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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民航旅客出行规模的快速增长，航空旅客的行为日益成为航空管理的重要内容，其中，在

民航领域频发的航空旅客扰乱行为，已成为严重影响航空旅行安全及航空运行秩序的重要因素。对此，

本文以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公布的16批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为例，在界定航空旅客的扰乱行为与管理现状

基础上，详实分析航空旅客扰乱行为的时空特征，揭示产生的原因，通过多渠道宣传教育、完善处罚机

制与优化信息传递等方面，提出有效对策，为强化航空安全秩序、保障民航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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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scale of civil aviation passenger travel, the behaviour 
of air passengers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aviation management, in which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air passenger disruptive behaviour in the field of civil aviation has be-
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seriously affects the safety of air travel and the order of aviation op-
eration. In this regard, the thesis takes the 16 batches of passenger uncivilised behaviour records 
announced by the China Aviation Association as an example, and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disrup-
tive behaviours and the current management situation of air passengers, it analyses in detail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disruptive behaviours of air passengers, reveals the reasons 
for such behaviours,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by means of multi-channel pub-
licity and education, perfecting the mechanism of penalties and optimising the transmission of in-
formation to provide lessons for strengthening the order of aviation safety and safeguarding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ivil aviation. The study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trengthening aviation security order and ensuring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ivil avi-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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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民航旅客出行规模的快速增长，旅客的行为日益成为航空管理的重要内容，其中，民

航领域频发的航空旅客扰乱行为，已成为严重影响航空旅行安全及航空运行秩序的重要因素，不仅影响

了航空服务的正常开展，也给航空公司及其他旅客带来了严重影响。对此，国家民航局围绕安全规范、

信用惩戒、技术防控等方面，制定了相关规范，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以下简称“中航协”)也曾将旅客的不

文明行为纳入旅客管理的范畴，有效改善和提高了航空旅客安全旅行的环境。因此，深入分析航空旅客

扰乱行为的时空特征、揭示产生的原因，对强化航空旅行安全秩序、保障民航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

的理论价值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2. 航空旅客扰乱行为的时空表现与管理现状 

2.1. 航空旅客扰乱行为的时空表现 

航空旅客扰乱行为是指在民用机场或在航空器上不遵守规定，或不听从机场工作人员或机组成员指

示，从而扰乱机场或航空器上良好秩序的行为[1]。这些行为不仅违反了航空安全规定，也威胁了其他旅

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遏制此类事件的发生，维护民航机场的公共安全，2016 年中航协出

台并实施了《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办法》，明确列举了十一种扰乱航空运输秩序且已危及航空

安全、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或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民航规章应予以处罚的扰乱行为类型[2]，从旅行的

时空环节看，这些扰乱行为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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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emporal and spatial manifestations of air travellers’ disruptive behaviour 
表 1. 航空旅客扰乱行为的时空表现 

环节 具体行为 

值机环节 堵塞、强占、冲击值机柜台的行为； 

安检环节 
堵塞、强占、冲击安检通道的行为； 

违反规定进入机坪、跑道和滑行道的行为； 

登机环节 
堵塞、强占、冲击登机口(通道)的行为； 

强行登(占)、拦截航空器的行为； 

客舱环节 

对民航工作人员实施人身攻击或威胁实施此类攻击的行为； 

强行冲击驾驶舱、擅自打开应急舱门的行为； 

故意损坏航空器内设施设备的行为； 

妨碍民航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或者煽动旅客妨碍民航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 

违反客舱安全规定，拒不执行机组人员指令的行为； 

在航空器内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的行为； 

地面综合

环节 

故意损坏机场内设施设备的行为； 

在机场内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的行为；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行为； 

其他扰乱航空运输秩序、已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或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民航规章应予以处罚的行

为。 

2.2. 航空旅客扰乱行为的管理现状 

Table 2. List of 16 batches of Civil Aviation Passenger Uncivilised Behaviour Records of CAAC from 2016 to 2018 
表 2. 2016~2018 年中航协 16 批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一览表 

