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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航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产业，是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助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引

擎。

本规划综合考虑山东综合交通、区域经济、产业布局、城镇

格局、资源禀赋等要素，合理布局民用机场，科学安排建设时

序，为促进民航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本规划期限为２０１８－２０３５年，近期到２０２２年，中期到

２０２５年，远期到２０３５年。规划期内依据全省民航业发展外部条

件和环境变化，适时进行修编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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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展现状及面临形势

（一）发展现状。

１．基础设施有序推进。运输航空方面，全省现有济南遥墙、

青岛流亭、烟台蓬莱、威海大水泊、临沂沭埠岭、济宁曲阜、日

照山字河、潍坊南苑、东营胜利９个运输机场，数量位列全国第

６位，是华东地区运输机场数量最多的省份，每万平方公里分布

０．５７个机场，密度位居全国第８位，形成了 “两枢一干六支”①

机场格局，有力地支撑了全省民航业发展。通用航空方面，全省

现有蓬莱沙河口、滨州大高、平阴农用、平阴孝直、莱芜雪野、

德州平原６个颁证通用机场。其中，蓬莱沙河口、莱芜雪野、平

阴农用等机场是华东地区建设较早的通用航空基础设施，为全省

海事救援、航空运动、农林航空作业提供了较好保障。

表１　全省民用运输机场现状

机场名称 机场性质
飞行区

等级

跑道长度

（ｍ）

航站楼

面积

（ｍ２）

设计目标

目标年
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济南遥墙 民用 ４Ｅ ３６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１５００

青岛流亭 民用 ４Ｅ ３４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１８００

烟台蓬莱 民用 ４Ｅ ３４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３０ ２３００

威海大水泊 军民合用 ４Ｄ ２６００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２８ ４００

临沂沭埠岭 民用 ４Ｄ ３２００ １７６００ ２０２５ ３５０

济宁曲阜 军民合用 ４Ｃ ２８００ ９７４０ ２０１５ ４２

日照山字河 民用 ４Ｃ ２６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０２５ ９０

—５—

① “两枢一干六支”是指：济南遥墙、青岛流亭两个枢纽机场，烟台蓬莱一个干线机场，

威海大水泊、临沂沭埠岭、济宁曲阜、日照山字河、潍坊南苑、东营胜利六个支线机场。



机场名称 机场性质
飞行区

等级

跑道长度

（ｍ）

航站楼

面积

（ｍ２）

设计目标

目标年
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潍坊南苑 军民合用 ４Ｄ ２６００ ８１２５ ２０２０ ６０

东营胜利 民用 ４Ｄ ３６００ ２５３８０ ２０２０ ８０

表２　全省通用机场现状

序号 机 场 名 称
类型

等级

可使用最大机型／

设计机型
跑道尺寸 （ｍ）

１ 蓬莱沙河口机场 Ａ１ 塞斯纳２０８Ｂ ８００２３

２ 滨州大高通用机场 Ａ１ 塞斯纳２０８ ２０００４５

３ 平阴农用机场 Ｂ Ｙ５Ｂ、Ｎ５Ａ ６００４０

４ 平阴孝直通用机场 Ｂ Ｙ５－Ｂ ６００４０

５ 莱芜雪野通用机场 Ａ２ Ｙ５－Ｂ ５００２７

６ 德州平原通用机场 Ｂ Ｙ５－Ｂ １０００３０

　　２．服务能力不断提升。２０１７年，山东省民用运输机场完成

旅客吞吐量５０１６万人次、货邮吞吐量４２万吨，位居全国第７

位、第１０位，华东地区第３位、第５位，其中旅客吞吐量同比

增长１９％，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２．８％；全省民用运输机场开通

航线５００余条，其中国际航线６０余条，覆盖国内外重点联系城

市。其中，青岛流亭、济南遥墙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２３２１万、

１４３２万人次，位居全国１５、２５位；青岛流亭机场完成货邮吞吐

量２３万吨，位居全国第１５位。

３．航空制造集聚发展。全省现有山东滨奥、海特高新、中

俄直升机、泊鹭 （山东）飞机等航空制造企业，空客 Ｈ１３５型直

升机总装生产线落户青岛，钻石ＤＡ４０型系列飞机年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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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多架，广泛应用于航空培训、航空旅游、航空运动、休闲娱

