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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站現行作業單位修

訂，另配合交通部暨所屬機

關組織改造，修正單位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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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序言 

1.依據 

本手冊係依據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及國

際民航組織(以下簡稱 ICAO)相關法規及規範文

件訂定。 

2.內容要項 

本手冊明訂本航空站實施安全管理系統之相關

程序，為推動本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之指導文

件。本航空站將依本手冊訂定之安全風險管理及

安全保證程序，達成本航空站之安全政策及目

標。本航空站執行安全管理系統之相關程序及作

業，應兼顧安全及效率。 

3.適用範圍(Scope) 

本手冊適用於航空站經營人、航空公司、地勤公

司、以及在機場活動區內從事與航空安全有關之

單位  

無 

依據民用航空局(下稱民航

局)112年 10月 19日站務驗

字第 1125026014號函增訂。 

1.1 

1.1.1安全政策(Safety Policy) 

1.本航空站之安全政策訂於本手冊第 i 頁，已由

本航空站主任(權責主管)簽署並同安全管理系統

手冊以函文發布周知，另公布於金門航空站 SMS

安全管理系統專區，以確保對所有員工公開可

見。安全政策將由安全服務辦公室每年定期檢

視。 

1.1.1安全政策(Safety Policy) 

1.本航空站之安全政策訂於本手冊第 i 頁，已由

本航空站主任(權責主管)簽署並發布周知。安

全政策將由安全服務辦公室每年定期檢視。 

依據民航局 112 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1.1.1 

(4)有效的安全管理促進正向的安全文化，反之亦

然，因此，本航空站除落實安全管理系統各要

項，將致力推動安全文化各相關要素，包括安全

承諾、適應性文化、認知文化、安全相關行為、

訊息文化及公正文化等，並消除任何阻礙，促進

無 

依據民航局 112 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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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安全文化及有效的安全管理。 

1.1.2 

(3)安全目標之發布：安全目標經核定後併同該安

全委員會會議紀錄以函文方式發布與公佈於金

門航空站 SMS 安全管理系統專區各相關單位知

悉。 

(3) 安全目標之發布：安全目標經核定後併同

該安全委員會會議紀錄以函文方式發布各相關

單位知悉。 

依實際執行情形增修相關

條文。 

1.2 
1.2安全責任及職責(Safety Accountabilities and 

responsibility) 
1.3 安全責任(Safety Accountabilities)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1.2.1 

 

 

 

 

 

 

 

 

 

依據本站現行作業單位修

訂，另配合交通部暨所屬機

關組織改造，修正單位名

稱。 

1.2.2 

(9)核准 SMS 計畫變更，採取適當措施修改 SMS

計畫，並確保已告知民航局航站管理組。 

 

(9) 核准 SMS 計畫變更，採取適當措施修改

SMS 計畫，並確保已告知民航局航站管理小組

驗證分組。 

配合交通部暨所屬機關組

織改造，修正單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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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3. 業務主管(Head of business) 3.維護主管(Head of maintenance) 
依本站實際組織修正單位

名稱。 

1.2.2 
(4) 配合協助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之推動並將

相關安全資訊傳遞予組織成員。 

(4) 配合協助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之推動。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1.2.3 
1.2.3安全管理系統介面 

本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介面如附錄 4 。 
無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新增。 

1.3 
1.3 任命關鍵安全人員 (Appointment of Key 

Safety Personnel) 

1.4 專責人員之指定 (Appointment of Key 

Safety Personnel)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1.3.1 

 

1.3.1安全主管(Safety Manager) 

本航空站安全主管為航務組組長，由本航空站主

任(權責主管)授權負責本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之

有效實施及維護，可直接向權責主管報告安全議

題。安全主管之職責如下： 

本航空站安全主管為航務組組長，由本航空站

主任(權責主管)授權負責本航空站安全管理系

統之有效實施及維護。安全主管之職責如下：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1.3.1 
9.代表權責主管就安全相關事項與民航局航站管

理組及其他主管單位協調及溝通。 
9. 代表權責主管就安全相關事項與民航局航

站管理小組及其他主管單位協調及溝通。 

配合交通部暨所屬機關組

織改造，修正單位名稱。 

1.3.3 

1.3.3安全委員會(Safety Review Committee) 

