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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World Cargo Symposium(WCS)為 IATA 定期舉辦之全球性貨運年會，以國際空

運物流發展為主題，邀請世界各航空產業先進討論分享航空貨運趨勢觀點及經驗。

今年以數位化、永續性及保安等架構，對活體動物運送、航空貨運盤櫃及貨運營運

等主題進行會議討論。 

    開幕式特別討論去年(2023 年)疫情後亞洲各國航班的恢復程度及物流與電子

商務的互動變化，可見疫情對空運界的影響仍在，亦或許造成生態的改變。其次，

海空運價格的互動關係顯示出海運準時率提升但空運費率居高不下的現象，這使

得貨運商在選擇運輸方式時並非只考慮價格因素。在永續議題方面，特別關注了

永續航空燃油(SAF)的發展挑戰，認為現階段主要問題在於資金投入不足，而電子

商務的發展則為女性參與市場提供了新契機。此外，ICAO 第 18 號附約規定了航

空器運輸危險物品的標準所引起的一些討論，會中建議各會員國明確營運者的責

任，並加強國內危險品運輸的監管。並且討論了防火櫃及防火罩在航空安全中的

作用，以及航空盤櫃維修的法規與建議。最後因近年來 AI 的蓬勃發展，藉由 ONE 

Record 及 AI 的結合，可以預見未來對空運界產業的升級會有不小的助益。 

    會後，藉由香港貨運設施的參訪及國際企業夥伴的交流，擴展我方對於未來

機場貨運園區開發營運的想法及期待，並且藉由交流活動鞏固桃園機場的國際夥

伴，增加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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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目的 

    World Cargo Symposium (WCS) 為 IATA 定期舉辦之全球性貨運年會，以國際

空運物流發展為主題，邀請世界各航空產業先進討論分享航空貨運趨勢觀點及經

驗。WCS 的宗旨是推動航空貨運業務流程標準化及建立規範，促進全球航空貨運

業的效率、安全和發展性。具體來說，它的目標包括： 

1. 提高產業效率和降低成本：通過統一的標準流程和操作規範，有助於

減少冗餘、提高效率，從而降低航空貨運的運營成本。 

2. 增強安全性：包括了安全管理和風險控制的要求，以確保貨物在運輸

過程中的安全性，並遵循國際航空安全標準。 

3. 提高服務品質：通過規範化作業流程，有助於提高貨物處理和交付的

準確性和可靠性，從而提高客戶滿意度和服務品質。 

4. 促進資訊共用和互通性：推動航空貨運產業間各個環節的資訊共用和

合作，促進各方之間的互通性，從而提高整個供應鏈的效率和協調性。 

5. 支持產業發展和創新：提供統一的標準和框架，為創新和發展提供方

向，促進行業的持續改進和增長。 

  今年 WCS 以數位化、永續性及保安等架構，對活體動物運送、航空貨運盤櫃

及貨運營運等主題進行會議討論。會議討論涉及空運物流業數位轉型，包含技術

應用、氣候挑戰下的營運、風險管理與法規遵從的整合並引領產業向前發展。此

外，本次活動會議規劃了電子商務、貨運承運商、貨運站及研究機構為主的多邊交

流會，可了解跨境電商的最新發展動態。總結來說，World Cargo Symposium 的目

的是推動建立一個統一的標準化框架，以推動航空貨運行業的發展，提高其競爭

力和可持續性。綜合上述議題與本單位規劃未來新貨運園區及自由貿易港區開發

業務極為相關，能提供現階段工程規劃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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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 WCS 論壇主會議時間從 113 年 3 月 12 日(週二)開始至 113 年 3 月 14

日(週四)止。另外 113 年 3 月 11 日(週一)及 113 年 3 月 15 日及 16 日有大小不等

的閉門會議或小組討論。官方行程表如下列所示： 

表 1 官方行程表 

  

    本團隊今年度參加主會議活動為主，未將閉門會議及小組討論納入行程內，

故此行出發日期為 113 年 3 月 11 日(週一)，參與 3 月 12 日至 14 日上午的演講座

談活動，接著於 14 日下午參加香港機管局主辦之機場貨運設施參訪後，於 113 年

3 月 14 日(週四)返台，其行程如下所示： 

表 2 參訪行程表 

時間 行程 備註 

113 年 3 月 11 日 
長榮航空 BR869 

(12:40-14:25) 
去程 

113 年 3 月 12 日 
World Cargo Symposium 

主題活動 

開幕式及主題簡報 

113 年 3 月 13 日 主題簡報及座談會 

113 年 3 月 14 日 

閉幕式及貨運設施參觀 

長榮航空 BR856 

(17:10-19:00)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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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過程 

    今年論壇主題眾多，除了永續、保安及數位化等三個架構之延伸活體動物運

送、航空貨運盤櫃及貨運營運等相關主題外，亦討論常規的年客貨運量、近年活躍

的跨境電商及 AI 智能等應用。後續將本次三天的論壇簡報歸納成以下數個主題並

簡要分享重點，其內容下： 

 

