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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無人機操作的規管  

 
摘要  

 
 
1. 根據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訂定的無人機航空器概括分類，一般稱為“航拍

機”的小型無人機被界定為重量25公斤或以下的無人機。小型無人機在本地及全

球日趨普及，其用途廣泛，涵蓋與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相關學科的教育

(STEM教育)以及專業應用，例如電纜檢查、測量、製作三維地圖、搜救行動、

空中拍攝及攝影、無人機匯演等。為配合小型無人機的應用和發展，同時保障

航空和公眾安全，政府在《民航條例》(第448章)下訂立附屬法例《小型無人機

令》(第448G章)，於2022年6月1日生效。 

 
 
2. 根據《小型無人機令》，小型無人機分為三類，即甲一類小型無人機(重

量不超過250克)、甲二類小型無人機(重量在250克以上但不超過7公斤)及乙類小

型無人機(重量在7公斤以上但不超過25公斤)。此外，小型無人機操作分為 

兩類，即標準操作(即符合民航處所訂的適用操作規定的甲一及甲二類小型無人

機操作)及進階操作(例如乙類小型無人機操作)。進行標準操作無須事先獲得民

航處許可，進行進階操作則須事先獲得民航處許可。審計署最近就民航處對小

型無人機操作的規管進行審查，以期找出可予改善之處。 

 
 

註冊、訓練及評核規定 
 
3. 小型無人機的註冊 在民航處管理的註冊系統下，甲二類操作和進階操

作的小型無人機均須註冊。為讓公眾註冊、獲取安全資訊及為符合《小型無人

機令》作好準備，民航處於2022年5月推出小型無人機電子平台(SUA一站通)。

SUA一站通作為《小型無人機令》下的指定資訊系統，是供公眾進行註冊及取

得操作安全知識、相關規定文件及指引資料的一站式平台。截至2024年 

6月30日，註冊小型無人機(即SUA一站通數據庫的活躍帳戶所持有的有效註冊小

型無人機)有24 070架(第1.5(a)及1.7(a)段)。審計署的審查發現有以下可予改善之

處： 

 
(a) 需要提醒公眾在申請刪除SUA一站通帳戶時註銷小型無人機的註冊 

根據民航處的指引，若SUA一站通帳戶持有人申請刪除其帳戶，則

除非民航處已從任何先前的溝通得知原因，否則民航處會以電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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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適當方式聯絡帳戶持有人，以確定其是否有意刪除帳戶。

