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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專家：港擁自主航權
國際航空樞紐地位無可取替

《民航局
關於支持粵港

澳大灣區民航協同發展的實施意
見》明確指出，鞏固提升香港國際
航空樞紐地位，着力提升廣州國際
航空樞紐的規模和功能，提升深圳
機場國際航空服務和航空貨運保障
能力，完善提升澳門機場服務功
能，提升珠海機場保障能力。內地
民航專家李瀚明（圓圖）認為，珠
三角的機場發展挑戰本質是 「土地
問題」 ，但他認為目前大灣區內五
大機場已有錯位發展。

李瀚明接受《大公報》
採訪時說， 「由於 『一國
兩制三個司法管轄區四
個口岸五座機場』 的現
實，使得珠三角五座機
場不可能像倫敦或者紐約
那樣，完完全全去按市場化的
原則去運作。使得珠三角機場之
間、航空公司之間，有一種各自有
他人無法染指的核心市場，又各自

嘗試在對方市場上去滲透的競爭
格局。」

「香港和澳門機場的
核心優勢毋庸置疑，就

是其在 『一國兩制』 下獨
立於中國內地的獨立航權。」

李瀚明認為，香港始終是珠三角乃
至整個中國重要的國際樞紐，具有
無可取替的獨特地位。

市場有競爭 消費者得益
但就國際航線而言，他稱廣州

的國際航線要特色得多， 「廣州素
有 『第三世界首都』 盛名，因此在
廣州的國際航班中，中東阿拉伯世
界同非洲國家的航班甚多，甚至有
如伊朗德黑蘭等香港沒有的目的
地。」 而深圳則在中國國內航線上

具有相當重要的節點，亦有不
少港人會經深圳機場前往內
地各地。

李瀚明最後談到，
目前五座機場已有一些
錯位──廣州是一個國內

國際相互補充的機場；在珠
三角東西兩岸，香港和澳門專精

國際，在珠三角的國際航線上有壓
倒性的重要地位，而深圳以國內為
主，珠海專精國內（珠海機場並無
口岸而無法執行國際航班）。他相
信，這種競爭和挑戰有利於包括本
港市民在內的所有消費者的，因此
認為 「無必要去刻意強調融合發
展，順其自然即可，順水推舟水到
渠成。」

提升實力為統籌和
協調各大機場

和航空公司，全國政協委員、太古
集團董事鄧健榮提出，建立大灣區
航空業委員會，從更高層面（例如
國家層面）制定協調機制，協助大
灣區航空業的政策創新。他建議，
要關注三方面事項，包括明確各機
場之間的差異化和協同化；優化資
源要素分配，鼓勵合作共贏；以及
便利人流，做大做強大灣區航空業
市場，由市場主導推動大灣區航空
業健康有序發展。

根據《民航局關於支持粵港澳
大灣區民航協同發展的實施意
見》，將構建以香港、廣州、深圳
國際航空樞紐多核驅動，澳門、珠
海等機場多點聯動的區域協調發展
新格局。鄧健榮認為，委員會可根
據有關定位，對幾大機場之間的差
異化和協同化起到統籌、協商、明
確、落實的作用。

其次，鄧健榮建議委員會負責
協調大灣區整體市場，優化航空資
源要素的分配，包括航線網絡布
局，分配原則應盡量遵循每個城市
和機場的不同優勢及特點定位，務
求平衡互補，旨在提升大灣區機場
群的整體競爭力。再者，需優化大

灣區內的空域和空管協作，加大力
度解決現有空域限制問題，釋放更
多民航空域，提升空管效率。

強化基建 一小時互相通達
最後是善用交通基建資源，使

大灣區本地居民和國際旅客可更便
利地選擇適合自己的航班，一小時
內自由到達區內任何一機場，是做
大做強大灣區航空業市場的關鍵。
在鄧健榮看來，參照西九龍高鐵站
「一地兩檢」 的創新思維，委員會

可根據實際情況提供建議，促進更
多政策創新，如通過人臉識別等科
技助力加快通關流程；參照APEC
商務旅行卡，為海外遊客創建一個
大灣區旅行計劃卡等。

鄧健榮倡設立委員會
按機場定位分配資源

▲大灣區空管合作機制持續完善，以提升空域運行效率。圖為香港國際機場。
大公報記者 林靜文、曾敏捷、方俊明

粵港澳大灣區機場群之間有競爭也有合作，包括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和珠
海在內的五大機場，自2001年起已開始探索航空業如何打造珠三角地區的服

務品牌，提升總體競爭力，促進地區經濟發展；而香港民航處、中國民航局及澳門
民航局也是自2004年起成立工作小組，制訂優化航空交通管理和規劃措施。

措施包括積極探索應用新導航技術，推進大灣區空管運行的創新升級，提升空
域運行效率。分析認為，隨着打造粵港澳大灣區 「世界級機場群」 邁進全面提升
期，機場群合作體制機制亟待創新，實現合理分工和差異化經營尤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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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
•香港國際機場倡導發起珠江
三角洲五大機場論壇（2001年
至2003年間由成員機場輪
流主辦後再沒
有召開）

