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航发展战略及现阶段发展核心

以旅客为核心的智慧机场运营服务实现

新技术在运营服务方面的进一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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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发展战略及现阶段建设核心



1.1 民航发展战略

1、打造三个世界级机场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2、完善六大机场群：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
3、双枢纽机场建设：北京、上海;
4、提升国际枢纽功能：成都、昆明、深圳、重庆、西安、乌鲁木齐、哈
     尔滨机场；
5、巩固和培育区域枢纽：29家各具特色的区域枢纽；

至2020年，运输机场达到260个左右，通用机场达到500个以上。

   



1.2 现阶段发展核心

1、民航作为战略性产业，要积极建设功能健全、相互协调、相互支撑的
机场网，以及覆盖面广、衔接度高、通达性强的航线网；
2、枢纽机场建设是发展核心，通过高比例中转业务和高效航班衔接能力，
带动区域发展、机场网的形成；
3、发挥协同效应，提升地面运行效率为核心的机场保障管理体系建设；
4、推动运用无线传输、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改造机场的业务流
程，加快智慧机场的建设，促进机场保障能力与发展需求相适应；
5、按照“发展理念人本化，项目管理专业化，工程施工标准化，管理手
段信息化，日常管理精细化”的现代工程管理要求建设新机场。



以旅客为核心的智慧机场运营服务实现



简化流程
自助服务

旅客信息服务 应用系统
信息平台
数据规范

统一信息平台
特殊人员监控

实时监测
预测分析
决策优化

2.1 我国大中型机场发展现阶段——数字化转型期

物联网
移动互联
大数据

资产数据化
数据流动化
系统平台化



2.2 现阶段机场发展理念核心关注

运营

服务 安全

 网络、数据安全，立体安防；

安全管理

高效、管理一体化；

协同运营

旅客服务
便捷、主动、个性化；



2.3 以旅客为核心的机场运营及服务体系

旅客

全流程自助出行服务
中转服务
预约服务/个性服务
O2O服务
智能客服服务

           航站楼

智能停车/待客泊车服务
城市候机楼/行李托运服务

公共区

飞行区资源管理系统
飞行区无盲区全景视频监控
飞行区航班全景实时运行可
视指挥管控

飞行区

轨交、公交、出租、大巴、自驾、租车、网约车辆统一管理
停车场车辆调度、交通信息发布、位置服务、AR导航、路径规划

陆侧交通
ACDM协同决策
进出港航班及旅客数据与航
站楼资源、配餐公司、海关、
边防、检验检疫等单位之间
共享、协同

航空公司、空管、联检
及驻场单位



简化流程
自助服务

旅客信息服务

数据完整
实时监控
协同决策

统一信息平台
特殊人员监控

2.4 机场安全管理——构建数字化转型安全之路

控制中心

私有云查
杀引擎

客户端

网络安全
准入



2.5 航站楼安全出行——人脸识别+视频流监控

预安检

入航站楼自助
预检

视频流监控

值机

自助值机

柜台值机

自助行李     
托运

安检

自助安检通道

人证合一

安检柜台

登机

自助登机

人工登机



航空公司——枢纽机场——空管部门协同提升机场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计划航班量、机场容量、空域容量
航空公司航班调度能力、机场地面保障能力、空管放行能力
飞机操作流程、旅客操作流程、行李操作流程

空管(ATC)

CDM
（Collaborative Decision Making）

机场(Airport)

•38个关键里程碑
•最优化资源使用
•旅客、行李、安检
•机坪动态
•地服
•交通

航空公司(Airline)

•流控情况
•资源分配
•旅客信息
•地服情况
•载货

•进出港队列
•流控信息
•航路情况
•天气信息

前站起飞

降落 起飞

降落前排队

滑行

计划

2.6 机场运营——协同决策A-CDM



数 据 完 整

传统
AODB数

据

订座
系统

空管
数据

货运
系统

离港
系统

安检
系统

航旅
纵横

地面结
算系统

2.7 机场运营——数据完整是A-CDM的灵魂



应
用
层

中国航信机场运营平台

外
部
系
统

数
据
层

综合预测预警
航班进程监控
重点航班保障

知识库
公告
日志
排班

流控信息管理

运营统计分析
靠桥统计
晚关舱门
航班保障
始发航班

其他性质航班
备降、岗位管控

航班预警监控 运营值班管理
总体运行视图

大屏-航班
大屏-旅客
大屏-保障
大屏-流控
大屏-航线

机场大屏

集成系统 机场OA

安检系统

离港系统

视频监控

航空公司系统……

订座系统空管CDM

数  据  中  心

移动应用

航班运行态势
航班查询

消息
功能列表

设置

PC
端

大
屏

移
动

异常事件记录
航班监察记录

不停航施工申请
航班协调指挥

航班监察考核
航班管理
资源分配
排班派工
异常上报
绩效考核

 地面服务

手
持

倒计
时屏

2.8 机场运营——运营平台+大数据(A-CDM)