民航處的指引並沒有提及如何處理已刪除的SUA一站通帳戶所持有

的有效註冊小型無人機。審計署審查了SUA一站通數據庫，發現截

至2024年6月30日，有30架有效註冊小型無人機由22個已刪除帳戶持

有。若在SUA一站通的帳戶已刪除，則該已刪除帳戶所持有的有效

註冊小型無人機可能不再有負責人(第2.5至2.7段)； 

 
(b) 需要加強核實小型無人機的註冊 根據民航處的指引，民航處人員

每天會檢查小型無人機新註冊申請清單，以找出任何異常數據(例如

不合理的重量)。如發現有異常數據的申請，不應繼續處理。如有需

要，民航處人員會要求相關申請人澄清。如新註冊申請的小型無人

機的品牌、型號及序號與另一架已註冊小型無人機相同，民航處人

員會要求申請人澄清。若有關小型無人機已在申請人以外的負責人

名下註冊，民航處會拒絕相關新申請。截至2024年6月30日，在SUA

一站通數據庫內的24 070架註冊小型無人機中，有6 910架(29%)重

量不超過250克(即甲一類小型無人機)，16 972架(70%)重量超過 

250克但不超過7公斤(即甲二類小型無人機)，以及188架(1%)重量超

過7公斤但不超過25公斤(即乙類小型無人機)。審計署審查了在SUA

一站通內甲二類小型無人機首5個最常見型號的6 030架(25%)註冊小

型無人機，發現有一些異常數據宜由民航處進一步調查，詳情如

下： 

 
(i) 重量與小型無人機型號不符 甲二類小型無人機首5個最常

見型號的 6 030架註冊小型無人機的標準重量介乎 430至 

907克。當中，6 005架(99.6%)小型無人機在SUA一站通被正

確記錄為甲二類小型無人機 (即重量超過250克但不超過 

7公斤)。然而，在其餘25架(0.4%)註冊小型無人機中，有22架

被記錄為不超過250克(介乎168至250克)，有3架被記錄為超過 

7公斤(介乎24至25公斤)；及 

 
(ii) 序號重複 雖然小型無人機應各有獨一無二的序號，但在 

6 030架註冊小型無人機中，有130架(2.2%)的序號在SUA一站

通內有重複記錄(第2.8及2.9段)；及 

 
(c) 需要繼續跟進大量核實中的小型無人機 就小型無人機的註冊而

言，在覆核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後，民航處會向申請人簽發相關小

型無人機的註冊證書和註冊標籤。註冊標籤包含一個獨一無二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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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編號和一個辨認標記(即二維碼)。收到註冊標籤後，申請人應將

註冊標籤適當地貼在相關小型無人機上。民航處表示： 

 
(i) 就2024年5月31日前發出的註冊標籤而言，申請人須把可見貼

有註冊標籤的相關小型無人機照片上載至SUA一站通，供民航

處核實。經核實後，小型無人機便成功完成註冊，申請人會獲

發小型無人機註冊證書。在申請人把可見貼有註冊標籤的相關

小型無人機照片上載至SUA一站通供民航處核實之前，有關註

冊會被列為核實中的小型無人機；及 

 
(ii) 為簡化程序以方便公眾完成註冊手續，對於在2024年5月31日

或之後發出的註冊標籤，已撤銷上載貼有註冊標籤的相關小型

無人機照片的規定。 

 
審計署審查了SUA一站通數據庫，發現截至2024年6月30日，核實中

的小型無人機有6 997架，包括已被列入這類別超過24個月的 

1 257架(18%)小型無人機。儘管民航處已制定計劃和採取措施，以

期在2024年11月30日或之前處理核實中的小型無人機，民航處需要

繼續密切監察核實中的小型無人機的處理情況，並採取措施確保這

些個案獲妥為跟進 (第2.4及2.14段)。 

 
 
4. 獲批准的小型無人機訓練機構 根據《小型無人機令》，進階操作的遙

控駕駛員須自費接受獲批准的小型無人機訓練機構所舉辦的進階訓練和評核，

除非他們可證明自己能以其他方式符合資格。完成訓練和通過評核的遙控駕駛

員可向民航處申請編配進階等級，以便進行進階操作。截至2024年6月30日，共

有8個獲批准的小型無人機訓練機構可提供進階訓練和評核。民航處表示，小型

無人機訓練機構獲批准的有效期通常最長為兩年，但首次申請除外，其獲批准

的有效期通常最長為一年(第1.5(b)及2.26段)。審計署的審查發現有以下可予改

善之處： 

 
(a) 需要改善首次申請和續期申請的評核 截至2024年6月30日，除了 

8個獲批准的小型無人機訓練機構外，有1個小型無人機訓練機構已

獲民航處原則上批准。審計署抽查了在2022年6月1日至2024年 

6月30日期間獲批的10宗申請(涉及6個獲批准的小型無人機訓練機構

所提交的6宗首次申請及4宗續期申請)，發現有以下可予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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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沒有更新審計清單 為方便民航處人員進行文件審計、場地審

