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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全面啟用、機管局入股
珠海機場，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機場群建設，邁入新的里
程碑。根據廣東交通運輸部門估算，到2035年，粵港澳大
灣區將擁有七個運輸機場、17條跑道，旅客吞吐量達4.2億
人次，貨郵吞吐量超過2000萬噸，客貨保障能力比2020年
約提升一倍。

分析認為，目前區內各機場積極擴容發展，但主要機
場航線網絡重複建設情況普遍，同質化競爭激烈，且區內
空域結構複雜、機場群呈多中心發展格局，建議建立制
度，更好協調發展。

大公報記者 文梓

優勢互補實力強 打造世界級機場群
學者：大灣區將有七機場17跑道 須有效協調分工

深圳寶安機場
定位：加快建設國際航空樞

紐，強化區域航空樞
紐機場功能

航線：增加國家航班航線航點
數量，發展面向東南
亞及歐美地區的國際
航空客貨運輸網絡

升級：三跑道、T1、T2航站區
等改擴建工程預計
2026年完成

惠州平潭機場
定位： 「深圳第二機場」
航線：服務惠州和深圳東北部、東莞

東部、汕尾和河源等地區
升級：預計2028年完成二擴建工程

珠海金灣機場
定位：打造複合型國際幹線機場
航線：珠江西岸及周邊地區，主要發展客運

和國內、東南亞貨運航線網絡
升級：興建T2航站樓，預計2025年落成

選 址：佛山高明區
面 積：首期航站樓面積37萬平

方米，民航站坪設128個
機位

總 投 資 ：419.39億元人民幣
工 期：2024年到2027年
首期建設：兩條跑道

「西一跑道」 3800×45米
「東一跑道」 3600×45米
新建旅客航站樓、配套設
施等

交通配套：高鐵：彙集廣湛、珠肇、
深南3條高鐵
高速：新建佛肇雲高
速、江肇第二高速、肇
慶至高明（機場西部）
高速等途經或直達

吞 吐 量 ：旅客：到2035年達3000
萬人次，到2050年達
6000萬人次以上
貨物：到2035年，年貨
郵吞吐量50萬噸；到
2050年，年貨郵吞吐量
220萬噸

澳門國際機場
定位：增強澳門國際機場的功能，支持澳門

機場發展區域公務機業務
航線：連接澳門飛往世界各地
升級：機場擴建工程於2024年11月正式

動工，預計2030年完成

香港國際機場
定位：鞏固提升香港 「國際航

空樞紐」 地位，強化
「航空管理培訓中心」
功能；發展高增值貨
運、飛機租賃和航空融
資業務等

航線：是來往歐美、亞洲及大
洋洲航班的轉機點，是
東亞及東南亞國際客運
及貨運航空樞紐

升級：三跑道系統項目2024
年11月完成

廣州白雲機場
定位：國際航空樞紐機場
航線：通達歐美、澳洲、非洲及南美等地區
升級：三期改擴建工程：預計2025年完工

珠三角樞紐（廣州新）機場

大灣區機場
分布及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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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明確表示支持香港鞏固國際航空樞紐
的地位，並提出要推進大灣區機場錯
位發展和良性互動，以及在大灣區建
設世界級機場群。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擁有七座運
輸機場、11條跑道，包括香港國際機
場、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和深圳寶安國
際機場3座國際航空樞紐，澳門國際
機場和珠海金灣國際機場兩座幹線機
場以及佛山沙堤機場和惠州平潭機場
兩座支線機場。

香港打造千億「機場城市」
為更方便區內旅客和商務客往

來，各大機場均在紛紛擴容建設，其
中香港國際機場除了昨日全面啟用的
三跑道系統，還正在打造 「機場城
市」 ，整個發展預計投資逾千億元，
面積將擴大逾一倍。

除了練好內功，香港國際機場還
不斷加強與區內聯繫，發展與大灣區
其他城市之間的多式聯運網絡，其中
去年12月開通的 「經珠港飛」 直通客
運服務，能發揮港珠兩地機場互補的
優勢。香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
日前表示，可把服務推廣至更多香港
沒有直航的內地城市，從而結合香港
機場的國際航空網絡和珠海機場的國
內航空網絡，形成強大的協同效應，
以提升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在香港國際機場積極發展的同
時，大灣區內的其他機場也在發力。
其中廣州白雲國際機場，三期擴建工
程正在進行，建設第四、第五跑道，
預計2025年建成啟用後，旅客吞吐能
力將達到1.4億人次、貨郵吞吐能力
達600萬噸。深圳寶安國際機場的三
跑道擴建工程也在加速推進，預計到
2026年年旅客吞吐量將達到8000萬
人次、貨郵吞吐量260萬噸。

