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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山航

行业

飞飞行行员员是是如如何何炼炼成成的的
从学员到机长至少要五年

作为民航业最“拉风”的
一群人，飞行员高薪不是没
有道理。飞行员不是想当就
能当，也不是想招就能有。培
养一名飞行员，航空公司要
付出高昂的成本，经历漫长
的过程。一名飞行学员成为
一名成熟的机长，大概需要
至少五年时间，其间每一个
环节都少不了精密的培训、
严格的考核和残酷的淘汰。
即使是做一名负责理论教学
的地面教员，也要过五关斩
六将。

本报记者 廖雯颖

中国现在到底缺不缺飞
行员？这个问题在当前航空
公司过着苦日子还给飞行员
逆势涨薪背景下，似乎并无
异议。但随着各个航空公司
加大飞行员培养力度，业内
人士分析，中国飞行员紧缺
的情况相较数年前已经大为
缓解。现阶段的缺人属于“结
构性”问题，副驾驶多而机长
少。

山航培训部副总桑国章
认为，目前在很多成熟的航
空公司，副驾驶并不紧缺，而
机长受限于培养周期长，目
前一定程度上还供不应求。

“整体上看，国内飞行员供需
基本平衡。”一家航空公司机
长则坦承，陆续新成立的民
营航空公司和通用航空企业
通过高薪挖人，这在一定程
度上局部加大了机长等飞行
员的抢手程度。

通常来说，飞机和飞行
员的配比应为1:10，近年来国
内各大航空公司“圈地买马”
势头不减反增，加速引进新
飞机、增加航线、加密航班的
节奏，导致飞行员数量出现
缺口。日前波音发布预测，
2014年全球对飞行员需求继
续增长，较2013年上升约7%。
未来20年亚太地区需要21 . 6

万名新飞行员。此外，2013年
开始，国内新建航企的审批
大门再度打开，先后陆续有
多家航企申请筹建并陆续开
飞，此外还有上百家通用航
空企业在筹建，这些新成立
的公司急需成熟的飞行员，
除了高薪挖人，不少航空公
司聘请外籍飞行员“救急”。

桑国章预测，随着近几
年航空公司加大对飞行人才
的培训力度，预计3年后中国
飞行员尤其是机长的缺口就
能补足。记者了解到，目前一
些航空公司除了传统的委托
培养飞行员的模式之外，已
开始通过自建航校以及招收
自费飞行员的方式，加大飞
行人才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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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航空公司飞行员
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委托民航
飞行学院培训飞行员，二是空军
转业，即“军转民”，三是招收外
籍飞行员。新一代年轻飞行员
中，“军转民”的比例已经大幅下
降，委托培训则成为当下航空公
司招收飞行员的主要方式。委托
培训的学员也有两种不同构成，
一部分是“大改驾”，指的是从大
学生转为飞行员，符合招飞条件
的普通大学大二、大三学生接受
一到两年的飞行驾驶专业培训。
另一部分则是“养成生”，高中毕

业后直接被选拔为飞行员送到
航校接受四年完整的航空基础
理论知识学习，然后再接受本航
空公司在飞机型理论和实操培
训，才能从事商业飞行。

不管是“养成生”还是“大改
驾”，航空公司在与学员签订合
约后，如无特殊情况，基本都承
担学员所有的培训费用，这个数
字往往以数十万计。山航培训部
飞行培训中心经理张欣荣告诉
记者，一名“大改驾”学员在通过
多次严格的体检、心理测验以及
政审后，在国内接受三个月到半

年英语训练，就被送到国外培训
一到两年，由国外教员带领上机
培训，取得航线运输执照。整个
周期在两年左右，单人培训费用
大约在 7 0万元。如果是“养成
生”，大学四年毕业后可直接到
山航培训部报到。但无论“大改
驾”还是“养成生”，上岗前都要在
培训部继续接受两个月左右的理
论学习以及1个月的模拟机学习，
通过资质培训。整个新员工培训
过程要花费4个月到半年。

在叩开航空公司大门前，飞
行学员就面临残酷淘汰的过程。

比如四川广汉飞行学院有15%
左右的停飞率，“大改驾”的学员
同样是考不取飞行执照就被停
飞，其他如行业规范、作风纪律
出了问题也可能被发“红牌”。

“学员停飞率大约在15%。”张欣
荣说。对航空公司来说，被淘汰
的飞行学员培训成本注定“打了
水漂”。“这也是对旅客负责的表
现，飞行员是保障飞行安全最关
键也是最后的一道关卡，合格的
飞行员是航空公司培训的重中
之重。”山航培训部副总桑国章
告诉记者。

上机前先淘汰15%学员

对于飞行新人，要通过航空
公司的副驾驶初始改装培训也
绝非易事。以山航为例，公司人
力资源部每年会根据机队扩张
计划确定招新人的数量，培训部
则制定培训计划并执行。所有新
飞行员都要到位于青岛的山航
培训部飞行培训中心完成培训。
山航培训部飞行培训中心前身
是山航培训公司教育训练部，由
于近几年山航机队扩张速度快，
新进飞行员数量也相应大增，从
2008年起，培训基本已转向对
内，仅保留很少一部分对外业
务。除了新员工转副驾驶培训，
飞行培训中心还要负责山航900
多名飞行员一年两次复训以及
飞行员各类晋级培训。

