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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
時代， 「雙循

環」 成為中國經濟
領域高頻詞。放眼全

球， 「雙循環」 最典型
的參考案例就是美國經濟。
美國最初騰飛依靠的同樣

是 「外循環」 。美國早年也類似 「
世界工廠」 ，生產出的產品賣往世界

。南北戰爭之前，南方種植莊園的棉花特
別依賴歐洲市場。後來全球大打關稅戰，市
場逼近上限，出現嚴重過剩，股市崩盤成為

史上最驚慄1929大蕭條的導火索。
於是美國意識到：想可持續

發展，還需要一個龐大的國內
市場，生產出的東西自己也
能消化，這樣才能擺脫對國
際市場的依賴。

美國當時的大基建策
略是 「公路+機場」 。除了
消解產能壓力，更重要的是

基建促進了統一市場的形成和
生產要素的流通。隨着 「內循環」 逐
漸轉起來，美國從單一倚賴 「外循環
」 ，轉向 「雙循環」 驅動。1971年，
美國出現史上首次貨物貿易逆差，徹
底滑入了進口大於出口的經濟通道。

在今天中美關係形勢之下，龐大
機場具有更加現實和緊迫的意義。一
方面，在貿易衝突風波不斷的情況下
，需盡快提高內需能力，增強內循環
的能力。另一方面，想要加強科技的
自力更生，就需要提高內部生產力

的增速，超級機場的推進和落
地，就是要加速中國內部人

的流動、資本的流動、
信息的流動、產業的

流動。
綜合新浪新聞

、智谷趨勢

建灣區聯合管制中心 緩解空中塞車

▲設灣區聯合管制中心可推進灣區機場群協同
管控。圖為航空交通管制實訓課 中新社

▲在海南海口，
機務人員對國產
飛機進行繞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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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進步帶來時空壓縮
，物流需求也向強時效升級，
航空貨運在高端產業國際供應鏈
體系中的戰略優勢越發凸顯。當下
中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機場成為其中的有力支撐。廣東着力推
進 「5+4」 骨幹機場布局，並攜手港澳建設世
界級機場群，資本、貨物、人力資源三個要素聚
集於此，升級版物流展翅連線全球，壯大臨空經濟
，集聚高端產業，助力形成全方位開放發展新格局。

大公報記者 方俊明

重慶8月4日，重慶發布招標公
告，第二機場預選場址地在璧

山正興，規劃3-4條3200米-3800米的平行
跑道，飛行區等級為最高的4F級

杭州杭州蕭山國際機
場三期將新建建

築物面積達150萬平方米以
上，總投資規模在270億元
以上，主要工程計劃在
2022年亞運會前建成投運

成都當前，成都天
府機場工地現場

熱火朝天。一期建設3條跑道、
71萬平方米建築及相應配套設施，
預計2021年年中實現通航

蘇州過去蘇州與無錫共建一個蘇南碩
放機場，9月2日公開的交通部文

件，明確 「加快推進蘇州機場規劃建設」
，期待許久的機場終於箭在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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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空港經濟地位日益凸顯，機
場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也不斷提高。
在香港機場推進三跑道系統建設的同
時，深圳機場亦全面推進三跑道等新
一輪擴建工程。而惠州則將加快建設
千萬級新幹線機場，力爭發揮 「深圳
第二機場」 功能。位於粵東的揭陽潮
汕機場航站區擴建工程在今年2月 「疫
」 勢動工，地處粵西的湛江新機場則
基本完成航站樓主體工程，擬2022年
首季啟用。

貨運新趨勢：高價值時效強
「以往貨運多依靠航運，特別是

大宗貨物；但現在隨着科技創新，產
業轉型加速，越來越多的貨物趨於體
積小、高價值、時效強等特點，越來
越依靠航空，此趨勢自今年疫情以來
就更加凸顯。」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
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坦言，從內地發
展趨勢來看，航空貨運較客運的增長
潛力更大。因此，正在擴建中的灣區
機場群如何平衡客貨運成為焦點，如
新建的珠三角樞紐機場，貨運考慮是
重點。

作為廣州新機場，選址佛山高明
的珠三角樞紐機場計劃總投資350億元
，設計年客流量為3000萬至5000萬人
次，在廣東將僅次於廣、深機場，這
意味着該機場將成為珠江西岸設計客
流量最大機場。而白雲機場也再接再
厲，三期擴建工程近日正式動工，新
建第三航站樓及第四、五條跑道等工
程；待其建成後，旅客年吞吐量將達
1.2億，超越美國亞特蘭大機場（吞吐

