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動力飛行運動及其經營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無動力飛行運動（以下簡稱飛行運動）：指人員操控

下列飛行載具，利用風力支撐形成空氣動力，藉以

滑翔飛行之運動： 

（一）無動力飛行傘。 

（二）滑翔翼。 

（三）其他非由機械動力推進之載具。 

二、飛行運動場域（以下簡稱飛行場域），指供飛行運動

使用之下列場域： 

（一）起飛場域：指起飛場及其相關設施。 

（二）降落場域：指降落場及其相關設施。 

（三）飛行路線空域。 

三、飛行運動業：指提供載飛體驗服務、出租(借)飛行

場域、辦理飛行運動教學、推廣、賽事及其他相關

飛行運動活動之事業。 

四、專業人員：指依無動力飛行運動專業人員資格檢定



辦法規定，取得載飛員、指導員或助理指導員證書

者。 

五、管制員：指具有前款指導員或助理指導員證書之專

業人員，擔任飛行場域安全及秩序管制者。 

六、載飛：指人員操作飛行載具，搭載受載飛者進行飛

行運動之行為。 

第二章  飛行運動業之許可、經營及管理 

第三條  飛行場域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起飛場，包括跑道區及起飛臺。跑道區之長度應為

二十公尺以上，寛度應為十公尺以上；有二以上起

飛臺者，其臺距間隔至少十公尺。 

二、降落場之長度與寬度均應為二十五公尺以上。 

三、二以上不同場域之起飛場間及降落場間，其距離應

為一百五十公尺以上。但具輪流起飛、降落等安全

管理機制者，不在此限。 

四、起飛場、降落場與國道、省道、市道、縣道、專用

公路、鐵路、高架鐵路或輸電線路、變電所及其他

可能危及陸上交通安全之地點間，其距離應為五十

公尺以上。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無安



全之虞者，不在此限。 

五、飛行路線空域經輸電線路及變電所時，其飛行路線

與輸電線路、變電所相關設施最高點之垂直距離應

為一百五十公尺以上。 

第四條  飛行場域應包括下列設施、設備： 

一、設施： 

(一)飛行運動管理相關設施：提供人員休憩、辦理

行政作業場所。 

(二)飛行運動儲物相關設施：置放飛行運動載具、

安全設備場所。 

(三)衛生設施。 

(四)其他飛行運動設施：風筒、測風儀或風速儀。 

二、設備：旗幟、醫藥箱、長背板及對講機。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三目設施設於農牧及林業用地上

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總面積合計不得逾六百六十平方公尺；單一種類設

施不得逾三百三十平方公尺。 

二、任一設施高度，不得逾三點五公尺。但衛生設施之

儲水槽及有維護設施安全之需求者，不在此限。 



三、同一申請人，以同一飛行場域申請飛行運動相關設

施容許使用者，應合併其申請。 

四、不得為許可目的以外之使用。 

第五條  飛行運動業經營載飛體驗服務者，應按飛行載具種類，

進用合格專業人員及管制員，並採行下列安全措施： 

一、每一飛行場域至少置管制員一人，每一管制員以管

理三個起飛臺為限，負責管理起飛順序、間隔及承

載人數；管制員執行工作時，不得同時從事其他工

作。 

二、按飛行載具種類，每一載具以受載飛者一人為限，

並置載飛員一人。 

三、每日記錄專業人員載飛次數及時間。 

飛行運動業應進用前項專業人員及管制員，並於到職之

日起七日內，報所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專業

人員異動時，亦同。 

飛行運動業應為專業人員投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其保

險項目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五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三千萬元。 



三、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六千四百萬元。 

第六條  機構、學校、法人或團體經營飛行運動業，應檢送下列

文件、資料，向飛行場域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經營許可： 

一、依法立案或登記文件。 

二、經營計畫書。 

三、起飛場域及降落場域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

本及土地、建築物或地上物權利證明文件。 

四、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資料。 

前項第二款經營計畫書，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經營內容。 

二、飛行場域土地空間配置及設施、設備規劃圖說。 

三、飛行路線空域規劃圖說。 

四、飛行場域管理規定；其屬第三條第三款但書者，應

包括輪流起飛、降落及安全管理機制。 

五、專業人員進用規劃及管理規定。 

六、飛行載具及安全設備管理規定。 

七、財產清冊及經費來源。 

八、收退費基準及服務規定。 



九、緊急救護救援計畫，內容包括緊急傷病與突發性心

跳停止之處置流程、救護所需裝備、外部救護人員

之支援規劃及後送醫院之名稱、動線與措施。 

第一項許可之審查，必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會商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一項許可，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撤銷或廢止時，亦同。 

