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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１３ 年，民航系统认真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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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全行业未发生运输航

空事故，持续实现空防安全年；运输生产稳步增长，全年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６７１．７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３．５４ 亿人、货邮运输量 ５６１．３ 万吨，同比分别

增长 １０．１％、１０．８％和 ３．０％；航线结构进一步优化，国内航空公司新开辟和

恢复国际航线 １０７ 条；加强航班延误治理，航班正常得到提升，航班正常率

比治理前提高 ９．４ 个百分点；民航实力进一步增强，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底，全

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４５２．２ 亿元，新增 １０ 个机场，颁证运输机场达 １９３

个，飞机达 ３６６４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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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宏观政策篇

通过民航重点工作的推进以及民航“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顺

利实施，民航安全保障基础得到巩固，航空运输服务能力有效提

升，机场和空管系统保障能力进一步发展，发展方式转变继续深

入，各项政策措施逐步到位，全行业沿着民航强国之路向持续安

全、全球化、大众化方向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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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促进民航业发展重点工作分工

　 　 １ 月 １４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促进民航业发展重点工作

分工方案》 １（以下简称《分工方案》），将《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各项目标和任务进行

了细化和分解，进一步明确了各省（自治区、市）人民政府及国务

院有关部门贯彻落实《若干意见》的具体责任，内容涉及 １６ 大项

的 ５６ 个方面。

《分工方案》对《若干意见》的十项主要任务进行了分解。 在

加强机场规划和建设方面，要抓紧完善布局，加大建设力度；按照

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原则，确保机场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

有效衔接；着力把北京、上海、广州机场建成功能完善、辐射全球的

大型国际航空枢纽，培育昆明、乌鲁木齐等门户机场，增强沈阳等

大型机场的区域性枢纽功能。 在科学规划安排国内航线网络方

面，要重点构建以国际枢纽机场和国内干线机场为骨干、支线和通

勤机场为补充的国内航空网络；在老少边穷地区和地面交通不便

地区实施“基本航空服务计划”；优化内地与港澳间航线网络，增

加两岸航线航班和通航点；完善货运航线网络，推广应用物联网技

术，积极开展多式联运。 在大力发展通用航空方面，要巩固农、林

航空等传统业务，积极发展应急救援、医疗救助、海洋维权、私人飞

行、公务飞行等新兴通用航空服务；推动通用航空企业创立发展；

坚持推进通用航空综合改革试点，加强通用航空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通用航空法规标准体系，创造有利于通用航空发展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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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增强国际航空竞争力方面，要统筹研究国际航空运输开放

政策；鼓励国内有实力的客、货运航空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完善

国际航线设置，积极参与国际民航标准的制定。 在持续提升运输

服务质量方面，要努力提高航班正常率，完善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

和应急机制，规范航班延误后的服务工作；推广信息化技术；简化

乘机手续，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在着力提高航空安全水平方面，要

牢固树立持续安全理念，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严格落实生

产运营单位安全主体责任，推行安全隐患挂牌督办制度和安全问

责制度；加强专业技术人员资质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加强应急救

援体系建设。 在加快建设现代空管系统方面，要重点调整完善航

路网络布局，优化整合空管区划；完善民航空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

制；大力推广新一代空管系统。 在切实打造绿色低碳航空方面，要

重点实行航路航线截弯取直，提高临时航线使用效率；鼓励航空公

司引进节能环保机型，推动飞机节油改造，推进生物燃油研究和应

用；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航空影响的对策措施；制定实施绿色

机场建设标准；建立大型机场噪音监测系统。 在积极支持国产民

机制造方面，要鼓励民航业与航空工业形成科研联动机制，重点加

强适航审定和航空器运行评审能力建设；鼓励国内支线飞机、通用

飞机的研发和应用；引导飞机、发动机和机载设备等国产化。 在大

力推动航空经济发展方面，要通过民航业科学发展促进产业结构

调整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选择部分地区开展航空经济示范区

试点，加快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临空产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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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方案》要求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若干意见》精神，

将涉及本部门的工作进一步分解和细化，抓紧制定具体措施。 民

航局于 ２ 月 ８ 日发布关于分工方案的落实意见２ ，对于民航局牵头

负责的 ３３ 项工作进行细化。

二、完成民航“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

　 　 ２０１３ 年民航“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 ３ ，“十二五”以来，

全行业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保障安全持续安全为前提，以增强基

础保障能力为着力点，以提升发展质量为主攻方向，共同推动《中

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实施，较好地完成了既定目

标和任务。 并印发了评估报告。

“十二五”前半期，既定规划顺利实施，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一是航空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固，未发生运输航空重大安全事故，

安全水平远高于规划目标；二是运输机场保障能力稳步增强，机场

布局得到优化，机场建设加快推进；三是空管系统保障能力大幅提

高，空中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空管运行效率取得提高，空管技术

保障进一步加强；四是航空运输服务能力继续提升，机队规模适度

扩大，差异化服务和空铁联运服务得以开展，国际航线航班稳步增

长，主要基地航空公司国际枢纽战略成效初现；五是通用航空发展

初见成效，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服务拓展较快，发展环境有所

改善；六是发展方式转变得以推进，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改革开放

继续深入，科教事业和节能减排取得进步；七是政策措施落实逐步

到位，国家战略保障力度加大，法律规章体系继续完善，财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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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更加突出，行业文化建设有序开展。

下一步将从以下方面对规划进行调整：一是合理调整发展速

度，将总周转量、货邮运输量 ２０１５ 年目标分别调整为 ８３０ 亿吨公

里和 ６７０ 万吨，年均增长分别为 ９．１％和 ３．５％，比原规划目标分别

降低 ３．９ 和 ６．５ 个百分点；二是根据《国家“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规划》将新建机场调整为 ８２ 个，同时将 １０１ 个改扩建机场项

目调整为 １２０ 个，迁建项目由 １４ 个调整为 １８ 个；三是完善行业机

队管理，制定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机队规划，机队规模增速仍按照 １１％控

制，预计 ２０１８ 年末机队规模达到约 ３６５０ 架；四是围绕规划实施中

的突出问题，积极破解发展瓶颈，推进空域管理体制改革和低空空

域管理改革，努力保障航班正常，做好航班延误后的服务工作，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监管和适航审定能力，争取财税政策支持，

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放宽国内航班航线许可准入条件，推进国内航

空运输价格改革，支持低成本航空，航空物流，航空经济的发展，启

动基本航空服务，提高航空公司国际竞争力。

三、持续推进安全体系建设

　 　 安全是民航工作的重中之重，２０１３ 年民航颁布和修订了《中

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中国民用航空气象工作规

则》、《民用航空运输机场航空安全保卫规则》、《公共航空运输企

业航空安全保卫规则》等 ６ 部规章和 ３３ 个标准，下发 ６５ 个规范性

文件，进一步完善安全规章体系，强化安全基础建设。

同时，加强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与辖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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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签订了安全责任书，不断完善考核办法。 开展监管局安全监

管绩效考核和安全监管体系评估试点工作，建立民航安全能力建

设资金。 利用飞行标准监督管理系统（ ＦＳＯＰ）完成了对 １２１ 部航

空公司的 ８５１４ 次监察，实现了维修领域跨地区监管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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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改革开放篇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要求，民航坚

持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充分发挥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民航产业的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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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减少简化行政审批

　 　 ———放松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 ４ 。 根据“依法行政、依

托市场、简政放权、促进发展”原则，民航局简化了公共航空运输

企业经营许可条件，取消部分限制性条款。 同时取消对旅客运输

量超 １０００ 万人次以上机场设立航空公司分公司的数量限制，取消

对航空公司设立分公司时需盈利的要求。

———完善国内航线航班许可分类分级管理５ 。 ２０１３ 年民航继

续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航空运输市场。

在对国内航线分为登记航线和核准航线两类进行管理的基础上，

将涉及京沪穗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已形成充分竞争的航线航班全

部改为登记管理，进一步扩大登记航线航班许可的范围，降低核准

航线航班许可的准入条件，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航空公司国内航线许

可共计 ３２６９ 条，其中登记航线许可占比达到 ８８％，管理局管理的

航线许可占比达到 ７８％。 具体措施包括完善枢纽机场间航线网络

布局；适当增加千万级机场的航班量；鼓励航空公司调增京沪穗城

市机场间及于千万及机场间航线上宽体机航班比例；大力发展支

线航空，试点通勤航空，增强支线机场通达性；继续鼓励和支持航

空公司开辟和加密至新疆和西藏的航线航班，完善航线网络；加强

航空公司航线许可使用和定期航班计划执行情况监管和通报制度等。

———完善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开放与运行行政许可管理。 根据

“转变政府职能，落实简政放权”的有关要求，民航局对原通信导

航监视设备开放与运行管理模式进行了大幅调整。 将通信和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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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６ 的投产开放由行政许可改为备案管理，将导航设备７ 的特

殊开放许可下放地区管理局执行，将导航设备的定期开放由行政

许可改为备案管理，将政府职能由“管许可、管审批”转变为“定政

策、制标准、抓督查、严监管”，在确保运行安全的前提下，简化了

审批流程，提高了运行效率。

二、实施对外开放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与厄瓜多尔正式签署航空运输协定。 截止 ２０１３

