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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飛行安全基金會 
113年度預算表 

                 總   說   明 

一、業務計畫： 

113年度業務計畫工作項目共 18 項。 

詳「113年度業務計畫報告」。 

 

二、收支餘絀預算編列情形： 

113年度收支經費預算各為新台幣 9,444,188 元，餘絀為 0 元。 

詳「收支餘絀預算表」及「收支餘絀預算明細表」。 

 

三、現金流量預算編列情形： 

113年度本期現金預算增減數為新台幣 497,902元，期初現金及
約當現金為新台幣 448,291元，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新台幣
946,193 元。 

詳「現金流量預算表」。 

 

四、資產負債預算編列情形： 

113年 12月 31日資產、負債與基金及餘絀預算值分別為：新台
幣 71,532,535 元、946,193 元與 70,586,342 元。 

詳「資產負債預算表」。 

 

五、固定資產擴充預算編列情形： 

視贊助情況執行。本會將購入之設備作當年度費用支出，登入財
產目錄表，以管制財產增減、保管、移轉，並適時予以清點。 

詳「財產目錄」。 

 
 
 



  

113 年業務計畫報告 

 

壹、前言： 

   本會服務會員之宗旨：「配合政府政策，促進國籍航空飛行安全，提昇國籍

航空公司之國際聲譽」。因此，如何降低國籍航空在飛行與地面作業危安事件

發生的機率，是本會年度內推展飛地安全教育訓練的核心工作。本會執行飛

行與地面作業安全教育訓練工作，須針對航空業者常發生的有關飛地安全事

件進行統計分析後，形成年度內飛行與地面作業安全教育訓練之重點項目。

依據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運安會)於 111年 10月 7日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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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境相關」計

19件，佔 41.3%次之；「與航空器相關」計 17 件，佔 37%；其他因素計 2 件，

佔 4.3%。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亦於 108 年「國家民用航空安全計畫」第 4 版，

針對航空安全政策特別提出，將與航空業界共同合作解決安全相關事務，並

持續強化飛航安全。 

 

貳、執行方式： 

一、選派適員出國參加國際相關「飛行與地面作業安全」與「航空器調查訓

練」相關課程並取得國際證明。派訓人員返國後，依規定期限完成「返國報

告」並於本會網站公告，並提供會員單位與一般民眾閱讀，另擔任本會國內

擴訓教育訓練教學師資，實施國籍航空從業人員飛行與地面作業安全教育訓

練工作。 

二、依據歷年重大飛航事故及民航局飛安相關事件調查結果，對國籍航空業

者建議事項(精進作為)並配合會員團體實務作業需求，據以規劃國籍航空年

度國內、外飛行與地面作業安全教育訓練課目，並取得民航局航訓所或本會

頒發學員完訓合格證明，本職工作更具信心，預防類似案件再次發生。 

 



  

三、辦理飛行與地面作業安全通識宣導教育(後勤維修、飛行操作、航空氣 

象、航空保安、航空生心理、飛航管制、地勤運行作業與意外事件等專題， 

並由會員單位「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及「中華航空公司」協助辦理)，並 

邀請國內、外具有飛行與地面作業安全相關實務經驗之學者專家擔任講師 

，針對國內、外飛地安相關事件或專題(人為因素)，進行案例宣教、法令 

規章及飛地安全相關專題講授，強化人員作業安全共識，共同促進國籍航 

空飛航安全。 

 

參、執行項目： 

經檢視 112 年各項訓練計畫執行情況及執行成果，並參考訓練學員問卷調

查結果，編列年度(113)計畫。復考量疫後恢復時期國籍航空業整體營運

中，對成熟人員精進與新進人員持續培養等需要，置重點於強化人員安全

工作觀念與飛安資訊交流，預防與降低意外事件發生的機率，精進飛行與

地面作業安全。計畫係按國際趨勢與國籍民航業者、民航主管機關之業務

需求，規劃國內外訓練、研討會、講習、資訊交流、出國計畫及計畫行政

管理費，共編列 18項。 

 

一、國外訓練 5項：  

項次 項目 地點 時間 人次 效益 

1-1 
渦輪發動機事

故調查訓練 
美國 4月 2 

儲備國內擴訓師資與提升

參訓人員本職學能。 

1-2 
航空醫學調查

訓練 
美國 5月 1 

儲備國內擴訓師資與提升

參訓人員本職學能。 

1-3 
IATA 人為因素

訓練班 
台北市 7月 1 

儲備國內擴訓師資與提升

參訓人員本職學能。 

2-1 
IATA 航空保安

(SeMS)訓練班 
新加坡 8月 3 

儲備國內擴訓師資與提升

參訓人員本職學能。 

2-2 
IATA 風險管理

訓練班 
台北市 9月 6 

儲備國內擴訓師資與提升

參訓人員本職學能。 

備註：國外訓練係指參訓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籌辦之相關課程，並配合各類課程開 

班地點赴訓，不必然於國外受訓。 



  