圖 1 本年度論壇主視覺 

一. 空運趨勢 

1. 亞洲空運現況 

  依 IATA sustainability and economics SVP-Marie Owens Thomsen 所言，統計

過去 2019 年至 2023 年資料，中亞的客運量航班數及旅客數大幅增長正帶動著

亞洲復甦。由下圖可知，縱軸的旅客座位數及橫軸的旅客數，中亞各國多已超越

疫情前(2019 年)的水準，其中塔吉克的旅客座位數及橫軸的旅客數幾乎增加了

兩倍。而東北亞各國旅客運量也恢復至 90%左右，特別的是中國部分，雖然國

內線市場已達到 2019 年的 110%左右，但國際線市場僅復甦約 30%。而南亞國

家則表現狀況不一，估計與中國的連結程度有關。最後是東南亞部分，表現大多

尚未恢復至 2019 年的水準。總結以上趨勢亞洲各區復甦狀況不一，但憑藉著中

國過去的國際航班盛況，可期待今年由中國國際線航班補足剩餘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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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亞洲航班復甦情況 

2. 海空運價之互動 

  Xeneta 的 Niall Van DE Wouw 歸納了海運準點率及空運費率資訊並於簡報

中指出，雖然在疫情期間，由於海上運輸公司缺乏準時可靠的時間表，貨運商紛

紛湧向空運。但從下圖的海運準點率及空運費率之比較可知，就算部分時段之

海運準點率已提升，但空運費率仍居高不下，因此可知貨運商在決定使用海運

或空運時，價格並不是主要因素。另外歐洲委員會今年結束了海運聯盟反壟斷

豁免權（CBER），這可能導致一些市場的供應動盪，進而影響到 2024 年的空運

需求，因此就算疫情過後兩年，海空運的貨量互動仍有很大的變化存在。(按: 

CBER 全名為 Consortia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允許不同航商建立聯盟，

共同營運一些航線、共享艙位，以降低營運成本。而歐盟宣布於 2024 年 04 月

25 日中止此項反壟斷豁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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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海運準點率及空運費率比較 

3. 跨境電商空運量成長 

  McKinsey & Company 的 Ludwig Hausmann 在論壇上分享，跨境電子商務空運

的比例佔全球空運量的比例在過去五年中成長至 10%，預計到 2027 年將在 20-

25%之間，最後預期會穩定佔總空運量的 3 成左右，如下圖。電子商務在疫情初

期增長迅速，但也由於疫情導致的運量吃緊，在 2022 年又出現了下降，而現在

又再次恢復。 

 
圖 4 跨境電商的成長率及空運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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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跨境電商出口來源主要是中國，亞洲內部佔據了跨境電商空貨運量

的 18%，而亞洲往歐洲及北美又份別都佔了 19%，整體來說亞洲本身跨境電商

就 56%，如下圖，顯見中國製造業、跨境電商及空運物流的息息相關。 

 

圖 5 跨境電商在洲際間空運狀況 

二. 永續議題  

1. 永續航空燃油的進展 (SAF) 

   Marie Owens Thomsen 在談論 SAF 議題時重點指出 2050 年的目標年永續

航空燃油(SAF)需 5 億噸，而 2023 年全球僅生產 50 萬噸(0.1%)。論壇中一致認

為， SAF 的生產是實現淨零碳航空的關鍵因素之一。然而，目前的 SAF 生產量

遠遠不足以滿足行業的需求，這主要是由於資金投入不足所致，如下圖。 

 

圖 6 油氣產業投資環保燃料的資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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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航空公司和政府已經提出了加大對 SAF 生產的投資的呼籲，而且也有

高比例的航空公司及機場加入投資參與的行列，但石油和天然氣產業的生產卻

投入保守，這導致了 SAF 生產的停滯不前，使得實現淨零碳航空目標變得異常

困難。SAF 的生產不足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挑戰，更是一個經濟難題。SAF 的成

本遠高於傳統的航空燃料，這也使得投資者對其持懷疑態度。除了資金投入不

足外，SAF 生產還面臨著技術和供應鏈方面的挑戰。綜上所述，實現淨零排碳

的目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特別是需要加大對 SAF 生產的投資和支持，以解決

當前 SAF 生產不足的問題，推動航空貨運業向更加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圖 7 航空貨運利害關係人投入 SAF 的狀況 

  在永續環保等議題中除了 SAF 外，客貨機機齡也是影響的重點之一。目前

發動機的燃油效率及煉油的技術提升，比起以往可以有效地降低 CO2 的產生。

但根據統計如下圖所示，全球客運飛機平均壽命為 13 年，貨運飛機則為 25 年，

另外貨運機隊數約為全球機隊數的 12.5%，而其中約有 66%是由舊客運飛機改

裝而來。由於貨運飛機使用的壽命更長，但機隊更新速度較慢，且老舊飛機排放

的 CO2 較多，導致減碳效率受阻。縱使如此，因貨機佔全球機隊比例較低，SAF

使用的情況仍仰賴全球各航空公司及機場的努力，才能有明顯的成果。 

 
圖 8 客貨運機隊機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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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上述討論，比起石化燃料然 SAF 成本更高，現今 SAF 的問題是經濟問

