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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统计专业会议 

2022 年 4 月 4 日至 8 日，虚拟会议 

议程项目 2：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 

（由秘书处提交） 

执行摘要 

本工作文件报告了正在开展的大数据活动，包括与联合国（UN）及国际组织的协作，以及向成

员国和航空利害攸关方提供信息看板，以支助其当前以及 COVID-19 大流行病后的规划和实施工

作。本文件还报告了根据航空数据和分析专家组第三次会议（ADAP/3）的建议开展的各项活动。 

专业会议的行动在第 6 段。 

参考文件： Doc 10140 号文件：《大会有效决议》（截至 2019 年 10 月） 
附件 9 —《简化手续》 
A40-WP/19-EC/5 号文件：国际民航组织统计方案和大数据分析 
ADAP/3-WP/6 号文件：国际民航组织对大数据的使用 
《航空数据和分析专家组第三次会议报告》（ADAP/3，黄色封面） 
关于航空大数据应用的指导草案 
Doc 9944 号文件：《关于旅客姓名记录（PNR）数据的指导方针》 

1. 引言 

1.1 大会第 40 届会议请理事会：a）继续探索在收集和发布航空数据、统计和分析，包括所需大

数据方面与联合国（UN）、其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一道开展更密切合作的方式；和 b）继续收集、

处理和分析包括大数据在内的航空数据，同时确保对来自不同来源的航空数据和统计数字的协调一致，

以便利为各国开展知情决策提供准确、可靠和一致的所需数据。 

1.2 根据大会第 40 届会议的决定，于 2021 年 6 月向航空数据和分析专家组第三次会议（ADAP/3）
提供了进一步的报告。专家组建议秘书处确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使用大数据协助对旅客接触者

进行追踪的可行性、效益和风险，并牵头制定航空大数据的使用指导文件（航空数据和分析专家组建

议/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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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数据的来源 

2.1 国际民航组织一直在逐步扩展有关大数据的活动，即：a）市场情报数据传输（MIDT）；b）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ADS-B）；和 c）商品和贸易（COMTRADE），以及电子商务交易数据（E-
com）。这些数据集代表了对业务量和运行数据的非常高水平数据精细度的总括性涵盖。 

2.2 市场情报数据传输包含全球分销系统（GDS）的旅客预订数据，并由航空承运人的直接销售

予以补充，每年提供超过 40 亿旅客和 3600 万离场人次的真实始发地和目的地记录（2019 年）。秘书

处核实、验证市场情报数据传输的数据并将其与各国报告的数据保持一致。 

2.3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是“航空器、机场车辆和其他物体通过数据链以广播模式根据情况自动

发出和/或接收诸如识别、位置和其他数据的一种方法”（见附件 11 —《空中交通服务》）。它每月记

录大约 6亿行有关航空器位置的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数据（以一分钟为间隔记录的离场、飞行中和进场

数据），涵盖绝大多数定期航班客运和货运运行，以及包机、公务机和其他商业运行。国际民航组织

开发的算法对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数据进行验证，并在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数据传入云盘时，用承运

人代码、航空器机型、飞行情报区（FIR）、运行类型和所飞距离等额外信息对数据进行补充。 

2.4 联合国（UN）提供的商品和贸易数据包含数十亿条商品流动记录，包括始发地和目的地国、

成本、保险、运输方式和交易类型。万国邮政联盟（UPU）提供的电子商务记录包含按日期、时间、

类别、重量、数量以及始发地、目的地城市对的电子商务包裹交易。 

3. 关于大数据分析的协作 

3.1 通过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及国际组织，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运输论坛

（ITF）、万国邮联、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以及世界海关组织（WCO）等等密切协作，

收集、处理和分析了上述大数据集。此外，秘书处内部进行了内部协作，以支助本组织的其他活动。

这些协作的重点如下。 

3.2 向世界银行提供了市场情报数据传输的数据，同时还提供了国家航空连通性指数的计算方法。

这些数据和方法同时提供给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和航空运输行动小组（ATAG），以便各国

通过航空：超越边境的效益 1报告，按国家航空连通性指数和排名发布。 

3.3 将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随同元数据提供给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欧洲航空安全机

构（EASA）和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CAEP）的成员，以协助他们对共同运行数据库（COD）进行验

证。共同运行数据库是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在制定机队预测和趋势评估时使用的主要数据库。 

3.4 国际民航组织环境办公室制定了一个流程，以利用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数据与其他数据集和

环境工具相结合，满足关于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数据缺口填补的这一要求。根据国

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国际民航组织环境办公室每年开展对这一数据缺口的填补过程（根据附件

16 第 IV 卷）。 

                                                   
1 https://aviationbenefits.org/downloads/aviation-benefits-beyond-borders-2020/  

https://aviationbenefits.org/downloads/aviation-benefits-beyond-border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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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国际民航组织正在与经合组织协作，将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的大数据用于环境经济核算。这

项协作旨在作为国家统计系统的一项资源，并根据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国际标准，促进开发航

空排放账户（AEA）数据库。 

3.6 在与欧洲空中航行安全组织（EUROCONTROL）的协调下，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数据现已与

