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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行法定職掌 

(一) 機關主要職掌 

空中勤務總隊依行政院 93年 2 月 25 日第 2879次院會決議通過「內

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及編制表，整併內政部警政

署空中警察隊、內政部消防署空中消防隊籌備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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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機關，於同年 3 月 10 日成立

籌備處，統籌調度執行陸上及海上空中救災、救難、救護、觀測偵巡、

運輸等五大任務。94 年 6 月 22 日 總統公布「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組

織法」，並經行政院發布自 94 年 11 月 9 日施行，空中勤務總隊正式成

立，為內政部之所屬機關。 

(二) 內部分層業務 

空中勤務總隊內部單位及員額編制係依空中勤務總隊組織法及處

務規程之規定設置，其內部單位業務職掌劃分如下： 

1. 空中勤務總隊置總隊長 1 人，職務比照簡任第 13 職等或列簡任第 13

職等，綜理隊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置副總隊長 2 人，職務

列簡任第 12 職等，襄助總隊長處理隊務；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

第 11 職等，擔任空中勤務總隊幕僚長。 

2. 空中勤務總隊設下列組、中心、室、大隊、會： 

（1）航務組－掌理航務、機隊駐地、飛機配置、飛航作業計畫、與

飛航管制機關聯繫及協議、緊急救難起降場之調查協調、飛航

組員教育訓練、飛行員資格檢定與鑑測、隨機飛行查核督導與

追蹤考核，及其他有關航務事項之規劃、督導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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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務組－掌理飛機修護、飛機性能提升與更新計畫、維護裝備、

工具、航油補給、航材採購、庫儲與帳籍管理、預防保養計畫、

機務訓練、機務相關證照管理，及其他有關機務事項之規劃、

督導與執行。 

（3）勤務指揮中心－掌理空中勤務指揮作業、空中支援案件之受理

派遣、指揮管制與協調聯繫、緊急應變小組與開設前進指揮

所、勤務人員服勤事宜、演習訓練之規劃協調、與支援單位間

協議之訂定執行、共同勤務人員訓練指導、陸空通訊系統、資

訊作業管理維護，及其他有關勤務指揮事項之規劃、督導與執

行。 

（4）秘書室－掌理會報、議事之處理與計畫列管、文書、檔案、印

信、出納、財務、營繕、採購等事務管理、國會聯絡與媒體公

關事務、法令之研究、整理、編纂與諮詢、國家賠償事件處理

及不屬其他各組、中心、室、大隊事項。 

（5）人事室－掌理空中勤務總隊人事事項。 

（6）主計室－掌理空中勤務總隊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7）政風室－掌理空中勤務總隊政風事項。 

（8）勤務第一、二、三大隊－掌理空中救災、救難、救護、觀測偵

巡與運輸之支援、所屬各隊人員、勤務與業務之督導考核及其

他有關勤務、業務事項。 

（9）飛安監理會－係內部任務編組，掌理飛行與地面安全政策、教

育訓練之規劃、執行及督導、協助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飛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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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調查、協調、聯繫事項及飛航事故外之飛地安全事件調查處

理，及飛行、維保、勤務派遣相關作業稽查。 

(三) 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 空中勤務總隊組織系統架構圖如下所示： 

 

 

 

 

 

 

 

 

 

 

 

 

 

 

2. 預算員額說明表如下： 

業務計畫 年度及類別 職員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合計 

一般行政 

上年度編列 186 8 4 1 56 255 

本年度增減 -1 0  0 0  -1 

合   計 185 8 4 1 56 254 

 

二、 空中勤務總隊 106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配合內政部年度施政，以建設一個廉能、務實、公義與永續的社會，

營造一個優質、便捷、安全與安心的家園，致力成為主動真心關懷民眾的

團隊為使命，並以台灣優先、對人民有利，營造政治清廉、關懷弱勢、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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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節能、便捷服務、城鄉均衡與永續發展的公義社會，為民眾打造安全幸

