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 理 程 序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文 号：民航规 〔2022〕46号

编 号：AP-83-TM-2022-01
下发日期：2022年9月16日

民航空中交通管理运行单位

安全检查管理办法



民航空中交通管理运行单位安全检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空管行业安全管理水平９落实民航局法定自

查工作要求９强化主体责任落实９建立主动自查、主动整改、主

动完善的检查机制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民用

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运行单位安全管理规则》、《民用航空安全管理

规定》、《民用航空行政检查工作规则》等法律法规９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空管行业安全管理和运行过程的检查。

第三条 运行过程包括空中交通服务、航空情报服务、通信

导航监视服务、航空气象服务的运行及管理以及搜寻援救协调

过程。

第四条 空管运行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开展安全检查工作应当

遵守本办法。

第五条 空管运行单位应当结合安全管理体系相关要求建立

本单位的安全检查管理制度９明确安全检查的组织机构与职责、

工作程序及人员管理、组织实施等要求９规范安全检查活动。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六条 空管运行单位安全管理部门负责本单位安全检查工

作的总体安排９以及安全检查过程的组织和实施９指导、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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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监督本单位安全检查工作。

第七条 安全检查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掌握安全管理或相关业务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标准和程序９了解相关业务领域的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

措施、航行服务程序等相关知识；

（二）在安全管理或相关业务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理论基础；

（三）在安全管理或相关业务领域从事相关岗位工作三年

以上；

（四）近三年来未出现过因本人原因造成的严重差错及以上

事件；

（五）工作严谨、忠于职守、客观公正；

（六）具有较强的分析、判断和思维能力９善于发现和解决

问题；

（七）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

第八条 符合第七条规定条件的人员９由所在部门推荐并经

本单位安全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聘任为本单位的安全检查

员９聘期为三年。安全检查员的数量由本单位根据运行实际情况

和实施安全检查工作的需要确定。各单位安全检查员可以由质量

安全管理员等人员兼任。

第九条 空管运行单位应当根据安全检查员履行工作职责的

需要９有计划地开展对安全检查员的培训工作。安全检查员应当

每三年接受至少一次本单位或者上级空管单位开展的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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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安全管理、业务理论和技能；

（二）安全检查工作规则、程序与标准；

（三）安全检查的实施方法与技巧等。

第十条 安全检查员有下述情形之一的９经本单位安全管理

部门审议后可以终止聘任：

（一）不能持续符合第七条规定条件的；

（二）参加安全检查培训考核不合格的；

（三）安全检查中工作表现不符合要求的；

（四）本人申请终止聘任的。

第三章 工作制度

第十一条 空管运行单位应当建立定期的和不定期的、系统

的安全监督自查机制。自查是空管运行单位对本单位安全工作的

检查。空管运行单位定期自查每年至少一次９可结合内部安全管

理体系审核工作开展。

第十二条 空管运行单位应按民航监管执法信息系统法定自

查要求９将自查内容覆盖民航监管执法信息系统中法定自查的全

部内容。

第十三条 空管运行单位可以根据需要９对存在问题较多、

安全保障能力薄弱的部门加大安全检查工作的力度９适当提高自

查的频次。

第十四条 空管运行单位应建立不定期安全检查机制９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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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以下情况时应开展不定期安全检查：

（一）安全形势出现滑坡；

（二）面临重大保障任务；

（三）业务面临或出现重大变更；

（四）认为必要的其他情况。

第四章 组织与实施

第十五条 安全检查的主要内容：

（一）安全与运行的责任、目标落实情况；

（二）安全制度手册程序等制定、更新、保存情况；

（三）安全管理和业务运行规定、程序与标准掌握、落实

情况；

（四）安全管理和业务运行过程实际情况９包括过程的受控

性、符合性、有效性等；

（五）业务运行的季节性或运行环境变化后的特定要求落实

情况；

（六）人员资质以及培训情况；

（七）民航行业监管事项库相关内容；

（八）上次安全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九）安全管理体系相关要求；

（十）安全工作要求的其他内容。

第十六条 安全检查可采取以下方式：

（一）听取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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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件检查；

（三）记录检查；

（四）现场检查；

（五）人员访谈；

（六）问卷调查；

（七）音视频检查 （通话录音、监视系统录像、现场音视频

等）；

（八）远程检查。

第十七条 空管运行单位应结合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制定检查

计划９制定检查计划时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以往的检查结

果 （可重点关注人员执勤、交接班情况）；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的

落实情况；各项风险控制措施是否落实到位且达到了预期的

效果。

安全检查员应根据检查计划和方案９细化检查内容９完成检

查后应当及时填写安全检查报告９检查报告由安全检查的组织部

门和被检查单位归档。

第十八条 被检查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检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９

开展系统性原因分析９制定整改措施９明确整改负责人和完成

时限。

第十九条 空管运行单位组织安全检查时９应当对上次检查

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回访９并将跟踪回访情况做好记

录。回访可以采取远程检查或者实地检查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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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信息管理

第二十条 空管运行单位应当按照职责分工９建立安全检查

工作档案９收集整理安全检查信息９相关数据及文档保存不得少

于6年。

第二十一条 空管运行单位应当对安全检查信息进行分析９

查找系统性安全隐患９持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2年1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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