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萧山机场周边地区发展临空经济的规划思考 

文/王建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市场经济竞争的加剧，使得具有时间价
值指向的产品及生产方式在经济发展中比重越来越大，航空运输这种快速便捷的运输方式起到了愈
来愈重要的作用，机场对周边地区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影响力愈来愈强。在各大机场周边地区
聚集了大批相关产业，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这种特有的经济形态，通常称之为“临
空经济”。 
   一、杭州萧山机场周边地区发展临空经济的可行性分析 
   机场的产生和发展是临空经济产生的动因之一，但机场的作用仅是为临空经济的产生提供了
潜在的可能性，不是所有的机场都能形成临空经济。国内外临空经济的发展经验表明，临空经济的
形成一般需具备四个客观条件： 
   一是机场的性质和规模，即必须是枢纽机场或中枢机场，且客流量和货流量需达到一定的程
度后，这个地区才能形成临空经济。杭州萧山机场2005年旅客吞吐量762.3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20.5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20.3%和59.9%。机场二期总体规划确定萧山机场的性质为大型枢纽机
场，预计至2015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2250—256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将达到40万吨；至2035年，
旅客吞吐量预计将达到5200—589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将达到90万吨。因此，随着萧山机场二期的
建设，机场规模和航线资源的迅速扩大，机场周边将逐步具备发展临空经济的条件。 
   二是机场周边的城市以及这个国家经济进入到一定的发展程度之后，临空经济才能形成。
2005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700美元，杭州市人均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机场所在地萧山区
的人均生产总值超过了6000美元，发展临空经济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 
   三是企业的区位需求也是临空经济产生的动因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具有时间价值指向的
企业为节约研发时间和新产品以最短的时间进入目标市场采用柔性化生产方式，时间价值成为影响
企业的成本与收益的重要区位因素，企业趋向于机场周边以获得更高的利润。近年来，杭州萧山机
场周边城镇在产业发展上的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高科技企业和依托航空运输的企业纷纷在机
场周边城镇落户。机场周边经济环境的改变和机场的有机结合将共同促进临空经济的发展。 
   四是机场周边的交通条件以及机场与城市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影响到临空经济发展的进程。杭
州萧山机场周边交通发达，通过已经建成的杭甬高速、杭金衢高速、机场高速以及红十五线、青六
线等高等级公路，可以方便地与浙北、苏南广大地区以及杭州各城区和机场周边城镇联系。根据萧
山道路交通规划，今后还将建设连接机场与杭州主城的快速轨道交通，在机场东侧规划建设连接杭
甬高速和沪杭高速的钱塘江萧山通道和连接义蓬组团、瓜沥组团和萧山城区的头蓬快速路，在机场
北侧规划建设连接杭州主城和萧山通道的江东快速路，在机场西侧规划建设连接机场高速和钱江九
桥的滨二路，在机场南侧规划建设连接机场和萧山东片地区乃至绍兴地区的机场东路，逐步在机场
周边形成一条轻轨、四条高速公路、两条快速路和四条一二级公路组成的地面交通网络。优越的交
通条件也为杭州萧山机场周边地区发展临空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杭州萧山机场周边地区发展临空经济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但萧山机场周边地
区临空经济的发展刚处于起步阶段，为使萧山机场周边地区临空经济的发展纳入有序、健康的发展
轨道，有效整合机场周边地区资源，以机场二期扩建为契机，在临空经济发展初期研究和制定机场
周边地区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科学地规划建设临空经济区显得尤为必要。 
   2 萧山临空经济区规划建设的总体思路 
   临空经济区指的是由于机场对周边地区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影响，促使在机场周围生
产、技术、资本、贸易、人口的聚集，形成的具备多功能的经济区域。该经济区域并不存在一个有
形的范围，但由于临空产业大多集中在空港周围15公里范围内，或在空港交通走廊沿线15分钟车程
范围内，因此萧山机场周边该区域范围内是萧山临空经济区规划研究的重点，但研究时必须放在区
域经济背景下，充分考虑机场的纵深影响范围，在狭义临空经济集群（如浙北、苏南地区）和广义
临空经济集群（如长三角）层次上制定发展思路。 
   2.1 根据临空产业的地域分布特征，深入研究临空产业的布局结构 
   按照临空产业对机场的依赖程度，可以将临空经济区产业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直接为机场服
务的产业，即空港配套产业，包括空港运营相关产业如飞机后勤服务、旅客服务、航空货运服务、
停车场服务等项目，航空公司总部、地区总部或其办事机构等。通常这类产业集中于空港区范围，
即在机场周边的1km范围内。二是直接为航空运输业服务的产业，包括航空物流业、邮件快递业、



 