乐等领域，初步形成青岛开发区、滨州大高、莱芜雪野、威海临

港区等航空产业集聚区。

４．试点示范引领发展。青岛飞行管制分区被列入国家第一

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２０１１年年底青岛飞行管制分区试点

方案获国家空管委批准，共划设４个监视空域、４个报告空域。

２０１６年，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落户青岛胶东，将依托青岛胶

东国际机场，建设以航空运输为基础、航空关联产业为支撑的产

业体系；青岛市成为首批２６个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之

一；青岛市崂山风景名胜区成为国家通用航空旅游示范工程，临

沂市费县许家崖、泰安市徂徕山、栖霞市成为国家航空飞行营地

示范工程。

５．通航运营初具规模。２０１７年，山东通用航空企业作业

６．３万飞行小时，位居华东地区首位；共有１８家经营性通用航

空企业，２家非经营性通用航空单位；共有有人驾驶航空器１９７

架，植保无人机４１８架，省林业厅配置１架 Ｍｉ－２６直升机，初

步形成了以航空培训、农林作业、公务航空、航空旅游、医疗救

护等多种业态发展格局。

（二）存在问题。

１．总体规模偏小。山东省人口数量位居全国第２、经济总量

位居全国第３，而２０１７年机场旅客吞吐量仅排名全国第７，货邮

吞吐量排名全国第１０，运输机场服务能力与人口、经济地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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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匹配。山东通用机场建设起步早，但近年来全省通用机场建设

速度放缓，虽然通用机场数量在华东地区排名前列，但通用机场

每万平方公里个数仅相当于美国的１／５４、德国的１／３８、巴西的

１／８、加拿大的１／４，整体规模远不能满足发展需要，难以发挥

对产业的支撑和培育功能。

２．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全省目前１７个设区的市，到２０２５

年仍有５个设区的市没有布局民用运输机场，运输机场每万平方

公里个数仅相当于法国１／１２、英国的１／７、日本的１／４。从地面

交通出行便捷性看，部分设区的市民用运输机场连接城市交通仍

不便捷，国内国际航线结构不合理，仍不能满足开放型经济发展

需要；客货发展不平衡，货运潜力远没有得到发挥。从通用航空

发展看，绝大多数设区的市没有布局通用机场，通用机场网络没

有形成，通用航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民航业整体不能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

３．功能结构有待完善。现有民用运输机场功能定位仍不清

晰，青岛、济南、烟台等规模较大的民用运输机场在功能上存在

一定的同质性，支线机场特色不突出，制约了机场服务能力发

挥。我省通用机场结构不完善，Ａ２、Ａ３级通用机场普遍缺乏，

抑制了通用航空业多样化、特色化发展。

４．配套保障能力不足。繁忙机场和繁忙航路的空域资源紧

张，航班运行受限，影响了机场设施及其系统效能的充分发挥。

通用机场建设重机场轻保障、重建设轻管理等问题较为突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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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低空空域使用难度大，飞行服务站、通用航空固定运营基

地、维修服务站等配套设施建设滞后，成为我省通用航空业发展

短板。

（三）面临形势。今后一段时期，是我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

前列的重点时期，是民航业提质增效发展的关键时期，对民用机

场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１．国家和省民航发展战略要求加快民用机场建设。民航是

重要的战略性产业，是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现代交通方式。交通

引领发展，“城市的发展总是依托当时最先进的交通方式”。近年

来，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连续出台一系列支持民航业

快速发展、促进低空空域改革、促进通用航空业快速发展的政策

措施。规划建立布局合理、层次清晰、功能完善的民用运输机场

体系，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协调发展，构建全省立体化的现代综

合交通体系，是落实国家和省民航战略的重要表现。

２．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求加快民用机场建设。大众休

闲旅游时代，民用机场特别是通用机场建设，提供通用航空新消

费平台，促进 “通航＋”发展，可满足个性化、多层次、大众化

等新兴消费需求。同时，通用航空应急救援具有速度快、机动灵

活、对地面设施依赖小、突破空间障碍能力强等优势，建立健全

航空应急救援体系，能够提高城市综合治理和公共服务保障能

力，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９—



３．我省民航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要求加快民用机场建设。

对标国际和国内先进省份，我省民航业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十分

突出。与全省９个运输机场的现状相比，我省通用机场发展明显

滞后，截至目前，全省还有８个设区的市没有运输机场，绝大部

分设区的市没有通用机场，机场布局不平衡。航空网络不充分，

特别是洲际直航航线较少；通用航空刚刚起步，我省一些偏远、

交通不畅的地区享受不到通用航空带来的便利。构建充分的空中

交通运输体系，有利于全省均衡协调发展。

４．新旧动能转换要求发挥民用机场助推器作用。实施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需要加快民航业发展，特别是加快应用广泛

