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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 國際飛航管制員協會簡介 

 國際飛航管制員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Associations，

簡稱 IFATCA）於 1961 年由奧地利、法國、盧森堡、比利時、西德、荷蘭、丹麥、

冰島、挪威、芬蘭、愛爾蘭和瑞士等 12 個主要發起國共同在加拿大蒙特婁成立。該

協會的宗旨是「聯合全球飛航管制員，提升其專業知識及促進飛航安全」，屬於一個

非政治性且獨立的專業組織。 

目前，IFATCA 已經吸納了超過 130 個國家加入，會員數量突破 5 萬人，並持續增

加。其會員根據地理區域劃分為四大區：歐洲區、美洲區、亞太區以及非洲/中東區。

IFATCA 成立歷史悠久，享有全球航空界的聲譽，並在國際民航組織（ICAO）及歐洲

空中航行安全組織（EUROCONTROL）等重要國際機構的工作分組中擁有代表權。

對我國而言，在不屬於聯合國等其他國際組織的情況下，參與 IFATCA 成為獲取國

際民航組織最新資訊的重要途徑之一。IFATCA 的年會及各地區年會每年由會員國輪

流主辦，我國的飛航管制協會（ROCATCA）會積極派員參加。以下是 IFATCA 的主

要目標： 

(一) 促進國際空中航行的安全、效率和規律性。 

(二) 協助發展並建議與飛航管制相關的安全制度。 

(三) 促進國際飛航管制員之間的學術交流。 

(四) 根據 ICAO 的建議，維護飛航管制員的專業權益。 

(五) 擴展與其他民航國際組織之間的互利合作。 

(六) 致力於發展全球管制員協會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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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華民國飛航管制員協會簡介 

中華民國飛航管制員協會（ROCATCA）的歷史可追溯至 1978 年，當時我國首次

應邀以觀察員身份參加於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 IFATCA 第 17 屆年會。隨後在 1979

年，我國再次受邀參加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辦的第 18 屆年會，並進一步與 IFATCA

理事會討論我國加入的可行性。1980 年，我國正式成立「中華民國飛航管制員協會」，

並以「ROCATCA」（Republic of China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Association）名義向

IFATCA 提出加入申請，註冊名稱為「ROCATCA（TAIWAN）」。 

 

IFATCA 是我國少數以正式國名註冊的國際組織。自 1980 年成為 IFATCA 正式

會員以來，我國每年均以 ROCATCA 名義積極派員參加 IFATCA 全球及亞太地區的

年會，參與會議議題討論。藉由出席年會與地區性會議，我國與鄰近地區的會員協

會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除了帶回國際民航發展的最新資訊外，我國也藉此建立了與

鄰區的交流管道，並與全球的飛航管制員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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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過程 

一、 IFATCA 2025 年第 41 屆亞太地區年會 

IFATCA 每年會在上半年舉行全球性年會，而下半年則由四大區域（歐洲、美洲、

亞太、非洲/中東）定期舉辦區域性年會。亞太地區的第一屆年會於 1984 年在斐濟舉

行，此後，亞太地區及太平洋地區的會員國輪流主辦年會。 

 

由於疫情影響，2020 和 2021 年的 IFATCA 亞太年會改為視訊形式進行，其中 2021

年是由我國主辦並採視訊方式舉行。隨著 2022 年疫情逐漸得到控制，各國放寬了旅

遊限制，菲律賓在 2022 年恢復了亞太年會的實體會議主辦。今年（2024），印度接續

主辦年會，會議在新德里舉行，並採全面實體交流，並邀請了各領域的專家進行演

講。會議的前兩天於當地時間上午 9 點開始，會議議程緊湊，並延續至下午 7 點；

第三天的正式議程原定於上午半天結束，但由於議程較多，會議直至當日下午才結

束，第三日主要進行了會務選舉以及 2025 年會議主辦國的簡要介紹。 

 

自我國退出聯合國後，國際空間受到壓縮，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及相關國際會議的

機會大幅減少，獲取民航相關資訊變得相對困難。儘管部分資料可以透過網路取得，

但通常會有所延遲，並且無法了解討論過程與法規背後的立法意圖，因此難以全面

掌握可能的變化及對應措施。透過參加 IFATCA 每年舉辦的全球性年會及亞太地區

年會，我國能夠從其他國家的管制員資訊分享、講者簡報以及多方意見交流中，進

一步了解飛航管制作業的相關規劃背景，這對提升飛航安全與服務品質具有重要幫

助。因此，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每年都會編列預算，積極參與 IFATCA 的相關事務，並

通過 IFATCA 平台加強與各國的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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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會議內容紀要 

一、 第一天（11 月 9 日）：來賓致詞、專題演講(ICAO 近

期工作介紹、印度無人機現況論壇、GNSS 無線頻率

干擾)及日本羽田飛安事件後之未來事故預防 

本日會議議程主要分為 3 大部分，分別為各會員國報到，會議前半部

分先由來賓致詞進行開場，後半部分接續為數場之專題演講，及由會員國

日本就羽田墜機事件後之未來事故預防提出報告。  

                                                                                                                                                                                                                                                                                                                                                                                                                                 

（一） 來賓致詞 

本次為國際飛航管制員協會(IFATCA)第 40 屆亞太地區年會，於 11 月 9

日至 11 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辦，會議於印度新德里當地時間 9 點 30 分開始，

首日開幕式在 Bharat Mandapam 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會議主軸為 Safety in 

Future ATM--「未來空中交通管理的安全」，各國講者將探討各項最新技術、

創新及可持續性，解決高密度空域擁塞等問題。會議由印度管制員協會主

辦，以印度民族舞蹈表演作為開場，熱情歡迎各國嘉賓與會，接著點燃聖

火，儀式象徵著智慧、知識和希望的傳播。 

 

主辦方邀請多位重要貴賓致詞，貴賓有 ICAO 亞太區副主席 Dr. Manjit 

Singh、印度民航局聯合總理 Maneesh Kumar , Joint Director general(DGCA)、

IFATCA 歐洲區執行副總裁-FRÉDÉRIC DELEAU (EGATS)、IFATCA 亞太區

執行副總裁-我國陳管制員妍君 Ms. Cheryl Chen、印度管制員協會理事長 Sh. 

Saiffullah, President ATC guild, India 等多名重要貴賓致詞，致詞中提及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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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航空需求激增及空域壓力，空中交通管理創新勢在必行，而管制員是

其中維護安全的核心角色，透過與政府、國際組織和協會之間的合作，改

善操作程序、標準化訓練，並制定整體國家航空安全計劃，包括限制疲勞

執勤時間及軍民協調，提升空域靈活性和效率就非常重要，過往幾年因疫

情影響，管制員人力短缺現象在歐洲也有相同問題，而在印度則面臨近年

迅速增建機場，旅客吞吐量大幅增長，對於空中交通壓力亦隨之增加。 

國際民航組織（ICAO）亞太區副主席則強調協調全球航空運輸發展，

制定標準以確保安全與效率，應推動亞太地區合作應對高密度航班和挑戰，

其項目包括協同合作飛行流量與信息（FF-ICE）、系統信息管理（SWIM）

等，講者亦提到面對科技進步，投資於管制員的專業發展和支援至關重要。

管制員在航空安全中發揮關鍵作用，各國政府及國際機構有責任建立穩健

的安全架構，飛航管制需要持續創新與合作將是航空未來發展的重要安全

基石。 

（二） ICAO 近期工作介紹 

本段專題演講講者為 Dr. Manjit Singh (Deputy Senior Director Asia Pacific 

ICAO)〈下稱 Dr. Manjit Singh〉，Dr. Manjit Singh 為 ICAO 亞太區副主席，就

ICAO 近期工作簡要介紹 HICU（高級航管單位）辦公室的日常工作。強調

安全在航空業務中的重要性，並討論亞太地區的合作，ICAO 為了加強亞

太地區區域合作，除於曼谷和北京專設辦公室之外，另在太平洋島嶼斐濟

的新成立辦公室。 

    ICAO 在 2024 年的重點工作項目，包括空中交通管理（ATM）、通

訊導航監視（CNS）等，為了因應自然災害和地緣政治問題對航空業的影

響，近期將召開亞太航空應變規劃和實施區域小組和區域航空安全委員會

（RASC—Regional Aviation Safety Group）。過去會議的成果:包括北京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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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德里宣言，強調永續、安全和應變服務的重要性，RASC 討論了最近的