計、到場課程評核及到場審計，以評核首次申請及續期申請，

民航處已制定內部審計清單。民航處於2023年10月公布多項更

新及新增規定，包括縮短獲批准的小型無人機訓練機構向民航

處報告意外及事故詳情的時限，由發生後3個曆日內改為 

24小時內。 然而，審計清單未有相應更新，以便民航處人員進

行審計。舉例而言，在2023年11月至2024年6月期間，在獲民

航處批准的2宗申請中，有1宗申請民航處在進行文件審計時未

能發現申請人訂定的程序有不足之處(即在3個曆日內而非 

24小時內向民航處報告意外及事故)及提醒申請人修訂有關程

序；及 

 
(ii)  審核報告程序和事故處理的指引文件有不足之處 根據民航處

的指引，每個獲批准的小型無人機訓練機構應就報告程序(例

如報告時限及報告路線)及事故處理(例如意外)提供清晰指引。

審計署審查了10宗申請所提交的指引文件，留意到 在1宗(10%)

申請中，所提交的指引文件沒有涵蓋報告程序和事故處理。在

另外3宗(30%)申請中(涉及2個獲批准的小型無人機訓練機

構)，所提交指引文件內的報告程序未有訂明報告時限和報告

路線(第2.27(a)及(d)段)；及 

 
(b) 需要考慮以突擊形式進行持續監管審計 根據民航處的指引， 民

航處可定期或於有需要時以預先安排或突擊形式對獲批准的小型無

人機訓練機構進行持續監管審計。審計重點為訓練是否有效、有否

遵從程序和規定，以及質素和安全保證系統。在2022年6月1日至 

2024年6月30日期間，民航處對兩個獲批准的小型無人機訓練機構進

行了兩次持續監管審計。審計署審查了民航處該兩次持續監管審計

的記錄，留意到這些審計均以預先安排的形式進行(即預先安排視察

獲批准的小型無人機訓練機構)。為提高持續監管審計的成效，民航

處需要考慮在切實可行範圍內，以突擊形式進行持續監管審計 

(第2.30(a)及2.31段)。 

 
 

進階操作許可及保險規定 
 
5. 進階操作許可 如第2段所述，進行進階操作須事先獲得民航處許可。根

據民航處的指引，僅在申請人被認為是合適且有能力在香港安全地進行特定類

型的進階操作情況下，進階操作許可的申請才會獲處理。進階操作許可的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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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為6個月(新申請)或2年(續期申請)。民航處會透過監察計劃監管進階操作

