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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 

  印发《吉林省航线开发与培育 

  补助经费实施细则》的通知 

  吉文旅联发〔2024〕1 号 

省直有关部门、企业，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财政

局，各县（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财政局： 

  为鼓励吸引航空企业参与我省航空产业开发，规范航线开发与培育补助经
费的使用与管理，根据《吉林省省级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

定，省文化和旅游厅会同省财政厅研究，制定了《吉林省航线开发与培育补助

经费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吉林省财政厅 

  2024 年 1 月 10日 

   

   

  航线开发与培育补助经费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吉林省省级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航线开发与培育补

助经费的使用与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鼓励吸引国内外航空公司参与我省

航空产业开发，推进我省航空交通建设，完善航空运输网络，形成有益竞争格

局，根据《吉林省省级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航线开发与培育补助经费用于按照省政府航线开发总体安排，列入
省级重点航线开发计划的项目。支持范围包括： 

  （一）新开和复航（断航 1年以上）的境内外航线； 

  （二）对支线机场吞吐量做出贡献的航空公司； 

  （三）在省内机场投放的过夜运力； 

  （四）基地航空公司引进政策扶持； 

  （五）未开通正班航线的国际包机航线，国内客源地包机航线，旅行社组
织的国内客源地至长春、长白山切位航班； 

  （六）加密省内机场至吞吐量 5000 万人次以上重点城市航线航班； 

  （七）支撑航线运营项目，包括空铁联运产品、通关保障、地面配套服务

等； 

  （八）短途客运运输项目，低空旅游项目； 

  （九）省政府确定支持的其他航线开发和培育。 

  第三条 航线开发与培育补助标准。 

  对航空公司在自负盈亏并按民航局批复的航班计划运营，且结算期内每周

航班执行率不低于双方协议约定标准的航线航班（不含因特殊原因未达到执行

率），根据对开城市、飞行里程、执飞机型、航班时刻、国内或国际（地区）

航线性质等综合因素给予补助。具体标准如下： 

  （一）国内重点定期航线。按照每个往返航班最高 4万元给予承运企业补

助。对客源地城市至我省两个航点以上的航线，适当增加补贴，最高不超过至

第一个航点的 50%。 

  （二）国际（地区）定期航线。东北亚地区航线按照每个往返航班最高 5

万元给予承运企业补助；东南亚、港澳台航线按照每个往返航班最高 8 万元给

予承运企业补助；欧美、澳洲航线按照每个往返航班最高 20 万元给予承运企业

补助。重点国际（地区）航线补贴，由省、市（州）财政按照 1：1 的比例分

担。 



  （三）航空公司在省内机场新增过夜飞机，按照过夜飞机数量递增，补助

额度逐步降低的原则，每架每年给予最高 300 万元补助，最多补助 2年。 

  （四）国内客源地旅游包机、切位 100 座（含）以上航班，每个往返给予

1万元奖补；对切位高于 40（含）低于 100 座的航班，每个往返给予 5000 元奖

补。国际旅游包机，航程在 2000 公里（含）以内，客源地包机每个往返最高补
助 2 万元，目的地包机每个往返最高补助 1万元；航程在 2001 公里（含）以

上，客源地包机每个往返最高补助 4万元，目的地包机每个往返最高补助 2 万

元。 

  （五）空铁联运:对通过 OTA 平台订购“航空+铁路”、“航空+酒店”产品

和团队组织乘航班至省内的省外游客，搭乘省内点对点高铁（二等座以下）且

票价高于 60 元的给予一次性补助，补助标准为票面价格的 30%。 

  （六）海关、边检等部门保障上午 8 时前起飞，晚 23时后落地的定期和不

定期航班实际发生的交通、餐食等费用给予适当补助。 

  （七）长春机场给予新引进的过夜运力和政府补助航线起降服务费减免费

用给予补助，不超过减免费用的 30%；省民航机场集团在雪季期间对来我省游

客携带雪具实施行李费用减免政策给予补助，不超过减免费用的 30%。 

  （八）支线机场吞吐量达到 30 万、50 万、100 万以上，且游客占比超过

70%，每年分别给予最高 400 万元、600 万元和 800 万元补助，用于奖励对吞吐

量做出贡献的航空公司。 

  （九）新开短途客运运输航线，固定翼飞机座位数为 9 座及以下、10-19

座、20-29 座的，每个往返航班最高补助分别为 0.6 万元、0.8 万元、1 万元。

