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用航空局

　 　 　 　 　 　 　 　 　 　 　 　 　 　 　

２０１４ 年度

中国民用航空政策报告

民航年度政策白皮书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



前　 言

　 ２０１４ 年，民航系统继续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全行业保持了健康发展。 运输生产稳步增长，全年完成运输总周转

量 ７４８．１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３．９ 亿人、货邮运输量 ５９４．１ 万吨，同比分

别增长 １１．４％、１０．７％和 ５．９％；航线结构进一步优化，我国航空公司新开辟

和恢复国际航线 １３１ 条；民航整体实力进一步增强，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底，全

行业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５０８ 亿元，新增 ９ 个机场，颁证运输机场达 ２０２

个，飞机总数 ４１６８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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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宏观政策篇

民航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批示精神，坚持安全第一，稳中求进，

深化改革，推动航空产业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 面对严峻的国际

航空安全形势，积极研判国际民航安全的新趋势、新动态，进一步

提升中国民航的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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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进安全体系建设

　 　 安全是民航工作的重中之重。 ２０１４ 年民航按照十八届四中

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进一步加

强航空安全规章、标准的立、改、废、释，全年完成和推进《民用航

空标准化管理规定》、《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等 ８ 部直接

涉及航空安全的规章修订工作。 创新监管手段，完善安全监管体

系评估标准和办法，完成中南管理局、深圳监管局监管体系评估试

点工作，探索新的监管模式。 开发 ＳＭＳ 审核系统和移动电子检查

工具，量化审核任务和结果。 拓宽飞行标准监督管理系统（ＦＳＯＰ）

覆盖范围，加强监察评估管理、数据分析，完成 １２１ 部航空公司万

余次监察。

２０１４ 年全球航空安全事故频发。 国际上共发生民航运输航

空重大事故 ８ 起，死亡 ７８５ 人。 特别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发生的

ＭＨ３７０ 和 ＭＨ１７ 两起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事件发

生后，民航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配合国家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做好事

故调查、家属安抚、法律援助等工作；同时系统查找民航安全的薄

弱环节，积极研判国际民航安全的新趋势、新动态，拟定了系统提

升航空安全监控能力、技术装备支撑能力、应急救援处置能力建设

的中长期规划和路线图。

２０１４ 年民航面对复杂的反恐和空防形势，深入开展风险防控

和应急处置工作，圆满完成亚信峰会、青奥会和第 ２２ 届亚太经合

组织（ＡＰＥＣ）峰会等重大会议和国家重要活动的运输及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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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平安中国”建设的战略要求，落实“平

安民航”建设任务。 民航局制定了为期三年的“平安民航”建设工

作方案以及具体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各有侧重、循序渐进的建设工

作三阶段，细化了民航各级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公共航空运输

企业、民用航空运输机场、机场公安机关、安检和护卫部门、航空保

障重点要害部门的平安建设任务要求，要求通过明确国家反恐工

作责任来强化航空安保责任机制，通过明确机场地面公共安全的

管理主体来推进机场治安防控工作，通过推动航空安保管理工作

机制创新来促进航空安保管理的科学化，通过加强航空安保基础

性建设来进一步提升队伍战斗力，大力强化航空安保专业队伍的

建设，提高民航行政机关行业监督管理能力，全面深化民航安全保

卫工作机制建设。 方案同时也明确了民航局公安局、各地区管理

局、监管局对建设工作的检查考评监督职责，并将考评结果纳入企

事业运行资质审定依据，以切实全面提升民航安全保卫工作的整

体能力，提高空防安全水平，确保持续安全。

二、加强局地共建

　 　 ———发布进一步促进西藏民航发展的意见１ 。 为进一步贯彻

落实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民航对西藏经济

社会发展的服务功能，促进西藏民航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民航局发

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西藏民航发展的意见》，提出完善机场布局，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运行保障能力；完善航线网络，鼓励中外

航空公司开辟连接西藏的国际航线，支持国航、川航新开及加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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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至加德满都航线航班。 鼓励和引导航空公司开辟西藏区内机场

至对口援藏的 １７ 个省市主要城市的直飞和经停航线航班的要求。

进一步扩大进出西藏的航线网络，积极支持航空公司通过安排现

有干线机场经停或延至西藏区内支线机场，以及安排环飞、串飞西

藏区内机场，加密航线航班；鼓励航空公司间加强干支航班间衔接

和进行代码共享，打造第二条进出藏航空通道；鼓励低成本航空公

司进驻西藏或执飞西藏航线，鼓励有条件的航空公司在拉萨、林芝

等机场设立基地； 优先安排西藏民航建设项目资金，加大安全、空

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选拔内地民航业务骨干赴藏

支援工作，强化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政策机制。

———推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 根据国务院对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的批复，郑州成为全国首

个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２０１４ 年，民航局与河南省政府签署了

《关于共同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的合作备忘

录》 ２ ，提出“建设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大产业、塑造大都市”

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深化局省合作，共同推进实验区建设，主要措

施包括：加快郑州机场二期主体工程建设；加快空管工程建设，力

争与郑州机场二期工程主体工程同步建成、同步验收投用；建设国

际航空货运枢纽，引进或组建以郑州为基地的货运枢纽承运人和

物流集成商，加快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建设郑州国内客运中转

换乘中心，支持郑州机场打造轮辐式航线网络，逐步发展成为全国

重要的客运中转换乘中心；大力发展航空产业，推动飞机制造、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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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项目落户实验区，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支持投资设立通用航空企

业，巩固传统作业项目，拓展新兴服务领域，推动实验区逐步建设

成为国内重要的航空航材制造维修基地，支持郑州市在通用航空

领域开展改革试点工作，在飞行和维修等专业人员培训、应急救

援、航空旅游、产业科技孵化器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支持郑州机

场运用先进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和信息技术，优化流程设计，完善

服务体系，缩短客货进出港时间，提高客货中转效率，建立和完善

航班延误预警和应急机制，提升保障能力和服务质量。

———推进南康和赣南地区的振兴发展。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

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２０１２〕 ２１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对口支

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办〔２０１３〕９０ 号），结合

民航局的工作职能，帮助南康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推进

南康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振兴发展３ 。 该项工作要求加快赣州

黄金机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技术和资金支持，拓展航线网

络，提升航空运输规模，将赣州黄金机场打造成赣南地区航空运输

枢纽，充分发挥民航业在加快南康产业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改善民生和农村基础条件中的带动作用，为推进南康和赣州市经

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其重点工作任务为加强民

航行业的规划指导，支持赣州黄金机场、瑞金通勤机场的基础设施

建设，加大对赣州黄金机场专项资金补贴的力度，提升赣州黄金机

场的航空运输规模，支持民航改革创新试点在赣州先行先试，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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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干部交流与人才培养，积极发挥扩大南康政策环境和特色产

业宣传，引导行业全面参与南康民生帮扶和公益事业。 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完成赣州黄金机场改扩建工程，机场基础设施水平和安

全运行保障能力显著提高，通航城市数量和客货运输总量翻一番，

赣南地区机场布点进一步完善，通勤（通用）机场建设有序开展，

南康民航相关产业发展及临空经济格局初步形成，民航业在拉动

南康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著提高，成为南康和赣州市等原中

央苏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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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改革开放篇

民航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切实转变政府

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推进民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注重事前

审批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化；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

提升民航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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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组织领导

　 　 为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民航局成立全面深化民航改革

领导小组４ ，按照中央有关改革决策和部署，研究提出民航贯彻落

实的基本思路、具体方案、政策措施和推进步骤等建议，组织实施

民航行业重大改革，统筹协调民航全局性改革工作以及跨中央部

门、涉及军民航和国际民航相关的重大改革问题，指导和督促民航

有关单位落实改革政策措施，力争实现完善和发展民航持续健康

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推进民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

