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所聘用之飛安評鑑檢查員

納編於所屬飛航服務總臺，執行該局法定職

掌；又其執行公權力之檢查情形及預算管理

，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皆有深入瞭解之

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係據本院民國（下同）101 年巡察桃園地區交

通建設發現，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下稱民航局）所聘用

之航空安全檢查員（下稱航安檢查員）卻納編於所屬飛

航服務總臺（下稱總臺），執行該局法定職掌；又其執

行公權力之檢查情形及預算管理，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

定？皆有深入瞭解之必要，爰予立案調查。案經交通部

暨所屬民航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主計總處函復在

案，本院並於 102 年 10 月 22 日約詢交通部次長陳ＯＯ

、民航局局長沈Ｏ、人事總處組編人力處處長懷○及主

計總處基金預算處處長楊○○等相關主管人員，以釐清

案情。案經調查完竣，茲列述調查意見如次：  

一、交通部長期任由民航局占用所屬飛航服務總臺預算

員額，聘用航安檢查員執行民航局標準組之業務事項

，且未依規定評鑑所屬機關人力之工作狀況及員額合

理數；對長期辦理業務，亦未檢討如屬經常性業務亦

應由編制員工辦理，顯有違失。 

(一)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條例第二條規定：「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掌理下列事項…十、航空器及其各項

裝備、零組件之設計、製造、維修、組裝過程與其

產品及航空器製造廠、維修廠、所之檢定、驗證事

項。」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辦事細則第七條規定：「

飛航標準組職掌如下：…二、航空器及航空器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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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研訂與適航檢定給證事項。…四、航空器製造

廠、維修廠、所設立標準之研訂與設備之檢定給證

事項。…七、飛航及機務之查核事項。…十四、適

航驗證業務之委託及督導事項…。」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飛航服務總臺組織條例第二條規定：「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掌理下列事項：一、國內

外飛航情報資料之蒐集、整理、編輯與飛航公告之

發布及飛航諮詢之服務事項。二、臺北飛航情報區

內航空器之飛航管制及出入飛航情報區之查核管

制事項。三、航空器飛航動態及國內外航空通訊之

傳遞業務事項。…五、飛航服務系統之規劃、設計

、管理、監控、維護及研究改進事項。六、飛航情

報、飛航管制、航空通訊及航空氣象業務之規劃及

研究發展事項。七、飛航服務設備之建立與改善計

畫及各項技術資料之研究處理事項…。」由上開組

織條例及法定職掌可知，民航局標準組職掌係以適

航檢定給證及飛航與機務查核為主，而總臺職掌則

以飛航情報服務及飛航管制為主，兩者之職掌顯然

不同。 

(二)查 83 年 4 月華航名古屋空難後，美國聯邦航空總

署質疑我國飛安監理能力，於同年 8 月派員來臺瞭

解民航局對航空公司航、機務與飛安督導是否符合

國際民航公約規定。故民航局於 85 年間報奉行政

院專案核准擴充飛安檢查人力 32 人，其中 17 人屬

民航局職員預算員額，另 15 人以約聘方式列於民

航局所屬總臺名下，以民航作業基金經費支應；另

於 89 年 8 月 7 日再獲行政院核准增加職員預算員

額飛安人力 16 人，納入民航局預算員額；在前「

財團法人適航驗證中心」無法自給自足之情況下，

乃推動民航局組織內建置適航驗證專業能力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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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嗣於 94 年 5 月 24 獲交通部同意增配置聘用員

額 12 人，於總臺年度相關預算經費支應。故為執

行飛安監理業務，共計增加 33 名預算員額（民航

局預算員額）及 27 員聘用人員（總臺年度相關預

算經費）。然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

約聘人員清冊」所列業務內容（如飛航作業、適航

驗證、機務查核及飛航測詴等），核與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辦事細則第七條規定之飛航標準組法定職

