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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局于3月20日发布《关于“3·
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的
通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民航学院副院长邵荃和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
公司客户服务部训练与飞安办主任高俊。

问：民航局为何在此时发布此次调查进展情
况通报？

邵荃：运输航空事故往往社会影响大，公众关
注度高。在事发周年向公众披露有关调查进展信
息是国际民航业界的通行要求和做法。

国际国内相关法律规定都对航空器事故调查
报告公布时限提出了明确要求。《国际民用航空公
约》附件13《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规定，进
行事故或事故征候调查的国家必须尽快并在可能
时于12个月之内将最终报告公开发布。如果不能
在12个月之内公开发布报告，进行调查的国家必
须在每个事发周年日公开发布一份临时声明。中
国民航规章《民用航空器事件技术调查规定》要
求，事故和严重事故征候的最终调查报告应当在
事发12个月内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依法不予公
开的除外。未能在事发12个月内公布最终调查报
告的事故或者严重事故征候，组织事件调查的部
门应当在事件周年日向社会公布调查进展情况。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临时声明”还是“调查进展情
况”，都不是“最终调查结果”。

从历史上看，法航AF447、埃塞航B737MAX等
事故在该阶段都发布过中期报告或中期声明，对
调查进展情况进行介绍，回应遇难者家属及社会

关切。
问：为何“最终调查结果”的公布需要更长的

时间？
邵荃：一般来说，大型运输航空事故调查的周

期往往都超过一年，这主要是由于调查所面临的
技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很多技术疑点、难点都需
要反复论证，一些关键结论还需要得到工程实验
的验证支撑，这都要耗费大量时间。统计表明，过
去30年全球民航所发生的千余起商业航空事故
中，在一年内发布最终报告的仅占25%。因此，国
际民航组织对于航空器事故调查报告的公布时限
做出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制度安排，我国
民航规章在这方面与国际规则保持了一致性。

问：关于调查进展情况通报的内容和形式，是
否有相关规定或惯例？

邵荃：调查进展情况通报，也称“中期声明”，
由于每次事故的具体情况和调查进度都不一样，
国际民航组织对其内容和形式没有统一的规定。
在实践中，有的国家公布的是一份中期报告，有的
则是一份中期声明。本次中国民用航空局所发布
的情况通报，从形式上来看与国际上曾经发布过
的案例具有共同特征，即给出了目前已经掌握的
情况、通报调查的大致进度等，内容上基本涵盖了
事故调查工作中的重点要素，诸如对飞机残骸的
搜寻、辨识、检查、实验验证，对机组成员资质能
力、航班运行、飞机适航维修、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机场地面保障等方面的调查。这些都是整体调查
的关键步骤，也是支撑后续研究分析的重要基础。

当然，一般情况下进展情况通报所能披露的
范围和程度，则主要由调查工作的实际复杂性和
调查进度所决定。

问：此次调查进展情况通报提到“本起事故非
常复杂、极为罕见”，如何理解这句话？

高俊：航空器事故调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通常需要从人员资质及操作、航空器适航状
态、天气环境、地面保障、空管指挥、公司组织管理
等多方面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此次事故与以往存在
很大差异。飞机高速坠地后几乎完全解体，残骸
琐碎且分布较散，这都极大增加了现场搜寻勘查
和残骸取证工作的难度。按照事故调查程序，调
查组需要对所有寻获的残骸进行辨识，对重要残
骸进行详细检查和实验分析，以便确定失效机理
和最后阶段的工作状态，为后续调查分析提供证
据，这些都是非常复杂专业的工作。还有通报中
所提及的对飞机适航维修等情况开展调查，一般
来讲，这个调查工作量也很大，需要调查飞机全生
命周期的适航维修情况，如航线和定检、各类修理
改装、适航指令及服务通告执行等工作记录，涉及
的资料可能达成千上万份，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
时间，这些都反映出本次调查工作的技术复杂
性。当然，除了残骸分析验证和飞机适航维修调
查，事故调查涉及的其他方方面面同样纷繁复杂，
都需要调查组严谨细致、客观深入地开展工作，确
保最终调查结论经得起历史检验。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新华社北京3月 20日电 中国民用航空局 3
月 20 日发布《关于“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
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

通报说，2022 年 3 月 21 日，东方航空云南有
限公司波音 737-800 型客机（注册号 B-1791），执
行 MU5735 昆明长水机场至广州白云机场国内定
期客运航班。13 时 16 分飞机从昆明长水机场起
飞，64 分钟后偏离巡航高度 8900 米快速下降，坠
毁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埌南镇莫埌村
附近。机上123名旅客、9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