目标。

二、推进简政放权

　 　 根据本届政府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安排，截至 ２０１４ 年

底，民航局进一步简政放权，新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１７ 项５ 。

在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民航局努

力贯彻中央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切实转变管理理念和手

段，转变政府职能，在监管模式上从着重事前审批向着重于事中事

后监管转变。 在取消国内航线航班代码共享审批事项后，发布相

关通知６ ，废止了《关于印发国内航线航班代码共享管理办法的通

知》（民航发〔２０１３〕 ４ 号），同时要求市场主体在开展代码共享时

应保证不得妨碍航空安全，自觉维护航空运输市场秩序，尊重消费

者权益；民航局及民航地区管理局对冲击国内航空运输市场秩序

和经营环境，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消费者权益的经营行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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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处罚，并在民航局政府网站和“中

国民航航班管理（信息监测）系统”中进行通告。

三、实施对外开放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中国已与 １１６ 个国家（地区）签署航空运输协

定，其中 １１ 个协定为草签协定临时实施。

２０１４ 年，民航局积极参与中国－澳大利亚、中国－韩国自贸区

民航谈判工作并就民航内容完成实质性谈判，进一步推动民航业

有序开放。 同时，配合商务部完成 ＣＥＰＡ 框架下广东省对港澳服

务贸易自由化工作７ ，在港澳台地区稳妥推进民航领域开放。

四、改善宏观调控

　 　 为顺应航空运输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防止可能出现的不具

有股权关系的大型公共航空运输企业之间共用二三字代码带来的

行业垄断问题，民航局对《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规定》 （１３８

号令）第五十四条进行了修订，规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共航

空运输企业不得共用企业名称、字号、二三字代码、客票、货运单、

经营范围。 但是公共航空运输企业与其控股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签署商务合作协议并报民航局备案后，可以共用二三字代码，并应

履行告知义务，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同时增加了对公共航空

运输企业及其控股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之间违反规定共用二三字

代码的处罚，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对罚则

的内容进行了完善。 对于吊销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的，

—９—



可以由民航行政机关建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相应吊销其营业执

照。

为了优化公共航空运输企业扩大经营范围的条件和程序，鼓励公

共航空运输企业开展国际航空运输业务，并考虑到经济类规章与安全

类规章相互独立且并行适用的实际情况，民航局将 １３８ 号令第 ３１ 条第

（五）项“运行合格证复印件”和《定期国际航空运输管理规定》（３６ 号

令）第三条第 ５ 项中“及有关手册”等内容删除。

在《中国民用航空国内航线经营许可规定》 （１６０ 号令）第十

七条增加相关内容，适用于有单独运行合格证但共用二三字代码

运营国内航线航班中出现争议的处理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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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法制建设篇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要求，民航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行业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法

制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监管人员依法行政的法治意识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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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扎实做好规章制定

　 　 ２０１４ 年民航共制定发布规章 ５ 部，分别是《中国民用航空监

察员管理规定》（民航局令第 ２２２ 号）、《民用航空财经信息管理办

法》（民航局令第 ２２３ 号）、《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和地面教员合格审

定规则》（民航局令第 ２２４ 号）、《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修改＜定期

国际航空运输管理规定＞、＜中国民用航空国内航线经营许可规定

＞和＜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规定＞的决定》 （民航局令第 ２２５

号）和《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工作规则》（民航局令第 ２２６ 号）。

二、完善监察员管理制度

　 　 民用航空行政执法人员，又称为中国民用航空监察员，是按照

相关规定取得监察员资格的民航各级行政机关公务员。 中国民航

自 １９９９ 年建立监察员制度，至今已有 １４ 年，期间为适应监管实际

和改革需要对《中国民用航空监察员管理规定》进行了两次修订。

但近年来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监管工作面临着诸如航空公司重

组后人员、飞机跨地域运行大量出现，与原规章总监察范围规定之

间的不适应等突出问题；随着监察员队伍日益壮大，需要考虑分级

分类进行管理，以充分调动人员的积极性等。 因此需要对原规章

进行修订和完善。

本次修订主要围绕严格监察员的准入门槛，对加强监察员资

质管理，满足监察员执法实际需要，充分调动监察员工作积极性，

完善对监察员的持续监管和培训工作等方面进行了修订。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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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以行政执法为中心的监察员管理思路，在监察员初始培训、

证件申请、证件审验、证件管理等环节，加强了对行政执法能力和

水平的要求。

修订后的规章完善了监察员的管理制度，将原规章中八类监

察类别进行了整合，分为安全监管类、经济监管类、综合监管类和

督导类四个类别，以更好的满足执法实际需要；新规章取消了监察

员执法的地域限制，规定“监察员应当严格依照监查类别和职责

执法”，监察员证件上也不再出现“监察范围”这一栏目；优化了颁

证流程，规定同一监察类别下变更监管专业时无需申请批准，但需

通过相应的培训、考试或专业能力认可，并到有关部门备案；明确

了民航局业务司局和管理局在监察员管理中的职责；明确了监察

员初始和持续培训的培训目的、主要内容、负责单位、培训方法以

及学时等内容；确立了两年一次的审验制度，严格了对证件的管

理；此外还对证件格式及规章章节顺序作了调整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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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安全监管篇

全行业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对民航安全与发展工作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航空安全三个能力的重

要批示，为民航安全发展指明了方向。 持续安全战略不断推进，安

全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安全监管持续深化，安全基础不断夯实，

安全状况保持了总体平稳向好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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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员资质能力管理

　 　 ———废止航空公司飞行员资质管理指导意见。 ２０１０ 年民航

局发布的《对运输航空公司飞行员资质管理的指导意见》 （民航发

〔２０１０〕１３９ 号）对运输航空公司和飞行学校飞行员资质管理作出

了规定，为促进飞行员队伍全面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

行业管理的日渐规范，该文件内容已纳入有关咨询通告，并通过运

输飞行员的注册、记录和运行管理得以实现。 因此，民航局下发通

知１０ ，废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３９ 号文件，相关的管理要求按照咨询通告《运

输飞行员注册、记录和运行管理》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４－４８）的有关

内容执行。

———严把飞行学生体检关，全面开展招收飞行学生心理健康

评定工作，推广招飞体检属地管理。 经过历时两年研究实验，建立

了飞行员心理健康测试常模数据库，完成心理健康评定民航行业

化工作。 建立飞行员心理健康测试评分标准，自 ２０１５ 年起，招飞

体检鉴定工作中全面推广采用民航行业化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

（ＭＭＰＩ－２）作为招飞心理健康评定工具１１ 。

为进一步规范招飞体检鉴定工作，合理调配体检力量，减少招

飞组织工作负担，减少并杜绝学生重复体检现象，民航局研究决定

在 ２０１５ 年招飞体检中推广属地化管理，以属地化管理为总体原

则，针对各地区招飞工作实际情况和体检机构分布划分体检鉴定

区域，避免同一地区多家体检机构进行体检鉴定和同一学生接受

多次体检鉴定情况，进一步规范招飞体检鉴定工作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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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无人机驾驶员资质管理。 为规范民用无人机驾驶人

员的管理，促进民用无人机产业的健康发展，民航局发布通知１３ ，

对于视距内运行的空机重量大于 ７ 千克的无人机驾驶员和在隔离

空域超视距运行的无人机驾驶员，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

协会（中国 ＡＯＰＡ）按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

行规定》（ＡＣ－６１－２０）负责资质管理，民航局对 ＡＯＰＡ 的管理工作

进行监督和检查。

———规范民用航空器适航检查委任单位代表和适航委任代表

的任命及管理程序１４ 。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用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发

