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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一、主要依据 

为规范国内航线航班经营许可管理工作，依据《中国民用

航空国内航线经营许可规定》（CCAR-289TR-R1）、《关于进

一步优化货运航线航班管理政策的通知》（民航规〔2020〕8

号）、《“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民航发〔2021〕56 

号）、《“十四五”航空运输网络专项规划》（民航发〔2022

〕3号）、《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办法》（民航规〔2023〕31号

），制定本规则。 

二、基本原则 

（一）突出有效市场。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内

生动力，加快建设规模领先、覆盖广泛、通达顺畅、便捷高效

、保障有力的国内运输网络体系，为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

场”提供政策保障。 

（二）强化有为政府。主动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乡村

振兴战略，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市场有序竞争、提质增效，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枢纽集散功能，集约利用要素资源

，打造枢纽机场间主骨干快线网络，实现资源保障能力与市场

需求相匹配。全面推进“干支通，全网联”航空运输网络体系

建设，构建普惠均衡的基础网，实现国内主要城市高效畅通、

偏远地区城市有效联通。优化国内航空货运网络，支持航空物

流业转型升级，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三）实施分类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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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类管理：将国内航线分为核准、登记两类。核准航线

是指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机场（以下简称“北上广机场”）

之间，以及部分国内保障资源紧张、运行繁忙机场间的客运航

线（详见附件1)。其他客运和全部货运航线为登记航线。民航

局对核准航线实施核准管理，登记航线实施登记管理。 

2.分级管理：对国内航线实施分级管理。其中，核准航线

、其他涉及北上广的跨地区管理局的客运航线以及全部货运航

线由民航局管理；其余客运航线由地区管理局管理（见附件2

）。 

（四）坚持程序法定。全面落实“资源公开、规则公开、

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工作要求，不断优化完善市场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 

三、申请条件 

航空公司申请航线航班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基本条件 

1.符合航空安全、航班正常、运行效率、诚信管理等相关

规定； 

2.客运航线应符合国内客运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指标（以

下简称“执行率”）及“五率”综合考核指标体系要求（见附

件4、5和6);  

3.客运航线原则上不得以北上广机场为经停点。如确需以

北上广机场为经停点的客运航线，应通过经停点所在地区管理

局的综合评估。综合评估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安全运行、航班正

常和服务质量管理等。 

（二）核准航线 

1.以航线涉及的核准航段两端任一点城市为主基地，或满

足通航点数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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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机场之间的航线，航线两端任一点通航点数量应达

到30个；其他核准航线，核准航段两端任一点通航点数量应达

到15个。一条航线包含多个核准航段时，所有核准航段均应符

合上述要求。 

2.季中评审时，将资源是否高效利用纳入评审条件。若某

航线已备案的每周航班计划量未达已批准最大班次量50%的，

不再受理在该航线上增加航班量的申请。 

（三）登记航线 

1.航空公司申请北上广机场直达年吞吐量200万以下机场

的客运航线，需以该航线涉及的北上广机场为主基地，或该航

线涉及的北上广机场通航点数量达到15个。 

2.航空公司可通过一次申请即获得全部国内货运航线。民

航局将加强货运经营许可的事中事后监管，对不符合运行安全

、诚信管理等要求的货运航班计划予以限制。 

（四）精准化调控措施 

对于多承运人的核准、登记航段涉及航线，分别以上同航

季或最近两个月取低的行业平均客座率为考核目标值。对低于

考核目标值的航线暂停开展航线航班评审工作，且不允许在已

有航线上加班。其中，涉及新疆疆内航线、进出西藏航段豁免

客座率考核。 

航空公司可根据地方政府需求，申请豁免个别季节性淡旺

季明显的航段客座率考核，由航线归属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严

格评估确定后执行。 

（五）国内通程航班支持政策 

鼓励航空公司在“国内通程航班服务管理平台”录入航班

信息并实际执行，积极开展国内通程航班业务。计算上同航季

实际执行的通程航班量占该公司整体实飞国内航班量比例以及

实际执行的通程航班总量，集中评审时分别排名前三名的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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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豁免3个航段客座率考核，分别排名四到六名的航空公

