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出台加快民航业发展意见

22003300年年民民用用机机场场达达到到4466个个
运输机场16个，3干13支，以干线机场带动多个支线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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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山东省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航业发展的意见》。根据意见，到2030
年，我省民用机场力争达到46个左右。其中运输机场16个，通用机场30个左右，航空服务
覆盖率达到100%。年旅客吞吐量、货邮量分别达到1 . 25亿人次和180万吨以上。本土航空
公司形成1家有较强竞争力的航空产业集团，基地航空公司力争达到10家以上，航班正常
率超过90%。

烟台蓬莱机场将成为我省除济南、青岛之外三大支线机场之一。

2020年
航班正常率超85%

发展民航要满足人民群众
出行需要，飞机准点到达是乘
客基本的需求。然而，航班延误
已经成为近年来乘客最大的投
诉点。

国家民航局发布的《2013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
表明，2013年我国主要航空公
司平均航班正常率为73 . 1%，因
为航空公司原因导致的飞机延
误等航班不正常情况占37%，
成为最主要原因。

根据意见，力争到2020年，
山东省航班正常率超过85%，
2030年航班正常率超过90%。为
提高航班正常率，省发改委配
套的规划详细指出，要建立健
全大面积航班延误处置协调联
动机制、航班运行信息共享机
制、延误航班恢复机制和保障
航班正常奖惩机制，进一步明
确航空公司、机场、空管等单位
保障航班正常的责任和义务，
提高航班正常率。整合机场信
息资源，健全信息交换服务平
台，完善服务设施和流程设计，
不断缩短旅客进出港等待及乘
机时间；提高机场货物处理效
率，努力实现旅客无缝中转和
中转航班行李直挂，降低行李
分拣差错率。

2030年
通用机场建30个

通用航空，是指除军事、警
务、海关缉私飞行以外的航空
活动，即民航公共航空运输以
外的民用航空活动，包括从事
工业、农业、林业、渔业和建筑
业的作业飞行以及医疗卫生、
抢险救灾、气象探测、海洋监
测、科学实验、教育训练、文化
体育等方面的飞行活动。山东
现有烟台蓬莱、滨州大高、济南
平阴、莱芜雪野4个通用机场和
东营垦利、菏泽东明等获得经
营许可证的通用航空企业11

家，取得筹建许可证的8家，非
经营性通用航空单位2家，共拥
有通用航空器66架。

山东省规划布局通用机场
70个左右，2030年力争达到30

个左右。运输机场应兼顾通用
航空服务需要，巩固工业、农林
业、飞行培训等通用航空传统
服务领域，拓展通勤、公务、私
人飞行和航空游览等新兴业务
范围，改善市场运营环境，支持
和引导通用航空企业发展。进
一步降低通用航空市场准入门
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通用航
空企业，扩大经营规模。重点培
育3至5家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骨干通航航空企业。

记者了解到，作为通航产
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低空管制
是阻碍通航产业发展的最大瓶
颈。而目前，限制通用航空发展
的最大瓶颈正在逐渐“破冰”。
全国包括山东青岛在内的12个
飞行管制分区将进行真高1000

米以下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
发改委规划指出，要认真总结
青岛飞行管制分区低空空域管
理改革试点的经验做法，加快
推进济南飞行管制分区改革试
点工作，并积极在全省推广。统
筹公共运输航空、通用航空和
军事航空低空使用需求，按照
管制空域、监视空域和报告空
域划设低空空域，区分不同模
式实行分类管理试点。

本报记者 杨万卿

【现状】
航空覆盖率达90%

支线机场经营困难

山东省现有运输机场8个，
形成了济南、青岛、烟台3个干
线机场和威海、东营、潍坊、临
沂、济宁5个支线机场的发展格
局，航空服务覆盖率达到90%，
完成旅客吞吐量2883 . 9万人
次，货邮吞吐量33 . 2万吨，起降
航班29 . 36万架次，开通航线
304条。

现有40多家航空公司入驻
山东省执行民用运输任务，基
地航空公司4家，分别是山东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东航山东分
公司、青岛航空公司和奥凯航
空公司。

我省民航业在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目前，山东省民航综合实
力存在总量小、实力弱的问题。
另外，由于大多机场地处城郊，
与高铁、城际轨道、城市轨道等
大容量、快速客运交通方式衔
接不够，影响了机场辐射带动
作用的发挥，制约了临空经济
的发展。

随着民航航线航班加密和
军航训练半径扩大，航线对头
穿越、交叉现象频繁，造成民航
航班取消、延误现象倍增；低空
空域尚未有效开放，通用航空
发展相对滞后。

受航空公司运力、收益考
核和干线机场时刻、空域资源
制约等影响，支线机场航线开
拓难度大，旅客市场单一，经营
较为困难。

【布局】
全省机场大盘

打造“3干13支”