展，航空公司机队规模的迅速扩大，航空器适航检查工作量显著增

加。 为保证航空器适航检查工作的正常开展，合理配置民航局及

各地区管理局的适航审定资源，根据《民用航空器适航委任代表

和委任单位代表的规定》 （ＣＣＡＲ－１８３ 部）相关内容，民航局编制

了《民用航空器适航检查委任单位代表和适航委任代表管理程

序》。 民航局及各地区管理局均应按照该管理程序的规定，委任

符合要求的单位及技术人员为适航检查委任单位代表和适航委任

代表，并按授权对航空器进行适航检查和相关证件签署工作。 该

管理程序也给适航检查委任单位代表及适航委任代表提供了必要

的工作指南。

———加强体检鉴定管理，成立第三届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

专家委员会。 第二届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专家委员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任期结束，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和相关要求，在总结第二届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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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有关工作基础上，民航局组建成立第三届民用航空人员体检

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会由包括主任委员、常务副主任委员、副主

任委员、鉴定组和顾问组组成，任期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０ 日。 体检鉴定专家委员会依据职责，主要承担空勤人员和

空中交通管制员疑难或者特殊病例、特许颁发体检合格证的体检

鉴定，体检鉴定标准和专业技术研究等任务１５ 。

———加强运输人员危险品培训管理力度。 依据《中国民用航

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２７６－Ｒ１）的相关规定，民航局制

定了相关培训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危险品航空运输托运人及其代

理人、国内经营人、货运销售代理人、地面服务代理人以及从事民

航安全检查工作的企业必须制定危险品培训大纲并报民航地区管

理局批准或备案，同时对从事危险品培训的机构和教员提出一系

列资格和条件的要求。 这些规定强化了危险品培训的统一管理，

加强了运输人员危险品培训的管理力度１６ 。

———指导民航安检从业人员入职培训工作。 近年来，随着民

用航空运输活动的恐怖威胁和个人极端破坏活动等安全风险持续

加剧，民航安全检查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 为帮助民航安全检查

机构初次入职从事民航安全检查工作的民航安全监察员、安全检

查设备维修员了解民航安全检查相关基础知识、民航安全检查行

业文化、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制度，民航局制定了详细的培训方

案，为民航人身安全检查通道人员、民航交运行李安全检查人员、

民航道口安全检查人员、民航货邮快件安全检查人员、民航安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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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管理岗位人员及其他民航安全检查工作岗位人员制定了相应的

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培训学时、培训师资、培训方法及考核要

求１７ 。

———对民用航空驾驶员、飞行教员和地面教员的审定规则进

行修订。 为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１ 的要求保持一致，在比

照欧美民用航空规章的基础上，民航局对《民用航空器驾驶员、飞

行教员和地面教员合格审定规则》（ＣＣＡＲ－６１Ｒ３）进行了第四次修

订。 对相关术语做了重新定义，并增加了一部分新的术语；按照执

照种类和等级设置的变化，新增了运动驾驶员执照、多人制机组驾

驶员执照，取消飞行教员执照改为教员等级签注；修改驾驶员执照

的有效期，将原来的长期有效改为六年有效；增加了运动驾驶员执

照持有人的体检合格证要求；对驾驶高空运行的增压飞机需完成

附加训练的驾驶员由机长扩展为机组成员；增加了汉语语言能力

的要求；细化和明确了飞行经历记录本中单飞时间和副驾驶经历

时间的计算；增加副驾驶型别等级签注要求；修改仪表登记申请人

的仪表进近类型要求；以及其他一系列体现在 “学生驾驶员执

照”、“私用驾驶员执照”、“商用驾驶员执照”、“航线运输驾驶员

执照”、“飞行教员”“地面教员”章节中的修订１８ 。

———规范运动类航空器维修人员的执照管理１９ 。 运动类航空

器是指包括无动力滑翔机、动力滑翔机、初级飞机、自转旋翼机、自

由气球、小型飞艇、飞艇等在内的新型通用飞机，对于通用航空的

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保障运动类航空器持续适航和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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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规范运动类航空器维修管理，民航局制定运动类航空器维修

人员执照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维修人员的考试资格、执照申请条

件、维修执照审查与颁发的程序，并明确了执照持有人的权利、执

照的有效期和执照续签、补发的手续，推动了运动类航空器维修人

员资质管理的规范化。

———调整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试成绩的有效期。 为与

国际惯例接轨，同时也为留给执照考试申请人充足的备考时间，民

航局决定将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试成绩有效期由 ２ 年调整

为 ５ 年，该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起生效，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

考试成绩在有效期内的，其有效期自动顺延为 ５ 年２０ 。

二、飞行标准管理

　 　 ———建立航空运营人导航数据库管理规范２１ 。 机载导航数据

库是现代大中型运输机飞行管理系统（ＦＭＳ）及自动飞行控制系统

（ＡＦＣＳ）飞行操控的主要信息源和重要依据，是保障飞行及运行安

全的重要环节之一。 基于性能的导航（ＰＢＮ）运行，将飞行方式从

台（导航台）到台（导航台）飞行转变为点（航路点）到点（航路点）

飞行，使航空器飞行运行极大地依赖导航数据库。 因此，随着 ＰＢＮ

运行的全面实施，航空运营人必须加强对导航数据库的管理。 为

向航空运营人提供导航数据库管理的依据和规范，同时为局方监

察员相关管理工作提供指南，民航局制定了相关标准，对航空运营

人导航数据库的组织机构、运营人责任、数据库管理流程、人员资

质及训练、运营监督和检查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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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人力资源评估指南。 航空承

运人运行控制中心是飞行运行组织实施的核心，签派员在飞行运

行中担当组织、协调、决策的重要角色。 近年来在航班运行量快速

增长、运行环境日趋复杂以及资源配置紧张等因素的作用下，飞行

签派员的工作负荷较以往大大增加。 过高的工作负荷会引起签派

员疲劳和精力分散，难以确保对每次飞行进行恰当的运行控制，容

易发生人为因素差错或事故。 为保障飞行安全，确保飞行签派中

心对每一次飞行的恰当运行控制，在借鉴英国运筹与分析学理事

会的 ＤＯＲＡＴＡＳＫ 评估法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针对宇

航员心理负荷主观评估的 ＮＡＳＡ－ＴＬＸ 方法的基础上，民航局针对

飞行签派员工作的特点和职责，制定了主观工作负荷和客观工作

负荷相结合的评价标准，为航空承运人签派人力资源提供了非常

具有借鉴意义的工作指导２２ 。

———规范飞机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和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

序。 飞机起飞和着陆的性能分析是飞机性能分析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根据航空承运人多年制作应急程序的经验，结合我国高原和

地形复杂机场众多的特点，民航局发布了《飞机起飞一发失效应

急程序和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制作规范》 ２３ ，以保障飞行安全，

提高运行效率。 规定了在起飞、复飞阶段应考虑的障碍物范围

（也可称作一发失效应急程序保护区）及垂直超障余度标准，统一

了超障评估方法，明确了航空承运人及机场的职责，同时也为监督

检查单位提供了工作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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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国产民用航空器制造运行支持体系的建立。 为贯彻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２０１２〕２４ 号）的

精神、积极推动支持国产民机制造，民航局下发通知２４ ，要求国内

民用航空器制造厂家切实建立航空器制造运行支持体系，从航空

器设计、人员培训、文件提供、维修支持、交付支持、信息收集和处

理、特殊支持等方面为航空器运营人或所有人提供规范、有效的服

务，并在组织领导、机构建设、规范管理上加强保障，不断提升国产

民用航空器安全运行水平和竞争力，实现国产民用航空制造业可

持续发展。

———制定国产航空器运行评审规范２５ 。 为保障航空器运营人

使用国产型号航空器的运行符合性和持续安全，搭建起航空器制

造厂家与运营人之间的桥梁，民航局引入了航空器评审组（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即 ＡＥＧ）在航空器型号合格证审定过程开展相关

