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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伴随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低空经济”这一概念也逐步提倡并推行应用。对此通用航空迎合时

势而生，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尤为关键。本人结合现有工作局势及经验，辅以多篇学术文献参考，针对通

用航空安全管理体系现状进行深入剖析。通过阐述安全管理及风险建设的关键内容，力求为现存问题及

现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及发展方向。相信未来通用航空事业必会呈现蓬勃向上的可持续发展动态，

我也将深入此领域、时刻怀揣谨慎的研究态度和勤勉的工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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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the concept of “low altitude 
economy” is gradually advocated and promoted for application. General aviation is born to adapt to 
the times, and strengthening safety management is particularly crucial. I have conducted an in-
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general aviation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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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work situation and experience, supplemented by multiple academic literature references. 
By elaborating on the key contents of safety management and risk construction, we strive to pro-
pose targeted solution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for existing problems and situations. I believe 
that the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will present a thriv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uture, and I will also delve into this field with a cautious research attitude and diligent work spirit 
at al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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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用航空作为我国民用航空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分支，具备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其良好的应用价值

作用于各个领域。民用领域中通过航空播种、施肥、喷洒农药等方式，为农林作业增加可观生产效率，

持续保障食品安全、优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旅游观光中利用其飞行优势在空中观光、飞行体验中拓宽产

业发展空间、丰富产品类别供给；航空摄影中辅助独特视角为城市规划、地理测绘提供珍贵、罕见的图

像素材；应急救援中借助速率优势及时输送物资、便于救援人员迅速抵达，有效缓解事故现场紧急程度、

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医疗救护中利用空中领域广阔的优势，将危急重症患者实施院与院之间的紧急转运，

增加患者生存率。 
上述应用领域可见：通用航空作业项目广泛、应用优势较高，有力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加

快推进经济增长的势头。但风险与优势始终相互对立存在，通用航空安全问题仍需加强管控。近年来，

通用航空领域不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如：某次农林作业飞行任务中，因飞行员未能及时处置，应对飞机

故障，导致机毁人亡；飞行项目体验中因维修人员检查过程中“错、忘、漏”造成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事故的发生不免令人痛心，不仅降低社会公众对于通用航空安全的信任，更对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利、财

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如若不能有效解决监管安全问题，将会对通用航空事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滞

后其可持续发展。基于此，需对通用航空安全管理体系与风险管理建设进行深入研究，为通用航空安全

运营体制提供有效建议。 

2. 通用航空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性与发展背景 

2.1. 重要性凸显 

通用航空事业的发展始终以安全为基础，若想深入响应“低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中，需做

到“安全事故零容忍”，以便于加强风险监管体系建设。近年来，虽对于通用航空安全问题时刻监管、严

密把控，但受多种不可控制的客观因素影响致使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以 2024 年度某起通用航空旅游飞行

事故为例，因飞行人员的应对疏忽造成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不幸遇难、经济损失达到数百万起[1]。事故

的发生不仅造成遇难者家属巨大悲痛、且社会舆论的发酵造成许多固有的、潜在的客户流失，阻碍了个

体通航企业甚至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对此以监管角度出发，如何督促企业构建科学且完善的安全管理

体系、密切监察潜在问题，是实现其稳健、蓬勃发展的关键前提与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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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展背景与现状 

伴随“低空经济”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倡导，我国通用航空事业进入迅捷发展的有利时期，其中基础

设施建设逐步拓展并完善，如：通用机场数量增加使得飞行活动范围拓宽、具备更多的起降场地，机队

规模不断壮大、多类型通用航空器逐步涌现。如此一来，带动飞行作业需求日益增长，多领域逐步放开

通用航空飞行所需的自由度。且政府相关部门力推有力的补贴及税收政策，加剧推动通用航空市场活力

与发展前景。然而，快速发展的背后必然存在滞后力的影响。 
将通用航空与运输航空相对比，可发现前者具有飞行活动分散的特点。运输航空飞行航线大多固定

且单一，起降点的机场资质及环境健全、完善。而通用航空的飞行路线大多在广阔农田或偏远山区之中，

为适应飞行需求，起降点甚至临时开辟而建，可见上述因素加强对于安全的监管难度。且就本人工作环

境而言，青海、西藏等高海拔特殊环境，对于不同类型的航空器性能以及人员的操作要求更为严格，对

此安全监管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较难控制的客观因素。 
现阶段，我国通用航空安全管理体系在法律法规、监管机制、人员素质、资金投入等方面仍需要不

