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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报旅客资料数据及其传输 

2.1  预报旅客资料数据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类别：a) 航空运输运营人从其自动系统内可以获得的航

班数据；和 b) 关于每个旅客的数据，与机读护照和包括签证在内的其他官方旅行证件所包含的数据项

目相对应，以及航空承运人的离港管制系统（DCS）内可能包含的其他数据。 

2.2  传输的就是这种数据。开发了一种标准的电子信息，称为 PAXLST 报文，专门用于处理此类

旅客舱单的传输。PAXLST 报文的基本概念就是，对于特定航班的所有旅客，有一份报文（“传统方式”

或“批量”传输），而对该航班的机组成员则又有一份报文。这两份报文可能单独传送，或者合并为一

次传送。 

2.3  世界海关组织（WCO）、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和国际民航组织共同商定了 PAXLST

报文应该包含的预报旅客资料的最大数据集，供承运人将此类数据传送给目的地国家的边防管制机构。 

2.4  关于预报旅客资料数据传输的报文格式，三个组织建议使用 UN/EDIFACT 标准，以确保实现

全球可互动性，并避免由于使用当地国家标准所产生的困难。UN/EDIFACT 系 指“联合国行政、商业

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条例。”该条例包含关于电子交换结构化数据的一套国际商定的标准、目录和指导

方针，尤其涉及在各个独立的电脑化信息系统之间进行商品和服务贸易的电子数据交换。 

3.  世界海关组织/国际航协/国际民航组织关于预报旅客资料的指导方针 

3.1  世界海关组织、国际航协和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公布了一套最佳做法指导方针，旨在协助那些力

求实施国家预报旅客资料方案的国家。该指导方针的最新版本于 2010 年晚期予以公布，载于国际民航

组织公共网站，网址为：http://www2.icao.int/en/AVSEC/FAL/Pages/Publications.aspx 。 

3.2  指导方针处理了预报旅客资料的技术内容、运行费用和益处，以及关于规划预报旅客资料系统

的各项要素。最为重要的是，指导方针包含 PAXLST 报文的实施指导，目的是协助边境管制机构和航空

器运营人在开始具体开发和实施工作之前，理解 PAXLST 报文。 

4.  预报旅客资料：政策和规章 

4.1  预报旅客资料在推动航空运输方面的成功，取决于所有有关各方（航空公司和边检机构）对于

数据标准问题采取一种共同做法。实际上，这意味着世界各地的边检机构必须对其预报旅客资料的数据

要求予以标准化，并且必须采纳一种电子传输此类数据的标准格式。此外，如果同一国政府内一个或多

个机构要求获得旅客数据，如果有接收此类数据的单一门户/窗口，则不仅能使两个国家及其航空运输运

营人有效利用其资源，而且还能进一步推动政府内部在简化手续、边境完整性和航空保安方面的机构间

协调。 

4.2  《芝加哥公约》附件 9 ——《简化手续》包含要求实行此类标准化的标准和建议措施。这些

标准和建议措施载于本文件附录当中。关于国际统一性的关键规定载于 3.47 段、3.47.1 段和 3.47.2 段。

总而言之，这些标准要求各国：a) 遵守关于传送预报旅客资料的国际公认标准；b) 只要求机读旅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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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所包含的数据内容，所有资料都必须符合 PAXLST 报文结构；和 c) 确保在预报旅客资料要求中仅仅

包括 PAXLST 报文的数据内容，如果需要额外内容，则使用一种特殊的世界海关组织“数据维护要求”

程序。 

4.3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决议中也重申了此类数据交换方案的国际标准化。2010 年大会第 37 届会议

