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通航大事件  大咖云集年度重磅论坛，现场干货独家放送！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却丝毫阻挡不了通航人高涨的热情！7 月 30 日到 8 月 5 日这一

周内，两大重量级通航产业活动在北京与贵州轮番登场，汇集众多业界专家大咖，围绕建

立安全高效的中国航空医疗服务体系、最新政策趋势、通航市场资源、环境及运营模式等

主题，共话通航产业发展新愿景。德事隆航空高层受邀出席会议，针对时下热点话题分享

了他们的市场洞见。 

时间：2018.07.31 – 08.01  地点：北京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中美航空合作项目（ACP）、美国贸易发展署、美国联

邦航空局共同主办的「第三届 CAAC-ACP 通用航空运行安全研讨会」本周在京举行。 

 

沿袭以往通航飞行安全领域的话题，本届会议聚焦关乎社会责任的飞行运行专项话题

——航空医疗服务，议题涵盖航空医疗培训、运行模式与行业资源等。中美两国的业界专

家和资深从业者积极分享航空医疗运行经验，以主旨演讲、小组讨论等方式进行了深入探

讨。 

 

 



德事隆航空大中华及蒙古地区国际销售副总裁吴景奎先生以「固定翼救护飞机：架起

空中生命通道」为主题发表演讲。他指出，固定翼飞机是航空医疗救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例如涡桨飞机尤其适用于州/省内的医疗转运。在通航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

乡村地区的空中救护任务中，多由涡桨飞机担当重任。喷气飞机则适用于国内、跨国、跨

洋乃至跨洲的医疗转运。宽敞的客舱可配置更多先进医疗设备和专业救护人员，较低的客

舱压力高度适合出血病人的转诊，优异、可靠的性能使其能沉着应对恶劣天气，确保病患

转运的平稳舒适。 

 

 

 

在吴景奎先生看来，中国航空救护市场仍处于「新生婴儿期」，固定翼救护飞机仅有

6 架，其中 3 架远航程用于海外项目（维和部队转诊等），另外 3 架多执行国内和东南亚

地区转诊，与航空医疗服务体系成熟的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在美国，2016 年在册的固定翼转诊飞机数量高达近 1000 架。每年执行医疗任务逾 65

万架次，航空救护市场规模高达 280-380 亿。在澳洲，仅澳大利亚皇家飞行医生一家运营

商，其 69 架飞机 2017 年的飞行总里程超过 2600 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600 圈。这些成

熟市场的运营经验都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起步阶段的中国航空救护市场目前仍受制于一系列发展瓶颈。空中交通管制、人才短

缺、飞机采购进口关税和增值税高昂、基础设施薄弱、手续繁杂、费用分级不明确等问题

亟待完善解决。 

尽管如此，吴景奎先生也欣喜地观察到，国内的医疗转诊需求正逐步增长，无论是外

籍旅客的医疗转送需求（如一周前飞龙通航在青海成功执飞转诊任务）、重大灾害紧急救

援、还是西南高高原地区到平原地区的转诊任务，这些市场增长点与新机遇都预示着中国

航空救护市场的无限潜力。 



 

 



 

空中国王 350 执飞医疗转诊任务 

固定翼飞机的多重优势，如优异的高原/高高原起降性能、长航程、低客舱压力高

度、低廉的采购和运营成本等，在未来也有望得到全面释放。例如德事隆航空旗下的赛斯

纳奖状系列公务机、比奇 350 空中国王以及赛斯纳 208 大篷车等机型，能够自如应对各类

复杂的地形与天气情况，且具有完备的医疗救护改装方案，极其适合国内医疗转诊任务。 

 时间：2018.08.02  地点：贵州‧安顺 

 

2018 贵州‧安顺黄果树飞行大会于 8 月 2 日开幕，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的第二届航空工业全国「通航日」论坛活动如期而至。本届论坛以「新时代铸就航空强国

新使命，新思想引领通航产业新征程」为主题，旨在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通用航空

取得的成就，并就如何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通航产业进行深入探讨。 



 

 

作为通航产业领军企业代表，德事隆航空是中国通航发展的见证人与助力者，一直致

力于将公司在全球的成熟经验引入中国市场。德事隆航空中国战略与业务发展副总裁史建

元先生发表主旨演讲，剖析国内通航发展的现状与挑战，并向与会嘉宾分享通航商业案例

与创新模式。 

 



 

史建元先生表示，通用航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关

键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国务院、民航局、地方政府齐力推动利好政策的出台与相应法规

的实施，前所未有的扶持力度无疑给通航人打了一针「强心剂」。 

 

目前，空域和空中管制仍是困扰从业者的两大难题。低空开放的进程略显缓慢，基础

设施薄弱，飞行计划的复杂审批流程、临时更改及延误问题，以及专业空管人员、飞行

员、机务和工程师的匮乏，都是制约通航产业快速增长的因素。 

 

 

  

史建元先生提到，国内大多数通航公司由于业务量少同时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模

式，面临运营困境。一些海外运营商的成熟经验可作为学习典范，例如夏威夷 Mokulele 

航空公司使用赛斯纳 208 大篷车飞机运营空中游览、通勤及包机业务，服务区域覆盖 9 个

机场、3 个基地，每日运营多达 120 个班次。在风景怡人的海口，类似的空中观光旅游产

品已面向消费者，使用的也是「空中多面手」赛斯纳 208EX 加长型大篷车水陆两栖型飞

机。 



 

赛斯纳 208 大篷车系列飞机 

 

 



 

短途通勤方面，本地通航运营商也做出了诸多探索。例如河北中航通用航空公司开通

「石家庄—承德」短途运输航线，实现两座城市直航，将旅途时间缩短为 80 分钟。执飞

此航班的正是比奇 350i 空中国王涡桨飞机，每班可搭乘 9 名乘客，客舱设备齐全，体验

舒适。 

 

史建元先生建议，通航运营商在巩固传统作业、公共服务、飞行培训市场之余，也应

不断挖掘新需求，积极拓展短途运输与空中游览这两个潜力可观的细分市场。同时，在盈

利模式上也要进行创新与升级，多样化业务模式相结合，如有效融合短途运输、医疗救

援、空中游览、包机多种业务，能够切实提高飞机使用率，让通航产业真正展翅翱翔。如

何与政府、私人投资、保险机构、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多方合作共赢，也是全行业需要共同

思索的话题。 

 

从中长周期来看，史建元先生认为通航的未来将在消费市场中的公务航空与私人航空

领域蓬勃发展。随着中国高净值人群不断增加，政策持续向好，资本不断入场，以及网络

化布局的开展，再辅以有效营销和通航文化传播，中国通用航空市场的前景无限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