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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1] 

中国民用航空局 

    2010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民航局党组带领全国民

航干部职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民航强国战略为指引，运

输生产迈上新台阶，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进展，经济效益创历史 高水

平，公共职能稳步推进，圆满完成各项重大航空运输保障任务和紧急航

空运输任务，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运输航空
[2] 

2010年，民航运输生产实现新突破，标志着中国民航在建设民航强

国道路上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中国成为全球增长 快、 重要的民航

市场之一。 

1．运输总周转量
[3]
 

2010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538.45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

111.38亿吨公里，增长26.1%，其中旅客周转量359.55亿吨公里，比上

年增加58.71亿吨公里，增长19.5%；货邮周转量178.90亿吨公里，比上

年增加52.67亿吨公里，增长41.7%。 

2010年，国内航线完成运输周转量345.48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

48.36亿吨公里，增长16.3%，其中港澳台航线完成11.59亿吨公里，比

上年增加2.66亿吨公里，增长29.8%；国际航线完成运输周转量192.97

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63.02亿吨公里，增长48.5%。 

“十一五”期间我国运输总周转量年平均增速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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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客运输量 

2010年，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2.68亿人次，比上年增加0.37亿人

次，增长16.1%。国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2.48亿人次，比上年增加0.33

亿人次，增长15.1%，其中港澳台航线完成0.07亿人次，比上年增加0.02

亿人次，增长29.9%；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0.19亿人次，比上年增

加0.05亿人次，增长31.1%。 

“十一五”期间我国旅客运输量年平均增速14.1%。 

图2 2006-2010年民航旅客运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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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2010 年民航运输总周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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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货邮运输量 

2010年，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563.0万吨，比上年增加117.5万吨，

增长26.4%。国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370.4万吨，比上年增加51.0万吨，

增长16.0%，其中港澳台航线完成21.7万吨，比上年增加5.8万吨，增长

36.2%；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192.6万吨，比上年增加66.5万吨，增

长52.8%。 

“十一五”期间我国货邮运输量年平均增速12.9%。
 

 

 

4．机场业务量 

2010年，全国民航运输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4]
5.64亿人次，比上年

增长16.1%。“十一五”期间全国运输机场旅客吞吐量年平均增长率

14.7%。
 

 

图 3  2006-2010 年民航货邮运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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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10年东部地区
[5]
完成旅客吞吐量3.39亿人次，东北地区完

成旅客吞吐量0.34亿人次，中部地区完成旅客吞吐量0.53亿人次，西部

地区完成旅客吞吐量1.39亿人次。
 

 
2010年全国运输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

[6]
1129.0万吨，比上年增长

19.4%。“十一五”期间全国运输机场货邮吞吐量年平均增长率12.3%。
 

图 5 2010 年机场旅客吞吐量按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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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6-2010 年民航运输机场旅客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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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10年东部地区完成货邮吞吐量898.6万吨，东北地区完成

货邮吞吐量40.8 万吨，中部地区完成货邮吞吐量42.7万吨，西部地区

完成货邮吞吐量147.0万吨。 

 

 

2010年，全国运输机场完成起降架次
[7]
553.2万架次，比上年增长

14.3%。“十一五”期间全国运输机场起降架次年平均增长率12.6%。 

图 6 2006-2010 年民航运输机场货邮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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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0 年机场货邮吞吐量按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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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旅客吞吐量100万人次以上的运输机场51个，其中北京、

上海和广州三大城市机场旅客吞吐量占全部机场旅客吞吐量的33.1%。 

表1  2010年旅客吞吐量100万人次以上的机场数量 

单位：个

年旅客吞吐量 机场数量 比上年增加 吞吐量占全国比例 

1000万人次以上 16 2 67.7% 

100-1000万人次 35 -2 27.5% 

 

2010年，年货邮吞吐量10000吨以上的运输机场47个，其中北京、

上海和广州三大城市机场货邮吞吐量占全部机场货邮吞吐量的56.7%。 

表2  2010年货邮吞吐量万吨以上的机场数量 

单位：个

年货邮吞吐量 机场数量 比上年增加 吞吐量占全国比例 

10000吨以上 47 2 98.8% 

 

2010年，北京首都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0.74亿人次，位列世界第二；

上海浦东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322.8万吨，位列世界第三。
[8] 

图 8 2006-2010 年民航运输机场起降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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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运输机队 

