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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山航

民航法修订升级

55万万罚罚款款背背后后是是有有法法可可依依
本报记者 杨万卿
漫画 黄增源

20年首次“急用先修”
航空安全有法可依

民航法自1996年3月1日起施
行，至今已有20年。中国民航近年
来发展迅速，亟需修改民航法，以
适应现在的发展趋势，解决突出
问题。

近年来，“空闹”现象在我国时
有发生。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我国对于此
类事件处罚过轻，一般仅按《治安
管理处罚法》相关法条处罚，至多
不过拘留几天、罚款几百元了事。
此次修订征求意见稿将此规定进
一步明确，处罚也更为严厉。

记者采访了多位山航乘务员
和安全员，受访人均表示，飞机起
飞后乘客玩手机、乘客机上大声喧
哗等现象屡禁不止，令他们颇为头
疼。已关闭手机的旅客在飞机平飞
后偷偷打开手机，也不是稀罕事。
日前，一位山航乘务员在飞机起飞
前提醒旅客关闭手机，得到旅客

“手机损坏无法关闭”的答复。为保
障航空安全，该乘务员无奈之下只
能亲手帮旅客取出手机SIM卡。

更令民航从业者担心的是，
“空闹”接连升级。旅客因航班延
误强占飞机、醉酒旅客闹事、地服
人员惨遭辱骂殴打等多起暴力事
件发生后，闹事旅客通常只被警
告了事。多家航空公司内部只能
通过向员工发“委屈奖”以示安
慰。此前“不文明旅客名单”出台，
也因为缺乏配套处罚细则，被吐
槽为形同虚设。“无法可依”成为
民航自身维权的软肋。

本次民航法修订以现有框架
为基础，围绕完善民航业发展机
制、加强航空安全管理、放松经济
性管制、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通
用航空发展、运输凭证现代化、修
改运输责任制度等方面，对78个
法律条文进行了修订或删除，新
增24条。

其中，“飞机起飞后用手机最
高罚5万”一条引来诸多关注甚至争
议。不少网友对“机上禁用电子设
备”的条款提出了质疑：“国外航空
公司在飞行中都是允许使用手机
的，甚至提供免费WIFI，乘坐国内
航班玩手机竟然还可能被罚款？”

对此，山航集团规划部法律
事务单元经理周广东解释，此条
规定旨在增加违法成本，提高人们
对于航空安全保卫的正确认识，

“督促守法才是真正目的，而不是

简单为了罚款。”这次修改就是按
照“急用先修”的原则，先完善矛盾
比较突出、亟需修改的条文，“以后
肯定还会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再
进行修订。”

不管怎样，航空法修订使得航
空安全从细节处有法可依，在民航
业内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重拳出击“空闹”
机上玩手机或罚5万

周广东介绍，民航安保关乎
公众利益，是民用航空活动正常
秩序的重要保障，有必要在民航
法中进一步明确。本次修订专门
增加一章，新增第十一章共十条，
明确了安全保卫工作的原则、机
构职责、安全检查、安全保卫方
案、非法干扰行为、安保工作的人
财物和技术保障措施、鼓励公众
参与民航安保以及给予安保工作
的必要奖励等原则性内容，在第
二百条中也完善了法律责任。

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了14种
危及民用航空安全和秩序的非法
干扰行为，成为最受公众关注的
内容。实施上述危及民用航空安
全和秩序的非法干扰行为，尚不
够刑事处罚，或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法处
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相关条款的处罚规
定，情节特别严重的，罚款金额可
以增加到五万元以内。

记者注意到，民航法修订条文
原文为“情节特别严重的，罚款金
额可以增加到五万元以内”。对此，
周广东强调：“不能简单地理解成，
只要玩手机就可以罚款5万元。毕
竟航空公司保障乘客的集体安全
是第一位的，法律条文做不到那么
细致，更重要的是领会立法者的意
图和目的。严惩‘空闹’既是安全所
需，也是民心所向。”此外，飞机上
乘务人员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做
取证工作，最后的罚款应该由执法
部门来执行。