掌雷同，顯見由總臺之約聘員額，卻因任務需要而

實際執行民航局飛航標準組法定職務。 

(三)次查「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理辦法」（下稱員額管

理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二級以下機關於

年度中須調整預算員額配置時，由該二級機關就所

掌理業務消長情形及實際需要，於原配置各該人力

類型預算員額額度內核定。」即二級機關得於行政

院核定聘用預算員額總數額度內，審酌所屬機關業

務消長、人力運用等情形，調整所屬機關間聘用預

算員額以應其他機關業務需要。惟受限於各三級機

關仍須依「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

項」第一條規定，應以不超過該機關(民航局)預算

員額百分之五原則。故依法交通部得調整所屬機關

間聘用預算員額以應其他機關業務需要，然對民航

局又有預算員額百分之五原則之限制，顯已不符需

求。 

(四)又據同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二級機關（下稱

評鑑機關）對所屬機關之員額評鑑，依下列方式辦

理：…二、二級機關每兩年應評鑑所屬機關人力之

工作狀況及員額總數合理性，並應著重機關整體策

略與未來業務發展狀況之配合程度。」故交通部應

對民航局之員額進行評鑑及對航安檢查員員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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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檢討。然交通部於 101 年 5 月至民航局就業務發

展及機關整體策略辦理全面性評鑑，惟未單就航安

檢查員部分辦理評鑑；嗣據同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各機關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之管理及進用

，應確實依下列原則辦理：…二、對於長期以聘用

人員及約僱人員辦理之業務，應檢討其續聘僱之必

要性，如屬經常性業務者，應由編制內職員辦理…

。」然交通部對此長期以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辦理

之飛安監理業務，卻未對航安檢查員進行員額檢討

，及由編制內職員辦理之評估。 

(五)據民航局陳稱，上述約聘人員依飛航安全監理工作

所需，由民航局飛航標準組依職缺擬訂招聘計畫，

採一年一聘方式聘用，並依錄取人員之學、經歷及

專長核定薪點，其經費係由民航作業基金年度預算

用人費項下支應。因現階段我國正積極推動加入國

際民航組織（ICAO），其對各國航空安全檢查人力

之配置極為重視，並列為重要審查項目，對於各類

航空安全檢查人力之維持，應為我國與國際民航接

軌之重要條件。為飛航安全監理制度持續穩定發展

及監理效能，民航局認同飛安監理人員應回歸至民

航局之正式職員員額，將配合民航局組織法修正情

形，逐步陳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同意調整為民航

局正式職員員額。 

(六)綜上，交通部任由民航局長期聘用航安檢查員，因

飛安監理之任務需要，占用所屬總臺預算員額，致

約聘人員所列業務內容，核與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辦

事細則第七條規定之飛航標準組法定職掌雷同，且

未依規定對民航局之員額進行所屬機關人力評鑑

及對航安檢查員員額評鑑結果進行檢討，嗣對長期

以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辦理之飛安監理業務，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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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飛安檢查如屬經常性業務，應進行檢討由編制員

工辦理，皆有違失。 

二、民航局依法執行各項飛安查核作業，對於航安檢查員

之選任、訓練、執勤、考核迄無明確規範，允應建立

周詳機制，以利公權力之執行及飛安之確保。 

(一)據民用航空法第九條規定：「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

備及零組件之設計、製造，應向民航局申請檢定，

檢定合格者，發給相關證書…依前條領有登記證書

之航空器，其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向民航局申請適

航檢定；檢定合格者，發給適航證書…。」同法第

四十條第一及二項規定：「領有航空器適航證書之

航空器，…檢查員或機長認為不適航時，亦同。民

航局應派員或委託機關、團體指派合格人員檢查航

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之機務作業，航空器所有人或

使用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如航空器之維護狀

況不合於適航安全條件者，應制止其飛航，並廢止

其適航證書。」同法第四十一條之一第三項規定：

「民航局應派員檢查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之航

務作業，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檢查結果發現有缺失者，應通知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限期改善…。」航空器適航檢定維修管