本航空站安全委員會由權責主管或其授權人員

擔任主席，由安全主管提供諮詢。本航空站安全

委員會成員如附錄 1 。 

安全委員會主要負責研討及訂定與本航空站安

全政策、資源分配及安全績效相關之高階議題，

於每年 6月、12月及視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其

職責如下： 

1.監控本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之有效性。 

2.討論安全風險議題，監控各項改善措施均適時

且適當地執行 

1.4.3 安全委員會(Safety Review Commitee) 

本航空站安全委員會由權責主管或其授權人員

擔任主席，由安全主管提供諮詢。本航空站安

全委員會名單如附錄 1 。 

安全委員會主要負責研討及訂定與本航空站安

全政策、資源分配及安全績效相關之高階議

題，於每年 6月、12月及視需要不定期召開會

議。其職責如下： 

1. 監控本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之有效性。 

2. 監控各項改善措施均適時且適當地執行。 

依據民航局 112 年 10 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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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協調緊急應變計畫(Coordin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ning) 

1.4.1本航空站緊急應變計畫訂定以因應航空器

失事與航空器重大意外事件及其他航空緊急事

件由正常作業情況轉換至緊急情況，及由緊急情

況轉換至正常作業情況之程序，以提供撤離和搶

救之方法，並維持應變過程中之秩序及效率。 

1.4.2本航空站緊急應變計畫請參見本航空站手

冊第三冊空側作業程序第 3 章，並已與各相關

單位充分溝通及協調。  

1.5 緊急應變計畫之協調 (Coordin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ning) 

1.5.1 本航空站緊急應變計畫訂定 由正常

作業情況轉換至緊急情況，及由緊急情況轉換

至正常作業情況之程序，以提供撤離和搶救之

方法，並維持應變過程中之秩序及效率。 

依據民航局 112年 8月 10

日站務驗字第 1122802823

號函修訂。 

1.5 

1.5安全管理系統文件(SMS Documentation) 

1.5.1安全管理系統實施及運作紀錄文件包括（置

放於航務組安全管理系統電子文件檔案庫）： 

1.安全管理系統手冊。 

2.危害紀錄表及危害/安全報告。 

3.安全績效指標及相關圖表。 

4.已完成的安全風險評估紀錄。 

5.安全管理系統內部審查及查核紀錄。 

6.安全管理系統及其他空側安全訓練紀錄。 

7.安全管理系統相關會議紀錄。 

1.5.2本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文件之管理方式如

下： 

文件儲存於獨立之航務組安全管理系統電子文

件檔案庫，該檔案庫權限僅供航務組檢視，電腦

使用合法之防毒軟體保護，以達資料保護與保密

之原則。 

 

1.6 安全管理系統文件(SMS Documentation) 

1.6.1本航空站之安全管理系統文件如下（置放

於航務組安全管理系統電子文件檔案庫）： 

1. 安全管理系統手冊。 

2. 安全管理系統各類電子資料庫。 

3. 安全管理系統相關會議紀錄。 

4. 安全管理系統相關查核紀錄。 

5. 安全管理系統相關訓練紀錄。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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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1.1 危害識別之資訊來源 

1.本航空站危害識別之資訊來源包括日常巡查作

業、安全通報系統(自願及強制通報資料)、民航

局航空站空側管理系統、安全調查(飛航事故調

查報告及改善建議、航空站地安事件調查及改善

建議、其他事件或危害調查)、內部查核及民航

局空側查核結果等，已識別之危害將納入本航空

站安全數據庫，提供後續安全資料分析以尋找趨

勢，並參考分析結果及趨勢實施風險預防及降低

措施。 

2.本航空站將危害識別之資訊來源儲存於獨立之

航務組安全管理系統電子文件檔案庫，以保護與

保密經由個人及相關單位所得之安全資訊，避免

遭不當使用。 

2.1.1危害識別之資訊來源 

1. 本航空站危害識別之資訊來源包括自願

（本站同仁及駐站單位人員）及強制（如航空

器受損、設施損害）通報資料、民航局航空站

空側管理系統、飛航事故調查報告及改善建

議、內部查核及民航局空側查核結果等。 

2. 當本航空站發生地面勤務安全與意外事件

時，應依據本航空站地安事件調查程序撰寫調

查報告，並將事件調查過程中所識別或發現之

危害，納入安全風險管理程序處理。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2.1.1.3 

(1) 自願事件通報系統 (Voluntary Incident 

Reporting Systems) 