福的新家園為願景，秉持延續、修正、創新之基本理念規劃及推動各項重

要施政。  

空中勤務總隊依據行政院 106 年度施政方針及內政部施政計畫，配合

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未來發展需要，編

定 106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 年度施政目標 

1. 提升空中救災、救難、救護、運輸、觀測與偵巡效能，保障民眾生

命財產安全，策進之作為： 

（1）強化飛機性能。 

（2）精進飛航能力。 

（3）確保維修品質。 

（4）落實飛安監理。 

（5）建構資通系統。 

2. 縮短空中救援起飛時效： 

把握黃金救援時間，提升救援績效，加強維護民眾生命安全。 

3. 持續推動接收黑鷹直升機加入執行救災任務，並依計畫汰除高齡直升機： 

規劃分 5 年接收 15 架，分別為 104 年 3 架、105 年 2 架、106 年 4 架、

及 107、108 年各 3 架，持續完成黑鷹直升機飛行教官換裝訓練、任

務訓練及精進訓練，加入執行救災任務工作；102 年至 106 年分年汰

除高齡 UH-1H 型 20 架、B-234 型 3 架及 S-76B 型 2 架直升機計 25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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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妥適配置預算資源，提升預算執行效率： 

（1）強化資本支出預算執行，提升資產效益。 

（2）衡酌計畫執行能力，覈實編列經費；落實零基預算精神，妥適

分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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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 

目標值 

加強防救災體

系，保障民眾

安全 

提升空中救援時

效 
1 統計數據 

當年度接受空中救援任務起

飛時間較規定時間縮短 2 分

鐘（日間）、4 分鐘（夜間）

之達成比率 

91% 

妥適配置預算

資源，提升預

算執行效率 

機關年度資本門

預算執行率 
1 統計數據 

（本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

本門應付未付數＋資本門賸

餘數）÷（資本門預算數） ×

100%（以上各數均含本年度

原預算、追加預算及以前年

度保留數） 

90％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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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中勤務總隊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 前(104)年度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建構完整災防

體系，確保民

眾生命安全 

提升空中救

援滿意度 

88％ 一、衡量標準： 

（一）被救援者：係以本年度申請航空器支援執行

空中救災、救難、救護、觀測與偵巡等任務，

經本部空勤總隊出動直升機完成救援任務

後，由可聯繫到之被獲救者就本部空勤總隊

救援過程所提供之服務，作為衡量標準，進

行滿意度調查。 

（二）一般民眾：依據 104 年 5 月本總隊委託智略

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04 年度服務

暨廉政問卷調查報告」，本調查案所述一般民

眾係以居住於中華民國，年滿 20 歲且知道本

部空勤總隊工作職責之成年人為調查對象，

調查期間及調查方式同上開被救援者。本次

調查共接觸 10,638 個電話號碼，成功訪問

1,068 份有效樣本，在信心水準 95%下，抽樣

誤差控制在正負 3.0%之內，就本總隊執行空

中救災、救難、救護、觀測與偵巡等任務，

作為衡量標準以表示滿意度。 

二、指標挑戰性： 

（一）直升機因具有迅速及機動之高度屬性，不同

於一般救援工具，104 年度出勤救援 1,025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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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次，成功救援 327 人，運載人數 366 人，運

載物資 42,654 公斤，運載滅火水量達 1,866.2

公噸，惟救援過程中受天候、地形因素影響

甚巨，災害救援多是在天候不佳情況下執

行，如於執行海難救援任務時，飛機必須滯

空實施吊掛作業，在過程中直升機受海風吹

襲，船身又劇烈搖晃，全體機組員必須全力

穩住機身，又要實施吊掛作業，將搜救人員

順利吊掛至搖晃船隻上方，閃躲桅杆，始能

將救援人員調降至甲板上，實施救援任務。

作業過程稍有不慎，即危及直升機安危，與

搜救人員及被救者性命，具有高度危險性。 

（二）受理航空器申請、審查及派遣等程序，需與

申請單位於最短時間內作簡潔明確的跨機關

協調，確認任務性質、災況情形、位置座標、

無線電頻率及現場指揮官聯絡電話號碼等任

務相關細節等資料，以利飛機以最快的速度

內到達目標區，並與共勤單位同仁作緊密的

配合作業，共同圓滿達成救援任務，提高救

援效率。 

三、年度目標值及達成情形： 

（一）被救援者： 

1、實際達成值：99.97%。 

2、達成情形：104 年辦理被救者問卷調查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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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40 份問卷，回收 78 份問卷，經統計非常

