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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地区运输航空公司飞行员 

作风量化管理工作实施指南（试行） 

2020 年 5 月 9日 

 

1. 目的和依据 

为持续加强“三基建设”，践行“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

职责”民航作风建设内核，进一步规范飞行员工作作风，以量化

思维、动态管理、德能并重的方针持续健全高素质飞行员队伍培

养机制，不断提升民航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助力中

国民航高质量发展，依据咨询通告《飞行运行作风》（AC-121-130）、

《关于全面深化运输航空公司飞行训练改革的指导意见》(民航发

〔2019〕39 号)和《关于促进民航安全从业人员工作作风建设的

指导意见》（民航发〔2020〕2 号)制定本指南。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中南地区 121 部运输航空运营人。中南地区 141 部飞

行学校可参照本指南制定飞行学员作风管理规定，对拟进入运输

航空公司的飞行学员进行培训和管理。 

指南作为运营人建立飞行员作风量化评估及管理体系的原则

性指导方案，运营人应当使用本指南或其他等效的方法，建立长

期、有效并可执行的飞行员作风量化管理体系。 

3. 作风量化管理方案的整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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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管理方案体系的逻辑结构 

飞行员作风量化管理方案是针对工作场景下飞行员作风行为

进行管理的整体方案，包含飞行员行为的数据采集、作风行为的

量化评估、飞行员行为的偏差干预、定期作风复训四个部分。这

四部分整体上作为一个建设体系，对飞行员的工作作风实施量化

管理和训练提升。量化评估的具体工具为《飞行员作风量化评估

标准》（附件一）、《飞行员负面行为清单》（附件二）；偏差干预的

具体工具为《飞行员作风训练大纲》；作风保持工具是飞行员作风

定期复训安排。如表一所示： 

数据采集 
量化评估 

（评估标准、负面清

单） 

偏差干预 

（训练大纲） 

定期 

复训 

岗位初始任职 作风养成训练 

作风提升需要 作风提升训练 

音视频设备采集、数据记

录设备采集、专项检查、

航线监察、自我申报…… 作风恢复需要 作风恢复训练 

每两年

一次 

表一 

3.2 评定等级 

《飞行员作风量化评估标准》列举了在工作场景下需要进行

评估的飞行员行为样例，每位飞行员经评估确定对应的等级。等

级分为基础、优秀和杰出。 

3.3 训练大纲 

《飞行员作风训练大纲》作为对飞行员偏差行为进行干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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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的工具，属于作风量化管理方案体系中的一部分，由运营人制

定。飞行员作风量化评估的结果，对应了飞行员需要接受何种作

风训练。表一明确了量化评估结果与偏差干预（作风训练）之间

的对应关系，运营人的飞行员作风训练大纲中应当体现出这种对

应关系。飞行员负面行为清单中的样例，被认为是严重的作风不

良行为；飞行员一旦被认定存在负面清单行为，须立即接受训练

大纲中的作风恢复训练。《飞行员作风训练流程》（附件三）对飞

行员接受养成、提升、恢复训练及复训流程进行图示说明。 

3.4 运营人制定作风量化管理方案的责任 

中南地区各运营人应当依据本指南的框架要求，因地制宜、

实事求是的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整套管理方案，使之成为

包含飞行员行为数据采集、量化评估、偏差干预训练以及定期作

风复训的管理体系。本指南中列举的样例，各运营人可以对允许

自定义的项目和子项目进行适当的调整。 

4. 飞行员行为数据的采集 

由于各运营人公司规模、发展阶段、运行种类、地域特点的

不同，所采取的管理手段和数字化水平都不尽相同，各运营人应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选择科学合理的飞行员行为数据采集方式。 

4.1 数据采集方式 

可能的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音视频设备采集、数据

记录设备采集、专项检查、航线监察、自我申报等；数据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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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和偏差行为的有效期等参数设置，作为管理方案整体的一部

