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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百年来，安全问题始终是民航业的首要问题，全球民航界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航空安全保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自 20 世纪初莱特兄弟第一次实现动力飞行以来，航空业潜

在的经济和军事应用价值得到了肯定。然而早期的航空由于技术

不成熟，设备可靠性差，事故频繁，一度被称为是“冒险者的事

业”。到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 DC-3 等飞机的成功设计，安全得

到基本的保障，民用航空才得以迅速发展。20 世纪中叶，国际民

航组织（ ICAO）成立，并制定了庞大而相对完善的航空规章体

系，投入巨资建设航路设施，全世界民用飞机能够在一个统一、

规范的良好环境中运行，从而大大提高了航空安全的保障水平。

随后，喷气式运输机投入使用，发动机的可靠性大大提高，更为

民用航空的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到 20 世纪 70 年代，定期航班

飞行在所有现代运输方式中达到了最高的安全水平，但航空安全

问题仍然是 21 世纪世界民航领域最重要且亟需紧迫解决的问题

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民用航空是一个处在蓬勃发展阶段的朝阳

行业，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旅游、休闲时代的需求不断

增加，民航运输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因而降低航空事故率迫在

眉睫。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

本依据。民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民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助于适应



 

 

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战略需要，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民航发

展安全基础。因此，我们要发挥制度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在新

时代民航强国建设进程中坚持和巩固民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成果，为建设民航强国提供有力保证。  

民用航空是一个最能体现国家综合国力和时代科技发展水

平的行业，具有技术装备程度高、资金密集程度高、运营风险程

度高等特点。中国民航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不断积累改革和安

全管理的基本经验，努力探索现代化管理的客观规律，在安全、

效益、服务、改革等许多领域，逐渐形成了包括行业发展和安全

管理在内的思想、理念和精神。有关安全工作的价值观念、行业

准则、道德规范、管理制度、经验总结等精神因素和保证安全所

需的各类设备、设施等物质形态，构成了我国民航特色的安全文

化。积极的安全文化是民航业积累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构成行

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民航安全文化可以指导、规范行业员工的言

行，推进民航事业的安全发展。我国民航安全管理已经历了摸索

管理、经验管理、规章管理、体系管理四个阶段。通过各个安全

管理阶段对安全文化的不断建设和提炼，我国民航安全水平不

断提升，我国民航安全文化的特色更加凸显。  

近年来，我国民用航空呈现迅猛发展之势，按照国际航空运

输协会（IATA）的预测，在 2023—2025 期间我国将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市场。在新的目标要求以及我国民航快速

发展的情况下，现有的法规、标准和组织规则无法为航空安全提

供更多的保证。国际民航组织（ ICAO）在其发布的《安全管理

手册》（DOC9859 AN/460）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积极的安全文化的

要求，民航安全文化是在民用航空活动中形成的航空从业人员的

安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安全文化涵盖的范围比规章、标准和规

则更大，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航空安全。积极的安全文化能够

为持续改进安全状况、提高安全水平提供良好的保障。  



 

 

因此，我们需要梳理中国民航安全文化的发展脉络，研究中

国民航安全文化的内涵、核心安全理念与价值观，进一步完善

中国民航安全文化的构成与特色，推进中国民航安全文化建设，

助力民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中国民航持续安全

做出贡献。  

本书由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杨昌其、杨运贵、杜亚倩、仇

争平等人编著，全书由杨昌其统编和审稿、杜亚倩统稿。全书共

分为 10 章。第 1 章“概述”由杨昌其、杨运贵编写，从国家治

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国家文化自信，民航治理体系和民航

安全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概述。第 2 章“民航安全文化发展历程”

由杜亚倩、仇争平编写，包括中国民航发展史、民航安全管理发

展阶段、民航安全文化发展阶段以及民航安全文化发展展望四部

分内容。第 3 章“民航安全文化理论体系”由杨昌其、杨运贵、

陈连亮编写，包括民航安全文化概念和内涵、民航安全文化的

内容、核心安全理念和民航安全文化的理论模型等内容。第 4 章

“民航安全文化构成及特色”由杨昌其、杨运贵、仇争平编写，

包括民航安全文化的模块构成、民航安全文化特色等内容。第  5

章“民航安全绩效分析”由杨昌其、杜亚倩、王馨悦编写，包括

安全绩效有关概念及分析方法、近七十年来中国民航安全绩效分

析、近十年来中国民航安全绩效分析和中国民航安全业绩原因分

析等内容。第 6 章“民航安全文化测评”由杨昌其、陈连亮编写，

包括安全文化测评的概念及方法、空管单位安全文化测评模型及

应用等内容。第 7 章“空管单位安全文化”由杨昌其、王馨悦编

写，包括空管单位安全文化概述、空管单位安全文化建设及空管

安全文化不安全事件案例分析等内容。第 8 章“航空公司安全文

化”由杨运贵、陈连亮编写，包括航空公司安全文化现状、航空

公司安全文化建设、航空公司安全文化手册及航空公司安全文化

不安全事件案例分析等内容。第 9 章“机场单位安全文化”由仇

争平、杜亚倩编写，包括机场单位安全文化现状、机场单位安全



 