断改进并完善。实施举措上可从以下几点出发：依据执行过程中的困境、不足及行业发展方向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落实解决监管虚空、形式主义，树立健全安全管理体制；加强企业专业人才的知识储备量及

更新度，保证专业及操作能力能够适应时代需求；适宜加入资金投入，以便于安全管理体系的更新及发

展[2]。 

3. 通用航空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1. 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 

纵观我国通用航空发展而言，起步较晚、且在安全管理法律体系中仍存在有待更新和完善的不足。

如：部分关于通用航空飞行审批的法规条款繁琐且不明确，导致企业在申请飞行许可时已消费大量的精

力及时间，落入正常作业安排时身心疲惫、力不从心。再者，无人机运营作为新兴通用航空业务领域，

虽在作业任务(航拍、物流配送、农业植保)中开展广泛，但是对其飞行空域、资质以及监管责任的要求仍

不明确[3]。因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致使无人机“黑飞”现象屡屡发生，对公共安全的稳定起到强烈

的威胁及负面影响。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民航及相关执法机构在监管过程中常常面临执法标准不统一、执法力度不一致

的问题。甚至于同地区常会出现同一类违规行为不同处罚标准，不仅对通航市场的正常秩序造成严重影

响，且对通用航空安全发展构成潜在威胁。 

3.2. 内部安全管理机制滞后 

针对通用航空内部安全管理而言，管理机制仍旧有待更新。经以往安全管理工作总结可见：通航企

业内部安全检查着重点主要落实在事前审批上，事中以及事后的监管工作落实依旧欠佳。如部分通用航

空企业在业务完成后，对于飞机的检修和养护执行不到位，未能依据规定保证其全面性以及细致性。通

用航空行业内出现此问题，已不在少数，某通用航空企业在完成系列农林作业任务后，检查过程只局限

于飞机的外观检查，而忽视了对于发动机以及飞行控制的深度检测，结果导致后续飞行中发动机出现突

发故障，因飞行员操作经验丰富才避免了这场事故的发生。 
在内部安全管理中发现，除却上述所说的检查流程跳脱这一问题，安全质量部门人员执行能否切实、

到位更是重中之重。其中只为完成检查任务进而走马观花、应付了事，未能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

造成负面影响。同时，监管频次不足，不能只依靠指定期限实施检查，而需依靠通航企业实际作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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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督查，保证“企业内查、监管外查”双向响应，将监管机制全面化开展及应用，切实加强安全管理部

门的权威及代表性。 

3.3. 专业人才匮乏 

伴随通用航空市场的不断扩大、航空技术的不断更新，对于此行业内的专业人员及技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目前，通航领域专业人才的紧缺问题仍旧有待解决。现有通航人员的专业能力有待提升和加强，

且面临新知识及新技术时存在畏难、抗拒情绪，开展学习时掌握情况欠佳。就无人机业务而言，“低空

经济”这一概念的提出带动无人机技术全面升级，此领域的操作技术、开展功能都十分的复杂且强大。

但部分驾驶员对于其认知依旧停留在传统无人机上，长此以往，对于新兴飞行控制技术以及避障系统的

掌握欠缺都将难以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同时，我国对于通航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仍旧有待加强及建立。