分，由各运营人制定。 

4.2 防止数据不当采集 

特别强调，运营人使用的诸如 LOSA 审计等无惩罚性偏差收集

工具，不应当被简单的用于作风量化评估的不良行为数据源。运

营人应当在鼓励和保护无惩罚性偏差收集工具的使用，和作风量

化评估数据采集工具的使用之间，建立明确的当事人告知和选择

途径。 

5. 作风量化评估标准 

5.1 概述 

本指南采用《飞行员作风量化评估标准》（附件一。下称“评

估标准”）作为飞行员行为的作风量化工具，通过“维度-模块-项

目-子项目”的逻辑构架将飞行员作风行为表现进行分类描述。该

评估标准经辖区运输航空公司充分讨论，以通用“项目”与公司

自定义“子项目”相结合的形式，将飞行员行为表现解构为飞行

作风、运行作风、训练作风、日常作风、管理作风、教学作风六

个维度。运营人通过对适用的四至六个维度的行为表现数据的采

集，可以分别得出每个维度的评估得分及评价等级。各个适用维

度的最低评价等级，即为个人最终的评价等级（关于最终评价等

级为“卓越”的产生办法，见 5.9 条）。 

5.2 逻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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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人的行为绝非易事。要对飞行员作风行为进行量化评估，

必须建立对作风行为进行分类描述的逻辑架构。六项作风维度与

负面行为清单从“维度”层面进行分类；每个维度分别对应多个

不同的评估“模块”；模块包含不同的评估“项目”；在每个项

目下面列举了不同的“子项目”。其中，子项目为公司自定义内

容，各运营人可以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进行增减调整。本指南量化

评估标准表格中给出的子项目样例，可供参考。 

5.3 飞行员负面行为清单 

不可接受的飞行员的典型不当行为，以列举的方式显示在负

面行为清单中。负面清单中的行为，将直接导致当事人立即接受

作风恢复训练。运营人应制定相应的行政管理规定，确保当事人

能够完整、连续、不受其他工作干扰的完成作风恢复训练提纲规

定的训练培训。 

5.4 编号的安排 

各模块的编号是不连续的，这是考虑到后续修订增补相应模

块、项目的通用性，因此借鉴了规章条号和运行手册款号的编排

方式，以保证在后续修订中原项目、子项目编号的稳定性、唯一

性。模块的编号分段见表二。 

维度 
维度

一 

维度

二 

维度

三 

维度

四 

维度

五 

维度

六 

负面 

清单 

模块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9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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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段 

表二 

5.5 评估对象 

六个维度基本涵盖了飞行员历经副驾驶、机长、教员成长历

程所必须具备的作风形态。飞行作风、运行作风、训练作风、日

常作风四个维度，作为基础作风适用于所有飞行员；管理作风作

为对机长、教员的增项评估；教学作风仅适用于教员。如表三所

示： 

基础作风  

飞行 

作风 

运行 

作风 

训练

作风

日常

作风

管理

作风

教学

作风
最终等级 

副驾驶 √ √ √ √   

机长 √ √ √ √ √  

教员 √ √ √ √ √ √ 

各项最低等级

表三 

    依专职模拟机教员批准函管理的人员，不采用维度一飞行作

风、维度二运行作风、维度五管理作风做为评估项。 

5.6 评估的周期 

飞行员作风量化评估的周期采用日历年度、季度、月度。各

运营人可以采用其中一个周期，或多个周期的组合，并在管理方

案中予以明确。采用的周期最长不得超过一个日历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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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分值设置 

飞行员在每个评估维度上的基础分值为 100 分。每项被采集

到的作风行为，将根据评估标准产生对应的扣分值或者加分值。

评估标准中给出了确定的分值等级，作为运营人制定具体分值方

案的依据（见表四）。运营人按照各自方案确定的评估周期、频次、

分值给出飞行员的维度评估得分，以确定该维度的评价等级（见

表五）。 

分值等级 低 中 高 

分值范围 1-3 分 4-7 分 8-10 分 

表四 

 

评估得分 
70 分 

及以下 
71-100 分 101-120分 

121 分 

及以上 

评价等级 不合格 基础 优秀 杰出 

表五 

5.8 加分项 

量化评估表中给出了加分项样例。这些加分项可能适合部分

运营人的管理方案，采用与否由各运营人在作风量化管理方案中

自行决定。加分项应与作风行为紧密关联。一定周期内每个维度

总加分不超过基准分的 10%。推荐对前四个维度的基础作风采取一

定时间内无不良行为自动加分的机制，维度五和维度六不设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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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机制。 