决议的摘录也载于附录当中。 

4.4  最后，2011 年 12 月 5 日，国际民航组织发布了关于实施附件 9 第 3.47 条标准的 EC 6/3-11/76

号国家级信件，提醒各国确保遵守关于传送预报旅客资料的国际公认标准（如已开始推行此类系统）。 

5.  互动式预报旅客资料（I-API）和航空保安 

5.1  从航空保安的角度而言，预报旅客资料的批量传输仅允许在航班起飞之后查明可能的高风险旅

行者，因为这是目的地国家或出发国边境管制机构得以审查旅客详细资料的第一个机会。因此，只能在

航班着陆之后才能采取行动。在罕见情况下，可能要求航班掉头飞回出发地点，影响到其他旅客，也影

响到有关航空公司的运行和经济。 

5.2  因此，一种更为精密的预报旅客资料形式，即互动式预报旅客资料系统，照顾到许多方面日益

增长的需求，包括航空保安和移民，以及打击非法迁移、走私毒品和对国家安全的其他威胁。互动式预

报旅客资料的显著特点就是，航空器运营人和目的地国家的边境管制机构之间可以在线交换关于每个旅

客的电子报文（而非就某一航班的全体旅客发送一个预报旅客资料报文）。当一名旅客办理乘机手续时，

其资料从航空公司的离港管制系统传入目的地国家的边境管制当局。而边境管制当局又向承运人实时发

送电子报文答复，允许或不允许该名旅客登上有关航班。此类系统被称作“登机/不许登机”或“红灯/

绿灯”系统或“授权运输”。这便于显著加强航空保安，因为目的地国家能够积极主动地防止具有潜在

高风险的旅客在出发地点登上航班。预报旅客资料的实施还可使出发国有关当局能够实时批准或不批准

旅客登机。然而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国家具有此类计划。 

5.3  最后，互动式预报旅客资料还可作为一项强化的简化手续程序，因为使用互动式预报旅客资料

系统降低了航空公司由于运输不可接受的旅客而遭罚款的可能性，并且允许在目的地高效进行边境放行。 

5.4  世界海关组织、国际航协和国际民航组织已经共同商定并核准了关于互动式预报旅客资料的指

导。还对 PAXLST 报文进行了修订，以便根据需要纳入关于实施互动式预报旅客资料的标准规范，并附

加补充报文（“CUSRES”），使其成为政府的标准答复。附件 9 内新的标准和建议措施与附件的现行

规定类似，旨在确保各国在使用互动式预报旅客资料方面实现全球统一（参照上面第 4 段）。 

5.5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关于互动式预报旅客资料的世界海关组织/国际航协/国际民航组织的上述

指导方针，仅仅适用于政府开发的互动式预报旅客资料系统，而不适用于某些国家使用的私有性质的互

动式预报旅客资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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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和建议 

6.1  请高级别航空保安会议达成以下结论： 

a) 在使用预报旅客资料和互动式预报旅客资料系统方面实现国际统一，将有助于航空运输业

的运行和经济生存能力； 

b) 预报旅客资料/互动式预报旅客资料系统缺乏统一性，可能会降低为所需目的使用此类数据

的有效性；和 

c) 至关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将其数据要求予以标准化，并且采纳一种电子传输旅客数据的标准

格式。 

6.2  请高级别航空保安会议建议： 

a) 力求加强航空保安并防止非法迁移和可能不被接受人员移动的国家，考虑实施互动式预报

旅客资料（iAPI）系统； 

b) 国际民航组织对附件 9 ——《简化手续》中关于预报旅客资料的现行标准和建议措施进行

补充，纳入旨在加强旅客数据交换的全球统一性的补充规定； 

c) 各国制定一种基于国际标准的预报旅客资料或互动式预报旅客资料的单一报告要求，并且

指定一个单一机构，接收所有数据并负责向其它机构内部散发；和 

d) 各国将现有的各种数据交换系统与联合国有关机构通过的国际数据传输标准保持一致，同

时确保对旅客的隐私权和公民自由的保护。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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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附件 9 ——《简化手续》（2011 年第十三版）摘录 

a)  标准 3.47  根据国家立法推行预报旅客资料（API）系统的每个缔约国都必须遵守关于传送预

报旅客资料的国际公认标准。 

注 1：预报旅客资料系指航空器运营人在出发之前获得旅客或机组成员的个人数据和航班细节。这

一信息以电子方式传送给目的地国或出发国的边防管制机构。因此在航班出发或到达之前就已收悉到达

旅客和/或机组的详细信息。 

注 2：UN/EDIFACT PAXLST 信息是专门作为 UN/EDIFACT 子集而开发的一种标准电子信息，用

以处理旅客名单（电子）的传送。UN/EDIFACT 系指“联合国行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条例”。

