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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可持续的航空运输安全、保安、全球化、环境和自由化问题从一开始就得到国际民航组织的重

视。非洲国家完全支持国际民航组织在各国和地区以内和之间的国际航空运输的全球化和自由化方面发

挥的领导作用。 

1.2  非洲国家努力在全球航空业中扮演关键角色，于 1988 年通过了一项新的航空运输政策，即亚

穆苏克罗宣言。 

1.3  为了加快非洲的航空运输自由化，非洲国家于 1999 年 11 月 14 日进一步签署了关于实施亚穆

苏克罗宣言的决定，其中涉及非洲航空运输市场准入的自由化，该决定于 2000 年 8 月 12 日生效。该决

定对所有非洲国家均可执行，并是义务性的。 

1.4  亚穆苏克罗决定取消了传统双边航空运输协定中的一些限制，从而使非洲承运人得以毫无限制

地进入非洲以内的航空运输市场。非洲大陆航空运输自由化努力与该大陆和地区一级的经济和政治一体

化议程的成功密切相连，并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2.  自由化政策的实施 

2.1  为了推动自由化努力，非洲主管航空的部长们责成非洲民用航空委员会（AFCAC）承担起职

责，作为实施 2007 年亚穆苏克罗决定的执行机构。 

2.2  重要的是，2010 年 5 月 11 日，非洲民航委员会新的章程生效，替代 1969 年的章程。该章程

规定了非洲民航委员会的所有职责。因此，除其他外，非洲民航委员会将对非洲的自由化航空运输业进

行监督和管理，并确保消费者的权利得到保护。 

2.3  在地区经济共同体（RECs）一级，正在制定体制和法律框架，涉及的领域包括争端解决机制、

竞争规则和消费者保护。 

2.4  多数成就都是在非洲联盟（AU）的框架和领导下实现的。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国际民用航

空组织（ICAO）和其他发展伙伴如欧洲联盟（EU）和非洲发展银行（ADB）的支持和援助。 

3.  讨论 

3.1  非洲国家关于自由化的立场 

3.1.1  在国际民航组织系统内保证所有国家继续参与和受益于航空运输是耳熟能详的观念。 

3.1.2  在此方面，非洲国家原则上支持世界范围的航空运输自由化。然而，非洲国家重申，一直为

国际航空运输提供良好指引的《芝加哥公约》中所规定的关于主权、公平和平等机会、不歧视、相互依

存、协调一致和合作的基本原则，应当继续为国际民用航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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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此外，非洲国家重申国际民航组织第五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的结论和建议，该次会议建

立或制定了国际航空运输逐步自由化的框架，同时有确保公平竞争、安全和保安的保障措施，并包括确

保发展中国家有效和持续参与的措施。 

3.2  技术障碍 

3.2.1  尽管航空业可以被视为全球上成熟的行业，但是，应当认识到，航空运输的发展仍然存在巨

大差异，一些地区仍然落后。尽管有这种发展上的差异，一些国家和地区集团仍在采取单方面措施和制

定对国际航空运输产生消极影响的规则，完全无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芝加哥公约》的基本原则。 

3.2.2  非洲国家注意到，这些单方面措施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市场和/或继续参与国际航空运输制造了

障碍。造成不均衡的竞技场和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适当的境地的一些技术障碍包括： 

a)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单方面决定和立法，如禁止外国航空公司在另一个或另一组国家的

空域内运行、排放权交易制度、起降时刻分配、宵禁；和 

b) 对航空器购置、融资和保险施加不均衡的条件，而获得保险是现代民用航空的基石。 

4.  结论/建议 

4.1  因此，非洲国家敦促： 

a)   各国和国家集团应避免采取对国际航空运输产生不利影响的单方面措施和立法； 

b)   此外，各国应考虑到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在采取此种措施和立法前，应在国际民航组

织的指导下制定适当的保障措施和机制； 

c)   国际民航组织应继续是包括自由化在内的所有航空运输问题的唯一的 后决定者； 

d)   国际民航组织应对地区经济共同体和地区集团的自由化举措和方案提供支持和援助，

并加强其领导作用，确保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的公平和公正；和 

e)   国际民航组织应制定关于国际航空运输的争端解决机制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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