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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6月加入長榮航空

• 長榮航空企業安全管理室副協理

• 星空聯盟飛航安全暨緊急應變工作小組委員

• 星空聯盟緊急應變策略小組委員

• 亞太航空協會(AAPA)飛航安全工作小組委員

• 亞太航空協會(AAPA)緊急應變工作小組委員

• 交通部民航局安全管理系統專班講師

報告人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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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管理系統(SMS)簡述

• SMS的組成要項說明

安全政策及目標

安全風險管理

安全保證

安全推廣

• 結語

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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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SMS的目的

確保各項作業符合法規要求及公司的安全標準

持續改善組織整體的安全水準

一、安全管理系統(SMS)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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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ty –透過持續的危害確認及風險管理，將可能危
害生命財產的風險維持在可接受的程度之內的一種狀
態。

• Management – 資源的分配

• System – 經規劃的相關作業流程及程序

SMS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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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系統化的方式做好危害確認及風險管理

• 維持安全等級在組織可接受的程度內

• 透過持續監控及定期評估來確認成效

SMS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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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化 (Systematic)

安全管理作業能依據事前規畫，正確且持續應用在整個組
織的各項活動

• 主動積極 (Proactive)

強調藉由危害識別與風險管控來避免危安事件

• 明確可查 (Explicit)

所有安全管理作業皆應文件化且可被取得

SMS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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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SMS系統架構

• 執行差異分析，分析組織現有的安全作為

• 訂定SMS實施計畫

SMS的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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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S的範圍 : 涵蓋整個組織的多數活動

• SMS的推行 : 由上而下，從高階主管開始

• SMS的目的 : 持續改善整體的安全水準

• SMS的參與 : 全體同仁都是安全組織的一份子

SMS是一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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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AO SMS 架構 (4大項12要素)

二、SMS的組成要項說明

管理階層之承諾

安全責任與職責

任命關鍵安全人員

協調緊急應變計畫

安全管理系統文件

安全績效之監測及評估

改變管理

持續改進之安全管理系統

識別危害因子

安全風險評估及緩解措施

教育及訓練

安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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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最高權責主管簽署安全政策以反映其對安全之承諾

1-1 管理階層之承諾

安全承諾
全力支持
明定責任

風險管理
鼓勵員工提報
支持公正文化

資源分配
預算/人力
推動SMS

安全政策代表高階主管

的指導方針

指標監控
指標管理
持續改善法規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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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權責主管簽署

• 符合法規及國際規範

• 提供必要資源之明確說明

• 說明安全報告程序

• 說明組織可接受與不可接受之行為

• 有效傳達予整個組織，並便於同仁取得

• 定期審查，以確保其妥適性及有效性

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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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文化

一種互信的氛圍，在這個氛圍中，

人們被鼓勵提供重要的、與安全相關的資訊，

但是可接受與不可接受的行為之間

有一清楚的界線

By Professor James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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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界定最高權責主管（Accountable Executive）
所負之安全責任

最高權責主管對實施並維繫安全管理系統負最終之責任

• 確定管理階層及所有同仁相應之安全責任。

• 安全責任、權限與職責，應以書面明確規範並傳達予
整個組織

各層主管授權處理自承安全風險決定之範圍

1-2 安全責任與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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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ability (責任)

指接受最終職責(responsibilities)之義務，包含決策及政
策之制定，以及最終作業成效。

• Authorities (權限)

指被賦予的權利(被授權)，如決策、核准、流程控管等。

• Responsibilities (職責)

指執行被指派作業之義務。通常應同時被賦予適當的權限
(被授權)，包含相應之工作職稱、軟硬體資源等。

安全責任、權限與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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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專職的安全主管，直接對總經理負責

• 負責、協調建置與推動SMS，並確保其持續有效運作

1-3 任命關鍵安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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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最高權責主管推動、維護SMS 運作

直接向最高權責主管報告安全管理現況及任何潛在安全風險

監控與評估整體安全風險改善措施成效

確保風險評估落實執行

監控影響組織的安全議題

管理運行安全分析計畫

提供各單位安全相關業務
之諮詢與協調

安全主管 (Safety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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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層級的委員會，由相關一級單位主管組成

最高安全決策及督導單位

定期審查安全管理系統，以持續提升與改善SMS

審核及評估安全相關作業與管理系統之成效

Safety Review Board (SRB) 安全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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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運行領域之主管、督導組成

蒐集安全資訊，管控作業風險

監控作業領域之安全績效

落實改善措施並確認其成效

安全推廣

Safety Action Group (SAG) 安全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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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並維持一有效之緊急應變計畫

迅速動員、掌握狀況、即時處置

於任務完成後回復至一般正常作業

• 與相關內外部單位適當溝通，以
確保計劃的可行性與有效性

• 緊急應變規劃

組織、程序、系統、訓練、演練、調查

1-4 協調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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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安全管理系統實施計畫，敘述
其SMS推動方式，以實現組織所設定之安全目標

• 安全管理系統手冊（SMS Manual, SMM）

組織推動安全管理之最高指導文件

敘述推動SMS之相關程序，包括安全政策、安全目標、安
全程序、各階層之安全職責與責任等

1-5 安全管理系統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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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AO SMS 架構 (4大項12要素)

二、SMS的組成要項說明

管理階層之承諾

安全責任與職責

任命關鍵安全人員

協調緊急應變計畫

安全管理系統文件

安全績效之監測及評估

改變管理

持續改進之安全管理系統

識別危害因子

安全風險評估及緩解措施

教育及訓練

安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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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流程以持續辨識組織的作業危害(hazards)