題而非技術問題，因此 SAF 在環境永續議題上是有幫助的但是效益卻無法提升。

縱使會上專家估計投資 SAF 的 IRR 可以超過 30%，但是礙於政策的不確定性及

市場態度，SAF 的使用上近期觀察仍是保守。 

2. 電子商務推動女性參與的提升 

  女性勞動力在產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以非洲肯亞來說，國內生產的花卉

藉由空運送往歐洲市場，而此花卉產值佔肯亞國家經濟 1.6%並且在國內提供了

將近 9 萬的工作機會，其中當地花卉的勞動力以女性為主，她們參與種植、收

穫、包裝和銷售過程，為該行業的繁榮貢獻巨大。 

 

圖 9 肯亞花卉產業以女性勞動力為主 

    以上述為例，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及空運航點的擴展，對於內陸發展

中國家(LLDCs)的女性及微中小企業(MSMEs)而言，參與市場的機會也在增加。

根據國際貿易中心(ITC)的數據，全球電子商務的擴張為 LLDCs 的女性創業者

提供了新的契機。這些地區的女性可以透過網路平台輕鬆建立自己的品牌，從

事跨境貿易，並將其產品和服務推向國際市場。這不僅提高了她們的收入，還增

強了她們在家庭和社區中的地位。電子商務的崛起為 LLDCs 的女性勞動參與帶

來了寶貴的機遇，同時也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以 ITC 的數

據顯示，80%專門從事電子商務的企業是中小微型企業，這顯示了電子商務對於

女性創業者的友好性。相較於傳統的線下貿易，透過電子商務進行貿易的女性

企業數量更是其兩倍，這表明了電子商務為女性開拓市場、實現商業目標提供

了更廣闊的舞台。以烏茲別克為例，微中小企業透過 NOVIC 一年銷售超過 10

萬美金營業額的業主中，有 40%為女性。NOVIC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upporting Women in Development)，在烏茲別克是一個致力於支持婦女參與經濟

發展的國家組織。旨在通過提供培訓、資源和支持，鼓勵和促進婦女參與企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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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事務。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非洲，四分之三的電子商務公司由女性擁

有，這進一步顯示了電子商務對於促進女性就業和經濟獨立的重要性。整體來

說，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為女性創業者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同時也為促進

性別平等、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圖 10 電子商務推動女性勞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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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氣候變遷的衝擊 

  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的加劇，產生了極端的氣溫變化、颱風的增強、暴雨時雨

量的增高等，但其中海平面上升已經成為機場最日益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根

據國際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最新報告，海平面上升速度加快，對

沿海城市和基礎設施帶來嚴重威脅，其中包括機場。然而，隨著海平面上升，許

多機場開始面臨淹水風險。例如，IPCC 的報告指出，由於冰川融化、強降雨或

是潮汐的變化等加成結果已經對低窪區域造成淹水問題。這不僅對機場運營造

成了困擾，還可能影響航班的正常運行，進而對全球航空業產生重大影響。 

 
圖 11 香港機管局的氣候變遷應變計畫 

  香港機場位於海岸邊，香港機管局在面對淹水這一挑戰，他們需要採取有

效措施應對海平面上升和淹水風險。首先，他們收集資料辨識不同災害、短中長

期的情境，並對此災害情境對於機場的影響進行評估及分析。最重要的是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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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災害狀況建立應變計畫，無論是硬體面的工程建設或是軟體面的操作規則或

政策修正等，並且每五年依據最新的公布數據去做策略更新。以香港目前面臨

最迫切的問題，是極端的氣候事件-颱風所帶來的強降雨而導致機場內部淹水的

災情，目前可見最實質的效果就是加強機場內排水設施以及機場濱海外的海堤

興建，以應變氣候變遷的衝擊。 

 
圖 12 各推估模型預測 2100 年的海平面上升高度 

三. 保安議題  

1. ICAO 第 18 號附約 

  國際民航組織(ICAO)第 18 號附約為航空器載運危險物品規範，即危險物品

裝載於航空器及裝載前的準備作業，必須被相關主管機關、託運人、營運者加以

檢視及監督，然而，在整體供應鏈的環節中，空運危險物品運送安全通常被前述

角色之其他關連單位所忽視。因此，小組會議就此部分進行探究，並且點出航空

貨運承攬業者及貨物處理代理人在危險運送安全環節中應該進行法規修正的盲

點。 

  擔任與談人之比利時民航局官員在會議中介紹 ICAO第 18號附約已針對航

空器載運危險物品進行規範，特別強調第 18 號附約第五章供應鏈安全及第六章

營運者責任兩部分，主要是貨物在整個供應鏈體系及運輸環節過程中，航空運

輸只是其中一部分，在每個供應鏈環節中，包括託運人，起運地之運輸公司、貨

運站、地勤業者、承攬業者，航空公司(運送人)，目的地之地勤業者、貨運站、

運輸公司，乃至於貨主(收貨人)，都負有貨物運送安全的責任。觀念上不能將貨

物航空運輸安全的工作只交由機場相關之業者處理，近年來不斷發生鋰電池危

險品在航空運送途中發生自燃事件就是最好例子，託運人未主動告知機場貨運

站及航空公司，安檢單位未能檢測出貨物裝載危險品及採取相對應的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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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航空器在運送過程發生危害事件，造成貨物、財產損失或是人員傷害。因