晴空亂流事件、塔臺安全事件調查、各類事故的分析及改進建議摘要如下： 

1. 敦促各成員國成立獨立事故調查機構，以符合 ICAO 第 13 號附件

的要求。確保事故調查機構獨立性，提高調查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2. 國家航空安全計畫--各國需在 2024 年底前完成國家航空安全計畫。

RASC 將舉辦工作坊以協助尚未完成計畫的國家，特別是在太平洋地區。

並將規劃透過網絡平臺可查閱不同領域（如機場、航空運輸管理等）年度

安全報告，以便各國了解地區安全表現和事故類型。 

3. 跨界合作--RASC 會議將與其他相關會議結合，討論跨界問題，儘

管進行許多討論，但許多決策在各國尚未能有效實施，導致問題重複出現。

促進空中交通管理間的共同合作，提升亞太地區航空安全標準，有助於確

保飛行安全。 

4. 開發隔離標準監測工具--追蹤不同空域類別（航路、終端、可服務）

的隔離標準。使用圖形分析識別不合規區域，關注空域的交管議題。 

5. 流量管理--以南海為案例，進行圖形分析，了解當前的航管模式並

預測未來增長，識別出高航行量區域對流量管理至關重要。以此制定作業

手冊，提供協同流量管理的框架。 

6. 成立應急協調小組 (CCT，Contingency Coordination Team)：在空中

交通服務中斷時成立，例如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如阿富汗等地區空中交

通服務中斷時，CCT 即在類此特定事件中啟動。 

7. 加強溝通--管制員和相關當局的有效溝通，對於管理應急情況和確

保運營連續性至關重要。持續維護並更新 ATC 和 CCT 成員聯絡名單，以

便在緊急情況下快速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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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會議簡報 

亞太地區空中交通管理相對複雜，必須進行持續監測、有效實施標準、

主動流量管理策略和健全應急計劃，以促進航空業各方利益相關者之間的

合作與溝通。 

（三） 印度無人機現況論壇 

   為了探討印度無人機操作的現狀及挑戰，主辦單位邀請了在地產業

及軍方進行無人機論壇，計有 Ravind Kumar(印度 Drone Recreate 運營總監)、

Harshit Vijay Kumar(軍方，空軍副指揮官 )、Gaurav Asudhary(Tech Eagle 

Innovations 無人機業務負責人)等專家學者針對無人機安全特性和監管框

架進行深入討論，並呼籲相關部門加強合作，促進無人機產業健全發展。

印度無人機相關法規於 2021 年發布，印度民航總局成立多個工作小組，分

為「無人機飛行員執照認證、運營商認證、無人機交通管理、維修保養」

等組別，目前正規畫將無人機管制納入管制員培訓課程中，而就航管面來

說，目前印度仍缺乏足夠的航管人力資源與程序。 

Gaurav Asudhary 分享以 Tech Eagle Innovations 目前的技術，希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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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廣泛推動無人機物流。並討論無人機在醫療、農業和災難管理等領域的

潛力。這能夠改善偏遠地區的醫療物資供應。將無人機物流發展成為一個

高效的運輸解決方案，實現更大範圍和更高載重能力的無人機運輸系統。

Gaurav Asudhary 指出”緊急情況下限航區之飛行”及”視距外範圍操作

（BVLOS—Beyond Visual Line Of Sight）”是目前該公司碰到的問題，呼籲

盡快解決以提高物流效率。 

 

圖 2-印度無人機空域關鍵區分 

Ravind Kumar 則提到隨著無人機和先進空中交通服務（AAM—

Advanced Air Mobility）技術發展，各國需與產業加強合作，除了空中無線

電頻率干擾（RFI）及網絡安全問題外，因多數安全問題與航空助導航設施

有關，建議政府需對基礎導航設施（如 DME）等進行汰換或重新評估，並

就無人機「儀器飛行、適航認證間隔、操作人員適格性、飛航服務人力資

源」等事項呼籲政府於開放無人機時，應留意的監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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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GNSS 無線頻率干擾 

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GNSS) 是一種用於定位、導航和計時的技術，廣

泛應用於航空領域。飛行過程中，GNSS 接收器透過接收衛星信號來確定

位置。然而，由於 GNSS 信號來自遠距離衛星且信號強度較弱，極易受到

干擾。自 1994 年 GNSS 啟用以來，干擾問題於 1995 年便被發現。即便

使用簡單且廉價的設備（如 20 美元的干擾器），透過信號遮蔽 (Masking) 

和信號重播 (Replay) 就能對 GNSS 構成干擾威脅。 

 

圖 3-GNSS 干擾類型 

1. 干擾類型 

GNSS 的干擾主要為信號干擾(Jamming)，如故意或無意傳送高功率信

號干擾 GNSS，可能的來源為電磁干擾（如高壓電線）、太陽風暴、設備本

身的信號衰減，干擾會導致 GNSS 信號無法正常接收，從而影響導航功能。 

另一種干擾，為欺騙(Spoofing)，欺騙是故意發送與 GNSS 類似的虛

假信號，誤導接收器，從而產生錯誤的定位資訊。這對定位、導航和計時

服務(PNT)會造成重大影響，例如錯誤導航和數據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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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飛機通常配備有慣性參考系統(IRS)，可在 GNSS 信號遺失時暫

時提供導航支援，並通過定期更新位置資訊來減輕干擾影響。 

2. 干擾影響 

GNSS 干擾會對飛行導航和路徑規劃造成嚴重影響，可能影響為： 

飛行運算功能：如風速計算、地形警告系統 (TAWS)、飛行管理系統 

(FMS) 等。 

導航程序影響：如 RNP 和 RNAV 程序的中斷。 

機載系統顯示：如移動地圖和監視系統 (ADS-B) 的異常。 

航空安全風險：導航失效可能導致飛機偏離航道，甚至進入限航區，

增加攔截或安全事故的風險。 

特別是在 GPS 與 IRS 同時失效的情況下，飛機將無法正確定位，嚴

重威脅航空安全與運營效率。 

3. 實際案例舉例 

開羅 FIR 範圍內干擾事件，該次 GPS 干擾導致所有 GPS 與 IRS 完全

失效；波音 777 型飛機曾受 GPS 干擾事件，在該機進場階段，遭遇長達 30

分鐘的 GPS 干擾，導致定位顯示異常，飛機靜止不動；以色列本古里安機

場事件，某航班起飛後導航系統完全失效，管制員發現飛機偏離航道，通

過雷達引導修正航向。 

4. 學者建議 

(1) 設立標準化事件報告流程，便於記錄和分析干擾事件，懷疑受干

擾時立即通報 ATC，並利用地面導航裝備（如 VOR 或 NDB）

進行修正導航。 

(2) 建立資料庫：匯總報告資料進行分析，形成預警和監控系統。 

(3) 推廣 GNSS 干擾相關風險意識教育，並教育飛行員應隨時監控異

常，當發現 GNSS 干擾時，應與附近飛機交叉驗證以確認干擾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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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並考慮立即停用 GNSS 相關訊號，避免位置誤差。 

GNSS 在航空硬體系統中角色越來越關鍵，但其脆弱性也需要引起重

視。為應對干擾，國際民航組織 (ICAO) 正強調保留地面導航輔助設備的

必要性，作為備援措施。此外，應研發視覺輔助導航系統與信號加密技術，

同時敦促立法打擊非法干擾行為。通過加強訓練、改進技術和完善法規，

才能在未來的航空環境中更有效地應對 GNSS 干擾挑戰。 

（五） 日本羽田墜機事件後之未來事故預防 

日本管制員協會對 2024 年 1 月 2 日羽田機場跑道入侵事件於會議中

分享最新事件調查狀態及未來預防作為，講者先介紹 2001 年的空中接近

事件，再介紹今(2024)年羽田機場發生的跑道入侵事件，摘要如次: 

