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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 行 安 全 基 金 會   吳 忠 萍

壹、前言：

一 . 飛安基金會 ( 以下簡稱：本會 ) 延續

111 年空軍飛地安全教育訓練計畫之需

求，持續編定 112 年「高階風管政策管

理班 ( 高階 )」、「風險訓練計畫規劃

班 ( 中階 )」、「風險作業管理班 ( 基

礎 )」等 3 項專案班次，合計完成國軍

部隊 11 班次與 276 人 ( 含陸海軍人員 )
作業風險管理教育訓練作業。

二、本會成立專案教學師資團，納編師資成

員大部分自軍方退役後，轉任民航局、

航空公司與大專院校等機關單位繼續工

作的現職人員。教學的內容並不是教

導受訓學員不會的事，而是持續傳承國

軍現有的知識更為重要；因為國軍部隊

在長久的戰、演訓任務不斷的按既定計

畫執行任務，已經歸納出邏輯與運作規

則，其付出的整體代價與成本是無法估

計。因此，本會教學內容重點不是重新

指導部隊各階層幹部訓練，而是以「持

續改善」與「實務工作經驗分享」為師

資團核心教學工作，並持之有恆地提升

國軍部隊整體運作「制度化」與「標準

化」，降低國軍部隊飛行與地面作業安

全事件發生的機率，是本會執行國軍部

隊專案教學之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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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內容重點：

一 . 依據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出版「臺

灣飛安統計報告 2012-2021」指出：我

國近 10 年民用航空運輸業飛機重大飛

航事故發生原因分類當中，以「與人

相關」計 31 件，佔 67.4% 最高（其中

54.3% 與駕駛員有關，13% 與維修、地

勤及客艙等其他人員有關），因此「人

為因素」所造成飛安與地安事件是主要

原因。檢視各「事件」成因歸類如次：

( 一 ) 未遵守法規 ( 缺乏工作紀律與教育訓

練 )。
( 二 ) 專業不足 ( 缺乏專業技能與裝備系統

之熟練度 )。
( 三 ) 溝通不良 ( 良好溝通具備條件：1. 共

通的語言。2. 專心並仔細地聽。3. 控

制自己情緒。4. 複誦。)
( 四 ) 未按程序 ( 未按標準作業程序 SOP 操

作 )。
( 五 ) 失能與疲勞 ( 生理、心理或工作負荷

導致 )。

二、 飛安與地安事件發生後處置作為→上

課→相同事件再次重復發生 ( 一段時間

後 ) →再上課→為何相同「飛地安全」

事件一直不停發生 ? 因為：日常工作中，

最難解決的問題是管理「人」。因人類

的行為受「大腦」指揮，而大腦運作基

本特質：走捷徑、害怕未知、愛遺忘與

無法長時間專注等因素，造成人類大腦

反應出行為「懶惰」與「拒絕工作」是

自然本性。因此，部隊各級管理者就必

須進行相關「行為管理」之指引、律定

與規範，並提供所屬軍士官兵一個明確

而「具體」的任務執行方式，避開大腦

消極與排斥的特點，建立國軍部隊執行

任務時一條安全通道的捷徑。

三、 部隊平日執行戰、演訓任務中，所有

任務都是有潛存風險，將潛存風險因

子有效管理保證達到最低安全程度，

也就是「可接受之安全水準（ALOS, 
Acceptable Level of Safety）」，作業風

險管理計畫訂定概念：

( 一 ) 部隊主官負責部隊整體運作「安全」

的責任，整個組織裡所有成員共同的

責任 ( 良好的部隊安全文化，就是從

「全員」落實做起 )。
( 二 ) 部隊主官須明確指導負責飛安與地安

相關職務承辦人，如何規劃作業風險

管理推展之步驟、要領與方法後，訂

定出單位作業風險管理計畫、規定與

細則，公布實施。

( 三 ) 飛地安管理業務承辦人，依據單位主

官工作指導設計「問卷調查表」分發

所有單位成員，進行問卷調查表填寫

收集單位潛存問題 ( 風險因子 ) 並進

行有效管理及控制風險。

( 四 ) 邀集資深幹部 ( 有足夠經驗部屬及參

加工作相關聯人士 ) 提供預防方法與

策略，完成「控制風險」積極作為，

降低任務執行時意外事件發生機率。

( 五 ) 「勤前教育」為最重要步驟。完成控

制風險之方法及策略，須落實於出發

執行任務前，帶班幹部須依據控制風

險之方法逐次務實查核，符合相關風

險預防作為後，即可帶班出發執行任

務。

( 六 ) 督察單位在風險管理計畫作為中，擔

任所屬單位查核作業。依據年度查核

計畫前往所屬單位進行風險管理查核

任務中，查閱單位風險管理計畫、執

行與成效，是否符合原定預期標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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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給予作業指導，持續精進單位風

險管理推展之成效。

 以上在風險管理計畫作為上，高層單

位須明確向下作業指導，下級單位須

依據上級指導全力向上支持，落實作

業風險管理全般推展作為。

參、結語：

「作業風險管理」授課時，會使用 1 張

簡圖說明如何提升部隊作業安全數值的基本

概念。

由下圖的邏輯概念沒有問題，但部隊

「預防措施與方法要多」對於作業人員 ( 尤

其是新進人員 ) 在平日執行戰、演訓任務時，

會產生心理上高低不同層次障礙，影響任務

完成後的品質。因此，單位主官 ( 管 ) 就必

須負責任地就現有可用人力、裝備與設施等

因素，重新檢視「預防措施與方法」，與時

俱進增修訂計畫部分條文或整併，減少單位

作業規定的數量，以降低人員在執行任務之

心理壓力。作業風險管理之推展，必須持續

不斷更新與修正預防方法，期降低飛安與地

安事件發生的機率，而各單位主官 ( 管 ) 之

認知程度及「執行力」更是推手與關鍵因素，

「知道」與「做到」仍存在一定的距離，如

何縮短距離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附件：

一、國軍作業風險管理班教學師資由航空業

界推派專業人員 ( 合計 20 員 )，擔任「作

業風險管理實務工作經驗」課程講授，

課後與國軍部隊參加訓練學員合影 ( 僅

取用民航局、台灣大學、中華與長榮航

空三位教學師資 )。

實務工作經驗積累(逐漸
聚集)提出具體預防措施

與方法

預防措施與方法：

多

風險：少

一、天氣因素(精準度＋)
二、機務因素(可靠度＋)
三、人為因素(管理強弱＋)－

人為因素：未遵守法規(缺乏紀律與訓練)、專業不足(缺乏技能與
系統熟練)、溝通不良、未按程序(未按SOP操作)、失能與疲勞(生
理、心裡或工作負荷導致)

部隊運作

安全數值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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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天氣研究團隊執行長林得恩與學員合影

各班隊參訓學員均於營區行政大樓前方實施團體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