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通程航班服务规范 

第 1部分 标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

其所做的工作等； 

（一）任务来源 

2021 年 2月，民航局面向全行业出台了《民航旅客中转便利化实施指南》

首次提出了国内通程航班的相关概念，以此为起点，通程航班这一服务概念开

始进入大众视野。通程航班是中国民航为构建“干支通，全网联”航空运输网

络体系，实现国内主要城市高效畅通、偏远地区城市有效连通而推出的创新服

务内容。中国民航通过增加现有支线、通航短途运输机场之间的通达性，在航

空产品供给结构、供给质量上持续发力，改变中转联程产品服务单一、同质化

的固有印象。作为“干支通、全网联”服务模式的主要载体，通程航班的效率

运行和广泛推广，对践行基本航空服务与协同区域发展需要、提升民航服务品

质与发展质量、实现民航行业智慧化转型与构建航空生态圈方面都具有重要意

义。在实际业务推广 

经过 3年多的推广实施，目前“干支通、全网联”及通程航班已取得显著

成效。截至今年 5月底，共有 183家机场、41家客运航空航司，5家航空销售

网络平台加入通程平台，实现通程航班备案 24677组，新增城市对增至 2165

组，有效提升民航网络覆盖度 23%；中转平台共识别旅客 1.18亿人，支持 2760

万人完成“一次值机”，2540万件行李完成“行李直挂”服务。但在实际工作

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目前国内通程航班缺少线上销售渠道，并且在

具体展示时缺乏统一标准，导致旅客根本不了解“国内通程航班”；另一方

面，通程旅客在线下值机、行李托运、安检、中转引导等环节，标识体系尚未

完善，缺少有效引导，旅客对国内通程航班感知度有待提升。这些问题导致旅

客端认知不足，从而制约了“干支通、全网联”及通程航班效果的进一步发

挥。为此，制定本规范，能够规范统一线上销售及线下引导标识，进一步增强



旅客对通程航班产品的统一认知、提升通程航班对客感知度，彰显通程航班的

服务承诺和品牌效益，从而提升通程航班服务品质。 

（二）主要工作过程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先后进行组建项目小组、收集资料与调研、标准编

写、征求意见等工作环节开展相关编制工作。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1.组建项目小组。2024年 1月，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联合中国民用航

空局清算中心、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伊

金霍洛国际机场、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组。 

2.收集资料与调研。2024年 1月至 3月，标准编制组深入讨论研究了相关

参考资料，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了标准编制思路与主要内容。 

3.编写标准初稿。2024年 3月至 5月，标准编制组进入标准编写阶段，期

间走访多家机场、航司，形成标准初稿及编制说明。 

4.完善标准初稿。2024年 5月，标准编制组开展补充调研，完善标准初稿

及编制说明。 

5.标准立项。2024 年 6月 19日，本标准在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正式立项。 

6.提交征求意见稿。2024年 6月，标准编制组正式向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提

交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参加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民用航空局清算

中心、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

际机场、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机场(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大连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机场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飞猪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趣拿软件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活力天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烟台国

际机场有限公司。 

（四）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主要工作 

1 钟  山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统筹牵头、审核 

2 曹庆利 中国民用航空局清算中心 技术统筹 



3 高胜国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标准编写 

4 刘懿萱 中国民用航空局清算中心 技术框架 

5 张俊杰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标准编写 

6 杨  考 中国民用航空局清算中心 标准编写 

7 李培筠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标准编写 

8 李嘉耀 中国民用航空局清算中心 标准编写 

9 郭  谦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标准编写 

10 董雪峰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标准编写 

11 左小平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标准编写 

12 刘  锐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标准编写 

13 马剑辉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标准编写 

14 李  睿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标准编写 

15 王  珏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 标准编写 

16 王  婷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 标准编写 

17 李  悦 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 标准编写 

18 周臻诣 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 标准编写 

19 陈德志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编写 

20 朱  涛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标准编写 

21 陈  杨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标准编写 

22 贺大勇 大连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编写 

23 刘雅伟 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编写 

24 芮玉红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编写 

25 孙  黎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编写 

26 赵丽伟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编写 

27 牟  晴 浙江飞猪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标准编写 

28 谢子鹤 北京趣拿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编写 

29 朱富妮 深圳市活力天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编写 

30 刘  晨 
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烟台国际机场

有限公司 
标准编写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修订标准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主