当前开设通航专业的高校十分有限，且开展教学资源、缓解相对匮乏及薄弱，这就导致人才的学历结构

多以本科及以下，大幅度地限制了行业的创新能力，导致管理制度及技术研发速率缓慢，降低整体竞争

活力。 

3.4. 资金投入不足 

投入到通用航空安全管理的资金相对匮乏，这不仅不利于安全管理的完善，且对其人才体系建设产

生严重制约作用。通航企业相比其他高薪产业而言，提供的工作薪资、环境以及发展空间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导致人才流入相对困难[4]。除却上述影响，资金匮乏导致安全管理基础设施、飞机维修设备、机

场技术设施都存在陈旧滞后的情况，亟需更新。于安全监管过程中常能发现此类问题：恶劣天气条件下，

飞行员实施作业任务时因缺乏先进的气象监测系统导致信息判断失误、加剧飞行风险；因基础设施后期

管理中资金投入不足致使机场跑道表面受损迟迟无法得到解决，极大威胁飞机起降安全、造成通用航空

安全的负影响。 

4. 通用航空安全管理与风险管理建设内容 

4.1. 安全管理体系建设途径 

4.1.1. 基础模块 
通用航空安全管理体系中，基础模块主要囊括政策法规、组织体系、安全文化等多个方面。于政策

法规方面需保证执行依据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完善，达成“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特别是无

人机运营的新兴领域，需及时明确飞行资质要求及监管机制。于组织体系建设方面加强部门及人员的安

全管理职责，以安全管理责任制的要求落实至岗位每个个体，通过签订安全责任书等方式以保证工作的

顺利开展、有效落实[5]。于安全文化方面需全面提升员工安全意识，保证“安全理念常态化”，通过开

展安全主题演讲宣读安全知识、安全教育培训定期考核等形式激发全体员工学习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4.1.2. 运行、监督模块 
全面把控通用航空安全运营的核心环节即为运行和监督模块。运行过程中需借助先进技术手段建立

风险数据库，以“风险及安全”双向管理机制对飞行过程中的实施风险识别、评估作出深度分析，以便

为安全管理决策提供可持续发展依据。如：制定防范措施时需借助大数据技术对历史飞行数据中的风险

因素进行多次分析，归结分析其中固有定律进而拟定相应措施；加强监督管理过程中，可通过卫星定位、

远程监控等手段对飞行轨迹、姿态进行实时监测，以保证飞行安全；同时采用定期、抽查制度检查各部

门航空器、基础实施以及人员操作等方面是否遵照规定执行，待全面检查后发现问题予以及时整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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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改进模块 
推动维系通用航空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动力即为改进模块。通过对固有安全管理体系中存在的不足

及问题，实施定期审核及评估，并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基于此基础上，可邀请同行业具有代表力的

专家，帮助分析、评估并传递先进的管理技术及经验；多方面汇集、整体通航行业最新形态以及内部员

工建议等，针对收集信息对安全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与完善，以确保其体系能够满足、适应行业发展需

求和动向。 

4.2. 风险管理建设内容 

4.2.1. 风险识别 
风险管理建设的首要步骤即为风险识别。通过利用固有经验，辅以相关资料进行综合理论风险，对

通航运行过程中潜存的风险实施全面且系统的归纳。需要注意的是：需依据风险发生的规律及特点确立

其风险类型及来源，主要可拆解为人员因素(飞行员操作失误、地勤人员维护不当)、航空器因素(机械故

障、设备老化)以及环境因素(复杂地形、恶劣天气)等，通过对上述风险的甄别为下一步工作任务开展提

供准确、科学依据。 

4.2.2. 风险分析与评价 
实施风险识别后，下一步即为风险分析与评价。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评估出潜在风险发生

概率、负面后果以及影响方向等因素。如：针对于飞行过程中常有的恶劣天气，如果在同一地区、同一

季节复次出现，且对于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即可评估为高等级风险，通过风险把控、

分析为下一步控制与监督提供有效帮助。 

4.2.3. 风险控制与监督 
风险控制与监督即为风险管理的最后一环，起到关键性的预防、消除及隔离作用，力求通过有效控

制手段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危害性，以确保飞行安全。如：加强天气风险预警，利用气象信息监测

