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中央军委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办公室 
000001                            国空管函〔2017〕  号 

开展无人驾驶航空器专项整治情况 
暨加强管理工作的问卷调查 

 
各有关单位、社会团体和用户代表： 

在无人驾驶航空器专项整治收官之际，为深入掌握活动效果，
全面了解各方需求，促进专项管理法规修改完善，组织此次问卷调
查。请有关单位（个人）结合实际，认真填写后于 9 月 5 日前传
真至 010-59950100（军线 0201-314777）或寄北京市海淀区西北
旺北路 1 号（邮编 100094）空管处收。9 月上旬，我们将组织综
合梳理，研究分析问卷意见，把其作为加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工
作和完善专项管理法规的参考资料。为便于及时沟通协调，望实名
填写问卷，留下联系方式，标明所在工作单位或社会团体或市级住
地；代表单位或组织填写的，请在填写人栏填“法人”+ 法人姓名;对
确需匿名提供的有关意见，请另外书面直接寄递。 

感谢对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空 管 委 办 公 室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联系人：王安永                     电话：66767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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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查  问  卷 
 

填写单位                  填写人            联系方式             

 

一、共同部分 

1.习惯所称无人机是否包括航空模型？如不包括，则两者之间的主要

区别是什么？ 

A.包括    B.不包括，两者主要区别是： 

2.基于可能的运行风险，以重量为基本指标，结合高度、速度和飞行

控制距离等性能限制，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不含航模、浮空物及植保

专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分为微型、轻型、小型、中型和大型五类，其中：

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指净重不大于 0.25 千克，设计性能同时满足飞

行真高不超过 50 米、最大飞行速度不大于 50 公里/小时、最大飞行半径

不大于 100 米的遥控驾驶航空器；轻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指最大起飞

重量不大于 7 千克（净重不大于 4 千克），采取可靠的技术限制手段，确

保飞行时能够同时满足最大飞行速度不大于 100 公里/小时、飞行真高不

超过 120 米、最大飞行半径不大于 500 米的遥控驾驶航空器，但不包括

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指最大起飞重量不大于 25

千克（净重不大于 15 千克）的遥控无人驾驶航空器，但不包括微型、轻

型无人驾驶航空器；中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指最大起飞重量大于 25 千

克、不大于 150 千克（净重大于 15 千克、不大于 116 千克）的遥控无人

驾驶航空器，以及所有自主航空器和无人驾驶飞艇；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是指最大起飞重量大于 150 千克的遥控驾驶航空器。 

你认为上述分类方法是否科学？如认为不科学，请提出其他分类思路。 

A.是     B.否，其他分类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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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可靠身份识别的轻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公布的高度不超过

120 米的低空开放空域运行是否可以采取网络报备即飞行，而无需提前申

请飞行空域和飞行计划？ 

A.是     B.否 

4.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培训拟分为基础培训、机型培训、任务培

训。其中，基础培训包括航空法律、航空理论和基本操作培训；机型培训

包括特定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机型操控理论和操控技能培训；任务培训包

括任务特点、任务要求、特殊操控和协同要领等培训。你认为： 

（1）操控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需要参加基础培训，并持有基

础培训合格证？ 

A.需要    B.不需要 

（2）操控轻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需要参加基础培训，并持有基

础培训合格证？ 

A.需要    B.不需要 

（3）操控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需要经过基础培训，并持有基

础培训合格证？ 

A.需要     B.不需要 

（4）操控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需要经过基础培训，并持有基

础培训合格证？ 

A.需要     B.不需要 

5.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人员，目前存在飞行员、驾驶员、操控员、飞

手等多种称谓，在不囿于现行航空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你认为哪个称谓最为

恰当？ 

A.飞行员   B.驾驶员   C.操控员   D.飞手  E.其他:           

6.为区别于有人驾驶航空器机组，有提议把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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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链路监控员、任务操作员等）称为操控组。你赞同哪种称谓，是否还有

其他合适称谓？ 

A.机组     B.操控组    C.其他称谓:                  

7.轻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需要禁止夜间飞行？ 

A.需要   B.不需要   C.满足一定条件的不需要 

8.轻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需要禁止在人口稠密区飞行？ 

A.需要   B.不需要   C.满足一定条件的不需要 

9.对微型以外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是否应建立统一监控平台？对

该平台建设有何合理建议？ 

A.是    B.否 

建议： 

10.专项整治活动开始（2017 年 5 月 1 日）前与结束（8 月 31 日）

后对比，无人驾驶航空器在生产制造、空域使用、飞行计划申请、地面管

控等方面主要改进有哪些？有何意见建议？ 

 

 

11.科学管理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其他意见建议？ 

 

 

二、军民航管制部门 

1.现阶段飞行管制工作压力程度如何？ 

A.严重超负荷    B 稍有超负荷    C 正常   D 较为轻松 

2.如将特殊区域以外、高度不超过 120 米的低空空域释放给运行风险

较小的轻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报备即飞行，对这部分空域和相应航空器的运

行监管仍由军民航管制部门负责是否可行？如认为不可行，赋予哪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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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运行监管更为合理？ 

