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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鷹出勤急先鋒 夙夜不懈渡眾生 

－專訪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前瞻性專案團隊 

 
「前瞻性專案」之所以特別，因一切都從零開始。專案的執行從無到有長達 10

年以上，有如生命的成長茁壯，而樹立軍公合作的良好典範，更屬難能可貴 

﹝照片為受訪團隊成員，自左而右依序為：機務組科長陳秉義、機務組組長周

宏聲、主任秘書鄭問堂、勤務第二大隊大隊長林國強、機務組簡任技正周明傑﹞

（攝影：翁千惠） 

前瞻性專案團隊的緣起 

這一次的專訪，編輯小組的心境可謂悲喜參半。喜的是

，本次專訪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簡稱空勤總隊)前瞻性專案

團隊－提升空中救災能量，獲頒111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

的團體獎，足見其優異；悲的則是，專案緣於一場不幸，那

是民國98年的八八風災(莫拉克颱風)，當時颱風侵襲臺灣挾

帶大量豪雨，導致中南部地區多處發生水患、山崩與土石流

事件，其中空勤總隊編號NA-502直升機奉命執行救災任務時

不幸失事，造成3人罹難，也開啟黑鷹直升機加入空勤總隊的

契機。一路走來，空勤總隊鄭主任秘書問堂看著團隊同仁的

辛苦、認真，機關首長的卓越領導、無私無我，大家齊心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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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揮團隊精神，突破各項困難完成接機各項任務，應該可

以參與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除了讓外界更了解團隊的

付出，同時也能實質鼓勵團員在辛勞之餘，展現空勤總隊救

災成效與更多人分享。井總隊長延淵認為參獎是讓外界了解

空勤，展現參獎一定要獲獎的決心。 

訪談一開始，鄭主任秘書即娓娓道來心路歷程。他生動

的比喻：「駕駛飛機跟一般我們開車很不一樣，學開車到汽車

駕訓班就可以，但要駕駛飛機則必須送到原廠進行訓練。由

於黑鷹直升機在美國生產，飛行員因而須送至美國受訓。此

外，飛機的各項維修保養也不像汽車那樣簡單，維修保養人

員不但需取得證照，也同樣需要赴原廠受訓。原棚廠高度與

機電設施不符黑鷹直昇機維保需求，我們必須興建棚廠，光

機場土地的取得就是頭痛的問題，這些零零總總，接機除了

飛行員與維保人員要經歷外語能力的挑戰，過程中還需發揮

多方及橫向之溝通與協調，很是辛苦，但這段艱辛大家都一

起熬過了。」 

    鄭主任秘書以準備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的參選過程，串

起這份生動的黑鷹故事。他形容，如果將此次的參選視為烹

煮一道料理，團隊成員就如同餐廳的各個工作人員，有人買

菜、有人炒菜、有人潤色，直到完成一道美味佳餚。他憶起

跟評選委員簡報當天，可說是有生以來最累、壓力最大的一

次口頭報告，畢竟，事關空勤總隊能否獲獎的榮譽。為了讓

評選委員充分了解本專案之效益與團隊成員的貢獻，鄭主任

秘書遵總隊長指示既然參選就必定獲獎的決心。他提到：「與

國外救災單位相比，空勤總隊的救災任務、救災範圍以及執

行方式與之大不相同，山難、海難、森林火災空中救援操作

方式各有不同。在國外面對不同災難，飛行員有各自的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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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而空勤總隊的救災任務，飛行員山難、海難、森林火

災樣樣都要做，所以我們飛行員是全世界最優秀飛行員之一

，面臨的風險和國外專責情形大不相同，可以說每趟救災都

充滿著各式各樣不同的挑戰。」 

    第二大隊林大隊長國強順勢補充，當貢獻獎甄選委員到

位於臺中的駐地現場勘查時，對空勤總隊的印象更加深刻。

他提到：「臺中駐地是全總隊能量最完整的一個大隊，有唯一

的自維保養陣營，可以儲放大部分的維修航材、裝備，甄選

委員親眼目睹各項精密裝備，發現飛行的操作程序繁多且複

雜，尤其夜間飛行還需要配戴夜視鏡，雖然他們不懂飛行，

卻因而能體會飛行任務的困難與艱辛。」 

 

「前瞻性專案」榮獲考試院111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團體組獎項，總隊長井延

淵(右7)率領團隊成員領獎接受表揚（圖片由空中勤務總隊提供） 

中程計畫的心路歷程 

時序彷彿回到98年，中度颱風莫拉克侵襲臺灣，兩天驟

降近一年雨量，重創生態環境，造成許多傷亡。機務組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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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宏聲說起這段往事，仍難掩哀戚，他提到：「當時，一架編

號NA-502的UH-1H型直升機到屏東救災，卻因尾旋翼被纜繩

勾到而撞山，墜毀在隘寮北溪。事發之後，有鑑於空勤總隊

UH-1H救災直升機已有30-40年機齡，因此時任總統的馬英九

先生即將國防部天鳶專案部分經費，移撥做為採購救災飛機

之構想，後來經內政部與國防部協商，調整為軍購案中15架

黑鷹直升機移撥給空勤總隊作為災害防救使用。」鄭主任秘

書補充：「為風災殉職的3位同仁辦理後事時，殉職空勤教官

家屬曾向馬前總統訴說，值勤的直升機太過老舊，讓飛行員

完全沒有保障，因此馬前總統除了提出國軍軍購案部分經費

撥予空勤總隊購買救難飛機外，也提出應研議飛行員的保險

及保障等議題。」因為直升機老舊而導致的性能下降，讓急

待新機及任務裝備接替迫在眉梢，也促成這項前瞻性專案的

成形。 

黑鷹直升機，主要特色為高海拔與海上救災、救難、救護、觀測、偵巡、運輸

等任務，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在104年開始接收UH-60M黑鷹直升機，此機型直

升機可充分滿足臺灣3千多公尺以上高山地區與夜間海上搜救等需求，其中最

強特色就是夜間偵蒐功能 (圖片及文字摘自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全球資訊網) 