的通用航空建设发展。从全国乃至全球战略的高度大力发展临空

经济，促进航空产业聚集和快速发展，形成民航业全产业链条，

打造新经济增长点，培育全省经济增长新引擎，加快形成发展新

动能。同时，规划布局民用机场、健全航空网络，构建便捷、高

效的立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全面提升全省新旧动能转换支撑

保障水平。

５．开放创新型经济发展要求推进民用机场建设。加快创新、

扩大开放是我省经济发展不竭动力，加快民用机场建设，依托通

达的全球航空网络与全国乃至世界相连，汇聚各方优势资源要

素，打造我省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融入国家乃至全球产业体系的支

点，有利于促进我省 “走出去”“引进来”，发挥航空资源全球性

配置和产业国际化融合发展特点，促进开放创新型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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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

新发展理念，主动对接、融入 “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遵循市场规律，完善体制机制，既坚持市

场需求导向，又鼓励创造新消费需求，明晰功能定位，优化网络

结构，科学布局民用机场，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推动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培育我省新经济增长点，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走在前列提供有力支撑。

（二）布局原则。

１．坚持战略导向。站在全省看全国、看全球，将民用机场

布局放在优先位置，立足交通运输服务、新兴消费和生产服务需

求，以及应急救援、医疗救助等公共服务，分时序、分层次建

设，以点带面，逐步形成网络化服务，提升民航基础保障能力。

２．科学合理布局。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出发，发挥民航安

全、快捷、舒适、灵活的优势，有效衔接铁路、公路、港口等交

通运输方式，兼顾公平与效率，构建层次清晰、布局合理、功能

完善的机场体系，提升机场服务水平。

３．集约协同发展。统筹军民融合发展，高效集约利用现有

设施和资源，引导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基础设施、装备制

造、航空服务与生态环境同步协调发展。

４．确保持续安全。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理念，坚持专业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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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范化运行，明确标准程序，落实安全保障配套措施，确保

民用机场建设运营持续安全。

（三）发展目标。

１．到２０２２年，全省民用机场达到５２个 （不含Ａ３级通用机

场），其中运输机场１２个 （新增３个），Ａ１、Ａ２级和Ｂ类通用

机场４０个 （新增３４个），密度达到３．２９个／万平方公里，建成

一批Ａ３级通用机场，形成运输机场和通用机场分工明确、布局

合理的现代化民用机场体系，大部分设区的市拥有运输机场和若

干通用机场，建成与陆海交通衔接紧密、互为补充的空中交通网

络，客货吞吐量分别达到８５００万人次和８０万吨。

２．到２０２５年，全省民用机场达到６９个 （不含Ａ３级通用机

场），其中运输机场１２个 （新增３个），Ａ１、Ａ２级和Ｂ类通用

机场５７个 （新增５１个），密度达到４．３７个／万平方公里。空中

交通网络更加完善，客货吞吐量分别达到１．３亿人次和１３０万

吨。

３．到２０３５年，全省民用机场达到１１０个 （不含Ａ３级通用

机场），其中运输机场１６个 （新增７个），Ａ１、Ａ２级和Ｂ类通

用机场达到９４个 （新增８８个），密度达到６．９７个／万平方公里，

建成以运输机场和Ａ１级通用机场为枢纽、Ａ２级通用机场为骨

干、Ａ３级和Ｂ类通用机场为节点的机场网络体系，客货吞吐量

分别达到２．５亿人次和２６０万吨，现代化的机场群基本完善，民

航综合保障能力和运营管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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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布局方案

（一）总体布局。民用机场包括运输机场和通用机场两大类。

民用运输机场是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主要提供公共航空运输保

障服务；通用机场是保障通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主要提供工业、

农业、林业、渔业和建筑业的作业飞行以及医疗卫生、抢险救灾、

气象探测、海洋监测、科学实验、教育训练、文化体育等服务。

１．运输机场。到２０２２年，全省运输机场达到１２个，新增

布局菏泽机场、枣庄机场、聊城机场，增强青岛、济南、烟台区

域枢纽机场的竞争力，增强对周边的辐射能力，提升威海、东

营、临沂、日照等机场的发展水平。到２０２５年，青岛、济南、

烟台区域枢纽机场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对周边的辐射能力进一

步提升，威海、临沂、日照、济宁等机场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到２０３５年，全省运输机场达到１６个，新建德州、滨州、淄博、