 

文化建设、机场单位安全文化手册及机场安全文化不安全事件案

例分析等内容。第 10 章“总结”由杨昌其编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科研处、

组织部、宣传部和空管学院同事的大力支持，他们提出了很好的

建议；民航局航安办、民航局空管办、民航局空管局、民航局事

故调查中心等单位和个人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中国民用航空飞行

学院文兴忠、周长春老师对本书部分章节内容提供了支持和授

权；先后参加本书编写和校稿工作的还有程万臻、赵星森等人。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民航业发展十分迅速，安全管理的要求越来越严，因而本书

的部分内容可能更新不及时；同时，由于内容涉及范围广，编写

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读

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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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  述 

1.1  背   景  

航空是 20 世纪人类的伟大成就之一。自 20 世纪初莱特兄弟第一次

实现动力飞行以来，航空业潜在的经济和军事应用价值得到了肯定。然

而早期的航空由于技术不成熟，设备可靠性差，事故频繁，航空一度被

称为是“冒险者的事业”。到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 DC-3 等飞机的成功

设计，安全得到基本的保障，民用航空得以迅速发展。20 世纪中叶，国

际民航组织（ICAO）成立，并制定了庞大而相对完善的航空规章体系，

投入巨资建设航路设施，全世界民用飞机能够在一个统一、规范的良好

环境中运行，从而大大提高了航空安全的保障水平。随后，喷气运输机

投入使用，发动机的可靠性大大提高，更为民用航空的安全奠定了坚实

基础。到 20 世纪 70 年代，定期航班飞行在所有现代运输方式中达到了最

高的安全水平，但航空安全问题仍然是 21 世纪世界民航领域最重要而需

紧迫解决的问题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民用航空是一个处在蓬勃发展阶

段的朝阳行业，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旅游、休闲时代的需求不

断增加，民航运输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因而降低航空事故率迫在眉睫。 

近年来，我国民用航空产业呈现出迅猛发展之势。从中国民航网发

布的 2020 年全国民航工作会议有关数据来看，我国在 2019 年全行业共

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1292.7 亿吨千米、旅客运输量 6.6 亿人次、货邮运输

量 752.6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7.1%、7.9%、1.9%；全国千万级机场达 39

个；完成中国民航历史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次班机航线调整，新

增航路航线里程 9275 千米；民航旅客周转量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

比达 32.8%，同比提升 1.5 个百分点；运输机场总数达 238 个；在航班

总量同比增长 5.57%等情况下，全国航班正常率达 81.65%，连续 2 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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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80%。按照未来的发展，在 2023—2025 年我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航空市场。在新的目标要求以及我国民航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现有的法规、标准和组织规则无法为持续改进并提高航空安全提供保证，

国际民航组织（ICAO）《安全管理手册》（DOC9859 AN/460）明确提出

了建设积极的安全文化的要求。民航安全文化是指在民用航空活动中形

成的航空从业人员的安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安全文化比规章、标准和

规则涵盖的范围更大，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运行安全。而积极的安全

文化能够为持续改进安全状况、提高安全水平提供良好的保障。  

随着现代民航业以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风险为标志的高度规模化

发展，现在和未来的民航系统安全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业务技术

问题，还将成为一个更加系统的安全风险管理问题。民航行业的特殊性决

定了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我们需要梳理中国民航安全

文化的发展历程，探索中国民航安全文化的内涵、核心理念与价值观，研

究中国民航安全文化的构成与特色，助力中国民航安全文化的建设。  

1.2  国家治理体系和文化自信  

治理（Governance）是一个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的古老词汇，原

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久以来，治理在近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

只作为统治（Government）的替代词而出现。 ① 在现代社科领域广泛使

用的“治理”，实际源于 1989 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撒哈拉以南：从危

机 到 可 持 续 发 展 》（ Sub-Saharan Africa ：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Growth）中提出的“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后来，“治

理”被用来描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为学术界的标志

性回应，《国际社会科学杂志》（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8

年 3 月出版了以《治理》为题的专刊，至此“治理”正式进入全球政治

发展研究的视野，并处于不断丰富和发展中。治理是指政府的行为方式，

以及通过某些途径用以调节政府行为的机制。  

                                               
①  王诗宗 . 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 [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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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又称自信心（confidence）。在心理学中，与其最接近的是班杜

拉（A.Bandura）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提出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