有效规划飞行路线，合理避开恶劣天气区域，降低飞行风险；加强基础设施的更换及保养，通过排除、

维修老旧航空器存在的机械故障从而消除潜在风险；针对难以完全把控、消除的风险因素，可加强风险

隔离措施的建立，以此遏制风险的扩散。归根结底，风险控制与监督是一项可持续的长期工作，需建立

高效的管理机制，为及时布控、调整风险控制策略提供可靠、科学的调整方案。 

5. 通用航空安全管理体系的完善措施 

5.1.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基于充分了解通用航空行业的复杂性及多样性，需密切联合行业发展实际动向，通过相关部门开展

法律法规的执行和修订工作，以确保法律法规的适应性、可操作性，使得通航行业人员具备精准、全面

的法律意识。如：现有通用航空作业类型广泛，制定法律依据时不能单一凭借一项法规条目，而需制定

对应任务的安全标准与规范[7]。与此同时，需利用举办法律知识培训班、宣发法律法规手册等，加强对

于法律法规的宣传、从业人员对于法律意识的掌握度。待宣传全面后，通过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确保通用航空市场稳步发展。 

5.2. 构建全面的安全管理机制 

现有内部安全管理机制滞后，需通过管理机制的更新及建立，以多样化形式提升工作人员安全防范

意识，如：邀请专家定期开展安全知识讲座，举办安全知识竞赛、召开安全培训、以安全事故案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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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思考事故原因。除此之外，应建立完善、全面的规章制度，使得各部门人员能够将责任落实至实处，

规范检修流程、操作标准，确保飞机维护工作的执行质量。内部可加强绩效管理，通过奖惩机制对突出

个人及部门予以表彰及奖励、对于违法规定造成严重后果及不良影响的人员，予以严肃查处、通报警告、

罚款等方式。利用“刚柔并济”的执行手段加强人员参与安全管理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有效降低执行

过程中人员致使危险因素的发生率。 

5.3. 制定人才培养战略 

制定人才培养战略不仅体现在举办专业培训、召开学术讲座等多样化形式的意识培训上，更需要建

立内部学习、互相交流的平台，通过经验互享加强专业知识水平、专业技能水平的双重提升。同时，可

利用有关政策积极联动各大高校，以国家推动“低空经济”概念为导向，培养适宜通航发展所需人才，

通过定向招生、联合培养等方式建设产学研合作机制。开展过程中，可将其任务部署划分为高校开展专

业知识传授、企业提供学习实践机会，以此加强人才的理论与实践联合能力[8]。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无

论任何行业内人才得引进，都需要以德为先，身处高校或是步入工作岗位都需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及强

烈的安全意识，为响应这一论点可从树立安全先进典型、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培训等方式，为相关人员树

立科学职业观提供有效帮助。 

5.4. 加大安全管理资金的投入 

相关部门应充分支持通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为其加大安全管理资金投入力度。而通航企业在开展管

理工作时务必保证将资金使用落到实处。如：可利用资金流 40%~50%更新、升级陈旧基础设施或维修保

养工作；20%~30%改善机场条件、加强人员培训及管理；20%~40%引入先进信息技术手段，建立安全预

警系统。以上只作为我个人假设，具体情况应依据通航企业自身营收、运营情况合理分配，希望能为其

提升安全管理的科学性提供有效帮助。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通用航空安全管理体系涉及多方面问题亟需解决，如：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内部安全

管理机制滞后、专业人才匮乏、资金投入不足等。为有效解决上述所说问题，本文针对性地提出相关举

措力求解决，为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提升通航安全管理整体水平、稳固推进可持续发展作出实际参考。 

6.2. 未来展望 

相信伴随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飞跃、经济及科技水平的双重提升，我国通用航空事业将会迎来更加

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需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加强对于通用航空安全管

理体系的研究与创新，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智能化水平。同时，应保持国际化通用航空安全意识，加强与

国外先进技术的交流，为完善我国通用航空安全管理体系、加强社会关注及支持度、推动通用航空事业

繁荣发展做出有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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