b、為使相關人員便於使用，本航空站已將安全危

害通報表(附表 2)置於本航空站網站首頁，可使

用紙本通報或填寫本航空站網頁SMS安全管理

系統專區-安全危害通報。 

c、安全服務辦公室於接獲安全危害通報後進行事

件調查，必要時進行保密性訪談，於結案後以電

子郵件回覆處理過程及結果，並將通報資料去識

別化後，存放於航務組安全管理系統電子文件檔

案庫。 

(2) 自願事件通報系統 (Voluntary Incident 

Reporting Systems) 

本航空站全體同仁及駐站單位人員均可自願通

報事件及危害。為使相關人員便於使用，本航

空站已將安全危害通報表(附表 2)置於本航空

站網站，並已明確承諾在公正文化下之通報，

通報人員不會受到責罰；另本航空站為保護通

報人員，鼓勵自願通報，對於通報人員之身分

及通報事件之相關資訊，均由指定之專責人員

處理，以確保其保密性。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2.1.1.3 

(2) 強制事件通報系統 (Mandatory Incident 

Reporting Systems) 

a、本航空站各作業單位應依下列程序之規定通

(1) 強制事件通報系統 (Mandatory Incident 

Reporting Systems) 

A.本航空站各作業單位應依本航空站手冊第三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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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相關安全事件： 

(a) 航空器飛航安全相關事件處理規則。 

(b) 本航空站手冊第三冊空側作業手冊。 

 

冊空側作業程序之規定通報。 

2.2 
2.2 安全風險評估及緩解措施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Mitigation) 

2.2 安 全 風 險 評 估 及 降 低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Mitigation)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2.2.1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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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修正文字內容。 

2.2.1 

2. 安全風險評估程序 

(1) 本航空站接受風險的責任及先後順序如下： 

a、 不可容忍之風險決策管理階層為權責主管

與安全委員。 

b、 可容忍之風險決策管理階層為安全主管與

安全工作小組 (事後於安全委員會提報決策結

果)。 

c、 可接受之風險決策管理階層為安全主管與

安全工作小組。 

(2)風險評估：安全工作小組針對危害結果依其可

能性及嚴重性（使用矩陣工具），決定該危害

結果的風險指數，據以安排風險降低策略制定

與改善之順序。 

(3) 當危害結果的風險指數位於紅色區域(不可

容忍區)，由權責主管於安全委員會討論移除風

險或降低風險的措施與策略（考量現有防禦機制

2.安全風險評估程序 

(1)風險評估：安全工作小組針對危害結果依其

可能性及嚴重性（使用矩陣工具），決定該危害

結果的風險指數。 

(2)風險降低：當危害結果的風險指數位於紅色

或黃色區域，由安全工作小組討論移除風險或

降低風險的措施與策略（考量現有防禦機制及

措施）。在確認新的降低風險的措施與策略後，

再使用矩陣工具一次，決定新的風險指數，最

後將新的風險降低策略及措施、負責人員及預

定期限做成紀錄。 

(3)各級風險決策之管理階層說明如下： 

A.可接受區(綠色)：安全工作小組。 

B.可容忍區(黃色)：安全工作小組。 

C.不可容忍區(紅色)：安全委員會。 

(4)文件紀錄：安全服務辦公室依實際流程做成

依據民航局 112 年 10 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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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措施），由權責主管與安全委員許可後執行。 