运行评审这一工作机制，要求按照 ＣＣＡＲ－２１ 部申请型号合格证的

国产航空器在首次投入运行前应当经过 ＡＥＧ 评审，以确定驾驶员

资格规范、维修人员执照和培训规范、设备故障或者功能失效情况

下的放行规范（即最低设备清单）、计划维修要求、运行和持续适

航文件、型号设计对运行规章要求的符合性。 在航空器投入运行

后，ＡＥＧ 还应对航空器实际运行反馈的信息、对航空器型号进行

的设计更改及规章的修订进行持续评审。 同时还整理了已发布的

ＡＥＧ 报告，公示飞行标准司 ＡＥＧ 已经完成评审报告的航空器型号

和因历史原因未开展评审的各机型状况，为各机型运行审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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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批准提供参考２６ 。

———建立与航空器制造厂家的良好沟通渠道，为厂家编写各

类规范提供有力指导。

航空器作为特殊商品，除了设计和制造需要满足相应的适航

标准外，其运行和维修还要满足相应的运行规章的要求，以保证持

续飞行安全的要求。 尽管飞行标准相关规章的要求主要针对航空

运营人，但航空运营人所需满足的运行和维修要求，必须以航空器

制造厂家提供的技术规范为基础，有些还需要制造厂家直接提供

必要的服务。 因此，为建立起与航空器制造厂家之间良好的沟通

渠道，为其提供各类技术规范的编写指导，提高技术规范的认可

度，保证其所研制的航空器在投入运行后能得到民航当局的有效

支持，民航局发布了一系列旨在为航空器制造厂家提供具体指导

的规范性文件及管理文件。

确保航空器的持续适航。 正确的使用和维修是保持航空器固

有设计水平和可靠性的重要基础，而正确使用和维修是需要通过航

空器制造厂家制定准确详尽、便于使用的持续适航文件来保证的。

为给航空器制造厂家提供编制和管理持续适航文件（ ＩＣＡ）提供指

导，民航局编制了《航空器的持续适航文件》这一咨询通告，从对制

造厂家的基本要求、航空器持续适航文件的范围、分类、格式和语言

要求、持续适航文件的内容、维修程序、持续适航文件的编制、分发

和修订管理等方面为航空器制造厂家提供了指导２７ 。 需要注意的

是，对航空器持续适航文件的批准和认可是适航审定部门和飞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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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司 ＡＥＧ 部门的共同职责，该咨询通告主要针对的是除适航审定

部门批准的文件以外的持续适航文件的编制和管理。

规范航空器的运行文件的编写。 航空器的运行文件是保证航

空器在经批准的运行范围内得到正确使用的关键信息。 为给航空

器的制造厂家、设计更改批准持有人在编制和管理航空器运行文件

上提供指导，民航局发布了相关咨询通告，从对航空器制造厂家的

基本要求、运行文件的范围和分类、格式及语言、内容规范、运行文

件的编制、分发和修订管理等方面为制造厂家提供详细的指导２８ 。

同时还发布了《航空器制造厂家运行支持体系建设规范》，确保制造

厂家所研制的航空器在投入运行后能得到有效的支持２９ 。

指导驾驶员资格计划的编写。 航空器一旦投入运行后，驾驶

员即成为保证飞行安全的最重要和最终环节，因此国际上各民航

当局历来都非常重视驾驶员的资格要求，通过颁发执照来进行严

格管理，并且在飞行人员执照上通过不同的类别、级别和型别等级

等进行细化管理。 航空器型别等级或型别训练要求的前提是需要

航空器制造厂家提出一个驾驶员资格计划（ＰＱＰ），因此一个合适

的驾驶员资格计划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给航空器制造厂家提供

恰当的指导，民航局在结合国际通用做法的基础上，编写了《驾驶

员资格计划编制指南》，从全新型号航空器的驾驶员资格计划、衍

生型航空器的驾驶员资格计划、主差异要求和运营人差异要求、训

练、检查、经历规范及其他涉及驾驶员资格计划修订的情况等方面

为制造厂家提供详细的指导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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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维修人员执照机型签署及培训规范的编写。 为帮助航空

器制造厂家给所研制的航空器编制维修人员执照机型签署及维修

培训规范，民航局编制了《航空器制造厂家建议的维修人员执照

机型签署及培训规范》，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中引入签署代码的

概念，通过明确签署代码所涵盖的机型（构型）达到简化和规范签

署的目的，同时增加制造厂家建议和维修培训评审 （ＭＴＥ）的环

节，以确定对应的培训规范３１ 。

培训需求分析（ＴＮＡ）是基于以建立受训者执行任务能力为目

标的系统化分析方法，其基本分析方法是在确定受训者需要执行

任务的基础上，通过逐个回答困难性、重要性和频繁性等问题来确

定需要培训才能执行的任务，并进一步分析执行任务所需的知识、

技能和意识，最后将执行所有任务的知识、技能和意识汇总并组织

培训模块，形成对应受训者工作和职责的训练要求。 针对航空器

型别训练如何应用培训需求分析确定具体训练要求，民航局编制

了《基于培训需求分析的机型飞行训练规范》 ３２ ，为航空器制造厂

家编制相关规范提供指导。

———指导外籍维修人员执照的临时批准及短期认可。 为给外

籍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的临时批准和短期认可提供指导，民航

局制定了相关政策，对该项工作提出一般性要求，主要从需要提交

的申请资料、审核、评估考试及颁发证书几个方面对航空器维修人

员执照临时批准及短期认可证书的申请和颁发提出具体要求３３ 。

———对维修单位实施异地维修进行管理和规范。 近年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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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及公务航空的发展，为给客户提供更加便利的维修服务，

各类维修单位在维修许可证主维修地点以外的地点从事维修服务

的情况越来越多。 民航局在借鉴国外异地维修有关法规要求以及

过去几年民航局相关政策文件执行情况的基础上，结合行业发展

需求和具体实践，编制了航空器异地维修的管理文件，旨在对

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规章的具体条款予以解释，并对维修单位各种异地

维修方式如何满足规章要求提供指导３４ 。

———正式公布与香港民航处、澳门民航局关于航空器维修培

训机构批准的相互认可。 经过前期的协商工作，根据目前的维修人

员执照管理情况，内地与港澳民航管理部门一致同意目前相互认可的

范围是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机型培训，将在无需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下

接受某一个被批准的维修培训机构所颁发的培训证书。 除非在特殊

情况下另行约定，否则某一局方批准的维修培训机构必须设立在该局

方管辖区域内；任一局方都不再对位于另一局方管辖区域内且经批准

的维修培训机构颁发任何进一步的许可３５ 。

———制定对代码共享的外国航空运营人安全审计指南。 随着

国际航空市场的蓬勃发展，许多国内运营人采取与外国运营人代

码共享的方式参与和延伸其国际运行，航班的实际承运人为外国

运营人，而代码共享的外国运营人安全运行水平与中国公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和中国民航的国际声誉密切相关。 为此，民航局制定

了对代码共享的外国航空运营人的安全审计指南，对审计方案的

制定、审计的原则及适用标准、范围和方法、审计项目的评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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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及纠正、持续监控、审计时限要求、审计员资质、审计的委托和

审计报告等内容予以规范，为国内航空运营人对外国运营人实施

代码共享的安全审计工作提供了指导，以确保外国运营人达到并

持续满足安全需要。

———积极推进航行新技术应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民航局

航行新技术应用与发展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本着“急用先行”的

原则，将基于性能的导航（ＰＢＮ）、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ＡＤＳ－Ｂ）、

平视显示器（ＨＵＤ）和卫星着陆系统（ＧＬＳ）四项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和技术验证列为近期重点工作。 ２０１４ 年中国民航共完成包括延

安、黎平机场公共 ＲＮＰ ＡＲ 在内的 ３３ 个机场 ＰＢＮ 飞行程序设计。

截至到 ２０１４ 年底，全国已有 １４５ 个机场具备 ＰＢＮ 运行能力，６６ 个

机场全面实施 ＰＢＮ 运行。 积极开展 ＨＵＤ 低能见运行试点。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山东航空公司获准使用 ＨＵＤ 在济南、青岛两机场