司可豁免1个航段客座率考核。 

四、加班和临时经营航班管理 

加班是指航空公司为满足市场需求，在被批准运营的定期

航线上已确定的航班数目以外临时增加的航班。 

临时经营航班是指航空公司为满足临时性市场需求，在不

影响其他航空公司运营定期航班的基础上，在本公司无定期航

线经营许可的航线上临时安排全年不超过两个月的不定期运输

航班。 

（一）客运加班和临时经营航班管理 

客运航空公司在执行重大运输任务、飞机定检、地市级以

上人民政府或其他相当国家机构临时需求等特殊情况时，可随

时申请加班和临时经营航班。 

此外，为维护市场有序竞争及航空公司航班经营的计划性

、稳定性，客运航空公司可在春运、暑运、国务院公布的节假

日（及前后三个自然日）等特定期间，申请加班或临时经营航

班，需满足以下要求： 

1.客运加班 

（1）已获得该航线经营许可，并且已连续安排航班计划

不少于一个月。 

（2）符合执行率指标及“五率”综合考核指标体系要求

（见附件4、5和6) 。 

（3）多承运人且客座率高于90%航段涉及航线，在符合（

1）和（2）条件的基础上，本航季内允许按需申请客运加班。 

（4）允许新疆区内航线、国内其他机场往来西藏区内机

场的航线，不考核执行率指标，积极培育疆内市场，构建进出

藏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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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运临时经营航班 

航空公司申请客运临时经营航班，需满足以下条件： 

（1）临时经营航班分两类情形：一是经营无其他航空公

司本航季安排航班计划的航线（涉及一市两场的，按同一航线

判定）； 二是将本公司已获得经营许可的航线调整为直飞、

串飞或经停航线。 

（2）航空公司不得通过临时经营航班进入不具备经营许

可的核准航段；将具备经营许可的航线调整为直飞时，需取得

本航季实际经营该直飞航段的其他航空公司书面同意；有经营

许可的航线调整为串飞或经停，如串飞或经停航线中部分航段

有其他承运人实际经营，除本公司持有的航线经营许可已覆盖

所申请航段外，需其他实际经营相关航段的航空公司书面同意

。  

（3）为公共利益考虑，在春运、暑运、国务院公布的节

假日（及前后三自然日）等特定期间申请客运临时经营航班的

，需提供地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其他相当国家机构证明材料

；其他特殊情况下需提供省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其他相当国家

机构证明材料。 

（4）符合“五率”综合考核指标体系要求（见附件4)。 

（二）货运航线加班及临时经营航班 

货运航空公司可随时申请国内航线加班，或在办理航线经

营许可期间申请货运临时经营航班。 

五、申请及审批程序 

换季时，各航空公司航线航班按照上同航季和上航季航班

计划最大值进行平移（以开始受理换季航线航班申请之日前3

个工作日数据为准），航空公司可在平移航线航班基础上，申

请新增航线经营许可或增加航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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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程序 

1.航空公司依据本规则，通过“中国民航航线航班管理信

息系统”（以下简称“航班管理系统”）提交新增、注销航线

经营许可申请或在已经营航线上增加航班量申请。涉及新增、

注销航线经营许可的，还应向民航局或相关地区管理局提交正

式书面申请文件。 

2.航空公司申请新增客运航线经营许可或在已经营的航线

上增加航班量，原则上应根据民航局通知的换季、季中时间节

点，集中通过航班管理系统提交申请。以下情况除外： 

（1）新成立航空公司（含新扩大经营范围）的航线经营

许可申请，涉及新投入使用机场的经营许可申请、推进实施国

家战略、地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其他相当国家机构特殊需求

等情形的航线经营许可申请，可根据开航需求临时向民航局或

地区管理局提交正式书面申请，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按本规则

进行评审并及时发布信息； 

（2）在集中受理时间之外，地区管理局可根据本辖区实

际工作安排受理新增航线航班申请，并及时将新增、注销许可

情况公布并录入航班管理系统。 

3.航空公司可随时向民航局申请适用于全国范围内，且无

班次量限制的货运航线经营许可。 

（二）审批程序 

民航局和地区管理局按程序审批航线航班，并定期公布行

政审批情况。 

1.民航局管辖航线 

（1）核准航线。换季及季中受理时，由民航局运输司根

据运行安全、空防安全、航班正常、服务质量等具体要求进行

初审并公示，经航空运输（通用航空）委员会（以下简称“运

通委员会”）审议，履行报批程序后，公布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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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司每次评审时可对每条核准航线提出不超过14班/周