(4) 當危害結果的風險指數位於黃色區域(可容

忍區)，由安全工作小組討論移除風險或降低風

險的措施與策略（考量現有防禦機制及措施），

並由安全主管與安全工作小組許可後執行(事後

於安全委員會提報決策結果)。 

(5) 當危害結果的風險指數位於可接受區，由安

全主管與安全工作小組許可後可繼續執行，不須

再進行風險降低策略討論。 

 (6)文件紀錄：安全服務辦公室依實際流程做成

文件紀錄，並將檔案存放於航務組安全管理系統

電子文件檔案庫，文件紀錄內容如下： 

a、安全危害通報表(附表 2)。 

b、安全危害通報彙整表(附表 3)：本航空站將依

據風險評估之等級，決定優先處理順序。 

c、風險降低策略彙整表。 

d、會議紀錄。 

e、安全公告(附表 7)。 

文件紀錄，並將檔案存放於航務組安全管理系

統文件專櫃，文件紀錄內容如下： 

A.安全危害通報表(附表 2)。 

B.安全危害通報彙整表(附表 3)：本航空站將依

據風險評估之等級，決定優先處理順序。 

C.會議紀錄。 

D.安全公告(附表 6)。 

2.2.2 

2.2.2安全風險緩解措施 

1.本航空站將由各級風險之決策管理階層核定改

善措施降低安全風險，原則如下： 

(1)倘無適當之改善措施將風險降低為可接受或可

容忍，停止執行該項作業或工作項目。 

2.2.2安全風險降低 

1.本航空站將採取下列改善措施降低安全風

險： 

(1)倘無適當之改善措施，停止執行該項作業或

工作項目。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3.1 
3.1安全績效監測及評估 (Safety Performance 

Monitoring and Measurement) 

3.安全績效監控及評量 (Safety Performance 

Monitoring and Measurement) 

依據民航局 112 年 10 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3.1.1 
3.1.1安全績效監測及評估之資訊來源 

(1)安全研究(Safety Studies)：本航空站將於接獲
(2)本航空站另得以安全研究(Safety Studies)、

安全檢視(Safety Reviews)、安全審視(Safety 

依據民航局 112 年 10 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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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研究報告後，擷取與本航空站相關之資訊執

行安全績效監控及評量。 

(2)安全數據分析(Safety data analysis)：本航空站

安全工作小組將安全通報資料以圖表方式彙

整，透過季度、年度之數據進行趨勢分析，以識

別潛在危害、進行安全績效監控。 

(3)安全審查(Safety Reviews)：由本航空站安全工

作小組於組織或作業程序變更時，檢視與變更相

關之安全管理作業，確認其適當性及有效性。 

(4)安全審視(Safety Surveys)：透過問卷調查表或

非正式保密訪談紀錄執行安全文化的審視。 

(5)安全內部調查(Safety Investigations)：本航空站

針對非屬飛航安全相關事件之安全事件進行調

查之結果。 

Surveys)、查核 (Audits)及內部調查 (Internal 

Investigations)等之結果，做為安全績效監控及

評量之資訊來源。 

（1）安全研究(Safety Studies)：本航空站將於

接獲安全研究報告後，擷取與本航空站相關之

資訊執行安全績效監控及評量。 

（2）安全檢查(Safety Reviews)：由本航空站安

全工作小組於組織或作業程序變更時，檢視與

變更相關之安全管理作業，確認其適當性及有

效性。 

（3）安全審視(Safety Surveys) 

A.問卷調查表。 

B.非正式保密訪談紀錄。 

（4）查核(Audits)：為確保本航空站安全管理

系統之完整性，符合相關法規、規範、手冊與

作業程序之規定及要求，本航空站將針對作業

單位執行定期查核，查核程序請參見本手冊第

3.3節。 

（5）內部調查(Internal Investigations)：本航空

空站針對非屬飛航安全相關事件之安全事件進

行調查之結果。 

3.1.2 

3.1.2安全績效監測及評估 

1.本航空站將於蒐集並分析上述資料後，訂定安

全績效指標(Safety Performance Indicators)並設

定安全績效指標及其警示值 )(Alert / Target 

Setting)如附表1，並由安全服務辦公室於每月定

期檢視，以確認安全風險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3.1.2安全績效監控及評量 

1.本航空站將於蒐集並分析上述資料後，訂定

安全績效指標(Safety Performance Indicators)並

設定安全績效指標及其警示值)(Alert / Target 

Setting)如附表 1，並於每年 12月定期檢視。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3.1.3 3.1.3安全績效指標擬訂流程 3.1.2安全績效監控及評量 另以獨立小節說明安全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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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服務辦公室擬訂下年度安全績效指標