依議題應包含不同單位人員以集思廣益

藉由各種方式蒐集安全資訊

2-1 識別危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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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的問題，如器材或工作流程的設計規劃

• 作業程序，如文件、檢查表等

• 溝通方式，如回報的方式、專業用語、語言等

• ……

危害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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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線人員最瞭解線上實際的狀況

強制性報告 (Mandatory reporting system)

主動性報告 (Voluntary reporting systems)

保密性報告 (Confidential reporting systems)

安全報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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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並維持一套標準的風險管理流程

分析、評估、控制

2-2 安全風險評估及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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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

識別( identification)、分析(analysis)、排除(elimination)
或緩解(mitigation)危害因子至組織可接受的風險程度

• 目標

將資源做有效的分配來管控風險及相關改善計劃

• 工具

運用數據分析 (data-driven approach) 佐證，來做有效的
資源分配

妥善運用危害暨風險管理分析表

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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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改善方案時應考量下列因素:

效能 - 透過技術面、訓練面、法規面的改善效益

成本效益分析

可行性及可接受度

改善措施監控方式、完成及生效時間

改善方案衍生的風險

• 透過安全保證作業來監控改善成效

風險管控措施



29

• ICAO SMS 架構 (4大項12要素)

二、SMS的組成要項說明

管理階層之承諾

安全責任與職責

任命關鍵安全人員

協調緊急應變計畫

安全管理系統文件

安全績效之監測及評估

改變管理

持續改進之安全管理系統

識別危害因子

安全風險評估及緩解措施

教育及訓練

安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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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控組織安全績效

安全績效指標(Safet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安全績效目標(Safety Performance Targets)

• 檢驗安全風險管控措施之有效性

3-1 安全績效之監測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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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後指標 (lagging indicator) 

某量化資訊顯示已發生之安全事件，通常是組織欲避免之
事件。例如列車出軌事件、列車進入錯線等意外事件數。

• 領先指標 (leading indicator) 

某量化資訊顯示安全程序或作業之執行績效。這些安全程
序或作業之落實執行，間接地減少特定安全事件之發生。
例如某訓練課程之整體分數。

落後與領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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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並維持一套制度以檢視主要作業的改變是否影響
既有的程序或服務流程

識別對既定程序及作業可能產生影響之改變

在作業改變之前執行安全風險評估

檢討因環境變化或作業改變而不再適用的既有安全管控措
施，予以移除或修訂

3-2 改變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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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新的危害因子

• 原有的風險管控措施不再適用

• 原有的風險管控措施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法規變更

新設備引進

重要內部系統或流程改變

組織擴編或裁減

……

「改變」可能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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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嚴重度風險之系統、器具及作業

• 組織的穩定性

• 過去的績效

改變管理的考量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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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識別安全管理系統運作未達安全績效的原因

• 確定相關權責及受影響單位

• 消除或緩解這些原因

3-3 持續改進之安全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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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內部評估及SMS稽核來檢驗 (proactive)

• 評估作業績效以確認符合其安全職責 (proactive)

SPI 評量是重點，但其有效性與組織SMS的成熟度有關

• 經由事件調查來驗證系統確效 (reactive)

• 對合約廠商之SMS要求 (符合組織基本要求)

健全的安全報告系統

安全資訊的交流

有效的稽核制度

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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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AO SMS 架構 (4大項12要素)

二、SMS的組成要項說明

管理階層之承諾

安全責任與職責

任命關鍵安全人員

協調緊急應變計畫

安全管理系統文件

安全績效之監測及評估

改變管理

持續改進之安全管理系統

識別危害因子

安全風險評估及緩解措施

教育及訓練

安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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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並保持安全教育訓練計畫

• 確保全體人員得到適當之訓練並勝任其SMS職責

• 訓練範圍及內容應與個人參與SMS之程度相符

• 初訓、複訓、評估之機制

4-1 教育及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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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訓練範圍及內容

1)安全政策

2)SMS簡介及四
大要素概述

3)安全管理程序

4)危害確認及風
險管理

5)改變管理

一線作業人員 督導及主管 中高階主管

6)安全策略及相
關法規說明

7)安全保證

8)如何建立安全
指標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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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並維持一有效的安全溝通管道

確保全體人員對 SMS 有基本認知

關鍵安全資訊能即時傳達週知

解釋採取某項特殊安全措施或修正
某項安全程序之原因

• 與外部組織或承包商共享安全資訊

4-2 安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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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SMS的核心要素
危害確認與風險管理

危害確認的方式

消極被動
(reactive method)

積極主動
(proactive method)

前瞻預測
(predictiv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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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S Mindset

Data 
driven

Evidence 
based

Systematic 
approach

收集資料作為決策

之參考依據

決策應以組織既有資源

或該項作業所需等事實

資料作為考量

上述作為應建立執行

程序，以確保作業之

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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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I  vs  Safety II

Safety I

從錯誤中學習

不安全就是未正確執行動作

事件調查

探討造成錯誤的原因

關注可能造成意外事件的因素

避免人為疏失

降低財損

Safety II

從正確中學習

安全就是正確地執行動作

事件預防

探討程序能被正確執行的原因

讓安全系統持續正確的產出

執行正確的行為

投注資源以維繫正確的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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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

The Way The Earth Connects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