商业零售业、航空食品业、航空器维修业、保税仓储业等。这些产业的发展直接取决于机场客、货
运量的增长。另外，航空公司总部的落户，还带来机场周边地区房地产开发、生活后勤基地建设、
娱乐设施、大型超市、金融机构等等的需求，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服务业方面。 
   由此可见，临空经济区内各类产业因与机场的联系紧密程度不同，在机场周边的空间上表现
出不同的区位选择，造成机场周边地区通常呈现同心圆式的圈层产业布局结构，但这种结构随着机
场通往市区的交通干道及联系成本的大小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形，有些呈现出组团式空间结构。因此
在规划建设临空经济区时，应首先把握临空产业的地域分布特征和空间布局结构，使临空经济区的
规划结构与临空产业的布局要求相适应。 
   2.2 开展临空经济区规划研究，编制机场周边地区战略发展规划 
   从国内外机场所在地的发展看，无论是机场本身规划，还是机场周边地区发展规划都经过了
长期而科学的论证，严格按规划实施。为此，应根据机场总体规划的要求综合考虑机场噪音、净空
和电磁环境等限制因素的影响，做好机场周边地区土地利用适宜度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土地利
用规划和战略发展规划。机场周边地区土地资源紧张，如不加以控制，容易分散建设浪费资源。为
此，确立机场周边地区发展战略，必须充分注意地域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特征，加强统一协调和
控制。一般而言，机场周边地区土地利用规划可分为核心区、控制区、不可建设区和开发建设区四
种模式。核心区指机场场址用地范围，其功能是满足机场承载客货运输、飞行安全、服务和后勤辅
助方面的要求。 
   2.3 正确处理机场和周边地区的关系，有效整合各类资源 
   临空经济的发展是机场和周边地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规划建设临空经济区的目的
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结构、完善城市功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发展。在萧山机场
周边地区规划的研究和编制过程中，应十分注重机场对周边地区产业布局的影响和周边地区各类资
源的有效整合。 
   一是机场周边地区规划的空间结构要与机场的功能分区相适应。机场作为客货运输的基地，
它的功能主要是满足旅客、货物的顺畅流动，通常在客货并重的机场，机场的客运与货运功能分区
是明确分开的，候机楼主要是旅客运输的区域，机场仓储物流中心是货物运输的区域，在规划周边
地区的空间结构时，与机场联系紧密的产业需要仔细考虑与机场功能分区的位置接近，例如萧山机
场的未来货运中心在其西部和东部两端，那么临空经济区的航空物流园区和快递急送产业一定与货
运中心接近，这样能够减少无效运输距离，增强运输效率。 
   二是应整合规划、土地、产业、服务和管理等资源，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益，实现产业间的
配套、协调发展，为临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软硬环境，加强机场周边地区协调管理。 
   临空经济发展之前，机场在城市规划中仅作为一个交通设施，加上机场封闭运行的行业特殊
性，较少考虑机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往往把它处理成规划及经济上的“孤岛”。随着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具有时间价值指向的高科技产业和航空运输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机场地方化的推进，机场和
机场周边地区的融合成为必然。 
   杭州萧山机场周边地区涉及靖江、义蓬、南阳等多个建制镇，其中义蓬、南阳又是义蓬组团
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各建制镇现阶段仍按各自的城镇总体规划进行建设，容易造成各地区的无
序竞争和资源整体配置的低效率，造成地区发展及土地利用的整体协调性差异。鉴于机场周边地区
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实现机场和地方的对接，在开展机场周边地区规划编制时有必要对各
个层次的规划进行整合，重视各区块产业间的协调和配套，对机场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进行统一的规
划和管理。 
   3 萧山临空经济区规划的初步设想 
   基于以上对临空经济的发展条件的分析，我们认为杭州萧山机场周边地区发展临空经济是可
行的，但应根据临空产业的类型及其地域分布特征落实一定的产业发展规划措施。根据机场发展和
机场周边村镇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有关规划，我们提出萧山机场周边地区规划的初步设想为： 
   3.1 总体发展战略：依托现状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城镇，有控制地进行城市化建设发展；结合
交通干线选择用地适宜的地区，适当发展机场相关产业和机场带动产业，促进机场周边地区的经济
发展，同时为机场的运营和发展提供支持。 
   3.2 规划结构及其土地利用模式：根据机场周边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有关规划，结合交通干道
布局，在总体结构上，建议以圈层式和组团式相结合的空间结构组织机场周边地区；以高速公路、
快速路和主干道构架多层次的道路网络；形成以机场为核心，结合现有城市化建成地区或交通干道
组团式布置建设开发区块的总体空间布局。以“核心区—不可建设区—控制区—开发建设区”四个
层次对地区发展加以控制的土地利用模式，创造土地利用高效、和谐，自然生态景观与城市景观相
融合的景观丰富、优美，交通便捷、设施先进的机场周边区域。 
   3.3 开发建设组团规划：根据机场总体规划确定的功能分区和机场周边地区实际情况，建议
以机场为核心，规划以下开发建设组团： 
   东南部：以靖江镇为依托，吸引国内外航空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落户，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及

 



其配套服务产业。 
   东部：与机场东货运区相对应，发展航空快递、急送产业，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落户。 
   东北部：以义蓬镇为依托，发展具有高时效性、高附加值的相关产业和临空工业，主要是技
术和资金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 
   西部、西北部：与机场西货运区相对应，建设集货物分拨、配送、整理、加工、仓储、展
示、展销和信息服务为一体的航空物流基地。 
   西部、西南部：发展商务办公、商业服务产业，吸引国内外航空公司办事机构和旅游公司、
贸易公司进驻，发展文化娱乐、商业服务产业。  
   （作者单位：杭州市萧山区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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