中国民用航空局依据中国民航规章《民用航
空器事件技术调查规定》（CCAR-395）和《国际民
用航空公约》附件 13《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
查》的有关规定，会同有关部门对事故开展了深
入、细致、严谨的技术调查工作。一年来，技术调
查组对飞机残骸进行详细检查，确定坠地前飞机
关键操纵部件可能的工作状态，对 100 余件重要
残骸进行实验，分析损坏原因；对机组成员的资
质能力、航班运行、飞机适航维修、航空公司组织
管理等情况开展调查；对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机

场地面保障，旅客、行李、货邮的安检和装载，危
险品载运等情况开展调查；结合相关数据对飞机
最后阶段飞行状态进行分析，使用飞行模拟机和
真机开展模拟验证。

截至目前，技术调查组开展了现场勘查、资
料检查、人员访谈、实验分析等大量工作，但由于
本起事故非常复杂、极为罕见，调查还在持续深
入进行中。后续，技术调查组将在前期工作基础
上继续开展原因分析及实验验证等工作，并根据
调查进展情况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新华社莫斯科3月20日电 当地时间3月20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应俄罗
斯总统普京邀请，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下午1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莫
斯科伏努科沃专机机场。习近平步出舱门时，俄罗
斯副总理切尔内申科等政府高级官员在舷梯旁热情
迎接。

俄方在机场举行隆重迎宾仪式。军乐团奏中俄
两国国歌。习近平检阅俄罗斯三军仪仗队并观看分
列式。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
祝愿。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
邻邦。双方坚持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
方原则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双边关系，树立了新型
大国关系典范。中俄关系发展成果给两国人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为世界发展进步作出了
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俄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中方愿继续同俄方一道，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
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世
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相信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
丰硕成果，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
康稳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秦刚等陪同人员同
机抵达。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通报发布

民航局:本起事故非常复杂极为罕见

民航专家：确保最终调查结论经得起历史检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发布《新时代的中国网
络法治建设》白皮书。白皮书系统总结了1994年中
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
网络法治建设理念和实践，为全球互联网治理提供
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记者近日就白皮书的相关内容对专家进行
了采访。

为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自1994年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中国坚
持依法治网，持续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推动互联网
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
在步入网络社会之后，网络空间治理成为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缩影”。中国牢牢抓住网
络空间这一重要战略资源和社会发展支撑，在过去
的数年中，不仅实现了网络法治建设的“从无到有”，
更完成了网络立法、网络执法、网络司法、网络普法
等领域的“从有到优”。

白皮书指出，中国制定出台网络领域立法140
余部，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本，以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为依托，以传
统立法为基础，以网络内容建设与管理、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等网络专门立法为主干的网络法律体系。

“我国积极推进网络立法工作，不断完善相关法
律制度规范，为推动互联网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法
律保障。”赵精武说，我国网络立法工作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充分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
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同时，以平等原则作为
权利制度的核心，为消除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的数字鸿沟提供制度保障。

为人民群众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网络法治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
白皮书指出，中国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网络

执法，加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
力度，全面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推动形成健康规范的网络空间秩序，营造天朗气
清的网络生态。

专家指出，我国通过持续开展“净网”“清朗”“护
苗”等系列专项行动，加大对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电
信网络诈骗、算法滥用、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等突
出问题的治理力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未成
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不断增长，2021
年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91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
率为96.8%。”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林维表
示，我国逐步建立起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体系和保障
机制，有力营造了未成年人科学、文明、安全的网络
环境。

林维建议，要坚持对未成年人优先保护、特殊保
护，构建有利于未成年人上网的良好环境。一方面，
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互联网生态，创新制定相关领
域规范，提供更为全面的法律保障。进一步扩展公
益诉讼范围，发挥公益诉讼的司法保护效能，强化未
成年人司法保障。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
网络安全教育，提升未成年人网络法治素养，形成家
庭、学校、社会多方位保护合力。

推动新技术新应用更好服务经济社会

新技术新应用是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引擎，也是

互联网治理的难题。
白皮书表示，中国全面把握网络空间治理面

临的前所未有的艰巨性、复杂性，前瞻性应对互
联网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风险挑
战，推进网络法治理念、内容、方式、方法等全方
位创新。

“为应对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
近年来，我国对数据安全、区块链、算法等新技术新
应用进行立法探索，不断完善网络安全、数据治理、
平台监管等重点领域的相关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网络与信息法研究室副主任周辉说，要
把握和适应新技术新应用发展的趋势规律，通过健
全监管机制、创新监管手段等，努力推动新技术新应
用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时代，针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网络治理
难题，同样需要网络法治人才参与到网络法治活
动之中。

“网络法治教育、网络法治人才是建设网络强国
的重要支撑和创新动力。”周辉建议，未来，网络法治
研究教育、学科建设还可以通过组建从事网络法学
研究和教学的工作团队等方式，提升网络法治研究
能力、加强人才培养，为网络法治建设持续提供智力
支持和人才保障。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以法治力量护航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
——专家解读《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白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