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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23-2029年中国民用机场市场研究与市场年度调研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准

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

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chinairr.org/report/R11/R1102/202308/30-554035.html

  产品价格：纸介版9800元  电子版9800元  纸介+电子10000元

  订购电话: 400-600-8596  010-80993936

  传真: 010-60343813

  网址:  http://www.chinairr.org

  Email: sales@chyxx.com

  联系人：刘老师 陈老师 谭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chinairr.org/report/R11/R1102/202308/30-554035.html


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民用机场是指专供民用航空器起飞、降落、滑行、停放以及进行其他活动使用的划定区域，

包括附属的建筑物、装置和设施。民用机场分为运输机场和通用航空机场。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又好又快的发展轨道，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航空运输

需求旺盛，民用机场建设掀起新一轮发展高潮。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民用机场建设的

投入，逐步拓宽了机场建设融资渠道。 

2021年，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44055.7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5.5%。2021年，全行业完成货邮

运输量731.84万吨，比上年增长8.2%。2022年，我国境内运输机场（港澳台地区数据另行统计

，下同）共有254个，其中定期航班通航运输机场253个，定期航班通航城市（或地区）249个

。2022年我国民用运输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52003.3万人次，比上年下降42.7%，完成货邮吞吐

量1453.1万吨，比上年下降18.5%。2023年1-2月，中国民航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53.2亿吨公里，

完成旅客运输量8297.5万人次，完成货邮运输量94.2 万吨，完成旅客周转量1338.3亿人公里，

完成货邮运输量36.5亿吨公里。 

2022年年内定期航班新通航运输机场有：新疆昭苏天马机场、阿拉尔塔里木机场、塔什库尔

干红其拉甫机场，湖北鄂州花湖机场，西藏山南隆子机场、日喀则定日机场。年内定期航班

新通航的城市（或地区）有：新疆昭苏、阿拉尔、塔什库尔干，湖北鄂州，西藏山南、日喀

则。湛江机场迁至湛江吴川机场，达州河市机场迁至达州金垭机场。 

民航局按照《支线航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对航空公司运营连接年吞吐量200万以下的中小

机场的支线给予补贴。2020年民航局联合财政部修订出台了新的《民航中小机场补贴管理暂

行办法》，对地面交通不便地区的小机场补贴标准上浮40%，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交通运

输部2021年1月印发了《关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意见》，也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提

出大力完善综合交通网络，新增民用机场30个以上，加强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设，加快补齐

冷链物流等短板，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具体来看，将实施上海浦东、广州

白云、深圳宝安、西安咸阳、重庆江北、乌鲁木齐地窝堡、长沙黄花、福州长乐等枢纽机场

改扩建和厦门新机场、呼和浩特新机场等项目。 

根据&ldquo;十四五&rdquo;规划建设纲要，未来五年民航局还将规划建设朔州、嘉兴、瑞金、

黔北、阿拉尔等支线机场。根据2021年2月25日发布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到2035年，国家民用运输机场达到合计400个左右。2020年，全国颁证的民用运输机场241个。

这意味着未来15年，中国将新增150多个机场，平均每年新增10个机场。未来15年，将重点建

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四大世界级机场群，推进郑州、天津、合肥、鄂州

四个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建设，将布局40个左右的区域航空枢纽，构建起四通八达、联通全球

的空中运输网络。2023年3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印发《民用机场跑



道外来物探测设备无线电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ldquo;加

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rdquo;的重要举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民用机场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等法规规章制定，立足产

业现状和技术发展趋势，满足民用机场跑道安全管理应用需求。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民用机场市场研究与市场年度调研报告》共十三章

。首先介绍了机场、民用机场的定义、特点及民用机场的经济属性等，接着分析了国际国内

民用机场行业的发展状况，并具体介绍了中国民用机场的建设进展情况。然后，报告对民用

机场行业做了细分市场分析、商业化运营分析、竞争及整合分析、主要机场发展分析、投融

资分析、趋势及前景分析。最后，报告详细列明了与民用机场业密切相关的政策与法规。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民航局、交通运输部、财政部、产业研究报告网、

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民用机场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

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

单位若想对民用机场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民用机场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

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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