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中華民國政府與荷蘭王國政府間空中運輸協定

簽訂日期：民國 36 年 12 月 06 日 

生效日期：民國 36 年 12 月 06 日 

 
中華民國荷蘭王國兩國政府為儘速在彼此領土間設立空運業務之目的，願

訂立本協定，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條  締約此方給予彼方在本協定附件中所規定旨在設立該附件所稱空

        運業務 (此後簡稱「同意之業務」) 之權利。

第二條

     (一) 同意之業務立即開辦，抑或日後開辦，悉由接受權利之締約一

          方任意抉擇，但其開辦不得在 (甲) 接受權利之締約一方，未

          經指定一航空組織或數航空組織經營規定之各該航線以前；亦

          不得在 (乙) 給予權利之締約一方，未經對各該有關航空組織

          給予適當之營業許可以前 (在不違背本條第二款及第七條之規

          定下，此項營業許可應儘速給予) 。又在戰事或軍事佔領區域

          內，或受其影響之區域內，該項開辦，須經主管軍事官廳之核

          准。

     (二) 經指定之每一航空組織，於獲許從事本協定所規定之營業之前

          ，得由給予權利之締約一方主管航空官廳，令其依照官廳通常

          適用於商業航空組織營業方面之法律規章，陳明其資格。

第三條  締約此方所指定之航空組織於經營同意之業務時，對於締約彼方

        指定之航空組織之利益，應予顧及，務使締約彼方在同一航線或

        其部份航線上所供應之業務，不致蒙受不當影響。

第四條

     (一) 締約此方對於締約彼方所指定之各航空組織所得徵課或准予課

          關於航空站及其他設備之使用之費用，務須公允與合理，且不

          得高於其本國籍航空器於從事類似國際空運業務時關於此項航

          空站及設備之使用所須繳納之費用。

     (二) 締約此方，或締約此方之代表，或締約此方所指定之航空組織

          ，向締約領土所輸入或在其航空器上所攜帶之燃料，滑潤油及

          配件，而專為供締約此方航空器所使用者，關於締約彼此對其

          所徵課之關稅、檢查費或其他費用，應給予不低於對從事國際

          空運之本國航空組織或最惠國航空組織所給予之待遇。

     (三) 凡經營同意之業務之締約此方航空器及留在此項航空器內之燃

          料、滑潤油、配件、經常設備及航空器材之供應品，在締約彼

          方領土內，縱使該項供應品係該項航空器在該締約彼方領土內

          所使用者，概應免繳關稅，檢查費或類似之稅費。依此免征稅

          費之物品，須經締約彼方之稅關核准後，方得起卸。此項應予

          再出口之物品，於其再出口前，應在稅關監督下保管之。

第五條  締約此方所發給或確認為有效而現仍有效之適航證書、勝任證書

        及執照，締約彼方為經營同意之業務之目的，應承認其為有效；

        但締約此方得就其領土上之飛行，保留拒絕承認締約彼方或任何

        其他國家對該締約此方國民所發給之勝任證書及執照之權利。

第六條

     (一) 締約此方關於從事國際航空之航空器之進入或雜去其領土，或

          關於該項航空器之在其領土內經營及飛航之法律規章，應不分



          國籍，適用於締約彼方之航空器，並應由該項航空器於其進入

          、離去或留在該締約此方領土時遵守之。

     (二) 締約此方關於航空器所載乘客、航員或載貨進入或離去其領土

          之法律規章 (例如關於入境、報關、移民、護照、關務及檢疫

          之規章) ，於締約彼方指定之各航空組織之航空器所載乘客、

          航員或載貨留在締約此方領土時，應適用於該項乘客、航員或

          載貨。

第七條  依本協定所准許之締約任何一方之航空組織，其主要所有權及有

        效管理權，係屬諸各該方之國民。遇有締約彼方之任何航空組織

        ，不遵守其飛經國家之法律，如本協定第六條所指者，或不履行

        依本協定及其附件所給予之權利之條件時，締約此方保留扣發或

        撤消該項航空組織之證書或許可證之權利。

第八條  本協定應送交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登記之。

第九條  如締約任何一方認為宜於修正本協定附件之條款，得請由締約雙

        方航空官廳進行協商，此項協商應自請求之日起六十日之期間內

        開始，如此項官廳同意附件之修正時，則此項修正應俟雙方經由

        外交途徑換文證實後始發生效力。

第一○條  除本協定或其附件中另有規定外，締約雙方間如有關於本協定

          或其附件之解釋或適用上之任何爭執，而不能經由協商予以解

          決者，應交由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理事會提出諮詢報告書，但如

          締約雙方同意將爭執交由基於締約雙方協議所派組之公斷法庭

          或其他之人或機關解決者，不在此限。締約雙方擔任遵守此項

          公斷裁定。

第一一條  除在文義上須另作解釋外，本協定及其附件所載下列用語之意

          義如左：

       (甲) 「航空官廳」一詞，在中華民國方面，指目前之交通部部長

            及有權執行該部長現所行使之職務或類似職務之任何人或機

            關。在荷蘭王國方面，指海牙民用航空局局長或巴達維亞公

            共工程與交通局局長及有權執行各該局局長現所行使之職務

            或類似職務之任何人或機關。

       (乙) 「指定之航空組織」一詞，指締約此方航空官廳對締約彼方

            航空官廳以書面通知其為依本協定第二條所指定之航空組織

            以經營該項通知中所規航線之空運事業。

       (丙) 「領土」一詞，具有一千九百四十四年十二月七日在芝加哥

