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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

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
中華民國109年7月31日

-飛安監理制度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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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全球航空安全計畫 vs.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

 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目標

 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架構

 國家航空安全政策、目標與資源

 國家民用航空風險管理

 國家民用航空安全保證

 國家民用航空安全提升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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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航空安全計畫 vs.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1/3)

 全球航空安全計畫之期望安全目標(Aspirational Safety Goal)

“2030年達成零死亡失事目標”

 行動目標(Goal)
 持續降低飛航作業風險
 加強民航主管機關監理能力
 有效落實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
 提升區域間協同合作
 擴展業界計畫之參與程度
 確保具備適當的基礎建設以支持安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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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航空安全計畫 vs.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2/3)

 國際民航公約第19號附約
「安全管理」對國家民用
航空安全計畫之要求
 建置有效之法制框架以支持

特定作業規則之實施
 與各國主管機關間對安全風

險管理及安全保證之相關事
項能互相協調協同實施

 有效的執行並與航空服務提
供者之安全管理系統保持適
當的互動

 促進對國家航空工業之安全
績效監督與評量

 維持並持續改善國家整體之
安全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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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航空安全計畫 vs.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3/3)

 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中適用之航空服務提供者
 航空人員訓練機構
 從事國際民用航空運輸業務之航空器使用人(航空公司)
 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維修廠
 航空器、發動機及螺旋槳製造廠
 空中交通服務機關(構)
 航空站

 其他適用者
 從事國際商務專機業務之航空器使用人(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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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目標

保障飛航安全 健全民航制度

促進民用航空發展符合國際標準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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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架構(1/2)

 組織架構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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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架構(2/2)

 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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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航空安全政策、目標與資源(1/5)

安全政策 = 對全民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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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航空安全政策、目標與資源(2/5)

符合國際航空規範的第一步 =內國法化

芝加哥公約

各式附約

第1號附約 人員證照

第6號附約 航空器操作

第8號附約 航空器適航

第13號附約 航空器失事與意外
調查

第14號附約 機場

第19號附約 安全管理

各式文件

國際民航組織

國家航空法制

民航法
運輸事故調查法

規則 / 命令

指導文件
（通告 / 公告 / 程序）

授權訂定特定
各式作業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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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標準組

 人員檢定給證
 飛航作業
 適航 / 維修
 客艙安全

空運組  危險物品處理

航管組
 空中管制服務
 航空氣象服務

航站管理小組
 航空站檢定
 航空站運作

權責單位 主要功能

國家航空安全政策、目標與資源(3/5)

國家航空安全責任 vs. 飛航事故調查責任

民用航空局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航空
 運輸事故處理調查及

分析、提出改善建議
 事故趨勢分析、改善

建議之追蹤
 調查技術研發、紀錄

器解讀及分析
 事故調查法令之研訂
 事故調查組織與運輸

安全組織之協調聯繫

鐵道

水路

公路

權責單位 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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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航空安全政策、目標與資源(4/5)

適職的監理人員 + 適切的技術指引 =成功的監理

檢查員類別 資格條件 訓練需求

航務檢查員

 曾任民用航空器駕駛員，並持有機型檢定證
 機長總飛航時間1,500小時以上
 7年以上飛航年資，無違規紀錄

 初始訓練 (課堂授課)
 新進人員訓練
 民航法規及行政管理訓練
 航務 / 適航 / 客艙安全檢

查專業訓練
 初始訓練 (在職訓練)

 檢定作業
 失事 / 意外事件調查
 人員檢定給證
 違規案件調查程序

 年度複訓

適航檢查員
 具航空器維修工程師檢定證及完成機型訓練
 5年以上民用航空器維修、檢驗等工作經驗

客艙安全檢查員

 5年以上客艙組員工作經驗
 近5年曾從事飛安工作或客艙安全管理、督導、

等工作經歷

例如：飛航標準組航空安全檢查員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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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航空安全政策、目標與資源(5/5)

適職的監理人員 + 適切的技術指引 =成功的監理

適切的技術指引 = 標準化的第一步

所有技術規範、作業手冊、指引公布於民用航空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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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用航空風險管理(1/3)

風險管理 = 超前部署

飛安相關事件報告

保養困難報告

主動提報事件

安全資訊

危害識別
 When
 Where
 Who
 What
 Why
 How

風險分析

可能性 嚴重性

風險緩解措施
 When
 Where
 Who
 What
 Why
 How

安全風險評估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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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用航空風險管理(2/3)

頒發檢定證、許可證與作業核准及授權 =對證書持有人課責

 檢定對象
 航空人員 (飛航駕駛員、飛航機械員、飛航管制員、航空器維修工程

師、維修員、航空器簽派員等)
 航空公司、維修廠、航空人員訓練機構 - 五階段驗證程序
 航空產品(包含航空器、發動機、螺旋槳)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

