (Marine Casualty Investigations) 、

港口安全 (Port Safety and Security)、國土防衛/軍事預備 (Homeland Defense/ Military 

Readiness)、水道管理 (Waterways Management)、水岸設施檢驗 (Waterfront Facility 

Inspections)、海洋環境保護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及航行輔助設施 (Aids to 

Navigation）。 

美國海岸巡防隊在美國境外有 3 個主要的指揮部，分別位於日本橫田空軍基地的

美國海岸巡防隊遠東行動中心、位於荷蘭的歐洲行動中心，及位於巴林的西南亞巡邏

部隊。遠東行動中心透過指揮部署在韓國的港口安全單位，協助美國駐韓海軍部隊。檢

查美國的海外船舶及太平洋運營的外國船舶。提供海上安全，保安，培訓和國際援助。 

(二)國際港口保安(IPS)計畫 

為了實現有效的國際海事安全，之前國際海事組織(IMO)制定了國際船舶與港口設

施保全(ISPS)章程，作為國際公認的海事安全措施藍圖。ISPS 章程作為一個穩固的基

礎，各國在此基礎上建立自己的國內海事安全系統。 

美國海岸防衛隊(USCG)建立了國際港口保安(IPS)計畫，以加強實施 ISPS 章程，

作為美國海事運輸安全法(MTSA)的一部分。IPS 計畫透過雙邊討論和評估 ISPS 章程的

實施及在外國港口的其他反恐安全措施，降低對美國港口和船舶以及整個海事運輸系

統的風險。 

IPS 計畫致力於協助各國實施 ISPS 章程，並與海事貿易夥伴進行安全對話，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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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海事營運能力以及全球海事治理。透過交換港口保安相關資訊和分享最佳實務，可

以更好地保護海事運輸系統。經美國海岸防衛隊認定具有足夠安全措施，從外國港口

抵達美國的船舶，較不會成為港口國管制(PSC)行動的目標。 

美國邀請有船舶航向美國港口之國家參加互惠訪問，以觀察美國海岸防衛隊

(USCG)的 ISPS 章程實施程序和港口安全的其他方面。訪問期間有機會參觀實地單位

和港口設施，觀察港口設施保安計畫的實施，也可能與美國海岸防衛隊總部的工作人

員會面，討論法規和政策制定過程、安全評估以及計畫審查和批准過程。自 2005 年以

來，已有超過 110 個國家訪問美國與港口官員分享寶貴的見解，並帶回港口安全的新

視角。參加 IPS 計畫之訪問請求，應透過美國海岸防衛隊 IPS 聯絡官或透過美國駐當

地大使館提出。 

IPS 計畫已經訪問世界上所有沿海國家，並與超過 145 個國家建立強大的夥伴關

係。至少每年訪問一次其他國家，以維護合作關係，並進一步實現共同目標，建立安全

的海事運輸系統。IPS 計畫致力支持改善其港口安全的國家，以工作坊和研討會的形式

進行能力建設和技術援助。美國海岸防衛隊的國際事務辦公室提供各種與港口安全和

安全相關的課程。IPS 計畫還與國際海事組織(IMO)、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美洲

國家組織(OAS)以及其他多邊機構合作，為這些組織的港口安全培訓提供專家。 

作為美國的港口國主管機關，美國海岸防衛隊有責任保護美國港口。那些無法或

不維護有效反恐措施的外國國家會被列入公開的港口安全建議中，並在 IPS 計畫網站

上公布。美國海岸防衛隊可以針對從不符合 IMO 標準(特別是 ISPS Code)的外國港口駛

往美國的船舶要求額外的入境條件。這些入境條件可能導致船舶在美國港口的額外成

本、因安全要求而導致的過境時間延遲；由於安全、保險和其他預防措施的成本增加，

導致該外國港口的交通量減少，及與船舶過境或營運有關的額外要求。 

(三)本次拜會雙方交流情形紀要 

本次於 112 年 12 月 22 日由航港局饒主任秘書智平率員於陽明海運東京分公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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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室拜會 US COAST GUARD(USCG)遠東行動中心，USCG 由 IPS Liaison Officer Adam 