至於香港機管局剛剛斥資43億元
人民幣入股的珠海機場，也正進行擴
建工程，包括興建全新的T2航站樓，
目標於2025年落成啟用。屆時珠海機
場每年將可以處理旅客超過2700萬人
次。去年，珠海機場的年旅客處理量

超過1100萬人次。
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預測，到

2030年，粵港澳大灣區航空客貨運需
求量將達3.87億人次、2000萬噸。

然而，珠三角地區空域素有 「全
世界最複雜空域」 之稱，因區內空域
分屬不同民航機構管理，加上香港與
內地空域制度等存在諸多差異，還存
在航線網絡重複、同質化競爭激烈、
定位重疊等問題。香港中文大學航空
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及知識轉移主任
袁志樂指出，區內民航空域佔比少、
航班流量大，導致空域資源緊張，隨
着疫後航空業復甦，加上各地機場都
在積極推展擴容項目，空域不足問題
將日益凸顯。

倡設國家層面聯席會議協調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

授鄭天祥以疫前廣深港機場布局航線
情況來看，三機場均布局了21個國家
的航線，兩機場有重複布局的國家高
達35個，這導致機場間互搶客源情況
較嚴重。他直言，儘管灣區五大機場
自2001年起年年開會，但同質化競
爭、定位重疊、空域虛耗等問題仍未
解決。

全國政協委員、太古集團董事
鄧健榮早前建議，要設立更高層面
（如國家層面）的協調機制，參考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模式，成
立大灣區航空業委員會。團結香港基
金副總裁兼研究部聯席主管葉文祺也
認為，隨着大灣區內各主要機場將在
未來數年相繼完成擴建，建議區內各
機場之間應建立聯席會議制度，以更
好協調整個機場群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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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鞏
固和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推
進大灣區機場發展和良性互動，區內
各機場不僅要加強溝通，還要積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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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場三跑道系
統昨日舉行啟用
典禮。

大公報記者
蔡文豪攝

▼三跑道系統啟用，有助
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
紐地位。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工商界發光發熱善用三跑新系統 做好三港大文章
香港中華總商會第54屆會董

就職典禮昨日舉行，行政長官
李 家 超以視像方式致賀辭，表示
香港的工商界和企業家是推動經
濟發展的主力軍，每一位都要積
極為香港發展勇於擔當、挺身而
出。相信中總將繼續與特區政府
攜手合作，促進業界積極發展，
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為國家、為
香港作出更大貢獻。

連任中總會長的蔡冠深則表
示，香港工商界作為促進經濟發
展的主力軍，必須因地制宜，不
斷改革，鞏固和提升香港的優
勢，積極開拓新發展領域，充分
把握機遇，以自身所長貢獻國家
所需，主動支持特區政府拚經
齊、謀發展、惠民生。

香港工商界素有愛國愛港的
光榮傳統。從新中國成立，到改
革開放，再到香港回歸祖國，在
各個歷史時期，香港工商界始終
憑藉自身獨特優勢，奮力拚搏，
靈活應變，推動香港經濟的騰
飛，並積極參與國家建設和發
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為祖籍

寧波的香港工商界人士回信，充
分肯定他們用實際行動詮釋了
薪火相傳的愛國心、桑梓情。
習主席勉勵香港工商界繼續發揮
各自優勢，積極主動融入國家改
革開放大局，為中國式現代化建
設添磚加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貢獻。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月
初在深圳與香港工商界人士座
談，亦鼓勵香港工商界人士和企
業家堅持以港為家、倚港興業；
積極探索新產業、新業態；堅定
支持特區政府；堅守企業社會責
任；說好香港故事；主動對接國
家發展戰略，推動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在貢獻國家的同時推
動香港更好發展。