5.9“卓越”等级的产生 

个人最终评价“卓越”等级可以由如下二种方式产生： 

a. 按照前述办法，在适用的四至六个维度全都获得 121 分

及以上评估得分； 

b. 符合如下条件之一的副驾驶、机长、教员各自群体的前

2-5%： 

a) 连续两个年度中，个人的周期最终评价等级全部为

“优秀”； 

b) 一个评估周期无任何扣分，且存在经公司认定的重

要突出加分事项。本条的重要突出加分事项由运营

人具体制定，在管理方案中予以明确。 

5.10 注释 

量化评估表格中，给出某些注释，用于补充某些指导说明。

请各运营人在制定本公司的管理方案时注意阅读。 

6. 飞行员作风训练大纲 

飞行员作风训练大纲依托中国民航特色训练思维，是中国在

民航大国向民航强国建设进程中的创新探索，与飞行技术训练大

纲一起，成为飞行员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两翼。 

6.1 大纲的手册管理 

飞行员作风训练与飞行技术训练是保障飞行安全的两个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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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缺一不可、不能偏废。运营人应当高度重视飞行员作风培养

和偏差干预，将飞行员作风训练大纲纳入公司手册管控体系，明

确手册的层级定位，编制手册管控编号，按需要及时进行手册更

新、修订和报备。 

6.2 大纲的核心内容 

飞行员作风训练大纲的核心内容应当至少包含三个训练提

纲：作风养成训练提纲、作风提升训练提纲、作风恢复训练提纲。

训练大纲还应当包含一个定期复训的要求。 

a. 飞行员在初始进入 121 公司、初始担任机长、初始担任

型别教员前，按《训练大纲》完成作风养成训练； 

b. 飞行员在一定期限内重复触发《评估标准》同一维度同

一行为项目后需按《训练大纲》进行作风提升训练，具

体管理规定由运营人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其他须触

发作风提升训练的情况，由运营人自定义。 

c. 飞行员在按照《评估标准》评定为不合格等级，或触发

《负面行为清单》相应条款，须按《训练大纲》完成作

风恢复训练。运营人应当对接受作风恢复训练的飞行员

实施不少于 7天的暂时停飞处理。 

d. 为保证飞行员作风自我管理意识的持续提升，运营人应

当制定飞行员每两年进行一次的作风定期复训的要求和

具体实施方法。定期复训可以使用作风提升训练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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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训周期内已完成养成训练或恢复训练并考试合格，

视同满足复训要求。 

6.3 提纲的必要结构 

训练提纲应当至少包含以下必须的内容： 

a. 训练目标。 

b. 适用对象。 

c. 进入条件。 

d. 训练课时的安排。 

e. 训练的实施方法。 

f. 考试的实施方法。 

g. 训练质量管控的要求。 

6.4 提纲的课时要求 

作风训练提纲规定的训练总时间（不含考试），不得少于： 

a. 初始训练提纲： 

a) 初始进入 121 公司：8小时； 

b) 初始担任机长：4小时； 

c) 初始担任型别教员：4小时。 

b. 提升训练提纲：4小时 

c. 恢复训练提纲：16 小时。 

6.5 训练的参考资料 

培训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法律、民航部门法规、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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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公司手册或文件、通报材料等。以下为推荐的培训

资料： 

a. 国家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飞行标准监督管理条例》（法律

审查中）。 

b. 民航规章：CCAR-61/91/121。 

c. 规范性文件：《飞行运行作风》、《关于全面深化运输航空

公司飞行训练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民航安全从

业人员工作作风建设的指导意见》。 

d. 通报材料：《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汇编》、关于典型事件

的调查报告、局方安全警示、局方及公司安全信息通报

材料等。 

6.6 训练和考试的形式 

推荐的训练授课形式：可结合运营人短板问题，采取图文宣

讲、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形式，进行个体分析，起到警示改正

作用。可以灵活选择线上或现场授课、实时授课或 CBT 课件自学、

单向知识传授或教、学互动讨论等形式。 

推荐的考试形式及要求：可设置开、闭卷笔试答题，或要求

被考试人结合民航局和公司规章进行案例宣讲。考试的首要目的

是引导正确飞行作风观念和态度，同时在考试过程中增进对理论

知识的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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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运营人应当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具体的作风训练课程和考