年底，中国已与 １１５ 个国家（地区）签署航空运输协定，其中 １２ 个

协定为草签协定临时实施。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６ 日中国 －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在北京签署。 其

中，中方在入世承诺的基础上对航空运输服务作出了进一步开放，

取消了瑞士服务提供者投资航空器维修服务的经济需求测试的要

求，允许瑞士服务提供者设立合资企业提供机场地面服务中的集

装设备管理、旅客与行李、货物与邮件、机坪、飞机等服务；瑞方则

在航空器维修和保养、航空运输服务的销售和市场推广、计算机订

座系统服务、机场地面服务、机场管理服务等领域对我做出了完全

开放。

三、加强航班延误治理

　 　 ———明确航班正常工作职责分工８ 。 为构建以运行管理（监

控）部门为中枢的航班正常管理体系，进一步做好航班正常工作，

民航进一步明确航班正常工作分工，由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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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正常归口管理的相关工作，具体包括研究起草航班正常管理

工作制度和规范并监督检查有关落实情况，对全行业航班运行总

体情况实施日常监督和协调，发生大面积延误时及时启动大面积

航班延误处置协调联动机制，负责组织协调空管、航空公司、机场

等相关单位，有序实施统一放行，尽快恢复航班运营。 民航局运输

司着力做好完善规章、服务标准与规范、航班延误后的服务保障机

制，以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工作。 机场司为了进一步规

范航班备降工作，保证飞行安全和航班正常，印发了《航班备降工

作规则》 ９ 。

———多方面加强航班正常工作１０ 。 为做好航班正常工作，尽

量避免和减少大面积航班延误，民航部署从多方面做好工作：一是

加大先进技术使用力度，二是各运输航空公司飞机在 ２０１３ 年年底

前都要安装 ＡＣＡＲＳ 系统，实现舱单传递电子化，三是加强对人员

的训练力度；尽快建立大面积航班延误处置协调联动机制，建立信

息发布机制，建立延误航班的恢复放行机制，建立旅客服务协调机

制；加强航班运行管理；加强航班正常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地区

管理局运行监控中心，负责辖区内航班运行指挥协调，时刻管理部

门要加大时刻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航空公司要切实做好授权工

作，确保航班延误时不需另行请示即可按协议或公司规定为旅客

提供服务，同时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民航局制定了做好航班正常工作规定１１ ，本着“抓源头、抓过

程、抓善后”的原则，明确通过完善规章标准、科学管理、健全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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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和加强监督管理手段，重点解决影响航班正常和大面积航班

延误应急处置中的突出问题，提出航班正常率力争达到 ７５％－８０％

的目标，同时明确保障航班正常和处置航班延误的主体责任，规定

了航班正常和航班延误处置工作约束处罚机制，为航班正常工作

的开展提供了制度依据。

———制定航班正常运行标准１２ 。 为保障航班正常，民航在总

结航空公司运营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航班正常运行标准，就航班

各环节运行标准作出规定，包括特种车辆到位及工作完成时间、机

务维修、舱门开启、客舱清洁、餐食及机供品供应、航油加注、舱单

上传或送达、货邮、行李装卸、机组、乘务组到达航空器或机位、办

理乘机手续、登机、舱门关闭（开启）、运行控制、接机等。

———优化空中交通管制运行。 为保证空中交通安全，维护空

中交通秩序，加速空中交通流量，提高空中交通运行效率，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

则》，制定下发了《优化空中交通管制运行规范的暂行规定》 １３ ，优

化管制运行程序，提高跑道使用效率，加速航班运行，提高航班正

常率。

———组织推进航空器机坪运行管理 移 交 机 场 管 理 机 构 工

作１４ 。 以持续安全理念为指导，以提高机场航空器运行安全和效

率为牵引，以解决机场管制塔台代行航空器机坪运行管理的矛盾

和问题提高机场运行效率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充分借鉴华东地

区机坪运行管理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进航空器机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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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移交机场管理机构工作，明确了机坪运行管理移交的工作

目标、工作步骤和实施要求，提高航班运行效率。

———制定航班正常统计办法１５ 。 为规范航班正常统计工作，

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航班运行的实际情况，为各部门制定发展

规划和相关政策法规提供重要决策参考依据，民航局发布了航班

正常统计办法。 办法按照航班正常统计、始发航班正常统计、机场

放行正常统计、机场平均滑行时间统计等不同分类制定了统计指

标，明确了数据报告主体责任，并对统计报告和争议裁定时限做出

了规定，为航班正常的统计制定了标准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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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法制建设篇

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是民航行业运行的规范。 与我国民

航的持续快速发展相适应，民航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行业管理法

律法规体系，对行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航在法制

建设中结合行业实际坚持突出立法工作重点，不断提高立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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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立法工作重点

　 　 围绕行业发展大局，突出立法工作重点， ２０１３ 年民航共制定

发布规章 ６ 部均直接涉及航空安全，同时制定了涵盖了从人员资

质和培训、飞行标准、适航管理、机场安全、空中交通管理以及空防

安全等各个方面的大量规范性文件。

２０１３ 年民航局发布的规章分别是：《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

输管理规定》 （民航局令第 ２１６ 号）、《中国民用航空气象工作规

则》（民航局令第 ２１７ 号）、《民用航空运输机场航空安全保卫规

则》（民航局令第 ２１８ 号）、《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空安全保卫规

则》（民航局令第 ２１９ 号）、《民用航空导航设备开放与运行管理规

定》（民航局令第 ２２０ 号）和《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飞行校

验管理规则》（民航局令第 ２２１ 号）。

２０１３ 年民航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 《民用航空人员体

检鉴定机构管理规定》、《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医师管理程序》、《航

空器驾驶员、飞行教员和地面教员执照理论考试》、《特殊机动飞

行训练》、《运输航空公司外送学生飞行训练的要求》、《中国民航

飞行标准监察员培训管理办法》、《飞行签派员执照理论考试命题

管理程序》、《民用航空电信人员岗位培训大纲》、《私用驾驶员执

照申请人和持有人体检鉴定及体检合格证管理》、《民航建设工程

初步设计审查暂行办法》、《民航建设工程行业验收暂行办法》、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模拟机评估管理规定》、《通用航空机场

空管运行保障管理办法》、《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台（站）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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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民用航空通信监视设备开放与运行管理规定》、《民

用机场风温廓线雷达系统技术规范》、《民用机场与地面航空无线

电台（站）电磁环境测试规范》、《机场管制模拟机需求技术规范》、

《程序管制模拟机需求技术规范》、《雷达（监视）管制模拟机需求

技术规范》等。

二、提高立法质量

　 　 提高立法质量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法律条文表

述的规范程度，直接影响执法工作，影响法律的实施效果。 逐步统

一和规范民航规章立法技术，是提高行业立法质量的有效途径。

在总结民航规章立法工作实践和研究国内外立法理论的基础上，

民航局从规章的结构、条文和语言三个角度，提出民航规章立法技

术规范１６ ，指导民航规章的起草、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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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安全监管篇

持续安全是实现民航强国战略业的第一要务，是民航产业取

得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 通过对人员资质能力的进一步规范、

新设备和新技术的进一步运用以及安全监管规章的进一步完善，

民航安全管理能力得到加强，行业总体安全形势保持稳定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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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员资质能力管理

　 　 ———继续加强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管理。 ２０１３ 年民航分

别颁布了针对体检鉴定机构和体检医师的管理程序，对体检鉴定

机构和体检医师的管理提供了明确依据。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机构管理程序》 １７ 根据《民用航空飞

行标准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１８３ＦＳ）制定，

对体检鉴定机构的申请、审查、委任和监督管理程序进行了规范，

明确规定体检机构实施分级管理。 民航局成立“民用航空人员体

检鉴定体检机构评审委员会”，负责体检机构分级评审工作。 该

管理规定还对体检鉴定机构的分级管理标准作出了具体规定。 同

时，与该标准配套的《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场所和设施设备配

备规范》１８ 也相应发布，对体检鉴定工作的场所和设备做出具体要求。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医师管理程序》 １９ 依据《民用航空飞行标

准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１８３ＦＳ）制定，对体

检医师的申请、委任、监督管理以及培训与考核程序进行了具体规

定，将体检医师分为单科体检医师和主检医师两个等级，并分别规

定了两者的任职条件和职责义务。 民航局飞标部门对申请人提交

的体检医师申请进行审批。 对符合任职规定的，按照 ＣＣＡＲ －

１８３ＦＳ 规章的规定进行委任，并颁发《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医师委任

证书》。 体检医师的委任期限为三年，符合连任条件的，经申请可

以连任。 同时，民航局发布了用于规范体检医师体检鉴定诊断名

称的标准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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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驾驶员和教员考试工作。 自 ２００６ 年《民用航空器驾

驶员、飞行教员和地面教员合格审定规则》（ＣＣＡＲ－６１ 部第三次修

订）正式实施以来，我国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和教员执照管理工作

已全部转入了新的管理模式。 为对驾驶员和教员执照申请理论考

试和实践考试进行规范，民航局分别颁布了《航空器驾驶员、飞行

教员和地面教员执照理论考试》 （第 ３ 次修订）和《驾驶员和飞行

教员实践考试标准》 （第 ３ 次修订）两部咨询通告，对有关执照考

试工作作出了详细规定。

《航空器驾驶员、飞行教员和地面教员执照理论考试》 ２１（第 ３

次修订）主要修订了飞机类别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理论考试大

纲，同时将飞机类别私用驾驶员执照理论考试大纲从原私用驾驶

员执照理论考试大纲（飞机、直升机）中单独列出，并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考试大纲，其结构由三层细化为四层，为今后明确具体的

