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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R33和 D33D制造检查领域
委任代表的授权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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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1要!

基于民用航空器制造的实践经验和美国联邦航空局"R6@6;9G3J,9=,I* 3@L,*,?=;9=,I*#以下简称 R33$与中国

民用航空局"D,J,G3J,9=,I* 3@L,*,?=;9=,I* I<D8,*9#以下简称 D33D$适航规章的研究#重点分析了 R33与

D33D制造符合性检查领域对委任代表的授权职能% 从适航规章要求&制造符合性检查领域委任代表的分

类&具体的授权职能及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了阐述% 虽然两个民航局在制造符合性检查的授权职能上

存在差异#但是只有与航空工业水平相适应的适航管理#才能更好地促进航空业的发展%

关键词!美国联邦航空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委任代表'授权职能

中图分类号!E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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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适航当局对民用航空器制造和使用的监督

检查体系中#委任代表一直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

国航空工业高度发达#R33的民用航空器监督检查

体系和委任代表制度已经日趋完善% 在 R33的适

航性审定过程中#制造检查领域的委任代表几乎承

担了所有的制造符合性检查工作#依据 R33的授

权#签发相应的适航性证件% R33在制造检查领域

的委任代表分类全面#分工清晰#授权职能几乎覆

盖了全部的制造符合性检查领域%

随着D33D适航审定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

D33D的委任代表体系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

随着中国大型客机项目的立项和发展#D33D在制

造检查领域委任代表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很大

的提升% 本文将重点分析 R33和 D33D制造检查

领域委任代表的授权职能#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提

到的委任代表均指制造检查领域的委任代表%

#+委任法规依据

!#!1R33适航规章要求
!#!#! 管理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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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AO!/S 部,局方的委任-规定#在委任代表申

请人按照规定提交了委任代表申请书和 *>[BA

">6?,:*9=6@ [9*C<9)=C;,*:B*?F6)=,I* A6F;6?6*=9=,J6#

以下简称 >[BA$资格声明+或*>3A ">6?,:*9=6@

3,;NI;=8,*6??A6F;6?6*=9=,J6#以下简称 >3A$资格声

明+之后#飞行标准服务部" RG,:8=7=9*@9;@?76;J,)6#

以下简称 3R7$或者航空器合格审定服务部" 3,;O

);9<=D6;=,<,)9=,I* 76;J,)6#以下简称 3BA$会根据自己

的需求#从有资质的申请人中选择>[BA或>3A作

为候选人% 当R33确定授权后#以授权信函的形式

给每个委任代表发放授权证书#明确授权人员的授

权职能和有效期#并附有供其展示用的委任代表证

书% 授权后的委任代表应按照 R33的规定提交工

作情况报告%

!#!#0 委任终止

以下情况#R33会终止委任代表的委任!

"!$委任代表本人书面申请终止委任'

"0$推荐委任代表的单位书面申请终止委任'

"S$委任代表从推荐其获得该委任的单位离职'

"%$局方发现该委任代表在委任期间未能恰当

地履行其职责'

"T$局方不再需要委任'

"&$局方认为的其他理由(!)

%

!#01D33D适航规章要求
!#0#! 管理要求

DD3AO!/S 部,民用航空器适航委任代表和委

任单位代表的规定-规定#民航局授权适航司负责

审查批准委任代表#相应的适航部门对委任代表从

事的相关适航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

委任代表需由聘用单位推荐#经民航局有关适航

部门审查合格后颁发委任代表证件% 委任代表在工作

期间#应定期向民航局有关适航部门报告工作情况%

!#0#0 委任终止

以下情况#D33D会终止委任代表的委任!