截至2010年底，民航全行业运输飞机期末在册架数1597架，比上年

增加180架。 

6．机场服务能力 

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颁证运输机场175个，比上年增加9个，并

全部开通定期航班。2010年新增机场分别为：内蒙古二连浩特、辽宁鞍

山、宁夏固原、河北唐山、新疆博乐、新疆吐鲁番、江苏淮安、西藏阿

里、重庆黔江。 

表3  2010年各地区运输机场数量 

单位：个

地区 运输机场数量 占全国比例% 

全国 175 100% 

其中：东北地区 19 11% 

东部地区 46 26% 

西部地区 85 49% 

中部地区 25 14% 

 

7．航线网络 

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定期航班航线1880条，按重复距离计算的

航线里程为398.1万公里，按不重复距离计算的航线里程为276.5万公

里。“十一五”期间定期航班航线增加623条，年均增长8.4%，按重复

距离计算的航线里程增加125.6万公里，年均增长7.9%，按不重复距离

计算的航线里程增加76.7万公里，年均增长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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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十一五”期间我国民航航线变化情况 

指标：单位 数 量 
“十一五”期

间增加 

“十一五”期间

年均增幅（%） 

航线条数：条 1880 623 8.4 

国内航线 1578 554 9.0 

其中：港澳台航线 85 42 14.6 

国际航线 302 69 5.3 

按重复距离计算的航线里程：万公里 398.1 125.6 7.9 

国内航线 271.4 109.1 10.8 

其中：港澳台航线 12.4 6.1 14.4 

国际航线 126.6 16.5 2.8 

按不重复距离计算的航线里程：万公里 276.5 76.7 6.7 

国内航线 169.5 55.2 8.2 

其中：港澳台航线 12.1 6.0 14.7 

国际航线 107.0 21.4 4.6 

截至2010年底，定期航班国内通航城市172个（不含香港、澳门、

台湾）,定期航班通航香港的内地城市43个，通航澳门的内地城市5个，

通航台湾地区的内地城市32个。 

截至2010年底，国内航空公司的国际定期航班通航国家54个，通航

城市110个。 

表5  “十一五”期间定期航班通航点的变化情况 

单位：个

指  标 2010年 2005年 年均约增加 年均增幅（%） 

国内通航城市（不含港澳台） 172 133 8 5.3 

国际航班通航国家 54 33 4 10.4 

国际航班通航的国外城市 110 75 7 8.0 

 

8．对外关系 

截至2010年底，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订双边航空运输协定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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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十五”期末增加13个。其中:亚洲36个国家，非洲24个国家，

欧洲40个国家，美洲8个国家，大洋洲4个国家。 

9．运输航空（集团）公司生产 

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运输航空公司43家，按不同类别划分：国

有控股公司35家，民营和民营控股公司8家，全货运航空公司11家，中

外合资航空公司16家，上市公司5家。 

中航集团完成飞行小时146.7万小时，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75.3亿吨

公里，比上年增加23.2%，完成旅客运输量0.72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15.2%，完成货邮运输量180.1万吨，比上年增加28.0%。 

东航集团完成飞行小时121.4万小时，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36.0亿吨

公里，比上年增加24.0%，完成旅客运输量0.65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15.5%，完成货邮运输量164.8万吨，比上年增加20.6%。 

南航集团完成飞行小时139.2万小时，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31.0亿吨

公里，比上年增加30.2%，完成旅客运输量0.76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15.3%，完成货邮运输量111.7万吨，比上年增加29.6%。 

海航集团完成飞行小时60.2万小时，完成运输总周转量57.1亿吨公

里，比上年增加26.8%，完成旅客运输量0.31亿人次，比上年增加15.4%，

完成货邮运输量52.2万吨，比上年增加29.1%。 

其他航空公司共完成飞行小时43.4万小时，完成运输总周转量39.0

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32.6%，完成旅客运输量0.23亿人次，比上年增

加24.8%，完成货邮运输量54.2万吨，比上年增加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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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用航空[9] 

1．作业时间 

2010年，全行业完成通用航空生产作业飞行13.98万小时，比上年

增长12.9 %。其中:工业航空作业完成 6.39万小时，比上年增长20.7%；

农林业航空作业完成2.82万小时，比上年增长7.2%；其他通用航空作业

完成 4.77万小时，比上年增长6.9%。 

2．通用航空企业 

截止2010年底，获得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证的通用航空企业111

家，其中，华北地区33家，中南地区22家，华东地区19家，东北地区15

家，西南地区12家，西北地区6家，新疆地区4家。
[10] 

3.机队规模 

2010年底，通用航空企业适航在册航空器总数达到1010架，其中教

学训练用飞机202架。 

图 9 2010 年各航空（集团）公司运输总周转量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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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输效率、经济效益与运输收入水平 

1．运输效率 

2010年，全行业在册运输飞机平均日利用率为9.35小时，比上年提

高0.11小时。其中，大中型飞机
[11]