1. 日本近年 2 重大事件摘要 

(1) 2001 年 JAL907 與 JAL958 空中接近事件 

2001 年 1 月 31 日，日本航空 JAL907 班機（B747）與日本航空 JAL958

號班機（DC-10）發生空中接近事件，導致近百人受傷，其中九人重

傷。事件起因經調查，歸責於飛航管制員（ATC）誤叫呼號。 

初期，相關航管人員被判無罪，但隨後改判有罪，引發了對飛航安全

責任的廣泛討論。當時日本即討論，將個人責任追究至刑事層面可能

導致工作人員因懼怕法律責任而隱瞞錯誤，進一步影響整體安全。在

調查過程中，日本運輸安全委員會（JTSB）面臨警方平行調查，其事

故調查報告甚至可能被用作法庭證據。此類處理方式與國際民航組織

（ICAO）第 13 號附約所規定的調查原則相矛盾。附約 13 指出:「國

家應確保事故調查的紀錄不被用於事故以外的任何情況」。日本的做

法因此被視為與全球標準不符，也對人權和勞工權利構成了嚴重侵犯，

無助於飛航安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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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4 年羽田機場空中碰撞事故 

2024 年 1 月 2 日，羽田機場發生了一起日航飛機與海上保安廳飛機

的碰撞事故，導致 5 名海巡隊員喪生。事故可能原因包括夜間視線不

佳以及缺乏現代化的航空器位置傳輸設備（如 ADS-B）。 

日本管制員協會理事長石井直人和該協會法律顧問小林義正律師回

顧此事故，強調不應對管制員追究法律責任，並指出系統性問題，例

如人力短缺、安全硬體設備不足。報告中強調該事故的調查仍在進行

中，但事故暴露了疫情期間空中交通航行量下降後，管制員員額數未

能隨之調整，隨著航行量恢復至疫情前甚至更高的水平時，以較少的

管制員處理高於疫前的工作量，其壓力是急劇增加的。 

日本國會著眼於提升航空安全，因此通過了增加管制員員額，人力短

缺問題不僅是日本特有，也是全球各國共同面臨的挑戰。航空安全必

須未雨綢繆，避免類似悲劇重演。 

2. 建議預防措施 

(1) 強化航管目視確認：強調目視確認與持續監視過程，通過不斷掃描和

檢查以提升對所轄航空器的動態監視。 

(2) 使用 ICAO 標準術語：確保通訊的一致性與清晰度，降低誤解風險。 

(3) 增加人力資源：透過增聘管制員在主要機場增加人力，以”助理管制

員”協助塔臺管制員進行起降協調；並鼓勵前管制員回流，提供誘因

吸引經驗豐富的前管制員重新加入職場。 

(4) 改善工作環境，透過實施心理健康支持措施及有效的疲勞管理計劃，

降低壓力並提升工作效率。 

此次事故後，媒體報導與國會討論推動下，日本通過增聘飛航管制員

並提升航空安全標準。本事件反映了日本航空安全體系中的矛盾與挑戰，

呼籲對法律框架和事故調查程序進行改進，以構建更安全的航空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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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天（11 月 10 日）：專題演講(歐洲開放航路天空之

作業現況、機場協同決策)及會員協會會務報告 

會議第二天之會議主軸，上午進行二場專題演講，主題分別為「歐洲開

放航路天空之作業現況(Free route Airspace FRA operation in Europe )」以及「A-

CDM(Airport 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機場協同決策（A-CDM）」，下午

進行各會員協會會務報告。 

（一） 歐洲開放航路天空之作業現況(Free route Airspace FRA 

operation in Europe ) 

主講者為 Frédéric Deleau，是國際飛航管制員協會（IFATCA）的歐洲區

執行副總裁（EVP），自 2020 年起擔任此職。他擁有豐富的航空交通管制經

驗，目前於 EUROCONTROL 馬斯特里赫特高空區域管制中心任職。他參與

歐洲航空交通管理（ATM）計畫建置，致力於解決 ATM 相關關鍵問題，並

推動多項倡議如 SESAR（單一歐洲天空 ATM 研究計畫）和單一歐洲天空

（SES），以提升歐洲 ATM 系統的安全性與效率。 

Deleau 先生代表 IFATCA 與 EUROCONTROL 合作，致力於提升歐洲空

域的安全性與效率並積極推動「自由航線」概念，該機制旨在允許航空公

司在空域內自由選擇最佳路徑，而非受制於傳統固定航線。他認為自由航

線的實施能有效提升效率、減少油耗同時確保空域的運作安全性和一致性。

他的專業背景和在 SESAR 及 SES 等計畫中的經驗，為推進這項改革提供

了技術與管理面的介紹。 

1. 歐洲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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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提到，人力短缺是目前航管領域最嚴峻的問題之一，特別是在

航空交通量恢復至疫情前航行量背景下，許多國家的飛航管制員（ATCs）

不足已經對運作造成系統性壓力。主講者強調，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系統化

的規劃與政策支持，例如通過培訓新一代管制員和改善勞動條件來吸引更

多人加入。 

而實施「自由航線」(Free Route) ，這種方式能讓航班能在空域內規劃

最短、較節能的路徑，以減少燃料消耗。他認為，這不僅有助於實現航空

業的降低油耗目標，還能提升航空公司的運營效率 

此外，講者也特別關注數位化技術的發展，認為它是提升航空交通安

全性與效率的關鍵。他支持像 SESAR（單一歐洲天空 ATM 研究計畫）這

樣的創新計畫，歐洲亦面臨人工智慧、數位化管制工具以及跨國數據共享

的應用及如何幫助航空業進一步現代化的議題。 

2. 數位化技術發展 

主講者對於新技術在航空交通管理（ATM）中的應用展現了高度關注，

特別是在提升營運效率和預測性方面。他強調，SESAR 計畫（單一歐洲天空

ATM 研究）正在促進數位化技術的應用，包括人工智慧（AI）和機器學習

工具的整合，以優化空域管理。Deleau 認為，SESAR 的合作項目，如 CADA

（Controller Adaptive Digital Assistant），展示了數位化技術如何幫助飛航管

制員更有效地應對複雜情境，進而提升空域使用效率 

在歐洲現有技術工具中，重要的系統工具（MTCA，Medium-Term Conflict 

Alert）和先進航跡預測功能是航空安全與效率的核心。這些工具可幫助管

制員提前辨識潛在的飛行衝突，並為航班提供最佳的飛行路徑。Deleau 認

為，這些技術與 AI 驅動的分析系統結合，能進一步提升預測準確性，減少

延誤，並支持自由航線（Free Route）的實現。 

此外，他指出，數位資訊共享和跨國合作對於現代 ATM 至關重要。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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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透過 SESAR 等計畫，建立了強大的數據基礎設施，支持更精確的航線管

理和營運方針，這些數位化創新不僅能推動技術升級，還能確保航空業在

安全性、效率與環境可持續性之間取得平衡 

3. FRA 自由航路空域的發展 

(1) 歐洲實施 FRA 背景 

自由航路空域（Free Route Airspace, FRA）是歐洲航空管理的一項關鍵

創新，最早於夜間時段試行，逐步擴展至全天運作，目標是允許航空

公司在指定空域內規劃最短且最有效率的航路，而無需依賴傳統固定

航線系統。這原本開始於單一國家或小型區域間的合作，隨後透過歐

洲航空安全組織（EUROCONTROL）促進多國間的邊境協調與空域整

合，形成跨國自由航路空域網絡。此實施模式展現了歐洲在國家間合

作與政策制定上的靈活性與前瞻性 

(2) 階段性方法與實施效益 

FRA 的實施通常採取逐步推進的方式，從夜間低密度時段開始，隨後

逐漸擴展至全天運作，降低運行壓力並確保系統穩定性。這一改革帶來益

處分別為燃料節省(航班可選擇最短路徑，減少燃油消耗)、運營效率提升(航

空公司可根據實時空域狀況靈活規劃航班)、永續效益(減少高空碳排放，符

合全球綠能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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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歐洲部分空域實施 FRA 進程 

(3) 軍民空域衝突與政策應對 

FRA 實施的一大挑戰是軍民空域的使用衝突。歐洲透過制定靈活的政

策，如特定時間或區域開放軍用空域供民航使用，成功減少衝突。然而，

亞太區內政治與軍事情勢相對複雜，需要各國形成共識，採取互助合作的

行動。Deleau 建議，歐洲的經驗對亞太區域國家推進 FRA 概念具有重要參

考價值，最後則是巡航時會使用到的「航路」，傳統航路多是由助導航設施

所定義出來，且非直線的航路，使得航機常需要繞道，增加油耗的機會。

自由航行（Free Route）的概念是透過 AI 輔助，將高空風、亂流、航機之間

的相互關係納入考量，並在劃定的空域中盡可能提供航機直線飛行路徑。 

(4) 與亞太區分享合作機會 

主講者認為，歐洲 FRA 的實施經驗，特別是在多國合作、空域共享與

環保效益方面，為亞太地區提供了清晰的實踐模板。通過國際交流和政策

支持，亞太國家有機會加速 FRA 的推行，推動區域航空業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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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機場協同決策（A-CDM） 

