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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委员会 － 第 37 届会议  
(2018 年 9 月 4 日至 9 月 7 日，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 2：审议法律委员会总体工作方案  

中国民用航空局信用管理手段的介绍  

(由中国提交) 

1. 中国民用航空局信用管理手段的背景  

1.1 2014 年 6 月，中国政府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明确了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总体思路和前进方向。2016 年 5 月，中国政府通过下发《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

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要求，在包括民航的各行业落实信用管理手段。 

1.2 民航安全要求高、服务需求强、影响范围广、社会关注高，既需要对民航从业人员和单位进

行管理，也需要对民航旅客进行管理，既涉及对本国人员和单位的管理，也涉及对外国人员和单位的

管理，管理难度大。需要不断创新行业治理工作理念，开拓行业治理工作渠道，丰富行业治理工作手

段。 

1.3 2012 年中国民用航空局就开始在行业安全管理领域推出信用管理手段，随后逐渐在其他专业

领域推行信用管理手段，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信用管理手段的经验；中国信用建设、信用管理的环境越

来越好，单位和个人对信用管理的认同感不断加深，在民航全行业推行信用管理手段的基础得以建立。 

2. 中国民用航空局信用管理手段的内容 

2.1 中国民用航空局已经制定了《民航行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

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在民航从业信用领域和民航旅客信

用领域都建立了相关的制度，实现了信用在中国民航领域从业企业、从业人员和航空运输旅客两个方

面的信用管理全覆盖，“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信用管理全覆盖。两份文件都已经于 2018 年正

式生效，两项制度已经实际运行。 

a) 在民航从业企业、从业人员信用体系方面，覆盖了中国民航行政机关国内的全部行政相

对人、1015 个位于国外的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许可的培训机构或维修机构、177 家执飞

中国内地的外国或地区航空公司，实现了对行政相对人的一致性国民待遇。对于上述单

位和持证的个人，如果有《民航行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四类 15 种违法违规的

严重失信行为，将由中国民航行政机关记入黑名单，时间为 1 年到 3 年不等，在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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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或个人将在航线航班、航班时刻、执业资格的获得等方面受到限制或禁止。该制

度旨在打击严重危害民航安全、经营秩序、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严重违法行为，能够在维

护民航行业安全、有序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截至目前，已经有河北张家口机场一个

法人组织和 6 个自然人因为上述行为被列入了严重失信黑名单记录； 

b) 在航空运输旅客信用体系方面，对于发生在领土内或者依据《东京公约》及其 2014 年蒙

特利尔议定书依法享有的降落地国管辖权的一般违法行为或犯罪行为，只要该行为被中

国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被中国法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

将其列入限制乘机名单，一年内由销售系统自动拒绝其购票申请。上述行为具体包括 9
种情形，全部是危害航空器或者安全检查运行安全、运行秩序的行为，由《关于在一定

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予以明

确。发生在外国航空器上的上述行为，也在受保护范围内，由中国公安机关依法建立管

辖权并实施处罚后，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列入限制乘机名单。该制度展示了中国政府主动

维护国际国内民航发展秩序，打击侵害民航安全、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心，也必将

有力地推动中国民航和世界民航的安全、有序发展。截至目前，中国民用航空局已经对

外公布了包括 421 人在内的限制乘机旅客名单，社会反响良好。 

2.2 中国民用航空局将于 2018 年下半年制定《关于对民航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备忘

录》，要求中国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在民航行业外对由中国民航行政机关记入黑名单的民航从业人员和单

位进行联合惩戒，包括在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设立金融机构、公司(企业)债券发行、参与工程招投

标等方面的限制或禁止，继续完善民航从业信用领域的相关制度，实现“行业内”和“行业外”的双

层次信用管理全覆盖。 

3. 结论  

3.1 信用管理手段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中国民用航空局希望得到国际民航组织的支持以进

一步对信用管理手段进行完善。如果国际民航组织认为信用管理手段有推广的必要，中国民用航空局

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愿意与其他国家民航主管部门分享经验，交流心得。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

可能愿意对完善推广信用管理手段的可能性发表意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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