的申请，涉及该航线的直飞、经停、串飞航线航班量申请合并

计算。 

（2）客运登记航线。换季及季中受理时，由民航局运输

司根据运行安全、空防安全、航班正常、服务质量等具体要求

进行初审，经会签运通委员会成员单位同意，履行报批程序后

，公布评审结果。 

（3）货运航线。航空公司随时提出的航线申请，由民航

局运输司根据运行安全、空防安全、服务质量等具体要求进行

初审，经会签运通委员会成员单位同意，履行报批程序后，颁

发适用于全国范围内，且无班次量限制的航线经营许可。 

2.地区管理局管辖航线 

由地区管理局按照本规则，根据运行安全、空防安全、航

班正常、服务质量等要求，结合本辖区实际，制定本管理局审

批程序。 

（三）航线经营许可的注销 

符合注销条件的航线经营许可由颁证单位予以注销，并在

航班管理系统以及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网站上公布。 

六、经营许可监管 

（一）航空公司在经营已获许可的航线时，除因不可抗力

影响导致无法正常经营外，应遵守以下要求： 

1.对于地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其他相当国家机构协调、

指定执行的特殊航线及红色旅游航线，航空公司应保障航班稳

定运营。 

2.对于已安排航班计划的独飞航线，航空公司在停航前应

至少提前1个月向社会公告，积极保障旅客合法权益，并告知

航线所属运输管理部门。本规则所称独飞航线，是指仅有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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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具有经营许可的航线。 

（二）航空公司除不可抗力影响外，因保障安全生产、维

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安全管理部门或其他行政机关履行法

定职责需要，民航局和各地区管理局可依法变更、撤回、撤销

已经生效的航线经营许可。 

航空公司未履行航线经营许可申请材料中承诺事项，且未

主动申请终止航线经营许可的，应按程序撤销其相应航线经营

许可，一年内不再受理该航线经营许可申请： 

1.航空公司新获得航线许可后，90个自然日内未安排定期

航班计划的； 

2.因航空公司自身原因连续两个航季未安排定期航班或连

续两个航季航班计划执行率不足50%的。 

（三）航空公司应严格按照本规则，结合实际需求和保障

资源情况申请新增航线经营许可，避免虚报申请或在注销航线

经营许可后短期内重复申请。 

（四）违反上述要求的，将在计算“五率”得分时列入扣

分项（详见附件6)。 

七、其他规定 

（一）航班计划实施备案制，航空公司可将符合本规则的

航班计划上传航线航班管理系统自动实现备案。 

（二）航空公司已在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运输管理部门备

案的航班计划，因安全、经营等需要申请调整航班号、班期或

机型的，如航线和每周班次量不发生变化，无需再次备案。 

（三）同一城市具有两个及以上机场时，遵循“同一市场

”原则颁发经营许可。备案航班计划时应注明具体机场。 

（四）某一城市新建机场投运后，原机场转场平移至新机

场的航线，经营许可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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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为维护定期航班计划的严肃性和规范性，保障运输

生产安全，新航季航班计划确定之日起至新航季首日，原则上

不受理航空公司航班计划申请，因安全保障、地方政府需求等

特殊情况除外。 

（六）民航局或各地区管理局因飞行安全、航班正常、旅

客服务、节能降碳等原因限制某机场或某航空公司增加航线航

班的，应在作出限制决定起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报民航局运输

司及相关管理局，并由发布单位所在运输管理部门录入航线航

班管理系统。 

（七）对于执行国家战略、落实民航局重点任务、实施区

域一体化运行等情形，可对相关航空公司航班计划执行率、“

五率”综合考核指标、通航点等指标及经营许可监管政策实施

差异化应用。 

（八）本规则自颁布之后的新航季起开始施行。 

（九）本规则不适用内地与港澳、大陆与台湾间航线航班

。 

 

 

附件： 

1.核准航线列表 

2.各管理局航线管理职责划分原则 

3.航空公司某机场通航点计算方法 

4.国内客运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及“五率”考核要求 

5.国内客运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计算方法 

6.航空公司“ 五率 ”计算方法 

7.国内航线航班计划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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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核准航线列表 
    涉及以下航段的国内客运航线均为核准航线。 