试方案。 

7. 管理方案体系的实施 

7.1 实施的机构 

中南地区运输航空公司飞行员作风量化管理工作由民航中南

地区管理局指导、监督。执行办公室设置在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

飞行标准处，负责制定、完善中南地区运输航空飞行员作风量化

管理指导文件，指导监督各运营人落实相关工作；负责建立专家

组，探索并固化专家会商制度，持续更新完善量化指标及颗粒度

设置；负责工作成效定期评估和定期汇报的制度设计。中南地区

各监管局按职能分工负责具体指导检查、意见搜集、评估汇报等

工作。 

中南地区各运输航空公司负责本单位飞行员作风量化管理工

作方案的制定、执行、修订，并按要求完成定期分析评估和汇报。

根据《关于全面深化运输航空公司飞行训练改革的指导意见》要

求，运营人飞行员作风量化管理工作由全面深化飞行训练改革工

作领导小组领导、监督，下设作风量化管理工作小组负责执行实

施。 

7.2 实施的要求 

7.2.1 运营人制定的飞行员作风量化管理方案，应当包含对敏

感的飞行员行为数据拥有采集、阅读、分析、发布权利的岗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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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的准确描述。管理方案还应当包含防止隐私数据被滥用

的条款，以及数据被不当传播、使用，从而对飞行员造成非预期

的不良影响时的责任追究条款。 

7.2.2 对于一次不良作风行为触发多项评估扣分的情况，适用

“一事不再罚，从严不从宽”原则。 

7.2.3 推荐运行体量较大、飞行员人数较多的运营人开发配套

IT 系统，将作风量化指标数据的收集方式和终端设备与公司现行

运行和训练管理流程、制度有机融合，提高可操作性。 

8.生效及解释 

本指南（试行）自下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二年。 

本指南由中南地区管理局飞标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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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振江、李双臣、张勇、曾鸣、林航、杜鹏、朱剑、张军、

喻策、王文尧、鹿瑾、张科华、廖俊凯、谢金凭、李云、曾超颖、

阎波、张闯、胡玥、邢军君、刘慧、马向军、苏佳烽、白卫理、

陈莉、杨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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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飞行员作风量化评估标准 

 

 

图例   飞行员作风量化等级雷达图 

 

飞行员作风量化评估标准表 
（6维度/19 模块/88 项目） 

第一维度：飞行作风 

模块 项目 
子项目样例 ① 

（公司可增减、自定义） 
评分等级

数据采集

手段样例

 

 

 

 

 

 

1.1   违反通讯规范性 

1.1.1 未使用通讯规范术语 

1.1.2 复诵指令不复诵航班号 

1.1.3 未复诵指令 

1.1.4 未复诵跑道号 

1.1.5 指令复诵的基准要素不

低 

 

舱音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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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1.1.6 在发射频道中进行与飞

行运行无关的谈话 

1.2   违反标准喊话 

1.2.1 未实施标准喊话或喊话

不全 

1.2.2 使用存在歧义的词或句 

1.2.3 消极喊话 

低 

1.3 未按要求执行检查单 

1.3.1 未执行标准动作或漏

做。 

1.3.2 使用产生歧义的口令 

1.3.3 交叉检查项未响应核实 

中 

1.4 
通讯过程中使用不文明

语言 

1.4.1 使用攻击性语言 

1.4.2 与其它电台争吵 
低 

1.5 
关键阶段进行与飞行无

关的谈话 
 中 

1.6 未规范执行起飞简令 

1.6.1 未执行起飞简令 

1.6.2管制员指令、道面条件或

天气情况等要素改变后

未更新起飞简令 

低 

1.7 未规范执行进近简令 

1.7.1 未执行进近简令 

1.7.2管制员指令、道面条件或

天气情况等要素改变后

未更新进近简令 

低 

1.8 未守听指令  中 

1.9 对指令有疑义未证实  中 

 

 

 

 

 

 

 

1. 舱音监

控指标② 

 

