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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女士: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 會

在2018年5 月 28 日的會議上就

事義程項目 V r 民航處開設兩個首長級職位以支援

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象銳的建議」

通過的議案

您於2018年 5 月 29 日致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信函收悉。來

信要求政府回應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在2018 年 5 月 28 日的

會議，就議程項目 v r 民航處開設兩個首長級職位以支援香港國際

機場三跑道象統的建議」通過的議案:

「新航空交通管制系統般用以來，部分系統事故並非由政

府主動通報，影響公眾對系統的信心和對政府的觀戚。本

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在開設新職位監督三跑道系統空管

操作的同時，向外詳細列明及解釋，空管或相關系統重大

事故通報機制的國際標準'以提高透明度。」

本文件載列政府對該議案的回應。

2. 中國是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簡稱國際民航組織或

ICAO)192個締約國之一，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有責任遵循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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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氏航組織訂立的標準和規定。本港的航空安全管理制度嚴格遵

照國際民航組織的標準制訂，並透過本地相關的法例及民航處指

引文件實施。

3. 在航空安全管理制度下，處理與民用飛機操作有關的意外

或嚴重事故須按國際民航組織制訂的《國際民用航空公約} {附件

的 一 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徵候調查} ( {附件的} )處理。意外拍的

是事件中有人死亡或受到嚴重損傷，或飛機受到損毀或結構上的

故障而影響飛行，而嚴重事故則為甚有可能發生意外的情況。在

本港，總調查主任 1會按照《香港民航(意外調查)規例} (第 448B

章)處理有關事故。該規例為有關事故訂立定義、適用範園、呈報

機制及其他法定要求。

4. 在通報方面，民航處收到意外或嚴重事故的通知後，會盡

快發布有關事故的情況，並告知公眾氏航處會展開調查。另外，

根據《附件的〉指引，總調室主任會在 30 日內公布意外或嚴重

事故的初步調查報告。至於最後調查報告，根據《香港民航(意外

調查)規例〉第 10(6)條及第 15 條，總調查主任會把最後報告呈交

行政長官，由行政長官決定把部分或全部最後報告公開。事實上，

以往所有按以上機制完成的調查報告均全部上載至民航處網頁，

供公眾參閱 2 。

5. 此外，國際民航組織制訂了《國際民用航空公約} {附件

19 一安全管理} ( {附件 19} ) ，就「強制呈報事故」的跟進及通
報制訂規定。在本港， { 1995 年飛航(香港)令} (第 448C 章)列出

「強制事故」的定義，即飛機事故、或因飛機或其設備或與飛機

運作相關的地面設施(包括航空交通管制系統)出現故障，而可能

影響飛機、乘客或其他人士安全的事故。指定呈報人(如本地註冊

的航空公司及其機長、飛機維修機構及其持牌工程師、機場營運

者/持牌人和航空交通管制員等)須在發現事件後的 96 小時內呈

報民航處。須予呈報的例子包括(但不僅限於) : 

(a) 航班問距不足;

(b) 飛行時使用緊急程序;

1 現時總調查主任一職由民航處處長出任 。 為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的新要求，確保民航意外調查的中立性，

政府正籌備在運輸及房屋局下成立獨立的民航意外調查機構，並聘請新的總調章主任領導民航意外調

查的工作 。

2 初步調查報告反最後調查報告載於 http://www.cad.gov.恤/c凶nese/report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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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遇到消流導致乘客或機組人員受傷;

(d) 液壓油洩漏，為乘客或機組人員帶來安全隱患;

(e) 在機場範圍內，燃油從飛機大量溢出;及

(η 鳥擊而令到飛機有顯著損毀。

6. 在評定事件的「安全風險」水平後，氏航處會按風險水平
採取相應行動，包括審視星報人的報告和改善措施(如提供培訓或

重複訓練人員、程序檢討、改善訊息溝通、產品改良等)。當相關

機構向民航處報告落實改善措施後，民航處才予以結案。由民航

處多個分部及航空業界代表組成的航空交通安全評核委員會亦會

定期召開會議，檢討航空交通管理事故和其他與航空安全有關的

事件(例如「強制呈報事故 J ) ，確保相關檢討工作客觀公正。

7. 根據《附件 19)的精神，設立「強制呈報事故」機制的

目的是讓民航當局盡量收集安全事故的資料，作促進航空安全之

用。按〈附件 19)中的資料保護原則 3 ，民航處收到報告後須作保
密處理，此做法亦是海外民航局的普遍做法，用以鼓勵航空從業

員主動呈報事故，提供全面資料，並確保民航處可循不同途徑收

集航空安全資料，及早找出安全風險，採取行動，防患於未然。

8. 民航處一直將航空安全放在首位，並會繼續嚴格按國際民

航組織的規定實施本港的航空安全管理制度，包括與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航管象統)相關的事故。我們明白公眾關注航管系統的服

務表現，即使個別事件不屬意外/嚴重事故或「強制呈報事故 J ' 

民航處亦一直開誠布公，積極地以新聞公報或傳媒簡報會方式向

公眾報告及講解，釋除疑慮。自新航管象統敢用以來，民航處已

發出 30多次的新聞公報(截至 2018年 6 月 19 日)。

9. 航管系統自全面啟用以來，儘管初期曾出現過一些不暢 )1頂

的情況，但並沒有影響航空安全，亦沒有對香港國際機場的整體

運作構成重大影響。事實上，航管象統在過去的聖誕節、新年、

農曆新年、復活節和暑假等傳統旅遊旺季，成功處理所增加的航

空交通量。天氣方面，本港於2017年遇到比平常多的惡劣天氣(包
括 5個強烈風暴、強颱風和超強颱風)。儘管如此，在2017年 8 月 24

日香港國際機場受到超強颱風天鴿影響後恢復運作當天，航管~

3 國際民航組織最近提升了相關要求。有關原則將於 2019 年 11 月成為一項具約束性的規定，要求締約
國保護安全資訊的來源，不應為安全之外的其他目的提供或使用安全資料，以提倡自願報告可能影響

航空安全的事件。獲豁免的情況包括披露或使用這些資料的價值大於披露資料可能對航空安全造成的

不利影響 。 政府正研究如何在本地實施這項新標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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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處理的航班數量更創下了新記錄，在 24JJ、時內一共處理了 2 341 
祭次航機。事實上，航管系統已成功處理多個航空交通流量的高

宰期，並克服惡劣天氣所帶來的挑戰。在 2017年，航管象統處理

的航班數量，較2016年增加了 7.6 0/0 '肯定了航管系統和前線空管

人員的表現。

10. 民航處成立由本地和海外專家組成的航管系統專家小組

已審視新系統全面啟用初期出現的磨合狀況的成因及跟進工作，

確認該等狀況沒有影響航空安全，民航處人員已憑藉專業知識和

經驗，按照既定程序妥善處理。專家小組表示，航管系統的整體

表現令人滿意，在磨合期後運作暢順。詳情請參閱專家小組的總

結報告(l!tt o s://www.cad. gov.hk/chinese/re oorts.htmD 。民用空中航

行服務組織亦向民航處頒授2017年全球安全成就獎，以表揚民航

處在推行航管系統後，航空交通管理服務的可靠程度大大提升，

為航空安全作出的重大貢獻。

11. 運輸及房屋局及民航處會繼續竭盡全力確保航空安全維

持在一貫的最高水平，維護香港作為區域航空樞紐的地位和聲

譽。

2018年 6 月 19 日

副本抄送:

國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雅思女士代行)

民航處(經辦人:民航處副處長 (2);蘇患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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