A.可行    B.不可行，赋予            部门更为合理。 

3.哪些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需要强制具备电子身份识别功能？ 

A.所有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B.250 克以上的所有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C.250 克以上且未经过适航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4.经过适航的、按有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模式管理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是否需要强制具备电子身份识别功能？ 

A.需要    B.不需要 

5.对非比赛性质的航空模型管理，由体育部门牵头负责是否合理？如

认为不合理，赋予哪个部门负责更为合理？ 

A.合理    B.不合理，赋予            部门更为合理。 

三、公安部门 

1.本级政府专项整治牵头部门是否为公安机关？如不是，请填写具体

牵头部门。 

A.是    B.不是，本级政府专项整治牵头部门为              。 

2.在逐步完善和落实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制度的基础上，基于安

全考虑，对无人驾驶航空器核心部件即飞控系统有无必要实行销售流通备

案管理？如有必要，应赋予哪个部门负责最为合理？ 

A.不必要    B.有必要，应赋予          负责销售流通备案管理。 

3.如将特殊区域以外、高度不超过 120 米的低空空域释放给运行风险

较小的轻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报备即飞行，在不囿于现行编制体制和职能区

分的情况下，对这部分空域和相应航空器的运行监管是否可赋予公安部门

负责？ 

A.合理    B.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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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制度有何改进意见建议？ 

 

 

5.对无人驾驶航空器反制手段建设有何建议？ 

 

 

四、工信部门 

1.对无人驾驶航空器飞控系统有无必要明确生产制造准入制度？是

否允许开源飞控系统任意流通?  

A.必要 允许  B.必要 不允许  C.不必要 允许  D.不必要 不允许 

2.哪些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需要强制具备电子身份识别功能？ 

A.所有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B.250 克以上的所有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C.250 克以上且未经过适航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3.经过适航的、按有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模式管理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是否需要强制具备电子身份识别功能？ 

A.需要    B.不需要 

4.无人驾驶航空器电子身份识别可否基于飞控系统实现，而无需额外

加装电子芯片。 

A.可以    B.不可以 

5.将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半径转换为频率规划和发射功率限制是否

可行？有何建议？ 

A.可行  B.不可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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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研院所和制造企业 

1.本单位本体系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落实了实名注册登记？ 

A.是      B.否 

2.飞控系统特别是开源飞控系统的任意流通是否存在较大安全风险?  

A.存在    B.不存在   

3.哪些无人驾驶航空器需要强制具备电子身份识别功能？ 

A.所有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B.净重 250 克以上的所有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C.净重 250 克以上且未经过适航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4.经过适航的、按有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模式管理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是否需要强制具备电子身份识别功能？ 

A.需要    B.不需要 

5.无人驾驶航空器身份识别可否基于飞控系统实现，而无需额外加装

电子芯片。 

A.可以    B.不可以 

6.无人驾驶航空器最大飞行高度是否可以做到出厂可控，且不易被一

般操控者改造？ 

 A.是     B.否 

7.无人驾驶航空器最大飞行速度是否可以做到出厂可控，且不易被一

般操控者改造？ 

 A.是     B.否 

8.无人驾驶航空器最大飞行半径是否可以做到出厂可控，且不易被一

般操控者改造？ 

 A.是     B.否 

9.将无人驾驶航空器最大飞行半径转换为频率规划和发射功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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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行？有何建议？ 

A.可行    B.不可行 

建议： 

 

10.无人驾驶航空器后台强制干扰及接替操控技术是否成熟？ 

A.是    B.否 

11.空域申请渠道是否畅通？有何改进建议？  

A.是    B.否 

改进建议： 

 

12.试验类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组织是否顺畅？有何改进建议？ 

A.是    B.否 

改进建议： 

 

13.你所在地区出台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措施办法，是否有利于产

业发展？有何改进建议？ 

A.是        B.否 

改进建议： 

 

六、航空社会团体 

1.本体系掌握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落实了实名注册登记制度？ 

A.是    B.否 

2.空域申请渠道是否畅通？有何改进建议？  

A.是    B.否 

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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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将特殊区域以外、高度不超过 120 米的低空空域释放给运行风险

较小的轻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报备即飞行，在不囿于现行法律法规的情况下，

对这部分空域和相应航空器的运行监管，你倾向于地方政府属地管理模式，

还是军民航飞行管制部门区域管理模式？ 

A.地方政府属地管理      B.军民航飞行管制部门区域管理 

4.无人驾驶航空器应用与通用航空的关系是什么？ 

 

 

七、用 户 

1.你所持有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落实了实名登记制度？ 

A.是      B.否 

2.如将特殊区域以外、高度不超过 120 米的低空空域释放给运行风险

较小的轻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报备即飞行，在不囿于现行航空法律法规的情

况下，对这部分空域和相应航空器的运行监管，你倾向于地方政府属地管

理模式，还是军民航飞行管制部门区域管理模式？ 

A.地方政府属地管理      B.军民航飞行管制部门区域管理 

3.空域申请渠道是否畅通？有何改进建议？  

A.是      B.否 

改进建议： 

4.你所在地区出台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措施办法，是否有利于行业

应用？有何改进建议？ 

A．是        B.否 

改进建议： 

5.全国哪些省市在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领域的做法较为合理，具体内

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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