1.10 进入或穿越跑道时，未

规范执行检查单和其它

事项 

 

低 

2.1 未按规定记录开始使用

防冰液的时间、防冰液

代码，未确认保持时

间。 

 

低 

2.2 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  低 

 

2. 检查

类监控

指标 ③ 

 

 

2.3 未按照规定关闭并锁定  
中 

运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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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舱门 

2.4 未按公司运行规定佩戴

耳机 

 
中 

2.5 机组行李和物品未按规

定放置和固定 

 
低 

2.6 将与飞行无关的物品带

入驾驶舱（如：违规使

用公司限制范围以外电

子设备、违规使用机载

遮光装置以外的物品遮

挡风挡） 

 

低 

2.7 违反其他驾驶舱作风纪

律及管理规定 

 
低 

3.1   因个人作风原因导致严

重差错 

3.1.1 人为原因导致通讯中断 

3.1.2 发生最低油量事件 

3.1.3 飞机滑错导致地面冲突 

3.1.4 飞错进离场、飞错航路航

线、飞错高度的，构成飞

行冲突 

高 

 

 

 

 

3.结果

类事件 

指标 

 
3.2 因个人作风原因导致一

般差错 

3.2.1 缓报、迟报不安全事件 

3.2.2违规使用氧气、药品、手

电在内的紧急设备 

3.2.3泼溅液体污染驾驶导致一

般差错 

3.2.4人为原因造成航班延误、

减客、拉货事件 

3.2.5因个人作风原因影响航班

正常运行 

3.2.6飞机滑错未导致地面冲突

的 

3.2.7 飞错进离场、飞错航路航线

飞错高度的，不构成飞行

冲突的 

中 

 

 

 

 

调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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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因个人作风原因导致一

般不安全事件 
3.3.1泼溅液体污染驾驶舱不安

全事件 

低 

3.4 执勤前、执勤中使用管

控药物造成生理异常或

影响正常履行职责 

 
低 

 

 

 

 

 

4.运行品

质类指标

④ 

4.1 因个人作风原因导致的

运行品质类事件 

4.1.1 未按规定使用雷达 

4.1.2 构成 1000 英尺以下不 稳

定进近的 

4.1.3不稳定状态下实施着陆并

导致 2.0 以上的重着陆 

4.1.4 存在作风因素的 QAR事件

类硬警告 

4.1.5704A：3000米以下跑道触

发硬警告（机长 PF） 

4.1.6704B：触发硬警告且接地

点超过跑道总长的 40%

（机长 PF） 

低 

 

5.1.1主动报告飞行阶段内的安

全隐患并被公司评为优

秀报告的（信息保密） 

低 

SMS 报告

5.加分项

（公司自

定）⑤ 

 

5.1    推荐采取一定时间内无

不良行为进行自动加分

的机制。 

5.1.2积极配合，解决重大运行

问题，防控和解决安全

风险的 

中 

 

适时评审

小计 23 50   

注： 

①：各公司可按需对“子项目”进行自定义或增减。 

②：模块 1“舱音监控指标”，不应理解为本指南对运营人广泛使用舱音监控手段的授权。 

③：模块 2“检查类监控指标”，不应该将无惩罚性安全审计的发现问题简单直接用于作风行为的数据源。 

④：模块 3“运行品质类指标”，主要识别“知而不行”的故意行为。 

⑤：加分项应与行为作风紧密联系。对于是否采用项目加分，各公司自行决定。一定周期内维度总加分不超

过基准分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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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维度 运行作风 

模块 项目 
子项目样例 

（公司可增减、自定义） 
评分等级

数据采集

渠道样例

11.1 

 

未按规定完成预先准备 11.1.1 未在规定时间完成预先

准备 

11.1.2 预先准备不充分 

低  

11.2 未按规定完成直接准备 11.2.1 未在公司指定地点参与

航前现场准备 

11.2.2 签到晚 

11.2.3 未参与酒测（是否违反

酒测管理规定） 

11.2.4 抽查航前准备是否质量

合格 

11.2.5 未按准备流程卡逐项落

实 

11.2.6 未掌握航行通告重要信

息 

11.2.7 不清楚 MEL/CDL 项目 

11.2.8 不了解重要天气及安全

风险等信息 

中 

11.3 未按规定完成机组协作 11.3.1 未按协同卡完成协作 

11.3.2 协作未包含暗语 低 

11.4 仪容仪表不规范  

低 

11.5 飞行装具不齐全、不可

用 

11.5.1 机组资质文件不齐全 

11.5.2 未携带公司规定的装具 

11.5.3 携带的规定设备不符合

使用要求 

低 

11.飞行

前准备 

 