旅客不文明行为公布批次 上榜旅客人数 不文明行为记录时间范围 
第 1 批 3 2016 年 2 月 
第 2 批 12 2016 年 3 月 
第 3 批 13 2016 年 4 月 
第 4 批 12 2016 年 5 月 
第 5 批 16 2016 年 6 月 
第 6 批 18 2016 年 7 月 
第 7 批 14 2016 年 8 月 
第 8 批 15 2016 年 9 月 
第 9 批 39 2016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 
第 10 批 31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 

第 11 批 159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1 月 

第 12 批 14 2017 年 12 月 

第 13 批 13 2018 年 1 月 

第 14 批 15 2018 年 2 月 
第 15 批 13 2018 年 3 月 
第 16 批 11 201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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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旅客扰乱行为严重扰乱了民航运输运营秩序，也给民航安全管理带来了严重挑战。传统的占座、

斗殴等行为依然存在，而新型扰乱行为如违规使用电子设备、吸烟、违规开启应急舱门等亦层出不穷。

这些行为不仅严重干扰飞行秩序，更对飞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其后果亦日益严重，可能导致航班延误、

取消甚至紧急迫降，对航空公司的正常运营及旅客的出行体验造成严重影响。民航局及航空运输等相关

企业积极开展各项专项整治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扰乱行为仍在不断发生，且表现多样[3]。 
对此，民航局和中航协在加强监管力度、完善法律法规、提升机组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基础上，从

2016 年起，将航空旅客的不文明行为记录并公布，截至 2018 年，已连续公布了 16 批，如表 2 所示。这

些扰乱行为涵盖安检、候机登机，航空器飞行等环节，包括暴力冲突、扰乱秩序、危害安全等多种类型。 
若旅客表现出如表 1 的行为，将被记录在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中，记录期限根据行为的严重程

度，设定为 1 到 2 年不等。针对那些严重扰乱航空运输秩序、威胁航空安全或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

旅客，中航协会将遵守相关法律和民航规章，采取相应的行政处罚。这些行政处罚包括但不限于罚款、

拘留，并在特定的时间内禁止乘坐民航飞机。此类措施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航空安全秩序，保障每一位

旅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同时促进民航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3. 航空旅客扰乱行为的时空特征与成因分析 

3.1. 航空旅客扰乱行为的时间特征 

将旅客航空旅行过程划分为航前(办理值机至登机前)、航中(飞机起飞至降落)和航后(下机后)三个阶

段进行分析。通过对数据统计发现，航前阶段扰乱行为占比约 47%，此阶段旅客活动频繁，易受航班延

误、服务质量等因素影响，导致焦虑情绪积累，进而引发扰乱行为。航中阶段占比 40%，飞行中的不适、

服务纠纷等是主要诱因。航后阶段扰乱行为较少，仅占 1%。此外，约 10%的扰乱行为发生时间难以判断，

其中 2%为未乘坐飞机谎称炸机等严重威胁航空安全的行为。扰乱行为在某些特定时间段(如节假日出行

高峰、恶劣天气导致航班大面积延误时期)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为提前制定应对预案提供了依据。运用时

间序列分析方法对数据进一步处理，如表 3 所示。 
 

Table 3. Tim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and percentage of air travellers’ disruptive rows 
表 3. 航空旅客扰乱行为的时间频次特征与占比 

时间 次数 百分比 

航前 186 47% 

航中 161 40% 

航后 6 1% 

无法判断行为发生时间 38 10% 

未乘坐飞机谎称炸机 7 2% 

3.2. 航空旅客扰乱行为的空间特征 

旅客扰乱行为发生空间涉及航空器内、安检区域、登机区域、值机区域、售票区域等。其中，航空器

内扰乱行为最为频繁，占比 45%，座位空间密度与旅客情绪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拥挤会使一些

人感到焦虑、出汗、疲劳，还会导致一些人情绪失控、增加攻击倾向等负面影响[4]。安检区域占比 27%，

旅客对安检流程不熟悉、安检人员服务态度及效率等因素易引发矛盾。登机区域占 10%，航班延误、登

机顺序混乱等常导致旅客情绪波动，具体如表 4 所示。通过对不同空间区域的环境因素分析发现，如安

检区域空间相对狭小、人员流动大、安检程序繁琐，易使旅客产生烦躁情绪，增加扰乱行为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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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研究发现不同空间区域的扰乱行为存在一定关联，如安检区域的延误或冲突可能会传导至登机区

