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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委员会 － 第 36 届会议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 2：审议法律委员会总体工作方案 

国家、民用航空器的定义及其对航空的影响 

(由波兰、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塞浦路斯、希腊、立陶宛、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提交) 

1.  适用《芝加哥公约》第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1.1  1993 年，国际民航组织秘书处关于民用、国家航空器的研究，阐述了适用第三条第一款和第

二款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该研究提出了以下方面的基本陈述： 

a) 适用的法律制度； 

b) 保险的承保范围； 

c) 民法或军法的适用；和 

d) 国际组织和根据《红十字会公约》使用的航空器。 

该研究讨论了若干具体问题和两个案例。 

1.2  缺少明确和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影响国际航空运行的秩序和安全。 

1.3  虽然对第三条第二款确定航空器性质的基本标准没有任何质疑，但是，该研究的作者观察到，

在用于特殊目的的航空器适当资格认定方面出现了困难和不确定性，尤其是： 

a) 当航空器不是用于军事、海关或警察部门，但被用于政府其他部门； 

b) 当原本的民用航空器及配备的民用机组人员被用于军事目的； 

c) 被全部或部分包租，用于承运军事、海关或警察部门的人员和、或货物的航空器，为收

取报酬被部分用于承运人员或货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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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原本可被当做国家航空器(可能配备军事机组人员)的航空器，为收取报酬被用于承运旅

客、货物或邮件。 

1.4  在审议了相关问题后，该研究提出了处理该事项的可能方式： 

a) 修订《公约》； 

b) 通过一项国际民航组织的正式诠释；和 

c) 对《公约》各附件及《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空中规则和空中交通服务》的文件进行可能

修订。   

1.5  总之，虑及适用第三条第二款的各种不确定性，秘书处的研究建议通过一项相关的诠释，并考

虑修订国际民航组织的飞行计划示范表、《空中航行服务程序 — 空中规则和空中交通服务》和某些附

件。 

1.6  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注意到了秘书处的研究，并指示秘书将其发给各缔约国和相关组织征求意

见(如有)，并将该事项交给法律委员会，但不要求将该题目纳入法律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1.7  在过去的十年里，民用、国家航空器以及民用、国家飞行的定义，偶然出现在了国际民航组织

关于某些具体问题的其他文献当中，但没有试图对民用、国家航空器以及民用、国家飞行加以区分的问

题提出解决办法。Doc 4444，ATM/501 号文件(2007 年第十五版)，包含了关于适当航班标识的信息，

其中包括 HEAD(有国家元首身份的航班)，以及 STATE（从事军队、海关或警察部门飞行）。但是，

对用于特殊飞行的航空器性质的确定规则仍然不够明确。 

1.8  2012 年，根据航空运输委员会秘书介绍的研究情况，理事会也审议了关于国家航空器和国家

飞行的定义。该研究只处理了“成本回收的关切”，但对一项普遍意见表示了赞同，即：目前没有必要

拟定一项关于这些定义的更加详细的研究。 

1.9  自秘书处于 1993 年进行研究开始，随后是国际民航组织偶尔出现的其他文献和文件，向缔约

国提供了一个关于区分民用、国家航空器，尤其是区分民用、国家飞行时所遇到法律(和实际)问题的解

决办法方面的基础宝贵指南。但是，一些重要的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得到解答。 

1.10  与须符合国内规章的国家航空制度相对照，有关民用、国家航空器或民用、国家飞行的定义，

不仅在芝加哥体系内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东京、海牙、蒙特利尔、北京的航空刑法体系(导

致航空私法的公约分崩离析)背景中也具有某些相关性。 

1.11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各项目标，尤其是《芝加哥公约》关于促进国际空中航行飞行安全的第

四十四条第四款，必须指出，就民用、国家航空器而言，或者就国际空中航行中的航空器或飞行可能存

在的特殊(混合)性质而言，有三(3)个具体目标： 

a) 第一个目标涉及民用、国家航空器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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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个目标涉及为民用、国家或用于特殊目的的混合性质的航空器和飞行制定更加准确

的资格认定的标准；和 

c) 第三个目标是确保相关规则得到国际航空业的认可，以确定每次飞行或系列飞行的航空

器的性质(如果飞行计划的规则不够充分，谁能够做出此类决定、如何确定此类决定并通

知有关各方)。 

1.12  另外一组问题涉及确定所适用的民用、国家(军事)法律，以此来管理空中航行、空中交通规

则、空中交通管制、航空器技术运行、事故调查、民事赔偿责任及保险。在国家立法和某些国家组织(包

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中注意到了一种趋势，即在使用军用航空器承运非军事旅客时适用民

用航空的规章和安全标准。对用于双重(国家和民用)目的的飞行可以采用类似的处理办法。 

2.  结论 

2.1  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将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更新和完成国际民航组织秘书处或国际民航组织

其他机构为通过适当文件开展的相关研究。在过去的研究中，曾提及通过修订《公约》、通过国际民航

组织的正式诠释、修订附件以及国际民航组织其他文件等替代性行动。同时，我们还可以设想扩展国际

民航组织理事会对共同(民用和军用)关切的某些问题的监管权力。鉴于上述目标的重要性以及国际民航

组织对促进国际航空安全担负的责任，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可能愿意对前进的方式发表意见。 

3.  法律委员会的行动 

3.1  请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对不修订《公约》的情况下实现上述目标的可能性发表意见。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