    能夠購買新型直升機，提高空中救災能量，對空勤總隊

而言，是件極大的好消息，然而隨之而來的難度，可不亞於

救災時的工作任務。周組長坦言：「過去公務機關從來沒有直

接參與國軍軍購的案例，在無前例可循的情形下，專案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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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十分困難。自98年，空勤總隊成立專案辦公室進行任務編

組開始，到最後完成任務，歷經了12年的光陰。」當時第一

任專案辦公室的執行秘書是前總隊長董劍城，他帶著大家參

加陸軍專案管理會議，達成黑鷹直升機原型機價款由陸軍專

案款項支應，但其他裝備、後續維修保養由空勤總隊編列預

算自行支應的共識。 

為了爭取經費預算，空勤總隊著手研擬中程計畫，主要

承辦人是機務組周簡任技正明傑，他說到：「我在99年調任至

空勤總隊機務組擔任技士，隨即承辦本項專案，當時直升機

價購款由陸軍負責，至於人員訓練、增裝的救災裝備、維保

機具及航材等，則由空勤總隊自行編列預算支應。一開始，

空勤總隊人員從未有維修黑鷹直升機的經驗，對於需購買何

種裝備，大家毫無頭緒，經董前總隊長的帶領，大家透過腦

力激盪和集思廣益，確立了大致方向，基於我們是救災使用

，跟陸軍作戰目的不同，因此以增加救災任務裝備為首要。

嗣後請飛行教官一起討論，將相關增裝設備列出請美方檢視

可否安裝於黑鷹機上同時報價，初步預估經費約66億元。接

下來，就開始暗無天日的日子，尤其要求一個學理工的人來

編寫中程計畫，實在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即便我並不擅長文

書作業，但任務下達，也只能勉力為之。」雖然現在說時已

雲淡風輕，但大家仍可感受當時承受的壓力，及臺灣人民期

待盼望心情有多重大。 

    中程計畫在周簡任技正的竭盡心力下終於完成，即將送

出之際，卻發生空軍一架海鷗直升機在蘭嶼執行任務時發生

墜海，也引發媒體關注直升機裝備是否足以因應夜間飛行的

議題，團隊只好把中程計畫再拿回來檢討，增列6項夜間搜救

任務裝備，並趕在期限最後一天，親送至內政部陳轉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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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全案才終獲底定。而這一段過程，勤務第二大隊林大

隊長剛好也躬逢其盛，他說到：「101年我剛到空勤總隊報到

，周簡任技正請我跟他一同送中程計畫到內政部，因當天內

政部如果沒有批准，整個中程計畫就必須重新走一遍，所以

作業十分急迫，甚至核稿秘書認為不妥需要修正之處，現場

直接更正抽換，一直等到政務次長回辦公室，才趕在下班前

核章，核章後再衝回空勤總隊發文，總算在最後一刻完成。

」周簡任技正自豪地說：「本案得到行政院長官的支持和指導

，所有工作都按照中程計畫進度執行，沒有延遲，每一年的

達成率幾乎都是99%，期間僅修正過1次，那一次是因為美方

最後1批交機時程延遲，不得已配合修改相關期程。」 

與國軍的互動－共享共榮 

   「前瞻性專案」之所以特別，就如同周組長所言，過去從

來沒有行政機關參與軍購案的前例，一切都是從零開始。而

與國軍的互動，應該也是本項專案的挑戰之一，畢竟行政機

關與軍事機關性質迥異，公務人員與軍職人員的思維也有所

不同，雖然團隊成員在進入空勤總隊服務以前，部分也有來

自國軍退役之飛行員或飛機維護人員，這或許有助於雙方的

溝通與協調，由於跟國軍的互動攸關專案成敗，編輯小組於

是請團隊成員就此議題分享心得。 

    與國軍互動最多的機務組陳科長秉義表示：「初期，由我

擔任對外聯絡人，雖然我也從部隊退伍(在軍中擔任士官)，

但剛開始大家並不認識，很多資料基於軍方要求保密無法直

接索取，只能在現場查閱抄錄，後來共事一段時間，畢竟大

家都是受過飛機專業訓練，很多美方提供的訊息，必須研究

探討，由於陸軍司令部的參謀軍官比較偏重大方向，而我則

有比較細膩的了解，彼此之間截長補短，慢慢地建立友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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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軍方原本稱我為士官長，後來就敬稱我為教官，透過彼

此之間互動，展現空勤總隊人員的專業度，讓軍方了解，一

起共事對他們是有益亦有利的。」在彼此合作的過程中，雙

方共同找出了要求美方改善之處，也開始建立越來越好的感

情，甚至後來的接機階段，團隊成員直接到陸軍航空第602旅

觀摩、見習，從陸軍司令部一直到執行單位(陸軍航空第602

旅)，從基層到高層的軍方人員，都和空勤總隊建立聯繫網絡

，也因此培養出後續順利接機的基礎。 

    陳科長接續說到：「因為運送過程飛機在船艙已有40幾

天，所以每一次接機幾乎都遇上些狀況。第一次接機，尾旋

翼出現問題，當時請臺南陸軍航空基地勤務廠派人協助，才

順利讓飛機回到駐地。第二次接機遇到颱風，停放在高雄港

的貨輪甚至被颱風吹斷纜繩，我們將長榮海運貨車機棚的貨

車全部清出，讓黑鷹直升機停放，陸軍航空第602旅的旅長，

還陪著黑鷹直升機住了好幾天，這是相當驚險壓力非常大的

，因為這是高價裝備，萬一出現狀況就不得了，當然空勤總

隊也派人一起照應，等颱風過後，才讓飛機飛回來。這中間

還遇到飛機漏油，必須當場搶修等各式各樣的狀況。」談起

每一次接機的點點滴滴，可以想像所遇各種波折，但就是因

為這些意外與考驗，促使國軍與空勤總隊必須共同面對、解

決，自然而然地建立好的互動關係，一直到專案後期，國軍

、國防部也都一直主動幫忙，讓這個首開先例的「軍公合作

」專案順利進行。 



8 
 

  
105年5月28日 黑鷹直升機任務組合訓練。 

      
105年 7月 11日第二批 2架 UH-60M黑鷹直升機接機任務。 

  (圖片及文字引自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全球資訊網)  

