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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航空业的快速发展，航空情报服务需求显著增加，其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直接影响航空飞

行安全。因此，从业务连续性管理和航空情报自动化设备服务质量的角度来规划和设计持续的航空情报

服务功能和性能，已成为当前航空情报服务的重要挑战。文章旨在基于业务连续性深入分析航空情报工

作中的风险，为行业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建议。首先，文章介绍了航空情报工作的基本概念及其在

保障航空安全中的关键作用，并通过系统识别与分类航空情报流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构建了全面的风

险评估框架。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进行风险评估，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

最后，通过具体案例验证了所提风险分析方法的实用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综合的风险管理策略

能够有效降低航空情报工作的风险，保障航空业务的连续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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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aviation industry, the demand for aeronautical intelli-
gence servic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ir timeli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aviation flight safety. Therefore, planning and designing continuous aeronautical 
intelligence service functions and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usiness continuity man-
agement and service quality of aeronautic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equipment has becom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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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challenge for current aeronautical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risks in aviation intelligence work in depth based on business continuity, and to provide 
the industry with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suggestions.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cept of aviation intelligence work and its key role in safeguarding aviation safety, and 
builds a comprehensive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 by systematically identifying and categorizing 
the risks that may be faced in the aviation intelligence proces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combin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for risk assessment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risk 
response strategies. Finally, the practic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risk analysis methods 
are verified through specific cas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
ment strategy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of aviation intelligence work and guarantee the conti-
nuity and safety of aviatio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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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航空业作为连接世界各地的关键纽带，其安全运行对经济和社会活动至关重要[1]。
航空情报工作需向飞行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提供与飞行有关的各种航空情报资料，对飞行安全和航

班正常性有着直接影响。近年来，由于环境变化、技术更新以及人为因素等多重影响，航空情报工作面

临的风险日益增多[2]，国际上已发生过因航空情报业务中断而导致大面积航班停运的事件，因此，如何

科学有效地识别和应对这些风险，已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3]。基于业务连续性的航空情报工作风险分析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有助于提高航空情报工作的质量和可靠性，确保航空业务的安全和高效。 
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基于业务连续性的航空情报工作风险分析模型，系统识别和评估相关风险，并

提出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4]。研究内容包括：1) 明确航空情报工作的业务范围及其在业务连续性中的关

键作用；2) 构建航空情报工作风险的分类体系和评估指标体系；3) 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析方法，评

估各类风险的可能性与影响程度；4) 提出针对性的风险应对措施与管理建议。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通

过文献综述、专家访谈、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结合实证数据与案例分析，以确保研究结

果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2. 航空情报工作概述 

2.1. 航空情报工作定义 

民用航空情报服务的任务是收集、整理、编辑民用航空资料，设计、制作、发布有关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内以及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区域内的航空情报服务产品，提供及时、准确、完

整的民用航空活动所需的航空情报[5]。航空情报工作的主要目标是确保飞行员、航空公司和空中交通管

理人员获取准确且及时的信息，以支持安全的飞行操作。 

2.2. 航空情报工作研究现状 

基于业务连续性的航空情报工作风险分析涉及多个方面，包括人为因素、环境因素、硬件设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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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的安全性等[6] [7]。首先，航空情报工作的复杂性和工作量巨大，容易导致操作失误和各种问题

的发生，从而对飞行安全构成威胁[8]。因此，确保航空情报的及时性、准确性和连续性是保障飞行安全

的关键。 
国际上，关于航空情报工作的研究发展主要集中在情报收集、处理技术和信息系统的构建等方面。

国际民航组织附件 15 针对 AIP 资料、航图、AIP 补充资料、航行通告(NOTAM)等信息的发布提出了明

确要求[9]。ICAO 也提出了全球航空情报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由航空情报服务(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s, AIS)向航空信息管理(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IM)变革，最终实现针对 AIS 动态

以及一体化的管理。欧洲空中航行安全组织(Euro Control)不断推进 AIS 向 AIM 的过渡，不断升级其 AIS
数据库(European 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System Database, EAD)，引入航空概念模型(Aeronautical Infor-
mation Concept Model, AICM)和航空数据交换模型(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eXchange Model, AIXM)，用

于建立一个有质量保证的航空信息中央基准数据库，为用户提供实时有效的动态和静态航行情报信息。

针对业务连续性的管理，对于可能发生中断情况下通行的技术方法主要采用业务连续性管理(BCM) [10]
和业务连续性计划(BCP)，它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BCM six steps 
图 1. BCM 六步法 
 

