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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報載，臺灣桃園國際機場一週內爆發 2 起

旅客行李遭竊事件，並自 100 年迄今已超過

33 件行李失竊，有損國人權益及國家門面；

究主管機關是否善盡督導職責，有無怠忽職

守，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係據報載，臺灣桃園國際機場一週內爆發 2 起

旅客行李遭竊事件，並自民國（下同）100 年迄今已超

過 33 件行李失竊，有損國人權益及國家門面；究主管機

關是否善盡督導職責，有無怠忽職守，均有深入瞭解之

必要。案經交通部暨所屬民用航空局（下稱民航局）、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公司（下稱桃園機場公司）及內政部

警政署航空警察局（下稱航警局）函復本院在案，並於

同年 3 月 16 日履勘及約詢上開機關相關主管人員。案經

調查完竣，茲列述調查意見如次： 

一、交通部所屬民航局及桃園機場公司管理航空運輸業

及航空站地勤業從事旅客行李運送及裝卸業務，對屢

次發生行李失竊情事，有損旅客權益及政府形象，允

應研擬更妥適保全機制，以符管理機關權責，允宜檢

討改善。 

(一)據民用航空法第 3 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之設立）

規定，交通部為管理及輔導民用航空事業，設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同法第 2 條第 11 及 14 款規定，

十一、民用航空運輸業：指以航空器直接載運客、

貨、郵件，取得報酬之事業。十四、航空站地勤業

：指於機坪內從事航空器拖曳、導引、行李、貨物

、餐點裝卸、機艙清潔、空橋操作及其有關勞務之

事業；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民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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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運輸業及普通航空業，應依國家民用航空保安計

畫，擬訂其航空保安計畫，報請民航局核定後實施

…前二項航空保安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五、乘

客託運行李之保安…；同管理辦法第 36 條規定，

民航局得派員查核、檢查、測試或評估航警局、民

用航空運輸業及普通航空業之航空保安措施及航

空保安業務…。由上開法令可知，交通部為管理航

空事業，下設民航局及桃園機場公司督導相關旅客

託運行李保安計畫，對於旅客所託運之行李保全，

自應督促相關航空事業落實執行防止行李失竊。 

(二)查出境旅客於機場櫃檯向航空公司辦理劃位報到

手續時，將託運行李交付航空公司，由航空公司貼

上足以識別旅客目的地、班機號碼、追蹤碼之行李

條，再透過行李輸送帶經安檢單位以 X 光儀檢查其

行李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後，隨即由地勤業於行李處

理區依託運行李所貼之行李條登載資料進行分揀

、裝櫃及上機作業，並由航空公司載運至目的地；

入境旅客則於航機抵達機場後，由地勤業者將旅客

行李自機腹卸下，拖至行李處理區後拆櫃，經海關

會同航空警察以 X光儀檢查旅客所攜帶行李是否符

合規定後，透過行李輸送帶將旅客託運行李送上行

李轉盤待旅客提領。由上述流程可知，旅客託運行

李係由航空運輸業及航空站地勤業從事行李運送

及裝卸業務，故管理相關航空運輸業者之權責機關

，對於防止旅客行李失竊情事，應責無旁貸。 

(三)詢據航警局，旅客行李失竊可能於境內或境外發生

，惟實際上，旅客託運行李於裝櫃、裝機後，於飛

行旅程中，一般民眾尚無法輕易進入貨艙內，爰旅

客之行李於機場內（尤其是行李尚未裝櫃前以及拆

櫃後）較易遭有心人士竊取，其中包含裝卸行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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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勤業者或提領行李之其他旅客。故由旅客託運行

李失竊案件，經分析研判多數均為入境案件，又以

美國、香港線及多點轉機案件失竊率最高，是類案

件研判在桃園國際機場發生失竊可能性甚低，應於

境外失竊。然不管是本國籍或外國籍航空運輸業及

本國地勤業皆受民航管理機關之管轄，又國外地勤

業者亦與航空運輸業訂有合約關係，民航管理機關

亦可透過航空運輸業要求其有具體因應措施，以避

免行李失竊。 

(四)詢據民航局，因旅客行李失竊而涉及境外合作與相

互通報機制，請航空公司若接獲航警局通知研判為

境外發生之案件時，應協助通知境外機場有關單位

處理；另航空公司如有接獲境外機場有關單位通知

之行李失竊情資，亦應轉知航警局參處。又目前我

國國家航空保安規範，係律定政府各部門及民航相

關業者為防制非法干擾事件所應執行之措施。然旅

客託運行李失竊情事，非屬所定義之非法干擾行為

，亦非屬我國民用航空法、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

、國家民用航空保安計畫、桃園站保安計畫及航空

公司保安計畫規定之範疇。然由 99 、100 及 101

（至 1 月止）年共計發生 72 件旅客行李失竊情事

以觀，顯見民航管理機關對屢次發生行李失竊案件

，尚欠積極防止之能事。 

(五)本院於 101 年 3 月 16 日履勘現場時發現：桃園機

場地下室行李處理區原監錄視界未及之處，雖已增

設錄影監視系統，然另發現因車輛作業之故，監錄

視界受車輛阻擋仍有死角；另於航機裝卸作業時，

於行李散艙現場均加掛錄影設備，全程監控作業實

況，然於 100 年 8 月由日本入境旅客發現行李失竊

，經調閱散艙作業，發現散艙後艙影像未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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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解釋為電池問題，顯見攝錄監控措施仍未完善