此，提出以下建議， 

1. 在第6號附約中各會員國應了解及明確界定營運者對於危險物品運輸責任及

其在航空運輸安全管理架構。 

2. 各會員國應對其國內危險品運輸的責任明確化。 

3. 在第 19 號附約特別針對危險物品運輸安全發展出國際標準與建議措施

(SARPs)。 

 

2. 防火罩(FCC)及防火櫃(FRC)之應用 

  防火櫃(FRC)及防火罩(FCC)都是提供確保航空貨運安全的多層保護方式，其

中鋰電池防火測試都是防火櫃及防火罩必要項目，因此，防火櫃及防火罩能提

供鋰電池火災的最低保護標準有必要加以確認。小組會議特別討論應用防火罩

及防火櫃於航空安全評估及降低風險策略。

 
圖 13 航空貨物運送過程發生鋰電池火災的原因 

  卡達航空危險品主管分享應用防火罩(FCC)及防火櫃(FRC)於航空安全評估

及降低風險策略，航空貨物運送過程發生鋰電池火災的原因包括:1.鋰電池貨物

未正確包裝；2.危險物品未申報或禁止運送；3.鋰電品有瑕疵，當發生鋰電池火

災時，過去案例一般航空櫃貨物約在 17分至 27分鐘內燒毀。若採用防火罩(FCC)

及防火櫃(FRC)就能將潛在發生鋰電池失火的風險降至最低，卡達航空擁有超過

13,000 個防火櫃使用於客機及貨機運送，其防火櫃可將貨物失火控制 6 小時而

不影響機體安全。然而，鋰電池貨物是否有效裝載於防火櫃或採用防火罩防護，

先決要件是託運人必須在貨運站接收貨物、裝載於航空器之前，向貨運站業者

及航空公司主動申報，貨運站業者才能採取適當防護。在航空運輸過程發生鋰

電池自燃事件或火災，實際情況常是託運人未主動申報所致。因此，卡達航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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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建議業者應採取各種主被動措施檢查託運人貨物是否有鋰電池危險品，例

如隔熱袋(客艙內) 、防火罩(FCC) 、防火櫃(FRC) 、防火袋(散貨艙) 、鋰電池

偵查犬、X 光機查驗、應用新科技(如機器偵查犬) 、促進產業改善之鼓勵措施

等如下圖所示。 

 

圖 14 採用防火櫃(FRC)可控制火勢在 6 小時內不造成危害 

 

圖 15 建議採用各種主被動方法檢測鋰電池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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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航空盤櫃(ULD)維修之法規及產業建議 

  航空盤櫃(ULD)維修過程必須確保使維修後的航空盤櫃具備適航性以確保

航空器安全，小組會議介紹產業界應用在航空盤櫃維修站及維修過程作為航空

盤櫃維修法規架構的建議。 

  駿達航空服務公司何懿德教授指出航空器裝載貨物之盤櫃如果缺乏適航性

除了可能造成貨物直接破壞，嚴重時盤櫃未妥善固定前後移動，破壞飛機載重

平衡進而衝擊飛行安全，凸顯航空盤櫃妥善維護確保適航性的重要。幾種航空

櫃不適航的態樣如破洞、扣件損壞或組件遺失、扣件擠壓變形等(如圖 3-15)，盤

櫃適航性區分幾種程度，盤櫃損壞無法再度使用、盤櫃經檢查後可被使用、盤櫃

經過維修後恢復其適航性。因此，託運人或貨運站將貨物裝載航空盤櫃前，其員

工應經過教育訓練具航空盤櫃適航與否的辨識能力，當盤櫃不具適航性時應限

制裝載貨物。 

 

圖 16 航空櫃不適航的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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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香港機場採用航空盤櫃適航性檢查表格 

4. 航空貨運安全及保安-兩者密不可分的關係 

  為了確保航空貨運安全通常需付出顯著的代價，然而航空安全風險控管與

航空貨運託運人可接受的程度(貿易便捷)兩者必須取得平衡。問題的關鍵在於，

航空保安風險管理架構如何藉由真實的資料分析方法應用在安全及保安控制上，

以因應逐漸成長的航空貨運發展?  