量為1.1億），向着世界第一邁進。
同樣加速貨運步伐的還有深圳機

場。數據顯示，深圳機場今年已 「疫
」 勢新開和加密7個國際貨運航點，國
際定期全貨機通航點達21個，定期貨
運航線網絡實現五大洲全覆蓋。前8個
月，深圳機場貨郵吞吐量達85.7萬噸
，同比增長6.4%，貨量位居全國第三
，增速在全國百萬噸級機場中位列第
一。

10萬噸貨運 GDP漲356億
「機場是 『升級版』 物流，大灣

區形成更快速度的流通體系，將加強
助力國內國際雙循環。」 鄭天祥受訪
說。在內地興起機場建設新熱潮的同
時，臨空經濟持續 「加熱」 。目前內
地的國家級臨空經濟示範區已達14
個。

其中，廣州臨空經濟示範區僅今
年已簽約和動工項目達45個、總投資
超570億元。作為大灣區交通樞紐 「空
中窗口」 ，廣州白雲機場的國內旅客
量在內地率先 「疫」 勢恢復正常水平
，7、8月客運量連續位居全國首位，
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

路通，則財通。專家坦言，機場
群的建設將加速大灣區乃至整個內地
的人、資本、信息及產業流動，能大
大提高交通運營的整體效率，從而拉
動經濟發展。來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的一項相關研究表明，白雲機場每增
加100萬人次客運量、10萬噸貨運量
，可拉動廣東省GDP值分別增長120
億、356億元。

在構建 「雙循環」 的新發展格局下，
交通部日前批覆《交通運輸部關於深圳市
開展高品質創新型國際航空樞紐建設等交
通強國建設試點工作的意見》（下稱 「意
見」 ）指出，要推動大灣區空域管理體制
機制改革，探索在深圳設立大灣區聯合管
制中心，推進大灣區機場群層面信息共享
和協同管控。有專家認為，這不僅肯定了
深圳國際航空的中心地位，對機場貨運業
也是一大利好。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
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指出，深圳是大灣
區內的經濟龍頭，深圳機場位於大灣區腹
心地帶，位置絕佳。從大灣區的視角看，
深圳作為大灣區航空樞紐和聯合管制中心
名副其實。大灣區內所有機場都將在聯合
管制中心協同管控下開展運營，有利於提
升大灣區機場群整體競爭力。

「粵港澳大灣區機場群太密集了，以
往受制於航權審批和管理問題，從機場出

口或內銷的貨
運航班有時還得
排隊。」 在深從事物
流業二十多年的王楚鵬
表示，有了聯合管制中心參
與協調和管理，如能進一步簡
化貨運航權審批，放開高峰時段對
貨運航班的時刻限制，支持貨運航班
使用部分機場白天時刻的政策措施，將能
大大提升貨運效率。 記者 黃仰鵬

擴建機場群
➡ 各地加碼機場建設，北上廣三大航空樞紐擴建升
級，爭取達到國際城市的客流保障水平

完善交通網
➡ 加快城際軌道、高快速路等基礎設施

建設，完善旅客便捷出行、貨物
高效運輸的立體化綜合交通

體系，優化綜合服務功
能，提升國際航空

樞紐能級和全
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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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5+4骨幹機場布局
梅州機場

韶關機場

揭陽潮汕機場

惠州平潭機場
滿足年客量
500萬人次需求

深圳寶安機場
年客量將提升至
8000萬人次

珠海金灣機場
滿足年2000萬至
2500萬人次需求

珠三角樞紐（廣州新）機場
設計吞吐量5000萬人次
預計2022年建成

廣州白雲機場
年客量約1.2億人次

記者方俊明整理

湛江機場

空運空運：：11--1010天天

陸運陸運：：1414--1919天天

航運航運：：2323--4343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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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深圳機場國際
和地區貨郵吞吐量
逆勢增長14.5%
大公報記者
黃仰鵬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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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
500-1000公里

公路
500公里以下

航空
1000公里以上

▲湛江新機場設計圖
受訪者供圖

▼▼廣州白雲機場廣州白雲機場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攝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