2007年6月
•珠三角地區五大機場會議在

港舉行，五大機場同意重啟及
擴大溝通合作，建立
一個更緊密的合
作機制

2009年3月
•首屆 「珠江三角

洲五大機場主席會議」 於
廣州召開，聯合簽署《大珠三

角地區五機場落實〈珠三角
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行

動綱領》，就五大機場發展定
位、共同爭取拓展珠三角空
域等六個方面達成共識

2016年12月
•會議更名為 「大

珠三角五大機場主
席會議」

2019年11月
•為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會
議更名為 「粵港澳大灣區五大機場主席會議」

大灣區機場群存在航線網絡重複、同質化競
爭激烈、定位重疊等問題，且區內空域結構複
雜，成為制約大灣區航空業發展的樽頸。事實
上，自2001年以來，五大機場便開始攜手合
作，意在創新開拓、共同發展。

2009年，首屆 「珠江三角洲五大機場主席
會議」 （簡稱A5會議）於廣州召開，聯合簽署
《大珠三角地區五機場落實〈珠三角洲地區改革
發展規劃綱要〉行動綱領》，就五大機場發展定
位、共同爭取拓展珠三角空域等六個方面達成共
識。有關會議後於2019年11月更名為 「粵港澳
大灣區五大機場主席會議」 。

香港機管局發言人指出，大灣區內五大機場
定期舉行會議，商討如何加強合作，促進及加強
機場間的合作與共同利益。隨着區內經濟發展，
對航空交通的需求遠遠大於供應。其間亦會與大
灣區內的機場就空域進行協調，滿足大灣區快速

增長的航空交通需求，為建設世界級大灣區機場
群提供支持。

據介紹，近年 「粵港澳大灣區五大機場主席
會議」 分別圍繞綠色低碳、後疫情時代的機場管
理模式、新發展空間等主題進行討論，探索合作
空間。

運輸及物流局：正討論新航路
粵港澳大灣區的空域管理協同也備受關

注，香港民航處、中國民航局及澳門民航局
於2004年成立 「珠江三角洲地區空中交通
管理規劃與實施三方工作組」 ，以善用大
灣區內各機場的發展機遇和協同效應，以
及應付區內持續不斷增長的航機升降量。

香港運輸及物流局對《大公報》說，
三方工作組一直保持緊密合作和溝
通，於2021年完成《粵港澳大灣

區空域規劃快速模擬評估三方空域優化模型建模
評估工作報告》，現正討論大灣區一些新航路規
劃方案的可行性及商討提升區域流量管理效率的
措施，並積極探索應用新導航技術，推進大灣區
空管運行的創新升級，以期不斷提升大灣區空域
的運行效率。

香港民航處會繼續透過三方工作組，積極研
究和落實各項優化大灣區的空域管理措施，鞏固
香港作為國際及區域航空樞紐的地位，並配合

大灣區、國家以至亞太地區航空量持續增長
的需要。

完善進離場程序 緩解瓶頸
中南空管局相關部門負責人透露，近
年內地與港澳多部門致力提高空管
運行效率和空中飛行流量，以緩解
珠三角地區空域緊張問題。其中，

選擇珠三角地區開展空域精細化管理改革試點。
同時，中國民航局、香港民航處及澳門民航局三
方工作組搭建 「空域模擬仿真評估平台」 及開展
數據共享，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空域仿真建模，為
灣區空域優化調整提供科學的決策支持。目前正
持續完善大灣區空管合作機制，並積極探索應用
新技術，以推進大灣區空管運行的創新升級。譬
如，運用新航行技術優化灣區機場航空器空中進
離場飛行程序，從而緩解空域瓶頸，提升區域航
班容量。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建
議，在優化大灣區空域結構和規劃的前提下，灣
區機場群可加強與軍方、民航局空管局的溝通，
爭取民航局空管局對大灣區空域資源進一步開放
和優化，實現空域資源的釋放。也有專家建議，
爭取國家支持在大灣區率先探索打造 「自由飛行
區」 ，吸引全球更多航空公司開闢新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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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航局、香港民航處及
澳門民航局成立 「珠江三角洲
地區空中交通管理規劃與實施
三方工作組」

•制訂《珠江三角洲地區空中
交通管理規劃與實施方案（2.0
版 本）》 （ 「 《2007 年 方
案》」）

•簽署《強化內地與港澳民航
空管珠江三角洲地區空中交通
管理規劃與實施三方合作交流
機制協議》

•完成《粵港澳大灣區空域規
劃快速模擬評估三方空域優

化模型建模評估工作
報告》

▼

鄧健榮提出，建立大灣區
航空業委員會。

大灣區空中交通管理合作歷程

▼香港機場是珠三角乃至中國
重要的國際樞紐，具有無可取
替的獨特地位。

內地與港澳研新技術內地與港澳研新技術
提升灣區空域效率提升灣區空域效率

設模擬平台數據共享 優化飛行路線增容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