知识点奠定基础。 直升机的私用驾驶员执照理论考试大纲继续使

用原考试大纲。

《驾驶员和飞行教员实践考试标准》修订了原实践考试标准，

包括： 私用驾驶员执照实践考试标准（飞机）、私用驾驶员执照实

践考试标准（直升机） 、商用驾驶员执照实践考试标准（飞机）、商

用驾驶员执照实践考试标准（直升机）、仪表等级实践考试标准

（飞机、直升机）、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实践考试标准（飞机）、航线

运输驾驶员执照实践考试标准（直升机）、 飞行教员执照实践考试

标准（飞机）、 飞行教员执照实践考试标准（直升机）、 飞行教员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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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实践考试标准（仪表等级）、 私用驾驶员执照实践考试标准（滑

翔机）、商用驾驶员执照实践考试标准（滑翔机）和飞行教员执照

实践考试标准（滑翔机）。

该咨询通告同时公布了除自转旋翼机、初级飞机、飞艇、自由

气球之外的航空器实践考试工作单。

———明确特殊机动飞行训练的标准和内容。 为规范和明确飞

机类别等级商用驾驶员执照以及教员等级训练中特殊机动飞行训

练（ＣＣＡＲ－ ６１ 部第 ６１．１５９ 条所指的特技飞行训练）的标准和内

容，民航局制定咨询通告２２ ，适用于按照 ＣＣＡＲ－６１ 部或 ＣＣＡＲ－１４１

部实施飞机类别等级商用驾驶员执照课程和教员等级课程的训

练。 该训练至少包括以下机动科目：螺旋的识别、进入和改出，失

速的识别和改出、急盘旋下降、大坡度盘旋、急上升转弯和懒“８”字。

———进一步规定航空公司外送学生飞行训练要求２３ 。 为进一

步规范按照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运行的运输航空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公

司）选送飞行学生前往境外飞机驾驶员学校（以下简称境外学校）

进行航线运输驾驶员整体课程和高性能飞机训练，满足外送培训

学生需求量较大的航空公司需求，民航局修订了咨询通告，对境外

学校的资质和管理要求、外送单位的职责要求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制定飞行标准监察员培训管理办法２４ 。 为全面系统实施

中国民航飞行标准监察员的业务培训，规范课堂教学和在职培训

管理工作，民航局制定管理办法，将民航飞行标准监察员分为运

行、适航维修和航空卫生三个领域，对培训的目标、组织机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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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课程设置、需求分析和评估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发布飞行签派员执照理论考试命题管理程序２５ 。 为规范

飞行签派员执照理论考试命题工作，提高命题质量，民航局制定了

飞行签派员执照理论考试命题管理程序，对按照《中国民用航空

飞行签派员执照管理规则》 （ＣＣＡＲ６５ 部）的命题与管理提出具体

实施要求。 该管理程序还在附录中详细列明了签派员执照理论考

试命题的参考知识点和参考资料。

———发布民用航空电信人员岗位培训大纲２６ 。 民航局结合民

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专业的实际情况，２０１３ 年制定发布了电信人

员岗位培训大纲，规范和指导民用航空电信人员岗位培训工作。

培训大纲将培训内容分为岗前培训、熟练培训、复习培训和附加培

训，在附件中详细列明了各项培训的主题、要求、内容和方式。

———加强私用驾驶员执照体检鉴定及合格证管理２７ 。 为细化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规定的申请或者持有 ＩＩ 级

体检合格证的私用驾驶员体检鉴定和办理体检合格证管理，民航

局发布咨询通告，为实施私用驾驶员体检鉴定和办理体检合格证

提供指导。 私用驾驶员体检鉴定标准和辅助检查项目按照《民用

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 （ＣＡＲ－６７ＦＳ－Ｒ２）和《空勤人员和

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鉴定》 （ＡＰ－６７ＦＳ－００２）的规定执行，但通告

所列特殊项目体检鉴定标准和辅助检查项目按照本通告执行。

———进一步规范民航安全检查人员培训工作２８ 。 民航局 ２０１３

年制定发布的国家民用航空安全检查培训管理规定，对民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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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员职业技能鉴定培训、民航安检从业人员岗前教育培训、在岗

继续教育培训和领导任职培训等在职教育培训进行了规范。

———加强民用航空安全保卫培训工作。 对原《国家航空安全

保卫培训大纲》进行了修订，为从事民用航空工作及其相关人员，

包括航空安保人员和非航空安保人员，应接受的与其职责相适应

的航空安全保卫提供了培训方案，并为民航企事业单位、国家航空

安保监察员、国家航空安保教员、民航企事业单位分管安保负责人

及安保管理人员、国家航空安保审计员提供了培训方案范本及培

训课程内容 ２９ 。

二、飞行标准管理

　 　 ———对部分直升机特殊训练和经历要求作出规定。 为确保直

升机安全运行，在参考了 ２００９ 年生效的美国特殊联邦航空条例

ＳＦＡＲ７３－２ 和美国联邦航空局罗宾逊 Ｒ－２２ ／ Ｒ－ ４４ 航空器评审组

１９９５ 年签发的相应机型的飞行标准化委员会报告的基础上，民航

发布并修订了咨询通告３０ 中，对 Ｒ－２２、Ｒ－４４ 两种直升机特殊训练

和经历要求进行了规定。

———制定航空公司运行控制卫星通信实施政策３１ 。 为彻底解

决飞机与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中心之间语音通信联系和实时监控问

题，民航局下发通知，为航空公司使用卫星通信系统在飞机与运行

控制中心之间建立及时可靠的语音通信联系提供政策指南。 该实

施政策要求在 ２０１７ 年底前实现所有运输类飞机实用卫星通信系

统与运行控制中心在 ４ 分钟内建立语音通信联系的目标，同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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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民航各地区管理局、监管局，空管局及各地区空管局，各运输航

空公司按照实施政策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明确具体的时间表，通

过推动卫星通信在运行控制中的应用，提升对飞行运行的风险控

制能力。

———发布无人驾驶航空器驾驶员管理规定３２ 。 随着无人驾驶

航空器（也称遥控驾驶航空器，简称无人机）的生产应用的蓬勃发

展，遥控驾驶人员的种类和数量快速增加。 为加强对民用无人机

驾驶人员的规范管理，促进民用无人机产业的健康发展，民航局发

布相应咨询通告，对无人机及其系统的驾驶员实施指导性管理，目

的是按照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建立我国完善的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监

管措施。 通告对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的适用范围、管理机构、行

业协会对无人机系统驾驶员的管理、民航局对无人机系统驾驶员

的管理、运行要求等内容做出了规定，为无人机驾驶员的管理提供

了初步的规范。

———制定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认可指南。 根据中国民航

规章 ＣＣＡＲ－６６ 规定，民航局认可的培训机构是指未按照 ＣＣＡＲ－

１４７ 部获得民航局颁发的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但民

航局按照规定程序认可其培训结论的机构。 为给认可民用航空维

修培训机构及其课程培训结论提供指导，民航局制定了咨询通

告３３ ，适用于航空器部件原制造厂家，以及除 ＣＣＡＲ－９１Ｒ２ 附录 Ａ

中所定义的大型航空器以外的航空器原制造厂家申请认可维修培

训机构及其课程。 该咨询通告就认可培训课程的范围和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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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描述，规定了民航局对维修培训机构培训课程的认可程序，以及

相应的课程、教员、培训设施、考试、培训记录、培训报告等要求。

———规范飞行表演３４ 。 由于大多数飞行表演活动需要申请偏

离 ＣＣＡＲ－９１ 部第 １１９ 条和 ２０１ 条相关要求，为规范此类飞行表演

针对 ＣＣＡＲ－９１ 部有关条款偏离的申请和批准，给拟举办飞行表演

的主办方和局方人员提供建议和指导，民航局制定了咨询通告，对

举办飞行表演的基本要求、飞行表演人员的资格要求、场地运行的

相关要求、运行管理中的其他要求、偏离许可证明的申请和批准程

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为飞行表演活动的进行提供了明确的指南。

———制定航空器驾驶员低温冰雪运行指南３５ 。 低温和冰雪条

件下造成事故的原因通常是由于当事飞行员缺乏对飞机限制以及

在低温和结冰条件下性能的了解、错误理解飞机系统结冰的认证、

对结冰这一术语的误解，以及人为因素等。 为减少此类事故的发

生，民航局发布相应咨询通告，为飞行员提供一般性的指南。 该咨

询通告不作为规章强制要求，不取代机型在特定的飞机飞行手册

（ＡＦＭ）或具体的飞行员操作手册中提到的具体信息，也不是建立

一个最低标准。 该咨询通告提供的指南和程序仅供咨询。 该咨询

通告内容主要包括低温天气航空器运行、结冰条件下的飞行以及

大型飞机除冰作业三大部分，为防止低温冰雪条件下事故的发生

提供了背景知识和指南。

———发布连续下降最后进近（ＣＤＦＡ）指南３６ 。 ＣＤＦＡ 是一种与

稳定进近相关的飞行技术，在非精密仪表进近程序的最后进近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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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连续下降，没有平飞，从高于或等于最后进近定位点高度 ／ 高下

