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15 号

《重庆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17年6月23日市人民政府第171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12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张国清

2017年10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生产、销售、使用及管理等适用本

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以下称民用无人机），是指没有机载驾

驶员操纵，自备飞行控制系统，并从事非军事、警察和海关飞行任务的航空器。

第四条 民用无人机管理应当遵循综合管理、实名监管、信息共享、疏堵结合的原

则。

第五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对本级行政区域民用无人机管理承担主体责

任。

市人民政府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民用无人机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本级联动工作机制，制定飞行事件应急处置预

案，组织实施民用无人机具体管理工作。

第六条 飞行管制部门组织实施空中监管，依法实施民用无人机飞行管制工作。

民航部门依法对民用无人机及其生产企业、所有人等进行实名登记管理，及时查处

违法违规飞行行为，加强行业监管。

第七条 公安机关负责民用无人机销售和寄递信息实名登记管理工作，依法对危及公

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民用无人机采取紧急处置措施，维护降落后的现场秩序，组织协调地

面防范管控，配合有关部门对违法违规飞行行为进行查处。公安派出所协助民航部门开展

民用无人机实名登记管理工作，接受民航部门的委托，受理民用无人机生产企业、所有人

的信息登记。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对民用无人机研制生产企业及其产品进行统计、管理，对民

用无人机的无线电频率进行管理。

工商部门负责对生产、销售民用无人机企业进行登记管理。

交通、体育、测绘、气象、海关、邮政、安监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民用无

人机管理工作。

第八条 飞行管制、民航、公安、交通、工业和信息化、工商、邮政等部门应当建立

民用无人机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各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为民用无人机管理提供保障。

第九条 民用无人机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民用无人机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对企业信息

及其产品的名称、型号、最大起飞重量、空机重量、产品类型和民用无人机购买者姓名、

移动电话等信息进行登记。



民用无人机生产企业应当在产品外包装明显位置和产品说明书中，提醒购买者进行

实名登记，警示未实名登记擅自飞行的危害，并提供登记标志打印材料。

民用无人机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民用无人机上安装飞行控制芯片、设

置禁飞区域软件，采取防止改装飞行硬件设施或者改变出厂飞行性能设置的技术措施。

第十条 民用无人机销售者应当对购买者的姓名、有效证件号码、地址、联系方式以

及民用无人机产品型号、产品序号等进行登记，接受有关部门查验。

物流、寄递企业在收寄民用无人机以及发动机、控制芯片等重要零部件时，应当登

记交寄物品以及寄件人和收件人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接受有关部门查验。

第十一条 民用无人机所有权人应当按照民用无人机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登记姓

名、有效证件号码、联系方式、产品型号、产品序号、使用目的，单位还应当登记单位名

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组织机构代码。登记后，民用无人机所有权人应当在民用无人

机上粘贴登记标志。

民用无人机发生出售、转让、损毁、报废、丢失或者被盗等情况时，原所有权人应

当及时注销原登记信息。变更后的所有权人应当按照前款规定登记信息。

民用无人机的所有权人应当按照国家无线电管理规定，使用无线电频率。

严禁改装民用无人机的飞行硬件设施或者改变出厂飞行性能设置。

第十二条 民用无人机的驾驶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飞行规则；

（二）对所操控民用无人机的飞行安全负责；

（三）进行飞行前准备并检查民用无人机运行状态；

（四）随身携带相应的驾驶资格证明文件和有关飞行手续；

（五）服从空中管制，在管控空域还应当按照经批准的飞行计划实施飞行活动。

第十三条 民用无人机飞行空域分为自飞空域、报备空域和管控空域。

自飞空域和报备空域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划设需求，经飞行管

制部门、民航部门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除自飞空域和报备空域以外的空域为管控空域。

第十四条 在自飞空域内开展民用无人机飞行活动，无需飞行任务审批、临时飞行空

域审批、飞行计划申请或者报备手续，但不得超出规定的范围，且应当在驾驶员的视距范

围内操控飞行。

在报备空域内开展民用无人机飞行活动，无需飞行任务审批、临时飞行空域审批、

飞行计划申请或者报备手续，但不得超出规定的范围，且应当服从报备空域管理者的管

理。报备空域管理者应当按照规定向飞行管制部门报备飞行动态，并服从飞行管制部门管

制调配指令。

在管控空域内开展民用无人机飞行活动，应当依法取得必要的飞行任务、临时飞行

空域审批，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和《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规定提

出飞行计划申请，经批准后实施。

飞行管制部门、民航部门应当为单位或者个人取得飞行任务、临时飞行空域审批以

及申请飞行计划提供便利、高效服务。

第十五条 未经批准，严禁民用无人机在以下区域上空飞行：

（一）党政机关等重点地区；

（二）民用机场沿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0公里、跑道端外20公里范围内的净空保护区

域；

（三）军工、通信、供水、供电、能源供给、危险化学物品储存、大型物资储备等

重点防控目标区；

（四）车站、码头、港口、商圈、街道、公园、大型活动场所、展览馆、学校、医

院等人员密集区域；

（五）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公告的临时管制区域。

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在以上区域设置警示标识。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利用民用无人机实施以下行为：

（一）偷拍军事设施、重要党政机关和其他保密场所；

（二）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生产、教学、科研、医疗秩序；



（三）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四）追逐、拦截他人，或者制造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五）投掷、倾倒物品或者伤害他人身体、损毁公私财物；

（六）偷窥、偷拍个人隐私；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个人发现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可以向民航

部门或者当地公安机关举报。

通过举报查获违法违规飞行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

第十八条 民用无人机培训机构应当将民用无人机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飞行安全知识

纳入培训内容。

民用无人机行业协会、俱乐部等应当组织民用无人机所有权人、驾驶员学习民用无

人机管理有关法律法规、飞行安全知识。

民用无人机培训机构、行业协会、俱乐部等应当向民航、公安等部门提供民用无人

机及其所有权人、驾驶员、飞行活动等有关信息。

第十九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向单位和个人宣传民用无人机

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警示违法违规飞行危害，教育引导民用无人机所有权人、驾驶员依法

依规飞行。

第二十条 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地面巡逻防控，在

重点地区建立观察哨，及时发现、制止违法违规飞行活动。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民用无人机违法违规飞行的，应当立即查找

其所有权人、驾驶员，责令其立即停止飞行。

民用无人机违法违规飞行危及公共秩序或者公共安全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采取拦

截、捕获、迫降等紧急处置措施。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二

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由民航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对个人处5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七条 从事航空体育运动的航空模型，施放系留气球或者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违

反有关规定的，由体育、气象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

违法升放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的，参照本办法处置。

军事设施的保护范围划定及有关保护措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7年12月1日起施行。

报送：国务院。

市人大常委会。

分送：市委各部门，市政协办公厅，市高法院，市检察院，重庆警备区。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各人民团体。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10月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