理規則第十九條規定：「領有適航證書之航空器，

其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對航空器為妥善之維修，並應

於飛航前確遵規定施行檢查，保持其適航安全條件

。航空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不合於適航安全條

件：一、經民航局或委託之機關、團體檢查認定不

符合原檢定時之適航標準者…航空器之維護狀況

不合於適航安全條件者，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

停止該航空器之飛航。違反前項規定者，由民航局

依民用航空法廢止其適航證書。」由上開法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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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安檢查員係依法執行各項檢查作業，攸關航空

器飛航之准駁及各項飛安之確保，惟該部除訂有「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測詴及各類查核作業鐘點

費支給表」外，對於航安檢查員之選任、訓練、執

勤、考核竟無明確規範。 

(二)又查航空器檢查委託辦法第二條規定：「為保持航

空器適航安全條件，民用航空局得委託有關機關團

體施行定期及臨時檢查。」同辦法第四條規定：「

經民用航空局委託航空器檢查之機關或團體，由其

執行檢查之負責人指定合格之技術人員擔任檢查

工作，其技術人員應具備下列條件：一、檢查航空

器及其發動機、螺旋槳、空用電子、儀器、系統、

機件及應用裝備、安全設備等修護之適航狀況者，

應領有民用航空局檢定合格之有效地面機械員檢

定證書，並具有受檢項目五年以上之技術工作經驗

。二、檢查航空器及其發動機、螺旋槳、空用電子

、儀器、系統、機件及應用裝備、安全設備等設計

製造之適航狀況者，應經航空工程技師考詴及格或

具有大專航空工程或相關科系畢業以上學歷，並具

有受檢項目五年以上之技術工作經驗。三、擔任航

空器製造之適航詴飛者，應具有民用航空局檢定合

格之有效駕駛員證書，並具有五年及三千小時以上

之飛航經歷，且對所擔任詴飛同類型之航空器有兩

年及一千小時以上之飛航經驗。」由上開民航局委

託有關機關團體施行定期及臨時檢查之技術人員

條件資格可知，其需具備之學、經歷及資格條件，

尚稱明確嚴謹。 

(三)然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測詴及各類查核作業

鐘點費支給表規定，各類檢查員只須完成查核專業

訓練課程、在職訓練，經考驗合格頒發飛航查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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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為合格人員，並訂定資格條件如下：航務檢查

員、機務/空用電子檢查員、危險物品檢查員及客

艙安全檢查員等 4 類資格條件，其中主任航務檢查

員應具有下列條件之一：（一）具飛航年資十年以

上及飛航總時間二、五００小時以上者。（二）擔

任助理航務檢查員三年以上者。助理航務檢查員應

具有七年飛航年資及一、五００小時以上飛航總時

間。機務／空用電子檢查之資格條件：主任機務／

空用電子檢查員應具有下列條件之一：（一）相關

學經歷七年以上者。（二）擔任助理機務／空用電

子檢查員三年以上者。助理機務／控用電子檢查員

應具有五年以上相關學經歷。由上開各類查核作業

鐘點費支給表規定之航安檢查員資格可知，除航務

檢查員訂有飛航年資及飛航總時間之資格外，其餘

各類檢查員都以相關學、經歷為資格限定，且未具

有相關國家證照資格或各類檢定合格證書。 

(四)綜上，民航局依法執行各項飛安檢查作業，攸關航

空器飛航之准駁及各項飛安之確保，惟對各類航安

檢查員之選任、訓練、執勤、考核竟無明確規範，

允應建立周詳機制，以利公權力之執行及飛安之確

保。 

三、民航局辦理航安檢查員支領查核作業鐘點費事宜，報

經行政院核定「支給表」，以加發鐘點費彌補支給報

酬不足，雖尚有據，惟近 3 年航安檢查員約 70 餘人

支領鐘點費，每年高達 5,780 萬元，其支領人員包含

該局標準組各類人員及約聘僱人員，其支領資格與審

核亟待建立嚴謹機制，允應檢討改善。 

(一)據行政院 93 年 7 月 27 日核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飛航測詴及各類查核作業鐘點費支給表」，航安檢