11.6 备份人员未按要求履行

备份职责 

11.6.1 主备份不在位 

11.6.2 其它备份通讯不畅 中 

日常监察

 

信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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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违反航前绕机检查程序 12.1.1 未按规定路线绕机 

12.1.2 绕机检查遗漏项目 

12.1.3 晚间未按照规定使用手

电等照明设备 

中 

中 

 

低 

 

12.2 违反燃油加注程序 12.2.1 未遵守公司规定的加油

程序 

12.2.2 不按计划加注燃油 

中 

12.3 违反停机坪行为规范 12.3.1 地面未按规定穿反光背

心 低 

12.4 未按规定完成清舱检查 12.4.1 未进行驾驶舱清舱检查 

12.4.2 未按规定检查货舱（货

机）或乘员舱（货机） 

低 

 

12. 

驾驶舱

准备、对

飞 机 的

检查 

 

12.5 未按规定完成驾驶舱直

接准备 

12.5.1 未按照规定正确签署放

行单 

12.5.2 不遵守物品摆放规定 

中 

日常监察

 

信息报告

13.1.1 未执行无过站放行检查

单 中 
13.1 违反过站绕机检查程序 

13.1.2 机长无过站放行检查未

持单 

13.1.3 夜间未按照规定使用手

电 

低 

13.2 违反燃油加注程序 13.2.1 未遵守公司规定的加油

程序 低 

 
 

13.2.2 不按计划加注燃油 
中 

13.3 违反停机坪行为规范 13.3.1 未穿反光背心 
低 

 

 

 

13. 

航后、

短停、

驻站 

 

13.4 短停未按规定完成清舱

检查 

13.4.1 驾驶舱内有遗留外来物 
低 

日常监察

 

信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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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短停未按规定完成驾驶

舱直接准备 

13.5.1 未按规定填写记录本 

13.5.2 未按规定签收飞行文件

并确认文件是否齐全 

低 

13.6 未按规定履行驾驶舱监

控职责 

13.6.1 短停期间驾驶舱是否始

终保持有一名飞行驾驶

员 

13.6.2 在旅客完全离开飞机

前， 机组关闭音频按

钮，未监控塔台或地面

频率 

13.6.3 在旅客完全离开飞机

前，机组离开飞机，或

由于工作或生理的原因

离开，未指定有资格人

员负责飞机的安全 

低 

13.7 未按要求填写各类文件 13.7.1 未按照要求进行飞行记

录的填写（含云执照、

飞行记录本等） 

低 

13.8 离机前未按规定交接飞

机 

13.8.1 未向相关航空人员交接

航空器导致通电运行的

航空器无人监视 

低 

13.9 航班结束后未清理驾驶

舱内卫生 

13.9.1 驾驶舱内遗留餐食、垃

圾 低 

13.10 未及时向公司主动报告/

反馈被局方（含境外）

检查的有关情况信息 

 

高 

13.11 违反禁止“捎买带”的

规定，被海关或者联检

部门处理 

 

中 

 

 

14. 

驻外、

14.1 驻外期间违规饮酒  
高 

日常监察

 

信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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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未按公司规定时间返回

住宿点 

 
低 

14.3 未经公司同意离开住宿

点不归的 

 
中 

14.4 未严格遵守请、销假制

度 

 
低 

14.5 过夜、备份期间违反酒

店 住宿管理规定被判定

为有效投诉 

 

中 

14.6 因个人证照原因导致临

时调配机组 

 
低 

14.7 健康情况未报告，航医

发 现并临时调配机组 

 
低 

14.8 在驾驶舱使用如加湿

器、 烧水壶等手册允许

范围之外的禁用物品 

（见：注⑥） 

低 

14.9 驻外期间不当娱乐、不

当 着装等产生不良影响

的 

 
中 

过夜 

14.10 违反禁止“捎买带”的

规定，被海关或者联检

部门处理 

 