周簡任技正接續表示：「接機前，我們與陸軍司令部協

同合作，也受到很多國軍機關在國內外單位的協助；接機後

，則需持續與陸軍後勤指揮部(以下稱陸勤部)維繫合作，以

獲得黑鷹機維修後勤支援，特別是國軍協助本總隊與美陸軍

簽署航材採購合約(2號訂單)，維修航材能快速取得與價格

相較一般商購航材價格便宜，撙節公帑甚鉅。由於部分空勤

總隊人員曾於部隊接受教育訓練與服務，所以思維與國軍人

員還算一致，一般人刻板印象認為國軍的階級觀念很重，但

我反而認為這是優點，因為這樣的觀念，一旦上級交付任務

，大家會共同朝目標達成使命。而同樣地，退役軍職人員參

加國家考試錄取後始擔任公務人員，大多也都抱持這種心態

，會想盡辦法解決問題，以順利達成任務。」鄭主任秘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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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相同觀點，他說到：「與國防部之間的合作，只要政策決定

後，他們就會很認真執行，第一個階段是跟陸軍司令部合作

接機，在接機過程中，充分感受到他們的高度專業。接續就

是和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以下稱航特部)合作，陸軍採購之

60架飛機，移撥15架到空勤總隊，採平戰轉換方式，即黑鷹

直升機平時救災，戰時就回歸國軍，訓練與後勤可相互支援

，黑鷹機屬軍購裝備，很多後維航材必須透過軍購程序獲得

，這部分如果空勤總隊再與美軍簽一個採購案，必須支付約

2億元行政管理費。所以，井總隊長本欲拜會陸軍司令陳寶餘

上將。後來陳上將主動率隊拜訪井總隊長，並答應全力支持

，且納入相互支援協議內，促使黑鷹直升機的後勤維保作業

與航材籌補得以順暢，並節省公帑。」 

    此外，空勤總隊還協商國軍簽署「直升機支援協議書」

，可跟軍方互相借調航材、支援維保，航材採購有30天到720

天的交貨期，為即時供應維護所需航材，航空單位均建立庫

存，但仍有缺件待料情形，在建立了三軍支援體系後，不僅

節省庫存成本，且提高使用週轉率，有效提升飛機派遣妥善

率。周組長特別補充：「前總隊長和軍方高層雖然有了互相支

援的默契，但如果沒有訴諸文字，在執行上恐無依據，為此

特別交代要和三軍訂定支援協定。近幾年我們跟國軍在飛機

維護航材料件借調成效顯著，借予國軍之料件超過200項，而

借入之料件則有40餘項，有效提升飛機妥善率。」除了航材

借調，在其他方面，空勤總隊也盡其所能支援國軍，周組長

舉例說到：「曾經有一次，空軍2架飛機在訓練，其中一架飛

機儲壓管漏氣，卻借不到材料，導致只剩1架飛機可以訓練。

剛好我們的飛機在階段檢查期間(PMI)，就將儲壓管拆移借

他們，讓軍方可以順利完成訓練任務。」周組長認為，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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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互動已產生互利及有效節省國家公帑，提升政府施政效

率的成效，也許表面上看不出來，但實際上，彼此之間已建

立等同於兄弟的情誼。 

    提到國軍的情義相挺，鄭主任秘書另談起模擬機的故事

，購買一架模擬機的成本，幾乎與買一架新飛機不相上下，

甚至更貴，還得建造模擬機停放廠房與籌建後勤維保能量，

空勤總隊無法支應這樣的花費，陸軍便支援空勤總隊模擬機

的訓練，也就是人員可以直接在他們的基地進行模擬機訓練

，而不用額外支付其他費用。陸軍的航勤廠(即陸軍航空基地

勤務廠)，也協助我們飛機主件之測試、維修等等……。」空

勤總隊與陸、海、空三軍相互支援的事項不勝枚舉，可以想

見兩者關係之密切，此項專案樹立了軍公合作的良好典範。 

赴美受訓－夙夜匪懈的日子 

中程計畫核定後，緊接著就是確實執行。當時的董前總

隊長意識到，送飛行員赴美受訓，飛行員的英語文程度勢必

要提升，因此跟國防部協調讓赴美受訓人員先參加國防大學

語文中心的儲訓班隊，實施半年的專業英文訓練，當時答應

協助核定英訓專案，就是現任井總隊長，他認為這是國家的

事，必須全力支援，以成就此事。在此期間，空勤總隊不斷

與美方磋商，就美方而言，這是第一次在軍售案中跟一般行

政機關打交道，所以對於整個合約的架構，以及後續飛行員

訓練的需求，有很多疑慮。其中飛行員訓練部分，係由林大

隊長負責，他自己也是受訓成員之一，編輯小組先請林大隊

長分享這項任務的甘苦談。 

林大隊長說到：「我們預定送32位飛行員赴美訓練，美方

承辦人提及過去未有此類訓練(此為軍售案，過去國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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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到美方軍事單位訓練，但美方軍事單位從未訓練過非軍