降到高于着陆跑道入口大约 １５ 米（５０ 英尺）的点或者到该机型开

始拉平操作的点。 为提高非精密进近的安全水平，运营人应该尽

早停止使用梯级下降或者“快速下降后平飞”的飞行方法，取而代

之的是制定标准操作程序，训练和要求飞行员使用 ＣＤＦＡ 技术。

为此，２０１３ 年民航局发布了咨询通告，为在实施非精密进近程序

过程中使用连续下降最后进近（以下简称 ＣＤＦＡ）技术的运营人提

供指南，并说明了使用 ＣＤＦＡ 技术的运行程序，以及航空运营人将

ＣＤＦＡ 技术作为标准操作程序（ ＳＯＰ）实施所推荐的一般程序和训

练大纲。 该咨询通告适用于按照中国民用航空规章《大型飞机公

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和《小型

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ＣＣＡＲ－１３５ 部）运行

的合格证持有人。 其他航空运营人、飞行机组或飞行员可参照本

咨询通告所描述的方法实施 ＣＤＦＡ。

———规范航空公司基于计算机的记录系统的申请和批准程

序３７ 。 按照《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ＣＣＡＲ－１２１）实施运行的航空公司可以开发基于计算机的机组成

员和飞行签派员记录存储系统，替代传统记录方式，对这两类运行

人员的记录实施更为灵活和高效的管理，同时该系统也可为日常

监管工作提供便利。 为规范基于计算机的记录系统的管理，统一

记录系统的申请、批准程序，为监察员在评估和批准承运人的记录

系统提供帮助和指导，民航局发布咨询通告，适用于国内 ＣＣ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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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部合格证持有人所申请使用的计算机记录系统，其他合格证

持有人 ／ 航空公司可参照该咨询通告执行。

———发布运输航空公司维修工程管理外委指导文件３８ 。 为帮

助新航空公司学习母公司或其他公司成熟的维修工程管理经验，

从而更好地保证安全，节约成本，在 ２０１３ 年上航委托东航进行维

修工程管理的试点工作结束后，民航局总结经验和做法，发布了在

同一辖区、同一集团下航空公司实施维修工程管理外委的相关要求。

———发布 ＣＣＡＲ－９１ 部通用航空使用困难报告（ ＳＤＲ）的填报

要求。 为及时掌握按照 ＣＣＡＲ－９１ 部运行的航空器使用、维修状况

及安全动态，及时发现这些航空器在运行中的安全隐患，民航局开

发了 ＣＣＡＲ－９１ 部通用航空使用困难报告（ＳＤＲ）的填报系统，下发

了 ＣＣＡＲ－９１ 部通用航空运营人上报使用困难报告的要求３９ ，要求

通航企业填报 ＳＤＲ。

———大力推进航空公司运行控制卫星通信应用政策实施。 民

航局下发《航空公司运行控制卫星通信应用政策》 ４０ ，要求各运输

航空公司在 ２０１７ 年底前实现运输类飞机使用卫星通信系统与运

控中心在 ４ 分钟内建立语音通信的目标，并明确了三阶段实施时

间表。

三、适航管理

　 　 ———明确适航审定工作表格使用要求４１ 。 为保证适航审定过

程中使用规定的表格，民航局发布了管理程序，要求从事适航审定

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以及相应的申请人，根据有关程序的要求，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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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审定工作中使用该程序附录所列工作表格。

———发布生产批准持有人供应商管理指南４２ 。 为对生产批准

持有人供应商进行规范管理，民航局 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相应咨询通

告，提供了民航局可接受的生产批准持有人供应商管理指南，适用

于所有民航局批准的生产批准持有人。 管理指南对质量系统的建

立、供应商控制、境外供应商的使用以及对供应商控制系统的监督

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为供应商管理提供了明确依据。

———规范航空器标记标牌４３ 。 为规范航空器内、外部标记和

标牌，民航局发布的咨询通告，就飞机内、外部标记和标牌的选择、

标记和标牌文字的尺寸、文字字体、中文翻译、中英文顺序以及标

记和标牌的背景颜色等进行规定，从而为国内运营人和航空器制

造厂提供指导。 该咨询通告适用但不限于在中国注册登记，按照

ＣＣＡＲ－１２１ 或 ＣＣＡＲ－１３５ 部运行的航空器以及湿租的此类航空器

（客运）。

———发布直升机适航检查单４４ 。 为了规范通航运营人在航空

器交付过程中对航空器的适航检查工作，保证重要检查项目实施

贯彻，合理利用适航检查时间，提高适航检查的工作效率，民航局

结合国内制造厂和通航运营人在直升机引进工作中的经验，制定

了直升机适航检查单并发布咨询通告。 检查单包括航空器基本信

息、航空器的文件记录检查、航空器现场检查、总结等四部分，明确

了适航检查工作中通用航空（以下简称通航）运营人的责任和义

务，并为通航运营人所实施的直升机适航检查工作提供相应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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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型号合格证持有人持续适航体系的要求４５ 。 为建立

完善的持续适航体系，明确对型号合格证持有人的持续适航体系

建设的要求，民航局综合了相关适航规章的要求，参照国外适航管

理的做法并结合我国的工作实际，制定并发布了咨询通告，为指

导、帮助型号合格证持有人建立持续适航体系提供了基本的原则、

流程和方法。

———细化适航审查工作。 一是对 ＡＲＪ２１－ ７００ 飞机型号合格

审定和民航局航空器评审组 （ ＡＥＧ） 协调工作事宜提出明确要

求４６ 。 二是明确航空器型号认可中文标记标牌的审查要求４７ ，在

管理程序《进口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认可审定程序》 （ＡＰ－２１－

０１）和《美国民用航空产品和 ＴＳＯ 件认可审定程序》 （ＡＰ－２１－ＡＡ－

２００９－１９）的基础上，对航空器型号认可和补充型号认可中文标记

标牌审查工作进行了进一步要求。 三是发布专用条件，对 ＭＡ６０

型飞机加装人工增雨系统的条件进行明确规定。

四、航空安全行业标准管理

　 　 ———继续强化民用航空行业标准建设。 ２０１３ 年民航行业标

准工作主要有以下成果：

重新制定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标准４８ 。 新标准修改了部分定

义和表述，增加和修订了部分事故征候内容，包括增加了“平行跑

道同时仪表运行时，航空器进入非侵入区（ＮＴＺ），导致其他航空器

避让”，增加了“平行跑道同时仪表运行时，机组没有正确执行离

场或者复飞程序导致其他航空器避让，或者管制员错误的离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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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飞指令导致其他航空器避让”的内容；增加了“飞行时间内，餐

车、储物柜等客舱内设备、行李或其他物品滑出或跌落，造成航空

器受损或人员轻伤”的内容；修订了涉及危险品不安全事件的内

容；修订了“飞行中遭雷击、电击、鸟击或其他外来物撞击，导致航

空器受损”的内容；修订了“飞行中，遇有颠簸或其他原因造成人

员轻伤”等。

制定空中交通方面标准，涉及：多点定位系统通用技术要

求４９ ，空中交通管制 Ｌ 波段一次监视雷达技术要求５０ ，空中交通管

制 Ｌ 波段一次监视雷达测试方法５１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语音

通信交换系统测试方法５２ 。

完善航空运输安全标准，包括：锂电池航空运输规范５３ ，航空

运输锂电池测试规范５４ ， 国内航空货运单规范 ５５ ，国内航空货物

托运书规范５６ 等。

———全面加强民航网络信息安全管理。 民航信息安全是民航

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护国家安全、公众利益和促进民航行业

的发展，民航局制定了《民航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民

航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办法》和《民航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

办法》。

民航信息安全工作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运营谁负责、谁

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民航各单位要对本单位的信息安全负主体

责任，民航各级行政管理机构负监管责任。 各单位应建立人员管

理安全制度，加强对关键岗位和重要区域的人员管理，实行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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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级保护制度，除日常管理和安全保障外还应做好应急管理和

处置工作５７ 。

为保障民航网络与信息的安全，还应做好安全信息检查工作

和通报工作５８ 。 更好的掌握民航信息安全的总体状况，迅速发现

信息安全漏洞和隐患，落实信息安全责任，提高信息安全保障能

力，保证网络与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

五、机场安全管理

　 　 ———完善机场安全管理体系。 建立和实施机场安全管理体

系，可以实现从事后到事前，从开环到闭环，从个人到组织，从局部

到系统的安全管理。 民航局修订了《机场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指

南》，结合国际民航组织关于安全管理体系 ４ 个组成部分（安全政

策和目标、风险管理、安全保证、安全促进）的要求，将安全管理体

系归纳为安全政策、安全目标、组织机构与职责、安全教育与培训、

文件管理、安全信息管理、风险管理、不安全事件调查、突发事件响

应和安全绩效监测与评估十个要素。 机场管理机构应成立推进安

全管理体系领导小组，明确分工，制定制度，形成推进工作机制５９ 。

为规范机场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工作，落实持续安全管理理念，

促进机场安全管理体系持续改进，民航局提供了机场安全管理岗

位基本安全风险评估档案样例、风险管理样例、机场突发事件类

型、基于结果和过程的安全绩效指标样例、内部审核步骤和计划样

例，制定了机场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指南供相关单位参考和借鉴６０ 。

———指导大型机场噪声监测系统的建设６１ 。 为保障公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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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机场运行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民航局制定了大型机场噪声