            所簽訂之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第二條所確定之意義。

       (丁) 一千九百四十四年十二月七日在芝加哥所簽訂之國際民用航

            空公約第九十六條 (甲) 、 (乙) 及 (丁) 各項中所包含之

            定義，應予適用。

       (戊) 「運量」一詞，指在任何特定期間，從事於各航線之經營之

            航空器內足資應用之乘客座位、貨物及郵件容量之總額。

第一二條

       (一) 本協定於四年期間內應繼續有效，但如依下列規定之手續，

            予以提前終止或經由外交途徑雙方換文予以延長時，不在此

            限。

       (二) 締約任何一方如願終止本協定，得於任何時間通知他方，如

            有該項通知時，本協定應於締約他方接到該項通知之日後十

            二個月終止，但如於此項期間屆滿前，同意將關於終止之通

            知予以撤回時，不在此限。



       (三) 前項關於終止之通知，應同時送達國際民國航空組織。如締

            約他方並未聲明接到該項關於終止之通知，則於國際民用航

            空組織接到通知後十四日，應認為締約他方業已接到該項關

            於終止之通知。

第一三條  本協定用中文、荷蘭文及英文各繕兩份，遇有解釋不同時，應

          以英文為準。

第一四條  本協定應自簽字之日發生效力。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即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七年十二月六日訂於南

京

 

                          中華民國政府：王世杰 (簽字)

                          荷蘭王國政府：艾  森 (簽字)

 

附件

一  中華民國政府對於荷蘭王國政府所指定之一航空組織或數航空組織，

      給予在下列航線上來回航程中經營經由中間站及終點站以外各地點

      前往或通過中國領土內各地點之空運業務之權利：

 (甲) 荷蘭經由歐洲、北非洲、近東、印度、緬甸及暹羅各地點至昆明、

      廣州、及 (或) 上海及自此經由一太平洋航線至美國；

 (乙) 荷屬東印度 (印度尼西亞) 經由馬來亞各邦、暹羅及越南各地點至

      廣州、上海及 (或) 天津；

 (丙) 荷屬東印度 (印度尼西亞) 經由菲律賓至廣州、上海及 (或) 天津

      。

    指定之各該航空組織，得由其任意抉擇，在任何或所有航程中，免在

    航線之任何或所有地點降落。

二  荷蘭王國政府對於中華民國政府所指定之一航空組織或數航空組織，

    給予在下列航線上來回航程中經營經由中間站及終點站以外各地點前

    往或通過荷蘭領土內各地點之空運業務之權利：

 (甲) 中華民國經由越南、暹羅、緬甸、印度、近東、北非洲、歐洲各地

      點至阿姆斯得達姆及自此至斯坎的那維亞國家、英國及 (或) 北美

      洲；

 (乙) 中華民國經由越南、暹羅、馬來西亞各邦、新加坡、英屬北婆羅洲

      各點至棉蘭、巨港、巴達維亞。泗水及 (或) 巴里八板及自此至澳

      洲及 (或) 紐西蘭；

 (丙) 中華民國經由菲律賓、英屬北婆羅洲各地點至巴達維亞、泗水、巴

      里八板、望加錫及 (或) 古邦及自此至澳洲及紐西蘭。

      指定之各該航空組織，得由其任意抉擇，在任何或所有航程中，免

      在航線之任何或所有地點降落。

三  為經營同意之業務之目的，並依照本協定及其附件所規定之條件，締

    約此方所指定之航空組織在締約彼方領土內應給予其下列各項權利：

 (甲) 過境權及在為國際空運業務所指定之機場或另由締約雙方隨時商定

      之機場作非營業性之降落權 (包括輔助設備之使用) ；

 (乙) 遇緊急時在任何適宜之機場之避難權；

 (丙) 在本附件內所規定各地點載運國際客、貨、郵件之商業性入境及出

      境之權，包括裝卸運往或來自第三國之國際客、貨、郵件之權。

四  締約雙方同意上述權利之行使，應遵守下列各項原則：

 (甲) 締約雙方航空組織應有公允平等之機會，以經營本附件中所規定之

      各航線。



 (乙) 指定之航空組織，依照本協定及其附件所經營之業務，其運量之供

      給，應以充分適應指定該項航空組織之國家與運輸最後終點之國家

      間之營業需要為其主要目的。

 (丙) 在本附件 (一) 及 (二) 所規定之航線上之一地點或數地點，裝卸

      運往或來自第三國之國際客、貨、郵件權利之行使，應依照締約雙

      方政府所承認之循序發展之普通原則，並應遵守關於運量須與下列

      各項相關之原則：

      一  出發地之國家與終點地之各國間之運輸需要；

      二  經營直達航線之需要；及

      三  航線所經地區之運輸需要，並應顧及其他方性及區域性業務

 (丁) 締約雙方航空官廳，經任何一方之請求，應會同協商，決定締約雙

      方所指定之航空組織是否遵守上述各項原則。

 (戊) 締約任何一方指定之航空組織對於載運客貨施行之運率，應按下列

      規定訂定之：

      締約雙方指定之航空組織，同時經營中國與荷蘭間或中國與荷屬東

      印度間同一航線或數不同航線時，首應彼此會商，並與經營同一航

      線或其部份航線之其他各航空組織會商，或經由國際空運協會，議

      定在各該航線上締約雙方領土內各地點間所施行之各種運率。

      任何此項運率，應呈經各該締約雙方核准。

      如締約雙方指定之航空組織或國際空運協會會議不能同意一運率時

      ，締約雙方應即設法成立協議。如締約雙方仍不能同意時，應即依

      本協定第十條之規定，將執爭事件提付公斷。

 (己) 各種運率應依合理之準則訂定之，並應顧及一切有關因素，包括經

      營成本，合理利潤，以及在同一航線上之其他各航空組織施行之運

      率，且應顧及國際空運協會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