許可持有人，以確保進階操作許可持有人持續遵守適用的規管要求及進階操作

許可條件。為進階操作許可持有人而設的監察計劃包括首次申請進階操作許可

或任何高風險／嶄新操作的飛行演示；根據安全風險分析進行的預定監管審

查；以及應民航處要求進行的不定期檢查。進階操作許可持有人於進階操作許

可有效期內，須至少接受一次民航處的預定監管審查。進階操作許可的續期申

請會根據先前在監察計劃下的表現予以考慮。具體而言，只有在過去12個月內

曾進行預定監管審查，且所有在預定監管審查發現的問題已妥為處理，進階操

作許可才會獲續期(第3.4至3.6段)。審計署的審查發現有以下可予改善之處： 

 
(a) 需要採取措施確保所有進階操作許可持有人於進階操作許可有效期

內至少接受一次預定監管審查 根據民航處的記錄，有94個民航處

就首次申請及續期申請批出的進階操作許可，已於2024年6月30日或

之前到期。審計署分析了這94宗個案的預定監管審查記錄，留意到

部分個案未有在其進階操作許可有效期內至少進行一次預定監管審

查，詳情如下： 

 
(i) 有9宗(10%)個案從沒有進行預定監管審查，尤其當中有2宗個

案的進階操作許可其後獲民航處續期。這違反了民航處的指

引，即只有在過去12個月內曾進行預定監管審查，進階操作許

可才會獲續期；及 

 
(ii) 在11宗(12%)個案中，預定監管審查並非在相關有效期內進

行，而是在其進階操作許可到期後才進行，相隔的時間介乎 

2至43天(第3.8段)；及 

 
(b) 進階操作許可到期與續期申請獲批相隔的時間 根據民航處的指

引，就涵蓋指定時間段的進階操作許可而言，許可持有人可申請許

可續期。續期申請應在現有進階操作許可到期日至少30個曆日前(即

提交續期申請的指定日期)提交。截至2024年6月30日，在民航處批

准的79宗進階操作許可續期申請中，有47宗(59%)個案的上一次進階

操作許可到期日與獲續期進階操作許可生效日相隔1至270天。在該

47宗個案中，審計署留意到有43宗(91%)的續期申請並沒有在上一次

進階操作許可到期日至少30個曆日前提交民航處，遲了1至183天不

等。審計署審查了遲了逾90天才向民航處提交續期申請的3宗個案，

發現以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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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1宗個案中，民航處沒有向相關進階操作許可持有人發出提

示。在其餘2宗個案中，雖然民航處已向相關進階操作許可持

有人發出提示，但這些提示是在提交續期申請的指定日期(即

上一次進階操作許可到期日30個曆日前)後才發出；及 

 
(ii) 在2宗個案中，民航處在相關進階操作許可的有效期過後才進

行預定監管審查，因此，進階操作許可持有人分別在上一次進

階操作許可到期日90和103天後才妥為處理預定監管審查所發

現的問題。 

 
 進階操作許可持有人一般是從事空中拍攝、測量／檢驗等範疇的商

業機構。由於該等機構不應在進階操作許可到期後進行進階操作，

因此及時為其進階操作許可續期相當重要，以免其業務運作受阻 

(第3.14至3.16及3.18段)。 

 
 
6. 需要留意市場對推出甲二類操作的保險產品是否準備就緒 民航處表

示，考慮到香港人煙稠密，小型無人機操作可能會對第三者構成潛在風險，因

此該處在2021年7月制定於2022年6月1日生效的《小型無人機令》時，就甲二類

操作及進階操作的小型無人機施加有關身體受傷及／或死亡的第三者責任保險

規定。甲二類操作及進階操作的最低保額分別為500萬元和1,000萬元。在平衡市

場的準備情況和公眾安全風險後，民航處採用了分階段的方式實施強制保險規

定。第一階段為進階操作的強制保險，在《小型無人機令》生效時隨即實施；

第二階段為甲二類操作的強制保險，將在民航處處長藉憲報公告指明的較後日

期開始實施。2023年3月，民航處委託一所大專院校調查有關公眾在香港使用小

型無人機的情況，當中包括收集公眾在不同方面的意見，以檢討保險規定。民

航處表示，調查反映小型無人機操作人，以及保險市場在為甲二類操作提供足

夠的第三者保險產品選擇方面，尚未準備就緒(第3.21及3.22段)。 

 
 

其他相關事宜 
 
7. 需要改善對推廣活動服務提供者表現的監察 民航處表示，在2022年 

12月和2023年1月，民航處在多種公共交通工具推行《小型無人機令》推廣活

動，費用為120萬元。在該推廣活動下，民航處與3個公共交通營辦商簽訂了服

務合約，在巴士內外、巴士候車亭及電車候車亭展示廣告。審計署的審查發現

以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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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兩個巴士營辦商須把廣告展示在其服務網絡內，包括香港島、九

龍、新界及大嶼山。民航處表示，其後得悉其中一個巴士營辦商的

服務網絡並不覆蓋大嶼山； 

 
(b) 按照其中一個巴士營辦商提交的路線清單： 

 
(i) 服務合約規定廣告須在最少38部巴士的座椅背展示，但路線清

單只載有巴士網絡覆蓋範圍的資料(即37條巴士路線)；及 

 
(ii) 服務合約規定廣告須在巴士的座椅背展示8周，但路線清單資

料只能顯示廣告展示了6周；及 

 
(c) 兩個巴士營辦商須提供在巴士外及／或巴士內展示廣告的照片，但

相關巴士營辦商只提交了部分樣本照片，而非所有展示廣告的照

片。 

 
有關巴士營辦商只提交樣本照片及補充路線清單，以證明有遵從服務合約，但

並沒有文件證據顯示民航處在2023年2月悉數支付合約費用前對相關巴士營辦商

採取了任何跟進行動，以索取附加資料或證明(第4.12、4.13及4.15段)。 

 
 