"!$本人书面要求终止'

"0$推荐单位不再聘用'

"S$发现委任代表未能认真公正地履行所委任

的职责#或不能胜任所委任的职责'

"%$其他原因(0)

%

!+委任代表分类

0#!1R33委任代表分类
R33在制造领域的委任代表有 >[BA和

>3A#其中 >3A分为 >3AOR"制造类$和 >3AOQ

"维修类$%

>[BA和>3AOR的主管办公室是 3BAO!""% 委

任独立的个人作为委任代表#R33称其为 >3AOR#

委任某个制造单位的雇员为委任代表#R33称其为

>[BA% 一般情况下#>[BA仅被授权其所在单位的

制造检查工作#而 >3AOR可以被 R33授权从事任

何地点和任何单位的制造检查工作%

>3AOQ的主管办公室是 3R7O&""% >3AOQ在

3R7 的授权下#执行制造符合性检查并签发相应的

适航性证件%

0#01D33D委任代表分类
D33D制造领域的委任代表有>[BA和>3A%

>[BA和>3A都是由 D33D的适航审定司主

管% 就D33D目前的委任现状而言#委任民用航空

器制造单位的雇员作为委任代表#专职或兼职从事

航空器生产过程的制造符合性检查工作#称为

>[BA% 委任航空公司航空器适航检查委任代表组

中的成员作为委任代表#执行航空器适航检查和批

准工作#称为>3A%

*+422委任代表的职能

S#!1R33职能代码概述
R33对委任代表的授权#采用职能代码的形式

进行管理% R33将可以授权给委任代表的职能进

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描述#对每一种特定的职能用一

个数字来表示#这个数字就是职能代码% 每个职能

代码所代表的具体职能均可在 R33指令 /"""#$T

中进行查询#该指令的日常维护工作由R33的航宇

安全办公室牵头#3BA&3R7 和航空医学办公室共同

负责管理% 对于某些授权职能#R33还确定了相应

的限制条件#见表 !%

表 !1R33职能代码及限制条件示例

职能代码 职能描述 限11制

!

在生产批准书持有人" ;̂IO

@C)=,I* 3FF;IJ9GfIG@6;#以

下简称 3̂f$的工厂#仅当

在其确认产品或零部件符

合经批准的设计要求并处

于安全可用状态时#为符合

条件的航空器签发初始标

准或特殊适航证#为产品和

零部件签发适航批准%

拥有这个职能代

码#也可能用于

签发 R33表格

/!S"OS!#军用航

空器的制造符合

性声明#但可能

仅仅被限制为这

个活动%

(<

民用飞机设计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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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R33委任代表的职能代码
根据R33指令 ;̀@6;/"""#$T Df]0#可以总结出 R33

委任代表职能代码的使用情况#见表 0%

表 01R33委任代表职能代码使用情况

职能代码 使用人 职能代码 使用人 职能代码 使用人

! V- >[BA !0% V!0T >3AOQ !&S V!-" 预留

/ V00 >3AOR !0& V!0- 预留 !-! V!/" >3AOQ

%& V%/ >3AOR !0/ V!S0 >3AOQ !/! V!/- 预留

!"! V!"& >3AOQ !SS V!S& 预留 !// V!$! >3AOQ

!"- V!!! 预留 !S- V!%" >3AOQ !$0 V!$& 预留

!!0 >3AOQ !%! V!%& 预留 !$- V0"/ >3AOQ

!!S 预留 !%- V!T" >3AOQ 0"$ V00" 预留

!!% V!!- >3AOQ !T! V!T& 预留

!!/ V!0S 预留 !T- V!&0 >3AOQ

11根据表 0 可以看出#>[BA拥有 - 个职能代码'