  香港機場海關以實例說明香港機場海關如何扮演航空保安的角色，香港機

場為擴大航空貨運服務範圍，在中國東莞地區設立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區

(HKIALP)，該物流園區貨物除了以卡車採陸路運輸運抵香港機場外，另一選擇

貨物利用散雜輪船以珠江水道直接送達香港機場海運碼頭，貨物再從香港機場

海運碼頭轉盤櫃拖車拉至機場貨運站。香港機場海關為在通關執法及貿易便捷

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提出「海空聯運便捷計畫」(Sea-Air Transshipment Facilitation 

Scheme, STFS)。具體作法是在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區操作進出口貨物的航空貨

運承攬業者具備香港民航處監管之航空保安計畫資格，其出口貨物可以先在香

港國際機場物流園區(東莞地區)進行安檢掃描、盤櫃裝載及貨物資訊接收，之後

再將盤櫃貨物裝載至散雜輪船以水運方式運抵香港機場海運碼頭卸載，此水道

運輸全程經過 GPS 監控移動軌跡以確保貨物運輸過程未經調換或拆卸，貨物在

香港機場海運碼頭卸載後以盤車託運至機場貨運站(CTO)，此階段，貨物封條及

船隻、船員須經過檢查，最後運抵貨運站之貨物經海關抽檢無誤後，進行裝機作

業，貨物運送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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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區海空聯運 

    香港機場推動海空聯運便捷計畫的優點是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區物流成本

相對香港市區較低、物流園區至香港機場海運碼頭走水道運輸容量大且運費便

宜，貨物採一段式清關作業，水道運輸過程透過 GPS 系統監控，貨物封條以及

相關檢查作業確保運輸安全。 

 

圖 19 香港機場海空聯運便捷計畫之貨物運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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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海空聯運便捷計畫-船隻衛星監控 

 

圖 21 貨物從香港機場海運碼頭至貨運站經過安全檢查 

5. 活體動物運輸 

  為了確保活體動物在空運運輸過程中的安全、裝載容器牢固且適當及提供

動物人道環境，分組會議討論最新的標準及規範。專家們延伸討論活體動物在

空運過程的處理條件、最適旅程及對於動物合法貿易的倡議。 

  中國民航科學技術研究院-危險品運輸管理中心(DGC)主管(Li Yuhong)提出

活體動物航空運輸的指導原則，包括 1.航空公司的運送條件，2.必要的訓練，3.

旅客攜帶寵物的資訊，4.動物逃脫之處理，5.監督檢查機制，以下詳細說明： 

1. 航空公司的運送條件應包括活體動物運輸之操作手冊及運送計畫、活體動物

接收的檢查(文件及裝載容器) 、航空盤櫃裝載操作、地面暫時儲存、航空器

裝卸載、通知機長文件、訓練計畫及地面處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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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要的訓練:活體動物接收人員及航空器作業相關之地勤人員應經過必要的

訓練，且訓練合格超過 24 個月應進行複訓。 

4. 旅客攜帶寵物的資訊，航空公司應建立旅客攜帶寵物之政策及作業流程，且

航空公司應在適當管道公開透露前述相關資訊。 

5. 動物逃脫處理，航空公司及地勤單位應建立航空運輸活體動物逃脫之緊急處

理規範，且區分活體動物已登機與地面作業中之逃脫處理，平時應進行教育

訓練及演練。 

6. 監督檢查機制，地區的民航主管機關應協調有關單位(例動植物防檢局)進行

活體動物運輸監督及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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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位化議題 

 今年數位化議題包含了數位化轉型、活體動物運送應用、ONE Record 發展策

略、生成式 AI 應用等，分別有 9 場簡報、3 場座談會對相關議題分享，以下分項

簡要摘述。 

1. 生成式 AI 應用 

 近年來 AI 成熱門話題，許多產業相繼研擬應用 AI 於產品鏈中，而本次針對

討論的「生成式 AI」則係 AI 的子集合的概念，可產生文本、聲音、圖像、影片、

程式碼等內容皆屬生成式 AI 的一部分。 

 目前於航空業應用生成式 AI 於客戶服務的問題回應，如回應當前旅行政策、

即時航班時刻表、重訂航班、整合相關訊息來了解機場現在情形等。 

 

圖 22 何謂生成式 AI 

 而目前運用在航空貨運面可應用於以下三大面向，包含銷售、運輸管理及客

戶支援，應用範例如下： 

(1) 銷售：透過即時的談判反饋及模擬，幫助銷售人員與客戶價格談判時，

提升勝率(亞馬遜 AWS 簡報中表示透過可提升 10%的成功率)。 

(2) 運輸管理：透過生成式 AI 在法規解讀方面作為電子顧問(亞馬遜 AWS

簡報中表示可節省 9 成的工作時間，且正確率達 9 成，可能較人工高)。 

(3) 客戶支援：即時航班時刻表、重訂航班、相關機場情形整合等。 

生成式 AI 的專家座談會摘錄以下重點： 

(1) 生成式 AI 對航空貨運雖然具有相當的潛力，但未來仍應謹慎對待。 

(2) 雖然是未來潮流，不過不應該被沖昏頭。 

(3) 盡早開始，並了解其適用範圍及限制。 

(4) 並非所有事情都需要高科技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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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NE Record 

