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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社会，航空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关乎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和外交等重大问题。
李家祥局长在《中国民航人要为建设民航强国而努力奋斗》的讲话中指出：民航是经济全球化的主流
形态和主导模式，是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驱动力；是促进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黏合剂；是国家国防和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抢险救灾和应对突发事
件的生力军；是世界不同文明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是实施全球政治外交战略的宝贵资源。
航空法是航空业有序、快速发展的制度基础；是实现“依法治航”的前提；是妥善协调和处理航空活
动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重要保障，因此，航空法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
航空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已被更多人所认同，因为其天然的国际性、较多的技术规范性和多
学科知识的综合交融性等特点，已经无法被其他法学学科所完全覆盖和包含。

　　《航空法学原理与实例》是集作者多年教学、学术研究成果而成。
全书共包括12章，内容涉及了公共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等航空活动及其与之相关联的空域、航空器、
航空人员、机场、空中交通管制、航空保险、航空保安、航空事故应急救援和国际航空组织等方面的
法律制度。
因军用航空规章制度资料所限，本书主要以现行民用航空法律、法规和民航规章等为依据，但不拘泥
于现行民航立法分散的具体的规定，而是紧密结合国内外航空法学研究和法学其他学科研究的新成果
，借鉴外国航空立法和国际航空立法的实践，配以相关案例，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地论述了航空法学
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力求对现行航空立法做全面阐释，在体例上力求既能适应航空法学教学需要
，同时又能满足学术研究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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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惠，女，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航空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在《中国刑事法学》、《法学杂志》、《法律适用》、《河北法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三十篇
。
主持完成司法部国家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秘、中国民航局项目、中国法学会项目、天
津市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等十余项。
专著：《航空法律问题研究》；合著：《航空法通论》。
　　郝秀辉，女，法学博士，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航空法学研究会理事。
在《法商研究》、《法学杂志》、《甘肃政法学院学撤》、《社会科学战线》和《甘肃社会科学》等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主持完成司法部国家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天津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中央高校专项科研项目、天津市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等8项。
专著：《航空器致第三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研究》；合著：《航空法通论》；主编：《法律基础教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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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航空法概述　
　第一节　航空法的定义和调整对象　
　　一、航空法的定义
　　二、航空法的调整对象
　第二节　我国航空立法的发展历程　
　　一、改革开放前的民航立法
　　二、改革开放后的民航立法
　　三、我国民航立法的特点
　第三节　我国航空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完善　
　　一、我国航空法律体系的现状
　　二、我国航空法律体系的完善
　第四节　我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航空公约和双边航空运输协定
　　一、我国加入的国际航空公约
　　二、我国缔结的双边航空运输协定
第二章　空域管理制度　
　第一节　空域概述
　　一、空域的概念和属性
　　二、空域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空域分类
　　一、《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对空域的划分
　　二、美国的空域划分
　　三、我国空域的划设与分类
　第三节　空中航行规则　
　　一、《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规定
　　二、我国法关于飞行规则的相关规定
　第四节　出入境放行管理制度　
　　一、国际公约有关出入境放行的规定
　　二、我国法关于出入境放行的相关规定
　　三、出入境应办理的检查手续
　第五节　机场空域的保护　
　第六节　空中交通服务制度　
　　一、空中交通服务的概念
　　二、空中交通服务的内容
　　三、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方法及责任
　实例　
第三章　航空人员管理制度　
　第一节　航空人员概述　
　　一、航空人员的概念和范围
　　二、航空人员管理的法律规范
　第二节　机长(驾驶员)　
　　一、机长的界定和资格
　　二、驾驶员的执照制度
　　三、驾驶员的体检制度
　　四、驾驶员的作息时限制度
　　五、机长的权力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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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航空乘务员和航空安全员　
　　一、航空乘务员
　　二、航空安全员
　第四节　其他航空人员　
　　一、领航员、飞行机械员、飞行通信员
　　二、飞行签派员
　　三、航空电信人员
　　四、航空器维修人员
　　五、空中交通管制员实例　
第四章　航空器运营管理制度　
　第一节　航空器概述
　　一、航空器的界定
　　二、航空器的分类及其法律地位
　　三、航空器的法律特征
　第二节　航空器权利制度
　　⋯⋯
第五章　机场管理制度
第六章　公共航运输法律制度
第七章　通用航空管理制度
第八章　航空器致地（水）面第三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制度
第九章　航空保险制度
第十章　航空保安法律制度
第十一章　航空事故应急求援制度
第十二章　国际航空组织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航空法学原理与实例>>

章节摘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航空法律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已初步形成由1部法律、27部行政法
规（包括行政法规性文件）以及115部现行有效规章组成的多层次的法律体系框架为现行民航行业管理
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在引导、推进和保障民航的改革和发展，保障民航健康、快速、有序地发展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民航自1950年11月成立以来，60年的民航立法伴随着民航的发展，循着我国法制的历史轨迹，走
过了一条历尽艰难但逐步走向稳定发展的道路。
　　一、改革开放前的民航立法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民航立法活动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积极探索
和六七十年代的艰难行进两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民航立法的积极探索阶段　　1949
年11月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管理民用航空，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民用航空局，
受空军司令部之领导，决定以钟赤兵为民用航空局局长。
”1950年1月20日，经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批准，将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民用航空局改称为军委
民用航空局，简称民航局。
1952年5月7日，中央军委、政务院作出《关于整编民用航空的决定》指出：为了统一航空事业的管理
，为了有效地整编民航机构与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并使民用航空成为空军的后备力量，特规定原
军委民航局改为空军建制，民航局的行政领导、党政工作、供应关系和技术业务等，均直属空军司令
部；改变现行民航组织，将民用航空的行政管理和业务经营机构分开，改设民航局和民用航空公司。
民用航空公司为经营业务的企业单位。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航体制的改革和变动，各有关部门一直积极探索相关民航立法，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
例如，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飞行基本规则》。
根据该规则，民航局先后制定了《民航飞行暂行规定（草案）》、《空中交通管制制度（草案）》、
《飞行遣派制度（草案）》、《统一遣派制度（草案）》、《关闭机场暂行条例（草案）》等法规（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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