>3AOR拥有 !/ 个职能代码'>3AOQ拥有 T/ 个职能

代码#并且在 >3AOQ的职能代码段中还有 &0 个预

留职能代码% 据统计#0"!0 年全世界有通用飞机 S&

万架#占所有民用飞机的 $"l% 其中#美国拥有通

用飞机 00#S 万架#占世界总量的 &!#$l% >3AOQ

的职能代码如此之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开放

的空域和通用航空的高度发达%

S#S1职能描述
S#S#! >[BA的职能概述

!$在 3̂f工厂#仅当在其确认产品或零部件符

合经批准的设计要求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时#为符

合条件的航空器签发初始标准或特殊适航证#为产

品和零部件签发适航批准% "对应职能代码 !$

0$ 3̂f持有 QD#正在进行设计更改#并且需要

R33对飞行试验进行正式验证#在试验范畴内#为

以表明符合联邦法典第 !% 集"Q,=G6!% I<=86DI@6I<

R6@6;9GA6:CG9=,I*?#以下简称 !% DRA$第一章和第

三章为目的的航空器#签发特殊适航证% "对应职

能代码 0$

S$在确认 3̂f提交的产品和零部件符合型号

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并且符合进口国的特殊

适航要求后#依据 !% DRA第 0! 部#U分部#为

3̂f签发出口适航批准证件和出口适航批准标

签#为出口航空器签发特许飞行证% "对应职能代

码 S&%$

%$执行制造符合性检查#以确定原型机和相关

的零部件符合设计规范% "对应职能代码 T$

T$执行任何检查#以确定生产的产品和相关零

部件符合经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

"对应职能代码 &$

&$在任何场所#根据 R33的授权#专门鉴别

3̂f或其供应商的 >[BA授权信函% "对应职能代

码 -$

S#S#0 >3AOR的职能概述

!$确认符合经批准的型号设计要求并处于安

全可用状态后#为美国注册的航空器签发初始标准

适航证#为产品或零部件签发初始适航批准% "对

应职能代码 /$

0$在签发或再发适航证之前#在试验范畴内#

为正在进行设计更改并且需要进行飞行试验的美

国注册的航空器#签发以表明符合 !% DRA第一章

为目的的特殊适航证% "对应职能代码 $$

S$为初级类航空器#限用类航空器#以进行市

场调查&研究和开发&机组人员培训"试验范畴内$

为目的的美国注册航空器或在美国进行空中比赛

和操作展览"试验范畴内$为目的的美国注册航空

器签发初始'复验特殊适航证% "对应职能代码 !"&

!!&!0&!T$

%$为美国注册的限制类航空器签发初始特殊

适航证#包括由备件和剩余零部件制造的航空器或

者剩余的军用航空器% 备件和剩余品仅适用于 !%

DRA第 0! 部#0!#0! 条和 0!#0- 条#型号合格审定

的航空器% "对应职能代码 !S$

T$为产品签发初始
(

类临时适航证书% "对应

职能代码 !%$

&$为生产试飞和执行商业表演飞行&超载运

行&入库飞行&交付或出口的美国注册的航空器#签

发特许飞行证% "对应职能代码 !&$

-$如果必要的文件可查时#签发更改'重新更

换的标准或特殊适航证% "对应职能代码 !-$

/$依据 !% DRA第 0! 部#U分部的规定#为产品

签发初始出口适航批准% "对应职能代码 !/$

$$依据 !% DRA第 0! 部#为零部件签发初始国

内适航批准% "对应职能代码 !$$

!"$为依据 !% DRA第 0! 部制造的零部件#签

发初始'复验出口适航批准% "对应职能代码 0"$

!!$对于用于型号评估项目"例如型号合格证

9<

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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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补充型号合格证$的产品和零部件#做出制造符