其是指个体对自身成功应付特定情境的能力的估价。自信原本是描述人

在社会适应中的一种自然心境，即人尝试用自己有限的经验去把握这个

陌生世界时的心理过程。但我们必须清楚，信心只是成功后的良性情绪，

自信不是自大、自傲，但从逻辑来讲依然有其盲目性。从广义上讲，自

信本身就是一种积极性，是在自我评价上的积极态度。从狭义上讲，自

信与积极密切相关。没有自信的积极，是软弱的、不彻底的、低能的、

低效的积极。自信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肯定与相信。无论在人际交往上、

事业上还是在工作上，自信都非常重要。只有自己相信自己，他人才会

相信你。自信是对自身力量的确信，深信自己一定能做成某件事，实现

所追求的目标。把许多“我能行”的经历归结起来，就是自信。  

1.2.1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的“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化和

升级，是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定星盘、指南针、

行动令和愿景图，是中国之治宏观顶层设计的历史丰碑。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使中国模式的制度图谱日趋系统，而且使中国

现代化的路径图谱愈加完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

助于增强制度自信，开辟了中国现代化的全新境界。  

https://baike.baidu.com/item/%C3%A4%C2%B8%C2%AD%C3%A5%C2%9B%C2%BD%C3%A7%C2%89%C2%B9%C3%A8%C2%89%C2%B2%C3%A7%C2%A4%C2%BE%C3%A4%C2%BC%C2%9A%C3%A4%C2%B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6%B2%BB%E7%90%86%E4%BD%93%E7%B3%BB/241211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C3%A5%C2%85%C2%A8%C3%A9%C2%9D%C2%A2%C3%A6%C2%B7%C2%B1%C3%A5%C2%8C%C2%96%C3%A6%C2%94%C2%B9%C3%A9%C2%9D%C2%A9/12622514


4／  民航安全文化理论与实践 

 

国 家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是 一 个 国 家 制 度 和 制 度 执 行 能 力 的 集

中 体 现 。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

也就是一整套紧密联系、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

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

家治理体系才能真正提高治理能力，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

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 能 。 作 为 治 理 体 系 核 心 内 容 的 制 度 ， 其 作 用 具 有

根 本 性 、 全 局 性 、 长 远 性 。  

1.2.2  国家文化自信  

2012 年 11 月 8 日，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了“三个自信”，

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2016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

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

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  

“四个自信”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  

道路自信是对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坚持道路自信就是要坚

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

为近代历史反复证明的客观真理，是党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

保证，也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证。  

理论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科学性、真理性的自信。坚持理论自信就是要坚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自信，就是要坚定实现中

https://baike.baidu.com/item/%C3%A5%C2%9B%C2%BD%C3%A5%C2%AE%C2%B6%C3%A6%C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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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自信。  

制度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制度优势的自信。坚持制

度自信就是要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相信社会主义制度能

够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够保障人民群众的自由平等权利和人身财产

权利。  

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自信。坚持文化自信

就是要激发党和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豪感，在全社会形成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共识和价值认同。 ①  

1.2.3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文化支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

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广 泛 凝 聚 人 民 精 神 力 量 ， 是 国 家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的 深 厚 支

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文化根基。 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

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

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

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因此，从来源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应当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部

分。三者接续传承、守正创新，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是对文化的割裂。 ③  

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文化的作用是

不言而喻的，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离不开文化

的推动和促进。  

                                               
①  覃正爱 . 谈谈中国共产党人的“四个自信” [N]. 光明日报，2018-01-24（11） . 
②  李静 . 筑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J]. 国际公关， 2020
（10）：271-272. 

③  姚艳红 .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历史文化，精神力量，文
化制度 [J]. 实事求是，2020，000（002）：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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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民航治理体系和安全文化  

1.3.1  民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航安全工作，在对民航工作的系列重要批

示指示中，安全方面的批示指示是最多、最明确的。在安全治理理念方

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是民航业的生命线，任何时候、任何环节

都不能麻痹大意”“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正确处理安全与发

展、安全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要始终坚持安

全第一”“严守安全底线”“对安全隐患零容忍”“确保民航安全运行平稳

可控”，等等。在安全治理体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国家

战略和国家安全高度，加强对我国航空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要完善风险

防控体系，健全监管工作机制”“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

头”，等等。在安全治理能力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强化

政治意识，提高保障能力”“着力提高航空安全监控能力、技术装备支撑

能力和应急反应处置能力”“加强队伍作风和能力建设”，等等。习近平

总书记对民航安全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涵盖了民航安全治理的治

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手段、治理目标等各个重点领域，

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科学性、指导性，是推进民航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总遵循。  

民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实现民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我国民航发展到新阶段的