序号 航 段 序号 航 段 

1 北京-上海 26 上海-郑州 

2 北京-广州 27 上海-三亚 

3 北京-成都 28 上海-海口 

4 北京-深圳 29 上海-大连 

5 北京-昆明 30 上海-贵阳 

6 北京-重庆 31 上海-福州 

7 北京-西安 32 上海-太原 

8 北京-杭州 33 广州-成都 

9 北京-厦门 34 广州-昆明 

10 北京-长沙 35 广州-重庆 

11 北京-武汉 36 广州-西安 

12 北京-三亚 37 广州-杭州 

13 北京-海口 38 广州-厦门 

14 北京-大连 39 广州-青岛 

15 北京-贵阳 40 广州-南京 

16 北京-福州 41 广州-三亚 

17 上海-广州 42 广州-海口 

18 上海-成都 43 广州-大连 

19 上海-深圳 44 广州-福州 

20 上海-昆明 45 广州-济南 

21 上海-重庆 46 广州-太原 

22 上海-西安 47 广州-合肥 

23 上海-厦门 48 深圳-成都 

24 上海-长沙 49 深圳-重庆 

25 上海-青岛   



11 
 

附件 2 

各管理局航线管理职责划分原则 

 

一、核准航线及其他涉及北上广三大城市的跨区航线、全

部货运航线由民航局管理，其他客运航线由地区管理局进行管

理。 

二、辖区内客运航线由各地区管理局分别实施管理。 

三、不涉及北上广三大城市的跨区客运航线，已下发航线

经营许可的仍由原下发许可管理局管辖，新增航线经营许可按

以下原则管辖： 

1.涉及航空公司主基地所在省航线的，由该航空公司主管

管理局管辖； 

2.其他航线由始发地管理局管辖。 

 

注： 

1.主基地：指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注册主

基地机场。 

2.始发航班：指同一注册号飞机，计划关舱门时间在当日

06：00（含）以后，实际执行的第一段离港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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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航空公司某机场通航点计算方法 

统计某承运人在某机场 M 的通航点数量时，将该承运人

在该机场的通航点分为 2 类：与 M 机场直连的通航点计为第 1

类通航点；需经停其他航点（航班号不变）才可与 M 机场通

达的通航点计为第 2 类通航点。 

第 1 类通航点按其实际数量直接统计。对于第 2 类通航

点，不计入通航点。 

若某国内（不含港澳台）航点 A 在连接 M 机场的所有客

运航线中的实际执行航班频次之和平均每周不足 8 个班次（往

返算 2 个班次），则 A 不纳入统计。 

某国际或港澳台航点 B 在连接 M 机场所有客运航线中的

实际执行航班频次之和平均每周不足 6 个班次（往返算 2 个班

次），则 B 不纳入统计。 

对于位于同一城市且服务范围基本相同的通航点，按同一

个点进行统计。目前国内航线（不含港澳台）包括北京首都和

大兴机场、上海虹桥和浦东机场、成都双流和天府机场这三种

情形。 

注：上述计算方法，以上年度定期客运航班实际执行数据

为准，因特殊情况对航班安排造成重大影响的，可前溯增加以

往年度数据统筹考虑；通航点含国内、港澳台、国际通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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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国内客运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及“五率”考核要求 

受理类型 航线类型 许可类型 考核指标 标准值要求 其他要求 备注 

换季受理 

涉及北上广机

场的客运航线 

新增航线 

公司上同航季涉及北上广机场执行率及“五率”

排名 
1.执行率达到 94%或

北上广行业平均值； 

2.“五率”积分 85 分或

排名中位数及以上 

1.“五率”积分排

名后三位、且

分值低于 85 分

的航空公司不

受理新增航线

航班及加班 /不

定 期 运 输 申

请； 

2. 申请政府需

求独家直飞航

线、执行重大

运输任务、飞

机定检、地方

政府特殊临时

需求等情况不

考核执行率及

“五率”。 

首次申请客运航

线经营许可的航

空公司不受执行

率及“五率”指标限

制 

首次进入北上广机场采用公司上同航季平均执

行率及“五率”排名。 

增加班次量 

公司该航线上同航季执行率及“五率”排名 

上航季新开航线采用该航线上航季已公布执行

率及“五率”排名 

其他客运航线 

新增航线 不考核 —— —— 

增加班次量 

公司该航线上同航季执行率 
执行率达到 90%或行

业平均值 

独飞航线不考核

执行率指标 
上航季新开航线采用该航线上航季已公布执行

率 

季中受理 

涉及北上广机

场的客运航线 

新增航线 
公司本航季已发布涉及三大城市机场执行率及

“五率”排名 
1.执行率达到 94%或

北上广行业平均值； 

2.“五率”积分 85 分或

排名中位数及以上 

首次申请客运航

线经营许可的航

空公司不受执行

率及“五率”指标限

制 

增加班次量 
公司该航线本航季已发布平均执行率及“五率”