副驾驶培训大致分为两部
分，理论培训及模拟机培训。理
论培训阶段由地面教员负责，模
拟机培训则由B类飞行教员结合

操作讲解。模拟机1:1还原机舱
内实景，仪表、设备、材质都和真
正的客机一模一样，包括起飞、
降落失重感和气流颠簸等都能
精 准 模 拟 ，让 学 员 们 体 会 到
100%实际操作感受。目前山航
有四台模拟机，每台单价均超过
千万人民币。

7月22日上午，一台波音737
-800模拟机上，两名飞行员正在
接受培训。全封闭的机舱内，只
有仪表盘上密密麻麻的按键闪
着亮光，映照着两位飞行员表情
严肃的侧脸。飞机屏幕正模仿青
岛机场的空中实景，随着飞行员
设定的高度和方向变换场景。坐
在两名飞行员后方的教员摁下
一个按键，“发动机火警！”两名
飞行员立即开始根据操作手册
规定的步骤，协同处理这一“凶
险”的突发情况。“飞行20分钟，
高度XXX米，申请返场……”此

时，教员又切换成空中管制员角
色，与充当机长角色的飞行员进
行地空对话。一番快节奏无间隙
的操作后，飞机终于平稳落地。
学员许中华告诉记者，刚才他和
另一位学员刚刚完成紧急释压
的操作。“飞机机体破损，高空空
气稀薄压力小，机舱内外压差过
大，必须紧急施压。当时设定飞
行高度是7800米，我们必须在
12分钟内降到3000米高度，否
则氧气面罩无法支撑，乘客就
有窒息危险。”许中华说，一次
模拟机训练4小时，这4小时他
们要面对各种意外突发情况，进
行应急处置，“实际飞行中极少
遭遇的突发险情这儿都要设置
演练，压力不小。”

理论培训阶段，学员们也保
持着紧绷的学习神经。两个月理
论学习期间，早9点至下午4:20
分，课程排得满满当当，只有1小

时20分钟的午休用餐时间。除了
和普通学校一样的“大课”之外，
为了让飞行学员们更快掌握要
领，飞行培训中心还设置了CBT
+IPT的培训模式。CBT即计算
机教学，学员们坐在电脑前，利
用教员精心设计的学习软件自
学。中英文双语配合动态视频
详细解说操作要点，让学员可
以自行掌握进度，遇到问题及
时举手发问，地面教员讲解答
疑。IPT则是综合程序训练器，
相当于一个简化版的驾驶舱模
拟器，地面教员以小班授课形
式讲解，帮助学员们把理论转
化为实际操作，验证所学知识，
动手进行面板操作和练习程
序，以便更好适应模拟机学习。

“一开始上大课难免不懂，IPT小
班教学有不懂的随时可以问教
员，学习效率更高。”一位正在接
受培训的学员告诉记者。

一台模拟机过千万

飞行教员必须由经验丰富
的机长获得资质后担任，而负责
理论教学的地面教员也并非人
人能胜任，不仅入选门槛高，获
得教员资质过程也很漫长，要过
五关斩六将，还和飞行员一样面
临残酷淘汰，民航局设定的执照
考试不通过、不与时俱进就只能
离开岗位。

张欣荣告诉记者，目前飞行
训练中心有6名地面教员，想成
为地面教员，必须具备理工科的
航空相关专业、电子机械专业或
计算机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公司
内部初选通过后，准教员还要经
过一年半到两年的培养期，其间

要到四川广汉飞行学院接受培
训。地面教员必须考取由民航总
局颁发的私照、商照、仪表等级、
航线英语和教学法五门执照。除
了教学法，其他四个执照都是飞
行员的必考执照，意味着考试难
度与飞行员一样大。“民航总局
有要求，飞行员如果连续四次单
科考试不通过，就取消飞行资
格。教员也是一样的，多次考试
不通过，拿不到执照，他在这个
部门就呆不下去了。”考取执照
仅仅只能算是“可以站上讲台”，
山航的地面教员还必须向老教
员系统学习波音737-800机型理
论知识，之后方可试讲。

教员孙鹏2011年进入山航
培训部飞行培训中心，2013年才开
始正式授课。他先前是一名机务，
如今“变身”教员，虽然有机务工作
背景，要能称得上对波音737-800
飞机深入全面的了解，他还不够。
据介绍，根据教员教学时间以及
授课范围，地面教员分为初中高
三个等级，新教员只能讲解比如
燃油等简单的章节，之后不断学
习实践，才能成长为一名多面手。
从新人成长为一名全面的教员，
大约需要四到五年时间。成为教
员后，一旦飞机制造等技术出现
新的变化，比如操作面板差异，教
员们也要第一时间接受培训。每

年教员还要复训，确保12小时在模
拟机上观摩或实操时间。孙鹏直
言，有时候会遇到学员问的问题
自己不知道的情况，必须如实相
告，回头查询或和同事讨论再向
学员解释，“压力肯定有，目前一般
的问题都可以应付，但是有些课
程还是吃不透。”

“如果教员底子不扎实，是
很难让学员服气的。没有好的教
员，怎么教出好的飞行员？”张欣荣
告诉记者，从2009年到现在，飞行
培训中心地面教员淘汰率为40%，
达不到要求的只能转岗，去飞行
计划部排航班，或者去做办公室
文员，“地面教员并不好当。”

教员执照连考不过“没戏”

模拟机内，两名飞行员正
在教员指导下应对突发情况。

记者 白新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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