检测系统建设指南，为年旅客吞吐量在 １０００ 万人次以上的大型运

输机场噪声监控系统的建设、使用、管理和维护提供指导。

———进一步规范机场选址及总体规划审查、民航建设工程设

计审查和验收工作。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修订后的《民用机场建设

管理规定》（民航局令第 ２１５ 号）正式施行。 为进一步规范民用运

输机场场址及总体规划审查、民航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和验收

工作，制定并颁布实施了选址６２ 、总体规划６３ 、初步设计６４ 及验收６５

管理程序，细化了审批工作内容、程序和要求，明确了项目建设单

位、设计单位、咨询机构、质量监督机构及民航管理部门等相关各

方的职责。

———规范特性材料拦阻系统（ＥＭＡＳ） 行业审定工作。 ＥＭＡＳ

是指敷设于跑道端安全区或升降带区域内，以特性材料或者结构

形成软质地表面，可以对冲入其中的飞机起到运动阻滞作用的系

统，经过行业审定机构的要求审核通过的 ＥＭＡＳ 才可用于民用机

场。 为对 ＥＭＡＳ 产品制造商及审定工作组的工作进行指导，民航

局制定了 ＥＭＡＳ 行业审定管理办法６６ ，从 ＥＭＡＳ 的系统功能和设

计要求、维护和修理、导航和灯光以及使用材料的安全性，耐候特

性、力学性能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规范民用运输机场应急救援演练督导工作。 由民航局负

责编制机场应急救援演练督导工作的程序、规范以及相应的检查

单、考核题库工作，并对民航地区管理局、民航省（区、市）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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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局开展的演练督导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６７ 。

———提高机场运行效率，保障航班正常６８ 。 为进一步规范机

场航班运行保障工作，民航局制定了机场航班运行保障标准，对计

划 ／ 预计开舱门时间和计划 ／ 预计关舱门时间进行了定义，并以此

作为所有航班运行保障单位作业的基准节点。 该标准包含十个章

节，主要包括航班信息、航空器始发、航空器过站、旅客流程、不正

常航班（含备降航班）保障、除冰雪等，对机场航班运行保障的各

个环节分别做出了量化要求，确定了机场航班运行保障的最大时

间（保障作业时间只能小于该时间）。 压缩了现有部分保障环节

的作业时间，并进一步优化了现有保障作业的流程。

———发布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６９ 。 为规范民用机场岩

土工程设计，本着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确保质量、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的原则，民航局编制发布了设计规范，对专业术语

及符号进行了定义和明确，对设计指标、岩土工程设计计算、场地

平整、飞行区域特殊性岩土、飞行区不良地质作用、专项工程设计

提供了指标标准及计算方法。

六、空中交通管理

　 　 ———制定民用航空气象工作规范７０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民航局重新制定了《中

国民用航空气象工作规则》，对观测与探测气象要素，收集与处理

气象资料，制作与发布航空气象产品，提供航空气象服务等内容作

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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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具体包括气象服务机构的设立与职责，气象服务机构的

运行条件和运行要求，气象人员的资质与培训，气象的观测与探

测，航空天气预报和特殊气象情报和警报，飞行气象情报交换，气

象服务，气象设施设备，气象资料管理以及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内

容，从而替代了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颁布的《中国民用航空气象规

则》（民航总局令 １４６ 号）。 新制定的气象工作规则突出了明确责

任、强化管理、提高气象工作质量的原则，增加和充实了应急管理、

质量管理、实验运行的内容，调整了各级气象服务机构的职责和低

空区域预报制作与发布的规定条款，为民用航空气象工作的发展

进一步夯实了制度基础。

———修订民用航空导航设备开放与运行管理规定７１ 。 为了加

强对民用航空导航设备的运行管理，保障飞行安全，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民航局

修订了《民用航空导航设备开放与运行管理规定》，对与民用航空

飞行活动密切相关的，为航空器运行提供引导信息与位置数据的

仪表着陆系统（包含航向信标、下滑信标）、全向信标、测距仪、无

方向信标、指点信标、卫星导航地面设备等地面无线电设备的开放

和运行管理进行了明确规定。

新规章取代了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民航总局颁布的《民用航空

空中交通管理设备开放、运行管理规则》 （民航总局令第 １７２ 号，

ＣＣＡＲ－８５），调整了行政许可的流程，减少了审批环节；同时规章

还增加了设备投产开放前试运行、台址和频率许可等要求；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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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关闭措施，将强制关闭修改为责令关闭；增加了对台址和频率

许可等要求，台址和频率许可等要求；明确了设备持续适用的要

求，应当发布航行通告的情形，并完善了罚则的内容。

———发布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飞行校验管理规则７２ 。

为了规范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飞行校验工作，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工作规则》，

民航局制定并发布了《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飞行校验管理

规则》。 这是民航局第一部关于飞行校验的管理规章。 第一次从

规章层面明确了飞行校验活动的实施责任主体和管理主体，第一

次明确了飞行校验活动的监督和管理机制，规定了飞行校验的实

施程序和要求，规范了飞行校验实施过程中各方的责任和义务，为

飞行校验活动的实施提供了依据。

———发布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模拟机评估管理规定７３ 。 为

了规范空中交通管制模拟机的评估和使用，促进管制基础和岗位

培训工作，民航局参照国际民航组织公约附件一《执照颁发》的要

求制定了《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模拟机评估管理规定》，适用于

在管制基础和岗位培训中使用的模拟机的评估和管理。 规定明确

了模拟机按照管制模拟训练种类分为：程序管制模拟机、雷达（监

视）管制模拟机、机场管制模拟机和其它特殊用途模拟机等四种；

按照其实现功能和技术指标分为 Ｉ 类和 ＩＩ 类，对评估专家的人员

构成，评估依据和评估程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制定通用航空机场空管运行保障管理办法７４ 。 依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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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运行单位安全管理规则》等规章，制定的通

用机场空管运行保障管理办法，适用于在我国领域内从事通用航

空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管理办法将通用机场可根据其对公众利益

的影响程度分为三类，对不同类别的通用机场的空管安全管理、空

管运行保障服务要求等作了具体规定，为通用机场的空管运行保

障提供了依据。

———发布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台（站）址管理办法７５ 。

管理办法对设备台（站）址的设置、迁移和撤销台（站）管理进行了

明确规定。 办法对台（站）设置的条件，台（站）址的申请和批准程

序、台（站）的撤销标准以及设置临时无线电台的申请、批准与撤

销程序进行了规定，为民用航空无线电通信监视设备台（站）址的

管理奠定了制度基础。

———制定通信监视设备开放与运行管理规定７６ 。 管理规定对

通信设备和监视设备的开放和运行管理作出规定，明确通信导航

监视运行保障单位负责本单位通信监视设备的投产开放备案，以

及运行管理、应急处置和维护维修等运行保障工作，确保通信监视

设备运行符合民用航空相关规定和标准，保持通信监视设备的持

续适用。 规定对通信监视设备的投产开放条件、备案程序，通信监

视设备的运行要求、监督管理等作了详细要求。

———发布民用机场风温廓线雷达系统技术规范７７ 。 民用机场

风温廓线雷达系统的构成、功能、性能和环境适应性等技术要求应

当符合民用机场风温廓线雷达系统技术规范的要求。 规范对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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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温廓线雷达系统的构成及功能进行了明确，对产品输出功能、系

统性能以及环境适应性做了详细规定，并在附录中列出了信号功

率的谱矩及信噪比计算方法、风速、风向及 Ｃｎ２ 计算方法以及风温

廓线雷达数据格式等内容。

———发布民用机场与地面航空无线电台（站）电磁环境测试

规范 ７８ 。 测试规范为对民用机场或对地面航空无线电台（站）电

磁环境的测试提供了依据。 规范对需要测试的无线电频段、测试

地点的选择及其他测试要求进行了明确规定，并提供了电磁环境

测试报告的标准格式，为电磁环境测试报告的编写提供了参考。

———发布管制模拟机需求技术规范。 管制模拟机包括机场管

制模拟机、雷达（监视）管制模拟机和程序管制模拟机等，其中机

场管制模拟机是用于培训塔台管制员的设备，能够模拟包括塔台

视景在内的机场管制场景和用户界面；雷达（监视）管制模拟机是

用于雷达（监视）管制人员培训的设备，能够模拟包括进近（终端）

和区域雷达（监视）管制场景和用户界面；程序管制模拟机是用于

程序管制人员培训的设备，能够逼真地模拟包括进近和区域程序

管制场景和用户界面；上述三种模拟机均能够为受训人提供一个

接近真实的模拟管制训练环境。 民航局 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管制模拟

机需求技术规范７９ ，对上述三种模拟机的技术规范进行了明确。

技术规范规定了三种管制模拟机的系统功能、技术要求、环境适应

性和设备要求以及真实度评价等方面的内容，为机场管制、雷达

（监视）管制和程序管制模拟机系统的技术规范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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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航空无线电导航设备测试要求。 根据《民用航空空

