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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发展情况对比
王 斌 李慧繁

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摘 要】城市群和机场群联动发展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
湾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航空运输最为繁忙的区域。本文立足这三个地区的城市群发展概况，对比三个地

区机场群的相关业务发展情况，并根据三大机场群的特征差异提出相关建议。

1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城市群发展概况

201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

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建立以

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

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以北京、天津为中心

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以

上海为中心引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带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引领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创新绿色发展。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分类推动

城市群发展：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加快打造世

界一流城市群；积极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显

著提升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实施长江中游、北部湾

等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推动山东半岛、粤

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引导哈长、

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

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稳步发展。

三大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表 1 列举

了 2019 年三大城市群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比情况。

表 1: 三大城市群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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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

冀

8458

0

1130

7
21.72

7480

1
3894 8.3% 8.0% 2.3%

长三

角

1971

63

1555

3
21.17

1267

70
9313 19.3% 11.0% 2.2%

大湾

区

1165

73
8503 5.59

1371

03

2085

4
11.4% 6.0% 0.6%

数据来源：2019 年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

2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机场群发展情况对比分

析

2.1 机场布局

京津冀机场群现有民用运输机场 9 个，跑道共计 15
条，2019 年共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14160 万人次，货邮吞

吐量 224 万吨，飞机起降 98 万架次。京津冀机场群拥

有北京首都、北京大兴 2 个国际航空枢纽机场和天津滨

海、石家庄正定 2 个区域枢纽机场，以及承德普宁、张

家口宁远、唐山三女河、秦皇岛北戴河、邯郸 5 个非枢

纽机场。

长三角机场群现有民用运输机场 23 个，跑道共计

29 条，2019 年共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26557 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 569 万吨，飞机起降 200 万架次。长三角机场

群拥有上海浦东、上海虹桥 2 个国际航空枢纽机场和南

京禄口、杭州萧山、合肥新桥、宁波栎社、温州龙湾 5
个区域枢纽机场，以及无锡硕放、常州奔牛、南通兴东、

扬州泰州、盐城南洋、连云港、徐州观音、淮安涟水、

台州路桥、舟山普陀山、义乌、衢州、安庆天柱山、池

州九华山、阜阳、黄山屯溪 16 个非枢纽机场。

大湾区机场群现有民用运输机场 7 个，跑道共计 11
条，2019 年共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22318 万人次，货邮吞

吐量 811 万吨，飞机起降 147 万架次。大湾区机场群拥

有广州白云、深圳宝安、香港 3 个国际航空枢纽机场，

以及澳门机场、珠海金湾机场、佛山沙堤机场、惠州平

潭机场。

对比来看，长三角和大湾区较京津冀的机场密度和

跑道密度大，大湾区机场密度达到了 1.25 个/万平方公

里，约是京津冀的 3 倍，是三大城市群中机场密度最大

的区域。

表 2: 三大机场群机场密度、跑道密度对比（2019 年）

城市群
机场

数量
跑道数量 区域面积 机场密度 跑道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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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条 万平方公里
个/万平方