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一）标准编制原则 

1.符合性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遵循国家现有政策，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已经制定的标准规范的相关要求。 

2.规范性 



基于对国内通程航班服务的销售及保障业务相关流程标准内容科学、规

范、实用和一致的理解，从而确定标准中涉及标识的各项条款内容和相关技术

内容，包括某些术语和定义。 

3.实用性 

《国内通程航班服务规范 第 1部分 标识》是根据当前国内通程航班在线

上销售与线下保障方面的具体标识情况而制定的技术要求，具有较强实用性。

统一线上销售与线下引导标识是开展国内通程航班业务开展的重要内容，通过

统一标识，后续可进一步提升旅客认知、推动试点形成示范效应、加强宣传推

广，对“干支通、全网联”及通程航班相关工作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可

以让更多旅客享受便利高质量的航空服务。 

该标准的建立可以更好地推进国内通程航班服务线上销售和线下保障的规

范化、标准化工作建设。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包括 6章正文。 

第 1、2、3章，为标准的常规性描述，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

和定义。 

第 4 章对国内通程航班服务规范标识设置原则进行具体表述。分为航班线

上销售标识、线下引导标识两部分，主要原则为统筹协同、安全高效、清晰准

确、简洁一致。 

第 5 章对国内通程航班服务规范线上销售标识要求进行具体表述。包括线

上销售标识通用要求、线上销售标识构成、线上销售标识展示等内容，对于线

上销售标识做了明确规范。 

第 6 章对国内通程航班服务规范线下引导标识要求进行具体表述。包括线

下引导标识通用要求、线下引导标识构成、线下引导标识展示等内容，对于线

下引导标识做了明确规范。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无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为旅客了解通程航班，行业宣传推广通程航班服务提

供支撑，对“干支通、全网联”及中转便利化工作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将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推动构建“干支通、全网联”服务模式，打造高质量国内航线网络。

通过规范国内通程航班线上销售与线下引导标识规则，便利旅客了解、购买通

程产品，方便旅客感受通程航班服务，提升通程航班的效用，以优化通程航班

服务进一步推动干支航线之间实现无缝衔接，推进“干支通、全网联”航线建

设。 

二是规范和引领通程航班服务工作，通过吸引更多的旅客体验国内通程航

班，持续优化国内通程航班服务、提升服务品质，改善旅客航空出行的便捷舒

适程度，切实增强“人享其行”的获得感、幸福感，提升航空运输对其他交通

方式的竞争力。 

三是切实解决旅客中转过程的痛点、难点问题。通程航班业务涉及主体多

样、流程复杂，在线上销售、线下引导等业务流程上存在差异较大、概念混淆

等问题，导致部分旅客的购票、出行体验有待提升。本项目通过深入调查研究，

总结行业优秀实践经验，形成完善的通程航班线上销售、线下引导规范，进一

步提升“干支通、全网联”服务质量与工作效率。 

综上，本标准制定发布可显著提升旅客在国内中转便捷性，提高民航旅客

出行满意度，激发更多旅客选择航空出行，拓展民航企业的发展空间，有利地

方经济发展，从而提高民航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

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依据和参考的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如下： 

GB/T 20001.1-2024  标准编写规则 

GB/T 38654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规划设计指南 

GB/T 15566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MH/T 5059-2022  民用机场公共信息标识系统设置规范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不矛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民航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

日期等） 

无。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