域，引发连锁反应。 
 

Table 4. Spatial frequency and percentage of air passenger disruptive behaviour 
表 4. 航空旅客扰乱行为空间频次与占比 

地点 次数 百分比 

航空器 179 45% 

安检 108 27% 

登机 42 10% 

值机 18 4% 

下机后 3 1% 

未乘坐飞机谎称炸机 7 2% 

售票 6 2% 

无法判断发生空间 35 9% 

3.3. 航空旅客扰乱行为的成因 

(1) 旅客航空知识及法律意识淡漠 
广大旅客航空知识的匮乏，也是造成此类事件屡次发生的原因之一[5]。一方面，许多旅客航空安全

知识匮乏，对飞行过程中电子设备使用限制、应急设备操作规范等关键规定认识不足，致使因误触应急

舱门、在禁飞阶段使用手机等行为扰乱航班秩序。另一方面，大量旅客对民航法律法规缺乏深入了解，

在安检或飞行途中，因对物品携带规定不明、与他人产生矛盾时，采取强行冲闯安检、辱骂殴打他人等

过激且违法的行为。同时，部分旅客虽知晓规定却法律意识淡薄，心存侥幸，故意隐瞒违禁品、在飞机

上偷吸烟等，增加了扰乱行为发生概率。此外，一些旅客对法律后果缺乏敬畏，无视工作人员警告制止，

在登机口冲突时对工作人员人身攻击等，严重影响机场运营。 
(2) 扰乱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 
大部分旅客存在侥幸心理，当违规成本远低于违规收益时，个体更倾向于冒险行为，例如插队节省

时间。目前处罚多为行政罚款和短期行政拘留，对于一些轻微扰乱行为(如在候机区大声喧哗、不遵守排

队秩序等)，虽有警告和记录在案，但处罚力度相对较轻，难以对部分旅客形成有效威慑。对于严重扰乱

行为(如谎称机上有炸弹、强行冲击驾驶舱等)，处罚与行为危害程度不匹配，无法充分体现法律的严厉性。

在当今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信息化”“基地化”的时代背景下，民航安全管理的压力不断增大[6]。
机场和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任务繁重，在收集证据和执行处罚程序时可能存在不严谨情况，影响处罚公正

性。同时，不同地区、机场对同类扰乱行为的处罚标准和力度存在差异，导致旅客存在规避处罚的侥幸

心理。缺乏针对多次扰乱行为旅客的长期有效限制措施，使得惯犯旅客未得到足够约束。机场、航空公

司、公安机关等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联动机制不完善，难以形成全方位监管体系，无法有效遏制

扰乱行为的再次发生。 
(3) 航空服务的信息传递不够精准 
航班动态信息更新滞后，如航班延误、登机口变更时信息系统未及时调整，旅客按错误信息等待，

易引发焦虑进而产生扰乱行为，同时信息推送不及时、不准确也增加了旅客的不安。航空公司服务政策

和机场流程复杂，如行李托运政策、值机手续、安检规定等，工作人员解释不到位，旅客易因误解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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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在安检、登机等环节，因信息不明导致旅客困惑抵触，增加了扰乱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现场工作

人员与旅客沟通时，可能因繁忙而缺乏耐心，解答不细致。远程客服渠道(如客服热线、在线客服等)存在

响应不及时、解决问题效率低下等问题，旅客在遇到问题时无法及时获取准确帮助，加剧了不满情绪，

容易引发扰乱行为。 

4. 航空旅客扰乱行为的应对策略 

4.1. 加强航空安全知识普及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在扰乱行为多发态势背景下，民航业相关管理机构应从严、从快治理扰乱行为，引导旅客自觉文明

乘机，治理扰乱行为才能成效显著[7]。因此，航空公司与机场管理部门应加强航空知识普及法律法规教

育，利用机场候机区展示区、航班娱乐系统、航空公司官网、社交媒体等多渠道，通过播放视频、展示图

文资料、举办线上线下活动等形式，全方位开展航空安全知识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8]。旅客充分了