合性结论#并完成必要的报告% "对应职能代码 0!$

!0$代表民航局#为非美国航空产品制造人的

美国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签发制造符合性证件%

仅当R33收到产品制造人所在国的民航局的通知

后#由R33授权#>3A可以在任何场地做出符合设

计&试验和质量要求的制造符合性结论% "对应职

能代码 00$

!S$为在美国注册的业余制造航空器和轻型运

动航空器#签发初始'复验和重新更换用的试验类

特殊适航证% "对应职能代码 %&&%-$

!%$为在美国注册的轻型运动类航空器签发初

始'复验和重新更换用的特殊适航证'为轻型运动

类航空器生产试飞操作签发特许飞行证% "对应职

能代码 %/$

S#S#S >3AOQ的职能概述

!$为美国注册的螺旋桨飞机&滑翔机&起飞重

量小于或等于 /T """ GM的涡喷飞机&起飞重量大于

/T """ GM 的涡喷飞机&旋翼航空器&载人自由气球&

飞艇#签发复验标准适航证"包括更改或更换证件$

和特许飞行证"其中载人自由气球不含特许飞行

证$% "对应职能代码 !"! V!"&$

0$为美国注册的初级类航空器#签发复验'初

始特殊适航证"包括更改或更换证件$和以 !% DRA

第 0! 部#0!#!$-"9$"!$"0$"%$和 0!#!$-"M$为目

的的特许飞行证% "对应职能代码 !!0$

S$为美国注册的限用类螺旋桨飞机&起飞重量

小于或等于 /T""" GM的涡喷飞机&起飞重量大于 /T

""" GM的涡喷飞机&旋翼航空器#签发复验的特殊适

航证"包括更改或更换证件$和以 !% DRA第 0! 部#

0!#!$-"9$"!$"0$"%$和 0!#!$-"M$为目的的特许

飞行证% "对应职能代码 !!% V!!-$

%$为美国注册的限用类螺旋桨飞机和涡喷'涡

扇航空器&旋翼航空器#签发复验'初始特殊适航证

"包括更改或更换证件$和以 !% DRA第 0! 部#

0!#!$-"9$"!$"0$"%$和 0!#!$-"M$为目的的特许

飞行证% "对应职能代码 !0% V!0T$

T$为美国注册的螺旋桨飞机&有动力或无动力

滑翔机&涡喷飞机&旋翼航空器和旋翼机&载人自由

气球&飞艇&动力滑翔伞和重量转移控制航空器#签

发试验类的以市场调查&研究和开发或机组培训为

目的初始'复验特殊适航证"包括更改和'或更换证

件$和以 !% DRA第 0! 部#0!#!$-"9$"!$"0$"%$和

0!#!$-"M$为目的的特许飞行证% "对应职能代码

!0/ V!S0$

&$为美国注册的螺旋桨航空器&涡喷驱动航空

器&旋翼航空器&载人自由气球和飞艇#签发试验类

的以展示和'或空中比赛"在美国进行$为目的初

始'复验的特殊适航证"包括更改和'或更换证件$

和以 !% DRA第 0! 部#0!#!$- "9$ "!$ "0$ "%$和

0!#!$-"M$为目的的特许飞行证% "对应职能代码

!S- V!%"$

-$为美国注册的螺旋桨飞机&有动力或无动力

滑翔机&涡喷驱动飞机&旋翼航空器和旋翼机&载人

自由气球和飞艇#签发试验类的以操作业余制造航

空器为目的初始'复验的特殊适航证"包括更改和

更换证件$和以 !% DRA第 0! 部#0!#!$- "9$ "!$

"0$"%$和 0!#!$-"M$为目的的特许飞行证% "对应

职能代码 !%- V!T"$

/$为美国注册的飞机&有动力或无动力滑翔

机#签发轻型运动类航空器或试验类以操作轻型运

动类航空器为目的的复验'初始特殊适航证"包括

更改和更换证件$和以 !% DRA第 0! 部#0!#!$-"9$

"!$ "0$ "%$和 0!#!$- " M$为目的的特许飞行证%

"对应职能代码 !T-$

$$为美国注册的轻于空气的航空器#签发轻型

运动类航空器或试验类以操作轻型运动类航空器

为目的的初始'复验的特殊适航证"包括更改和更

换证件$% "对应职能代码 !T/$

!"$为美国注册的动力伞和重量转移控制航空

器#签发轻型运动类航空器或试验类以操作轻型运

动类航空器进行市场调查&研究和开发&或者机组

培训为目的的初始'复验的特殊适航证"包括更改

和更换证件$% "对应职能代码 !T$$

!!$为美国注册的轻型运动类飞机&有动力或

无动力滑翔机&轻于空气的轻型运动类航空器&轻

型运动 重量转移控制或动力伞航空器#签发以生产

飞行试验为目的的特许飞行证% "对应职能代码

!&" V!&0$

!0$为螺旋桨飞机&有动力或无动力滑翔机&起

飞重量小于或等于 /T """ GM的涡喷飞机&起飞重量

大于 /T """ GM的涡喷飞机&旋翼航空器&载人自由

气球&飞艇&活塞式和涡轴'涡桨发动机&涡扇和涡

喷发动机&螺旋桨#签发复验的出口批准% "对应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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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码 !-! V!-$$

