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止民用航空运输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 

       （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７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第47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我国民用航空运输市场的正常秩序，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

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旅客、货主的合法权益，保障航空运输市场的

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民用航空运输经营活动的法

人和其他经济组织。 

   第三条 凡从事民用航空运输经营活动的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均应当遵守国

家的法律、法规和民航总局的规章，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开

展公平竞争，确保飞行安全、争取正常飞行、提供优质服务。 

   第四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统一负责全国民用航空运

输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检查。民航总局有关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强对

民用航空运输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检查。 

  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本地区不正当竞争行

为的监督检查。 

   第五条 民航总局和民航地区管理局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支持、包庇不正当竞争

行为。 

  鼓励、支持、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民用航空运输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

社会监督。 

 

              第二章 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六条 航空运输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不得采取下列不正当行为从事经营： 

  （一）违反国家和民航总局有关国内航空运价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或压低航空

运价； 

  （二）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或违反民航总局有关销售代理手续费规

定的最高限额，或给予对方单位或个人回扣，私设销售代理以及其他不正当促销手

段销售其客票、吨位； 

  （三）为了销售本企业的客票、吨位，阻止或限制销售代理人代理销售其他航

空运输企业的客票、吨位，或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将销售代理人划归本企业直属

的客货运输销售分支机构； 

  （四）限制旅客、货主自由选择承运人，以排斥其他航空运输企业。但国家另

有规定者，从其规定； 

  （五）利用本企业控制的计算机应用系统管理手段或通信网络控制手段，限制

其他航空运输企业或销售代理人的正常运营； 

  （六）以高于民航总局规定的有关服务收费标准或者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

贿赂，获得航空运输保障单位的服务； 



  （七）收买竞争对手的职员或代理人，损害竞争对手利益。 

   第七条 机场在航空运输生产保障活动中，不得采取下列不正当行为，损害其

他企业合法权益： 

  （一）以本机场销售、值机、飞机配载代理或者其他理由，不正当限制航空运

输企业的飞机起降或拒不签订提供其职责范围内的保障服务协议； 

  （二）对未与本单位签订委托地面服务代理协议的航空运输企业采取排斥、歧

视性措施； 

  （三）擅自制订单方无权确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损害旅客、货主和用户的权

益； 

  （四）利用优势地位，在签订的机场委托地面服务或其他有关代理协议中，违

背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把不公平的条款强加给对方； 

  （五）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扩大本身业务，排挤其他竞争对手； 

  （六）在机场有关服务项目或商业场所经营招标活动中，与投标者相互串通，

故意提高或压低标价。 

   第八条 销售代理人应当严格履行与航空运输企业签订的销售代理协议，在代

理经营活动中，不得采取下列不正当行为： 

  （一）超越航空运输企业委托的代理权限，侵害其他航空运输企业、销售代理

人的合法权益； 

  （二）采用财物贿赂或者在票外、帐外给予对方单位或个人回扣，以及其他不

正当促销手段招徕客货； 

  （三）以虚订的手段控制座位，从事客运销售，损害航空运输企业和其他销售

代理人的利益； 

  （四）向委托的航空运输企业索取或收受违反民航总局规定的代理手续费。 

   第九条 民用航空器维修、航空油料、航材供应、航空结算、计算机和其他从

事航空运输生产服务的企业，以及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都应当围绕航空运输生产，

搞好各项保障和服务工作，不得采取下列不正当行为： 

  （一）擅自制订单方无权确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损害用户权益； 

  （二）采用不正当手段，索取、收受财物或其他贿赂； 

  （三）以不正当理由制约、限制或者拒绝提供其职责范围内的保障和服务； 

  （四）对航空运输企业采取歧视性或者差别待遇； 

  （五）空中交通管理、航空油料等保障部门不得从事包机运输业务。 

   第十条 本规定规定的上述各类企业以联合或其合作方式，从事本规定所列举

的不正当行为，按本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民航总局和地区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十七条的规定，对民用航空运输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行使监督检查权。 

   第十二条 在民航总局和地区管理局有关职能部门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

时，被检查的企业（单位）和有关当事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谎

报或隐瞒不报。 



   第十三条 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民航总局和地区管理

局投诉或举报，任何人不得阻拦或截留。民航总局或地区管理局接到投诉或举报及

时组织调查和处理后，应将调查和处理结果向举报人或投诉人通告，并根据举报人

或投诉人要求为其保守秘密。 

 

                第四章 罚则 

 

   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一）项、第七条第（三）项、第九条第（一）

项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１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停飞

部分航线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第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二）、（六）、（七）项、第七条第（五）

项和第九条第（二）项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１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三）、（四）、（五）、第七条第（一）、

（二）、（四）项，第九条第（三）、（四）、（五）项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给予警告，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六）、项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其中标无效，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１万元以