实施 ＲＶＲ２００ 米低能见度起飞，这对提高航空公司航班放行正常

性很有价值，该经验有望进一步推广至更多航空公司和机场。 加

快电子飞行包 （ ＥＦＢ） 补充审定和应用推广工作，重点推进 １ 级

ＥＦＢ 应用。 ２０１４ 年共有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等 １４ 家航空

公司在多个机型上开展 ＥＦＢ 运行，进一步提升驾驶舱飞行运行信

息管理能力。

———拓宽飞行标准监督管理系统的覆盖范围。 飞行标准监督

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ＦＳＯＰ）是民航局决定建设的以系统安全理论

为基本思想，风险管理过程为核心内容，通过系统化的监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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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化的监察计划、标准化的监察流程，有针对性的开展航空运营

人安全监管工作的任务管理系统。 其目的在于提高航空运营人的

安全水平，更新民航安全监管理念和方法，强化规章执行的标准

化，推进电子化办公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在 ２０１３ 年全面启用 ＦＳＯＰ 的基础上，２０１４ 年民航局进一步拓

宽 ＦＳＯＰ 覆盖范围，新增 １２１ 部公共航空运输航空承运人运行合格

审定子系统、１２９ 部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管理子系统、维修单

位审定监察子系统等新功能。 ２０１４ 年使用 ＦＳＯＰ 系统完成 ４ 家新

成立运输航空公司的运行合格初始审定，对 １２１ 部运输航空公司

完成 ４０７ 次补充审定、９６０４ 次监察，对 １２９ 部外国航空公司完成

６７５ 次审定、４８５ 次监察，对国内外维修单位完成 ９４４ 次审查。

———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积极应对西非埃博拉

出血热疫情。 ２０１４ 年初，部分西非国家爆发了埃博拉出血热疫

情。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多次对国内的疫情防控、对援助西

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和部署，并多次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专题研究相关工作，对疫情防控工作和援非抗疫工作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指示精神，有效防

范埃博拉出血热疫情输入，做好援非抗疫物资和人员运输工作，民

航系统在应对埃博拉出血热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统一部署

下，结合本行业工作特点和任务，积极应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

括启动民航应急控制机制，调整领导小组成员。 下发民航防控埃

博拉出血热疫情预案指南，做好应对准备工作。 协调承担援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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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疫区物资运输任务，协调做好机组成员航卫保障和消毒防疫工

作。 参加五部委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督导工作。 参与考察感染病例

空中隔离转运设备。 配合做好赴沙特朝觐人员疫情防控工作等。

———出版《民用航空器消毒及病媒生物防治技术手册》。 按

照计划，手册作为“民用航空医学系列丛书”，用于指导相关人员

掌握有关卫生管理规定、航空器消毒和病媒生物防治技术、为预防

控制航空器疾病传播提供参考。

三、适航管理

　 　 ———进一步加强对航空汽油的质量监管。 为确保通用航空使

用合格的航空汽油，促进航空汽油与国际接轨并逐步向低铅、超低

铅和无铅方向发展，民航局根据《民用航空油料适航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５５ 部）的要求，制定了《民用航空汽油合格审定及证后监

管程序》 ３６ ，对审定基础、配方评审、全规格检验等审定内容进行了

明确定义，并给出合格审定大纲，明确合格审定的各项程序及事后

监管工作的内容，对取证后的航空汽油质量进行持续监控，确保飞

行安全。

———制定适航攻关方案３７ 。 适航审定是国家为保障民用航空

安全而开展的依法行政行为，适航攻关是适航审定能力建设的重

要途径，是民用航空安全的重要保障和民用航空产品进入市场的

法定前提。 国务院高度重视适航审定能力建设，作出了开展适航

攻关的重要指示，适航攻关领导小组据此审议通过适航攻关方案，

明确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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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以“统筹规划，急用先行，创新驱动，共同提高，国际接轨，促进

发展”为基本原则，重点开展双边适航攻关、适航能力攻关和适航

硬件设施攻关，落实组织领导，注重责任落实，实施专家指导，推动

协同发展，加强督促检查，重点解决当前人力资源短缺、研究手段

落后、运行保障欠缺等瓶颈问题和薄弱环节，建立和保持满足我国

民用航空工业发展需求的适航审定能力。

———制定轻型运动航空器型号设计审批程序。 为规范轻型运

动型航空器型号设计批准审定工作，民航局专门制定颁布了管理

程序３８ ，以此程序替代《航空器型号合格审定程序》有关内容，使轻

型运动航空器型号设计批准审定程序有据可依。

———规范民航产品和零部件翻译版适航性文件管理要求。 为

履行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设计国义务，保证有关产品和零部件

持续适航，民航局对翻译版适航性文件（主要包括航空器飞行手

册、发动机和螺旋桨安装手册和机载设备使用手册以及服务通告

等）的管理工作作出规定３９ ，要求设计批准申请人或持有人按照有

关程序提交或交付有关民航产品和零部件翻译版适航性文件，并

保证其在内容和表明批准或接受的形式方面与相应审定版适航性

文件一致。 管理要求的出台将有助于支持民航局适航审定合格的

民航产品和零部件取得进口国接受或认可。

———发布民航产品和零部件或外国设计批准接受或认可指

南４０ 。 为给正在或已取得民航设计批准的民航产品和零部件获得

外国设计批准接受或认可提供一般指导，民航局发布咨询通告，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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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民航公约》附件八《航空器适航性》、中国民航规章《民用

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 （ＣＣＡＲ－２１）和咨询通告《双边

适航协议及民用航空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制定程序和协议汇

编》（ＡＣ－００－０１），对于型号合格证（ＴＣ）、型号设计批准书（ＴＤＡ）、

补充型号合格证（ＳＴＣ）、改装设计批准书（ＭＤＡ）、技术标准规定项

目批准书（ＣＴＳＯＡ）或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 ＰＭＡ）申请人或持有

人，依据民航局与进口国民航当局（ＣＡＡ）关于航空产品和零部件

的双边适航协议文件要求，为有关民用航空产品或零部件取得进

口国设计批准接受或认可提供指导。

———发布航空产品设计更改审定基础的确定方法４１ 。 依据中

国民航规章《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 （ＣＣＡＲ－２１），

民航局发布了咨询通告，明确了型号合格证（ＴＣ）更改、补充型号

合格证（ＳＴＣ）或 ＳＴＣ 更改、改装设计批准书（ＭＤＡ）或 ＭＤＡ 更改审

定基础的过程，以及整个过程中的详细评估、分类和决定。 本通告

为按照 ＣＣＡＲ－２１ 的第 ２１．１０１ 条对已经型号合格审定的航空产品

进行更改时确定审定基础提供指导。

———发布适航领域技术标准规定。 本年度民航局继续大力推

进适航领域技术标准制定工作，依据中国民航规章《民用航空材

料、零部件和机载设备技术 标准规定》 （ＣＣＡＲ３７），在机载自动定

向（ＡＤＦ） 设备４２ 、航空轮胎４３ 、 机载静态电源变换器 （直流 －直

流） ４４ ， 航空静止变流器４５ ，机组人员肺式氧气调节器４６ ， 集装板、

集装网和集装箱 （集装器） ４７ ，航空燃油、滑油及液压油软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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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４８ ，镉镍、镍氢、铅酸蓄电池组４９ ，燃油涡轮辅助动力装置５０ 等方

面提出了技术标准规定，明确了上述材料、零部件或机载设备技术

所必须满足的最低性能标准。

———成立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适航审定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