!S$为零部件签发复验'初始的出口批准% "对

应职能代码 !/"$

!%$确认符合经批准的设计要求并处于安全可

用状态后#为国内发运的活塞式和涡轴'涡桨发动

机&涡扇和涡喷发动机&螺旋桨#签发复验的适航批

准% "对应职能代码 !// V!$"$

!T$确认符合经批准的设计要求并处于安全可

用状态后#为国内发运的零部件#签发复验'初始适

航批准% "对应职能代码 !$!$

!&$依据 !% DRA第 !0! 部&!0$ 部或 !ST 部关于

螺旋桨驱动和涡喷驱动多发飞机的要求#完成记录复

查和航空器检查"飞机老龄化规则$后#向航空承运

人签发完成检查通知% "对应职能代码 !$- V!$/$

!-$为支持螺旋桨飞机&有动力或无动力滑翔

机&起飞重量小于或等于 /T """GM的涡喷飞机&起飞

重量大于 /T """GM的涡喷飞机&旋翼航空器&载人自

由气球&气艇&安装于螺旋桨飞机'旋翼航空器'飞

艇的活塞式'涡轴'涡桨发动机&涡扇和涡喷发动机

的大修或大改#签发资料批准% "对应职能代码 !$$

V0"/$

(S)

(+5225委任代表的职能

委任代表必须熟悉和及时获得所有必要的局

方文件#在获得必要的文件后才能行使所有职责%

一般而言#委任代表不被授权代表局方对质量控制

系统的资料&程序&方法进行评估&监督或调查% 委

任代表只能在委任权力的限制范围内履行所授予

的职责#只有在行使具体委派的任务时#才有权使

用他们的头衔"如>[BA或>3A$%

D33D对委任代表的授权职能#在政策文件中

进行了原则性的限定#具体某个委任代表所能从事

的工作#更多地取决于其主管检查代表的分工%

D33D对委任代表授权职能的原则如下%

%#!1制造单位>[BA的授权职能
!$仅在其权力限制范围内行使职责'

0$被授权对其聘用单位依据生产批准所制造

和控制的产品及零部件履行授权的职责'

S$按照主管部门的时间要求#报告其完成委任

工作的情况(%)

%

%#01航空公司>3A的授权职能
!$仅在其权力限制范围内行使职责'

0$评估资料的完整性'

S$签发国籍登记证'

%$签发标准适航证'

T$完成民用航空器适航性评审和检查记录单'

&$完成民用航空器适航性评审和检查报告'

-$ 完成民用航空器适航检查发现问题记

录单(T)

%

/+422与5225委任的比较

T#!1系统性
在规章条例方面#R33对委任代表进行管理#

最新有效的管理文件主要有 R3AO!/S 部,局方的委

任-&R33指令 /"""#$T,委任代表管理政策-% 其

中#R3AO!/S 部#是依据航空法颁布的法规性文件#

具有法律效力#是R33进行委任代表授权的法规依

据#是一份原则性的管理规章% R33指令 /"""#$T'

