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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度通用机场团体标准项目
申报指南

一、总体原则

通用机场是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是通用航空发展的支撑和

保障。按照民航局“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指导

精神，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持续深化通用机

场分类分级管理，进一步健全通用机场领域标准体系，推动行业

自律，完善标准实施推进机制，对行业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

本指南依据民航局《新时代民航强国行动纲要》、《中国民

航四型机场建设行动纲要（2020-2035 年）》（民航发〔2020〕

1 号）、《关于培育发展民航团体标准的指导意见》、2021 年全

国民航工作会议精神、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 2021 年

度通用机场领域重点工作计划等进行编制。

二、总体定位

通用机场团体标准应引领行业技术发展，进一步促进创新成

果转化；培育优化行业，形成核心竞争力，服务国家战略；促进

通用机场建设与运营的高质量、全方位发展；构建一系列“面向

市场、服务行业、结构合理、水平先进、满足需求”的通用机场

团体标准。基于行业标准现状和未来规划，团体标准主要起到互

补和协调作用，在一定时期弥补通用机场领域标准体系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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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项思路

（一）中国 AOPA 联合相关研究机构、科研院所以及企业，

通过联合开展标准需求调研、跨行业开展标准研究等方式，适时

开展通用机场团体标准的适用性评价工作，进一步优化完善团体

标准体系结构和运行机制。

（二）梳理国内外通用机场行业的现行标准，结合行业发展

新要求、新诉求，充分考虑未来通用机场可能会采用的新技术、

新模式与新业态基础上，开展团体标准重点方向的研究，建立各

业务版块的标准规划。

（三）依托通用机场信息平台等信息化手段，以及相关研究

机构、企业、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等组织，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

发展诉求，共同推动通用机场团体标准体系的构建。

四、通用机场团体标准体系框架

通用机场团体标准体系根据通用机场行业特征和核心业务

来划分，包括：机场建设、设施设备及新技术应用、机场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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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服务、机场信息、人才培养 6 个子体系。通用机场团体标准

体系制定侧重从技术和管理两个维度进行划分。

五、申报范围

序号 标准体系 范围说明

1 机场建设

机场建设标准体系依据《通用机场管理规定》《通

用机场建设标准》《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民

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等政策法规、行业

标准文件，完善健全现有标准体系，使机场建设更

加适应通用航空功能需求，与时俱进。

主要范围：机场规划、选址、道面建设规范、标志

标识规范、建设指南等。

2

设施设备

及新技术

应用

通用机场设施设备及新技术应用是提升现代化机场

建设运营水平的关键。为加快发展通用机场新型基

础设施设备建设，完善通用机场功能服务，指导通

用机场合理配置设施设备，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作

用，推进新技术应用。

主要范围：场道工程技术、空中交通管制设施及技

术、运行监测设施技术、服务及保障设施技术、智

慧机场等。

3 机场运营

通用机场日常运营管理规范，直接关系到机场的安

全运行、服务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为保障通用机场

安全、高效、高质量健康发展，通过统一的运营标

准体系，完善通用机场运营规范，明确和强化机场

运营范围及职责，提升机场运营管理水平。

主要范围：日常运营及维护、资产管理、应急管理、

宣传与营销、平安机场等。

4 机场服务

机场作为基础交通设施，其本质就是航空服务。通

过机场服务的标准化建设，建立通用机场服务体系

及服务规范，推动行业自律，提升通用机场服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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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打造通航人文机场，同时树立通用机场商业化

模板，探索通用机场多元化经营及服务途径。

主要范围：通用机场基础运行服务规范、不同类型

的地面保障服务规范、人文机场建设规范等。

5 机场信息

通用机场信息标准化，是为全国通用机场信息管理

系统设计、建设和运维管理以及民航数据交换等提

供团体标准选择。目的是更加有效开发和利用通用

机场信息系统与信息资源，保证通用机场信息化建

设的优质高效和信息网络无缝连接，确保使用的各

类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互操作，规范信息

化运维标准，提升信息服务质量。

主要范围：机场信息运维管理、信息技术应用、智

慧机场建设。

6 人才培养

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是通用机场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人才是通用航空发展的第一

资源，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对于现代化通用机场发展

及通用航空产业升级具有重大的意义。

主要范围：通用机场人才培训、从业能力认证等。

六、团体标准制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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