国内方面，2016 年我国民航局颁布了《业务连续性管理》(IB-GO-2016-001)信息通告[11]，明确指出

飞行运行、空中交通管制服务、航空信息服务等属于极高业务连续性需求范畴，即需对组织可能发生的

中断事件以及中断事件可能对业务产生的影响进行识别，从而实现组织业务的连续性。但目前航空情报

方面的业务连续性管理仍缺乏系统性的风险分析和评估框架，分局(站)、地方机场仍依赖上一级航空情报

服务机构实现业务连续性服务[12]。此外，风险管理往往忽视了业务连续性视角下的风险防控机制建设，

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 

2.3. 航空情报工作的内容  

民用航空情报工作的基本内容包括： 
(一) 收集、整理、审核民用航空情报原始资料和数据； 
(二) 编辑出版一体化航空情报资料和各种航图等； 
(三) 制定、审核机场使用细则； 
(四) 接收处理、审核发布航行通告； 
(五) 提供飞行前和飞行后航空情报服务以及空中交通管理工作所必需的航空资料与服务； 
(六) 负责航空地图、航空资料及数据产品的提供工作； 
(七) 组织实施航空情报人员的技术业务培训。 
首先，航空情报工作需持续监控并更新航行通告，以确保所有飞行相关人员及时掌握最新的空域变

更、机场设施维护或其他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信息[13] [14]。其次，航空情报服务机构需提供精确的航空

地图、航空资料及数据产品，帮助飞行人员规划最优航线。此外，还需为飞行人员提供飞行前和飞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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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航空情报支持。最后，航空情报人员必须确保所有发布信息的准确性，并通过适当渠道将其及时分发

给所有航空情报服务用户。 

2.4. 航空情报工作在业务连续性中的作用  

业务连续性基于业务连续性管理(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 BCM)和业务连续性计划(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 BCP)。BCM 是一项综合管理流程，与灾难恢复相比，更偏向于一种“业务管理”策

略，使企业或组织识别潜在危机及其影响，制定业务连续性恢复计划[15]。其总体目标是提高风险防范能

力，确保能够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并减轻不良影响的程度。BCM 的基本原则是无论发生何种灾难性事件，

企业或组织的关键业务均不可中断。而 BCP 作为一项计划性程序，是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关键执行手段，

确保机构在遭遇业务中断、突发事件或系统响应中止时，能迅速恢复并重回预设服务水平[16]。 
在航空情报工作中，业务连续性尤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关乎飞行和公共安全[17]。一方面，通过实时

更新和传递关键信息，业务连续性帮助航空公司和飞行员做出及时、准确的响应；另一方面，还涉及预

防性措施的制定，例如潜在风险的预警和应急预案的准备。因此，航空情报工作必须保障业务的平稳与

连续，避免因意外情况导致的信息中断风险。 

3. 业务连续性管理与风险识别 

3.1. 业务连续性的重要性 

航空情报服务直接影响飞行安全与效率，任何服务中断可能导致航班延误、取消，甚至安全事故。

因此，保障业务连续性至关重要，不仅能减少经济损失，还能保护乘客与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提升航

空公司品牌形象与市场竞争力。有效的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能够确保关键情报服务不中断，并通过评估

维度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提升整体业务能力。 

3.2.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与实施 

通过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分析影响航空情报连续性的关键指标，此方法结合关键业务，分析能力失

效或业务中断的影响，强调了组织对不确定性事件的准备和响应能力[18]。具体流程包括问题描述、构建

网络层次结构、构建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终完成网络层次分析[19]。制定了包括情报收集、航

行通告发布、飞行前后服务、航空资料管理等五个一级指标的体系。针对情报专业人员短缺及应急保障

不足问题，提出了提升方案：一是推广飞服中心成功经验，提升空管分局和中小机场应急保障能力；二

是定制次级数据库与情报辅助系统，优化应急处置流程，确保在特情情况下运行不中断。此外，通过现

代 IT 数据库技术提升数据流同步与实时数据转换，保障情报服务的持续性。 

3.3. 风险识别方法与风险类型 

风险识别是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基础，常用方法包括头脑风暴、过程分析、情景分析与数据分析等[20]。
结合文献回顾、专家访谈和历史数据分析，本研究识别出航空情报工作中的多个风险点。风险类型包括

技术风险(如信息系统故障)、人为错误风险(如操作失误)、管理风险(如流程缺陷)、外部环境风险(如自然

灾害)及法律合规风险(如法规变更)。 

3.4. 风险识别与应对策略 

通过结合 ANP 方法，全面分析了各类风险点并计算权重，提高了决策的准确性和可靠性。ANP 方法

能有效识别潜在风险，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提供依据。识别出的风险点为后续风险评估与管理策

略的制定奠定了基础，确保航空情报业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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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空情报工作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 