方人員)，最後雙方磋商，由空勤總隊擬定方案。」考量飛行

員、維保人員都需赴美訓練，除了語言要克服外，為了讓受

訓人員專心地學習相關技能，便要求合約必須納入食衣住行

的安排。雖然一度遭到美方質疑，但由於林大隊長的堅持與

耐心，與美方逐一洽談合約中各項規定，最終促成合約簽訂

，受訓人員不必受食宿、交通影響，讓人員在美國能夠專心

一志學習。 

由於空勤總隊編列的訓練經費預算僅三千萬美金，如果

使用美方的飛機進行訓練，費用勢必超過預算，空勤總隊爰

規劃留2架黑鷹直升機作為訓練之用，採分階段性換裝訓練，

從104年9月開始，第一批由林大隊長帶隊，計6位飛行員、12

位保養人員，共計18人。安排林大隊長擔任第一批種子教官

，自然有其用意，林大隊長身兼承辦人，可以同時檢視美方

履約情形，並適時要求修改，由於身負重任，林大隊長在美

國除了自己學習、上課外，還要負責行政協調任務，晚上還

要參加複習課程，備極辛勞。回憶起那段夙夜匪懈的日子，

林大隊長說到：「我每天睡覺的時間大概是將近半夜2點，早

上6點就起床，7點就要去飛模擬機，這樣的生活作息時間大

概持續1個月，而還須提前回國接機。104年有3架黑鷹直升機

先送到臺灣，我跟另外一位學弟，受完合格班後，先回臺灣

負責接機任務，另外4位飛行員就繼續上教官班跟試飛官班

兩個課程，我則在106年才再度赴美補訓。」 

鄭主任秘書隨即補充：「因為黑鷹是全數位化的直升機，

跟空勤總隊原本的機種完全不同，所以必須將受訓人員的生

活起居都安排好，才不會讓他們分心。飛機維保完成後，要

經過試飛官試飛合格之後，飛機才能正式上場。這些飛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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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包括正駕駛、副駕駛、飛航教師、檢定教師，還有一位試

飛官。而所謂合格班，就是受訓後足以擔任正駕駛或副駕駛

，但如果要當教官，還需要再另外受訓，所以訓練過程是非

常複雜嚴謹的。」周組長也補充說明：「空勤總隊人員受訓之

所以困難重重，除了因為沒有軍人身分，無法在美國的軍事

基地訓練，必須送到原廠訓練。由於原廠是走民航市場，他

們的模擬機是S-70i（與黑鷹直升機相近度95%），採用FAA適

航認證標準，但我們希望用UH-60M黑鷹直升機直接訓練，採

用美陸軍適航認證標準，針對原廠訓練是否可直接採美陸軍

適航認證的疑義，都在雙方積極溝通洽談後，才得以順利簽

約。」因為104年就有黑鷹直升機返臺，必須要有人員接機，

訓練案必須儘快確認簽訂合約，團隊成員在相當緊迫的時程

內，陸續克服各種困難，原本要留黑鷹直升機作為訓練之用

的構想，也因生產的飛機還未出廠，先跟陸軍借用，雖然波

折不斷，終究順利達成目標。 

最後，林大隊長特別補充說明：「其實國外訓練只是基礎

訓，因為空勤總隊的飛行員是要執行救災任務的，所以回到

國內，另外請美方教官來臺灣進行任務訓練，國外的換裝訓

練跟國內的任務訓練，合併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訓練，而受過

完整訓練的人員才能夠執行任務。」 

縝密規劃維保－掌握主導並節省公帑 

    談到黑鷹直升機的維保規劃，周簡任技正表示，一開始

的確是千頭萬緒，他第一個想到是英文能力，畢竟所有維保

的技術手冊都是英文，於是奉董前總隊長指示，除送國防語

文訓練中心外，空勤總隊公開招標辦理語文訓練，總共做了

三期。當時的概念是既然要訓練，就把航務飛行員、機務維

保人員的語文能力全部提升，因此第一期訓練，所有人都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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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受訓的對象，除了請老師到各個駐地勤務隊上實體課程，

另外也安排線上課程並進；第二期則讓有意願提升自身英文

能力的同仁報名參加；辦理第三期時，已經選出派去美國受

訓的飛行與維保種子人員，將這批人納入重點培訓的對象，

，當然其他同仁有興趣也可以報名上課。其次，面臨的是技

術問題，諸如維修人員、場地等，空勤總隊之前退役的UH-1H

型直升機，維保工作是委託亞洲航空公司執行，全部的技術

人員都不是空勤總隊的人員，且當時國內並沒有黑鷹直升機

的維保人員，董前總隊長於是帶著團隊成員與軍方協調，請

國軍協助維保作業，但國軍考量其人力與作戰屬性，僅能支

援部分維保能量工作，另外，考量飛機的維保廠商、人員均

需具備一定的資格，每一種維保項目均須取得證照才能執行

維保工作，國內並沒有通過認證的修護員與修護廠，面對種

種的問題，周簡任技正接獲長官指示，先就各方案進行策略

分析。 

維保就像便利商店全年無休 空中救災受大自然諸多限制 

維保人員全心關懷 時刻守護黑鷹 黑鷹空中救災最重視安全 

111年 12月 23日銓敘部公布得獎者影片_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前瞻性專案—

提升空中救災能量之片段 (圖片引自銓敘部全球資訊網/傑出貢獻獎多媒體

專區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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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簡任技正逐一介紹各項方案，第一案採全自維(全部

