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２０２５年形成三大
世界级机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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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１５日透露，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日前

已经正式印发。计划到２０２０年，运输机场数量达到２６０个左右，２

０２５年形成三大世界级机场群，到２０３０年，机场布局进一步完善，

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根据规划内容，未来将统筹东中西部机场协同发展，重点增加中西部

地区机场数量，鼓励相邻地区打破行政区划分割，合建共用机场。计划到

２０２０年，运输机场数量达２６０个左右，北京新机场、成都新机场等

一批重大项目将建成投产，一批支线机场投入使用。到２０２５年，形成

三大世界级机场群、１０个国际枢纽、２９个区域枢纽。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世界级机场群形成并快速发展，北京、上海、广州机场国际枢纽竞

争力明显加强，成都、昆明、深圳、重庆、西安、乌鲁木齐、哈尔滨等国

际枢纽作用显著增强。到２０３０年，机场布局进一步完善，覆盖面进一

步扩大，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具体内容包括，完善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机场

群，到２０２５年，在现有机场基础上，新增布局机场１３６个，全国民

用运输机场规划布局３７０个，规划建成约３２０个。其中，华北机场群

将规划新增沧州、介休、正蓝旗等１６个机场，总数达４８个。东北机场

群将规划新增铁岭、四平、绥化等２３个机场，总数达５０个。华东机场

群将规划新增嘉兴、蚌埠、瑞金、宁德、菏泽等１６个机场，总数达６１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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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机场群将规划新增周口、荆州、湘西、韶关、贺州、儋州等２４

个机场，总数达６０个。西南机场群将规划新增武隆、甘孜、威宁、楚雄

等２９个机场，总数达７８个。西北机场群将规划新增宝鸡、平凉、共和、

石嘴山、塔什库尔干、且末（兵团）等２８个机场，总数达７３个。同时，

研究内蒙古朱日和等３８个机场的布局，远期运输机场规模将达到４０８

个左右。 

另外，在规划建设中，将拓宽机场建设投融资渠道，探索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模式（ＰＰ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吸引社会资本。 

据介绍，目前民航发展仍将面临资源不足的问题，尤其是以机场为主

的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航空需求。（新华社记者李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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