前，應對當年度安全績效指標進行評量（期間為

上年度 12月 1日起至當年度 11 月 30日止），填

寫「航空站安全績效目標自我評量表」（附表 

4），確認是否達成目標，再行擬訂下年度安全績

效指標。 

(2) 航空站年度安全績效指標每年 12 月時經安

全服務辦公室擬訂，提送安全委員會確認後採發

函方式公告。 

1. 本航空站將於蒐集並分析上述資料後，訂定

安全績效指標(Safety Performance Indicators)並

設定安全績效指標及其警示值)(Alert / Target 

Setting)如附表 1，並於每年 12月定期檢視。 

（1） 安全績效指標監控程序： 

A. 安全服務辦公室每年 12 月時，確認本年度

安全績效指標已訂定，並經過安全委員會同意

認可。 

B. 安全服務辦公室確認年度安全績效指標已

採發函方式公告。 

C. 安全服務辦公室每年 12 月時統計上年度安

全績效指標相關資料（期間為上年度 12 月 1

日起至本年度 11月 30日止），確認是否達成目

標，並於年度第二次安全委員會議召開時提報。 

效指標擬訂流程另調整文

字內容。 

3.1.4 

3.1.4內部查核(Internal Audits) 

為持續確認安全管理系統之實施情況及有效

性，本航空站訂定內部查核程序(計畫)如下： 

1.本航空站安全服務辦公室考量安全管理系統規

劃階段執行及發展狀況，每年實施自我查核 1

次，完成金門站安全管理系統(SMS)查核評量表

（附表 5），並依據查核情形進行改善。 

2.本航空站每年度依據民航局「航空站空側管理

系統」之「金門機場檢查表」檢視空側設施及作

業(附表 6）。 

3.3.1內部查核(Internal Audits) 

為持續確認安全管理系統之實施情況及有效

性，本航空站訂定內部查核程序(計畫)如下： 

1. 本航空站安全服務辦公室考量安全管理系

統規劃階段執行及發展狀況，每年實施自我查

核 1次，完成自我查核檢查表（詳附表 5），並

依據查核情形進行改善。 

2. 本航空站每年度依據民航局「航空站空側

管理系統」之「金門機場檢查表」檢視空側設

施及作業。 

依據本站現行作業修訂查

核評量表表格。 

3.2 

3.2 改變管理(The Management of Change) 

改變管理程序之進行，係於本航空站之內外環

境、程序、設施或作業等情況發生改變時，檢視

是否影響現有系統或安全風險管理現有改善措

3.2改變管理(The Management of Change) 

改變管理程序之進行，係於本航空站之內外環

境、程序、設施或作業等情況發生變動時，檢

視是否影響現有系統或安全風險管理現有改善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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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執行，以確實管理可能因前述改變而產生之