中交通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 （ＣＣＡＲ－８７）和《民

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工作规则》 （ＣＣＡＲ－１１５）的有关规定，为强化

通信导航监视运行安全水平，提高民用航空空中交通通信导航监

视设备使用许可、工厂验收、现场验收工作质量，民航局分三部分

以咨询通告形式发布了航空无线电导航设备测试要求 ，对仪表着

陆系统 （ ＩＬＳ） ８０ 、 多 普 勒 甚 高 频 全 向 信 标 （ ＶＯＲ） ８１ 和 测 距 仪

（ＤＭＥ） ８２ 测试的总体要求进行规范。 上述咨询通告对测试的一般

要求、测试项目、测试人员要求、测试时间、测试报告等要求进行了

明确规定，为航空无线电导航设备的测试提供了依据。

———发布民航空管防止跑道侵入指导材料８３ 。 为便于民航各

级空管管理部门和从业人员了解和掌握跑道安全知识，通过解析

跑道安全提出安全建议，民航局依据相关规章、标准及文件编写了

民航空管防止跑道侵入指导材料，阐述了跑道侵入的产生原因，将

跑道侵入事件分为从 Ａ 至 Ｅ 五级（其中 Ａ 类属于航空器严重事故

征候，Ｂ 类属于一般事故征候），按照 ＳＨＥＬ 模型，将跑道侵入事件

中的空中交通管理影响因素按照人、设备、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

来归纳分析，从明确职责、完善制度和加强内部检查三个方面阐述

了跑道侵入的预防手段，为空管行业做好防止跑道侵入提供了帮助。

———发布 ＩＩ ／ ＩＩＩ 类仪表着陆系统场地设置与保护指导材料８４ 。

在参考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十 航空电信》、美国

联邦航空局《仪表着陆系统选址规范》 （ＦＡＡ ＯＲＤＥＲ ６７５０．１６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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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航组织欧洲和北大西洋办事处《仪表着陆系统航向信标临

界区与敏感区管理指导材料》的基础上，编制的 ＩＩ ／ ＩＩＩ 类仪表着陆

系统场地设置与保护指导材料，适用于实施或者计划实施仪表着

陆系统 ＩＩ ／ ＩＩＩ 类运行的机场对航向信标、下滑信标与指点信标的

场地保护区域划设。 指导材料对信标台的设置、场地和环境要求

进行了明确描述，为此类仪表着陆系统场地设置与保护提供了指导。

———发布 ＡＤＳ－Ｂ 地面站配置和设置场地指导材料８５ 。 广播

式自动相关监视（ＡＤＳ－Ｂ）是航空器自动广播由机载星基导航和

定位系统生成的精确的航空器、机场场面活动区域内其它地面动

目标自身定位信息，通过特定数据链和格式进行周期性自动的监

视信息广播，并由特定地面站设备和 ／ 或其他航空器进行用于监视

的接受和处理的手段。 为规范 １０９０ＭＨｚ 扩展电文广播式自动相

关监视地面站（接收）的设计与建设８６ 以及设置场地的环境和安装

方式８７ ，民航局分别发布信息通告，对有关要求提出指导意见，为

ＡＤＳ－Ｂ 的建设实施提供了进一步参考。

———发布空域容量评估管理办法８８ 。 空域容量是空中交通流

量管理、空域规划实施、管制运行保障、设施设备及管制人员配备

的重要依据。 为了科学地确定空域容量，规范民航空管系统空域

容量评估和管理工作，民航局依据《民用航空使用空域办法》制定

了空域容量评估管理办法。 办法规定空域容量可以自主评估，也

可以委托空域容量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并对委托专业机构评估的条

件、评估方法要求等内容作出规定，为空域容量评估管理工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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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依据。

七、空防安全

　 　 ———全面加强和规范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及运输机场的航空安

全保卫工作。 为保证航空旅客、工作人员、公众、航空器、机组及机

场设施设备的安全，民航局发布了公共航空运输企业８９ 和民用航

空运输机场９０ 航空安全保卫规则，对航空安保管理体系，质量控制

和经费保障，航空安保方案、运行航空安保措施、安保应急处置、监

督管理及法律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

———国际民航公约附件十七第十三次修订。 本次修订包括旅

客以外的人员进入控制区的管制措施，加入了对转机货物和高风

险货物的定义，以及规定了对客机和全货机载运货物的共同基准

安保措施９１ 。

———发布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安保审计管理规定９２ 。 为明确地

区管理局在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安保审计工作中的职责，加强协同

合作，民航局发布了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安保审计管理规定，根据是

否设有分公司以及分公司的分布情况，将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分为

三类，并根据类别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管辖地区管理局及审计小

组，审计报告的编写。

———发布民用航空安保行政检查单９３ 。 为充分发挥法规行政

监督职能，推进行政检查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确保在行政检查

过程中适用依据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民航局整理编制了行业统一

的安保行政检查单，对包括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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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共计 ２４ 章 １３２ 节 ４８９ 个检查点进行了详细规定，确保所有

行政检查点都有相应的航空安保规章、标准或规范性文件作为依据。

八、危险品运输

　 　 ———制定发布规章规范危险品航空运输活动９４ 。 为加强危险

品航空运输管理，促进危险品航空运输发展，《中国民用航空危险

品运输管理规定》对国内经营人、在外国和中国地点间进行定期

航线经营或者不定期飞行的外国经营人以及与危险品航空运输活

动有关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危险品运输的行为作出规定。 规章

规定危险品运输应当遵守本规章和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制定

的程序定期批准和公布的 《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

（Ｄｏｃ９２８４ 号文件）规定的详细规格和程序，规章还对危险品航空

运输许可程序，危险品航空运输的准备，托运人、经营人及其代理

人的责任以及危险品航空运输培训和危险品航空运输监督管理等

内容做了具体规定。

———加强湿租航空器运输危险品管理。 为规范航空运营人使

用湿租航空器运输危险品的活动，确保湿租航空器危险品运输安

全，民航局下发通知，明确了航空运营人使用湿租航空器运输危险

品的相关要求，航空运营人使用湿租的航空器运输危险品应当获

得民航地区管理局的批准，运营人及出租人都应取得危险品航空

运输许可９５ 。

———加强旅客携带锂电池乘机安全风险防范。 为防控旅客携

带锂电池乘机的安全隐患，进一步做好旅客携带锂电池乘机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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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工作，民航要求各航空公司、安检机构严格执行关于旅客携

带锂电池移动电源乘机的要求，做好托运行李中锂电池设备的安

全管理工作，做好机上锂电池起火冒烟的应急处置，加强对旅客携

带锂电池乘机安全管理的监督检查工作９６ 。

—０４—



第五部分　 经济管理篇

２０１３ 年民航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

善政府宏观调控。 完善运输价格管理， 整合调整民航行业财经政

策，引导低成本航空和通用航空发展，提升航空运输普遍服务水

平，推进行业节能减排，从而进一步转变行业发展模式，提升行业

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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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市场为导向完善航空运输价格管理

　 　 ———进一步完善民航国内航空旅客运输价格政策９７ 。 为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发挥市场

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民航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对国内航空旅

客运输价格管理进行了调整，对于旅客运输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

的国内航线，均取消票价下浮幅度限制，航空公司可以基准价为标

准，在上浮不超过 ２５％、下浮不限的浮动范围内自主确定票价水

平。 对部分与地面主要交通方式形成竞争，且由两家（含）以上航

空公司共同经营的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票价由实行政府指导价改

为市场调节价。 航空公司在上述范围内制定或调整旅客运输票价

时，应至少提前 ７ 日向社会公布，并通过航空价格信息系统抄报民

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调整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 航 班 民 用 机 场 收 费 标

准９８ 。 内地航空公司港澳航班（含实际经营的与外国及港澳航空

公司实行代码共享的航班）民用机场收费标准，在内地出（入）境

机场的航空性业务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基准价，按照外国及港澳

航空公司航班收费标准基准价执行；在内地非出（入）境机场，且

旅客、货物邮件目的地是外国城市及香港、澳门时，旅客服务费、旅

客行李安检费、货物邮件安检费收费标准基准价按照外国及港澳

航空公司航班收费标准基准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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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政府宏观调控水平

　 　 ———完善民航行业财经政策。 根据民航发展基金管理规定，

适应民航行业发展需要，制定出台《民航科技创新引导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和《民航安全能力建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丰

富完善民航财经宏观调控手段，对提升民航安全管理水平和科技

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规范加强民航预算资金管理。 为规范和加强各类民航预

算资金管理和使用，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发布《民航局预算执行

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强民航发展基金建设项目预算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加强民航预算执行管理和监督，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 ９９ 。

———加强民航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程序１００ 。 为进一步加强民

航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投资决策机制，简政放

权，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民航局对民航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程序进行

了修订，根据民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和复杂程度，将项

目分为五类，对不同分类采取不同的审批程序。

———加强民航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１０１ 。 制定出台《民航政

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强民航政府非税收入

收缴管理，规范收缴流程。 民航发展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民航罚没收入等各类民航政府非税收