主 講 者 為 Sudhanshu Gupta 現 職 負 責 印 度 航 空 管 理 專 員 (ATM 

SPECIALIST)是一位專注於機場運營與航空業管理專業人士，在機場協同決

策（A-CDM）領域具有豐富的實務經驗和深入的研究見解。他長期致力於

推動跨部門合作和數據驅動的航空運營效率提升，並倡導國際標準化的航

空技術應用。他的專業背景涵蓋機場運營管理、空中交通管制和航空政策

的制定，機場協同決策（Airport 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A-CDM）是

一項旨在提升機場運營效率的重要創新。其核心目標是通過數據共享與跨

部門合作，促進機場周轉率的提升，並加強機場陸側與空側之間的合作與

共同決策。 

根據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定義，協同決策（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CDM）是一種追求需求與容量平衡的決策方式。此方法應用從策

略規劃到即時營運的整個活動時間軸，目標實現一個優化的績效目標。 

1. A-CDM 的效益 

講者表示，透過精準且一致的數據分析，並結合自動化工具，A-CDM 

可以帶來多方面的效益，包括： 

(1) 優化航班起降時刻表 A-CDM 有助於減少地面等待時間，提升機場

的運行效率。 

(2) 減少資源消耗與碳排放透過精準協調，A-CDM 可以減少能源浪費，

實現環保與節能目標。 

(3) 提升整體運營績效有效的資料共享和決策協同能促進更高效率的

運輸，提升旅客滿意度。 

(4) 當所有相關單位（包括機場營運單位、航空公司和航管單位）能共

享準確數據並協同決策時，可有效減少機場擁堵、縮短航班周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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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進一步優化整體航空運營。 

2. A-CDM 的實施挑戰 

講者提到，儘管 A-CDM 帶來了明顯的效益，其實施過程中仍面臨多重

挑戰，例如，數據整合與協同障礙，因為機場的運營涉及多方相關者，不

同系統與數據來源往往難以統一。跨部門的技術整合與流程協調成為一大

挑戰。 

再者，各單位組織文化與工作習慣傳統的運作模式根深蒂固，機場和相

關單位可能對新系統存有抗拒。如何通過協商與共識會議促進接受，是推

動變革的關鍵。因此新系統的導入與適應 A-CDM 導入需要軟、硬體升級、

員工培訓及流程調整。初期的磨合期可能帶來效率下降，但這是一個不可

避免的過渡階段。 

3. 解決方案與實施策略 

為克服上述挑戰，講者建議採取以下策略： 

(1) 分階段實施與早期啟動從部分地區或時段（如夜間低航行量時段）

試點開始，逐步擴大系統適用範圍，確保問題能及時被識別並解決。 

(2) 強化合作與透明溝通政府、機場營運單位與航管單位需建立透明的

溝通機制，通過定期會議和數據分享增強合作與信任。 

(3) 透過國際經驗交流與技術合作吸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引

入先進技術並結合本地需求進行調整，推動 A-CDM 的區域性標準

化與效率提升。 

講者結論時提到，在全球航空業發展中，A-CDM 是提升區域合作與營

運效率的重要工具。隨著跨區域架構與技術設備的進一步完善，國際航空

業將朝向標準化與數位化的方向發展。A-CDM 的實施不僅是技術創新的實

現，更是航空運輸系統的一次全面轉型。需要各方攜手合作，共同面對挑

戰，A-CDM 所帶來的長遠效益將為航空業的永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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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員協會會務報告 

本次亞太年會，亞太地區 19 個會員協會共有 15 個協會派員出席，有

15 個會員協會於會議的第二天下午開始抽籤決定順序，派代表上臺進行會

員協會簡報，由於第二日之會議議程進行較為延遲，部分會員國協會簡報

順延至會議第三日；IFATCA 今年會議主軸為「Safety in Future ATM--未來

空中交通管理的安全」，因此，本次會員協會報告有數個會員國皆簡要針對

其國內航管事件安全管理或調查進行報告。 

我國本年度之會員協會報告由協會出席代表、臺北機場管制臺林管制

員立揚上臺簡報，其報告內容提及航行量持續復甦、我國即將提高過境飛

航服務費、我國於航管安全事件調查作業簡介及協會例行活動報告等內容，

以下依各會員國報告順序摘要內容，各國所提供之報告簡報另詳如附錄： 

1. 馬來西亞 

2024 年為了促進合作與技術共享方向，馬來西亞積極參與亞太地區多

國間的航空發展合作，致力於提升區域航空業的整體效能與安全標準。特

別是針對空域管理自動化的應用，馬來西亞報告說明該國正積極參與“自

由航線空域”（Free Route Airspace）計畫。 

空域管理自動化系統與參與自由航線空域： 

為了應對日益增長的航空交通需求，馬來西亞正大力推動空域管理自

動化技術的應用與實踐。透過這些技術，不僅可以提高航班流量管理的效

率，還能減少航空器燃油消耗，符合國際航空業的永續發展目標。此外，

馬來西亞積極與鄰國合作，建立技術交流平台，分享自身在空域管理自動

化方面的成功經驗與技術成果，促進亞太地區整體航空業的技術進步。 

馬來西亞在“自由航線空域”計畫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致力於改變傳

統航線結構的運作方式。此計畫旨在讓航空公司能夠根據實際需求設計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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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的飛行路徑，不再侷限於固定航線，從而達到縮短飛行時間、降低營

運成本與減少環境影響的目標。作為亞太地區的主要推動者之一，馬來西

亞正在與周邊國家協調，確保新空域管理政策的無縫銜接。 

人力資源與培訓體系：馬來西亞在航管領域擁有穩定且高素質的人力

資源。其管制員培訓制度在區域內頗具聲譽，結合理論與實際操作的課程

設計為管制員提供了紮實的基礎。此外，2024 年，馬來西亞正式引入先進

的模擬器，用於輔助飛航管制員的訓練，進一步提升培訓的效果與效率。 

未來，馬來西亞航管協會將繼續以創新為驅動力，深化區域間的合作

關係，同時投入更多資源於提升航空安全與效率的研究。隨著自動化空域

管理與自由航線空域的全面實施，馬來西亞將在亞太航空領域中扮演愈加

重要的角色，為國際航空業的發展貢獻更多力量。 

2. 紐西蘭/澳洲聯合報告 

區域合作與技術推動：2024 年紐澳聯合報告該區的核心工作重點是推

動區域合作，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航空技術交流與合作。其中，“自由航

線空域”（Free Route Airspace）計畫是重要合作項目之一，旨在提升飛行效

率並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此外，紐西蘭與澳洲密切協作，共同規劃與對大

洋空域的管理，為區域航空運營提供更高效的空域結構與安全保障。 

碳減排與環境影響研究：在環境永續發展方面，該區重視減少航空運

輸對環境的影響，不僅著重於推動節能減碳，還進行探討如何降低非二氧

化碳因素（如航跡雲）對氣候的潛在影響。透過技術創新與國際合作，該

區域力求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同時，確保航空業的永續增長。 

人力資源挑戰與應對策略：紐西蘭及澳洲航管亦面臨著飛航管制員人

力資源短缺的挑戰。為緩解壓力，該區域已啟動積極的人才招募計畫，並

加強培訓，確保新進人員具備足夠的專業能力來面對高航行量的航管作業。

同時，該區亦規劃自動化技術在部分管制環節的應用，以減輕人力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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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 

