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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预计今年10月30日起施行。《征求意见稿》针对三种情况下航班延误的食宿安排作出不同规定：由于机务维
护、航班调配、机组等航空公司自身原因，造成航班在始发地延误或取消，航空公司应当向旅客提供餐食或住宿等服务务；由于天气、突发事件、空中交通管
制、安检以及旅客等非航空公司原因，造成航班在始发地延误或取消，航空公司应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费用由旅旅客自理；航班在经停地延误或取消，
无论何种原因，航空公司均应负责向经停旅客提供餐食或住宿服务。《征求意见稿》刚出炉，就引发各方热议，航班延延误，到底该由谁买单？

网友“蘇珣”说：作为信息极
其不对称的乘客一方，航空公司
怎么去证明天气、突发事件、空中
交通管制、安检及旅客等非航空
公司原因，仅凭航空公司地面服
务人员的一句通知？

网友“失之何傷_”说：每次延
误航空公司都可以说是天气原
因，就都不需要负责了。延误原因
由谁说了算，谁来监督？

媒体人赵小姐说：有一次被
延误了12小时，睡到半夜，被叫起
来说可以走了。被耽误了时间为
什么还得自己多花钱？

沈先生说：航空公司为乘客
提供的住宿、食品通常质量一般，
且常与宾馆方面有协议价格，实
际成本并不高。新规一旦实施，食
宿由航空公司安排，却都让乘客
埋单，价格会不会有猫腻？

发生延误后经济补偿金额是多
少？虽然民航局早在2004年就已发
布相关指导意见，但没有在以往出
台的相关规定中制定统一的延误补
偿标准。

不少航空公司希望民航局发布
统一标准，避免航空公司与旅客相
互纠缠，但这次征求意见稿中，仍然
要求航空公司自行制定经济补偿方
案。意见指出，航空公司未按要求制
定、公布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方案或
方案内容不符合要求的，由民航管
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3万元以下罚款。有业内
人士认为，这是民航局在“踢皮球”。
航空公司标准的权威性明显不如民
航局，而且各家航空公司之间标准
也可能会出现差别。统一标准的缺
失给“闹得大、赔偿多”顽疾的存在
提供了土壤。

机场运营、航空安全管理
专家，北大纵横商学院特邀教
授 朱文川：一是废除2004年
出台的航班延误补偿指导意
见，取消对旅客的现金补偿，
代之以优惠券和返还里程等
方式。二是航空公司有责任有
义务在延误发生后承担相关
的费用。民航局方面要对全部
的航线航班进行大数据分析，

严惩虚占航线航班行为。
国航股份西南营销中心

杨波：加强机场在航班延误
信息通告中的主导权。必须建
立起航空公司、空管向机场通
报航班信息的机制，机场承担
航班运营信息的协调管理责
任，并由机场管理的公共平台
实现对外信息的发布。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航空

运输管理学院副教授 许凌
洁：民航局在2012年出台了《航
班正常统计办法》，其中涉及
航班延误的分类和民航有关
单位(航空公司、机场)负有记
录上报航班正常的义务，以及
如何填写延误原因。但这个规
定只是针对业内统计，其延误
原因认定能否获得旅客认可
还待商榷。

意见稿明确指出，机组应每30

分钟向旅客告知一次航班动态信
息。机坪延误超过2小时(含)，机组
应为客舱内旅客提供饮用水和食
品。由此算是抓住了避免旅客情绪
激化的关键所在。但令人遗憾的
是，仍旧未对航班延误责任的认定
及经济补偿的仲裁，作出更为细化
的规定。

参考海外经验，一种较为现

实的处理方法是明确航班延误
原因的举证责任划分机制，令相
对处于信息强势的航空公司承
担更大的举证责任，同时设立独
立第三方的仲裁机构对航班延
误补偿纠纷进行调处仲裁，将机
制外的“违法抗争”规制为机制
内的“司法博弈”，以从根本上破
解航班延误补偿纠纷的囚徒困
境。 本报综合

航航班班延延误误新新政政，，你你怎怎么么看看？？
民航局应发布

统一补偿标准

取消现金补偿 加强信息主导 独立仲裁或可破补偿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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