滿意 50 份，滿意 26 份，普通 2 份；本部空

勤總隊在寄發問卷調查前，均事先與被救者

電話聯繫確認地址正確性，並設計回函格式

便於回復，回函數為 55.7％。另為提升服務

滿意度及增加有效樣本，於電話聯繫被救者

時即徵詢被救者，有關滿意度及建議事項等

2 項意見，其訪談電話紀錄共 142 通，其中

滿意者 140 件，無意見 2 件，顯見因空中支

援且生命獲得救援者，均予肯定及高度滿

意。 

（二）一般民眾：  

1、實際達成值：84.3%。 

2、達成情形：一般民眾對於本部空勤總隊知

悉度逐年上升(104 年度 82.3%、103 年度

82.6%、102 年度 78.3%)，民眾對本部空勤

總隊執行各項勤務之整體滿意度，104 年度

為 84.3%，亦較 103 年度 83%有所提升。 

（三）達成年度目標值：以被救援者及一般民眾 2

項分數加總後，滿意度平均為 92.14％，達成

度即為 100％。 

四、效益： 

（一）被救援者：被救援者：整個救援過程從申請

航空器機關接獲須被救援者申請開始，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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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總隊審核通過，派遣直升機救援，配合飛行

機組員、共勤人員，執行各項任務準備，氣

象、搜救地點狀況、攜帶救援設備等，均須

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以爭取救援時間，提高

被救援者生存機率，整體救援機組人員均抱

持人溺己溺之精神，全心全力執行，突破各

項危難，達成任務，讓被救援者及民眾，感

受政府照顧人民生命財產之成果，提升民眾

對政府施政滿意度。 

（二）一般民眾：針對本總隊各項救援業務，經過

實施民意調查之後，足可提高民眾對本總隊

之認知與瞭解，同時，可作為本總隊未來施

政政策之擬定與參考，及改進現有措施。 

（三）另依內政部統計處 104 年 9 月調查「民眾對

內政部施政滿意度調查報告」可得，民眾對

整體空中勤務業務之滿意度由 103 年之 87.4

％提升至 90.5％，近年來逐年提升，顯見民

眾對本部空勤總隊施政持正向肯定。 

（四）為加強偏遠觀光遊樂區空中急難救護支援任

務，本總隊 103 年 7 月 18 日函頒「建置偏遠

觀光遊樂區空中急難救護機制實施計畫」，完

成 34 處偏遠觀光遊樂區內 52 個直升機起降

點會勘作業並設立即時聯繫窗口，將可縮短

救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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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建構完整災防

體系，確保民

眾生命安全 

維繫總體救

援飛機妥善

率 

65％ 一、衡量標準： 

   (一)飛機妥善率計算為：實際能派遣執行勤務之飛

機數佔應有妥善機數之百分比率，即【(實際

妥善機數 / 應有妥善機數 ) * %】。 

   (二)有關妥善率之訂定係考量飛機每日派遣勤務

及配合行政院國家搜救中心各駐地待命備勤

飛機，及投入成本費用、及歷年勤務需求狀況

等相關因素考量，及空勤總隊能維持空中救災

救難等勤務能量而訂定之，以中程計畫訂定之

65.0%妥善目標，尚能滿足空勤總隊執行各項

空中勤務需求，亦可避免發生飛機有閒置情

形，以撙節公帑預算，若訂定高妥善率，相對

委商成本、庫存待料等勢將大幅增加，此亦為

考量政府預算支出，需獲得最佳產出效能，而

訂定之最適妥善率。 

二、指標挑戰性： 

   (一)空勤總隊飛機因機齡逐年增加，飛機結構及各

系統主件及航材，相對因屆檢及耗損須檢（翻）

修及更換，以維持飛機適航，另近年國際原料

物價、人工、運輸及通膨等相關因素高漲，造

成飛機維修經費逐年增加，此將增加機隊營運

成本。 

   (二)空勤總隊飛機執行任務常為突發性緊急勤

務，飛機操作環境屬高鹽份、高污染及氣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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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型險惡等地區，此將增加飛機航、耗材之耗損

率，將直接影響飛機妥善率，飛機保養維護妥

善亦是飛航安全重要一環，為順利達成救援任

務，維繫飛機妥善率，需辦理飛機航材等各項

採購案，以利飛機修護需求及確保飛機妥善，

俾救援任務能順利執行，惟國際航材供應鏈交

貨期程非為我方能掌控，致妥善率將受航材獲

補期程而有相對程度之影響。 

三、年度目標值及達成情形 

   (一)維繫總體救援飛機妥善率：實際達成值：70.02

％。 

   (二)達成情形說明： 

     1.本計畫為因應本總隊於 104 年起至 108 年迄，

分年接收新型 UH-60M 型黑鷹直升機，經依行

政院核定機隊維保策略以綜合維護方式執

行，執行期程自 104 年至 108 年，規劃辦理推

動 AS-365N 型機隊、Beech 型機隊、UH-1H、

B-234 機隊及 UH-60M 型機隊等委商維護案，

使飛機妥善率達年度積極目標 65.0%以上，俾

益執行國家空中救災救難勤務需求。 

     2.空勤總隊於各機隊商維案決標後，賡續加強各

商維機隊履約督導查核，俾維持商維案品質與

維持機隊妥善率，經積極辦理，至 104 年 12

月底止，妥善率達 70.02%，符合及超出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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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進度。 

