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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中央及各行业多次提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 “新基建”政策

5G建设 工业互联网 特高压

城际高速铁

路和城际轨

道交通

新能源汽车

和充电桩
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

01

信息基础
设施

融合基础
设施

02

创新基础
设施

03

七大领域 三大方面

一、民航进入“新基建”时代



✓ 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推动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提出交通运输领域新基建任务

✓指出智慧民航、智慧枢纽等领域任务与目标

冯正霖在第十届中国民航发展论坛发表主旨演讲

“智慧民航正是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潮流，运用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最新成果，分析整合民航各种关键信息

和要素资源，最终实现对行业安全、服务、运营、保障等需求

做出数字化处理、智能化响应和智慧化支撑的建设过程。”

民航进入“新基建”时代

◆ 民航“新基建”

一、民航进入“新基建”时代



◆ “新基建”背景下的民航运行探索

一、民航进入“新基建”时代

机场 航空公司 空管

互联网化航空公司 四强空管

民航运行数据中心

民航运行数据共享

四型机场

……



◆“新基建”背景下的民航运行探索

安全安保 旅客服务航班运行

基于旅客安保大数据的分级
安检体系

基于A-CDM系统的航班高效
保障系统

基于One ID的一证通关与乘机

基于RFID的旅客行李全流程
追踪

一、民航进入“新基建”时代

……



二、“新基建”背景下的智慧民航运行
◆ 民航“新基建”重要作用

多运行主体 多建设主体 多保障节点

“新基建”带来以数据

资产为核心的生产要素

➢“新基建”是创造行业新价值、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支撑

促成行业数据共享

加速行业组织与流程再造

大幅降低运营成本

实现安全保障能力与运行效率
双提升

……



二、“新基建”背景下的智慧民航运行
◆ 民航“新基建”重要作用

网络化协同 服务化延伸 个性化定制

➢“新基建”是推动行业价值链延伸、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大动力

实现行业内部领域的协同发展

引领航空产业及上下游产业发展

实现不同交通运输方式优势互补

与旅游、驻场口岸等单位数据共享

“新基建”推动

行业价值链衍生

打造民航数据资产与价值新高地

……



二、“新基建”背景下的智慧民航运行

数据资源的正确定性是各项

工作长效机制的基础

数据共享协议

推动民航运行数据开放共享

模式创新

实现民航运行协同必要数据的

互联互通

◆ 民航“新基建”智慧运行展开工作——共商数据治理



二、“新基建”背景下的智慧民航运行

覆盖所有航空公司
和旅客吞吐量千万

级以上机场

100+家
运行数据
共享单位

经历6次共享协议
版本更新

共享数据项
增长4倍

……

V1.0……V2.2.1

中小机场运

行数据共享

Data

Data Data

◆ 民航“新基建”智慧运行展开工作——共建生态平台



二、“新基建”背景下的智慧民航运行

政策标准先进技术

云计算，边缘计算，人工
智能，运筹学，数据服务

等技术……

《中国民航运行信息管理指
导意见》

《中国民航航班运行数据开
放管理办法》……

先进技术

工作保障

政策标准

◆ 民航“新基建”智慧运行展开工作——共建生态平台



基于运行大数据为各相关方
建立高度一致的情景意识

基于大数据提升行业
运行效率与应急决策能力

基于运行大数据为监管部门
优化资源配置提供支持

以大面积航班延误处置为切入点，

搭建民航协同运行平台

打造应急处置“一张图”，

做好突发事件处置

……

提升运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评估长期存在的瓶颈问题

增强不同维度的运行效率分析

覆盖航班运行全生命周期的
运行数据支撑

二、“新基建”背景下的智慧民航运行

地面运行节点数据

集中共享

统一的预先飞行计划
平台

国际数据与其他运输
方式数据

……

◆ 民航“新基建”智慧运行展开工作——共享智慧运行



勇于创新机制做好顶层设计

✓树立“一张图”的统一情景意识，进行全行业的

数字化转型规划与管控；

✓做好政策与标准体系建设，制定相关的顶层设计

和标准架构；

✓开展规范有序的数据信息应用，提升不同主体信

息化系统间的协同运行水平。

✓适应信息技术高速迭代发展，满足系统开发、

运行、维护短周期的特点；

✓探索借鉴并引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

术、理念与模式，形成一套规划设计、“立项-开

发-运维”管理、投入产出评估、人才培养与使用

的新机制。

三、民航智慧运行发展思考



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坚持需求导向

✓注意区分“行业性新基建”与“通用性新基建”

两者区别；

✓回归问题本源，坚持需求导向，不是技术导向、

更不是产品导向；

✓聚焦行业基础数据治理和行业信息化的核心关键

技术。

✓把握“新基建”主线，凝练全局性的、迫切需解

决的行业重点、难点问题并加以实践落地；

✓以行业新兴问题为切入点，结合5G、人工智能

、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新技术，给出动态实时管控

方案。

三、民航智慧运行发展思考



谢谢！恳请各位专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