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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中国民航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二、中国民航业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

三、推动中国民航业科学发展的政策思路



一、中国民航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经济 保持年均9.6 %的快速增长：

2007年 GDP超过3万亿美元，人均超过2000美元；

中国民航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2007年
运输总周转量365.3亿吨公里 是1978年的122倍 年均增长17.3％
旅客运输量1.86亿人次 是1978年的 80倍 年均增长15.7％
货邮运输量401.8万吨， 是1978年的 63倍 年均增长14.8％



一、中国民航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中国民航
定期航班运输总周转量在国际民航组织缔约国中的排名

1978年的第37位 2005年的第2位

定期航线总数达1506条，国内航线1216条（至港、澳48条）

通航全国146个城市，国际航线290条，通航43个国家的96个城市

51个国家、95家航空公司飞中国



一、中国民航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全行业共有42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运输航空公司

航空市场结构：

中航、东航、南航 三大航空公司为主

海南航、上航、川航、深航、山东航等中型、区域性航空公司为辅

春秋航、鹰联航、奥凯航等新成立航空公司为补充

具备法人资格的通用航空企业77家；

共有民用运输机场（含军民合用的机场）152个，其中能起降波音

747型飞机的26个，另有通用航空机场68个；

共有飞机2000余架，其中商用运输飞机1160架，通用航空飞机800
多架。



一、中国民航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中国民航经历了三次大的体制改革，
一是1980年改变军队建制，走上企业化道路；

二是1987年至1992年，进行以管理局与航空公司、机场
分立的管理体制改革，在行业内引入了竞争机制；

三是2002年至2004年进行了“航空运输企业联合重组、机
场属地化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体制改革。

通过这三次改革，逐渐转变为政企分离、机场属地化管理、多
种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的民航管理体制。



一、中国民航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最近，我们正在按照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会议通过

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进行民航行政管理部门的改革，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更名为“中国民用航空局”，隶属交通

运输部管理。

这次机构改革适应现代交通和物流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将民航

运输和公路、水路、城市公交等运输方式由同一个部门管理，

有利于加快形成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运输体系。



一、中国民航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目前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截止2007年底，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航空运输协定数量达到
110个。

已在海南、南京、厦门等城市试点开放客运或货运第五业务
权。

自1980年以来，中国民航通过外国政府贷款、中外合资、外
商独资、融资租赁、海外上市等方式，已累计利用外资达300
多亿美元。

中外民航管理、科技、人员培训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得到
加强。

2004年，我国成为国际民航组织一类理事国。

总之，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中国民航业已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和国际趋势相适应的行业管理与运行机制。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

生产力，为中国民航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一、中国民航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从总体上看，中国民航业现在并将在较长的时间内仍处于成

长期，目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还不能充分适应国家改革开放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是发展的主动性还不够，更多地表现为被动适应市场需求；

二是发展的协调性还不强，东、中、西部民航发展不平衡，支

线航空、航空货运、国际航空、通用航空的发展相对滞后；

三是发展的保障能力还不高，存在基础设施、人员素质和管理

水平“三个跟不上”的矛盾。

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以

解决。



一、中国民航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展望未来，中国民航业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国际环境，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航空运
输自由化、区域化和航空企业联盟化方兴未艾，与此同
时，航空领域新技术日新月异，给中国民航业发展带来
了更加广阔和空间和有利条件，当然也给中国民航企业
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挑战。

国内环境，中国经济将保持持续快速发展，预期在优化
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
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届时人均GDP将
达到接近4000美元。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将对民用
航空提出持续增长的巨大需求。



一、中国民航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根据中国民航“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2010年：

航空运输总周转量500亿吨公里，年均增长14% ；

旅客运输量2.7亿人，年均增长14.5%；

货邮运输量570万吨，年均增长13%；

全行业运输飞机达到1550架左右；

全国民用运输机场达到190个左右。

预测到2020年：

航空运输总周转量达到1500亿吨公里以上；

旅客运输量7.7亿人；

货邮运输量1600万吨；

航空旅客周转量在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中所占的比重超过20%。



一、中国民航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到2020年，中国民航业的安全保障水平、服务质量、航班

正点率、经济效益和企业国际竞争力都要明显改善，形成东部

与中西部、干线与支线、客运与货运、国内运输与国际运输、

航空运输与通用航空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上述目标所要求的不仅是数量和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