聯合報告時，協會強調將繼續深化與亞太地區各國的合作，特別是在

空域管理與環境保護方面的聯合努力，進而推動更安全、環保與高效能的

航空作業。 

3. 蒙古 

蒙古航管協會在 2024 年成功推動建立了一個獨立的飛航服務提供機構，

為飛航管制員提供更佳的工作條件與組織結構支持。此舉不僅提升了飛航

管制員的專業滿意度，也改善了工作環境的整體效率與穩定性，為該國未

來航空業的發展奠定基礎。 

儘管在組織結構上取得改善，蒙古航管協會仍面臨航空交通管制領域

人力資源短缺的挑戰。為了緩解這一問題，協會啟動了一連串的宣傳活動，

目的在提高社會大眾對空中交通管制行業的認識與興趣。其中，特別針對

學生群體推出職業宣導活動，例如參與學校的職業教育日，分享飛航管制

工作的價值與發展前景。透過這些努力，協會期望吸引更多年輕人才加入

飛航管制員的行列。 

為了建立更加緊密的社群聯結，蒙古航管協會並推出多項社群宣傳，

例如定期舉辦開放日活動，邀請大眾參觀飛航管制中心，增進社會大眾對

該行業的了解。同時，協會與當地大學及職業學校合作，設立航空相關課

程，為未來的專業人才培養提供支持。 

未來，蒙古航管協會將繼續專注於加強飛航服務的基礎與人力資源強

化，同時深化與各國航管協會間的組織合作，學習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

隨著人力資源短缺問題的逐步緩解以及宣傳工作的推廣，蒙古期待為區域

航空發展做出更多貢獻。 

4. 菲律賓 

菲律賓航管協會在報告中提出，該國 2024 年正面臨飛航管制員人力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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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挑戰。目前在職的飛航管制員約 800 名，然而全國需求至少為 1000 名，

這使得航管運行工作壓力倍增。尤其在航空交通日益繁忙的背景下，這一

問題更加凸顯其嚴峻性。 

此外，菲律賓協會也提及，年輕世代對飛航管制員這一職業的興趣逐

漸下降，導致新進人員的招募面臨困難。報名參加相關培訓的人數呈現持

續下降趨勢，進一步加劇了人力資源的困境。如何提升航管職業對年輕人

的吸引力，成為未來人力議題上極需解決的議題。 

除了人力短缺的問題，菲律賓航管協會亦提及航管安全事件調查程序

的改進上，菲律賓近年致力於推動“公正文化”（Just Culture）的理念，強

調在事故調查中應秉持非懲罰性原則，為航空從業人員營造一個安全且透

明的環境。這種文化的建立，不僅有助於提高事故調查的效率，也能提升

整體航空安全水準。 

為了促進社會大眾對航管工作的認識與支持，菲律賓航管協會於 2024

年舉辦了公開日活動。該活動邀請社會大眾參觀飛航管制中心，並深入了

解飛航管制的日常運作與背後的挑戰。透過這類活動，協會希望能拉近社

會大眾與航管界之間的距離，同時吸引更多年輕人關注並考慮從事這一領

域。 

菲律賓航管協會在報告指出該國在航管領域所面臨的多重挑戰，但也

展現了其積極應對問題的決心，並將隨著更多措施的落實，讓菲律賓的航

空安全與航管人力有望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5. 尼泊爾 

2024 年，尼泊爾航管界著重於提升飛航管制服務的效率，同時改善管

制員的薪資待遇與工作環境，報告中指出，該國管制員薪水於 2024 年成功

獲得多方支持，提升了 60%之多，這一舉措提升了航管工作的專業性與吸

引力，為整個行業的永續發展提供實質上的支持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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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航管協會積極利用媒體與社群平台進行宣傳，致力於提升社會

大眾對飛航管制工作的認識與理解。協會通過發布專題影片、參與廣播與

電視訪談以及在社群媒體上分享飛航管制的日常工作細節，讓更多人了解

該行業的重要性與挑戰。此外，協會還定期舉辦線上/線下的公開講座，吸

引對航空領域有興趣的年輕人參與。 

尼泊爾航管協會表示將繼續加強航管的宣傳，並推動更多社會大眾參

與飛航管制工作的認識活動。同時，協會將致力於改善飛航管制從業環境，

吸引更多優秀人才投身於該領域，為國家航空業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6. 哈薩克 

哈薩克航管協會報告中說明，該國近期針對航空管理系統的運行效率

及安全性進行了一系列重要升級與改進，目前正積極推動航空管理系統與

鄰區國家的航空系統進行整合，目的在於加強區域內的航空合作，縮短飛

行時間並優化空域使用效率。同時，協會正逐步採用國際航空導航標準，

進一步促進跨國合作及技術交流。 

為提升航空運行能力，哈薩克對多個機場的航空導航設備進行了全面

升級。新設備包括先進的雷達系統、自動化空域監控技術及精準的助航輔

助設施，這些升級不僅增強了航班管理能力，還有效提升了航班的準點率。

此外，協會還針對偏遠地區的小型機場進行設備改造，確保該國全境航空

網絡的穩定性與安全性。 

在人員培訓方面，哈薩克航管協會特別強調管制員的技術提升與安全

意識的培養。協會定期舉辦專業培訓課程，包括應急處置模擬演練、及心

理壓力管理課程。此外，協會還導入的安全管理系統（SMS）理念，透過

SMS 教育，期待將航管相關作業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範圍。 

哈薩克航管協會提到，該國計劃在未來五年內，實現區域航空網絡的

全面數位化管理，並試著引入人工智慧技術以進一步優化空域配置與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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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度，透過以上措施，哈薩克目標建構一個更安全、高效及現代化的航空

管理體系。 

7. 日本 

日本在飛航管制領域持續展現其科技領先地位，現在正積極推動人工

智慧(AI)和自動化系統的應用，特別是在航行量的預測與管理方面。隨著航

空運輸需求的不斷增加，日本致力於利用創新技術提升航管效率，確保航

空交通的安全性和順暢性。 

在國際合作方面，日本重視與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技術交流與分享，

定期舉辦研討會和技術交流活動，促進區域內航管技術的整合與提升。同

時，針對國內航管系統的技術標準化，日本持續推動統一化的技術品質框

架，確保各地區航管系統能無縫協作，達到高效率的運作目標。 

該國也特別關注環境永續發展，將減少碳排放作為航管技術研究與應

用的核心目標之一。透過優化航線設計以及促進更高效的飛行調度管理，

在降低航空業對環境影響的同時，展現了對全球環境議題的責任感。 

日本也再次以 2024 年該國羽田空難為例，提到不論航管相關安全事件

或航空事故調查，皆不建議將管制員訴諸刑事責任，而應以公正文化為主

軸，以利發現事件真正原因，並改善預防再次發生。 

8. 印尼 

印尼作為亞太地區的重要航空樞紐之一，正全面推動航空業的發展，

以應對日益增長的國際航班需求與區域內日益活躍的航空交通。該國以提

升跨國航班效率為主要目標，投入大量資源加強航空基礎設施建設與管理

能力，展現其作為南亞航空樞紐的戰略地位。 

為了支撐該國航空業的長遠發展，印尼正大幅投資於新機場的建設，

同時全面升級現有機場設施。這些基建計畫包括增加跑道容量、引入先進

的航管系統以及優化機場的物流與旅客處理能力，以應對未來數十年的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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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運輸需求。此外，印尼也積極推動智慧化機場管理系統的導入，提升機

場的運營效率與旅客體驗。 

在人力資源發展方面，印尼特別重視飛航管制員（ATC）的招募與培訓。

面對航班數量與複雜性的增長，該國強化了飛航管制專業的訓練體系，確

保新進管制員能迅速適應高壓環境並提供精確的判斷。為了提高該職業的

吸引力，印尼政府與相關機構也致力於改善管制員的職業待遇與工作條件，

藉此吸引更多優秀人才投身航空業。 

印尼管制員協會提到該國將繼續專注於基礎設施的持續升級與航空專

業人才的培育，致力於進一步提升航空交通的效率與安全性，希望這些努

力不僅將促進印尼經濟的發展，還將為區域乃至全球航空業的繁榮做出貢

獻。 

9. 新加坡 

新加坡航管協會報告該國 2024 年工作重點之一是提升案件調查工作的

專業性與公信力，對於案件調查的改進，有以下幾個方面： 

1. 調查工作的透明度與科學性：透過建立更清晰的調查流程與標準，

確保調查過程中的透明度。同時，進一步強化調查工作的科學依據，

確保採用符合國際標準的調查方法，並使用數據分析與科學工具來

支持調查結論。 

2. 調查人員的專業培訓與資格認證：為調查人員提供系統化的專業培

訓，以提升其專業技能，並協助其取得相關資格認證。這不僅提高

了調查工作的權威性，也確保調查人員能夠以專業角度執行職責，

為案件調查帶來更高的可信度。 

3. 公正文化的融入：在案件調查中融入公正文化以避免偏見與誤差。

為此，要求調查代表在展開實際調查工作之前，先與各管理階層共

同擬定調查流程與初步評估方案。這種做法旨在確保調查工作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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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性，從而獲得更公正的調查結果。 