此次意见敲定了未来全省
机场建设大盘：力争到2030年，

全省形成“3干13支”的民用运
输机场大格局。

具体的时间表为，“十二
五”(2011-2015)期间，迁建青
岛、烟台机场，新建日照、聊城、
菏泽机场，建设济南机场南指
廊工程；“十三五”期间，迁建
潍坊、济宁机场，新建枣庄、
泰安、滨州机场，建设济南机
场北指廊及第二平滑道工程，
改扩建临沂、东营机场；“十
四 五 ”期 间 ，将 开 工 建 设 淄
博、德州机场，适时迁建威海
机场，建设济南机场新航站楼
和第二跑道。

另外，山东省还将加强机
场与高速公路、城际铁路、城市
轨道等的有机衔接，重点建设
济南、青岛、烟台3个干线机场
综合枢纽。力争到2030年，民用
运输机场节点30分钟进入高速
公路网，干线机场实现与轨道
交通无缝衔接。另外，重点依托
济南、青岛、烟台等机场的发展
空间和辐射作用，建设高端航
空港经济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生
态智慧航空城，借此壮大临空
经济。

在低空空域改革方面，山
东此次明确提出，将按国家深
化低空空域改革精神，细分管
制空域、监视空域和报告空域
划设，实行分类管理。而且，还
会在总结青岛飞行管制分区低
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经验做法
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低空空域
改革。

【联动】
干线带多支线

“轮辐式”

山东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解释，在支线机场建设中，许多
小机场航班少，乘客更少，以致
常年亏损，靠财政补贴勉强维
持。山东省支线航空体系远未
形成，应采取一个干线机场带
多个支线机场的“轮辐式”规
划。支线机场不仅与干线机场
连接，改善了航空公司“各自为

政”的局面；还可与高铁大动脉
相连，可以改变现在支线机场
过于分散、各自“吃不饱”的困
境。

意见指出，加快我省民航
业发展需强化机场枢纽建设，
加强机场与高速公路、城际铁
路、城市轨道等的有机衔接。要
按照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
要求，遵循“零换乘”、“一体化”
的综合枢纽建设理念，统筹机
场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建设，实
现机场与高速公路、城际铁路、
城市快速公交、城市轨道交通
等运输方式紧密衔接，提高交
通运输的整体效益和服务水
平。重点建设济南、青岛、烟台
机场综合交通枢纽。2030年，民
用运输机场节点30分钟进入高
速公路网，干线机场实现与轨
道交通无缝衔接。

【串联】
打造“环渤海快线”

和“齐鲁快线”

济南、青岛、烟台三个机场
被定位为环渤海地区重要的航
空客货运枢纽、货运集散地和
快件处理中心。

其中，济南机场重点服务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区域发展战
略需要，着力打造覆盖所有省
会和国内重要旅游城市，辐射
日韩，连接东南亚，沟通欧美、
澳洲、俄罗斯的航线网络。青岛
机场强化面向日韩门户功能，
加大欧美、澳洲、俄罗斯、西亚
等国际航线培育力度，发展成
为我省乃至环渤海地区的重要
国际空港。烟台机场则定位为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骨干机
场，加密直达日韩、台湾、香港
等国际(地区)航线密度，发挥
区位优势，着力打造“环渤海”
快线。

山东省内其余13个支线机
场也各自有分工。威海机场定
位为中小型国际中转机场，东
营机场定位为黄河三角洲高效
生态经济区的中心空港，临沂

机场定位为西部经济隆起带的
骨干机场，日照、潍坊机场重点
服务地方旅游业、临港产业发
展及邻近地区航空运输需求。
滨州机场重点服务航空制造
业、临港产业发展及邻近地区
航空运输需求。聊城、菏泽、德
州机场为西部经济隆起带的支
线机场，淄博、枣庄机场重点服
务周边区域航空运输需求和旅
游业发展，适时开通枣庄至台
湾航线。干支线机场配合打造

“齐鲁快线”。

【崛起】
烟台跻身山东

三大干线机场之一

在完善全省机场运输的布
局中，烟台与济南、青岛一起，
被定位为环渤海地区重要的航
空客货运枢纽、货运集散地和
快件处理中心。其中，烟台机场
定位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骨
干机场，加密直达日韩、台湾、
香港等国际(地区)航线密度，
发挥区位优势，着力打造“环渤
海快线”。

烟台从支线机场“升级”为
干线机场，硬件依托新建的蓬
莱国际机场。蓬莱机场属迁建
工程，位于蓬莱市潮水镇，飞行
区设计等级为4D兼顾E类飞机
使用，建设1条跑道、8万平方米
航站楼，投资45亿元，规划2020
年旅客吞吐量650万人次。2011
年 9月，项目开工建设，计划
2014年底建成投用。

山东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提到，烟台是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的一个关键城市，蓬莱国
际机场的定位是4D级机场，可
以兼顾E类飞机轻载起飞降落，
功能比较完善。作为一个航线
的中转地，很多航线可通过烟
台机场，转乘到东北、韩国、日
本、台湾等地。另外，在环渤海
沿海大通道建设中，烟台的交
通枢纽地位逐步升高。从长远
规划发展的角度，烟台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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