；又託運行李小拖車上雖已安裝行車紀錄器，以監

控車輛行駛路徑是否異常，惟並未對小拖車車體進

行監控，難以防範車輛行進間遭有心人士入侵之疑

慮。由上開履勘發現，航空站管理機關確有未善盡

管理業者之責。 

(六)綜上，交通部所屬民航局及桃園機場公司管理航空

運輸業及航空站地勤業從事旅客行李運送及裝卸

業務，督導業者執行旅客託運行李保安計畫，對於

行李保全，防止失竊，自應責無旁貸，雖稱失竊案

件多屬境外發生，然由本院履勘發現仍有諸多缺失

，顯見權責機關未善盡管理業者之責，且近年屢次

發生行李失竊情事，有損旅客權益及政府形象，當

研擬更妥適行李保全機制，以符管理機關權責，允

宜檢討改善。 

二、內政部航空警察局為航空站保安管理機關，對於近年

來旅客託運行李屢次發生失竊案件之偵辦情形，實際

僅破獲 2 件，其他多以境外發生及尚在偵查中為覆，

其破案率實難符旅客期待，又對境外發生案件之尋求

協助及合作機制，仍有欠積極，允應檢討改進。 

(一)據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內政部警政

署航空警察局為各航空站之航空保安管理機關，應

依國家民用航空保安計畫，擬訂各航空站保安計畫

，於報請民航局核定後實施…；同管理辦法第 5 條

規定，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航空站地勤業、空

廚業及其他與管制區相連通並具獨立門禁與非管

制區相連通之公民營機構，應依其作業之航空站保

安計畫擬訂其航空保安計畫，於報請航警局核定後

實施…前項第十款之其他有關事項，應包括…航空

站地勤業之機具設備管控與行李…保安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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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管理辦法第 36 條規定，…航警局得派員查核

、檢查及測試航空站內作業之各公民營機構及保安

控管人之航空保安措施及航空保安業務。由上開管

理辦法可知，航警局為航空站之保安管理機關，對

旅客託運行李應善盡妥適保安之責。 

(二)查 99 、100 及 101（至 1 月止）年共計發生 72 件

旅客行李失竊案件，經航警局研判為境外發生有 54

件、已偵破案件 2 件、偵查中案件 16 件，其中偵

查中 16 件研判為境內發生 2 件（據稱已掌握特定

對象），餘 14 件已建檔該班班機作業人員資料並

持續分析，惟因無直接證據續以偵辦，無法判定究

為境內、外發生或何人所為；託運行李發生失竊案

件所屬地勤公司，分屬桃園航勤股份有限公司計 49

件、長榮航勤股份作業有限公司有 23 件，除因證

據明確，確定為地勤作業人員所為，而破獲 2 件外

，剩餘案件尚無法證明為何人所為。故近年來旅客

託運行李發生失竊案件之件數及偵辦情形，航警局

多以境外發生及尚在偵查中等語為覆，實際僅破獲

2 案件，其破案率難符旅客期望。 

(三)詢據航警局，該局偵查人員於接獲報案後，除赴現

場勘查、訪查外，並調閱機艙內散艙行李區之有效

錄影、行李作業區、行李轉盤區監視畫面分析偵查

，及針對班機裝卸作業及旅客提領行李過程時間，

研判有無異常之處、交叉比對失竊班機作業人員前

科素行等，並將該局鑑識人員在現場採集之可疑跡

證均送刑事警察局鑑驗。另該局目前尚無與國外辦

案合作機制，雖其陳稱平時與國內航空公司保持密

切聯繫，遇有託運行李失竊相關情資需提供國外地

勤公司及機場治安人員境外查察案件，都將全力協

助配合等語。另，由上開航警局偵辦程序可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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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竊案發生之多數案件，尚無尋求境外協助或合作

機制。 

(四)綜上，內政部航警局為航空站保安管理機關，對於

近年來旅客託運行李屢次發生失竊案件之偵辦情

形，因無直接證據續以偵辦，多以境外發生及尚在

偵查中等語為覆，其破案率實難符旅客期待，又對

竊案發生之多數案件，並無尋求境外協助或合作機

制，顯見仍有欠積極，允應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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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函請交通部督促所屬民用航空局及桃園

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函請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確實檢討

改進見復。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內

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程仁宏  

 李炳南 

 

 

中 華 民 國 1 0 1 年 0 4 月 2 5 日 

附件：本院101年2月1日（101）院台調壹字第1010800024號

派查函暨相關案卷數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