4. 完整的調查流程管理：案件調查的工作不僅涵蓋事發當下的細節查

證，還延伸至相關案件管制員完成復職並重新適應工作環境的過程。

協會確保調查的每一個環節都有充分的規劃與支持，直至案件完全

結案為止。 

此外，新加坡航管協會在提升本地業務的同時，也積極推動國際交流

與合作： 

1. 年度會議與活動：協會如期舉辦了本地的年度會議，邀請會員與業

界專家共同參與，以交流最新的航管技術與管理經驗。這些活動不

僅促進了會員之間的合作，也為協會未來發展注入了新的動能。 

2. 與鄰近 FIR 協會的合作與互動：新加坡航管協會持續加強與鄰近航

管飛航情報區航管協會（FIR）的交流與合作，包括共同舉辦研討會

與技術培訓，探討跨區域的航管挑戰與解決方案。這種跨區域合作

不僅提升了整體航管能力，也為本地會員帶來更多國際化的視野。 

3. 參與國際事務：協會積極參與國際飛航管制員協會（IFATCA）的執

行委員會選舉，為會員在國際航管組織中發聲。同時，透過參加國

際性會議與討論，協會不僅分享了新加坡在航管領域的經驗，也從

中汲取了其他國家的最佳實踐，進一步完善本地的航管系統。 

總結而言，2024 年是新加坡航管協會專業化與國際化進一步深化的一

年。協會將持續致力於提升航管工作的專業標準，推動航管人員的專業成

長，並深化與國際航管社群的聯繫，為新加坡航空業的長遠發展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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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天（10 月 19 日）：會員協會會務報告(續)、

IFATCA 重要工作小組簡介、亞太區分區副會長選

舉、IFATCA 2025/2026 亞太區年會主辦地點宣布 

會議第三天，接續昨日未完成的會務報告，並進行 IFATCA 重要工作

小組簡介、亞太區分區副會長選舉、IFATCA 2025/2026 亞太區年會主辦地

點宣布等議題，本日會議內容說明如下： 

（一） 會員協會會務報告(續) 

10. 斯里蘭卡 

在斯里蘭卡航空交通管理領域，2023 至 2024 年是一段充滿挑戰與進步

的時期。協會在多個層面取得了顯著成果，包括人員保留與招聘、空中交

通管理（ATM）系統升級、工時規範改善及會員福利增強。 

人員保留與招聘：疫情期間，許多空中交通管制員（ATC）流失，協會

迅速提出應對措施，包括提高薪資（增幅約 60%）及重新聘用退休管制員。

目前有約 45 名退休管制員重返工作崗位，提供豐富經驗。同時，協會招募

了 54 名新 ATC 並展開訓練計畫，以填補人手短缺。 

工時與疲勞管理：協會針對工時設置了新標準，參考澳洲與紐西蘭經

驗，每月工時上限設為 144 小時，並試行新的排班系統。此外，協會積極

處理交通接駁與住宿問題，為管制員減輕通勤壓力，提升工作效率。 

系統升級與基礎建設：斯里蘭卡完成了 AIDC 傳輸系統的升級，並與印

度進行測試，預計未來數月內投入使用。同時，協會規劃在 Rakalana 建設

新的航空中心，預計 2028 年完工，將提升空中交通管理能力。 

事故調查程序改進：現行事故調查程序缺乏標準化，沒有時間限制，影

響管制員執照的有效性。協會希望透過國際飛航管制員協會（IFATC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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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改善調查流程，確保公平與效率。 

會員福利與金融合作：協會與斯里蘭卡銀行合作，推出帶有協會標誌

的獎勵信用卡及相關金融方案，提升會員福利。這項舉措不僅展示了協會

對國家航空貢獻的重要性，也獲得了銀行及公眾的高度認可。 

未來展望：展望未來，協會將繼續聚焦航空安全、員工福祉及系統現代

化，為斯里蘭卡的航空業發展奠定穩固基礎。此次工作報告也展現出協會

在應對挑戰中的決心與成效，為成員創造了更多價值與支持。 

11. 印度 

印度空域涵蓋 280 萬平方公里，是亞太地區最大的空域之一。日常運

作中，單一雷達空域可能同時管理超過 44 架飛機，孟買、德里、加爾各答

等空域的容量已接近飽和。為了優化空域結構，特別是在隔離距離縮短上

（例如大洋航線由 10 海浬減至 5 海浬、跨洋航線由 50 海浬減至 20 海浬）

的背景下，管制員的工作負荷增加亦亟需平衡。 

事件調查與健康管理：目前印度事件調查過程耗時較長，通常需 2 至 6

個月，原因在於人力不足及調查人員背景差異（如由飛行員調查空管事件）。

此外，印度尚無專門針對飛航管制員（ATC）的心理健康與醫學標準，這方

面的進展緩慢。精神健康危機管理與航空醫學一致性標準的建立，是未來

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 

員工福利與國際參與：印度在福利方面已取得一些成果，如為 ATC 提

供最高 24,000 美元的死亡保險，但仍需加強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合

作，爭取更多國際參與機會。印度期望透過國際飛航管制員協會（IFATCA）

的支持，改善飛航管理作業及管制員的工作環境。 

儘管挑戰重重，印度正積極推動空域管理的現代化，並持續改善管制

員的工作條件與福利，以提升航空安全和效率。 

12.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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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首先感謝印度主辦這場出色的會議，伊朗管制員協會在過去一年

內取得了多項進展，並展望未來的發展計劃。 

人力現狀與挑戰：目前伊朗擁有 950 名空中交通管制員，但為應對日

益增長的空域需求，目標是擴充至 1200 人。目前管制員的平均年齡為 44

歲，女性比例僅占 2%，性別平衡仍有提升空間。此外，協會去年失去了一

位因癌症逝世的同事，協會向其家屬提供了資金慰問，展現了對員工的關

懷。 

活動與創新：2023 年，伊朗首次引入 3D 塔臺技術，用於管制員的訓

練，提升專業技能。同時，協會啟動了官方網站，舉辦了多樣化的活動，

如國際空中交通管制員日的慶祝活動，吸引超過 800 名參與者，包括家庭

日和輕航機展示，讓管制員的旗幟在指定機場高高飄揚。這些舉措不僅增

強了管制員與其家庭的歸屬感，也提升了職業的形象和認知。 

緊急應變與合作：去年，伊朗協會在一起總統專機事件中參與了搜救

行動，並從中積累了應急經驗。未來，協會將持續完善危機管理，確保航

空安全。透過與國內外有關單位的合作，伊朗希望進一步提升自身能力，

為區域航空業的健康發展作出貢獻。 

未來計劃：伊朗協會計劃在 2025 年參與國際管制員年會，並積極爭取

於 2027 年主辦亞太區域會議。此外，協會計劃舉辦飛行員與管制員座談會，

促進業內部交流與合作。同時，協會新成立的學生分支將吸引更多年輕人

投身於飛航管制，為行業注入新血。 

13. 澳門 

澳門空中交通運行自疫情後逐步復甦，目前每天航班量約為 160 架次，

恢復至疫情前的 70%至 80%之間。但由於大量航班偏向飛往中國內地，復

甦速度相對緩慢。此外，在颱風季節期間，南海的直升機運輸需求增加，

也增加了航管協調的負擔，尤其是 VFR（目視飛航）與一般航班的作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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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更加明顯。 

