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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余青华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镇江  212000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深入分析国际航空枢纽的特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

关键因素，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国内外多个案例为对象，研究了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对区域经济结

构、产业布局、就业以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

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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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航空运输业在推动区

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国际航空枢纽作为航空运输网络的核心节点，其建设和发

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

讨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期为相关

政策的制定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国际航空枢纽的特点与功能

国际航空枢纽是指具有全球航空运输网络节点功能，能

够承担国际航空运输任务的大型机场。其特点包括：航班

频次高、航线网络覆盖广、客货吞吐量大、服务质量高、

国际竞争力强等。国际航空枢纽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提供国际航空运输服务，满足全球旅客和货

物的运输需求；二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区域间的

经济联系和合作；三是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提升区域经

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  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2.1  促进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国际航空枢纽的建设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对经济

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且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

在航空运输业本身的快速发展上，更在于其能够带动相关

产业的联动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

化。首先，航空运输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支柱，其快

速发展直接推动了旅游、金融、商贸等相关产业的繁荣。

例如，随着国际航空枢纽的建成，机场周边地区往往成为

国内外游客的集散地，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增加了区域

的经济收入，还带动了酒店、餐饮、娱乐等配套产业的增

长。同时，航空运输的便捷性也促进了金融和商贸活动的

频繁进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活跃度和竞争力。其次，国

际航空枢纽的建设对高端产业和人才的吸引力不容小觑。

高端产业往往对交通和物流条件有着较高的要求，而国际

航空枢纽的建成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这些高端产业的入

驻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推动了区域产业

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同时，高端产业的集聚也吸引了大量

高素质人才的流入，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

支撑。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为例，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重

要代表，其建设和发展对北京乃至京津冀地区的经济结构

优化升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首都机场的建设带

动了周边地区旅游、金融、商贸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另一方面，首都机场

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和高端产业

入驻，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因此，国际航

空枢纽建设通过带动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吸引高端产业

和人才集聚等方式，对区域经济的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了积

极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短期内经济指标的

快速增长上和升级。

2.2  加快区域产业布局调整

国际航空枢纽的建设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其中最为显著的影响之一是加快区域产业布局的调

整。这种调整不仅限于机场周边地区，而且对整个区域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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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更广泛地区的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首先，随着国际

航空枢纽的建设和发展，机场周边地区逐渐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极和产业集聚区。这是因为航空运输的便捷性和高效

性使得机场周边地区具备了吸引高端产业和企业的独特

优势。这些产业的入驻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集

聚，还促进了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服务水平的提

升，进一步强化了机场周边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以荷兰

史基浦机场为例，其作为欧洲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之一，

机场周边地区已经发展成为集航空运输、物流、旅游、商

业、会展等多元产业于一体的综合性经济区域。这种产业

布局的调整不仅带动了机场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对整

个荷兰乃至欧洲的产业布局产生了积极影响。其次，国际

航空枢纽的辐射带动作用能够推动周边地区产业结构的调

整和升级。通过构建高效便捷的航空运输网络，国际航空

枢纽能够将区域内的产业资源与全球市场紧密相连，促进

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这种作用使得区域内的

传统产业能够借助航空运输的便利条件，实现技术升级、

产品升级和市场升级，同时吸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的入驻，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例如，新

加坡樟宜机场作为亚洲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之一，其建设

和发展带动了新加坡航空运输、物流、旅游等相关产业的

快速发展。同时，樟宜机场还积极吸引高新技术产业和研

发中心入驻，推动新加坡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这种产

业布局的调整不仅提升了新加坡的经济竞争力，还使其成

为全球知名的科技创新和商业服务中心。因此，国际航空

枢纽建设通过促进机场周边地区的产业集聚和推动周边地

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对区域产业布局的调整产生了

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助于优化区域资源配置的

可持续发展。

2.3   提升区域就业水平

国际航空枢纽的建设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对

提升区域就业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提升不仅体

现在直接创造就业机会上，更体现在通过辐射带动作用间

接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增长上。首先，国际航空枢

纽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专业人才。从机场的

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到后期的运营管理，都需要大量的

工程师、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服务人员的参与。这些

就业机会直接面向当地劳动力，为区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

岗位，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以迪拜国际机场为例，其作

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国际航空枢纽之一，在建设和运营过程

中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和国内劳动力。随着机场的扩建和升

级，相关领域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加，为迪拜乃至整个阿联

酋地区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需求。其次，国际航空枢纽的

辐射带动作用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增长。航空

运输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不仅能够

直接创造就业机会，还能够促进旅游、物流、金融、商贸

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间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

产业的发展将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人才入驻，形成产业集聚

效应，进一步推动区域就业水平的提升。例如，新加坡樟

宜机场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带动了航空运输业的繁荣，还促

进了旅游、物流、金融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樟宜机场

作为新加坡的门户和重要的交通枢纽，吸引了大量国内外

游客和商务人士的到访，推动了旅游业的繁荣和酒店、餐

饮等配套产业的增长。

结论：

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为了充分发挥国际航空枢纽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区

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强国际

航空枢纽建设规划和管理，确保建设质量和效益；二是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国际航空枢纽与区域经济的深度融

合；三是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国际

竞争力和影响力；四是注重人才培养和引进，为国际航空

枢纽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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