我国发动机适航审定能力建设，促进民用航空制造业的持续快速

发展，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和民航局党组决定，成立

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适航审定中心，为民航局直属事业单位，机构

规格相当于正司局级，业务归口民航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管理。

主要职责为按授权承担民用航空发动机、螺旋桨、辅助动力装置等

型号合格审定、补充型号合格审定和生产许可审查相关工作；协助

管理民用航空发动机、螺旋桨、辅助动力装置等型号合格证和生产

许可证；协助编发民用航空发动机、螺旋桨、辅助动力装置等的适

航指令，协助制定（修订）适航标准及其相关文件；参与民用航空

发动机、螺旋桨、辅助动力装置等重复性和多发性事故的工程评

估、分析和研究；研究民用航空发动机、螺旋桨、辅助动力装置等适

航审定新技术；承办民航局交办的其他事项５１ 。

四、机场安全管理

　 　 ———强化飞机地面设备使用的安全标准。 按照 ＧＢ ／ Ｔ １． １－

２００９《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１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民航局分

别针对飞机地面电源机组５２ 、飞机地面静变电源５３ 、飞机地面空调

机组５４ 发布行业标准，针对行动不便旅客登机车５５ 、飞机垃圾接收

车５６ 、机场旅客摆渡车５７ 、机场除雪车５８ 发布国家标准，详细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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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识、附随文件、运输、储存等

要求，对飞机地面设备的安全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对机场飞行区顶盖的管理。 按照 ＧＢ ／ Ｔ １．１－２００９ 给

出的规则起草了行业标准５９ ，民航局将民用机场飞行区的顶盖划

分为集水口顶盖和地井顶盖，详细说明了其定义、等级、材料、设计

要求、试验要求和标志等内容，为民用机场飞行区顶盖的管理提供

了重要指导。

———明确机场机坪照明的技术要求６０ 。 按照 ＧＢ ／ Ｔ １．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了行业标准，民航局对民用机场机坪泛光照明从

基本要求、灯杆设置、照明配电与控制、照明检测及照明维护要求

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是机场机坪泛光照明技术规范化的重

要依据。

———规范易折易碎杆塔的技术要求及检测标准６１ 。 民用机场

飞行区障碍物限制面中用于支撑助航设施设备的杆塔具有易折易

碎性，可能对航空器造成危害。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文件，民航局发

布相关咨询公告，规定了易折易碎杆塔的通用要求、试验规程和合

格判断条件、出场检验、包装等事项，明确了相关的技术要求，规范

了有关的监测工作。

———规范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规划设计要求。 为规范民用

直升机场飞行场地的规划和设计，本着安全适用、经济合理的原

则，依据国际民航公约附件 １４ 第Ⅱ卷《直升机场》第四版的有关

标准和合建议，结合我国民用直升机场建设于管理的实际，民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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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并发布了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６２ 。

———规范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计价标准。 为规范民航专业工

程工程造价计价行为，统一民航专业工程计价文件的编制原则和

计价方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等法律法规，民航局制定并发

布了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６３ 。 不仅统一了民航专业

工程招投标阶段工程量清单的编制及计价方法，且规范了民航专

业工程建设实施阶段合同价款的约定、工程计量与价款支付、索赔

与现场签证、合共价款调整、竣工结算、合同价款争议的解决等工

程造价计价活动。

———指导低成本航站楼的建设。 为适应低成本航空发展的需

要，确定低成本航站楼的建设标准，民航局在对国内低成本航空公

司进行调研、对国外低成本航站楼建设经验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了低成本航站楼建设的原则，并从总平面布置、工艺设施、建筑、

信息弱电、给排水、暖通、电气、节能环保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

求，切实为低成本航站楼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指导６４ 。

———加强对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的管理。 民航工程建设涉

及民用机场选址、总体规划、勘察、设计、施工及维（养）护、试验检

测、监理、质量验收等多个过程，规范其行业标准，对于民航业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民航局规范了民航建设行业的标准管

理６５ ，在标准立项、编写单位及人员要求、审查人员、标准的制定和

修订、标准的日常管理、标准的复审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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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标准的具体编写方面，民航局也细化了标准编写的内容及格

式要求６６ ，力求确保标准的编写质量。

———加强民用运输机场场址审查工作。 运输机场场址应符合

国家和民航有关规划及文件要求，运输机场的海拔高度不应超过

４４２０ 米。 其报审流程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

府主管部门上报－民航局委托评审－民航局批复６７ 。

———规范小型运输机场及通用航空供油工程的设计与建设。

为适应小型民用运输机场建设及通用航空发展的需要，在总结和

吸收多年来国内通用航空及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建设经

验、参考国外相关标准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民航局制定了

《小型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涉及规范》及《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

范》。 《小型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涉及规范》适用于建设目标年年供

油量不大于 ５００００ｔ 的民用运输机场和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的

供油工程设计，共分为十章和一个附录，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

定、选址与规划、库区布置、供油工艺及设施设备、电气与通信、给

排水与污水处理、消防与安防、建筑与暖通等方面内容６８ 。 《通用

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适用于通用航空供油工程的建设，主要

内容包括总则， 术语， 基本规定， 选址与规划，总图布置， 供油工

艺及设施设备， 电气、报警与通信， 消防与安防， 建筑物、排水与

暖通， 工程施工、验收与投运等６９ 。

———加强对机场危险品运输保障能力的监管。 鉴于机场地面

服务代理人在危险品航空运输活动中承担了危险品地面操作的重

—４３—



要责任，依据 ＣＣＡＲ－２７６－Ｒ１ 的相关要求，民航局制定了地面服务

代理人危险品航空运输的备案管理办法，对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

实施备案管理，并对其提出危险品航空运输保障能力方面的要求。

通过这些办法和制度，切实加强对机场危险品运输能力的监管７０ 。

五、空中交通管理

　 　 ———修订民航通信导航监视工作规则。 随着民航业的快速发

展，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服务保障体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工作内

容及管理方式也朝着规模化发展，此外通用航空的发展以及低空空

域调整也对民航通信导航监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跟上时代

发展的脚步，民航局对原规章做了重新梳理和调整，修订后的民用

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工作规则包括总则、机构与人员、设施与设备、通

信导航监视服务、运行管理、飞行校验与验证、资料管理、监督检查、

法律责任以及附则共 １０ 章内容。 重新明确了通信导航监视运行保

障单位的职责和服务体系的组成，增加了对通信导航监视新技术应

用的相关工作、通信导航监视信息管理机制、通信导航监视服务的

内容，完善了飞行校验与验证的工作要求及法律责任７１ 。

———明确民航空管系统不安全事件的标准。 空管系统不安全

事件是指因空管系统单位、个人或设施设备原因影响安全运行的

事件，涉及空中交通管制、通信导航监视、航空气象及航空情报等

专业。 按照严重程度可划分为事故、事故征候、严重差错和一般差

错。 为进一步细化空管系统的不安全事件，规范不安全事件管理，

民航局发布了相关标准７２ ，将管制、设备、气象、情报等专业的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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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一并考虑在内，旨在从系统安全角度查找隐患、解决问题，强

化安全管理的系统性，积极促进不安全事件的调查，推进安全绩效

考核工作的开展。

———规范空中等待程序的有效应用。 等待程序是指等待飞行

许可的航空器，保持在一个特定空域内的一种预定的机动飞行程

序，为规范并指导管制单位和管制员科学有效地应用空中等待程

序，充分利用空域资源，提高运行保障能力，提升管制运行效率，确

保空中交通安全，民航局制定了相关咨询通告，要求空中交通管制

单位应针对等待空域及等待程序制定具体的管制工作程序和细

则，具体包括启用条件、进入和退出程序、进入和退出次序，等待高

度、等待航空器间垂直间隔、通话用语、军民航协调通报程序等，必

要时还应包括对等待航空器速度要求等内容７３ 。

———规范空中交通流量管理工作。 空中交通流量管理的任务

是平衡民航空管系统现有保障能力和空中交通需求以确保空域资

源的最大有效利用。 通过连续的分析、协调和动态利用空中交通流

量管理措施和程序以实现减少航班延误和空中交通安全、有序和快

速的流动。 为促进空中交通管制运行安全，提高空域资源利用效

率，促进工作协调、有序和高效进行，切实减少航空器地面长时间等

待，民航局结合国内外相关规定及实践，制定了关于空中交通流量

管理运行的指导文件，对相关基本定义、空中交通流量管理基础、管

理机构和职责、空中交通管制容量管理、空中交通流量统计与预测、

战术流量管理方法应用、基于协同决策的流量管理应用以及流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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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席位设置和人员管理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和指导７４ 。