國家正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香港
也邁入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特
別是北部都會區建設，關乎香港
未來，正需要工商界發光發熱，
主動擔當。工商界挺身而出是香
港社會的熱切期盼，更是實現自
身更大發展的難得機遇。

昨日下午的赤鱲角機場，是萬眾矚
目的焦點。同一時間，國泰航空、香港
航空的航班分別於中跑道及南跑道同步
起飛，大灣區航空一班由舟山抵港的航
班於北跑道降落，這標誌着香港航空業
邁入 「三跑」 新紀元。在新發展階段，
香港要充分挖掘 「三跑」 潛力，進一步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航空樞紐
的地位，振興香港經濟，並為國家開放
作出更大貢獻。

造價達1415億元、歷時13年建成的
機場 「三跑」 系統，是香港有史以來規
模最大的基建項目，創造了多項香港和
世界紀錄。 「三跑」 系統啟用後，每小
時飛機升降量將由現在每小時69架，逐
步增至102架。10年後的2035年，3條跑
道合共每年可處理1.2億人次乘客及
1000萬噸貨物。 「三跑」 系統將跨越機
場本身的基本運輸功能，推動香港從
「城市機場」 到 「機場城市」 的蛻變。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啟用儀式上指
出，今年是國慶75周年， 「三跑」 今年
落成，別具意義；他並對未來機場發展
提出了三個要求：首先是要全速恢復航
空運力，再創新高峰；二是積極融合灣
區優勢，未來將機場城市擴展一倍，帶
動民航產業與大灣區各城市合作，共建

一流灣區；三是全力拓展國際聯繫，開
拓更多航線，特別是 「一帶一路」 航
線，提升行業競爭力。

由於三年疫情打擊，香港機場運輸
量一度大幅萎縮。去年初香港全面復
常，加上中央惠港、挺港政策陸續有
來，包括擴大個人遊城市、增加內地客
在港消費免稅額、考慮恢復深圳居民
「一簽多行」 等，為香港帶來滾滾客

流，既有力提振零售、餐飲、酒店等行
業，亦為香港機場增添新動能。但也要
看到，由於外圍大環境的影響，香港機
場貨運量雖已重回全球第一的位置，客
運量尚未恢復到疫前水平。 「三跑」 啟

用後要做好配套，盡快補齊人力不足等
短板，快速將運力恢復至疫前水平，並
在此基礎上實現新飛躍。

香港 「三跑」 正式營運，亦為共建
大灣區提供新動力。深圳、廣州、澳
門、珠海都有機場，且在不斷擴大規
模，大灣區多個機場並存的確存在一定
的競爭關係，但只要加強溝通協調，做
好市場分工，有利於發揮規模效應，實
現合作共贏。事實上，香港可利用現有
溝通機制，與周邊機場就空域、航權、
客源、人手等方面進行協調。出席 「三
跑」 啟用儀式的國家交通運輸部副部長

徐成光表示，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運中
心、航空物流樞紐地位，將有一系列政
策，為鞏固提升大灣區機場群、港口群
的國際競爭力和輻射帶動力，建成具有
全球影響力的交通樞紐集群提供支撐。
國家的支持，為香港航空業發展突破提
供了底氣，增添了信心。

「一國兩制」 賦予香港內通外聯的
獨特優勢，這是其他城市無法取代的。
香港航空業未來發展的重點，不是對內
競爭，而在於開拓更多的國際航線，特
別是加強與 「一帶一路」 國家的航空合
作，增加新客源。中東、東南亞、南美
等市場都是香港的拓展目標。一些非常
熱門、趨於飽和的傳統國際航線，有必
要盡快增加更多的航班。特區政府及有
關部門要抓緊「三跑」機遇，主動出擊。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香
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的機
制。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強調，香港以港
為名，憑港而興；一定要繼續在 「港」
字上做文章，要建設好海陸空三個港。
「三跑」 啟用是進一步建設好 「三港」

的契機，特區政府和有關部門需要全力
以赴，積極作為，做好這篇大文章，進
一步推進香港由治及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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