公里

条/万平方

公里

京津冀 9 15 21.72 0.41 0.69

长三角 23 29 21.17 1.09 1.37

大湾区 7 11 5.59 1.25 1.97

数据来源：《从统计看民航 2020》

2.2 旅客运输

根据《2019 年全国民用运输机场生产统计公报》统

计数据，2019 年，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机场群分别

完成旅客吞吐量 14160 万人次、26557 万人次、22318
万人次，三大机场群合计占到全国的 44%。长三角机场

群较京津冀、大湾区机场群年旅客吞吐量大，占到全国

的 18.5%。

单跑道年平均承担旅客量方面，京津冀机场群为

944 万人次/条，长三角机场群为 916 万人次/条，大湾

区机场群为 2029 万人次/条，大湾区机场群远高于京津

冀和长三角机场群。人均乘机次数方面，2019 年京津冀

约为 0.6 次，长三角约为 0.9 次，大湾区约为 1.3 次，大

湾区机场群的人均乘机次数最高，约为全国的 2.6 倍，

京津冀机场群的 2 倍。由此看来航空客运方面，大湾区

机场群较京津冀、长三角机场群的出行市场需求更为旺

盛。

各机场群旅客运输市场集中度方面，京津冀机场群

两大国际航空枢纽年吞吐量占该机场群的 72.8%，区域

枢纽年吞吐量占该机场群的 25.2%，枢纽机场年旅客量

占比合计达 98.1%，为三大机场群中最高的，说明京津

冀机场群的枢纽效应更强。而长三角机场群两大国际航

空枢纽年旅客量占该机场群的 45.9%，区域枢纽年旅客

量占该机场群的 40.5%，非枢纽机场年旅客量占该机场

群的 13.6%，相对来说，长三角各机场旅客运输分布较

为均衡（见图 1）。

数据来源：2019 年全国民用运输机场生产统计公报，

下同。

图 1: 旅客运输机场集中度分析图（2019 年）

2.3 货物运输

2019 年，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机场群分别完成

货邮吞吐量 224 万吨、569 万吨、811 万吨，三大机场

群货邮吞吐量合计占到全国的 73%。大湾区机场群较京

津冀、长三角机场群年货邮吞吐量大，其份额占到全国

的 36.9%。

单跑道年平均承担货邮吞吐量方面，京津冀、长三

角、大湾区机场群单跑道完成货邮吞吐量分别为 15 万

吨/条、20 万吨/条和 74 万吨/条。人均货邮方面，如京

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机场群分别为 16kg/人次、21kg/
人次、36kg/人次，均高于 15 kg/人次的全国水平。大湾

区机场群人均货邮量为全国的 2.4 倍。由此看来，航空

货运方面，大湾区机场群较京津冀、长三角机场群需求

更为旺盛。

各机场群货物运输机场集中度方面，京津冀国际航

空枢纽年货邮吞吐量占该机场群的 87.4%，区域航空枢

纽年货邮吞吐量站该机场群的 12.4%，枢纽机场年货邮

吞吐量占比合计达该机场群的 99.9%，为三大机场群最

高，说明京津冀机场群航空货运集中度最高。而长三角

机场群国际航空枢纽年货邮吞吐量占该机场群的 71.3%，
区域枢纽年货邮吞吐量占该机场群的 23.5%，非枢纽机

场年货邮吞吐量占该机场群的 5.2%，相对来说，长三角

各机场航空货邮运输分布较为均衡（见图 2）。

图 2: 货邮运输机场集中度（2019 年）

2.4 起降架次

2019 年，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机场群完成飞机

起降分别为 98 万架次、200 万架次、147 万架次，三大

机场群起降架次合计占到全国的 37%。长三角机场群完

成的飞机起降量最大，其份额占到全国的 16.5%。

单跑道平均完成架次方面，京津冀机场群为 6.5 万

架次，长三角机场群为 6.9 万架次，大湾区为 13.4 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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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可以看出，大湾区机场群跑道最为繁忙。

飞机起降量机场集中度方面，大湾区国际枢纽机场

飞机起降量占该机场群的 86.9%，枢纽机场飞机起降量

占该机场群的 5.3%，非枢纽机场飞机起降量占该机场群

的 7.8%，枢纽机场飞机起降量占比合计为 92.2%，为三

个机场群中最高，说明大湾区机场群枢纽机场最为繁忙。

而长三角机场群国际航空枢纽飞机起降量占该机场群

的 39.2%，区域枢纽飞机起降量占该机场群的 40.1%，
非枢纽机场起降量占该机场群的 20.8%，相对来说，长

三角各机场飞机起降量分布较为均衡（见图 3）。

图 3:飞机起降量机场集中度（2019 年）

3结论及建议

根据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三大机场群各具特征，贴

合自身特征的发展策略才有利于推进机场群的建设和

发展。

3.1 京津冀机场群

京津冀机场群年完成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飞

机起降架次量最少，机场密度、跑道密度最小，人均乘

机次数、人均货邮量最小，单跑道年平均承担货运量、

单跑道年平均架次最小，旅客运输枢纽机场集中度、货

物运输枢纽机场集中度最大。京津冀机场群在三大机场

群中体量最小、单核心特征最为明显、中小机场发展滞

后、机场发展最不均衡。

建议京津冀机场群加强主动调控力度，提升天津滨

海机场、石家庄正定机场的能级；同时，依托区域各城

市产业特征，推动各中小机场错位发展；推进机场间的

分工协作，疏解枢纽机场的运输压力，进一步释放机场

群的保障潜力，优化提高枢纽机场的服务水平。

3.2 长三角机场群

长三角机场群拥有机场数量、跑道数量最多，年完

成旅客吞吐量、飞机起降架次最多，单跑道年平均承担

旅客量最小，旅客运输枢纽机场集中度、货物运输枢纽

机场集中度、飞机起降量枢纽机场集中度最小。长三角

机场群在三大机场群中航空客运体量最大，机场发展最

为均衡。

建议长三角机场群进一步在完善综合交通体系方

面发力，推进机场协同发展，推动机场群向多核心方向

发展。

3.3 大湾区机场群

大湾区机场群年完成货邮吞吐量最多，机场密度、

跑道密度最大，单跑道年平均承担旅客量、单跑道年平

均承担货运量、单跑道年平均架次、人均乘机次数、人

均货邮量最大，飞机起降量枢纽机场集中度最高。大湾

区机场群在三大机场群中航空货运体量最大，最为繁忙，

航空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建议大湾区机场群可适当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提高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和航空服务水平；进一步推进机

场群内各机场的分工协作，避免机场发展同质化，引导

大湾区机场群逐渐向多核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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