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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立法说明 

飞行标准管理是中国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即中国民用航

空局）用来保证民用航空活动安全水平在可接受范围内的一

个关键性抓手，通过对民用航空飞行活动的空中和地面运行

实施安全监管，保证民用航空安全水平满足公众利益的需

求。《民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行政法规）的立法将

理顺国家政府部门和民航行业以及相关人员单位之间的行

政监管关系，确定权利和义务范围，从而实现科学化、规范

化管理，为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在保证民航

运行具有足够安全水平的同时，兼顾民航运行的效率和效

益。 

一、立法原则 

立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几个主要的原则： 

1、 公众利益的基础性。明确引入公众利益概念，使立

法的根本目标更加具象化，更容易掌握，并在立法目

的和具体条文制定中充分体现了以公众利益为基础

的这一基本理念，在涉及到根本性原则的考量时，最

终都是以公众利益作为唯一标尺进行评估衡量的。 

2、 管理范围的完整性。尽量保证覆盖民用航空器运行

的各个相关领域，使上位法授权的飞行标准管理范围

与实际运行监管需求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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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文描述的原则性、准确性和开放性。尽量保证语

言的精炼概括，强调用语的准确性，条文内容原则性

较强，考虑了未来可能的发展，预留出了一定的政策

空间。 

4、 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对现行有效的上位法、

有关行政法规和规章进行了梳理，条例编写时着重考

虑了一致性和协调性问题，对飞行标准管理领域涉及

到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包括行政许可

设立、监管授权、法律责任等重要内容，起到了良好

的承上启下作用。 

二、考虑因素 

立法过程中考虑的几个重要因素： 

1、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全国安全生产高度重视，《民用

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是对依法安全监管的积极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对全面加强安

全生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重特大突发事件，不论是自

然灾害还是责任事故，其中都不同程度存在主体责任不落

实、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法规标准不健全、安全监管执法

不严格、监管体制机制不完善、安全基础薄弱、应急救援能

力不强等问题。习总书记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5点要求，

其中明确指出必须强化依法治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解

决安全生产问题，加快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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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强化基层监管力量，着力提高安全生

产法治化水平。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报告中指出“加强

安全生产监管，事故总量和重特大事故、重点行业事故数量

继续下降”，“生命高于一切，安全重于泰山。必须坚持不

懈抓好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加强安全基础设施和防灾减灾

能力建设，健全监测预警应急机制，提高气象服务水平，做

好地震、测绘、地质等工作。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管

理制度和考核机制，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

严格监管执法，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民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作为民航运行安全管理

领域的重要行政法规，对落实党中央和习总书记“强化依法

治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解决安全生产问题”有着重要

的现实作用，是“对加快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修订”

的积极落实，是实现坚持不懈抓好安全生产，坚决遏制重特

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措施。

长期来看，该条例对我国民航运行安全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

影响，是完善飞行标准管理法规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2、 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将为行业内法规提供法律依

据。 

目前，民航运行安全主要依据民航行业内的法规进行管

理。其中，与民航运行安全管理有关的民航规章（CCAR）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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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部，相关配套文件300余个，这些行业内法规在一定程度

上基本维持了民航行业现在的安全形势。 

但这些行业内法规缺少有效上位法的支撑，在法律上的

合法性和效力明显不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更加成熟、政府

权限更加明确、行政执法边界更加清晰、社会组织形态更加

丰富，仅依靠行业内法规保证民航运行安全明显不能适应新

形势下的需要，在面对跨部门、跨行业管理时明显力不从心。

因此，急需出台国家层面的民航运行安全管理法规。 

3、 《民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将进一步完善民航

法律法规体系。 

目前民航安全运行管理的法规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对民航安全运行管理作出了

宏观规定，民航行业内相关规章作出了详细要求，两者之间

缺少国家层面的关于民航安全运行管理的法规。《民用航空

飞行标准管理条例》将有效的填补此空白，完善民航运行安

全管理的法律体系。 

现已颁布的与民航行业相关的条例尚未完全覆盖民航

行业的各个领域，《民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将增加法

律法规的覆盖范围，完善民航法律法规体系。 

4、 民航安全运行管理的现实情况需要《民用航空飞行

标准管理条例》支持。 

民航运行安全管理的行政相对人涉及众多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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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境内外航空公司、境内外维修公司、境内外院校、境内外

培训机构、航空器制造厂、机场，监察员、委任代表、飞行

人员、乘务员、飞行签派员、维修人员、体检医师等。由于

不同机构和人员的隶属关系不同，在日常管理中，民航运行

安全管理涉及大量跨系统、跨行业的管理和协调，需要各级

政府、不同社会机构的支持与配合。管理现实的情况需要国

家层面的条例予以支持。 

5、 《民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的出台具有急迫

性。 

民用航空作为快速发展的行业，行业发展日新月异，行

业规模不断扩大，行业相关单位和人员迅速增多，安全管理

新问题不断出现。伴随着各地政府促进民航政策的不断出台

和航空产业园的建设，民航行业在未来必将迎来大发展。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

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

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新一轮改革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立法先行”，民航行业的

运行安全管理必须在行业大发展前予以完善，才能引导行业

的安全、健康、快速发展。《民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

的出台体现出“立法先行”的理念，对于保证行业的长期运

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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