     级指挥
 （运控中心）

  级调度
（业务部门）

级执行
（现场作业班组）

客运部 其它部门

1

2

3

机务部

2.9 机场运营——三级调度运营模式(A-CDM)



        2.10 机场运营——数据融合及决策支持(A-CDM) 



整体运行态势，数据统计分析，运营决策支持

2.11 机场运营——运行监管(A-CDM) 



航班、旅客、资源，预测预警，电子进程单，航班监察记录，KPI考核，统计分析
 

2.12 机场运营——全局把握与精细化管理(A-CDM) 



      2.13 机场运营——自动排班和建群(A-CDM)



      2.14 机场运营——自助结算(A-CDM) 



平台介绍 全面掌控航站楼内设施资产等动态，结合旅客提升服务

基于流程的工单管理
体系，对巡检类施工
任务进行灵活调度、

监管、考核

从技能、工时等方面
对代维人员进行全面
管控，对代维施工进

行检查考核

合约管理，对柜台、
商铺、站房等资源进
行全面跟踪管理，合

约责任监管

n 固定资产
n 设备设施
n 运维人员
n 柜台商铺
n ……

管理范围 01

02

03

04

资产管理智能化

设备监控可视化

代维施工流程化

监管考核科学化

 2.15 机场运营——航站楼管理系统

05 旅客服务主动化



 2.16 机场服务——超级中转服务

安检 改签 登机 行李查询值机 行李托运

中转航班波

航班衔接监控

旅客保障监控

          
            

          信息支撑及数据分析

机场保障移动端

行李保障监控

l 不限于同一售票平台购票
l 不限于同航空公司购票

跨平台跨公司
服务保障后台与旅客联通
旅客实时获取中转航班动态、
衔接时长、服务状态等重要节
点信息

保障信息透明联通



RFID打印设备 固定式RFID
读取设备

固定式RFID
读取设备

业务流

信息流

手持终端

固定式RFID读
取设备 手持终端

固定式RFID读取
设备/手持设备

固定式RFID读取
设备

2.17 机场服务——旅客全流程行李追踪



新技术在运营服务方面的进一步应用



  3.1 机场智慧旅客服务平台

安检 改签 登机 行李查询值机 行李托运

 6

 

1

 2

 

3

 

4
 

5

需求主动感知及流程优化服务
移动互联、服务前置、智能客服、近场感
知/VR导航，实现旅客出行流程优化，解
决退改签、吃住行服务痛点

精准营销与个性化服务
商业场景可视化、O2O、出行个性
化服务、虚拟商店及机器人店员

机场会员服务体系
航空公司、机场、商
业综合会员机制；增
进会员计划权益；

出行生态圈共享服务
共享、交互增加旅客触达点

旅客画像
以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为支撑，
航空数据、全网旅客信息的整合
分析

机场社交平台
外部智慧应用之间的信息共享，对旅客
资源的精准分析

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 AR/VR 智能客服/
机器人



 3.2 机场运营智能化

安检 改签 登机 行李查询值机 行李托运

自动获取ACDM生产保障环节
准确时间；

物联网

多元化的智能语音、虚拟图像、
客服服务；

智能客服

行李全流程追踪，门到门服务，
物流配送

RFID/电子行李标签/定位
服务 实现ACDM系统中人机交互、

自动播报；

语音识别应用

飞行区资源管理平台，人员、车辆、
资源、飞行器的动态化、可视化管
理；视频监控；

空间数据库、GIS和室外定位技术

飞行区车辆导航及轨迹监管；
飞行器滑行/泊位引导地图导航；
无线调度；
智能停车/租车服务；

无线网络及定位应用



 3.3 民航局对智慧机场标准规范的支持

安检 改签 登机 行李查询值机 行李托运

航站楼相关工程
    设计规范

航站楼相关工程
数据交换规范

航站楼相关工程
检测验收规范



中国航信将一直携手
       

与您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