直升机座位数 9 座及以下、10-19 座、20-29 座的，每个往返航班最高补助分别

为 0.3 万元、0.5 万元、0.7 万元。 

  （十）对低空旅游项目，具体补助标准，时间、范围、程序及要求等另行

制定办法。 

  （十一）对新引进基地航空公司，需在我省注册，首年在长春机场过夜运

力达到 6架（含）以上、两年内运力达到 8架（含）以上、固定资产投入不低

于 2 亿元（不含飞机价值），对年度运营亏损的航线给予一定资金扶持，由

省、市财政按照 1：1的比例共担，扶持期不超过 2年。 

  （十二）省政府确定开通的对服务全省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客运航

线，经省政府审批后，按照签订协议中的补助标准执行。 

  （十三）对加密省内机场至吞吐量 5000 万人次以上重点城市航线航班，每

个往返航班给予 1 万元补贴。 



  （十四）航线开发与培育补助经费从吉林省省级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

安排，单独管理，滚动使用，滚动期 1年，到期后由省财政厅按照结转结余资

金管理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条 航线开发与培育补助经费支持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2 年。包括：域内

外新开或复航重点定期客运航线、航空公司（不含基地分公司）在长春机场新
增过夜飞机、加密重点城市客运航线（航班）、域内外不定期客运航线（旅游

包机）和短途客运运输航线。对培育期后仍有较大亏损，且该航线在构建航线

网络方面作用突出，可适当延长补助期限最多 1 年。 

  第五条 对市场不成熟，第二年客座率仍不足 40%的新开发培育和复航的境

内外航线，取消补助。对客流量充足的新开发培育航线，可据航班经营等情况

调整补助标准。 

  第六条 申请程序 

  申请正班航线补助的承运企业要与省文旅厅签订补助协议。按照协议约定
日期，根据航班飞行实际情况，经机场确认后，需向省文旅厅、省财政厅报送

正式的航线补助申请文件和补助申请表。 

  申请包机和切位企业不需与省文旅厅签订协议。需向省文旅厅、省财政厅
报送正式的航线补助申请文件和相关材料。 

  申请支线机场吞吐量贡献奖励的机场所在地航线开发主管部门、财政部

门，需向省文旅厅、省财政厅报送资金申请文件，内容应包括本年度资金使用

计划，资金使用后达到的预期效果、截至申报时和全年预计吞吐量、上年资金

使用情况等。 

  申请短途客运运输补助的企业，需向省文旅厅、省财政厅报送资金申请报

告、机场起降架次证明等相关材料。 

  申请正班航线补助的航空公司按合同结算日，其他申报主体于每年 10 月底
前将申报材料报送省文旅厅、省财政厅。 

  第七条 申请要件 

  （一）申请正班航线补助的承运企业需提供材料： 

  1.省内机场出具的起降架次及执行率证明； 

  2.申请补贴航空公司需提交资金申请报告。 

  （二）申请包机、切位的旅行社需提供材料： 

  1.申请补助企业与航空公司、组团旅行社或代理公司签订的包机、切位合

同或风险共担协议，或单次航班团队机票； 



  2.申请补助企业与航空公司、组团旅行社或代理公司之间的付款凭证或冲

账凭证； 

  3.省内机场开具的包机或切位航班起降架次证明，切位航班无需开具； 

  4.申请切位补助企业需提供团队行程单，团队需至少在我省住宿一晚； 

  5.吉林省旅游包机及切位奖补资金申请表。 

  （三）申请支线机场吞吐量贡献奖的机场所在地航线开发主管部门、财政

部门需提供材料： 

  1.支线机场出具的年吞吐量证明材料； 

  2.第三方出具的游客占比证明。 

  （四）申请短途客运运输补助的承运企业需提供材料： 

  1.省内支线机场出具的起降架次证明； 

  2.申请补贴承运企业需提交资金申请报告。 

  （五）申请空铁联运补助的旅游企业材料： 

  1.团队航班机票凭证； 

  2.团队行程单，需至少在我省住宿两晚以上； 

  3.团队省内高铁乘车凭证； 

  4.吉林省空铁联运奖补资金申报表。 

  第八条 监督管理。省直有关主管部门和市县要建立健全补助资金监督管理

制度，按照专款专用、合理节约的原则，做好资金申报、审核、使用和绩效管
理等工作，相关合同、票据等及时报省文旅厅备案，接受财政、审计和主管部

门的监督检查。 

  第九条 绩效管理。省文旅厅为绩效管理实施主体，负责对扶持项目绩效完

成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年度终了后，组织开展整体绩效自评，并于 3 月底前

将上年资金使用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报省财政厅。省财政厅按照绩效管理规定

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结果将作为完善补贴政策和以后年度安排资金的重要
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