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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年，，客客流流从从550000万万到到11332255万万
坐落西南边陲的贵阳机场是如何做到的

“任何一个行业要实现大
发展，首先要理顺体制机制。”
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市场
营销部总经理吴翔宇告诉记
者，2012年，贵州机场公司正式
移交贵州省政府管理，以贵阳
机场为龙头带动全省支线机场
加快发展。随后，贵州省政府出
台包括《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
促进民航业加快发展的意见》

《贵州省民航“十二五”发展规
划》以及关于航班航线开发的
一系列政策，吹响了贵州民用
航空大建设、大发展的号角。贵
州民航从此穿云破雾，由“加速
起飞”进入“高空翱翔”。

“我们还有一个，后发优
势。”吴翔宇告诉记者，“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2012年，国
务院颁布了国发〔2012〕2号文
件，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
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文
件是首个从国家层面系统支持
贵州省发展的综合性政策文
件，将贵州定位为扶贫开发攻
坚示范区、文化旅游发展创新
区，对贵州省发展具有划时代
的里程碑意义。尤其是多业态
的旅游发展上，贵州探索特色
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新路
子，目标是把贵州建设成为世

界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
地、休闲度假胜地和文化交流
的重要平台。特色旅游等第三
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了民航客
源。“毕竟机场发展与大环境是
分不开的。”自然地理上，贵州
坐落西南边陲，山区较多，地面
交通方式不便，航空自然成为
出行的首选。

在修炼内功方面，近几年贵
州机场积极引进运力，完善航线
网络。以2014年为例，贵州机场
新开加密航线44条。其中贵阳机
场新开加密航线29条，各支线机
场新开加密航线15条，在北京、
深圳、杭州、重庆、昆明、三亚等

市场需求较大的航线上，通过增
加航班频次、引进宽体机等形式
加大了运力投放力度。同时积极
发挥贵阳机场的枢纽集散效应，
先后开通了柳州、梧州、北海、湛
江、泸州、绵阳、万州等因航程较
短且无法飞入其省内干线机场
的周边省份支线航线，积极打造
贵阳“一小时”飞行圈。为了进一
步理顺省内机场管理体制，贵州
机场集团公司兼并重组了铜仁、
兴义、黎平、荔波、黄平5座支线
机场，实行统一管理运行，并托
管了遵义、安顺、毕节、六盘水4
座机场。自此，贵州省“一干九
支”的机场布局形成，并确定了

“以干带支、以支促干、干支互
动”的发展战略。

截至2015年底，贵阳机场
航线已增至146条，其中国际航
线13条。通航城市由“十一五”
末期的55个增至86个，国际通
航城市10个。17家航空公司进
驻贵州。“2016年，我们希望通
航城市增加到90个，航线增至
1 6 0条，基地航空公司达到 5
家。”吴翔宇告诉记者。继南方
航空、华夏航空和山东航空，多
彩航空和天津航空也将在贵阳
设置飞行基地。届时，各航空公
司投放的过夜飞机将由2014年
的22架增至38架。

继2009年旅客吞吐量突
破500万人次大关后，贵阳机
场便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2013年跻身千万俱乐部，2014
年超过1250万人次，在全国干
线机场中增速列第三。当年
贵州机场客流量增速更是位
居全国31个省份之首。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
年旅客吞吐量达到3000万人
次。”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市场营销部总经理吴翔宇
告诉记者。前有成都机场、昆
明机场、重庆机场三个“三千
万”级别大佬坐镇，西南地区
机场可谓强手如林；后有渝
黔高铁、成贵高铁快马加鞭
建设，贵州迈入“高铁时代”
正面冲击航空业，以贵阳机
场为中枢的贵州将如何保证
民航高速增长，成功突围晋
级？

“我们主要客源是旅游
业，公商务客人并不如沿海
发达地区那么多。”吴翔宇
说，围绕旅游这个重点深耕
细作，全方位深化航空业与
旅游业的资源整合以及产业
链上下游主体合作，干支联
动“一盘棋”发展。

本报记者 廖雯颖

从500万到1325万，贵阳龙洞
堡机场仅用了6年时间。

2009年，贵阳机场旅客吞吐
量首次突破500万大关。2013年，
贵阳机场跻身千万俱乐部，成为
西南地区44个通航机场中，继成
都双流机场、昆明长水机场和重
庆江北机场后，第四个迈入千万
级别的机场。