入全面实施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

度，收入按规定程序和要求上缴财政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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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航空运输普遍服务

　 　 ———修订支线航空补贴办法。 为进一步发挥航空运输的基础

性作用，推进航空运输的普遍服务，２０１３ 年民航对支线航空补贴

办法进行修订完善。 支线航空补贴是对航空运输企业运营经济效

益较差、运营困难的支线给予补贴，政策实施对于提高航空公司运

营支线的积极性，优化支线航线网络，提升民航运输服务社会公众

的能力和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增强补贴的前瞻性和针

对性，本次修订将政府指定开通的政策性航线、通勤航空和通用航

空短途运输业务纳入补贴范围，同时进一步加大对连接藏区、新疆

区内和高原地区的航线，使用支线飞机执飞的航线以及通勤航线

和通航短途运输航线等特殊航线的支持力度。

———引导低成本航空发展１０２ 。 为增强民航行业的持续发展

能力，加快民航强国大众化战略的实施，民航局出台《关于促进低

成本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

面深化民航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指导意见》提出发展低成本

航空要坚持市场配置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坚持迅速发展与持续安

全相结合，坚持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相结合的三项基本原则。 在

政策保障方面，提出了要坚持安全发展，促进快速壮大，支持灵活

经营，鼓励走出去，改善基础环境，加大政策扶持等六项措施，旨在

为低成本航空的发展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

———推行通勤航空试点。 民航局批准了华北局对公共航空运

输企业从事内蒙古阿拉善盟通勤航空试点的运输管理办法１０３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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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开展通勤航空提供经验，从而促进通勤航空发展。

四、促进通用航空发展

　 　 ———加强公务航空及通用航空管理和保障工作１０４ 。 随着社

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公务航空和通用航空需求的不断增加，近年

来我国公务航空及通用航空运输机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飞行

总量迅速增加。 为促进和规范公务航空及通用航空持续、安全、健

康的发展，民航局成立了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相应的指导

意见。 提出规范管理，确保安全运行；加强监督，维护运行秩序；创

造良好外部环境；完善保障设施的要求，并对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的

申报与审批工作进行了规范。

———规范通用航空行政许可审批工作。 民航局会同总参谋部

联合下发了《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与管理规定》 １０５ ，自建国以来

首次明确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工作交由民航局负责，为特殊

通用航空任务申报的行政许可事项完善了规章依据。 该规定借鉴

“负面清单”的方式，明确除 ９ 种情形外的飞行任务无需审批，此

外在指挥保障方面也降低了相关审批层级，赋予通用航空企业更

大的便利。

同时，民航局出台了规范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申报工作的

通知１０６ 及补充通知１０７ ，不仅为实施特殊通用航空任务申报的行政

许可事项提供了具体操作规范，还针对通用航空企业赴境外开展

通用航空业务的行政许可事项完善了管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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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行业节能减排

　 　 ———鼓励和规范民用机场桥载设备的使用１０８ 。 为全面开展

行业节能减排工作，鼓励和规范民用机场桥载设备使用管理，民航

制定并发布了民用机场桥载设备替代航空器辅助动力装置

（ＡＰＵ）运行暂行管理办法，从 ＡＰＵ 的使用管理、桥载设备的使用

管理、桥载设备的使用操作规范以及价格收费标准等四个方面对

桥载设备的使用进行了指导和规范。 桥载设备包括 ４００ 赫兹静变

电源设备（电源机组）和地面空调设备，能够在航空器停靠廊桥期

间替代 ＡＰＵ，是保障航空器正常运行的重要装备， 同时也可实现

利用电能替代燃油，从而减少燃油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降低机坪

噪声，是降低行业整体运行成本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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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行政执法篇

行政执法工作是加强行业安全监管，保障民航持续安全的重

要抓手。 通过严格监管，及时发现安全隐患，督促企业切实履行安

全主体责任，保障规章制度的落实，是实现持续安全战略不可或缺

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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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检查

　 　 ２０１３ 年民航共实施行政检查 ３８１１６ 次，其中按检查计划检查

２８９６４ 次，其他检查 ９１５２ 次，共计下发整改通知书 １６８４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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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用航空行政检查工作统计表 

            

单位：次 

检查对象类型 检查结果 

下发整改通知书 

 

项目 

 

 

 

检查内容 

计划

检查

总数 

实际

检查

总数 

国内

公共

航空

运输

企业 

国外

公共

航空

运输

企业

通用

航空

企业

空管
民用

机场 

航空

器设

计制

造企

业 

航空

器维

修企

业 

其他 整改事

项数量

（项）

已完

成 

未

整

改

整

改

率 

下发

整改

建议

书

(项)

检查

计划

完成

率 

进

入

行

政

处

罚 

按检查计

划检查 
28489 28964 12194 731 2263 2395 8733 206 1362 1080 5999 5230 474 92 1400 102 40 

其他检查 —— 9152 4139 104 819 472 2562 226 543 287 985 901 27 97 284 —— 17 

—— 38116 16333 835 3082 2867 11295 432 1905 1367 6984 6131 501 95 1684 —— 56 
合计 

其中：监管局实施按大纲检查   26103    次 参与其他检查 7801  次 

 

 

 



二、行政处罚工作

　 　 ２０１３ 年民航在行业管理中共实施行政处罚 １６１ 件，较 ２０１２ 年

减少 １７０ 件，其中罚款（５６ 件）和暂扣许可证、执照（４１ 件）是主要

的行政处罚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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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民用航空行政处罚案件情况表 

                                                                                                   单位：件 

行政处罚种类 处罚程序 处罚执行情况 

罚款 

没收违

法所得 

没收非

法财物 

并处情况 
一般  

程序 

申请法

院强制

执行 

责令停产停业 

警告并

罚款 

没收并

罚款 没违法

所得收 
罚款 

没收违

法所

得、罚

款 

执行罚 

未

执

行 

承

办

案

件

总

数

警

告
案 

件 

数 

金 

额 

案 

件 

数 

金 

额 

责

令

停

产

停

业

暂扣

许可

证、

执照

吊销

许可

证、

执照

其

他

案

件

数

金

额

案

件

数

金

额

案

件

数

金 

额 

案

件

数

金

额

案

件

数

金

额

简

易

程

序 总

数

听

证

数

当

事

人

自

动

履

行

申

请

数

执

行

数

案

件

数

金

额 

件 件 件 
万

元 
件 

万

元 
件 件 件 件 件

万

元
件

万

元
件

万

元 
件

万

元
件

万

元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万

元 
件 

161 40 56 74 0 0 1 41 2 6 14 15 1 0 0 0 0 0 0 0 17 144 0 143 0 0 18 16 0 

 



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民航业发展重点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
２《关于贯彻落实＜促进民航业发展重点分工方案＞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１９ 号）
３《关于印发民航“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７６ 号）
４《关于调整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管理有关政策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４１ 号）
５ 《２０１３ 年夏秋航季国内航线经营许可和航班评审规则》（ＭＤ－ＴＲ－２０１３－１）
《２０１３ ／ １４ 年冬春航季国内航线经营许可和航班评审规则》（ＭＤ－ＴＲ－２０１３－２）

６《民用航空通信监视设备开放与运行管理办法》（ＡＰ－１１５－ＴＭ－２０１３－０２）
７《民用航空导航设备开放与运行管理规定》（ＣＣＡＲ－８５－Ｒ１）
８《关于航班正常工作分工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２３ 号）
９《航班备降工作规则》（民航发〔２０１３〕６ 号）
１０《关于进一步加强航班正常工作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４４ 号）
１１《民航局关于印发做好航班正常工作若干规定》（民航发〔２０１３〕８０ 号）
１２《关于印发《航空公司航班正常运行标准》（试行）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８３ 号）
１３《优化空中交通管制运行规范的暂行规定》（民航发〔２０１３〕７２ 号）
１４《关于推进航空器机坪运行管理移交机场管理机构工作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７５ 号）
１５《关于印发〈民航航班正常统计办法〉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８８ 号）
１６《民航规章立法技术规范》（ＭＤ－ＬＲ－２００３－０１）
１７《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机构管理程序》（ＡＰ－１８３ＦＳ－００４）
１８《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场所和设施设备配备规范（ＭＨ ／ Ｔ ７０１９－２０１３）
１９《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医师管理程序》（ＡＰ－１８３ＦＳ－００３）
２０《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诊断名称及编码》（ＭＨ ／ Ｔ ７０２０－２０１３）
２１《航空器驾驶员、飞行教员和地面教员执照理论考试》（ＡＣ－６１－ＦＳ－２０１３－０９Ｒ３）
２２《特殊机动飞行训练》（ＡＣ－６１－ＦＳ－２０１３－１９）
２３《运输航空公司外送学生飞行训练的要求》（ＡＣ－１４１－ＦＳ－２０１３－０１Ｒ２）
２４《中国民航飞行标准监察员培训管理办法》（ＭＤ－ＦＳ－２０１３－０３）
２５《飞行签派员执照理论考试命题管理程序》（ＡＰ－６５－ＦＳ－２０１３－０２）
２６《民用航空电信人员岗位培训大纲》（ＷＭ－ＴＭ－２０１３－００１）
２７《私用驾驶员执照申请人和持有人体检鉴定及体检合格证管理》（ＡＣ－６７ＦＳ－２０１３－００２）
２８《关于印发〈国家民用航空安全检查培训管理规定〉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３３ 号）
２９《关于印发〈国家民用航空安全保卫培训方案〉的通知》 （民航发〔２０１３〕７３ 号）
３０《关于部分直升机特殊训练和经历要求的说明》（ＡＣ－６１－ＦＳ－２０１３－１８）