    3.本年度截至 12 月底止，執行空中勤務重要績效

為：救援(護)人數 327 人、運載人數 366 人、

投水次數 1,064 次、滅火水量 1,866.2 公噸及運

送物資 42,654 公斤，均圓滿完成任務。 

四、效益 

（一）達成機隊妥善率：空勤總隊機隊執行飛機維

護 5 年中程計畫，以綜維策略維護實施可達成

機隊妥善率，執行國家空中救援任務之需求及

有效支援各項演訓任務，並可滿足於 104 年起

接收黑鷹直升機後，整體機隊維保之需求，機

隊部分自維能保有飛機維護自主性，機隊委商

維護，可靈活應用承商修護人力、修管、品管、

工程、物料、業務管理制度經營機隊，維持每

日派遣飛機妥善率，並可靈活運用機隊管理，

達成任務圓滿與飛航安全兼顧之優勢。 

  (二) 汰舊換新暨解決人力技術面臨問題：執行本計

畫之目標為將本總隊機隊以綜合維護策略執

行，及汰換機齡偏高飛機，可有效解決本總隊

於接收黑鷹直升機後所面臨人力、技術及經費

等問題，另可保有政府機關飛機修護基本自主

性。 

 (三) 影響效益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本計畫能

提振民間航空工業永續發展，透過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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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簡化機隊及有效運用資源等策略，可完善飛

機維護、管理及提升飛機妥善率，達成政府

機關有效全方位執行空中勤務，暨建構陸

地、海上、空中之立體勤務機制，執行國家

救災救難等空中勤務，並強化災害搶救能力

及救護時效，以達成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之目標。 

加 強 財 務 審

核，全面提升

施政效能 

獎補助經費

管理 

100％ 

 

一、 衡量標準： 

獎補助經費按季送立法院並上網公告。 

二、 年度目標值及達成情形： 

（一）年度目標值：100%。 

（二）達成情形：104 年度獎補助經費明細表已按

季報送內政部彙轉立法院，並上網公告。 

三、 效益：定期公開獎補助資料供外界檢視，提升

獎補助業務執行及管理效能，有效配置政府有

限資源，達成率 100%。 

提 升 員 工 職

能，建立卓越

組織文化 

建構專業核

心能力導向

之學習機制 

2 項 一、 績效衡量標準： 

每人當年度是否達成核心能力(含共同核心能

力、專業核心能力 2 項)所規定之學習時數(各

年度目標值填列符號代表意義：0 代表「2 項

均未達到」、1 代表「達到 1 項」、2 代表「2

項均達到」)。 

二、 目標達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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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平均共同核心能力項目達成率：100%。 

（二）平均專業核心能力項目達成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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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105)年度已過期間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加強安全維護 提升總體救援飛機妥

善率 

一、衡量標準： 

規劃辦理修護人員教育訓練及推動 UH-6

0M黑鷹直升機及現有AS-365N型機、BE

ECH 型機隊、UH-1H 型機隊，規劃委商

執行維修，其中 5 架 UH-60M 及 3 架 AS-

365N 型機由空勤總隊以現有人力執行基

本維護工作，105 年度飛機妥善率之年度

目標值為較前 5 年平均妥善率(66.46%)成

長 0.87%，即為 67.33%。 

二、辦理情形： 

積極辦理各型機隊維護案，其中 UH-60M

型黑鷹直升機，104 年至 105 年 7 月已陸

續交機 5 架至臺灣，106 年規劃再交機 4

架至臺灣，該機隊規劃自 107 年度委商維

護，其餘AS-365N型機、BEECH型機隊、

UH-1H 型等各型機隊，由空勤總隊賡續

辦理委商維修案契約之執行，並加強各

機型隊委商案履約督導，以維持商維品

質，暨提升飛機出勤妥善率及維護飛航

安全；截至 105年 7月底，飛機妥善率計

達 72.85%，符合原訂計畫目標。 

三、效益： 

本總隊截至 7 月底止執行空中救災 12 架

次、空中救難 260 架次、空中救護 67 架

次、空中觀測偵巡 151 架次、空中運輸 3

架次、演習訓練 67 架次、訓練飛行 605

架次、維護飛行 479 架次，總計 2,627 架

次，飛行時數 3,410小時，救援人數達 96

人，運載物資 200 公斤，運載滅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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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達 20.6 公噸，執行績效良好。 