申請前意圖陳述階段

正式申請階段

文件符合階段

給證階段

驗證檢查階段

 申請人陳述申請驗證之目的、作業範疇
 民航局說明法規規定及行政事項

 申請人檢送正式申請函及相關資料
 民航局進行審查並決定是否接受申請

 民航局審查申請人所提交之文件
 申請人依據民航局審查結果進行修正

 民航局實際驗證申請檢定之作業範疇
 申請人依驗證結果進行改正後複查

 民航局審定申請人作業是否符合規定
 檢定合格者，核發檢定證書及營運規範

五階段驗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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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用航空風險管理(3/3)

航空服務提供者安全管理系統建置及義務
=對接國家所賦予之安全責任

安全政策 / 目標

風險管理

事件調查

緊急應變

改變管理

安全指標/目標

資訊分享、溝通

公司安全政策 / 目標

作業風險管理

強制/自願報告事件調查

緊急事件通報及應變

組織、人員、程序改變管理

安全績效指標/目標

資訊分享、訓練、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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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用航空安全保證(1/4)

 安全監理範疇及義務

飛航標準組

 民用航空運輸業
 普通航空業
 維修廠
 製造廠
 航空人員訓練機構
 航空人員

空運組

危險物品處理
 民用航空運輸業
 普通航空業
 維修廠

航管組
 飛航服務總台(飛航

管制、情報、氣象
、助導航、通信等)

航站管理小組
 航空站空側
 飛行場

監理義務
 執行初始檢定，及後續之

定期與不定期檢查
 對航空器失事、重大意外

事件及意外事件進行調查
 提報檢查作業中所發現之

不符合事項，要求於限期
內完成改善

 對於違規事件進行裁處
 安全資料收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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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用航空安全保證(2/4)

 國家安全績效 vs. 航空服務提供者安全績效
 國家安全績效

 每季彙整後定期於安全保證小組會議中由權責單位報告

國家安全指標 國家安全目標 達成情況

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飛機失事事件
0

(次/百萬離場次)
0

次/百萬離場次

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飛機重大意外事件發生率
十年移動平均發生率
低於4.0次/百萬飛時

0
次/百萬飛時

飛航管制案件發生率(因飛航管制因素導致管
制案件)

低於
1.10次/十萬管制架次

0.19
次/十萬管制架次

車輛或其他地面設備造成跑道入侵事件導致航
空器重飛/放棄起飛發生率

五年移動平均發生率
低於2次/百萬起降架次

1.16
次/百萬起降架次

因地面作業不當或裝備失效，導致航空器受損
須停機檢修事件發生率

低於
2次/十萬起降架次

0.61
次/十萬起降架次

備註說明：統計至109年6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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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用航空安全保證(3/4)

 國家安全績效 vs. 航空服務提供者安全績效
 航空服務提供者安全績效

 民用航空運輸業每年1月依據國家安全指標及目標，陳報所訂安
全績效指標及目標予民航局備查

 每月陳報安全績效指標及目標達成情況及其檢討改善措施
 航空安全檢查員查核改善措施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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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用航空安全保證(4/4)

 改變管理
 掌握組織系統層面及作業層面的重大改變時，對利害關係人可能產

生的風險
 改變管理為的評估因素

 系統及作業之關鍵(Criticality)程度
 系統及作業環境之穩定程度
 過去達成的績效
 識別受影響之流程、程序、產品及服務的狀況

 改變管理的評估

安全衝擊程度評估

改變程度評估
改變之重要性
影響既有功能層面
影響多少系統
影響多少利害關係人
過渡期間之複雜程度
涉及訓練需求

=
(C)整體改變程度大小

(A)安全衝擊程度大小

實質相當的
(6-7分)

中等程度的
(3-5分)

最小限度的
(1-2分)

(B)

改變程度大小

重大
(31-42分)

重大 重大 中等

中等
(19-30分)

重大 中等 微小

微小
(6-18分)

中等 微小 微小

整體改變程度 重大 中等 微小

評估結果
 進行後續安全風險評估作業
 可接受該項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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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用航空安全提升
 安全資料之內、外部訓練、溝通及傳遞

 多元方式傳遞重要計畫、安全指標及目標、國內外飛安案例、安全
管理最佳作法……

官網

訓練 會議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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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檢視及修正計畫內容，與時俱進。

 資源配置符合計畫需求，因地制宜。

 管控運作風險，超前部署。

 履行監理義務，安心保證。

 績效導向，公開透明。

 積極溝通，開誠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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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