中 

15.1 接受临时飞行任务 
  定期统计

15.加分项

⑤ 15.2 推荐自动加分机制（一

定时间内无不良行为进

行自动加分） 

 
 

 

小计 3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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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⑥：运营人可以按需制定禁止带入或在驾驶舱内使用的物品清单作为子项目。 

第三维度 训练作风 

模块 项目 
子项目样例 

（公司可增减、自定义） 评分等级
数据采集

渠道样例

21.1 未按规定完成模拟机训

练前准备（计划原因导

致无法在训练中心实施

准备除外） 

 

低 

21.2 未按计划时间、课程实

施训练 

 

低 

21.3 未按规定参加训练后讲

评 

 

低 

21.4 违反训练机构制定的相

关管理规定 

21.4.1 未遵守训练机构管理

规定被教员、检查员、训练

中心投诉 

21.4.2 未经允许擅自使用训

练设施设备 

低 

21.5.1 未按照规定着装参加

训练 低 

21.5.2 未按规定携带飞行

箱、EFB、训练资料（不符合

资质或者未携带有效证照、

用具、文件参加训练） 

低 

21.5.3 参训期间无故迟到、

早退、缺席及违反训练纪律

等 

低 

 

 

 

 

 

21.模拟

机训练 

21.5  违反航空公司制定的相关

训练管理规定 

21.5.4 未按规定完成训练记

录填写（模拟机使用记录、云
低 

监控视频

日常监察

信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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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填报等） 

21.5.5 训练中违规吸烟、饮

食的 低 

21.5.6 训练时间不满足训练

要求（设备故障等原因除外） 低 

21.5.7 训练中违规使用个人

电子设备从事娱乐活动 低 

21.5.8 训练记录填写不规

范、不完整的（未按规定填

写云执照、飞行记录、训练

记录等行为） 

低 

21.6 未按照规定归还公司、

训练机构的文件、档案

及其他物品 

 

低 

21.7 训练期间带领未经许可

的人员进入模拟机 

 

低 

 

22.1 违反训练考勤制度  

低 

22.2 违反教学纪律  
低 22.理论

培训 

22.3 未按照规定完成公司或

飞行单位要求的学习、

培训及考试 

 

低 

监控视频

日常监察

信息报告

23.加分项

⑤ 

23.1 自愿参加训练课题工作

小组并完成被分配的工

作（具有行政岗位的专

职人员除外） 

 

中 定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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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接受临时安排的模拟机

任务 

 
低 

23.3 正确发现手册、试题或

课件错误并反馈，并被

手册管理部门采纳的 

 
低 

小计 13 21   

第四维度 日常作风 

模块 项目 
子项目样例 

（公司可增减、自定义） 评分等级
数据采集

渠道样例

31.1 发生日常生活中的地面

不安全事件且不配合调

查 

 

高 

31.2 被投诉、举报查实存在

社会公德、家庭美德、

职业道德的不良行为 

 

中 

31.3 诬陷他人造成影响  
中 

31.4 违反必要的行政管理规

定） 

31.4.1 会议无故缺席、晚到 
低 

31.5 违反密保规定，不当传

播敏感信息 

 

高 

31.日常行

为作风 

31.6 违反公司信息管理规

定，在微信、微博等自

媒体披露不当信息 

 

中 

日常监察

信息报告

32.加分项

⑤ 

32.1 提出安全改进建议被公

司采纳（与主动报告不

重复加分） 

 

中 定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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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见义勇为等正向行为  

高 

32.3 推荐自动加分机制（一

定时间内无不良行为进

行自动加分） 

  

小计 9 9  

 

第五维度 管理作风 

模块 项目 
子项目样例 

（公司可增减、自定义） 评分等级
数据采集

渠道样例

41.1 在运行期间未履行对机

组成员的管理职责（分

工协作等） 

 

低 

41.2 未按规定作出运行保障

决策影响航班运行 

 