平均日利用率为9.76小时，比上年提

高0.18小时，小型飞机平均日利用率为5.15小时，比上年降低0.32      

小时。2010年，正班客座率平均为80.2%，比上年提高3.9个百分点。 

2010年，正班载运率平均为71.6%，比上年提高4.4个百分点。 

       表6 2010年正班客座率和正班载运率              

指标 指标值      比上年增长:百分点 

正班客座率 80.2% 3.9 

国内航线 81.0% 3.5 

其中：港澳台航线 74.9% 6.6 

国际航线 77.1% 6.0 

正班载运率 71.6% 4.4 

国内航线 72.4% 3.5 

其中：港澳台航线 63.7% 6.2 

国际航线 70.3% 6.8 

 

2．经济效益
[12]

 

2010年，全行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4115亿元，比上年增长37%，利

润总额434亿元，比上年增加324亿元。其中，航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99

亿元，比上年增长40%，利润总额351亿元，比上年增加294亿元；机场

实现营业收入417亿元，比上年增长22%，利润总额51亿元，比上年增加

18亿元；保障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9亿元，比上年增长37%，利润总额32

亿元，比上年增加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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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输收入水平
[13]

 

2010年，全行业运输收入水平为5.30元/吨公里，比上年增加0.53

元/吨公里。其中国内航线（不含港澳台航线）6.28元/吨公里，比上年

增加0.89元/吨公里；国际航线3.45元/吨公里，比上年增加0.16元/吨

公里。 

全行业客公里收入水平0.63元/客公里，比上年增加0.08元/客公

里。其中，国内航线（不含港澳台航线）收入水平0.63元/客公里，比

上年增加0.09元/客公里；国际航线收入水平0.59元/客公里，比上年增

加0.07元/客公里。
  

全行业货邮运收入水平1.88元/吨公里，比上年增加 0.15 元/吨公

里。其中：国内航线（不含港澳台航线）收入水平为2.02元/吨公里，

比上年增加0.34元/吨公里；国际航线收入水平为1.77元/吨公里，比上

年增加0.07元/吨公里。 

四、航空安全与服务质量 

1．航空安全 

2010年，民航绝大多数运行单位安全形势平稳。全行业没有发生空

防安全事故、重大航空地面事故和特大航空器维修事故。厦航、山东航、

中货航等20家公司没有发生事故和事故征候。全年共发生一起特大航空

运输事故。2010年严重事故征候万时率为0.033,比上年降低5.7%。 

“十一五”期间民航累计完成运输飞行小时2033万小时，接近“十

五”期间的两倍，运输飞行百万小时重大以上事故率为0.05，较“十五”

期间降低了74%，明显好于世界平均水平。从2004年11月22日到2010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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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3日，运输航空连续安全飞行2102天、2150万小时，创造了我国民航

有史以来 长的安全周期纪录。 

2．航班正常率 

2010年，主要航空公司计划航班188.8万班次，其中正常航班143.1

万班次，不正常航班45.7万班次，航班正常率为75.8%。 

2010年，中小航空公司计划航班26.0万班次，其中正常航班17.9万

班次，不正常航班8.1万班次，航班正常率68.8%。 

表7 2010年航班不正常原因分类统计 

指标 占全部比例 比上年相比增减：百分点

主要航空公司航班不正常原因 100.0%  

其中：航空公司自身原因 41.1% -1.6 

流量控制 27.6% 4.8 

天气原因 19.5% -3.5 

其他 11.8% 0.3 

中小航空公司航班不正常原因 100.0%  

其中：航空公司自身原因 47.9% -6.9 

流量控制 25.6% 4.8 

天气原因 18.0% 1.2 

其他 8.5% 0.9 

 

3．旅客投诉情况 

2010年，民航局、各地区管理局、民航局消费者事务中心和中国航

空运输协会共受理航空消费者投诉1334件，其中有效投诉243件，无效

投诉1091件。受理投诉总量比上年减少245件，下降15.5%，有效投诉量

比上年减少153件，下降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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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资产投资[14] 

2010年，民航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646.5亿元，比上年增长

8.7%。  

 

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按系统划分如下： 

1．机场建设 

2010年，机场系统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41.5亿元，比上年增长

3.4%。重点建设项目19个，其中：上海虹桥机场扩建工程、阿里新机场、

重庆江北机场飞行区扩建工程竣工；昆明新机场、合肥新机场、杭州萧

山机场扩建工程、深圳宝安机场扩建工程、长沙黄花机场扩建工程、成

都双流机场扩建工程、西安咸阳机场扩建工程等续建项目进展顺利；南

京禄口机场、贵阳龙洞堡机场、拉萨贡嘎机场及西宁曹家堡机场的扩建

工程开工建设。 

2．空管建设 

2010年，空管系统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亿元，比上年减少37.9%。

图 10 2006-2010 年民航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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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建设项目6个，其中：东部地区和西部航路雷达管制工程、成都区