排名 

其他客运航线 

新增航线 不考核 ——  

增加班次量 公司该航线本航季已发布平均执行率 
执行率达到 90%或行

业平均值 
独飞航线不考核 

加班计划 公司该航线近 2 个月已发布执行率 
至少一个月执行率达

到 90%或行业平均值 
独飞航线不考核 

不定期运输航班计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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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如因特殊原因某一时期行业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及“五率”平均水平出现较大变化，民航局

将视情调整标准值； 

2. 临时受理新增航线经营许可和增加航班量，按照最近一次集中受理所使用的考核指标和标准

开展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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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国内客运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计算方法 

一、考核范围：航空公司国内客运航线定期航班。 

二、数据来源：“航班管理系统”提供航班计划数据，运行监

控中心提供实际执行航班数据。 

三、数据发布：民航局运输司原则上按月发布国内客运定期

航班计划执行率数据。 

四、豁免及申诉：对于航空安全、临时运行限制、机场维

修、重大运输保障需要等原因导致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可向航

线管理部门（民航局运输司或地区管理局）、受限机场所属管理

局或承运人合格证管理局提交民航主管部门、地市级（及以上）

地方政府、部队或机场运管委的书面文件、运行通告等，对申请

豁免相关航班执行率考核予以证明；符合条件需由民航局进行统

一调减航班计划的，组织航班调减的单位（部门）应在次月第二

个工作日前将具体航班调减情况报民航局运输司或地区管理局；

民航局运输司或地区管理局于每月第三个工作日前更新上月系统

需豁免航班数据。春运等市场旺季期间，以及不可抗力导致部分

机场航班计划执行明显异常时，民航局视情豁免相关航班执行率

考核。被豁免的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计为 100%。 

航空公司如对已发布的执行率数据有异议，原则上应在每月

定期航班计划执行率发布后 5 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逾期提出的

将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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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标分值：根据近三年航空公司执行率统计数据（剔除

疫情影响年份）测算出执行率平均值为 90%，三大机场执行率平

均值为 94%作为指标分值。当平均值出现较大变化时，民航局将

视情更新执行率的平均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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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航空公司“五率”计算方法 
一、基础分值计算： 

公司 
A:公司原因征候万时率 

B:公司原因航班不正常

率%  

C:旅客投诉情况

综合得分                  

D:定期航班计划

执行率%  

E:政府性基金缴

纳率%                 F:扣分 G:总分 名次 

实际值 得分 实际值 得分 实际值 得分 实际值 得分 分值 得分 

公司 1                           

公司 2                           

平均                           

计分 

标准 

Am=0           100 分                                           

Am ∈(0,0.02]   95 分        

Am ∈(0.02,0.04]90 分       

Am ∈(0.04,0.06]85 分       

Am ∈(0.06,0.08]80 分       

Am ∈(0.08,0.10]75 分            

Am ∈(0.10,0.12]70 分       

Am ∈(0.12,0.14]65 分       

Am ∈(0.14,0.16]60 分       

Am ∈(0.16,0.18]55 分         

Am ∈(0.18,∞)  50 分   

权重：0.20       

Bm=0          100 分                                           

Bm ∈(0,1.0]   95 分          

Bm ∈(1.0,2.0]  90 分                  

Bm ∈(2.0,3.0]  85 分                         

Bm ∈(3.0,4.0]  80 分          

Bm ∈(4.0,5.0]  75 分          

Bm ∈(5.0,6.0]  70 分         

Bm ∈(6.0,7.0]  65 分         

Bm ∈(7.0,8.0]  60 分          

Bm ∈(8.0,9.0]  55 分                  

Bm ∈(9.0,∞)   50 分           

权重：0.30 

权重：0.10 权重：0.25 权重：0.15       

注：计分标准根据航季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微调。   平均值：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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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方法： 