快进键仍未按下暂停。2014
年，贵阳机场旅客吞吐量超过
125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8 . 2万
吨，航班起降11 . 3万架次，再创历
史新高，同比分别增长19 . 6%、
5 . 7%和21 . 1%。其中旅客吞吐量
增速高于全国旅客吞吐量平均增
长水平9 . 5个百分点，高于西南地
区旅客吞吐量平均增长水平5 . 1
个百分点，在全国干线机场中增
速列第3位。当年，贵州省“一干九
支”10个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速高
达26 . 2%，位列全国31个省份增
速第一名。

2015年，继续稳步增长。贵阳
机场旅客吞吐量1325万人次，全
省合计超过1500万人次。2016年，
贵州省的目标是突破1700万人
次，其中贵阳机场达到1450万人
次。2020年旅客吞吐量达到3000
万人次，将贵阳机场打造为西南
地区的枢纽机场。

众所周知，民航的高速发展
需要建立在经济高地基础上。这
一点上，贵阳比不上综合实力雄
厚的成都、重庆，也不如老牌的旅
游城市昆明。十年前，提到贵州，
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红色老
区”，而这往往与经济落后相关
联。民航业上，早几年贵阳机场基
础设施建设、运输保障能力不足，
省内支线机场管理模式不一，航
线航班资源匮乏，机场经营连年
亏损……这些年，是哪只手摁下
了贵州机场发展的快进键？

6年，客流从

500万到1325万

到贵州旅游，随处可以感
受到坐飞机的便利和优惠。持
黄果树机场登机牌，可享受黄
果树瀑布等景区门票五折优
惠。2015年12月起，贵阳机场设
立”中转休息专区“，为游客提
供免费休息、免费茶饮、免费简
餐、免费传真、航班信息等服
务。对隔夜中转的旅客推出“免
费住宿”服务；对中转时间超过
4小时的旅客提供“旅游优惠
券”、“机场巴士”任意线路往返
票一对；对中转旅客免费提供

“小件寄存”服务；对所有在贵
阳机场转机的旅客，提供候机
楼内商户“购物优惠”活动。

此外，原来中转只办理衔
接时间120分钟的航班，现在范
围扩大到衔接时间为90分钟

(除春秋航空公司)以上的所有
国内航班；行李中转由原来只
办理“一票到底”行李中转，改
进为所有中转旅客行李都办理
中转，旅客不用在贵阳机场提
取行李。“这些都是我们联合旅
游部门、航空公司推出的‘爽爽
乐转、黔程无忧’中转品牌推出
的措施。”吴翔宇解释。这正是
贵州机场全方位深化航空业与
旅游业的资源整合以及产业链
上下游主体合作，干支联动“一
盘棋”发展的动作之一。

“2015年，我们明显感觉
到高铁对民航的影响，这也
是2015年我们的旅客吞吐量
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吴翔
宇告诉记者。自 2 0 1 5年6月，
沪昆高铁贵阳至长沙段通车

后，贵州开始融入全国高铁
快速客运网络。“以贵阳飞广
州为例，从之前的每天八九班
减到现在的一天三班，直接损
失客流200万人次。”今年，沪昆
高铁贵阳至昆明段也将建成通
车，渝黔高铁、成贵高铁等项
目目前正加快建设，贵州将
全面迈入“高铁时代”。

面对高铁的强势来袭，贵
州机场集团主动出击，2014年
起，贵阳机场就加大了与贵阳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及相关旅行
社的合作力度，利用贵阳周边
旅游景点丰富的特点，形成“贵
阳周边游”产品建设方案。2014
年底起，协同南航、国航、海航
等航空公司联合打造“贵广空
中快线”，最大限度地缩短旅客

在地面停留和流转的时间，增
加航班频次，简化签转手续，提
高航班正常率，有效应对高铁
时代对民航产业的冲击，并将
持续在未来与高铁合作与竞争
并存的局面里占据主动。

2015年9月20日，位于贵阳
龙洞堡机场的龙洞堡铁路高铁
站正式开通，旅客下了飞机就
可以直接坐高铁，从机场到高
铁售票厅步行只需要3分钟。从
贵阳北站到龙洞堡高铁站之间
乘坐高铁也只需要8 . 5元车费，
10分钟车程，真正意义上实现
了空铁联运。“从长远看，高铁
势必会带动贵州经济旅游的发
展，对民航也是协同促进的作
用。”吴翔宇对贵州机场的未来
充满信心。

高铁时代主动出击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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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资料片）

贵阳龙洞堡机场候机楼。（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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