基礎建設與系統升級：為提升機場容量，澳門正推進 2030 年完成的擴

建計劃，包括新增平行滑行道、垂直滑行道及快速出口滑行道。此外，一

個新的直升機場已建成，用以滿足 VFR 營運需求。同時，新 ATC、AMHS

和 ACDM 系統的整合也正在進行中，計劃逐步提升管制效率。 

人力挑戰與培訓：目前，澳門擁有 38 名空中交通管制員（男女比例均

等），年底預計再加入 4 人。然而，由於部分管制員退休或轉任其他職位，

加上英語考試程序限制，導致人力仍短缺，此外，因應澳門民航局要求，

模擬機訓練時數要求將從每兩年 4 小時提升至每年 12 小時，以強化專業能

力。 

空域協調與運行挑戰：澳門的起降需與中國珠海及香港空域協調，香

港第三跑道的啟用迫使澳門重新設計 SID 與進場程序，目前訓練工作正在

進行中。因受空域限制及香港空域規定，航班起降間隔需達 4-5 分鐘，這

也是營運效率一大挑戰。 

事故調查與技術合作：在事故處理方面，管制員需於事發後 48 小時內

提交初報，並展開內部調查，通常需約 2 個月完成，調查結果將用於再訓

練與考核。此外，澳門與中國大陸的技術交流活動正在進行，旨在提升技

術能力並共享運行經驗。 

未來展望：澳門空中交通管制協會將持續致力於人力資源培訓、基礎

建設提升及系統優化，以應對未來的航空需求及營運挑戰，進一步提升航

空服務效率。 

14. 臺灣 

2024 年，臺北飛航情報區（FIR）航班運行量顯著回升，目前已恢復至

疫情前的 80%，預計年底將達 90%以上。年管制量現約為 185 萬架次，年

底將突破 190 萬架次。為更符合運營成本，過境服務費將從每架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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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調整至 13,500 臺幣，預計於近期實施。 

此外，為與國際接軌，臺北 FIR 於 2024 年 9 月引入了 ICAO 標準的 SID

（標準離場程序）和 STAR（標準進場程序），遵循 ICAO Doc 4444 第 16 版

規範術語。例如，過去簡單的高度指令現在需明確溝通，以提升管制與飛

行員間的預期一致性，新的術語模式透過內部培訓和跨部門交流已逐步克

服初期挑戰。 

事故調查流程：事故發生後，相關管制員將被暫時移離席位，由單位主

管進行初步面談，根據調查結果決定是否復職或參與強化訓練。根據程序，

管制事件初報須於 2-3 天內提交至民用航空局（CAA）及飛航業務室

（ATSMO）。ATSMO 通常需在 30 天內完成調查，並提交報告。 

協會活動回顧：2023、2024 年，臺灣管制員協會舉辦多項活動，增進會

員交流與專業發展，例如年度大會與選舉、參加管制員協會新加坡年會、

舉辦籃球賽及與臺灣飛行員協會共同參訪新竹空軍基地、赴福岡 ACC 進行

技術交流、舉辦柴山健行及駕駛艙見學，加強管制員與飛行員的對話。 

未來展望：臺北 FIR 將持續推動技術革新與人員交流，以提升服務效

率與品質。同時，協會亦舉辦多元活動，深化專業能力與會員凝聚力，迎

接來年的新挑戰與機遇。 

（二） IFATCA 重要工作小組簡介 

IFATCA（國際飛航管制員協會）為達成其使命，成立多個專業工作小

組，涵蓋多元化議題與技術層面： 

⚫ EDITF（平權、多元與共融任務小組）：推動成員多樣性，促進多

元文化參與，協助會員融入不同組織並獲取資源支援。2023 年啟

動的「I AM IFATCA」計畫，致力於改善文化包容，支持女性參與

並與 EASA 合作，逐步改變全球航空界的多元性。 

⚫ PLC（專業與法規委員會）：提供飛航管制員相關專業與法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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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C（技術與操作委員會）：審查 IFATCA 政策是否符合 ICAO 標

準，並提交改進建議。 

⚫ TTF（訓練任務小組）：製作全球一致性的訓練教材，推動航管服

務標準化。 

⚫ SEP（大家說英語計畫）：提供平台，讓管制員與飛行員提升英語

溝通能力，參與者可透過 Google Calendar 登記，並進一步成為推

動者。 

⚫ World Communication：透過雜誌、Podcast、社群媒體等，提升 IFATCA

的能見度及話語權。IFATCA 持續加強內外部溝通，促進航管知識

普及並提升專業影響力。例如 2023 年，運用全球塔臺管制員的照

片製作宣傳，展示 ATC（空中交通管制）在航空交通管理（ATM）

中的核心作用。 

IFATCA 將持續推動多元化與專業化，特別是改善成員包容性和專業訓

練的一致性。此外，為應對日益複雜的全球航空需求，將加強與多方合

作，包括尋求更多資金支持與人力參與，確保計畫的可持續性與影響

力。這些努力旨在讓每位會員感受到「I AM IFATCA」的價值，鼓勵多

元參與，並為全球航空安全與效率貢獻力量。 

（三） 亞太區執行副主席(EVP)選舉 

選舉開始前由主持人先進行會員國點名，以確認各會員國代表皆已達

現場，且出席人員已達後續執行副主席選舉之投票人數，隨後主持人開始

今日的選舉，本屆 EVP 有兩位參選人，分別為馬來西亞的 PAULINE 跟我

國的陳管制員妍君 Cheryl，雙方政見摘要如次： 

馬來西亞管制員 Pauline Chong： 

Pauline Chong 代表馬來西亞空中交通管制協會，競選 IFATCA 亞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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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副主席（EVP）。她以「透明、合作、專業」為核心，提出多項政策主

張，旨在促進區域航空交通管理的發展與合作。 

無縫溝通與知識共享：Pauline 提議建立效率化的跨區域溝通平台，讓

各國飛航情報區（FIR）能即時分享問題與解決方案。她強調，像香港三跑

道運行經驗、歐洲自由天空政策等技術交流，可通過訓練平台推廣至其他

國家，協助提升運行效率並避免「在地盲點」。 

培育未來領袖：Pauline 承諾推動區域性領導力培訓計劃，舉辦跨區域

的研討會與指導活動，為年輕管制員與新生代領袖提供成長機會，建立適

應航空業變化的技能與韌性，確保區域空中交通的持續發展。 

數據驅動管理：她建議開發數據分享儀表板，例如利用 Google Looker 

Studios，整合亞太區域空中交通數據，實現即時資訊共享與管理。該儀表板

可提升會員國在交通流量與運作上的協同應對能力。 

促進合作與多元包容：Pauline 強調精簡合作流程，推動公平與多元文

化的參與，營造讓每位成員都能自由表達與交換意見的空間。她承諾以「We 

Listen, We Share, We Conclude」為方針，凝聚共識，攜手前進。 

專業與安全提升：面對亞太航空業增長的複雜挑戰，Pauline 提議推動

專業化與技術操作的發展，例如加強區域間的標準化合作決策（CDM），確

保區域運行安全和效率提升。 

Pauline 以其 14 年航空管理經驗，結合訓練、檢查與許可專業背景，展

現推動改革與合作的熱忱。她邀請會員支持其願景，承諾攜手創造更專業、

包容且高效的 IFATCA，為亞太區域航空交通管理帶來新氣象。 

我國陳管制員妍君(Cheryl Chen)： 

Cheryl 現任 IFATCA 亞太地區執行副總裁（EVP），自 2017 年起積極參

與國際事務，2018 年參與馬來西亞 APRM 並見證其成功運作。2021 年擔任

EVP 以來，處理亞太區多國會員事務，成功促進協會間合作，並壯大 IFA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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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此次尋求 2025 至 2027 年的最後一任連任。她以多年豐富經驗和對

協會的全心投入，提出多項務實與前瞻的施政計畫，涵蓋短期、中期與長

期目標。 

⚫ 短期目標（2024-2025）： 

解決人力短缺問題：針對本地區的性別與人力短缺，推動多元性別參

與並建立相關方案。 

即時反饋與支持：持續透過與會員協會的密切溝通，根據實際需求提

供解決方案，提升合作效率。 

⚫ 中期目標（2025-2027）： 

推動工作坊與培訓：根據會員國提供的議題，舉辦實務導向的專業工

作坊，促進技術與經驗交流。 

專業團隊建設：組建具高度專業性與靈活應變能力的支持團隊，提供

會員協會所需的資源與建議。 

⚫ 長期目標（至 2027 年）： 

壯大 IFATCA 的影響力：促進與非會員協會的合作，擴大 IFATCA 在亞

太地區的覆蓋範圍，並深化會員國間的聯繫。 

強化協會角色：使 IFATCA 成為專業建議與資源共享的首要平台，為

航空業的穩定發展提供貢獻。 

陳員強調建立一個能代表 IFATCA 的專業集體，與各會員協會攜手合

作，實現共同目標，重視聽取會員的需求，以實質行動履行承諾，促進多

元與包容，為未來建立更穩固的組織基礎。 

本屆二位候選人政見發表完畢後，由當日出席會議的會員協會代表進

行投票，以相對多數票方式決定執行副主席 EVP 人選。本國陳管制員妍君

順利連任，除感謝所有會員國的支持外，並表示將以其專業與奉獻，繼續

為協會努力，推動更全面的政策與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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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IFATCA 2025 41th 亞太區年會於澳門 

