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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文  件 

大会第 37 届会议 

执行委员会 

议程项目 13：航空保安政策 

制定关于民用航空保安中人的因素的指导方针的提议 

（由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提交） 

执行摘要 

本文件介绍了关于制定指导方针和参考文件，以为各国制定规章提供一个框架的提议，并

考虑给在机场实施航空保安措施的人员提供人的因素方面的培训，以及为直接在保安岗位上工

作的操作人员提供正确实施人的因素政策和方案的行业性指导方针。 

行动：请大会支持由本组织制定和实施指导方针和参考文件，这将使： 
a)  各国能够制定要求负责实施航空保安措施的操作人员接受人的因素培训的规章； 
b)  航空业各组织能够制定人的因素政策和方案，以推行注重航空保安的组织文化；和 
c)  能够为负责机场航空保安的操作人员制定专门的人的因素培训方案。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 B：保安 —— 加强民用航空保安 

财务影响： 本文件中所提及的活动将根据 2011―2013 年方案预算中的可用资源和/或通过预

算外捐款来执行。 

参考文件： A37-WP/18 号文件 
Doc 8973 号文件，《保护民用航空免遭非法干扰行为保安手册》 
Doc 9808 号文件，《民用航空保安工作中人的因素》  
附件 17 ——《保安》 

 

                                                      
1 西班牙文翻译由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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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尽管航空业技术发展水平较高，但必须时刻考虑人的因素在所有民用航空运营中的重要性。

在大会 A36-13 号决议 —— 国际民航组织具体针对空中航行的持续政策和相关做法的综合声明中，对

此作了表述。空中航行委员会依据该项决议，为与现今和未来民用航空运营环境中人的因素的影响相

关的各附件和其他文件拟定了建议和对其文本做了修订。 

1.2  作为大会所委托工作的一部分，出版了相关指导文件，其中包括论述各种人的因素问题及其

对民用航空保安的影响的简编和手册。这些文件包括 Doc 9808 号文件 —— 《民用航空保安工作中人

的因素》（第一版，2002 年）。 

1.3  阅读 Doc 9808 号文件可以发现其中载有一些指导方针，它们阐释了在航空保安工作中如何驾

驭各种技术因素，如新技术的使用、威胁影像投射、痕量炸药探测系统的使用、液体检查、工作站的

人类工程学设计等。它还载有关于保安人员的甄选、培训、评估和认证等方面和关于运营环境中保安

相关原则的指导方针。同样，《保护民用航空免遭非法干扰行为保安手册》（Doc 8973 号文件）第七

版的第 II 卷 ——《征聘、挑选和培训》对保安人员以及与此不直接关联的其他人员的航空保安培训作

了详细论述。 

1.4  已经发现在国际民航组织提供给各国的文件简编中并没有就如下三个在这一领域肩负职责的

行动层面，为实施关于航空保安中人的因素的明确指导方针提供指示：  

a) 立法和监督层面：航空保安方面的主管当局； 

b) 行业层面：机场运营人、航空公司等；和 

c) 操作员层面：直接负责实施预防性保安措施的人员。 

1.5  立法和监督层面：负责制定规章的各国主管当局获得允许其开展立法工作的明确指示并向行

业中制定民用航空保安中人的因素方面的政策和内部方案的相关各方征求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1.6  行业层面：同样，考虑到各国主管当局制定的规章，行业中的责任主体（航空器运营人、航

空公司等）应该接受关于在虑及民用航空保安工作中人的因素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政策和实施方案的详

细指示，尤其要注重向直接参与保安操作的人员提供这方面的培训；创造适合于开展保安活动的运营

环境；以及在考虑到人的因素的情况下，适当地实施航空保安方面的新技术。  

1.7  操作员层面：直接参与保安的操作员构成保安链中最重要的一环，他们负责在机场实施预防

性保安措施，因此，肯定会受益于明确的人的因素政策的实施。这些政策不应只侧重于人类工程学问

题或者开发一个适当的工作环境以便于工作，还应考虑到使操作员能够大胆面对下列方面带来的永恒

挑战的方方面面： 

a) 团队中的人际关系； 

b) 克服沟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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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视疲劳并适当予以应对； 

d) 在对航空保安工作的独特性质加以考虑的基础上，进行压力管理；  

e) 恰当地应对难缠或扰乱性旅客； 

f) 应对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旅客； 

g) 永久坚持组织的保安文化； 

h) 不断改进和自身优异的原则； 

i) 自满及其对保安的影响； 

j) 问题解决与决策；和 

k) 在任何紧急情况及其他情况下确定优先事项时，作出正确的判断。 

2.  结论 

2.1  在对本工作文件的内容进行分析后，敬请大会制定和实施明确的指导方针及参考文件，以便

使： 

a) 各国能够确定内部监管工具，从而为整个行业正式制定针对负责实施民用航空保安措施

的人员的人的因素培训要求； 

b) 机场和机场运营人、受权代理人和所有负责开展预防性民用航空保安工作的组织能够实

施考虑到人的因素的内部政策和方案，以此作为在公司内形成注重保安之组织文化的一

个基本要素；和 

c) 能够为负责在机场直接实施预防性航空保安措施的操作人员制定侧重于人的因素的专门

培训方案。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