4.1. 风险评估方法  

风险评估是对已识别风险进行分析的过程，旨在确定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本研究评估涉及到

三种方法，分别是功能危险分析(Functional Hazard Analysis, FHA)、初步系统安全评估(Preliminary System 
Safety Assessment, PSSA)和系统安全评估(System Safety Assessment, SSA)。其中，FHA 解决系统是否安全

以及是否达到可控风险水平；PSSA 解决系统设计是否能够达到可控安全风险水平；SSA 解决系统部署

和运行是否达到可控安全水平。安全评估主要针对系统定义、系统设计和系统实现部署方面是否达到可

控安全风险水平。 

4.2. 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为了系统地进行风险评估，本项目采用 5M 模型开展变更分析，以此为基础针对新型业务连续性服

务模式开展运行评估，评估模型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assessment model and methodology 
图 2. 评估模型和方法示意图 
 

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危险识别与风险分析以及基于目标结构注释(Goal Structured Notation, GSN)的
安全专题分析。在必要的情况下，开展系统各组成部分综合可靠性建模与分析。 

4.3. 风险评估结果分析  

根据构建的评估模型，本研究对航空情报工作中识别出的风险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显示，技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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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和人为错误是最为常见的风险源，其中信息系统故障和人员误解情报信息的频率最高。管理缺陷和外

部环境变化也被评定为中到高风险，尤其是在数据管理和极端天气条件下的情报准确性方面。法律和合

规风险虽然发生概率较低，但一旦发生，其影响程度可能极为严重。通过风险评估，我们能够明确哪些

风险需要立即关注，哪些可以采取长期策略来缓解。 

4.4. 风险管理的原则 

有效的风险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全面性、预防性、动态性和持续性。全面性要求考虑所有潜在的

风险来源；预防性则强调通过事前措施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动态性表明风险管理策略应随环境和组织

变化而调整；持续性意味着风险管理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需要定期复审和更新。 

4.5. 风险管理策略制定 

基于上述原则及评估模型分析结果，从业务连续性的角度，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风险管理策略： 
1) 法律和标准方面 
《民用航空情报工作规则》为规范民用航空情报工作提供了详细的法律依据，确保了空中航行的安

全、正常和效率。情报部门应增强法律意识，引导员工合规操作，定期检查人员资质、资料管理、通告管

理、应急预案及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合规性，确保持续符合相关标准。 
2) 管理制度方面 
加强各部门的安全管理意识，可设立风险管理小组，负责监督和指导风险管理活动。制定风险管理

计划，明确风险评估周期、责任人并实施内部审计。 
主动强化数据管理，情报运行数据的风险管理对于飞行安全至关重要。航行通告等基础数据作为飞

行安全的重要情报，应纳入安全管理体系(SMS)的核心内容。 
航行情报数据库的安全性尤为重要，信息错误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有必要提升数据库系统的

安全处理能力，并对空中交通管理部门使用的敏感数据(如航空数据、地图)进行针对性管理，并制定相应

保障工作流程。 
3) 外部环境方面 
加强内部与外部沟通协作，建立沟通机制，促进情报工作各部门及外部单位的协同，确保信息的准

确性和及时性。建立情报部门与外部部门在极端天气或特殊情况下的沟通渠道，以保证特殊情况信息的

传递完整、准确。 
4) 技术保障方面 
综合化的情报信息处理系统需要构建全面的风险管理流程，以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利用信息技术进

行风险管理，如自动化处理和异构信息组合，能够有效提升系统处理航行通告等信息的效率，降低信息

系统故障率，确保情报服务的持续性。 
5) 人为因素方面 
定期开展培训与分享，组织风险管理培训和经验分享会，提升员工的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促进风

险管理知识的传承与共享。 
建立完善的风险应对与应急响应机制，针对识别的风险因素制定具体的应对措施，并为可能发生的

重大风险事件制定详细的应急响应计划，定期开展应急演练与评估，以确保各项措施的有效性。 

5. 结论 

本研究从业务连续性视角出发，全面分析和评估了航空情报工作中的各类风险，并制定了相应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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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策略。研究结果显示，实施综合性风险管理措施能够显著提升航空情报服务的业务连续性与整体

安全性，为行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风险管理思路。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索技术创新在风险管理

中的应用，并研究跨部门合作对提升航空情报工作业务连续性的积极作用。 
从整体来看，本文通过系统化的分析方法和严谨的管理策略，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

为实际操作提供了指导，尤其是在预防性和动态性风险管理的落地执行方面具有创新意义。未来在应用

新兴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提升跨部门协同效率方面的研究，会进一步完善这一风险管理框架，为

航空情报工作的安全性和连续性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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