飛機空勤總隊自行維修)：全自維需要大量人力，空勤總隊人

力分布在臺灣5個駐地，人力分散，採全自維恐有困難；第二

案採全商維(全部委託給民間航空公司維修)：這個方式雖然

可以解決人力的問題，但需要龐大的經費與造成空勤總隊没

有專業能力執行黑鷹直升機維修履約督導能力，容易被廠商

牽著鼻子走；第三案採軍維(全部委託軍方維修)：此方式經

過協調，已確定國軍僅能溢量支援；第四案則是商維和自維

合併：自維部分規劃以不增加人力為原則，但要建立維保的

自主性。最後行政院核定第四案，4架黑鷹直升機自行維護，

其餘全部委外，包含原來的海豚直升機。自維所需的維保人

力，則由原本維修海豚直升機的人員支應。雖然自維部分人

力已有解決方案，委外的部分要如何處理呢？周簡任技正說

到：「有關要先委外還是先自維，長官要求我們必須自行建立

起維修能量（先自維），此方式有兩項優點，第一可以達成行

政院的政策指導目標，保有維修的自主性，第二可以抑制廠

商任意喊價，換句話說，當機關自己沒有維修的能力，很容

易被廠商予取予求，反之，便可以掌握主控權，立於專業基

礎上與廠商協商維保契約內容與訂定合理的契約金。」 

    維保策略經行政院核定，商維部分空勤總隊決定採取公

開招標方式招攬國內廠商管理與維護機隊。招標條件訂定要

求廠商需取得原廠授權才能投標，引發爭議，主要原因在於

廠商取得授權必須先投入授權金與人員訓練資金，但是在未

確定拿到合約前，要廠商先投入資金確是較為困難，空勤總

隊改採折衷方式，取得原廠授權仍是履約條件之一，因為没

有原廠授權不得維保該型飛機，但給廠商得標後半年至一年

時間取得。另外，此期間空勤總隊亦輔導得標廠商建立機隊



15 
 

管理能力與取得原廠授權認證，並且提供部分維修飛機的裝

備給廠商使用，降低投資成本，以提高參標的意願，也降低

契約投標金額。 

採公開招標，充分發揮政府採購法公開、公平的精神，

空勤總隊一方面輔導廠商，讓廠商工作人員到駐地實地觀摩

黑鷹機機隊管理作業與執行維修工作，一方面也組成團隊督

導廠商履約準備情形，維保策略推行幾年以來，頗為順利，

空勤總隊在履約、督導各方面均很嚴格，除了駐地每天有人

員執行日督導外，每月、每季都固定安排人員做較廣泛、深

入的督導或品保稽查，整體上，維保策略推動很成功。  

    周組長進一步補充說到：「剛剛提到，我們先採自維，107

年到109年才開始委外，有4架黑鷹直升機委外維修，採包工

不包料，材料都由空勤總隊供應。104到108年「飛機維護5年

中程計畫」，原本黑鷹機維護費編列了26億元，第一次招標案

決標是1億多元，加上購買航材裝備費用，總共節省了近23億

元。我們自維的機數本來是4架，最大的量可以加到6架，這

6架都是在臺中駐地，常常需要夜間加班，同時請美方技術援

助小組(TAFT)協助，當飛機夜航完成，機工長檢查完畢已經

是半夜12點，隔天早上6點還要出勤，可以想見接收新機培訓

期間的艱辛。但這種先自維後委外的維保策略，確實撙節了

大量經費。」鄭主任秘書接著說到：「直升機與定翼機不同，

直升機的系統有11個之多，包括緊急裝備、發動機、燃油系

、飛行操縱系、液壓系、傳動系、旋翼系、通風系、電力系

、儀表系及自動飛行系等，可以想見複雜程度，因此維保人

員的專業技術也相對要求很高，以目前維保人員的42人而言

，需負責維修4架黑鷹直升機，已拿到119張證書。但如果全

部由我們自維，要增加大約240人，這對空勤總隊來說是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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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因此維保策略最後採先自維，外加委外方式進行。」 

棚廠興建－關關難過關關過 

    黑鷹直升機接收後，需要部署駐地廳舍與棚廠，目前空

勤總隊共有 5個駐地，分別在臺北、臺中、高雄、花蓮及臺

東，其中臺中駐地及高雄駐地已興建完成，並獲得公共工程

品質建築類金質獎優等，實屬不易。談起了棚廠的興建，主

要負責人鄭主任秘書與編輯小組分享了許多有趣的小故事。  

    第一個蓋好的駐地在臺中，99年開始動工，由於104年預

定要接機，必須在103年提早完工，以便因應美方提前檢視棚

廠是否合用，然而卻遭遇水保問題、民眾抗爭……等等問題

，加上是第一個駐地，雖然是委託內政部營建署代建，過往

從未處理過此類工程案件的鄭主任秘書懸著心，因為有些工

作還是得主動出面，只能請教別人督導的重點，獲得的提示

卻僅有「如期如質完成」六個字。為了杜絕工程期間不好事

情發生，負責本案的鄭主任秘書便直接告訴廠商總經理及工

程團隊，從他口中說出的才算數。另民眾抗爭這一關，剛開

始大家情緒也很激動，秘書去還被「嗆」，就可看出怒氣，鄭

主任秘書別無他法，只好親自出面，帶著誠意一個又一個前

去拜訪里長，尋求溝通管道。 

    鄭主任秘書說到：「有一次到一個里長家，車子要彎入巷

道前，便看到一個關聖帝君牌樓，腦筋一轉，入門第一句話

就跟里長講：『里長伯，你就像土地公，而我們救難救人，就

像媽祖婆，那有媽祖婆跟土地公在吵架的道理？』當時那位

里長抬頭看我一眼，沒有回話，我就持續溝通，每一個里長

家都去3趟以上。第2趟去，這位里長知道我不喝茶，就泡蜂

蜜茶給我喝，從他態度的轉變，我就知道事情有轉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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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而再、再而三地拜訪，慢慢拉近與民眾的距離。當時

民眾主要訴求是噪音問題，因此有的里長便想要爭取噪音補

助費，鄭主任秘書只能坦白地說明，空勤總隊主要任務是救

災，相關經費幾乎都用在飛機維保方面，編列噪音補助費實

在有困難。鄭主任秘書特別提到：「有一位里長非常相挺，旁

邊有人慫恿他要求噪音補助費，都不為所動，但因仍必須對

里民有所交代，他們便希望我答應他幾個條件。第一，中午

時間不要訓練，睡覺時間除非救災需要，飛機不要飛越他們

的住宅區。其次，辦一個救災說明會，讓民眾了解空勤總隊

的工作任務。」經過鄭主任秘書誠意十足的耐心溝通，總算

化解了民眾抗爭事件。之後，空勤總隊跟駐地附近的里長都

變成好朋友，並建立了良好關係，如果有人就飛機吵到他們

的問題向里長抱怨，里長們還會幫忙回應，這是出去救人。

回想當初董前總隊長曾說，他看工地一片荒蕪，非常擔心來

不及接機使用，没想到如期如質完成，還獲得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評選為公共工程建築類金質獎優等的肯定。 

    接著，談到高雄駐地要取得土地更加困難，許多問題一

直難以解決，好不容易經過數年漫長、多次的談判，最後董

前總隊長拜會民航局沈啟局長商談，終於取得租用土地，空

勤總隊才能編列預算興建棚廠，但在機場裡面興建工程很困

難，光國際機場建築工班進出工程圍籬都是問題，根本沒有

人要投標，空勤總隊與代辦機關營建署召開招標說明會，由

鄭主任秘書親自說明，並承諾工程中涉及行政機關協調部

分，由空勤總隊負責，才開始有廠商投標。鄭主任秘書說到：

「沒想到在機場裡面，要圍一塊工地那麼難，整個開工協調

會就近 10次，開會時我請航站副主任跟我坐在一起，涉及航

站的事情，就請他幫忙解決。還有在機場裡工地設圍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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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經過機場所有相關機關航空公司組成變動會議的 18 位委