安全風險。 

3.2.1本航空站將於發生下列情況或必要時，執行

改變管理程序，確認是否產生新危害，以採取安

全風險管理相關措施： 

1.組織之擴編或減縮。 

2.提供航空服務之內部系統、作業流程或程序之

改變，包括現有航空安全相關設施、裝備、作業

及程序(包括危害識別及風險降低紀錄)之改變或

新增航空安全相關作業及程序等。 

3.運作環境之改變，包括受到外在改變(如法規標

準、採取措施或技術)之影響等。 

4.辦理空側工程。 

5.專責人員之改變： 

(1)安全管理系統權責主管及專責人員之業務熟

悉評量機制： 

安全管理系統權責主管及安全主管評量：航空站

安全管理系統權責主管及安全主管應具備國內

外官方認證機構所頒發之安全管理系統訓練時

數合格證書。 

(2)安全服務辦公室人員之審評機制： 

安全服務辦公室人員需完成手冊中 4.1.2 安全管

理系統初訓及 4.1.3 安全管理系統複訓測驗合

格，並由安全主管面試評審後任之。 

措施之執行，以確實管理可能因前述變動而產

生之安全風險。 

3.2.1本航空站將於發生下列情況或必要時，執

行改變管理程序，確認是否產生新危害，以採

取安全風險管理相關措施： 

1.組織之擴編或減縮。 

2.提供航空服務之內部系統、作業流程或程序

之變動，包括現有航空安全相關設施、裝備、

作業及程序(包括危害識別及風險降低紀錄)之

變動或新增航空安全相關作業及程序等。 

3.運作環境之變動，包括受到外在改變(如法規

標準、採取措施或技術)之影響等。 

4.辦理空側工程。 

5.安全管理系統權責主管及專責人員之業務熟

悉評量機制： 

(1)安全管理系統權責主管及安全主管評量： 

1.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權責主管及安全主管應

具備國內外官方認證機構所頒發之安全管理系

統訓練時數合格證書。 

2.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權責主管及安全主管經

安全服務辦公室訪談評量後，如有安全管理系

統業務內容熟悉度尚需補強之必要，可由安全

服務辦公室執行專門輔導補強。 

(2)安全服務辦公室人員之審評機制： 

安全服務辦公室人員需完成手冊中 4.1.2 安全

管理系統初訓及 4.1.3 安全管理系統複訓測驗

合格，並由安全主管面試評審後任之。 

3.2.2 3. 改變管理專案流程依案件性質考量以下人 3.2.3 改變管理專案依案件性質考量以下人為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13 
 

 

 

為因素(Human Factor)議題： 

(1) 管理高層致力於營造一個優化人員績效、鼓

勵員工積極參與組織的安全管理作業流程並為

此作出貢獻的工作環境。 

(2) 明確說明員工在安全管理方面的職責，以確

保形成共同的認知與期望。 

(3) 組織向員工提供以下方面的資訊： 

a、與組織作業流程和程序有關的預期行為。 

b、組織將對個人行為所採取的行動。 

(4)監測和調整人力資源水準，確保有足夠的人員

滿足運作需求。 

(5)制定鼓勵進行安全通報的政策、作業流程和程

序。 

(6)分析安全資料和安全資訊，以便考慮與各樣的

人員績效及人的局限性相關的風險，並特別注意

任何相關的組織和營運因素。 

(7)制定明確、簡潔和可行的政策、作業流程和程

序，目的是： 

a、優化人員績效。 

b、防止無意的錯誤。 

c、減少變動的人員表現所帶來的不良後果；在

正常運作期間，持續監測這些政策、作業流程和

程序的有效性。 

(8) 對正常運行進行持續監測，包括評估是否有

遵循作業流程和程序，當沒有被遵循時，進行調

查以確定原因。 

(9)在進行安全調查時對起作用的人為因素進行

評估，不僅檢視行為，而且檢視造成這種行為的

因素(Human Factor)： 

（1）適時監測和調整人力資源水準，確保有足

夠的人員滿足專案運作需求。 

（2）對員工進行訓練以確保他們有能力履行職

責，檢視訓練的有效性，並調整訓練方案以滿

足不斷變化的需求。 

（3）制定鼓勵進行安全通報，必要時設置及時

回報通訊機制。 

（4）改變管理專案中主要涉及單位如有管理層

級人員異動之情事，應回報安全服務辦公室，

必要時應適切調控相關風險降低策略。 

（5）改變管理專案中如有進行安全調查之必

要，應考量人為因素進行評估，不僅檢視其違

規行為之事實，而且應檢視造成這種違規行為

的根本原因（背景）。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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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背景），同時理解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員