]0 的篇幅长达 %!T 页#建立了管理所有委任代表的

政策和程序#包括委任代表的选择&委任&专业&培

训&监督&暂停和终止% 这篇指令的篇幅很长#对各

类委任代表的各个管理环节都进行了系统的规定%

并且#R33会根据委任代表管理方面遇到的问题#

及时更新到相应的管理规章和指令中%

在规章条例方面#DD3AO!/S 部,民用航空器适

航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的规定-#是 D33D进

行委任代表授权的法规依据% 此外#D33D的航空

器适航审定司颁发了 3̂ O!/SO"!,工程委任代表委

任和管理程序-&3̂ O!/SO"0,生产检验委任代表委

任和管理程序-&3̂ O!/SO33O0"!%O"S,民用航空器适

航检查委任单位代表和适航委任代表管理程序-和

3DO!/SO"!,生产检验委任代表工作程序手册编写指

南-% 这 % 篇管理程序#篇幅很短#只规定了基本的

管理原则#在系统性和操作性上与R33的程序文件

相比#还存在差距% 另外#这些管理程序更新不及

时#很多文件的有效版本仍是 $" 年代颁发的#并不

能反映目前的委任管理现状%

T#01条理性
R33将委任代表管理流程分为申请&评估&任

命&责任和义务&监督和管理&培训&延期&终止&暂

停&上诉和其他委任代表管理职能#共 !! 个管理流

程#对每个类型的委任代表的每个管理流程的过程

控制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体现了严密和清晰的条

理性% R33在其官方网站专门建立了*委任管理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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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6?,:*66[9*9:6L6*=7H?=6L#以下简称 >[7$+#

对这些流程全部采用电子化管理% >[7 是一种网

络化的委任代表标准管理工具#它建立了委任代表

一体化的管理政策#是R33委任代表管理工作的关

键元素% 委任代表所有的管理流程#包括任务分配

等都可以通过>[7系统进行操作#并且所有相关的

管理记录#在>[7的数据库均可进行复查%

D33D在委任代表管理方面#并没有采用电子

化管理的方式% 管理流程描述方面#也没有R33那

么清晰% D33D仅在委任代表资格&申请&权限&职

责&培训&监督&任期和延期方面进行了描述#并未

进行详细说明#和 R33的规章和指令相比#在条理

性和过程控制的严密性上存在一定差距%

T#S1明确性
R33在委任代表的授权职能方面#采用了职能

代码的管理方法#区分了航空器类型及适航证件类

型等#详细见本文第 S 章% 在授权管理要求方面#

R33考虑了委任代表在本国内跨地区工作的要求

和在国外执行检查任务的要求% R33的委任代表

执行的授权职能#在其授权范围内#更多地取决于

规章和指令对该职能的明确规定%

D33D对委任代表的授权职能仅作原则性的限

制#而具体委任代表所能从事的工作更多地取决于

主管检查代表的分工%

T#%1严谨性
R33对职能代码的描述中#适当的时候#还确

定了必要的限制#参见表 ! 对职能代码 ! 的展示%

目前#R33有限制条件的职能代码包括 !&0&S&T&/&

!-&!$&0"&0!&%&&%- 和 %/%

D33D在管理程序中#规定了委任代表的权利

和义务#但大多是原则性的要求#不同管理地区或

者不同主管检查代表所管理的委任代表#执行其授

权的权利时#在细节上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差异%

T#T1授权形式
在授权形式方面#D33D与 R33基本类似% 均

采用了授权信函及授权证书的形式% 证件上至少

都注明了授权范围和授权有效期等必要的内容%

T#&1差异的原因
R33与 D33D在委任代表授权职能和管理方

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原因如下!

"!$中美两国在国家体制上存在很大差异#因

此#很多流程的参考和借鉴不能是*拿来主义+% 中

国适航审定体系的建立参照了 R33#但在很多地方

结合中国现有国情和航空工业的发展水平进行了

调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适航审定体系和委任

代表体系%

"0$委任代表是随着航空工业的发展而出现

的#是适航审定系统基于管理和技术上自我调控的

必要产物% 美国航空工业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

水平#随着航空工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R33的适

航审定系统和委任代表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

完善% 中国航空工业水平与美国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只要与之配套的D33D的适航审定系统和委任代

表体系#能够满足目前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需要#

就能够与航空工业相辅相成#最终得到共同发展和

进步%

"S$任何一个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都是需要不

断积累#不断改进的% 中国航空制造业起步较晚#

发展时间短#D33D要想在短期内建立一个对标

R33的委任代表管理体系#也是不现实的事情% 并

且#美国空域开放#通用航空发展迅速#委任代表的

需求也从侧面促进了委任代表队伍的不断壮大和

发展#进而促进了委任代表体系的不断完善%

$+结论

中美两国的委任代表授权职能和体系上存在

很大差异#但适航审定和委任代表使用的最根本目

的就是保证航空安全#促进航空发展% 只有与本国

航空工业水平相适应的适航审定和委任代表体系#

才能更好地促进航空工业的发展#进而反作用于适

航审定和委任代表体系#相辅相成#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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