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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普遍保安审计计划的演变和审计结果的透明度 

2.1  航空保安专家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了普遍保安审计计划 2013 年以后的演变，并对国际民航

组织秘书处为其继续提出的五个选择方案做了审查，即： 

1.  实施周期随访，以评估各国在实施为回应第一轮和第二轮普遍保安审计计划审计制定的纠

正行动计划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2.  在第一轮普遍保安审计计划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为期六年的保安监督水平审计，并

辅以国家随访方案。 

3.  在第二轮（当前）普遍保安审计计划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为期六年的保安监督水平

审计，并辅以国家随访方案。 

4.  向持续保安监测方法过渡。 

5.  实施普遍保安审计计划基于风险的方法，承认保安绩效程度的明显差异。 

2.2  普遍保安审计计划的主要目标，继续是通过查明个别国家保安监督制度的缺陷并实施纠正措施

（建议）以纠正不足来推动全球航空保安。同时，应修订普遍保安审计计划的原则，使其反映 2013 年

以后该计划实施方法的现在和未来要求。 

2.3  航空保安专家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一致核准了普遍保安审计计划的概念，它包括保安绩效监测和

基于风险保安相结合的方法。有人指出这种做法的选择方案 1，2 和 3 有明显缺点，即： 

a)  缺乏及时查明国家保安系统中经常性或重大缺陷的能力（选择方案 1）； 

b)  无法证实各国不断（持续）和有效执行保安监督的能力，即使第二个周期表明许多国家建

立有完善和全面的质量监督（控制）系统（选择方案 2）；和 

c)  无法明确提及各国遵守附件 17 ——《航空保安》的标准和 9 ——《简化手续》与保安相

关规定的水平（选择方案 3）。 

2.4  选择方案 5 提出了下一轮普遍保安审计计划新的审计概念方法，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倡议。然

而，这种做法是完全基于保安风险评估，特点是相当模糊和主观，以及许多外部因素，其对航空保安影

响的概率商不确定。 

2.5 鉴于上述及考虑到需要一个全面的全球航空保安方法，包括一个一站式的保安检查和检查需要

使用统一技术和标准设备，最好是使用持续监测方法（选择方案 4）为基础，辅以基于风险方法（选择

方案 5）界定的元素。这样一个普遍保安审计计划审计周期的综合方法，能够满足对缺乏足够完善的国

家保安监督制度的国家保安状况审计的需要，并考虑到在具备先进的保安监督制度的国家实施的国际最

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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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明度 

3.1  需要进一步审议扩大审计结果透明度。一方面，广泛披露审计结果信息，促进更加积极地改正

缺陷和各国实施保安增强措施。另一方面，从国家保安和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的角度来看起着重要作用的

保密性原则，不能被披露普遍保安审计计划框架内开展的审计结果而颠覆。因此，当讨论普遍保安审计

计划的透明度原则时，必须在审计方法透明度和具体的保安缺陷结果的保密性之间作出区分。 

3.2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遵守“有限透明度”的原则，即根据其他国家的要求，每个国家应该在适当

和符合本国主权的情况下，决定提供国际民航组织的审计结果和相应改正措施的信息。因此，附件 17 ——

《航空保安》2.4.5 段应继续保留作为一项建议措施，而不应该升格为标准。 

4.  结论与建议 

4.1  请高级别航空保安会议达成下述结论： 

a)  普遍保安审计计划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通过查明保安监督制度的缺陷和实施改正措施（建议）

以改正缺陷来促进全球航空保安； 

b)  保安审计制度应该为全球、地区和国家各级保安更具前瞻性和有效的做法不断改善和发展； 

c)  鉴于敏感信息不适当使用的潜在危险，必须对保密性的保安结果予以保护。 

4.2  请高级别航空保安会议建议： 

a)  同意国际民航组织秘书处提出的持续保安绩效水平监测的方法（选择方案 4），辅以基于风

险的方法（选择方案 5）定义的元素； 

b)  鉴于审计结果信息不适当使用造成的潜在危险，同意“有限透明度”的原则； 

c)  附件 17 ——《航空保安》2.4.5 段继续保留作为一项建议措施，而不应该升格为标准；和 

d)  呼吁各国通过有关立法并组织保安人员的高度专业培训在其领土更广泛地实施质量控制

（监测）系统认证。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