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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江苏机场群协调发展
的对策建议

摘要：江苏机场群在有效利用区域资源和服务区域一体化发

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江苏机场间同质化竞争、发展

差距过大，对航空客货市场资源无序争夺等长期问题也亟需加快

解决。为此，江苏机场群需要进一步整合省内机场资源，协调平

衡不同机场发展目标、发展利益以及协商沟通重要跨地区事务；

根据市场需求合理配置区域机场资源,促进省内机场的分工耦合；

积极培育江苏本地主基地航空，增强航空市场潜力和后劲；重点

优化空铁联运体系，推动轨道上的机场群建设；抢抓长三角国际

发展机遇，促进禄口机场建成国际航空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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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及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时空距

离的大幅缩减使得江苏省内各机场的辐射服务半径和航空市场

资源重叠度不断扩大，出现航空运输由单机场模式向机场群模式

转变。南京财经大学徐爱庆承担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

于旅客出行选择行为的长三角机场群协调问题研究”，通过调研分析，

提出通过探索新的发展路径，采取更科学、更精准的协同政策，

实现江苏机场群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 江苏机场群协调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江苏机场群整体实力不强，国际枢纽门户功能偏弱

2019 年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地区旅客吞吐量分别占长

三角地区的 45.86%、26.41%、22.01%和 5.72%，货邮吞吐量占比

分别为 71.28%、15.81%、11.28%和 1.63%，江苏航空运输总量与

上海、浙江仍有很大差距。从国际旅客吞吐量来看，长三角区域

业务量主要由上海浦东、杭州萧山、南京禄口、上海虹桥等机场

完成。以2019年为例，这四家机场的国际客运吞吐量分别为3851

万人次/年、548 万人次/年、364 万人次/年和 342 万人次/年，

禄口落后于浦东、萧山机场，和虹桥机场基本持平。南京机场面

临周边航空枢纽激烈竞争分流，国际航线网络结构整体相当薄弱。

放眼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航空弱”仍是江苏交通突出短板之

一，其航空运输能力还远远不能满足长三角一体化高速发展下的

潜在和现实需求，江苏机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江苏机场内部缺乏统筹定位，机场群协调性不高

江苏省内 9 家机场航空运输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航空业务

量主要集中在南京禄口和无锡硕放机场。纵观 2019 年江苏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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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总量，禄口和硕放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分别占全省比例为

52.3%和 13.6%，其余 7 个机场总占比不到 35%，年货邮吞吐量禄

口和硕放分别占比 58.4%和 22.6%，其他 7 场分食剩下的 19%。

主要机场承载能力趋近于饱和，另一部分机场航权航线航班偏弱、

偏少，出现资源闲置和浪费问题。同时，江苏机场同处于一个有

限的空间范围内，彼此之间存在中间市场和交叉市场竞争。机场

间同质化竞争激烈，机场定位缺乏统筹和分工协作，各机场更多

是从自身角度研究如何利用自身优势与周边机场展开竞争，缺少

从机场群协同角度进行规划与管理，必然会影响整个机场群的生

存条件，对各机场持续发展产生负面作用。

（三）机场配套资源不够完善，机场发展缺乏有效支撑

一是江苏地面集疏运体系不够完善，尤其空铁联运水平还不

高。由于前期交通规划原因，江苏地区高铁发展水平不平衡。东

部沿江沿海地区高于内陆地区，沪宁沿线交通干线多，苏北和苏

浙皖交界等地区快速通道较少，高速铁路网覆盖面小、密度稀。

加上大多数城市都将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站、机场等分别建设,

机场之间的交通衔接方式还是以公路交通为主，交通方式单一，

使得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缺乏有效衔接,信息不能共享, 换乘次数

多，各种交通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不高，导致江苏综合交通一体

化程度较低，最终影响了整个区域的通行效率。二是江苏缺乏本

地主基地航空公司。从全球航空行业的发展历程来看，主基地航

空公司是航空枢纽机场建设的中坚力量，在航线开拓、网络布局

等方面占主导地位。江苏机场群主要机场的基地航司运力结构相

对分散，以南京禄口机场 5 家客运基地航空公司为例，东航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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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基地航空公司，其市场份额只有 25%，与主基地航空公司

一般市场占比 35%相差甚远，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禄口机场发展。

三是省内产业结构与适合航空货运的医药生物、电子、高新技术、

金融服务、贸易物流、高附加值产品等不太匹配，仍有很大调整

空间。

二、促进江苏机场群协调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一）进一步整合江苏机场资源，成立机场群协调管理机构