推動簡政利民 提升空中救援時效 一、衡量標準： 

空勤總隊為惟一公務航空器機關，24 小

時受理各中央主管業務機關申請，派遣直

升機支援空中救災、救難、救護、觀測偵

巡與運輸等緊急性任務；因執行空中任務

自受理申請起至任務機起飛，需經查詢作

業及操作程序之固定流程，爰訂有任務機

起飛時限並函頒在案，如何在固定操作流

程中，爭取較規定時間縮短起飛時限【縮

短 2 分鐘(日間)、4 分鐘(夜間)，提升空中

救援時效，作為衡量指標準，並以現有勤

務資料庫據數統計。 

二、辦理情形： 

(一)空中緊急救援任務，涉及重大災害救援

及人命救助，需發揮即時效援功效，查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作業手冊規

定，日間起飛時間為 20 分鐘(松山機場

25 分鐘、清泉崗機場 28 分鐘)，夜間起

飛時間 40 分鐘；在時間限制內，需申請

空中支援單位(海巡署、衛生署、警政

署、消防署、林務局、及環保署)確實掌

握救災狀況，並與執行任務單位保持密

切聯繫，俾使空中救援任務圓滿完成。 

(二)民眾或機關需要各型航空器支援時，依

據空勤總隊航空器申請及派遣作業規定

提出申請，勤務指揮中心受理航空器申

請表後，依申請表所列項目逐一審查，

必要時主動與申請單位聯繫，詳查各項

支援細節，並考量勤務種類、狀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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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氣、機況、能力等因素分析研判，如確

屬緊急狀況，且符合出勤條件時，於查

明各項支援細節後 20 分鐘內完成派遣

勤務隊執行。勤務隊接獲勤務指揮中心

命令，任務機組人員必需瞭解飛航作業

各項限制、飛航地區、起降之機場、助

航設施及有關規則與程序；並查詢天

候、擬定飛行計畫、通知共勤人員準備

救災裝備、完成風險評估及任務提示等

事宜，以達成飛安要求，並完成空中救

援目的。 

三、目標達成值： 

  (一)年度目標值：90%。 

  (二)105 年 1-7 月執行水災、震災、山難、海

難、水上救溺、災情觀測、重大緊急空

監追緝及救護轉診等緊急任務派遣 361

件，成果為救援人數 100 人、運載物資

200 公斤、森林火災投水量 20.6 公噸，

符合在縮短時效內起飛件數【較規定時

間縮短 2 分鐘(日間)、4 分鐘(夜間)】為

322 件，達成率為 89.47％，預估年底前

可達 90%以上。 

四、效益： 

整個空中支援任務，過程從申請航空器機

關接獲須被救援者申請開始，經本部空勤

總隊審核通過，派遣直升機救援，配合飛

行機組員、共勤人員，執行各項任務準

備，氣象、搜救地點狀況、攜帶救援設備

等，均須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以爭取救援

時間，提高被救援者生存機率，整體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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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機組人員均抱持人溺己溺之精神，全心全

力執行，突破各項危難，達成任務，讓被

救援者及民眾，感受政府照顧人民生命財

產之成果，提升民眾對政府施政滿意度。 

加 強 財 務 審

核，全面提昇

施政效能 

獎補助經費管理 一、衡量標準： 

獎補助經費按季送立法院並上網公告。 

二、辦理情形： 

105 年度第 2 季獎補助經費明細表已報送

內政部，並於 7 月 28 日彙送立法院在案。 

三、目標達成值：  

(一) 年度目標值：100%。 

(二) 達成度：依預定期程執行，年度可達成

目標值。 

四、效益： 

定期公開獎補助資料供外界檢視，提升獎

補助業務執行及管理效能，有效配置政府

有限資源。 

提 升 員 工 職

能，建立卓越

組織文化 

建構專業核心能力導

向之學習機制 

一、 績效衡量標準： 

每人當年度是否達成核心能力(含共同

核心能力、專業核心能力 2 項)所規定之

學習時數(各年度目標值填列符號代表

意義：0 代表「2 項均未達到」、1 代表

「達到 1 項」、2 代表「2 項均達到」)。 

二、 目標達成率(截止 105 年 7 月底止)： 

(一) 平均共同核心能力項目達成率：66.1%。 

(二) 平均專業核心能力項目達成率：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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