8. 需要繼續致力對旅客進行宣傳和教育工作 不時有傳媒報道旅客違 

反《小型無人機令》(例如小型無人機未經許可在限制飛行區內飛行，以及有未

註冊的小型無人機飛行)。舉例而言，在2023年12月初和2024年7月初，分別 

有3名和1名旅客據報違反《小型無人機令》。此外，民航處表示，截至2024年 

6月 30日，在民航處處理涉嫌違反《小型無人機令》的 38宗個案中，有 

13宗(34%)涉及旅客。這顯示旅客未必十分了解《小型無人機令》的規定。為加

強旅客對《小型無人機令》的認識，民航處需要繼續致力對旅客進行宣傳和教

育工作(第4.16及4.18段)。 

 
 
9. 需要繼續致力促進更廣泛使用小型無人機 民航處表示，作為促導者，

民航處正在現行《小型無人機令》框架下，與業界伙伴和政府使用者研究如何

進一步拓展小型無人機的應用，以及進一步加快申請流程。由於不同應用場景

對航空器的載重、航程、航時、運行可靠性與安全性要求皆有不同，政府會以

循序漸進的方式推行試點項目，以無人機載貨為起點，由近至遠、輕至重，逐

漸擴大及豐富無人機的應用場景。民航處需要繼續致力促進本港更廣泛使用小

型無人機(第4.21(b)、4.23(b)及4.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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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10.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

審計署建議 民航處處長應︰ 

 
 

註冊、訓練及評核規定 

 
(a) 優化SUA一站通，讓系統在帳戶持有人申請刪除帳戶時發出提示，

提醒其在適用的情況下註銷小型無人機的註冊(第2.19(a)段)； 

 
(b) 調查和更正任何在SUA一站通辨識到的異常數據，包括在第3(b)段

所述的異常數據，並探討優化SUA一站通辨識異常數據的系統管制

措施的可行性(第2.19(b)及(c)段)； 

 
(c) 繼續密切監察核實中的小型無人機的處理情況，並採取措施確保這

些個案獲妥為跟進(第2.19(d)段)； 

 
(d) 改善為首次申請及獲批准的小型無人機訓練機構續期申請所進行的

評核(第2.32(a)段)； 

 
(e) 考慮在切實可行範圍內，以突擊形式對獲批准的小型無人機訓練機

構進行持續監管審計(第2.32(b)段)； 

 
 
進階操作許可及保險規定 

 
(f) 採取措施，確保所有進階操作許可持有人在其進階操作許可有效期

內，至少接受一次預定監管審查，並提醒民航處人員，在切實可行

範圍內遵守有關指引，即只有在過去12個月內曾進行預定監管審

查，且所有在預定監管審查發現的問題已妥為處理，進階操作許可

才會獲續期(第3.19(a)及(b)段)； 

 
(g) 考慮正式落實在進階操作許可持有人提交續期申請的指定日期前向

其發出提示的做法，並在規劃預定監管審查時間表時，考慮安排和

完成預定監管審查所需的時間，以及進階操作許可持有人處理所發

現問題所需的時間(第3.19(e)及(f)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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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留意市場對推出甲二類操作保險產品的準備情況，並在小型無人機

操作人和保險市場準備就緒時，推動實施第二階段的保險規定 

(第3.27段)； 

 
 

其他相關事宜 

 
(i) 改善對推廣活動服務提供者表現的監察(第4.19(a)段)； 

 
(j) 繼續致力對旅客進行宣傳和教育工作，以加強旅客對《小型無人機

令》的認識(第4.19(b)段)；及 

 
(k) 繼續致力促進本港更廣泛使用小型無人機(第4.25段)。 

 
 

政府的回應 
 
11. 民航處處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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