一方面，尽管东部机场集团已经实现对省内徐州、常州、连

云港、盐城、淮安和扬泰 6 家中小机场的整合控股，但苏南硕放

机场、南通兴东机场还未进入机场集团。东部机场集团应继续加

大整合力度，尽快形成全省机场“一盘棋”和集团化运营的管控

模式，有利于各机场合作纵深拓展，包括航线分布、航班时刻重

新整合等，加快推动机场群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建议专门成立

江苏机场群运营管理机构。该机构具有跨地区沟通能力，在协调

各方利益关系时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和权威性，在综合协调和督促

落实等方面发挥作用。主要职责为对内加强机场群与江苏地方政

府、公路铁路的协调，对外“统一发声”，争取得到空域和长三

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的支持。

（二）功能定位和错位经营是江苏机场群协调发展的重点

长三角要合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江苏各机场不仅要着眼于

江苏内部错位经营，更要注重与长三角内其他区域机场的分工协

作。因此，江苏应加快南京都市圈机场系统建设，即以禄口机场

为核心,联合合肥新桥、扬州泰州、常州奔牛等机场,形成扬子江

组合机场枢纽群；无锡、南通机场要积极融入以浦东、虹桥两机



— 5 —

场为龙头的上海都市圈机场系统；依托东部机场集团，全力构建

航空客运、货运分别以徐州、淮安机场为中心的苏北机场系统。

首先，南京禄口机场作为核心机场，拥有稳定的本地航空运输需

求，重在加强与全球大型枢纽联系。国内市场开拓方面，尽管南

京与上海、杭州等长三角主要机场的国内航线网络布局重叠度将

近 65%左右，但仍具有较高的独立发展空间，无须过多强调差异

化发展。其次，都市圈机场系统内的次级机场，除满足本地客流

需求和承接核心机场外溢客流外,建议通过运营航空公司类型差

异化，或航线运营策略差异化等方式，重点突出旅游商务、通用

航空、航空物流、空中快递等特色，与主要机场实施差异化发展

策略。最后，淮安、徐州、盐城和连云港机场应依托东部机场集

团形成合力，以淮海地区及“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地区航空需求

为总目标，规划徐州机场为苏北航空客运中心、淮安机场为苏北

航空货运中心，统筹协调各机场航线特色，大力引进基地航空公

司及快递业巨头的区域性货运基地进驻，重点推出低成本航空、

包机、旅游、全货物等航班航线，共同做大市场规模。

（三）培育江苏机场主基地航空公司，激发航空市场潜力增

强发展动力

机场功能定位明确后，配套与机场定位相适应的航班航线，

是促进机场发展的重要保证。主基地航空公司在吸引、组织中转

旅客，做大做强区域航线枢纽网络，做优地区交通一体化发展等

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此，东部机场集团应加大本地主基

地航空的培育及扶持力度，帮助其获得集团所属机场的主要市场

份额，并在政策上引导其根据机场定位统筹规划航班航线，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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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深挖航空市场潜力，统筹全省民航资源达到规模经济，推动机

场进一步发展。如鼓励该基地航空公司在禄口机场布局国际航线

网络，加密东北亚、东南亚航班航线，开通英、美、澳、加等欧

美热门城市航线，稳步推进洲际长航线运营，实现禄口机场作为

国际航空枢纽的定位目标。

（四）全面优化区域空铁联运体系，推动轨道上的机场群建

设

随着江苏高铁规划建设加快，诸多地级市已经拥有多条高铁

线，部分行政区、县级市也正加紧进入高铁时代，未来空铁联运

将成为我国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为此江苏应联

合长三角其他区域尽快实现航空、铁路信息系统联通，建立统一

的数据共享平台、业务对接接口，促进空铁联运的无缝衔接。优

化空铁联运机制下的列车与航班计划编排，并根据需要在机场、

车站互设中转服务中心，互相提供抵离信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铁路对机场到达转乘火车无托运行李的旅客免除安检等服务。实

行联程运输票价优惠政策，提供联运旅客行程延误解决方案以及

退改签制度和票款清算机制，从而建成轨道上“畅达、高效、智

慧”的机场群。

（五）抢抓长三角国际发展机遇，促进禄口机场建成国际航

空枢纽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到全面提升新阶段，未来长三角区域航空

客货运需求将会大幅提升,仅靠上海单个城市 2 个门户枢纽机场,

航空服务规模、覆盖难以满足长远需求。因此，长三角地区应形

成以浦东、虹桥为核心,禄口和萧山为两翼的 4 个国际航空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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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构成的全球超级航空门户枢纽群,支撑构建具有强大国际竞

争力的航空网络。江苏应抢抓长三角国际发展机遇，积极打造南

京禄口机场为大型国际枢纽。第一，要建成大型客运枢纽，要有

一定量、一定比例的中转旅客。机场需超前布局规划中转硬件设

施，合理设计中转流程，最大限度方便旅客中转。争取良好的空

域资源和空管保障水平，为航空公司提供充足的时刻资源。大力

发展江苏特色旅游业，引进优质国际游乐项目。积极承办国际会

议及国际赛事，提高江苏各城市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第二，为加

速发展禄口机场国际航空货运，政府应充分利用税收、土地、人

才、资金、物流等优势引进更多适合航空货运发展的产业，引导

江苏产业结构升级。加大对国际货运基地航空公司和物流集成商

招引力度，加强与跨境电商合作，拓展全货物新航线开辟，加密

已有全货物航班。扩大依托航空港构建的保税物流中心和综保区，

完善机场货物和邮件操作系统以及装卸设备等硬件设施，缩短进

出口货物流通时间，提高航空口岸高效通关能力，为禄口国际航

空货运枢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保障。（省社科规划办公室供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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