Lee Mullins、Malatone A. Bouasym 及美國駐日本大使館武官 Jack E. McKECHNIE 與會。 

饒主任秘書首先說明本次拜會，主要討論 113 年美方訪問我國港口的規劃，與 112

年 10 月提供航港局的 2 份問卷內容及後續會如何運用，另有關 IPS 計畫，倘我國規劃

訪問美國，是否有推薦訪問的港口或地點等，以提供我們盡早安排相關事宜 

USCG Adam Lee Mullins 表示 USCG 拜會過許多國家的港口管理或營運單位，本

次係首次有單位回訪。因其於遠東行動中心之任期僅至 113 年暑假，因此後續如有規

劃參與 IPS 計畫訪問 USCG 美國總部，相關聯絡事宜請航港局可再與 Malatone 聯繫。 

USCG 於 112 年 10 月提供航港局參考的 2 份問卷內容均提到網路安全(cyber 

security awareness)，並建議各國可參考並於擬訂港口設施保全評估計畫時納入相關程

序，惟查 ISPS CODE 中針對網路安全部分尚無過多著墨，且有關資安部分，目前我國

數位發展部訂有資通安全法等規範，因此航港局請問 USCG 關於 2 份問卷，希望我國

如何回應，或有特別須關注的港區資安議題提供航港局進一步評估討論。Adam 表示，

其原職為飛行員，無法回應航港局所提網路安全的議題，Malatone 表示，網路威脅行

為最常見的方式是破解密碼。任何密碼都在 72 個字元間，即使有大寫小寫的符號，它

也可以被破解，一旦駭客通過密碼且沒有 2 級安全性(例如多因素身份) 驗證，將面臨

風險。第三是防火牆使用，駭客可以租用設備，讓他們更容易這樣做，所以建議每 30

天、60 天更改 1 次密碼，或者保持重要數據的備份，以減少資安風險。 

有關「港口安全績效調查：港口設施(Port Security Performance Survey：Port Facility)」

問卷中提到評比部分，請問 USCG 評分標準級距之情況，亞洲其他國家目前的辦理情

況是否可分享，及我國非國際海事組織(IMO)會員國，問卷中有關 IMO 之全球綜合航

運資訊系統(GISIS)之相關填列項目，我國尚無法填列。Adam 表示目前尚無他國辦理經

驗可分享，另外美方充分了解我國國際情況及立場，對此不會要求填列。 

考量因應 113 年度剛好適逢我國港口設施符合聲明書 5 年換發作業，預計 1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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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底前完成相關計畫調整擬定、現場查核及換發證書等，建議 USCG 於 113 年的訪

問行程可否安排於 6 月之後來訪。Adam 表示美方原要求需於 113 年 2 月底前完成拜訪

我國相關港口，如因 113 年適逢我國港口設施符合聲明書 5 年換發作業，了解我國之

情形，可能須改期，後續其另行規劃於 6 月份之後來訪。 

USCG 於 112 年 10 月份與航港局分享 IPS 計畫，如我國規劃參與 IPS 計畫訪問

USCG 美國總部，但因需進行經費估算及安排訪問行程等內容，是否有建議參訪之港

口或地點。Adam 表示因美方進行相關 ISPS 計畫訪查前，通常需由總部致函邀請並徵

求同意，相關人員屆時亦須接受訪談，爰建議航港局先提供美方致函之人員姓名，其可

配合安排參訪準備作業。至港口參訪建議，能否參觀須視當地繁忙或業務許可而定，若

擬參訪之港口有其他行程，不便接受參訪，USCG 將視情況提供其他港口參訪行程建

議。若有擬了解之議題亦可於出發前向 USCG 提出，USCG 將盤點處理該議題經驗之

港口提供參訪單位安排行程。若有規劃赴美參訪，請航港局需透過駐美代表處提出申

請並提供 6 位訪問美國 USCG 之人員名單。 

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全章程（ISPS Code）原係因應美國 911 事件之加強海事保

全措施，惟近年來國際情勢不斷變動，並出現各種新興威脅與課題，請問 USCG 在 ISPS 

Code 實施近 20 年後，針對港口設施保全或保安觀察到的新興風險和挑戰。Adam 表示，

確實在 ISPS Code 實施將近 20 年來，觀察到除了國際情勢的變動外，網際網路的興起

也帶動了非常大的變化，尤其是近年來網路駭客的威脅以及虛假訊息的傳播，經常會

讓港口單位造成莫大的威脅，因此 USCG 也持續努力以 ISPS Code 為基礎，盡可能加

強港口的安全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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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拜會 USCG 雙方就議題交流討論 

 

圖 6 航港局與 USCG 雙方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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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航港局與 USCG 雙方合影留念 

三、 拜訪陽明海運日本分公司 

航港局於 113 年 12 月 22 日拜會陽明海運日本分公司由陽明海運日本分公司蔡泰

奇社長率同仁接待，並就該分公司在日本的營運狀況、職場與臺灣之異同及未來發展

等面向進行口頭說明。雙方亦就日本航港周邊產業之發展進行意見交換，摘述如下： 

(一) 多以季為費率計價期程：日本多以一季為簽約期程，優點是當市場整體景氣不

佳，費率大跌時，日本海運市場仍可維持較佳的費率，然若市場蓬勃發展，費率

大漲時，日本海運市場將落後國際市場反應費率。 

(二) 客戶仍以華人市場佔比高：以台灣海運公司在日本的客戶計算，因同文同種，溝

通上較為方便等原因，仍以華人客戶居多，且不易打入傳統日本公司。 

(三) 日本營業成本高：大部分海運公司在日本多以代理行為主，少數如台灣海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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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設營業據點，主因為營業成本高，且日本職場非常重視勞工權益，例如員工至