飞机上玩手机到底有多危
险？相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科技的发
展，未来空中上网将变得寻常，毕
竟人类降低风险、挑战未知的潜
能是无限的。

“每年都会出现旅客因在飞
机上违规使用手机而被处罚的案
例。我们国家为了更加充分地保
障民航安全，采取谨慎的态度，乘
客全程不能使用手机。智能手机
拥有的飞行模式也不被我国民航
规定所认可，就是为了尽可能降
低出现危险和事故的概率。当然，

随着移动电子设备成为人们不可
替代的生活必需品，航空公司也
在探索和突破，争取在航班上推
出互联网服务，在确保航行安全
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为旅客提
供人性化服务。”周广东说。

细化旅客权益保障
为提升服务打“催化剂”

记者注意到，此次修订意见稿
不仅明确了将严惩“空闹”，在维护
旅客、托运人的航空消费者权益
上，民航法的修订也进一步加强了
保护措施，切实保护消费者。严惩

“空闹”也为服务提质打了一针“催
化剂”。14种危及民用航空安全和
秩序的非法干扰行为入法，足以让
将来在机场或飞机上肆意妄为的

“空闹”者受到严惩。航空公司及机
场应进一步摆正自己的角色定位，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来赢得旅客的
支持与信任。

周广东对民航法修订后关于
维护旅客权益的相关具体规定做
出了解读：

加强航班延误后的信息通告
和服务工作。征求意见稿规定，公
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以保证飞行
安全和航班正常，提供良好服务
为准则，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运输
服务质量。旅客运输航班延误的，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做好旅客
信息通告和相应的服务工作。

建立事故先行支付制度。修
订意见稿新增“提供充分保险”的
要求，鼓励通用航空企业投保机
上人员险，规定了航空器事故先
行支付制度，进一步强化受害人
保护。征求意见稿规定，因民用航
空器事故造成旅客死亡或者伤害
的，承运人应当向有权索赔的自
然人不延迟地先行付款。该先行
付款不构成对责任的承认，可以
从承运人随后作为损害赔偿金支
付的任何数额中扣除。

为残疾人乘机提供便利。征
求意见稿增加了对于残疾人乘机
的保护，规定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残疾人搭乘
航班提供便利，民用航空器应当
逐步达到无障碍设施的要求。

在航空运输责任制度方面，此
次修订意见稿还规定了对人身损
害赔偿均采用双梯度制度；国内旅
客、行李、货物运输的赔偿责任限额
及其复审机制由国务院民用航空
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
行。民航局指出，目前的方案，既考
虑了相关制度的稳定，又综合了消
费者和承运人两方面的具体情况，
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消费者权益。

近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用航空法》(以下简称民
航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引发社
会各界的关注。本次民航法修
订有两大亮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专门增加了加强民用航空
安全保卫的章节，二是从多个
方面切实加强旅客合法权益的
保护。其中，“飞机起飞后用手
机最高罚5万”——— 违法成本的
增加迅速成为舆论热议。高额
罚款的背后，不可否认的是，航
空安全从细节开始有法可依。

此次民航法修订意见稿明确了14种危及民用航
空安全和秩序的非法干扰行为，除了在航空器内禁
止使用手机、吸烟、抢占座位、值机柜台外，还包括劫
持飞行中或者地面上的航空器；在航空器上或机场
扣留人质；强行闯入航空器、机场或者航空设施场
所，冲闯航空器驾驶舱，强行拦截航空器；非法将武
器、危险装置或者材料带入航空器、机场或者空中交
通管制单位；谎报险情、制造混乱、散布诸如危害飞
行中或地面上的航空器、机场或民航设施场所内的
旅客、机组、地面人员或者公众安全的虚假信息；盗
窃、故意损坏、擅自移动航空器设备以及机场内其他
航空设施设备，强行打开飞行中航空器应急舱门等。

实施上述危及民用航空安全、秩序的非法干扰
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无法处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情节特别
严重的，罚款金额可以增加到五万元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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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坐飞飞机机1144类类行行为为违违法法
最最高高罚罚金金增增至至55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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