員同意，才能設圍籬開工。我們所提的案子都要經表決通過，

工地開工有近 10 個案件，開始第一案表決後，高票(15 票)

不通過，讓人看了頭皮發麻，很擔心有這麼多案如何處理。

還好航站航務組長協助，在會場上一一折衝修正調整，提案

才一一順利通過。」 

解決了工地圍籬及機場的事，接下來是駐地工地入口的

問題，空勤總隊規劃在中山四路設一個入口，涉及紅綠燈設

置，需要交通局同意；還要刨除分隔島、移植分隔上的樹，

則需要養工處同意；此外，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需設置 126

個的停車位，鄭主任秘書認為機場中不需要有這麼多的停車

位，為避免浪費，開始諮詢相關人士，了解不蓋停車位的可

行性。當時，鄭主任秘書與高雄市政府完全沒有聯繫管道，

只能間接透過同學幫忙及友人引薦，在歷經多次溝通協商

後，經請建管處協助提案減作 116個停車位，並親自出席說

明，經高雄市政府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免交代

金 6,800 餘萬元，順利地刪減了 116個停車位並節省建造經

費。後來紅綠燈、刨除分隔島的設置，也陸續協調完成，高

雄棚廠才得以獨立設置進出機場出入口，減少辦證困難，使

工程與建得以順利進行。 

    興建期間，因為天氣問題導致工程進度落後，差點趕不

上接機。鄭主任秘書回憶說到：「高雄棚廠興建進度原本來不

及接機，但廠商讓我十分感動，總經理向我保證一定讓我來

得及接機，那時候有一段時間高雄連續性大雨，工程根本沒

辦法進行。又遇到水泥大漲叫不到貨，眼看工程進度一直落

後，廠商為趕工直接把現金背到現場發工資，有時候還自掏

腰包給工頭禮金，只因為他提出保證，就負責到底。」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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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心的廠商保證及工程團隊的努力之下，高雄駐地趕在接

機之前順利完工，並獲得公共工程金質獎優等肯定。 

臺東駐地土地未鄰馬路，無建築線，在陳秘書榮信主動

協調下，獲得臺東縣政府鼎力相助，無償移撥土地，並在一

個月內完成撥用手續，使建照得以順利取得。興建中則遇到

俄烏戰爭，原物料大漲、工人短缺，廠商一度想放棄，所幸

在代辦機關營建署與井總隊長及鄭主任秘書協調安撫之下，

在驚濤駭浪之下完成，也獲得金質獎佳作肯定。 

另外，松山駐地用地因受限機場土地有限，取得更是困

難，經過多年的協調努力才獲國防部同意，並奉行政院核定

以「代拆代建，有償撥用」原則取得。因111年公告招標期間

亦逢俄烏戰爭，原物料大漲、缺工及興建基地在軍方與機場

內也召開招標說明會，但歷經3次招標均無廠商投標(按：接

續至第6次公告招標，已於112年3月24日完成決標)。 

聽到鄭主任秘書分享興建駐地棚廠的各個小故事，專訪

成員真的十分感佩，鄭主任秘書也提出了他的溝通秘方，他

說到：「我到每一個駐地的工地，都與大家分享一個觀念，那

就是我們是救災的機關，是揚善的機關，一定要發揮團隊精

神，共同順利完成工程。我就用善的理念，去興建所有的廳

舍。我對廠商也是以禮相待，很尊重他們，而總隊長也很尊

重廠商，並在每一次工程興建過程中與竣工後，也都會辦桌

請客，讓廠商覺得很有尊嚴。」 

空前絕後的接機任務 

    專案的重點任務之一是第5批次接機。鄭主任秘書先簡

單說明背景，首先要面臨的是飛機到碼頭的開箱，由於飛機

的體積龐大，動作都需十分謹慎，然而空勤總隊的人力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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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可以動員的人較多，因此15架黑鷹直升機自美國分5批

次船運回臺灣，前4批全部由國軍主導接機事宜，雖然軍方派

出的人力足夠，人員仍要配合飛機位置走位，才能讓重達7噸

的飛機從船艙吊放下來，過程既緩慢且要謹慎，鄭主任秘書

說到：「看著飛機從船上吊出來，只能目不轉睛，在未安全落

地以前，一顆心都是懸著。當飛機吊放到地面，還要經過組

裝、試飛，測試完成才可以飛回駐地，整個接機過程十分嚴

謹。」 

    第5批接機任務則由空勤總隊自行負責，組成「高雄港接

機專案小組」，由鄭副總隊長榮豐擔任召集人，陳科長擔任承

辦人，經過縝密規劃與研究，最後決定由高雄港以拖運方式

運往小港機場空勤總隊的高雄駐地，這個方案獲得各方協助

支援，包括國軍、美國在臺協會(AIT)、長榮海運、臺灣港務

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與高雄國

際航空站等14個機關幫忙，總隊也出動84人之多，經過多次

地形勘察與協調整合各機關共同作業。鄭主任秘書對於那天

接機採陸運方式仍記憶猶新，他說到：「當時鄭副總隊長走在

最前面，我在中間，井總隊長押後，所有的同仁則將兩邊圍

起來，外圍有警察、義交、義警同仁陪伴在6架飛鷹直升機左

右。其實我們很擔心，雖然馬路已做到雙層警戒，但如果一

個喝醉酒的人騎摩托車衝過來，1架飛機11億多一撞就是損

失幾千萬，還好並未發生意外事件。整個過程從10月6日飛機

靠港算起，10月7日飛機垂吊落地，10月8日凌晨零點開始，

把飛機拖運移到高雄駐地(全程耗時約90分鐘)，空勤總隊的

人員大概都超過24小時未曾休息，大家等於從10月7日凌晨5

點多起床，一路進行任務提示，人員就定位，等候飛機落地

，進行檢查、點交、消毒等作業，直到10月8日零點開始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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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幾乎無法闔眼。這次接機動員200多人，總算安全