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的重大任务，要在总结历史经验中

看到我国民航的制度优势，在分析发展趋势中明确我国民航制度的建设

方向，在对标民航强国战略目标中谋划民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

重点任务，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转化为民航领域的生动实践。  

推进民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在适应新时代民航强国建

设战略的需要，更加适应行业发展规模增大、运行范围扩大、业务种类

增多的新特点，更加适应行业结构、旅客需求、航空市场竞争格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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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新挑战，更加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方位重塑民

航业形态、模式的新趋势，更加适应深度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行业国

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新需求，更加适应航空业全产业链发展、全面发挥

服务国家战略作用的新要求。  

1.3.2  民航安全文化  

1.3.2.1  民航安全与发展  

新中国民航发展史，也是一部民航安全管理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

新中国民航安全管理工作历程，就是一步一步艰难探索、逐步走向成熟

的过程，先后经历了以“飞飞整整，整整飞飞”“干中学，学中干”“人

盯人”等为主要特征的摸索管理阶段，以“八该一反对”“四不放过”等

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管理阶段，以倚重他律、基于规章符合性等为主要特

征的规章管理阶段。当前，我国民航安全管理正逐步由他律向自律、由

基于规章符合性的管理向规章符合性基础上的基于安全绩效的管理模式

转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民航局党组按照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的总体要求，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民航改革的意见》，提出  2020

年要在民航科学发展、持续安全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

改革成果，初步实现民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这几年的系

统化改革推进，民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着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方

向不断迈进。特别是在安全治理领域，基本形成了有利于提升安全保障

能力、巩固民航发展安全基础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执行系统。  

随着民航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断发展进步，我国运输航空

事故率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行业安全水平不断提升。从统计数据看，

运 输 航 空 百万 小 时 、 百万 架 次 重 大事 故 率 ， 1950—1959 年平 均 分 别 为

27.1 次、125.5 次；1960—1969 年平均分别为 6.8 次、20.9 次；1970—

1979 年平均分别为 7.6 次、19.2 次；1980—1989 年平均分别为 4.5 次、

9.8 次；1990—1999 年平均分别为 1.5 次、2.1 次；2000—2009 年平均分

别为 0.11 次、0.21 次；2010—2019 年平均值进一步下降到 0.012 次、

0.028 次（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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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航运输航空百万小时重大事故率和亿客千米

死亡人数保持“双零”，并不断刷新安全飞行纪录，安全水平稳居全球领

先地位。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我国民航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不断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我国民航安全治理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

显著的优越性，为我国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安全基础。  

1.3.2.2  中国民航安全文化概述  

1957 年 10 月５日，周总理在民航局《关于中缅航线通航一周年的

总结报告》上批示：“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

这三句话，科学概括了民航工作的特点，特别是“保证安全第一”的重

要指示，揭示了民航工作的本质，指出了安全在民航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为一代又一代民航人做好民航

工作特别是抓好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党的历届中央领导同志

在指导民航工作时，都始终强调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站在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的高度，对民航

安全工作作出了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对抓好民航安全工作提出了更加科

学系统的要求。他深刻指出：“航空安全事关重大”“要坚持民航安全底

线，对安全隐患零容忍”。特别是 2018 年 9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民航局关于安全工作有关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安全是民航业的生命

线，任何时候、任何环节都不能麻痹大意。民航主管部门和有关地方、

企业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效

益的关系，始终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要加大隐患排查和整治力度，

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健全监管工作机制，加强队伍作风和能力建设，切

实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确保民航安全运行平稳可控。”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不仅指出民航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系统性和复杂性，而且给了民航人抓好民航安全工作的路径与方法，体

现了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战略与战术的完美结合，是我国民航安全文

化的指南。  

民航业是一个最能体现国家综合国力和时代科技发展水平的行业，

具有技术装备程度高、资金密集程度高、运营风险程度高等特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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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组织（ICAO）在其发布的《安全管理手册》（DOC9859 AN/460）中

明确提出了建设积极的安全文化的要求。民航安全文化是在民用航空活

动中形成的航空从业人员的安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积极的安全文化能

够为持续改进安全状况、提高安全水平提供良好的保障。中国民航在长

期的安全管理实践中，不断积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经验，努力探索现代

化管理的客观规律，逐渐形成了行业发展和安全管理方面的思想、精神。

有关安全工作的价值观念、行业准则、道德规范、管理制度、经验总结

等精神因素和保证安全所需的各类设备、设施等物质形态，构成了民航

安全文化。积极的安全文化是全行业累积的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构

成行业文化的重要内容。  

我国民航安全管理发展已经历了摸索管理、经验管理、规章管理、

体系管理四个阶段。通过各个安全管理阶段对安全文化的不断建设和提

炼，民航安全文化得以指导、规范行业员工的言行，推进了民航事业的

安全发展，促进了我国民航安全业绩的不断提升，体现了我国民航安全

文化的特色和自信。 ①  

                                               
①  推进民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2020 年全国民航工作会议召开 [J]. 中国民用航空，2020（2）：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