解民航法律法规，有利于正确把控自己的言行[9]。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如初乘旅客、常客、儿童、老年旅

客等)制定个性化宣传方案，如为初乘旅客提供详细的基础航空知识和常见法律法规问题解答；为常客深

入讲解特殊情况下的安全知识和法律责任；为儿童设计趣味航空安全漫画书和小游戏；为老年旅客组织

志愿者进行耐心讲解。借助新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制作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动画、漫

画等宣传资料，以案例分析、情景短剧等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解航空安全知识和法律法规。在机场和航空

公司官网设置专门的法律法规知识库，提供详细的法律法规条文解读、常见问题解答以及在线咨询服务，

方便旅客随时查询学习，同时加大对扰乱行为人所承担法律责任的报道力度，以充分发挥对社会公众的

教育作用[10]。定期对机场工作人员和航空公司乘务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其安全知识水平和法律法规素

养，确保在服务过程中能够准确解答旅客疑问，引导旅客遵守规定。在立法上，应对民航旅客黑名单进

入标准作出细致规定，统一规定旅客扰乱行为并将其类型化，明确民航旅客黑名单进入机制和退出机制

[11]。 

4.2. 加大扰乱行为处罚力度并完善执行机制 

制定差异化处罚措施，针对轻微扰乱行为，除警告外可实施短期机场服务限制，如禁止使用机场贵

宾室、限制在机场内特定商业区域消费等；较为严重的扰乱行为则提高罚款金额、延长行政拘留期限；

对于严重危及航空安全或构成犯罪的行为，如强行冲击驾驶舱、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列入旅客黑名单。规范处罚执行与监督机制，明确机场管理部门、航空公司和执法机关的职责

权限，建立标准化处罚程序，在调查取证中充分利用多种证据来源确保证据合法真实有效，保障旅客陈

述权和申辩权，作出处罚决定前听取旅客意见，建立处罚结果公示制度以接受公众监督确保公正性和透

明度。构建联合约束与执法机制，建立旅客信用记录数据库并与社会信用体系衔接[12]，对有严重扰乱行

为记录的旅客在多领域实施联合惩戒，同时打造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实现各部门间旅客行为信息实时互通，全方位形成监管合力，促使旅客自觉遵守航空运输秩序。 

4.3. 优化航空服务信息传递 

从社会认知理论来看，旅客对航空规则的认知偏差源于信息获取渠道单一(如仅依赖机场告示)，缺乏

系统性教育导致“规则盲区”。应构建精准高效的航班动态信息系统，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整

合各类信息源，实现航班状态实时跟踪预测，多渠道同步推送，确保旅客获取准确及时信息，降低因信

息滞后引发的焦虑及扰乱行为风险。航空公司和机场应对服务政策与流程，制定易懂说明材料，对机场

工作人员和客服人员开展系统培训，使其能清晰热情地向旅客传达解释，在关键环节主动介绍并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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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现场演示等帮助旅客理解，避免误解产生纠纷。拓展多元化信息沟通渠道，开发功能完善的手机应

用，优化社交媒体平台服务功能，提升客服热线质量，确保 24 小时畅通，还可在候机区设置智能查询终

端，方便旅客自助查询信息。制定应急信息发布预案，明确突发紧急情况时的责任主体、流程等，遇突

发事件迅速启动预案，通过广播、临时信息点、短信等方式及时准确传达信息，加强与媒体合作，避免

不实信息传播，同时注重心理疏导，缓解旅客紧张情绪，引导其理性配合应急处置，共同维护机场稳定。 

5. 结论 

结合中航协公布的 16 批不文明行为记录发现，航空旅客扰乱行为的时空特征表现，主要以航前、航

中、航空器内及安检区域等为重点关注区域。航空旅客扰乱行为对航空运输秩序与安全产生了严重影响，

其成因涉及旅客意识、处罚机制及服务信息传递等多方面。因此，防范航空旅客扰乱行为，加强航空安

全知识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加大处罚力度并完善执行机制、优化航空服务信息传递，是形成有效约束、

减少旅客因信息不畅引发焦虑与不满的有效策略，也是航空运输高效运行、促进民航持续健康发展的基

础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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