 

二、國內訓練 7 項： 

項次 項目 地點 時間 人次 效益 

2-1 
航空安全管理

班 國內訓練教室 3月 45 
提升航空業界作

業人員本職學能。 

2-2 
安全管理系統

（SMS）普通班 國內訓練教室 4月 45 
提升航空業界作

業人員本職學能。 

2-3 

安全管理系統

（SMS）民航專

班 

 

國內訓練教室 6月 

 

45 

提升航空業界作

業人員本職學能。 

2-4 
機坪/空側安全

管理班 
國內訓練教室 7月 45 

提升航空業界作

業人員本職學能。 

2-5 
作業風險管理

班 
國內訓練教室 8月 45 

提升航空業界作

業人員本職學能。 

2-6 
人為因素與意

外事件調查班 
國內訓練教室 9月 45 

提升航空業界作

業人員本職學能。 

2-7 
航空保安管理

班 
國內訓練教室 10月 45 

提升航空業界作

業人員本職學能。 

 

三、資訊交流 1 項： 

項次 項目 地點 時間 效益 

3-1 飛安半年刊 本會 全年 
提供業界最新飛行與地面作

業安全資訊與航空專家文獻。 

 

四、研討會與講習 4 項: 

項次 項目 地點 時間 人次 效益 

3-2 
航空保安管理系

統及風險研討會 
臺灣 第 2、3季 100 

促進國籍航空業界飛

地安全交流與合作。 

3-3 
航空安全資訊交

流研討會 
臺灣 第 3、4季 100 

促進國籍航空業界飛

地安全交流與合作。 

3-4 

基金會相關業務

聯繫暨國際交流

會議 

臺灣 第 3、4季 2 
促進國籍航空業界飛

地安全交流與合作。 

3-5 
飛行與地面安全

作業講習 
臺灣 第 2、3季 200 

精進國際飛安交流與

合作。 



  

 

五、計畫行政管理 1 項： 

項次 項目 地點 時間 人次 效益 

4-1 計畫行政管理費 本會 全年 5 

辦理國籍航空相關從

業人員國內外飛行與

地面作業地安全教育

訓練工作。 

 

肆、效益： 

歷年重大飛航事故及民航局飛安相關事件調查結果所顯示之國籍航空業者

飛地安事件發生原因，為本會飛地安教育訓練科目規劃的重點。因此，民國

113 年度完成「國內外訓練」、「研討會及講習」、「飛安資訊交流」及「專案

出國計畫」等 18項目，綜合預期效益如下： 

一、國內外訓練方面： 

持續飛行與地面作業安全課程教育，其目的在於飛安觀念宣導與工作安全之

不斷提醒，期降低因「人為因素」而產生的飛地安全事件。參加國外飛安業

務交流及訓練班次，除按國際民航組織、政府政策與航空業界之需求外，另

就專業師資與課目教學需求而考量，選擇相關課程並派遣適員參加訓練，以

精進航空產業全般飛行與地面作業安全。 

二、研討會、飛安宣教及講習方面： 

根據國際民航組織最新飛航安全議題及發展趨勢，參加國內外相關研討會與

講習，瞭解其他國家飛安重點議題與預防作為，提供國內飛安預防工作推展

之參考。人為因素為工程、生理、心理、醫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等 6項分類

學科的總稱，近十年飛安事件調查報告結果，因「人為因素」造成之飛航事

故比例最高；因此，邀請與「人為因素」有關的專家學者，舉辦飛安研討會

與講習(後勤維修、飛行操作、航空氣象及航空安全管理等)，期藉專業人員

相互交流與討論，強化飛地安全觀念，以降低因「人為因素」所造成飛安事

故之機率。 



  

 

三、飛安資訊交流方面： 

(一)運用本會飛安、保安及修維護等專業志工，依據志工個人之專業蒐集「飛 

地安全相關資訊」，提供國籍航空參考運用(航空公司應參考並據以完成公司

自我「飛地安全意外事件預防計畫及增修訂 SMS系統參數資料庫」)。 

(二)網站公告最新全球飛地安全訊息、辦理安全資訊交流研討會、出版飛安 

半年刊等資訊分享，提供國籍航空業者參考運用。 

四、專案出國計畫方面： 

(一)參加國際航空器事故調查相關訓練課程，了解航空器失事之因素分析， 

亦瞭解國外民航法規政策、業者營運相對策略及商業運行模式等飛航運行全

般新資訊，接軌國際。 

   (二)完訓學員返國後擔任國內相關教育訓練師資，實施擴訓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