 ONE Record 未來發展策略的專家座談會中談到 ONE Record 具有好處，如競

爭力、準確性、未來性，但實現該目標也有相當的挑戰。目前目標以 2026/1/1 前

所有利害關係人(如航空公司、承攬商等)具有 ONE Record 的能力。但在現實中，

紙本、XML 及 IMP(IATA 制定的電子格式)格式將會共存一段時間，而共存將造成

業者較高的營運成本。最終提及到在客運方面，花了 13 年從紙本轉電子機票，貨

運同樣需要費些時間達到電子化甚至 ONE Record 的目標。 

3. 活體動物運送 

 在活體動物運送的部分，數位化提供更人道的運輸方式，本次共有兩間公司

分享他們的數位化方案，包含一間資訊平台公司 MVPaws 以及本次論壇舉辦地香

港最大貨運站的香港空運貨站 Hatcl 所分享。 

(1) MVPaws 數位寵物身分證：MVPaws 這間資訊平台公司希望透過數位

寵物身分證，增進旅客攜帶寵物的運送效率，節省大量的時間及金錢

成本，該公司主要以具歐盟寵物護照的旅客為例，宣稱在改用他們的

寵物數位證件後可以減少 83%的時間及 6 成的金錢，且數位證件包含

了數位健康證書、QR Code 認證、IATA 認證 APIs、航空公司數位推播

等服務。 

 

圖 23 MVPaws 數位證件示意圖及節省成本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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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空運貨站 Hatcl 活體動物運輸的數位旅程： 

Hatcl 貨運站提供專門設計的動物轎車(Animal Limo)取代傳統貨物

使用的拖車及航空盤櫃，且動物轎車提供了定位功能方便位置掌控；

空調並搭配溫溼度偵測告警，確保活體動物在機邊能有安全及舒適的

運輸環境。 

在擁有硬體設備之外，Hatcl 貨運站背後也有相對應的資訊平台提供

預申報、活題動物即時狀況的追蹤才能提供完整的運送。 

 
圖 24 Hatcl 動物轎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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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電子商務 

 跟隨網路及數位化，電子商務發展蓬勃，而電子商務除了購買地區內商品，也

包含了跨地區(衍生至跨境)商品，因此航空貨運也因跨境電商的需求有所助益，以

下分別對目前電子商務的趨勢及分佈摘要： 

1. 趨勢 

 跨境電子商務在空運貨運中的比例從 2017 年的 10%；2022 年的 20%，預計

將在 2027 年後占總空運量的 30%左右。在 2017 至 2022 年的五年當中，跨境電子

商務空運貨量的比例已經增加了 10%，預期未來會繼續增長。 

 

圖 25 電子商務持續成長 

 跨境電子商務並無固定報關，可能是從整合型快遞、郵政、包裹或是以一般貨

大量進貨至海外物流倉等方式。預測未來海外物流倉及包裹的佔比將逐年升高，

郵政包裹大幅降低。 

 

圖 26 電子商務運送方式占比變化 

  



 

25 
 

2. 分佈 

 觀察電子商務流向，可歸納為兩大重點，亞太為跨境電子商務的主要出貨市

場，約佔 6 成；電子商務訂單約有 6 成為跨區(洲)，區域內則為剩餘的 4 成。 

 亞太為跨境電子商務的主要出貨市場，可以從其流向觀察到，包含亞太區內

18%、亞太往北美 19%、亞太往南美 3%、亞太往歐洲 19%、亞太往中東 1%，且

符合亞太地區為世界工廠的狀態。 

 電子商務訂單跨區則係觀察跨區流向，包含前面提到的亞太往北美 19%、亞

太往歐洲 19%、歐洲往北美 5%等加總約 61%，跨區域的商品則促進航空運輸的貨

量。 

 
圖 27 電子商務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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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機場貨運設施參訪 HKIA Cargo Facility Tour 

  本次論壇期間主辦單位香港機場管理局在論壇閉幕式後，安排了兩個行程供

與會賓客報名參加：HKIA Cargo Facility Tour and Sightseeing Excursion，分別是

2024 年 3 月 14 日下午的香港機場貨運設施參訪及 3 月 15 日上午的香港山頂纜車

及大佛參觀，但礙於本次行程限制，故僅安排 3 月 14 日的香港機場貨運設施參訪。 

  香港機管局貨運設施參訪安排了 DHL 中亞區樞紐中心、亞洲空運中心 AAT、

菜鳥智慧港 CaiNiao Smart Gateway 及香港機管局中央控制中心等四個單位。其參

觀項目及心得如下： 

1. DHL 中亞區樞紐中心 

  DHL 中亞區樞紐中心位於是 DHL Express 全球三大樞紐中心之一，也是

DHL 在亞太區最大型的硬體投資項目之一，總投資額高達 5.62 億歐元。隨著擴

建後的 DHL 中亞區樞紐中心全面運作，每小時最高處理貨量將大幅提升 70％，

比起 2004 年剛落成時的量能提升至六倍，該中心不僅僅是一個物流樞紐，更是

亞太區域內經濟發展的關鍵動能，快速安全的運送文件包裹至全世界。 

 
圖 28 DHL 中亞區樞紐中心參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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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L 中亞區樞紐中心於去年 2023 年落成，軟硬體設施都很新穎，首先第一