1. 数据来源：民航局航安办、财务司、运输司、运行监控

中心分别提供“五率”相关数据。  

2. 统计周期：每航季换季集中受理航线航班前发布该航季

“五率”数据，航季中不进行调整。统计周期期间内发现的扣分

项，累计至统计周期结束时合并计算。 

3. 根据近三年发布的“五率”统计数据，测算出的平均值 85

分作为指标分值。当全行业平均值出现较大变化时，民航局将

视情调整“五率”的平均值标准。 

4. “五率”最终结果四舍五入取整数。 

三、扣分项计算： 

1. 违反本规则第六条第（一）款第 1 项，调减涉及政府协

调、指定执行的特殊航线或红色旅游航线航班，导致地方政府

投诉的，每条航线扣除“五率”积分 0.1 分。 

2. 违反本规则第六条第（一）款第 2 项，随意停航独飞航

线超过一个月，且未提前 1 个月向社会公告，导致地方政府或

旅客投诉的，每条航线扣除“五率”积分 0.1 分。 

3. 违反本规则第六条第（二）款，导致航线经营许可被注

销的，每条核准航线、登记航线均扣除“五率”积分 0.1 分。 

4. 违反本规则第六条第（三）款，大量虚报航线经营许可

申请的，按照扣分周期内“实际颁发许可航线条数/系统申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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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经营许可条数”计算申请通过率。扣分周期内申请通过率低于

70%的，扣除“五率”积分 0.5 分；申请通过率低于 50%的，扣除

“五率”积分 1 分。 

5. 违反本规则第六条第（三）款，虚报航线经营许可申请

并于获得经营许可 60 日内申请终止的，每条航线扣除“五率”积

分 0.05 分。 

6.违反本规则第六条第（三）款，对同一航线经营许可注

销后 6 个月内重复申请的，每条航线扣除“五率”积分 0.05 分。 

7. 扣分周期：冬春航季受理时，扣分周期为当年度 1-6

月；夏秋航季受理时，扣分周期为上一年度 7-12 月，以经营许

可颁发/注销日期或民航主管部门收到投诉日期判断扣分事项的

周期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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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国内航线航班计划备案程序 

 

一、国内（不含港澳台）客运定期及加班航班计划备案 

（一）换季航班计划 

各航空公司按照换季统一安排通过预先飞行计划系统提交

换季航班计划，运输主管部门根据航线航班审批结果进行核对

后将核对结果反馈运行监控中心形成新航季航班计划，并在

“中国民航航线航班管理系统”（以下简称“航班系统”）中

向全行业公布。 

加班航班计划仅在日常工作中受理，换季航班计划中不包

含加班航班计划。 

（二）日常航班计划 

1.民航局管辖的航线 

（1）航空公司在定期或加班航班计划执行之日 3 个工作日

前（不含提交计划当日和计划执行之日，下同）在航班系统提

交航班计划。  

（2）航班计划在航班系统提交成功后，由航班系统按照预

设条件自动进行比对，如运输主管部门无不同意见，航班系统

于申报次日 24:00 自动通过该航班计划备案，同时将完成备案

的航班计划传输至预先飞行计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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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地区管理局管辖的航线，计划提交期限及自动备案时

间由各地区管理局自行确定，但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 

3.如运输主管部门不同意该航班计划备案，应在备案自动

通过前，在航班系统中人工操作拒绝备案并注明理由。 

4.航空公司因特殊情况需缩短备案流程的，应在航班系统

中提交航班计划的同时说明原因，并主动联系运输主管部门提

出需求。运输主管部门人工操作确认备案意见后，由航班系统

在确认备案意见当日 24:00 将航班计划传输至预先飞行计划系

统。特殊紧急情况下，也可由运输主管部门直接向运行监控中

心提供备案意见。 

二、国内（不含港澳台）客运临时经营航班计划备案 

1.航空公司在临时经营航班计划执行之日 12 个工作日前在

航班系统提交航班计划。 

2.航班计划在航班系统提交成功后，由航班系统按照预设

条件进行比对并生成辅助意见，运输主管部门再次核对后，在

申报次日起第 8 个工作日 24:00 前在航班系统上确认意见，不

同意备案的，应注明理由。航班系统在确认同意备案意见当日

24:00 将航班计划传输至预先飞行计划系统。 

3.航空公司因特殊情况需缩短备案流程的，参照上文国内

日常航班计划相应流程办理。 

三、国内（不含港澳台）货运航班计划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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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换季航班计划 

各航空公司按照换季统一安排通过预先飞行计划系统提交

换季航班计划，运输主管部门根据航线航班审批结果进行核对

后将核对结果反馈运行监控中心形成新航季航班计划，并在航

班系统中向全行业公布。 

（二）日常航班计划 

1.航空公司在货运航班计划执行之日 3 个工作日前在航班

系统提交航班计划。 

2.全货机航班计划在航班系统提交成功后，由航班系统按

照预设条件自动进行比对，如运输主管部门无不同意见，航班

系统于申报次日 24:00 自动通过该航班计划备案，同时将完成

备案的航班计划传输至预先飞行计划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