飛行運動業以辦理飛行運動教學、推廣及賽事為限者，

其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許可時，得免檢附第二項第五款及第六

款所定文件、資料。 

第七條  飛行運動業應遵行下列規定： 

一、飛行路線空域，不得逾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許可之區域。 

二、受載飛者應為七歲以上；未成年者，應取得本人及

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 

三、飛行前，專業人員應對參與飛行運動活動者實施安

全教育，並檢查第五款所定安全配備。 

四、告知參與飛行運動活動者應遵行事項及注意身體承

受之風險。 



五、配置飛行載具、頭盔及安全配件，飛行載具應符合

CNS國家標準規範、歐盟規範(EN)或德國飛行器協

會適航規定標準(LTF)，且未逾安全使用期限。 

六、投保責任保險。 

七、告知受載飛者得依其需求投保傷害保險及其他保險

應注意事項。 

八、與參與飛行運動活動者就雙方之權利義務，以書面

契約定之；其屬第九條第二項第三款情形者，並應

由自由飛行運動者與教練就雙方之權利義務，另以

書面契約定之。 

九、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飛行運動業就前項第五款之飛行載具、頭盔及安全配件，

其種類、規格、製造日期、編號、使用年限、飛行使用次數、

時間之資訊，應造冊列管。 

第一項第六款保險項目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五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三千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六千四百萬元。 



第八條  飛行運動業應將下列資訊公開揭示： 

一、於飛行場域入口明顯處，揭示許可文號。 

二、飛行場域土地空間配置圖、空域配置圖及場地設

施、設備。 

三、飛行場域管理規章。 

四、現場執行業務之專業人員證書。 

五、收退費基準及服務內容。 

六、有效之責任保險單影本。 

七、緊急救護救援計畫。 

八、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資料。 

飛行運動業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應檢附前項第

五款收退費基準、服務內容、第六款責任保險之保險單影本，

報所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九條  自由飛行運動者得向飛行運動業租(借)飛行場域，自行

從事飛行運動。 

前項自由飛行運動者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並應投保新

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傷害保險： 

一、專業人員。 

二、領有國內、外飛行運動相關體育團體或組織發給中



級等級以上飛行運動相關證書(照)者。 

三、由具有國、內外飛行運動相關體育團體或組織發給

教練證書(照)之教練，現場指導之飛行運動學員。 

前項第三款飛行運動學員，應取得國內、外飛行運動相

關體育團體或組織發給之學習證明文件。 

第十條  飛行運動活動參與者退出活動時，飛行運動業應依下列

規定退還其所繳費用： 

一、活動開始日前十五日以前：全數退還。 

二、活動開始日前七日至十四日：退還二分之一。 

三、活動開始日前三日至六日：退還三分之一。 

四、活動開始日至前二日：不予退還。 

飛行運動業延期或取消飛行運動活動者，應另定日期或

全額退費；不可歸責於飛行運動業之事由，延期或取消者，

得退還百分之九十。 

第一項日期之計算，不包括飛行運動活動之始日。 

依第一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項

目及數額。 

第十一條  飛行運動業於經營之飛行運動業務發生重傷、失蹤或

死亡事故時，應立即為必要之處理；並於事故發生後三小



時內，通報事故發生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接獲前項事故通報後，應立

即成立飛行運動調查小組，或由所屬無動力飛行運動相關安

全組織進行調查後，作成調查報告公布之，並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飛行運動業、專業人員、管制員及其他與第一項事故發

生有關之人員，應配合協助前項調查。 

第十二條   因執行業務致發生前條第一項事故之專業人員、管制

員，應自事故發生當日起停止執行業務一個月；必要時，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延長停止執行業務一個月，並

以一次為限。 

飛行運動業因前項情形，所置專業人員、管制員不符

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者，應另行擇任專業人員、管制員，並

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始得繼續營業。 

第十三條  飛行運動業辦理下列飛行運動賽會、活動時，應於賽

會、活動開始日至少一個月前，向起飛場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專案核定其區域及期間： 

一、國際性或全國性飛行運動賽會。 

二、經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之國家代表隊訓練活動。 



三、越野飛行活動。 

前項賽會、活動飛行路線空域跨二以上直轄市、縣

(市)者，應由起飛場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與其

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協商後核定。 

第十四條  從事飛行運動活動者，應遵行下列規定： 

一、依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公告之該區域當日日出後、

日落前時段，於許可飛行場域進行。 

二、血液中酒精濃度不得超過百分之零點零二，或吐

氣所含酒精濃度不得超過每公升零點一毫克，或

有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藥品或其他相類之

物，致有安全之虞。 

三、不得服用毒品或管制藥品。 

四、遵守飛行技術及秩序規範。 

第三章  主管機關監督事項 

第十五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就本辦法規定事項派員至飛行場域查

核，並得要求飛行運動業提供相關文件、資料；飛行運動

業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十六條  飛行運動業停業或歇業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

日內，報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停業後



復業者，亦同。 

前項停業期間，以一年為限；飛行運動業得於前項期

限屆滿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延長，最長

一年，並以一次為限。 

第一項停業期限屆滿前未申請延長、申請延長未獲許

可，或逾延長期限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廢止

經營許可。 

第十七條  飛行運動業以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取得經營許可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撤銷之。 

第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活動場地所在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通知行為人或負責人取消或停止活動： 

一、未依第六條規定申請許可，經營飛行運動業。 

二、未依第十三條規定申請專案核定辦理或從事飛行

運動活動。 

三、未依第十四條規定從事飛行運動活動。 

第十九條  飛行運動業違反本辦法或航空、要塞堡壘、消費者保

護及其他相關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規定，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廢止

其許可，並自廢止之日起一年內，停止受理該事業申請許



可。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本辦法規定，訂定自治法

規或補充規定。 

第二十一條  自然人、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團體於本辦法

施行前已經營飛行運動業者，應依所屬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所定期限，檢具相關文件、資料，依第六條規

定補行申請。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