接機，而採取拖運方式亦屬空前絕後，全面完成接機任務，

沿路兩旁追機族爭相拍照，也做了一次很成功的宣傳。」 

    周組長接續補充：「原本陸軍很擔心採拖運方式會有困

難，但這個方式卻意外獲得媒體的關注，給予大篇幅報導，

等於為我們做了免費的宣傳，提升黑鷹機隊整體災害防救的

能見度。」周簡任技正也補充：「我們採拖機規劃，其實事先

進行很多評估。前4批接機時，因為高雄駐地棚廠尚未興建完

工，飛機是在高雄港區組裝、試飛後，再飛渡回臺中基地。

這次高雄駐地棚廠興建完成，雖然有地利之便，但是採拖機

從高雄港區到高雄駐地這個規劃引起很多人關心，包括國軍

、AIT等都有疑慮，空勤總隊還特別去AIT說明我們的構想、

規劃路線與準備情形，並獲得支持。接機當天，國軍和AIT也

都派人全程參與。」鄭主任秘書特別提到，這一天真的是歷

史上的一刻，決定採拖運方式是井總隊長的決策，而本專案

小組召集人是鄭副總隊長，經過詳細評估與多次兵棋推演，

以最安全的接機方式完成任務，而後續吸引媒體大幅的報導

，讓空勤總隊得以見報，則是意外的收穫。 

愈來愈好的工作氛圍－以一流的專業救災飛行團隊為目標 

    空勤總隊是由內政部警政署空中警察隊、內政部消防署

空中消防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隊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空中偵巡隊整併而組成之機關，成員來自不同機關，是否會

有組織文化不同影響工作氛圍情形？對於這個問題，周組長

首先就機務部分回應，他說到：「不同單位整併，當然文化不

一樣，過去空中警察隊曾發生一些狀況，警政署對這個專業

單位也不甚了解，但整併為空勤總隊後，逐漸消弭不好的習

性，已步上正軌，之後更在總隊長的領導，鄭副總隊長、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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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秘書的督導下，工程、機械維修等各方面都沒有再出問

題，因為大家都建立了防患未然的意識，雖然一開始可能觀

念不同，但是逐步走來已是漸入佳境，這是團隊合作的成果

，因此更值得珍惜。」 

    林大隊長則就飛行端部分，提出他的看法：「以往老一輩

的飛行員，操作模式比較自我，會認為老教官說了算，但是

從一般的飛行進入到專業的救援飛行，要組合成為一個非常

專業的救援單位，所有的程序必須一致化，所以經過十幾年

來的磨合後，我們已經把所有程序制式框架化，個人認為飛

行這個區塊到目前為止，是最順暢的狀態，任何任務執行都

按規定程序處理。當然仍需要因應現場狀況，來判定處理程

序，但是大框架下，確保每一個程序、步驟，到位。就是因

為如此，空勤總隊在這兩年的成果表現是相當豐碩的。」鄭

主任秘書則提出最後總結，他說到：「剛開始合併的時候，升

遷、人員各方面都有磨合期，現在一路走來，大家相處融洽

，工作氛圍不錯，空勤總隊有一個特徵，不管首長、副首長

或主任秘書，都不會個別交辦案件，也不會交代指定廠商，

而且空勤總隊很特殊，航材採購一定要購買原廠，沒有別的

選擇，所以採購方面都按正規程序，現在是整個團隊最強的

時候，我們會朝一流的專業救災團隊與一流的專業飛行團隊

繼續精進。」 

對限制轉調的看法 

    空勤總隊進用初任人員多提報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航空

駕駛、航空器維修2類科職缺，不知迄今經由該考試錄取之人

員表現如何？是否符合機關需求？又現行公務人員考試法

規定錄取人員實際任職3年內不得轉調，針對這項規定，有何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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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大隊長首先回應：「我就飛行員部分（即航空駕駛類科

）表示意見，其實3年限制轉調對飛行員而言並無作用，因為

航空駕駛非常專業，屬於稀少性類科，錄取人員基本上並無

其他單位可以轉調。以往民航業興盛時，該類科多是退役飛

行員報考，該等人員在軍中就是執行飛行任務，累積飛行時

數大多有1,500小時以上，但最近4、5年，民航業較為蕭條，

而本總隊在井總隊長帶領下，爭取攬才留才獎金及提高飛行

鐘點費，比較有誘因，此外，因為出國學飛行的人很多，但

民航業因疫情所致，飛行員需求減少，這批人就轉考國家考

試，這兩年錄取人員都是自訓的（所謂自訓，即符合目前考

試規則應考資格規定，飛行時數250小時以上，其中100小時

的直升機飛行時數），對我們而言，有直升機100小時飛行時

數的飛行員，只是baby等級，經驗根本不足。」 

    林大隊長接續說到，十多年前，第一個以自訓資格報考

並錄取的人來到空勤總隊，從擔任副駕駛到陞任正駕駛，總

共花了10年的時間，這段期間他飛了1,000多小時，這些訓練

成本都是花國家的錢，任務執行時實際真正在飛行及抓桿救

援的是正駕駛，副駕駛是協助，但兩人的薪水是一樣的。有

關提高航空駕駛類科應考資格飛行時數一案，井總隊長與鄭

主秘拜會考選部部長，初步建議，直升機飛行員需要直升機

250小時飛行時數，定翼機飛行員，就需要定翼機250小時飛

行時數，但林大隊長坦言，要成為一個機長，操作穩定且一

上線就可以執行任務，幾乎需要1,200小時以上的飛行時數，

因此適度提高應考人飛行時數有其必要性。 

    鄭主任秘書補充：「自訓人員學習的飛機儀表非常簡單，

且多無儀器飛行訓練時數，目前空勤總隊的飛機儀表非常大

而且項目非常多很複雜，沒有500小時以上的飛行時數，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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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轉換，以1小時20萬計算訓練成本，400小時就要花約