低 

41.3 驻外、过夜期间未按规

定履行好驻外管理职责 

41.3.1 未按规定监督和制止组

员的不当行为 低 

41.职业

操守和责

任心 

41.4 不清楚机长岗位职责

（法律法规层面及公司

规定层面） 

 

低 

 

日常监察

 

信息报告

42. 加 分

项⑤ 
42.1 在运行管理决策中主动

靠前管理，勇于担当，

对他人产生精神引领的

行为⑦ 

 

中 
信息报告

定期统计

小计 5 5   

注： 

⑦：要同时满足“靠前管理、勇于担当、引领作用”的要求，不包括正常管理职责的履责行为。 



  ‐ 26 ‐

第六维度 教学作风 

模块 项目 
子项目样例 

（公司可增减、自定义） 
评分等级 数据采集

渠道样例

51.1  经核实的教学作风问题 51.1.1 查实存在“吃拿卡要”

行为 高 

51.2  经核实存在教员不履职

行为 
51.2.1 航线带飞率低于标准 

51.2.2 未按规定实施教学与

讲评 

 
51.师德师

风 

51.3  对学员进行体罚或使用

带个人攻击性的严重不

当语言 

 
 

日常监察

 

信息报告

52.加分项

⑤ 

52.1  无师风师德原因扣分且

积极、主动、义务承担

具有一定困难因素的教

学工作 

 

中 定期统计

小计 4 5   

累计 88 147   

注：评分等级分值对照： 

低:1-3 分；  中:4-7 分；   高:8-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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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飞行员负面行为清单 

（4模块/21 项目） 

模块 项目 
子项目样例 

（公司可增减、自定义） 评分等级 
数据采集

渠道样例

91.1 违反进出驾驶舱规定 91.1.1 允许与飞行无关人员进

出驾驶舱  

91.1.2 违规离开驾驶舱 

 

91.2 在飞行关键阶段从事与

飞行无关的活动 

91.2.1 从事与飞机安全运行无

关的工作，从事分散飞

行机组其他成员工作精

力，或者可能干扰其他

成员正确完成这些工作

的活动 

 

91.3 飞行中在驾驶员岗位上

违规睡岗 

 
 

91.4 低于规定的运行标准实

施运行 

91.4.1 明知天气条件低于运行

标准时强行着陆  

91.4.2 没有遵守合格证持有人

被批准的机场运行最低

标准  

91.4.3 没有遵守运行规范中规

定的仪表进近程序和仪

表飞行规则着陆最低标

准实施仪表进近 

91.4.4 没有遵守新机长在仪表

飞行着陆时的最低天气

标准的要求 

 

91.运行作

风 

91.5 运行过程中违反禁烟规

定   

日常监察

信息报告

定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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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主观上严重违反标准操

作程序并产生安全隐患   

91.7 个人严重不诚信事件 91.7.1 故意瞒报、谎报不安全

事件 

91.7.2 不安全事件调查中作伪

证或伪造文件、证件 

91.7.3 违规使用或伪造任务

书、借用他人登机牌等 

 

 

91.8 因个人作风原因导致征

候（含）以上事件 

 

 

91.9 各运行阶段出现的工作

作风严重的不良现象

（各运营人自定，可参

考《飞行运行作风》咨

询通告） 

91.9.1 短停、过站期间长时间

擅离岗位 

91.9.2 未签署或核实放行单起

飞的 

91.9.3 航前酒测严重超标 

 

92.1 训练不在位 

  

92.2 飞行员训练记录造假 

  

92.3 非局方组织的理论考试

存在严重作弊行为   

92.4 在局方组织的理论考试

和语言等级测试中作弊   

92.训练作

风 

92.5 为通过理论或技能考试

向考试员输送金钱、礼

物或其他利益 

  

视频监控

日常监察

信息报告

93.日常作

风 

93.1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信息报告

定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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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存在无法通过背景调查

的违法行为   

93.3 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   

93.4 沾染黄、赌、毒及参与

非法组织活动   

93.5 恶意诬告他人造成不良

影响 

  

93.6 不良行为引发公众舆

情，对公司产生严重不

良影响 

  

94. 教学 

作风 

94.1 存在收受现金或贵重物

品等明显违规违纪行为 

  
信息报告

定期统计

小计 2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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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飞行员作风训练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