站先觀賞介紹影片闡述 DHL 的全球業務及發展後，便讓訪客換上安全鞋及反光

背心帶隊入內參觀設施。礙於 DHL 的公司政策不讓訪客攝影，簡述幾個印象深

刻的地方：首先是全自動化的包裹文件分揀設施，分揀作業區域共有九百多個

目的地，意味著 DHL 的據點眾多涵蓋範圍廣大，在全自動分揀設備的分揀下可

以快速的分辨目的地並送至專屬的布袋中，藉由機器自動感應容量或重量達到

設定值時，便會通知作業人員前來打包，一但過程中發現有可疑包裹時也可藉

由人工挑選出來進行第二級的檢查。另一個就是他們的人工作業區有空調，這

在物流體系中實屬難得，畢竟在這缺工的大環境下，各行業勢必要改善工作條

件才能取得足夠的人力。因此對於物流業的人工作業區有空調，這對產業提升

是個簡單又有效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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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亞洲空運中心 AAT 

  亞洲空運中心是由新翔集團主導營運的航空貨運站，早在 1998 年就跟香港

赤鱲角機場同時期啟用，經過 2007 年的硬體擴建後，現在的年貨運容量可達 150

萬噸。這次參觀 AAT 有兩大主軸，第一是近年來因應疫苗運送而在國際上需求

日漸增加的冷鏈倉，第二是也是近年新科技大量測試應用的無人駕駛。首先是

這次參觀 AAT 的重要亮點：無人電動拖車 Automated Electric Tractor (AET)。在

高速成長的空運物流中，目前這行業也跟全球產業同樣面臨人力短缺的問題，

為了應對惡劣天氣及營運的效率，無人拖車是個很重要的解決方案。結合現在

的永續議題電動化-AET 油然而生。而 AAT 正式引進並應用 AET 於貨站營運，

成為香港首家空運貨站推行AET的貨運站，在參訪中AAT成功試運行一輛AET

並拖著六個盤櫃至空側交界處。2019 年香港機場於空側帶頭測試運行無人拖車，

AAT 近年也開始在貨運站內測試無人拖車，貨運站內人車交織實屬不易，如今

測試成效斐然，在參訪的 3 月 14 日首次對外公開展示，並於 2024 年 4 月完成

測試發布新聞。 

 

圖 29 AAT 無人電動拖車的運行展示 

  冷鏈倉庫的部分，冷鏈是空運中一個特殊的服務項目，特別適用於運送藥

物、疫苗等需要溫控貨物。冷鏈是一個完整的溫度管理體系，包括冷藏、冷凍

甚至超低溫，確保貨物在整個運輸過程中保持穩定的溫度，以保證物品在運輸

過程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其中貨運站作為物流一個運輸的節點，在拆打盤

櫃的過程中避免貨物產生失溫。另外 AAT 的冷鏈倉有取得 IATA CEIV Pharma

的認證，從貨車碼頭到冷鏈儲存倉共有四道快速捲門可保持溫控，理所當然的

溫控櫃的卸貨也是在這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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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菜鳥智慧港 CaiNiao Smart Gateway 

  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物流事業菜鳥網絡所成立的菜鳥智慧港，地理位置位

於香港機場邊的最後一塊大型土地，目的在成為電商國際物流的貨運樞紐。 

 
圖 30 菜鳥智慧港遠眺香港機場 

    參訪菜鳥智慧港時，其建設工程進入裝修及設備安裝階段，預計於 2024 年

第三季之後啟用。貨運業務發展部盧總監接待頂樓的觀景台導覽，一邊眺望著

香港機場，同時講解菜鳥智慧港的業務及未來展望。比較可惜的是由於硬體設

備尚未完工，僅能就部分設施做部分功能參觀。菜鳥智慧港內做的是高自動化

的物流系統，藉由無線射頻辨識(RFID)的技術應用，從進倉、導航運輸車到立體

化自動倉儲系統等皆可自動化。頻藉著母公司的電商規模，搭配著鄰近海空港

的優勢，建立世界級的物流市場已不容質疑。 



 

30 
 

 
圖 31 菜鳥智慧港自動倉儲系統 

 
圖 32 菜鳥智慧港參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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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機管局中央控制中心 

  參訪團最後一站參觀香港機管局的中央控制中心，此控制中心集合機場多

個部門及航空公司，在同一空間內藉由眾多型態的監控設備全方位的監視機場

運行狀況。空置中心設有巨型螢幕，分別有四大區域：飛機起降、停機坪、客運

大樓以及機場地面交通情況。相比前一代中央控制中心除了座位數增至 162 個

外，並另外增加了一處提供 40 個座位的緊急應變中心。機場管理單位將航空公

司、地勤業者及其他機場營運的利害關係廠商集中一室，除加強管理外重點亦

可以迅速的平行反應事故狀況。這個概念非常值得讓大家參考。 

 

圖 33 中央控制中心配置圖 

 
圖 34 中央控制中心內景(節錄香港機場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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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流照片 