《关于部分直升机特殊训练和经历要求的说明》（ＡＣ－６１－ＦＳ－２０１３－１８Ｒ１）
３１《关于印发〈航空公司运行控制卫星通信应用政策〉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１０ 号）
３２《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ＡＣ－６１－ＦＳ－２０１３－２０）
３３《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认可指南》（ＡＣ－６６－０５）
３４《飞行表演》（ＡＣ－９１－ＦＳ－２０１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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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航空器驾驶员低温冰雪运行指南》（ＡＣ－９１－ＦＳ－２０１３－１８）
３６《连续下降最后进近（ＣＤＦＡ）》（ＡＣ－１２１ ／ １３５－ＦＳ－２０１３－４６）
３７《航空公司基于计算机的记录系统的申请和批准》（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３－４７）
３８《在同一辖区、同一集团下航空公司实施维修工程管理外委的相关要求的通知》 （民航飞发

〔２０１３〕７ 号）
３９《在同一辖区、同一集团下航空公司实施维修工程管理外委的相关要求的通知》 （民航飞发

〔２０１３〕７ 号）
４０《关于印发〈航空公司运行控制卫星通信应用政策〉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１０ 号）
４１《适航审定工作表格使用要求》（ＡＰ－００－ＡＡ－２０１３－０４）
４２《生产批准持有人供应商管理指南》（ＡＣ－２１－ＡＡ－２０１３－０４－Ｒ１）
４３《航空器内、外部标记和标牌》（ＡＣ－２１－ＡＡ－２０１３－１４Ｒ６）
４４《通用航空器适航检查单（直升机）》（ＡＣ－２１－ＡＡ－２０１３－１８）
４５《型号合格证持有人持续适航体系的要求》（ＡＣ－２１－ＡＡ－２０１３－１９）
４６《关于 ＡＲＪ２１ 一 ７ ００ 飞机型号合格审定与 ＡＥＧ 协调工作的要求》（ＭＤ－ＡＡ－２０１３－００２）
４７《航空器型号认可中文标记标牌的审查要求》（ＭＤ－ＡＡ－２０１３－００３）
４８《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ＭＨ ／ 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４９《多点定位系统通用技术要求》（ＭＨ ／ Ｔ ４０３７—２０１３）
５０《空中交通管制 Ｌ 波段一次监视雷达技术要求》（ＭＨ ／ Ｔ ４０３８—２０１２）
５１《空中交通管制 Ｌ 波段一次监视雷达测试方法》（ＭＨ ／ Ｔ ４０３９－２０１３）
５２《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语音通信交换系统测试方法》（ＭＨ ／ Ｔ ４０４０－２０１３）
５３《锂电池航空运输规范》（ＭＨ ／ Ｔ １０２０－２０１３）
５４《航空运输锂电池测试规范》（ＭＨ ／ Ｔ １０５２－２０１３）
５５《国内航空货运单规范》（ＭＨ ／ Ｔ １０５３－２０１３）
５６《国内航空货物托运书规范》（ＭＨ ／ Ｔ １０５４－２０１３）
５７《民航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暂行办法》（ＭＤ－ＰＥ－２０１３－０１）
５８《民航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办法》（ＡＰ－ＰＥ－２０１３－０１）

《民航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办法》（ＡＰ－ＰＥ－２０１３－０２）
５９《机场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指南》（ＡＣ－１３９ ／ １４０－ＣＡ－２０１３－２）
６０《机场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指南》（ＡＣ－１３９ ／ １４０－ＣＡ－２０１３－１）
６１《大型机场噪声检测系统建设指南》（ＭＤ－ＣＡ－２０１３－０３）
６２《民用运输机场场址审查暂行办法》（ＡＰ－１５８－ＣＡ－２０１３－０１）
６３《民用运输机场总体规划审查暂行办法》（ＡＰ－ＣＡ－２０１３－０２）
６４《民航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暂行办法》（ＡＰ－１５８－ＣＡ－２０１３－０３）
６５《民航建设工程行业验收暂行办法》（ＡＰ－１５８－ＣＡ－２０１３－０４）
６６《特性材料拦阻系统（ＥＭＡＳ）行业审定管理办法》（ＭＤ－ＣＡ－２０１３－０１）
６７《关于印发〈民用运输机场〉应急救援演练督导工作规则》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９９ 号）
６８《关于印发〈机场航班运行保障标准〉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８１ 号）
６９《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７０《中国民用航空气象工作规则》（民航局令第 ２１７ 号 ＣＣＡＲ－１１７－Ｒ２）
７１《民用航空导航设备开放与运行管理规定》（民航局令第 ２２０ 号 ＣＣＡＲ－８５－Ｒ１）
７２《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飞行校验管理规则》（民航局令第 ２２１ 号 ＣＣＡ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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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模拟机评估管理规定》（ＡＰ－７０－ＴＭ－２０１３－０１）
７４《通用航空机场空管运行保障管理办法》（ＡＰ－８３－ＴＭ－２０１３－０１）
７５《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台（站）址管理办法》（ＡＰ－１１５－ＴＭ－２０１３－０１）
７６《民用航空通信监视设备开放与运行管理规定》（ＡＰ－１１５－ＴＭ－２０１３－０２）
７７《民用机场风温廓线雷达系统技术规范》（ＡＰ－１１７－ＴＭ－２０１３－０１）
７８《民用机场与地面航空无线电台（站）电磁环境测试规范》（ＡＰ－１１８－ＴＭ－２０１３－０１）
７９《机场管制模拟机需求技术规范》（ＡＣ－７０－ＴＭ－２０１３－０２）
８０《航空无线电导航设备测试要求第一部分：仪表着陆系统》（ＡＣ－１１５－ＴＭ－２０１３－０１）
８１《航空无线电导航设备测试要求第二部分：多普勒甚高频全向信标》（ＡＣ－１１５－ＴＭ－２０１３－０２）
８２《航空无线电导航设备测试要求第三部分：测距仪》（ＡＣ－１１５－ＴＭ－２０１３－０３）
８３《民航空管防止跑道侵入指导材料》（ＩＢ－ＴＭ－２０１３－００２）
８４《ＩＩ ／ ＩＩＩ 类仪表着陆系统场地设置与保护指导材料》（ＩＢ－ＴＭ－２０１３－００３）
８５《ＩＩ ／ ＩＩＩ 类仪表着陆系统场地设置与保护指导材料》（ＩＢ－ＴＭ－２０１３－００３）
８６《１０９０ＭＨｚ 扩展电文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地面站（接收）配置指导材料》（ＩＢ－ＴＭ－２０１３－０４）
８７ 《１０９０ＭＨｚ 扩展电文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地面站（接收）设置场地指导材料》（ＩＢ－ＴＭ－２０１３－０５）
８８《关于印发〈空域容量评估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民航空局发〔２０１３〕２９９ 号）
８９《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空安全保卫规则》 （民航局令第 ２１９ 号）
９０《民用航空运输机场航空安全保卫规则》 （民航局令第 ２１８ 号）
９１《国际民航公约附件十七第十三次修订》（ＩＢ－ＳＢ－２０１３－００１）
９２《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安保审计管理规定》 （ＭＤ－ＳＢ－２０１３－００７）
９３《民用航空安保行政检查单》（ＷＭ－ＳＢ－２０１３－００１）
９４《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民航局令第 ２１６ 号 ＣＣＡＲ－２７６－１）
９５《关于航空运营人使用湿租航空器运输危险品有关要求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４８ 号）
９６《关于切实做好旅客携带锂电池乘机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７８ 号）
９７《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完善民航国内航空旅客运输价格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８５ 号）
９８《关于调整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民用机场收费标准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３ 号）
９９《民航局预算执行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２０１３〕７７ 号）

《关于加强民航发展基金建设项目预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６９ 号）
《关于印发民航科技创新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２１ 号）
《关于印发民航安全能力建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２０ 号）

１００ 《关于修订《民航局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权限和审批程序暂行办法》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６５ 号）
１０１《民航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２０１３〕９８ 号）
１０２《民航局关于促进低成本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民航发〔２０１３〕１０４ 号）
１０３《关于〈阿拉善盟通勤航空试点运输管理办法〉的批复》（民航函〔２０１３〕１１９０ 号）
１０４《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公务航空管理和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民航发〔２０１３〕１７ 号

《关于规范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申报工作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３９ 号）
《关于规范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申报工作的补充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６１ 号）
《关于成立民航局通用航空工作领导小组和民航局通用航空办公室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９０ 号）
《印发《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与管理规定》的通知》 （参作〔２０１３〕７３７ 号）

１０５《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与管理规定》（参作〔２０１３〕７３７ 号）

—４５—



１０６《关于规范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申报工作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３９ 号）
１０７《关于规范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申报工作的补充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３〕６１ 号）
１０８《关于印发《民用机场桥载设备替代航空器辅助动力装置运行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民航发

〔２０１３〕４７ 号）

—５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