IFATCA 2025 年亞太年會將於 2025 年 10 月 20 日至 22 日於澳門實體舉

行，澳門管制員協會代表 RYMOND 先以簡報向大家說明澳門之地理位置，

以利與會之會員國代表安排航班交通，另並提醒部分需要辦理簽證會員之

相關注意事項，同時於會議上分享澳門之宣傳影片，向大家宣布澳門已做

足準備並熱誠歡迎各會員國代表參與。 

（五） 日本成功申辦 IFATCA 2026 42th 亞太地區年會 

國際會議籌備通常需要一定時間準備期，會議最後由日本管制員協會

提出申辦 2026 年亞太地區年會，日本管制員協會代表團除了準備日本宣傳

影片外，東京知事小池百合子亦預錄一段影片歡迎並聲援日本管制員協會

申辦 2026 IFATCA 亞太地區年會，最後在現場各會員國一致同意下，由日本

管制員協會成功申辦 IFATCA 2026 42th 亞太地區年會，舉辦地點為東京。 

（六） 閉幕 

會議的結尾，由印度管制員協會代表致詞，感謝圓滿結束，來自亞太

地區及世界各地的航管專業人士出席 IFATCA 第 40 屆亞太地區年會，共同

展現航空領域的深度與合作的力量。會議中，與會者通過開放對話、經驗

分享與深入討論，探索解決方案、挑戰既有假設，並設定了更安全、高效

率的航空發展目標。 

作為一個全球大家庭，與會者在這裡不僅分享了專業知識，也建立了

深厚的情感聯繫。會議的圓滿落幕為航空業未來的共同發展描繪了清晰的

藍圖。此次活動成功促進了區域合作，深化了對航空卓越的承諾，並為未

來創新鋪平了道路。與此同時，各會員國也體驗了印度的文化和美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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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強了彼此的聯繫與友誼。致詞中表示這一切的成就都靠 IFATCA 團

隊、志工的辛勤付出，為活動圓滿成功提供了絕佳的基礎。 

會議最後感謝所有會員國代表的參與，期盼大家將從這次會議中獲得

的啟發與經驗帶回各自國家，以全新熱情推動航空業的進步與合作，並期

待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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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 

今年的 IFATCA 亞太年會於印度新德里舉行，主辦方利用該國曾經舉辦 APEC 的

場地和便利的航空交通，熱情邀請來自亞洲各國的管制員協會參加。會議開幕時，

主辦方巧妙安排了一系列當地文化表演，讓所有與會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次會議匯聚了亞太區的眾多會員國管制員，與會代表在為期三天的會議中積

極參與了航空交通領域的最新發展和各項討論。大家都充滿期待，希望能藉由

IFATCA 亞太會議這一平台，與鄰近地區的管制員交流經驗、分享心得，並討論各自

國家在航管方面的優勢與挑戰。大家更期望能建立深厚的友誼橋樑，為未來的航管

作業和國際資訊交流奠定合作基礎。 

 

會議中，關於「印度無人機現況論壇」和「歐洲開放航路天空作業現況」等議題

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印度的無人機空域管理結構而言，該國與本區情況

類似，目前也將無人機活動區域分為 200 呎、400 呎及紅、黃、綠區。而歐洲開放航

路的部分，則因為本區空域較為狹窄，本區則不太適用。多國代表在會議中也提到

了疫後管制員人力短缺的問題，顯示航空業在各區所面臨的挑戰相似。 

 

結束這場充實且精彩的三日會議後，我們對當前航管作業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包括疫情後管制員人力短缺、遙控無人機的發展與管理等。透過

專業人士的演講分享，以及與鄰近地區的經驗交流，我們獲得了對航空業動態和趨

勢的具體見解，並期待這些討論能激發創新思維、優化工作模式，進一步提升我們

的工作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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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建議 

一、 鼓勵同仁積極善用 IFATCA 等國際組織資源，提升

語言能力 

英語是全球航空服務的主要語言，本區定期進行航空英語能力檢定，以確保

管制員的語言能力符合工作需求。儘管英語不是我國的官方語言，我國的航空人

員可以通過 IFATCA 的「大家說英語」平臺，與來自多國的管制員及駕駛員進行

交流對話，創造英語口說的實踐環境，從而提升溝通技能並確保實務運用更加流

暢，由於本區並非 ICAO 會員國，透過參與 IFATCA 的各項資源活動，可以在活

動同時，與各飛航管制員交流，有利於增進飛航服務的標準與鄰區保持一致，並

推動與國際的接軌。 

IFATCA 的「大家說英語」平臺不僅提供免費的英語口語訓練資源，還協助

提升管制員在緊急情況下的溝通能力，為了在緊急情況下能夠更順利地進行溝

通，本區根據 ICAO 的建議，定期舉辦航空英語能力檢定。IFATCA 提供的「大

家說英語」平台，免費為航管同仁提供英語口語訓練資源，鼓勵同仁積極利用這

些資源。 

二、 鼓勵航管同仁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與會議 

我國因受限於國際政治情勢的影響，無法正式加入 ICAO，且無法在相關法

規修訂或制定初期獲取相應的工作文件。因此，如何透過其他途徑讓本區航管意

見能夠有效發聲，變得至關重要。在這方面，IFATCA（國際航空交通管制員協

會）作為我國已正式加入的國際協會組織之一，發揮了重要作用。IFATCA 參與

ICAO 相關工作小組，並能在國際間傳達我們的作業觀點。因此，建議未來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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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一步加強在 IFATCA 的參與，並派遣專業人員加入其工作小組，通過實際參

與，協助本區在第一時間取得國際航空工作文件，並提升我國作業意見的發聲機

會。 

IFATCA 每年舉行全球年會及亞太地區會議，許多國家都會派遣第一線管制

員參與。我國亦積極派遣第一線值班同仁參加今年度的亞太年會，並有多位同仁

出席其中。特別是林管制員立揚代表我國進行了會務簡報，表現優異，並在會議

期間積極與他國管制員交流，尤其是在與鄰區管制員的作業討論中，彼此之間對

作業層面有了更深的理解，這對未來的跨區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IFATCA 會議中的專題演講及討論議題，通常與第一線管制同仁的日常作業

息息相關。因此，第一線值班人員參與國際會議不僅有助於了解國際民航發展趨

勢，還能增進他們的國際視野，了解我國的作法與國際接軌的同步性。期盼在民

航局和總臺的鼓勵下，能夠培養更多有志的第一線同仁參與國際會議，這不僅能

夠將國際視野帶回作業單位，也能達到共同提升臺灣在國際民航領域能見度的

目標。 

三、 持續充足航管人力與進行疲勞管理 

疫情後，各國面臨航管人力回流不足的問題，各國多提及其航管單位正面臨

高工作時數的挑戰，這不僅加重了管制員的疲勞，也增加了疏漏風險，為各國共

同的問題之一。以日本為例，他們藉由自身經驗強烈呼籲，由政府主導解決人力

短缺問題，展現了該國應對人力危機的積極作為。在疫情期間，臺灣透過國家考

試持續進用新進管制員，工作時數與人力缺口比其他國家較為舒緩，但疫情後，

隨著航行量增加而增設管制席位的影響，確保管制員的工作時數不過勞，將需要

持續充足航管人力並且依國際相關法規進行疲勞管理，以能留才適用並優化管

制員人力，對於提升飛航服務品質、促進航空作業安全都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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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附錄一、 會議照片 

 

我國陳管制員妍君於大會進行開場致詞 

 

本國林管制員立揚於會員協會會務報告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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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與會人員與他國協會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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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專題及會員協會報告簡報摘錄 

• ICAO 近期工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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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無人機現況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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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SS 無線電頻率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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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開放天空 FRA 專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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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協會報告---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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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協會報告---香港(僅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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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協會報告---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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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協會報告---2025 年亞太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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