是在盡最大努力完成工作。 

(10) 改變管理作業流程考慮到人員在系統中不

斷變化的任務和角色。 

(11) 對員工進行訓練以確保他們有能力履行職

責，檢視訓練的有效性，並調整訓練方案以滿足

不斷變化的需求。 

4.提送安全工作小組會議：安全服務辦公室根據

所提供資料進行初步審議，經審議後如有成立改

變管理專案之必要性，將於近期召開改變管理專

案會議，由安全工作小組成會審核。 

5.進行安全風險管理程序：工作小組會議依據本

手冊第 2章進行風險管理作業。 

6.執行改善措施：安全服務辦公室依會議結論執

行相關風險降低策略，同時函文通知相關作業單

位配合執行。 

7.文件紀錄：安全服務辦公室依改變管理專案製

成紀錄，並將檔案存放於航務組安全管理系統電

子文件檔案庫。 

3.3 

3.3 持續改進安全管理系統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SMS) 

持續改進安全管理系統之進行，係以下列方式監

控並評估安全管理系統相關程序之有效性，以持

續確保安全管理系統之整體績效。 

1.查核：包含內部查核及其他組織所辦理之查核。 

2.評估：包含安全文化及安全管理系統有效性之

評估。 

3.事件監控：監控安全事件是否重複發生，包含

3.3 安全管理系統之持續改善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SMS) 

安全管理系統持續改善之進行，係以內部查核

及外部查核等方式監控並評估安全管理系統相

關程序之有效性，以持續確保安全管理系統之

整體績效。 

3.3.1內部查核(Internal Audits) 

為持續確認安全管理系統之實施情況及有效

性，本航空站訂定內部查核程序(計畫)如下：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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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故、錯誤及違規情形。 

4.安全審視(surveys) ：包括安全文化的審視，以

提供參與 SMS 人員的有用反饋，可做為航空站

安全文化的指標之一。 

5.管理階層審查：檢查航空站是否正在實現安全

目標，並查看所有可用的安全績效訊息以確定總

體趨勢。 

6.安全績效指標及安全績效目標的評量：可視為

管理階層審查的一部分，觀察數據趨勢。 

7.吸取經驗教訓：來自安全通報系統和航空站安

全調查。(包括其他各航空站) 

1.本航空站安全服務辦公室考量安全管理系統

規劃階段執行及發展狀況，每年實施自我查核

1 次，完成自我查核檢查表（詳附表 5），並依

據查核情形進行改善。 

2.本航空站每年度依據民航局「航空站空側管

理系統」之「金門機場檢查表」檢視空側設施

及作業。 

3.3.2外部查核(External Audits) 

本航空站之外部查核由民航局依法執行或由本

航空站視需要請外部單位辦理。 

3.3.3 有關年度內部查核及外部查核所發生之

缺失，安全服務辦公室應召開內部會議或安全

工作小組會議，針對缺失進行討論，研擬改善

方案並執行，同時提報安全委員會；短期未能

完成改善之項目應持續追蹤列管。 

4.1.2 

4.1.2安全管理系統初訓(Initial Safety Training) 

1.課程內容： 

(1)本航空站安全政策及目標。 

(2)本航空站安全相關職責。 

(3)安全風險管理基本原則。 

(4)安全通報系統。 

(5)安全管理之持續改善(包括查核計畫)。 

(6)安全資訊之傳達方式。 

(7)人為因素理論。 

4.1.2安全管理系統初訓(Initial Safety Training) 

1.課程內容： 

(1)本航空站安全政策及目標。 

(2)本航空站安全相關職責。 

(3)安全風險管理基本原則。 

(4)安全通報系統。 

(5)安全管理之持續改善(包括查核計畫)。 

(6)安全資訊之傳達方式。 

(7)訓練成果之確認方式。 

依據民航局 112 年 10 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4.1.3 

4.1.3安全複訓(Recurrent Safety Training) 

1.課程內容：安全相關程序、危害識別與風險管

理、安全績效評量與監控、改變管理、安全相關

標準與法規等。 

4.1.3安全管理系統複訓(Recurrent Safety 

Training) 

1.課程內容：安全相關程序、危害識別與風險

管理、變更管理、安全相關標準與法規。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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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4.1.4其他空側安全訓練 (不定期) 4.1.4安全管理系統以外之安全訓練(不定期)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4.1.5 

4.1.5訓練需求分析(Training needs analysis) 