1. 香港機場管理局 HKIA 

  地緣的關係香港機管局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良好的互動，近年桃園機場目前

正執行空運物流的資訊平台研究，藉由整合空運產業各利害關係人的資訊流，

期望未來能加速桃園機場貨物進出關及轉口的速度以及增強對貨況的掌握。目

前香港機管局正在執行的「香港國際機場貨運數據平台 HKIA Cargo」與桃園機

場的資訊平台研究相似，因此就執行細節進行意見交換。 

 
圖 35 與香港機管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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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空運貨站 Hactl  

  香港國際機場貨運量蟬聯世界第一已久，同樣為世界最大的航空貨運站-

Hactl 自然功不可沒。關於世界及亞洲空運的產業趨勢，Hactl 必然有十足研究，

因此就亞太間與中國間的產業活動意見進行交流。 

 
圖 36 與香港空運貨站人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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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田国際空港株式会社 NAA 

  成田機場與桃園機場有著相近的地緣也有著相近的貨運量。在硬體發展

上，成田機場與桃園機場一樣正面臨著新跑道及新貨運站的增建規畫。其實早

在 2 年前桃園機場公司就與成田機場方就貨運站的興建及既有貨運站的運作有

密切的互動交流。這次在 WCS 的會面，彼此就新貨運站規劃的議題交流不同

的看法。 

 
圖 37 與成田国際空港株式会社人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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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AMP 

  CHAMP 提供著全世界約六成的貨運物流管理服務，前面提到桃園機場目

前正執行空運物流的資訊平台研究，就作業系統面的跨國、跨航司間實務可行

性進行意見交換，並且就 CHAMP 目前已提供的各項客製化資訊服務中，尋找

適合桃園機場公司未來發展的方案。 

 
圖 38 與 CHAMP 人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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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1. 面臨全球 2050 年淨零排放的目標，台灣也受到同樣的挑戰，其中對於航空業最

關切話題的就是永續燃油(SAF)的發展。目前看來 SAF 可以有效降低燃油帶來

的碳排進而增強對環境的保護，亦都希望航空業能夠實現零排碳目標，但目前

全球 SAF 的生產量還遠遠不足需求。目前因為投資者跟潛在投資者對 SAF 仍抱

持懷疑觀望的態度，導致投資金額不高，生產規模不足。 

2. 極端氣候變化給機場帶來了越來越多的挑戰，其中海平面上升已成為備受關注

的問題，配上漲潮及大雨可以導致許多機場都面臨淹水的風險。而且不只有海

平面上升，極端氣候導致的瞬間強降雨跟氣溫升高等議題，都需要採取有效的

措施來應對。 

3. 隨著跨境電商物流及鋰電池產品行動裝置的普及，發生航空運輸過程發生鋰電

池自燃事件也愈趨頻繁，本年度世界貨運論壇之保安小組會議將航空運輸鋰電

池危險品列為討論議題，也凸顯該議題的重要性。卡達航空分享應用防火罩(FCC)

及防火櫃(FRC)於航空安全評估及降低風險策略，採用防火罩(FCC)及防火櫃

(FRC)就能將潛在發生鋰電池失火的風險降至最低。卡達航空講者也提到一個關

鍵要件，鋰電池貨物能有效裝載於防火櫃或採用防火罩防護，託運人必須在貨

運站接收貨物、裝載於航空器之前，向貨運站業者及航空公司主動申報，貨運站

業者才能採取適當防護。 

4. 香港機場為擴大航空貨運服務範圍，在中國東莞地區設立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

區(HKIALP)，同時香港機場海關在通關執法及貿易便捷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提

出「海空聯運便捷計畫」，出口貨物在香港國際機場物流園區與香港機場兩處採

一段式清關作業，在水道運輸過程海關透過 GPS 系統監控，及貨物封條以及相

關檢查作業確保運輸安全，此作法值得借鏡。 

5. 因應各種數位化及技術(如生成式 AI)的發展，全球航空貨運產業持續朝標準化

(ONE Record)及數位化(活體動物運送軟硬體服務)進行精進作為，以更有效率的

運輸服務提升競爭力，並預期新技術的潮流能應用在航空貨運上減少人工錯誤

提昇成功率等。 

 

 

二、 建議 

1. 航空業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對於 SAF 的需求已經是無可避免的，以台灣現行的環

境及交通樞紐地位，無論是政府或是民間企業，投資 SAF 一定是未來必須的重

點工作項目。以台灣客貨機隊的數量及航油的使用量來說，SAF 的需求量應該

在世界機場中名列前段班，所以值得我國相關單位增加投資的力道。 

2. 為了避免航空運輸託運人未主動向貨運站業者及航空公司申報托運鋰電池貨物，

致使運送過程發生自燃事件或火災，建議業者應採取各種查驗措施檢查託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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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是否有鋰電池危險品，包括 X 光機查驗、鋰電池偵查犬、應用新科技(如機

器偵查犬) 等，值得我國空運進出口相關單位參考。 

3. 航空貨運的軟硬體投資是龐大的沉沒成本，因此在投資技術或遵守規範前皆需

要審慎的評估，然而 IATA 訂定的標準(如 ONE Record)及技術(如生成式 AI)雖

仍有相當的挑戰及未知，但為因應數位化發展，仍需公私部門齊力朝此方向努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