公司上班的通勤交通費用係公司全額支付，公司每年須給付每一個日本員工16

個月薪水（年中加發2個月、年終獎金2個月），每年春鬪時資方需與勞方協商該

年度薪資調薪幅度，辦公室或環境需重視每一個員工的感受，否則很容易構成職

場霸凌或性騷擾案件，如燈光、公司專屬心理醫師或輔導員、主管不可過問員工

個人私事、同事間不可以外表作為話題(稱讚剪頭髮很好看）等。 

(四) 陽明一條鞭提供客戶物流服務：陽明海運在日本代理子公司好好物流公司，擔任

貨代的業務，成立萬和物流公司，以貨代+船代+海運方式一條鞭方式提供客戶

DOOR TO DOOR(戶到戶)之物流服務。 

 

                  圖 8 與陽明海運日本分公司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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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航港局與陽明海運日本分公司雙方互贈紀念品 

 

圖 10 航港局與陽明海運雙方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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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考察淺草水上巴士碼頭 

     東京淺草水上巴士碼頭位於淺草站附近，提供隅田川的水上巴士上下遊客的停泊

處，提供各種觀光遊船，其中包括從淺草到台場海濱公園，以及前往濱離宮的熱門行

程。因航港局刻正推動交通船碼頭業務，考察其相關軟、硬體設施將有助於航港局推展

規劃工作，提升我國交通船碼頭服務水準，特色摘述如下： 

(一) 設置自動售票機，提供旅客服務：以自動售票機販售相關船票（如圖13），且自

動售票機多語界面，以提供各國遊客輕易完成購票，減少外國人與日本本地員工

之間語言隔閡，提高外國旅客搭船的可行性。 

(二) 室內候船空間簡易裝潢及指引：售票處僅提供簡潔的各航線圖示、時刻表及費用

(如圖12)，讓旅客一目瞭然，；且候船處僅簡易設置幾張座椅及大面落地窗(如圖

14)，提供旅客候船時欣賞水岸風光及對岸景色。 

(三) 提供風雨走廊及水岸廊道，方便旅客上下船：旅客可經由岸邊風雨走廊上下船，

減少風吹日曬或雨淋的可能性，提高服務品質（如圖12）。 

     

圖 11 淺草水上巴士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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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水上巴士碼頭航線時刻表及收費 

 

圖 13 碼頭內自動售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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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碼頭內 2 樓候客空間 

肆、 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我國因政治因素參與國際組織之難度高，且外交空間拓展不易，以實務議題方式

與國際組織或其他國家之行政機關建立有效的聯絡管道或交流，且海運業務與

國際社會密切相關，建立業務面的之直接溝通管道，針對議題共同切磋與交流意

見，將有助於我國拓展國際空間及能見度，強化與國際社會互動與接軌。 

(二) 日本港口並非國際排名的大港，且日本亦非傳統海運大國，然而國際港埠協會的

總部卻設在東京，相關從業人員多為日本同仁，除日本本身為發起國外，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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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多為海運產業內資深之人員轉任，可確實掌握國際趨勢及整體海運市場的

法規、軟硬體及人才等議題，並有效解決會員的問題，因此始可獲得國際上港埠

營運管理單位之信任，成為國際上唯一的港埠聯盟。 

(三) 因應科技進步，相關防範可能犯罪行為的思維必須落實到行政機關中，以ISPS 

Code為例，係20多年前為防止911事件再度發生而訂定的國際規範，而經過20年

犯罪行為日新月異，資安防範工作已為各行業重視的重要議題，因此港口設施保

全業務中，依照美方的做法加入各類資安防範應是ISPS Code公約未來趨勢。 

二、建議 

(一) IAPH每年舉辦全球港埠會議(IAPH World Ports Conference)，吸引全球168個港埠

營運或管理單位參加，派員參加該會議可與其他國家的港埠營運或管理單位建

立溝通管道，並可就關心議題切磋及交換意見，將有助於強化與國際海運市場互

動，後續建議應可每年派員參加IAPH年會。 

(二) 近幾年美方派員至我國視察ISPS CODE中關於港口設施保全業務的執行情形，

均給予我國高度之評價，參加美方IPS計畫除可組團派員至美方觀摩美方執行

ISPS CODE在船舶保全及港口設施保全等的做法，將有助於我國精進相關作為

外，航港局亦可與USCG美國總部建立溝通管道，近一步強化台美關係，因此建

議應可評估邀集相關ISPS CODE權管機關單位組團參加美方IPS計畫至美國

USCG美國總部參訪、觀摩及交換意見。 

(三) 淺草水上巴士碼頭之相關軟硬體設施，包含多語介面之自動售票機、候船空間規

劃及風雨走廊之廊道均可作為我國交通船碼頭參考，後續航港局將於審查各地

方政府所提交通船碼頭建設計畫時，據以提供各地方政府參考，以提升交通船碼

頭之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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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件_相關拜會人員名片 

一、IAPH 

 

二、US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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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陽明海運日本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