域管制中心、西安区域管制中心等多个续建项目进展顺利；沈阳区域管

制中心、乌鲁木齐区域管制中心开工建设。 

3．其他方面 

2010年，民航其他系统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86亿元，比上年增

加36.0%。其中：民航信息系统建设投资28亿元，民航科研、教育系统

投资18.9亿元，民航安全保卫系统投资1.3亿元，民航油料系统投资5.5

亿元，民航机务维修系统投资0.5亿元，运输服务系统投资64.3亿元，

公共设施系统投资13.3亿元，其他系统投资54.2亿元。 

六、社会责任 

1．应急保障 

抢险救灾任务。2010年4月14日，玉树地震发生后，玉树机场于震

后3小时内重新开放，8小时内首批救援人员抵达玉树，11小时内国务院

抗震救灾总指挥抵达灾区一线，12小时内保障军、民航运送700多名救

援人员和47吨救灾物资抵达玉树。同时民航局抽调具有高原性能的飞机

和高原机场飞行经验的机组建立了西宁—玉树穿梭飞行运行机制，打通

了抗震救灾空中通道，建立了联系地震灾区的空中生命线。在24天的时

间里，玉树机场保障民航及军航救灾飞行485架次，运送救援人员17051

人次，转运伤员2133人次，运送救灾物资2175吨。 

赴海外紧急运输任务。2010年，民航圆满完成赴海地太子港紧急救

援任务，赴智利圣地亚哥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任务，赴巴基斯坦救灾

包机任务和赴吉尔吉斯斯坦撤侨任务等多项紧急运输任务。共执行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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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架次，运送人员近2000人，物资近1000吨。 

2．重大运输任务 

2010年，圆满完成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等大型活动

的航空运输保障任务。 

3．节能减排 

2010年，航空公司使用临时航线超过25万架次，缩短飞行距离1080

万公里，节约航油消耗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3万吨。 

开展“桥载设备替代APU”运行试点，全年节省航油5万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15.5万吨。 

七、从业人员[15] 

截至2010年底，全行业从业人员110万人，其中直接从业人员57.1

万人。 

八、教育及科技 

2010年，民航直属院校共招收学生15918人，其中：研究生550人，

普通本专科生12091人，成人招生2500人，中专生777人。飞行、机务、

空管三个民航特有专业计划招生6624人，占总招生计划的52.2%。“十

一五”期间，累计安排飞行、机务、空管专业计划招生2.7万人，比“十

五”期间增加1.7万人，增幅为170%。 

2010年，民航直属院校在校生数达到48332人，其中：研究生1430

人，普通本专科生38105人，成人招生5476人，中专生33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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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民航直属院校共毕业学生11582人，其中：硕士研究生328

人，普通本专科8169人，中专学生921人，成人学生2164人。 

2010年，民航共评审验收科技成果68项，其中推荐国家科技进步奖

2项，获年度民航科技进步奖3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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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公报未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统计数据。公报中部分数据因四

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 运输航空各项数据为正式年报数据，部分统计数据与此前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

如有出入，以本次公布数据为准。 

[3]运输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涉及的数据均为国内航空公司承运的数据。 

[4]旅客吞吐量：指报告期内进港（机场）和出港的旅客人数。 

[5]东部地区是指山东、江苏、天津、浙江、海南、河北、福建、上海、北京和广东

10省市；东北地区是指黑龙江、辽宁和吉林3省；中部地区是指江西、湖北、湖

南、河南、安徽和山西6省；西部地区是指宁夏、陕西、云南、内蒙古、广西、

甘肃、贵州、西藏、新疆、重庆、青海和四川12省（区、市）。 

[6]货邮吞吐量：指报告期内货物和邮件的进出港数量。 

[7]起降架次：指报告期内在机场进出港飞机的全部起飞和降落次数，起飞、降落各

算一架次。 

[8]排名根据初步统计结果。 

[9]通航生产 终数据以2011年通用航空信息普查结果为准。 

[10]通用航空企业地区分布按民航各地区管理局所辖区域划分。 

[11]大中型飞机是指座级在100座以上的运输飞机，小型飞机是指座级在100座以下

的运输飞机。 

[12]经济效益涉及数据为财务快报数据， 终数据以财务年报数据为准。 

[13]运输收入水平为民航财务快报数据， 终数据以财务年报数据为准。 

[14]未含飞机和特种车辆购租等投资。 

[15] 终数据以2010年民航行业人才统计结果为准。 

 

                                           （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展计划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