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所得，

赔偿对方经济损失，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通报、警告、停业整顿，并处以１万元

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吊销销售代理人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国外航空公司在华设立的商务办事机构在中国境内从事民用航空运

输销售活动，凡违背中国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民航总局将根据其情节轻重，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罚款，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民航总局或地区管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

到处罚决定之日起的十五天内向有关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

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第二十一条 民航总局和地区管理局负责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职能部门

和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徇私舞弊，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    关于《制止民用航空运输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的说明 

 

 

  近年来，我国航空运输事业发展迅速，航空公司、销售代理人、机场、省（市、

区）局、航站、航空器维修、航空油料、航材供应、航空结算、计算机等航空运输、

销售和保障企业（单位），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数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在其属

性、管理体制和组织形式等方面，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给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

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航空运输市场还未完全纳入法制化、规范

化管理的轨道，不少企业（单位）法制观念淡薄，在航空运输生产经营和保障服务

活动中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排斥竞争对手，损害其他企业、旅客、货主的利益，也

损害了民航的整体利益，使得民用航空运输市场出现了一定的混乱现象，有些问题

还相当严重和突出，影响了全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制定有关规定，培育航空运输

市场，规范和引导航空市场主体行为，已成当务之急。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四日民航总局以文件的形式印发了《维护航空运输市场公平

竞争暂行规定》，对规范航空运输市场起到了一定作用。执行一段时间之后，从一

九九五年三月开始研究对《维护航空运输市场公平竞争暂行规定》进行修订，并将

修改稿提交一九九五年四月下旬召开的全国民航改革和企业管理工作会议进行了讨

论和修改，制定了《制止民用航空运输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 

  该《规定》共六章二十二条，主要就民用航空运输市场行为主体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作出限制性规定。《规定》的发布实施必将对维护我国民用航空运输市场的正

常秩序，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旅客、货主的

合法权益，保障民用航空运输市场的健康发展，加强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发挥积极的

作用。现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关于制定的依据 

  《规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民用航空运输市场的实际制定的。由于

航空运输市场主体行为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本规定仅就不同企业的典型不正当行为

以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今后随着航空运输市场的不断发育和完善，将逐步加以修

订和完善。 

   二、关于适用范围 

  《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航空运输经营活动的

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第二十条也专门对国外航空公司在华设立的在中国境内从事

航空运输销售活动的商务办事机构列入了适用范围，并对其违法经营活动的处罚作

出了规定。 

   三、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分类和表现形式 

  按照企业分类和职能的不同，《规定》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划分为四种：

一是航空运输企业；二是机场、民航省（市、区）局和航站；三是运输销售代理企

业；四是民用航空器维修、空中管制、航空油料、航材供应、航空结算、计算机以

及其他航空运输生产服务的企业（单位）。根据不同主体，该《规定》以列举的形

式将不正当竞争行为表现形式分为四个方面共二十二项。其中航空运输企业七项（第



六条），机场六项（第七条），销售代理人四项（第八条），民用航空器维修、空

中管制、航空油料、航材供应、航空结算、计算机以及航空运输生产服务的企业（单

位）五项（第九条）。这样划分和列举的好处，一是便于各有关企业（单位）自律、

自查、自纠，根据本身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二是明确不同主体的行为规范，有

利于社会监督；三是便于民航总局和地区管理局进行监督检查。 

   四、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检查 

  《规定》明确，对民用航空运输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行使监督检查权的是民航

总局和民航地区管理局。总局和各地区管理局有关职能部门按规定行使监督检查权

时，被检查的企业（单位）和有关当事人有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义务。同时，

为了加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检查，方便工作，在总则中也明确了由总局有关

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具体行使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职能。 

   五、关于罚则 

  《规定》比较明确和详细地规定了处罚措施，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

不正发竞争行为主体（第十四至第十九条），与《规定》第二章列举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相对应，处罚措施主要是经济处罚，项目有警告、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１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停飞部分航线、吊销

经营许可证等。对于机场、航空器维修、航空油料、航材供应、航空结算、计算机

等航空运输保障和服务单位，以及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以不正当理由拒绝提供其职责

范围内的保障和服务，给有关企业（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赔偿经济损失（第

十六条）。销售代理人违反规定，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也要赔偿（第十七条）。

这样规定，主要是从各自的经营性质、职责和在经营活动中所处的位置来考虑的，

以利明确职责，各司其职，共同维护航空运输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第二部分（第

二十一条）是针对从事监督检查工作的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处罚措施为行政处

分和刑事处罚。目的在于避免职能部门和有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徇私

舞弊。 

   六、关于复议制度 

  《规定》明确了复议程序（第二十条），即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向有

关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书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向人民法院直接起

诉。这样规定一是与国家的有关法律相一致，二是为了约束监督检查机关和人员，

严格执法，做到依法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