查員可支領查核作業鐘點費規定如次：(一)支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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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鐘點費每小時金額：1.飛航測詴：飛航測詴駕駛

，新臺幣（下同）1,685 元；飛航作業，1,250 元

；飛航測詴助理，435 元。2.飛航檢查：1,560 元

。3.機務/空用電子檢查：590 元。3.危險物品/客

艙安全檢查：590 元。又每月支給查核鐘點費時數

規定：1.飛航測詴駕駛、飛航作業每月最高可報支

83 小時鐘點費，飛航測詴助理每月最高可報支 60

小時鐘點費。2.航務、機務／空用電子檢查作業，

主任檢查員 83 小時、助理檢查員 79 小時。3.客艙

安全檢查員及空運組危險物品檢查員，每月最高可

報 79 小時。上開鐘點費交由執行人支領，以實際

執行時數支領。可支領人員包含組長、副組長、專

門委員、科長、技正、技士、工務員、科員及技佐

等民航局標準組各類職員。詢據民航局查復：最近

3 年上述各類人員以執行航務檢查員所支領查核鐘

點費為最高，最高每人每年約達 140 餘萬元鐘點費

，其次為機務檢查員所支領查核鐘點費，最高每人

每年約達 60 餘萬元鐘點費，客艙安全檢查員所支

領查核鐘點費，最高每人每年約達 50 餘萬元鐘點

費。據稱，上開鐘點費係由民航作業基金支應，每

月約計 480 萬元，每年達 5,780 萬元，每人每月約

6.4 萬/月。然上開支領金額已逾約聘僱人員之薪資

本俸（介於 62,972 元~45,533 元之間），且於公務

時間執行法定執掌，雖報經行政院核定「支給表」

，尚稱有據，惟近 3 年航安檢查員約 70 餘人支領

鐘點費，每年高達 5,780 萬元，其支領人員包含該

局標準組各類人員及約聘僱人員，其支領資格與審

核亟待建立嚴謹機制。 

(二)據民航局陳稱，航空安全檢查員係負責航務與機務

之查核，事涉飛航安全專業，難以自國家考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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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進用具相當資歷人才。目前國內符合資格及經驗

之人才缺乏，且多服務於航空公司，月薪高達 20

至 40 萬元，故航空安全檢查員之進用，需具有相

近之薪資條件，始可吸納該類人員報考之意願，惟

綜觀現行國家考詴各類科薪資與之差距甚大，故現

況係以公開招聘、考詴合格後聘用，其中航務檢查

員多以航空公司即將退休為主及軍方退役機師為

輔，並於訓練考核及格後任用；另其他航安檢查員

，係考量具公務員資格之資淺檢查員升遷並可留用

於此專業體系之內，其它未具備各類檢查員資格之

公務職稱人員，不得支領查核作業鐘點費。 

(三)綜上，民航局辦理航安檢查員支領查核作業鐘點費

事宜，以業界實際所得差距過大為由，採加發鐘點

費方式彌補支給報酬不足情事，然於公務時段執行

法定職掌，雖報經行政院核定「支給表」，以加發

鐘點費彌補支給報酬不足，尚稱有據，惟近 3 年航

安檢查員約 70 餘人支領鐘點費，每年高達 5,780

萬元，其支領人員包含該局標準組各類人員及約聘

僱人員，其支領資格與審核亟待建立嚴謹機制，允

應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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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提案糾正交通部。 

二、調查意見二及三，送請交通部督促民航局確實檢討見

復。 

三、調查意見三，送請審計部依法針對支領之程序、資格

、時數（段）及額度查核妥處。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會議

處理。 

調查委員：林鉅鋃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1 2 月   2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