為確保安全管理系統運作及執行人員能執行安

全管理系統相關職責，本航空站將透過分析當年

度安全數據、安全訓練之測驗等了解員工當前的

安全技能及知識與職責所需的差距，制定相關訓

練計劃。 

無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新增。 

4.2 

4.2 安全交流(Safety Communication) 

4.2.1有關本航空站之安全管理系統安全目標、程

序、安全績效趨勢、改變管理專案、特定案件風

險降低策略、安全公告、特定安全事件及其調查

結果等，將以函文公告週知(視情況涵蓋駐站單

位、外包廠商及相關人員)，並可透過安全服務

辦公室給予之帳號密碼至本航空站官方網頁

SMS 專區下載相關資訊，以提升人員之安全意識

並確保人員瞭解重要安全資訊。 

4.2.2安全委員會及安全工作小組成員應為所屬

業管外包工程廠商、外包設備維護廠商或相關駐

站人員之安全資訊傳遞權責人，應使本手冊 4.2.1

節中所載各項安全資訊即時知會業管所屬外包

廠商、或相關涉及人員，其回饋意見亦可由該廠

商及涉及人員之業管安全委員及安全工作小組

成員即時反應於通報系統。 

4.2.3本航空站將於發生飛航安全相關事件及發

現危害時，儘速登錄於民航局「航空站空側管理

系統」，以與其他航空站及民航局分享安全資訊。 

4.2安全溝通(Safety Communication) 

4.2.1 有關本航空站之安全管理系統安全目

標、安全績效指標監測、SMS 統計資料庫、改

變管理專案、特定案件風險降低策略、安全公

告、安全調查結果等，將以會議紀錄方式函文

公告週知，並可透過安全服務辦公室給予之帳

號密碼至本航空站官方網頁 SMS 專區下載相

關資訊及會議記錄附件。 

4.2.2 安全委員及安全工作小組成員應為所屬

業管外包工程廠商、外包設備維護廠商或相關

駐站人員之安全資訊傳遞權責人，應使本手冊

4.2.1 節中所載各項安全資訊即時知會業管所

屬外包廠商、或相關涉及人員，其回饋意見亦

可由該廠商及涉及人員之業管安全委員及安全

工作小組成員即時反應於通報系統。 

4.2.3 本航空站將於飛航安全相關事件及危害

發生時，儘速通報於民航局「航空站空側管理

系統」，以與其他航空站及民航局分享安全資

訊。 

依據民航局 112 年 10 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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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本航空站將以函文發布安全資訊如下： 

1.安全管理系統手冊，包含安全政策及安全目標。 

2.安全作業程序及規定。 

3.安全通報系統之新增及修正。 

4.安全公告(附表 7)；用以傳達安全重要資訊，

例如安全風險控制及矯正措施、安全作業程序及

規定、安全通報管道、安全獎勵措施等各類安全

資訊之新增及修正。 

 

附錄 1 
附錄 1  安全委員會成員 

(附錄修訂內容詳手冊附件) 
附錄 1 安全委員會名單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並修訂本站現行

作業單位，另原姓名欄變更

為備註欄。  

附錄 2 
附錄 2  安全工作小組成員 

(附錄修訂內容詳手冊附件) 
附錄 2 安全工作小組名單 

依據民航局 112年 10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修訂，並修訂本站現行

作業單位，另原姓名欄變更

為備註欄。 

附錄 4 
附錄 4   金門航空站安全管理系統介面(附錄

修訂內容詳手冊附件) 

無 依據民航局 112 年 10 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新增。 

附表 1 

附表 1新增 113年年度安全目標、安全績效指標

及目標、安全績效目標警示值(附錄修訂內容詳

手冊附件) 

無 新增 113 年年度安全指標、

安全績效指標及目標、安全

績效目標警示值。 

附表 5 
附表 5 金門站安全管理系統(SMS)查核評量表

(附錄修訂內容詳手冊附件) 

附表 5安全管理系統（SMS）自我查核檢查表 依據本站現行作業修訂查

核評量表表格。 

附表 6 
附表 6 金門機場檢查表(附表新增檢查表詳手

冊附件) 

無 依據民航局 112 年 10 月 19

日站務驗字第 1125026014

號函新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