国际民航组织航空运价应用程序整合，并通过国际民航组织民航数据解决方案平台向各国及空中航行

服务提供者提供（https://data.icao.int/AeroTariffs/）。 

3.7 关于商品和贸易及电子商务交易数据，国际民航组织与万国邮联利用这两种数据开展了一个

联合项目，以查明和量化电子商务活动的物流限制。 

3.8 上述项目已提交给航空数据和分析专家组第三次会议，会议对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和其他

组织在大数据分析方面的持续协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建议秘书处与成员国分享项目的成果。 

4. 大数据信息看板 

4.1 国际民航组织航空数据和分析科与联合国全球大数据小组为开展数据驱动的决策，合作开发

了商业情报信息看板。这一在线信息看板是利用提供可视化及查询功能的最先进的画面平台开发的。 

4.2 国际民航组织信息看板涵盖范围广泛的分析，从运行、机队使用、旅客承运、飞行情报区

（FIR）业务量，以及不同精细度对航空公司、机场和空中航行服务提供者（ANSPs）的收入影响。它

们允许按国家、地区、航线组及飞行情报区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和下载。信息看板所载的信息不断更新，

可用于监测和评估大流行病对航空运输不断演变的影响。信息看板对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和成员国当

前及 COVID-19 大流行病后开展其规划和实施工作极为宝贵。 

4.3 为此，将向所有成员国提供信息看板，并将很快发布一封国家级信件，以告知访问密码和独

家许可。将请各国就信息看板的使用提供意见和反馈，秘书处进而将收集这些意见和反馈以便做进一

步的改进。同时，将向外部利害攸关方，特别是联合国以及开展协作的世界银行、万国邮联、贸发会

议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提供对信息看板的访问权限。 

4.4 此外，秘书处制定了一项关于在航空方面使用大数据的指导文件，其中还提供了有关信息看

板的技术和实用信息（https://www.icao.int/Meetings/STA11/Documents/Dashboard_Document.pdf）。 

5. 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旅客流量分析的大数据 

5.1 大数据是这些监测活动的一个关键使能因素，它能够利用全球分销系统的信息提供旅行者的

衔接模式。国际民航组织一直在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航空旅行者的结构化衔接数据，以便对

进出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的区域而面临风险的地区和人口进行细分。 

5.2 在航空数据和分析专家组第三次会议期间，专家组讨论了利用大数据，特别是中央预订系统

（CRS）和旅客姓名记录（PNR）数据的潜力，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实时监测国际旅客衔接情况

的可能性。在注意到各国这方面利益的同时，还强调了此类工作的开展应遵守利害攸关方的隐私关切、

https://data.icao.int/AeroTariffs/
https://www.icao.int/Meetings/STA11/Documents/Dashboard_Docu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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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附件 9 —《简化手续》制定的现行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并避免重复工作。此外，请专家组

注意并非所有国家都在使用旅客姓名记录数据，且由于全球某些地区没有得到涵盖，因此存在重大差

距。2022 年，只有 60 个国家实施了旅客姓名记录数据系统。 

5.3 专家组建议秘书处应根据其职权范围与简化手续专家组（FALP）协调，以建立一个多学科工

作组，负责确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使用大数据协助进行旅客流量分析的可行性、效益和风险。 

5.4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内部协调，将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生效的附件 9 第 29 次修订，引入了接

触者追踪 2的定义和相关的数据收集的新规定。更新和编制了应在不让任何国家掉队举措背景下以数字

格式或纸版提供的两项表格，即：“公共卫生查找旅客表”和“公共卫生使用的旅客自我申报表”。

所界定的这两项表格是为了收集旅行路线或旅客和/或机组人员的联系信息及其健康状况信息，以便用

于具体事件管理。 

5.5 此外，旅客姓名记录 3数据可以采用非统一的方式包含许多单独的数据要素，因此每家航空

公司各不相同。在实际当中，航空器运营人仅捕获有限数量的数据作为创建旅客姓名记录的关键要素，

例如所有值机信息、所有座位信息、所有行李信息，以及“未订座却要求乘机”和“订座却未登机”

的信息。因此，单独旅客姓名记录的结构及其包含的数据量将有很大差异。根据 Doc 9944 号文件《关

于旅客姓名记录（PNR）数据的指导方针》的定义，附录中载有可通过运营人系统提供的具体数据要

素，但没有提及健康数据。 

5.6 为探索与 2023 年及以后的简化手续专家组相关会议可能进行的未来讨论，已开始与航空安保

和简化手续处进行内部协调。将向专家组提供此类讨论的最新状况。 

6. 专业会议的行动 

6.1 请专业会议： 

a) 注意到航空数据和分析专家组在大数据分析方面的工作； 

b) 请成员国访问大数据信息看板和指导文件，以满足其数据驱动的决策、规划和实施需求；

和 

c) 支助与成员国、联合国、国际组织和其他利害攸关方在大数据分析方面的持续协作。 

— — — — — — — —

                                                   
2 接触者追踪是对可能密切接触过或暴露于传染病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并且可能已被传染的个人进行查明、通知和监测的做

法，以此作为控制传播传染的手段。即使询问，也不会与接触者讨论经确诊或可能被传染者的身份。 
3 在航空运输行业，旅客姓名记录数据是航空器运营人或其授权代理人为任何旅客或代表任何旅客预订的每次旅程创建的记录
通用名称。运营人将数据用于其自身提供航空运输服务的商业运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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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Passenger Name Record (PNR) DATA ELEMENTS 
 
 
An operator’s system(s) may include the following data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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