8,000萬，基於節省國家訓練成本，提高航空駕駛類科飛行時

數要求實屬必須，井總隊長為改善此制度，率本人拜會考選

部許舒翔部長說明，獲正面回應，現已正式行文提出建議增

加飛行時數和口試的規定，考選部已接受我們的意見。」林

大隊長另外說明，希望藉由口試了解應考人是否具備飛行員

特質，包括對事務的敏感性、融合性以及協調性。因為執行

任務時，需要的是團隊合作，飛機上有5個機組員，擔任飛行

員即需整合所有事務才能完成任務。鄭主任秘書不諱言，救

災飛行比一般飛行還要危險，受到環境、氣候、地形、風速

等各項因素的影響，如果沒有很強的抗壓性，並不適合擔任

救災直升機的飛行員。林大隊長直白的陳述：「如果今天吊起

一個人，他的額頭臉皮是掀開的，可以看見骨頭、血，甚至

手也變形了，你心裡要怎麼抗衡？我們也常執行吊掛遭遇山

難大體的任務，有的人已經過世好多天，一吊起來就可以聞

到屍臭味，這都是飛行員必須要克服的情境。所以我常告訴

飛行員，執行任務要抱持一個信念，就是安全、平心、平穩

，並盡快速將被救者送到目的地，是每趟任務的守則與挑戰。」 

    周簡任技正則就航空器維修類科部分表示意見，他認為

公務人員考試航空器維修類科錄取人員，基本學理沒有問題

，但不管以前在那個航空公司任職（註：該類科應考資格規

定曾任飛機、直升機維修實際工作1年以上經驗），在空勤總

隊都要經過新進人員訓練，也就是飛機機種的轉換訓練，針

對總隊現在使用的飛行器，做維保的訓練。有關3年限制轉調

，因為維保人員屬機械工程職系，確實是有機會轉調其他機

關，周簡任技正表示，既然要限制轉調，一是限制永久不能

轉調，機關就可以長期培養，錄取人員也必須認清事實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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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機關；否則就取消限制轉調，讓無心任職的人員早一點

離開。有些錄取人員已無心留在任職機關，但囿於法律規定

，必須拖到3年才能轉調，在這3年期間，錄取人員也許會考

慮到考績問題而表現良好，但3年時間一到，好不容易訓練到

技術熟稔或諳習業務，人員卻要轉調他機關，甚是可惜。 

    周組長則有不同想法，他說到：「一個新人到業務單位，

我們在培養他的時候，就可以發現他有沒有心繼續任職的初

心，限制3年轉調是有必要的，在這3年期間，他可以學到很

多東西，甚至於讓他在學習中成長，我們替國家培養訓練人

才，我相信他未來到任何機關，也都能夠勝任。」周組長也

說到，其實以往分發到空勤總隊的人很少離職，因為相較之

下，空勤總隊還算是不錯的機關，工作穩定，薪水也不算太

低。要調走的人，大部分是因為想要離家近、要照顧父母親

等因素，而也有很多調出去的人，之後卻還想再調回來，畢

竟空勤總隊已建立完整制度，在長官指導監督下，採購業務

一切依法行政，維保按部就班，工作起來皆能得心應手。鄭

主任秘書也表示，空勤總隊的人員流動率其實不大，但仍建

議維持3年限制轉調制度，以利機關人力運用。 

對於未來新進公務人員的勉勵 

    對於未來想要從事公職或已鎖定目標想進入空勤總隊

服務的應考人，編輯小組請團隊提出一些勉勵或期許話語。

林大隊長提出了很務實的建議，他說到：「執行任務的飛行員

需要四個能量，第一個要有開放的心胸(open mind)；第二個

專注度要夠；第三個身體要好，必須通過空勤體檢才能飛行

；第四個英文要好，現在所有飛行器上的儀表和相關手冊全

都是英文，必須拿起來就能找得到想要的資料。至於飛行經

驗部分，現行考試規則應考資格規定的飛行時數實在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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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空勤總隊不是訓練單位，如果錄取人員還需要花長時間

重新訓練，實在是耗費國家資源，很感謝意見獲採納。」 

    其他成員則不約而同地都提到了「熱誠」、「熱情」，周簡

任技正說：「我覺得當一個公務人員，要有學習精神和服務熱

誠，公務人員可以享受到國家給予的保障，理應回饋國家為

民服務，而不應只想著升官發財，當一名公僕，就是要不斷

地學習，從錯誤中學習成長，這其實是很基本的理念，沒有

什麼高深的學問。」陳科長則簡明扼要地說：「在我們單位服

務，真的要熱情，因為我們的任務就是救人，如同林大隊長

所提，飛行員在前面救人，維保人員在後面支援，如九二一

地震的時候，救援人員是要將屍體抱在身上的，如果沒有這

份熱情，一般人是沒辦法從事這份工作。」林大隊長也回憶

起自己的經驗，說到：「我記得我第一次把人拉起來，那時還

在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擔任約聘僱飛行員，完成第一次救援

工作，全機組人員都痛哭流涕，這就是救人的快樂與感動。」

鄭主任秘書則幽默地說自己是最資深的救災人員，從 84 年

開始，歷次重大災難，諸如九二一地震、八八風災、納莉風

災、賀伯風災等，他都有參與，深刻體會到「人在公門好修

行」這句話，他認為擔任公務人員應該要無愧於心，要有使

命感，空勤總隊的飛行機組員與維修人員對於工作職責有非

常強烈的的榮譽感與責任心，他都非常感佩與尊崇。 

    訪談結束後，鄭主任秘書帶著編輯小組成員到他辦公室

，觀看空勤總隊實際救災的影片，果真是「眼見為憑」，只能

感嘆這真的是一份「賣命」的工作，他們時時在拯救生命，

但也時時有可能面臨生命的危機，長達十幾年的「前瞻性專

案」，其任務之艱鉅與責任之繁重，耗費了團隊成員不少的腦

細胞與體力，但所獲得的效益卻是長遠的生命保障，相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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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成員必能深刻感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貢獻是有價值的。 

【按：有關空勤總隊建議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航空駕駛類科應

考資格提高飛行時數規定及增加口試乙節，考選部已依用人

機關建議，研修考試規則，修正草案業經考試院審議通過，

並於112年3月7日修正發布，定於113年1月1日施行在案。】 

（採訪者：卓梨明、翁千惠、陳靜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