质量和竞争力的提高，是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上

述目标，中国民航业将上一个大的新台阶。



二、中国民航业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

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

顾，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科学发展

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党的十七大报告



二、中国民航业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

安全发展、和谐发展、效益发展和绿色发展，这

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深刻反映

了中国民航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现实

需要，是推动中国民航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长期遵循

的基本理念。



二、中国民航业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

第一，安全发展

民航业安全发展，就是要把发展建立在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安全

生产状况持续改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切实保证的基础之上。

树立两种安全观：

一是“持续安全观”，就是不可有短期行为、侥幸心理，不以牺牲安全换

来眼前的利益；不能满足于当前安全，而要着眼建立保证安全的长

效机制，实现长久安全。

二是“系统安全观”，就是要从民航整个系统上来把握安全态势、查找安

全问题、堵塞安全漏洞、消除安全隐患，而不是片面地、孤立地就

安全抓安全；要求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紧密配合，形成完整的保障

航空安全的链条。



二、中国民航业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

第二，和谐发展。民航业和谐发展，就是要使发展涉及的各个环节、各
个方面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相互促进。

一是总量平衡，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总供求基本平衡，民航运输与其他
运输方式的协调发展；

二是结构优化，促进民航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趋于协调，逐步缩小区域
民航发展之间的差距以及民航各业务发展之间的差距；

三是要素匹配，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与质量、基础设施规模与水平、管理
体制与机制，要与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发展的速度与规模、航空新
技术的演进相适应；

四是系统和谐，民航系统内企事业与企事业之间、企事业与政府监管机
构之间、政府监管机构之间以及企业、事业、政府监管机构内部要
运行协调、顺畅；

五是服务便利，提供安全、正点、便捷、多样化的民航服务，以充分满
足广大航空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需求，促进民航与社会的和谐。



二、中国民航业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

第三，效益发展。民航业效益发展，就是要使发展获得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要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在民航的竞争性领域如航空公司要更多地关注经济效

益，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在民航的非竞争性、准公益性领域如机场要在关注经济

效益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效益。

要正确处理发展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不能片面追求高速

度，而要使速度、结构、效益相协调。，防止出现盲目

超前现象。



二、中国民航业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

第四，绿色发展。民航业绿色发展，就是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

和环境保护，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民航。

“绿色、环保”已成为当今民航业发展的主题之一。

要强化节约意识，建立能源资源节约的体制机制，尤其

要大力推动航空油料和土地资源的节约使用。

要强化环保意识，建立健全航空污染物排放的法律法

规，依靠技术进步，有效控制航空生产活动中所产生的

噪音、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辐射物质的排放。



三、推动中国民航业科学发展的政策思路

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民航业将围绕安全发展、和谐发

展、效益发展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和主题，努力实现“五个转

变”。

第一，促进安全管理由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

第二，促进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第三，促进发展格局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

第四，促进市场体系由不成熟向成熟转变

第五，促进民用航空由市场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



三、推动中国民航业科学发展的政策思路

第一，促进安全管理由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

变传统的纵向单因素安全管理为现代的横向综合安全管理；变传

统的事故管理为现代的事件分析与隐患管理；

变传统的静态安全管理为现代的安全动态管理；

变传统的外迫型安全指标管理为内激型的安全目标管理。

具体抓好“四个体系”建设：

队伍体系建设

规章体系建设

理念体系建设

组织体系建设



三、推动中国民航业科学发展的政策思路

第二，促进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一是把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作为促进增长方式的根本性措施，提高劳动

生产率；

二是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提高行业运行效率和运行质量；

三是改变主要靠扩大运力规模实现增长的做法，更加注重优化航线结

构和运力结构，使之相互匹配，提高飞机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四是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功能完善、适度超前”的原则，加强

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五是制定行业节能减排规划、标准和措施，在建设和运营中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



三、推动中国民航业科学发展的政策思路

第三，促进发展格局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

统筹区域民航发展，统筹国际与国内、干线与支线、客运与货运发

展，统筹航空运输与通用航空发展。

扶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民航加快发展

加快国际航空发展

加快支线航空发展

加快航空货运发展

促进通用航空发展



三、推动中国民航业科学发展的政策思路

第四，促进市场体系由不成熟向成熟转变。

深化改革开放，由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向更具活力、更加开放、更

加健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转轨。

一是深化市场主体改革

二是健全市场机制。

三是扩大对外开放。



三、推动中国民航业科学发展的政策思路

第五，促进民用航空由市场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

中国疆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正处在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阶段，发展民用航空的

市场潜力十分巨大，这是中国民航业发展的最大优势。

将民航的发展纳入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中去

将民航的发展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大局中去把握

以庞大的航空运输市场需求为依托培育国际竞争力，扩大网

络规模，提高运营效率，保障运行安全，提升服务水平，达

到做大做强的目的。



三、推动中国民航业科学发展的政策思路

上述“五个转变”，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发展方式

的重点任务和基本途径。加快推进“五个转变”，形成安全发

展、和谐发展、效益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新格局，将有力地促进

中国民航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的目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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