———缓解频率资源紧张问题。 随着民航事业的快速发展，无

线电导航台的数量迅速增加，１０８．０００－１１７．９７５ＭＨｚ 频段的频谱资

源难以满足用频单位需求。 为解决此问题，根据国际民航组织建

议措施以及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将工作在此频段的航向信标、全向

信标频率间隔由 １００ＫＨｚ 缩小至 ５０ＫＨｚ，并且将与其配对使用的下

滑信标由 ３００ＫＨｚ 缩小至 １５０ＫＨｚ，将测距台工作模式由单一的 Ｘ

信道增加一个 Ｙ 信道，可有效地缓解导航频率资源紧缺问题７５ 。

六、空防安全

　 　 ———完善安检设备的技术标准。 安检设备的完备与完善，是

保障飞行安全的重要基础。 为进一步提升安检设备的安全系数，

民航局为民用航空旅客行李 Ｘ 射线多视角爆炸物探测安全检查

设备的鉴定测试及验收检测，提供了技术标准７６ ；对民用航空旅客

行李 Ｘ 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爆炸物探测安全检查设备的使用验

收提供了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７７ 。

———规范航空器区域监护工作。 航空器区域监护是指机场管

理机构根据机坪布局、机位分布情况和风险评估结果，采取固定值

守、巡视检查和视频监控相结合的方法实施分区监护，仅允许经授

权的人员、物品及车辆进入监护区域，确保执行航班飞行任务的航

空器得到有效监护。 为确保民用航空器在地面上的航空安保措施

得到有效实施，民航局发布了相关规则，明确了航空器区域监护方

案，实施航空器区域监护的机场的划分标准及人员安排，机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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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主要职责，实施监护的机场的设施设备应当满足的要求，以

及机场管理机构的工作制度等７８ 。

———为安保审计工作提供指导。 航空安保审计工作是对民航

安全保卫工作的全面评估和检测，为提升航空安保的质量控制，强

化航空安保的管理水平，民航局分别发布了适用于公共航空运输

企业和民用航空运输机场的航空安保审计检查单，从航空安保方

案与协议、组织机构与管理、质量控制、招聘、培训与资质、证件管

理、旅客与行李等方面提供了指导７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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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经济管理篇

２０１４ 年行业发展势头良好，航班运行协调有序，航班延误治

理工作取得进展，财经政策进一步完善。 作为国民经济的有机组

成部分，民航业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常态。 认识新常

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航工作的

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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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民航财经调控机制

　 　 ———规范民航专业项目经费管理。 为确保民航专业项目安排

公开、公平、公正，民航局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

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财政部关于印发＜民航发展

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等规定，制定了《民航专业

项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共分为六章三十六条，按

照全过程管理的思路，对民航专业项目资金申报、审核、使用、监督

等环节作出详细规定８０ 。 主要亮点包括：一是规范支出范围和标

准。 根据有关专项经费管理规定，同时针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对

民航专项经费支出范围做出规定。 严格控制项目中列支的会议、

差旅、培训及出国费用，对协作费和劳务费比例做出限制。 二是规

定所有项目安排必须履行评审程序，并对评审专家构成提出明确

要求，社会专家比例须达到 ４０％，一线专家比例须达到 ７５％。 三是

强化考核和处罚。 办法规定定期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考核，通报

执行率。 对于经费已下达而项目 ２ 年内仍未启动的，或年内有数

量超过 ４０％的项目未达到预期进度的，将采取终止项目执行、收回

资金、暂停申请资格等处罚措施。

———加强民航财经信息管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

平提升，民航运输业的快速发展，通用航空在民航体系中的作用日

益突出，民航财经信息管理工作遇到了新的挑战。 为适应新形势

需要，规范民航企业财经信息管理，强化行业经济运行监测分析，

民航局对《民用航空财经信息采集办法》进行了修订。 将通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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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企业纳入财经信息采集范围；提高了财经信息报表的编报要求，

除要求报送原办法规定的资料外，还需提交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注

释以及对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增减变动情况的说明；增加了

财经信息编报考核内容；规范报表的编报基础；增加了法律责任条

款，对违反财经信息编报规定的相关单位和个人实施经济处罚或

行政处罚８１ 。

———深化民航国内运价改革８２ 。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按照国务院常委会部署，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决定放开民航国内航线货物运输价格；进一步放开相邻省份

之间与地面主要交通运输方式形成竞争的部分短途航线旅客运输

价格；对继续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票价，由政府审

批航线基准票价改为由航空公司按照定价规则自行制定、调整基

准票价。

———完善民航发展基金征收管理。 为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

民航局清算中心升级民航发展基金（航空旅客）清算系统，民航局相

应修订原《民航发展基金征收实施细则》（民航发〔２０１３〕２２ 号）部分

规定，变更信息提供方式及民航发展基金（航空旅客）业务发布系统

网址。 一是各航空公司应及时通过基础信息平台（ｂｄ．ｃａａｃｓｃ．ｃｎ）提

供信息的变更情况，各机场、空管单位可登陆基础信息平台进行查

询，发布系统网址更新为：ｗｗｗ．ｃａａｃｓｃ． ｃｎ；二是完善民航发展基金

（航班旅客）争议处理流程，航空公司需在每月 ２５ 日前按规定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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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表格式提交民航发展基金（航空旅客）争议调整申请，同时将调整

依据文件压缩后上传至清算中心发布，清算中心应在收到航空公司

争议调整申请的次月完成审核确认工作，并在缴款通知书中单独列

示。 上述调整内容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起生效８３ 。

———推进公务机票政府采购工作。 为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要求，规范公务机票购买行为，联合财政部

下发《关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及补充通知，

规定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使用财政

性资金购买公务机票的其他人员，国内出差、因公临时出国应优先

购买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的国内航空公司优惠机票。 国内航空

公司按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给予公务机票优惠。 公务机票政府采购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在中央单位实施，２０１５ 年向全国推广。

———加强民航财务管控制度建设。 协调财政部研究制定民航

有关事业单位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补充规定，推动直属单

位依法合规进行会计核算；起草《民航行政事业单位内部财经控

制规范（试行）》，作为直属系统全面实施内部控制的总纲；拟定

《中国民用航空局内部审计暂行规定》，指导监督直属系统开展内

部审计工作；夯实会计基础工作，印发《民航部门决算管理办法》，

有效发挥决算在财务预算管理中的促进作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印发《民航局机关差旅费管理

办法》、《民航局机关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民航局机关

培训费管理办法》和《民航局机关网上报销管理暂行办法》，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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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民航局机关差旅费、因公临时出国经费、培训费和网上报销

管理。

二、深化航班延误治理

　 　 航班正常工作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系统性的工作。 做好这

项工作，资源能力是基础，信息畅通是核心，协同联动是根本，快速

处置是关键。 为积极应对各种极端天气对航班正常运行的影响，

克服航班增长对航班正常运行的压力，进一步筑牢航班正常工作

基础，巩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使航班正常工作常态

化，民航局决定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深入落实 ２０１３ 年出台的航

班正常工作文件要求，在保证航空安全的基础上，全面推进航班正

常工作。

具体措施包括：明确航班正常工作目标，扎实推进航班正常工

作，确保全行业航班正常率、全国主要机场航班放行正常率不低于

２０１３ 年平均水平，避免因航班延误处置不当引发社会重大事件；

切实加强资源能力建设，提升航班运行保障水平，实施机场综合保

障能力评估工作，优化空域结构，推进新技术的应用，严格控制协

调机场航班时刻容量以及公务机运行管理；打造航班运行信息平

台，实现航班运行信息共享，推进使用 ＡＣＡＲＳ 系统或者卫星电话，

建设空中交通信息平台，继续推进协同决策系统（ＣＤＭ）建设；加

强协调联动，形成航班正常工作整体合力，建立重要天气应对机

制，完善民航运行监控平台、航班放行协调机制和大面积航班延误

应急预案，机场公安部门应与地方公安机关建立联动机制；快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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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延误航班，做好航班延误后的服务工作，快速调整航班计划，完