该条例包含关于电子交换结构化数据的一套国际商定的标准、目录和指导方针，尤其涉及在各个独立的

电脑化信息系统之间进行商品和服务贸易的电子数据交换。世界海关组织、国际航协和国际民航组织共

同商定了 PAXLST 信息应包含的预报旅客资料的最大数据集，供航空器经营人将此类数据传送给目的地

国或出发国的边防管制机构。预期联合国行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条例的标准可能会由诸如国际

xml 标准或网上应用程序等现代信息技术予以补充。 

注 3：UN/EDIFACT PAXLST 信息的现行格式结构不能用于通用航空。 

b)  标准 3.47.1  在对要传输的旅客身份证明资料做出规定时，各缔约国必须只要求在符合 Doc 

9303 号文件（系列）《机读旅行证件》所载规范的旅行证件中，以机读形式提供的数据内容。所要求的

全部资料必须符合世界海关组织/国际航协/国际民航组织预报旅客资料指导方针中所述的联合国

UN/EDIFACT PAXLST 信息格式。 

c)  标准 3.47.2  在力求实施国家预报旅客资料（API）方案时，不能在数据内容要求方面完全遵守

3.47.1 中所载规定的各缔约国，必须保证在国家方案的要求中仅包括已确定纳入联合国 UN/EDIFACT 

PAXLST 信息中的数据内容，或在与标准有任何偏离时遵照世界海关组织的数据维护要求（DMR）做法。 

d)  建议措施 3.47.3  建议措施：在实施新的预报旅客资料（API）方案时，不能使用 3.47.1 中所述

的行业标准传输方法，按照联合国 UN/EDIFACT PAXLST 的规范接受传输的旅客数据的各缔约国，应

该与用户磋商，处理将联合国 UN/EDIFACT PAXLST 信息及其内容修改成所要求的替代格式所产生的

运营和费用影响。 

e)  建议措施 3.47.4  建议措施：各缔约国应该力求将为一特定航班所传输的预报旅客资料数据的

次数减至最少。 

f)  标准 3.47.5  如果一缔约国要求交换预报旅客资料数据，则其必须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力求限

制对航空器经营人产生的运营和管理负担，同时提高旅客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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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建议措施 3.47.6  建议措施：对于因系统失效而引起的可能导致未按照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向政

府当局传输数据，或向其传输了错误数据的任何差错，各缔约国应该免于向航空器经营人施以罚款或惩

处措施。 

h)  标准 3.47.7  要求通过预报旅客资料系统以电子形式传输旅客数据的各缔约国，不得同时要求

纸张形式的旅客舱单。 

B.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7 届会议（2010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8 日）的决定 

A37-17：国际民航组织关于保护国际民用航空免遭非法干扰行为持续政策的综合声明 

大会在附录 C ——技术保安措施的实施的第 7 执行段落内，要求各缔约国“审视信息交流

机制，包括使用联络官员和进一步使用由航空承运人提供的预报旅客资料（API），以减少对旅

客的风险，同时确保对隐私和公民自由的保护。” 

在关于航空保安的宣言中，大会认识到，有必要加强全世界的航空保安，并敦促各成员国

采取行动，尤其要促进“在各成员国之间并与民用航空业界更多地使用合作机制……，包括作

为一项保安辅助工具，通过收集和传送预报旅客资料（API）……，早期发现并发送对民用航空

保安的威胁之信息，同时要确保保护旅客的隐私和公民的自由”，以加强国际合作，打击针对

民用航空的威胁。 

A37-20：国际民航组织关于航空运输领域持续政策的综合声明 

在附录 D“简化手续”的第 III 节 —— 简化手续事项上的国家和国际行动与合作中，大会

注意到了缔约国之间以及与国家和国际简化手续事项各有关方的合作，“鉴于不统一的旅客数

据交换系统对航空运输业的生存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此种合作至关重要。”因此，大会敦促各

缔约国在使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时，“确保其旅客数据要求符合联合国有关机构为此目的所通

过的国际标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