善地面服务代理协议及候机楼旅客服务协调机制，及时告知旅客

航班动态信息；加大督察力度，严肃处理违规行为，对航班运行保

障情况实施检查，严肃查处航班时刻违规使用的行为，大面积航班

延误时，地区管理局、监管局要对航班延误处置情况，包括航班放

行协调机制、候机楼旅客服务协调机制的运行情况等进行督查８４ 。

三、航空运输管理

　 　 ———规范国际航线航班运营秩序。 近年我国出入境旅游市场

发展迅速，在给我国国际航空运输市场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出现了

一些航空公司在安全、运行、管理方面的问题，给社会带来不良影

响。 为确保飞行安全，维护我国航空运输市场的正常秩序，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民航局根据相关规定，对中、外航空公司经营往返

中国的国际定期和不定期航班提出了要求，要求各航空公司必须

严格按照批准的航线、班次、班期、机型及起降时刻执行航班计划，

未经批准，不得随意更改和取消；不定期飞行及包机不得影响定期

航班运营，原则上不得连续经营超过三个月；航空公司在包机申请

未得到民航局批准的情况下不得采取相关活动；航空公司应建立

完善的服务体系；外国航空公司须按规定及时缴纳在华运营产生

的各项费用８５ 。

———进一步完善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８６ 。 保障残疾人航空运

输要求是国务院提出的完善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２００９ 年，民航局发布《残疾人航空运输办法（实行）》 （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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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办法》”），对规范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

着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残疾人对航空运输服务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据此，民航局会同中国残联对《办法》进行了

修订，使其与相关国际条约、国际惯例进一步接轨，更加合理地规

范了载运残疾人的人数，从订票、享受特殊服务、降低机场等候时

间、办理乘机手续、安检时的隐私保护、登机离机的特别规定、到港

协助服务等方面为残疾人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并通过强化员工接

受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培训、增加残疾人航空运输数据统计工作

有力强化了运输管理要求，全面贯彻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保障

了残疾人无障碍出行和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

———加强通用航空市场管理。 通用航空市场管理工作是指民

航通用航空市场管理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实

施通用航空经营许可、非经营许可通用航空登记、规范通用航空市

场秩序、保护航空消费者权益等具体行政行为的活动。 为确保通

用航空市场管理法规、规章的贯彻实施，民航局发布了相关管理办

法，对民航通用航空市场管理部门的督查事项、督查内容、督查工

作实施方式及实施程序等提出了要求８７ 。

———推进通用航空政策试点工作。 经民航局批准，内蒙古呼

伦贝尔拓展通用航空服务领域试点工作扩展至内蒙古自治区全

境，阶段性试点成果已在新疆自治区予以推广；批准中国南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穗澳通用航空包机飞行试点，支持辽宁省朝阳

市开展通用航空运营保障服务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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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民航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西藏民航发展的意见》 民航发〔２０１４〕２３ 号

２ 《民航局河南省政府关于共同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的合作备忘录》民航发

〔２０１４〕３６ 号

３ 《关于印发＜中国民用航空局对口支援赣州南康工作方案＞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４〕３０ 号

４ 《关于成立民航局全面深化民航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４〕５ 号

５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２０１４〕５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国发〔２０１４〕２７ 号

６ 《关于取消国内航线航班代码共享审批事项后加强市场监管工作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４〕１４ 号

７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关于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

协议》
８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修改＜定期国际航空运输管理规定＞、＜中国民用航空国内航线经营许可规

定＞和＜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规定＞的决定》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 ２２５ 号

９ 《中国民用航空监察员管理规定》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 ２２２ 号 ＣＣＡＲ－１８－Ｒ３
１０ 《关于废止民航发〔２０１０〕１３９ 号文的通知》 民航发〔２０１４〕６ 号

１１ 《关于在 ２０１５ 年度民航招收飞行学生体检鉴定中组织开展心理健康评定工作的通知》 局发明

电〔２０１４〕２６８６ 号

１２ 《关于下发 ２０１５ 年度民航招收飞行学生体检鉴定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局发明电〔２０１４〕３１９９ 号

１３ 《关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４〕２７ 号

１４ 《民用航空器适航检查委任单位代表和适航委任代表管理程序》 ＡＰ－１８３－ＡＡ－２０１４－０３
１５ 《关于成立第三届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专家委员会的通知》民航飞发〔２０１４〕９ 号

１６ 《危险品航空运输培训管理办法》 ＡＣ－２７６－ＴＲ－２０１４－０２
１７ 《民航安全检查从业人员在职教育培训大纲》 ＭＤ－ＳＢ－２０１４－００７
１８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和地面教员合格审定规则》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 ２２４ 号 ＣＣＡＲ－６１－Ｒ４
１９ 《关于印发＜运动类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办法＞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４〕９５ 号

２０ 《关于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考试成绩有效期调整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４〕４８ 号

２１ 《航空运营人导航数据库管理规范》 ＡＣ－９１－ＦＳ－２０１４－２１
２２ 《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人力资源评估指南》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４－１２１
２３ 《飞机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和一发失效复飞应急程序制作规范》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４－１２３
２４ 《民航局关于航空器制造厂家建立运行支持体系的指导意见》民航发〔２０１４〕９４ 号

２５ 《国产航空器的运行评审》 ＡＣ－９１－１０Ｒ１
２６ 《已发布的航空器评审（ＡＥＧ）报告》 ＩＢ－ＦＳ－ＡＥＧ００２
２７ 《航空器的持续适航文件》 ＡＣ－９１－１１Ｒ１
２８ 《航空器的运行文件》 ＡＣ－９１－２４
２９ 《航空器制造厂家运行支持体系建设规范》 ＭＤ－ＦＳ－ＡＥＧ００６
３０ 《驾驶员资格计划编制指南》 ＭＤ－ＦＳ－ＡＥＧ００１
３１ 《航空器制造厂家建议的维修人员执照机型签署及培训规范》 ＭＤ－ＦＳ－ＡＥＧ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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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基于培训需求分析的机型飞行训练规范》 ＭＤ－ＦＳ－ＡＥＧ００７
３３ 《外国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的临时批准和短期认可指南》 ＡＣ－６６－０６
３４ 《维修单位异地维修》 ＡＣ－１４５－ＦＳ－２０１４－１６
３５ 《与香港民航处、澳门民航局关于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批准的相互认可》 ＡＣ－１４７－０８
３６ 《民用航空汽油合格审定及证后监管程序》 ＡＰ－５５－ＡＡ－２０１４－０４
３７ 《适航攻关领导小组关于印发＜适航攻关方案＞的通知》适航攻关组发〔２０１４〕１ 号

３８ 《轻型运动航空器型号设计批准审定程序》 ＡＰ－２１－ＡＡ－２０１４－３７
３９ 《关于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翻译版适航性文件的管理要求》ＭＤ－ＡＡ－２０１４－００２
４０ 《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获得外国设计批准接受或认可的指南》ＡＣ－２１－ＡＡ－２０１４－２０
４１ 《航空产品设计更改审定基础的确定方法》 ＡＣ－２１－ＡＡ－２０１４－３６
４２ 《机载自动定向（ＡＤＦ）设备》 ＣＴＳＯ－Ｃ４１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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