泰安机场，建成 “三枢十三支”运输机场格局，形成渤海湾南部

运输机场群，机场群与城市群协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成为支撑

和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表３　山东省民用运输机场功能定位

类型 名称 功　能　定　位

枢纽机场

济南
国家区域性航空枢纽，环渤海地区重要枢纽机场，航空货运集散地和

快件处理中心，省会城市群经济圈航空客货运中心

青岛
太平洋西岸重要国际空港枢纽，面向日韩航空货运集散地和快件处理

中心

烟台
区域性枢纽机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骨干机场，航空货运集散地和

快件处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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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名称 功　能　定　位

支线机场

威海
中小型国际中转机场，贯穿南北重要城市航线经停站和中日韩空中交

通中转站

临沂 西部经济隆起带骨干机场，鲁南苏北地区区域性枢纽机场

济宁 旅游机场，主要服务于济宁都市圈

日照 满足旅游业发展为主导的支线机场

潍坊 满足旅游、临港产业为重点的支线机场

东营

服务黄三角、辐射环渤海、面向东亚的区域空港门户枢纽，环渤海区

域重要的通用航空服务基地，北方最大的国产大飞机服务保障基地和

通航油料供应中心

菏泽 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处物流中心

枣庄 省内重要支线机场，旅游机场

聊城 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物流中心

德州 旅游机场，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物流中心

滨州 济南、东营机场的备降机场，服务覆盖鲁北地区

淄博 服务于本地区的小支线机场

泰安 旅游机场

　　２．通用机场。根据 《通用机场分类管理办法》，通用机场根

据其是否对公众开放分为Ａ、Ｂ两类，Ａ类通用机场指对公众开

放的通用机场，指允许公众进入以获取飞行服务或自行开展飞行

活动的通用机场；Ｂ类通用机场指不对公众开放的通用机场。Ａ

类通用机场分为三级，Ａ１级通用机场指含有使用乘客座位数在

１０座以上的航空器开展商业载客飞行活动的Ａ类通用机场；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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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通用机场指含有使用乘客座位数在５—９座之间的航空器开展

商业载客飞行活动的 Ａ类通用机场；Ａ３级通用机场是除 Ａ１、

Ａ２级外的Ａ类通用机场。

（１）布局方案。

综合全省通用航空发展条件和需求，通用机场布局主要考虑

以下因素：①年旅客吞吐量较大的枢纽机场 （超１０００万）所在

地需要优先布局Ａ１级通用机场 （含公务机机场），满足城市交

通、新兴消费、公共服务等通用航空综合需求，疏解枢纽运输机

场非核心功能；②国家级通用航空综合产业示范区、航空旅游示

范工程、航空运动示范工程等地区需要优先布局 Ａ１级通用机

场，有利于加快促进通用航空业示范集聚发展；③经济不发达、

机场密度低、地面交通极为不便地区 （海岛、山区等）需要布局

Ａ２级以上通用机场，充分发挥改善交通与培育产业功能；④突

发事件易发多发地区需要布局通用机场，提供航空应急救援保

障；主要医院和医疗物资集散地等需要布局Ａ２、Ａ３级通用机

场，成为航空医疗救助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密集、交通易拥

堵的大中型城镇和交通枢纽等需要布局Ａ２、Ａ３级通用机场，有

利于扩大通用航空在区域综合治理与服务保障方面的应用；⑤

５Ａ级以上的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需要优先布局Ａ２级以上

通用机场，４Ａ级以上景区、重要体育产业基地等需要布局Ａ类

通用机场，培育大众消费为核心的通用航空消费产品；在经济较

发达、消费能力强的地区需要布局Ａ２级以上通用机场，有利于

培育娱乐飞行等新业态；⑥大型农场、重点林区、粮食主产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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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需要布局 Ａ２级以上通用机场，需要在深水码头布局 Ａ２、

Ａ３级通用机场，服务通用航空农林喷洒和港口引航等作业生产；

⑦在重点医院、重点学校、高速公路服务区、城市广场、体育

场、主要产业园区、１００米以上高层建筑楼顶等布局Ａ３级通用

机场。

到２０２２年，各设区的市、部分县 （市）和主要景点均有通

用机场，建立涵盖医疗救护、应急救援、航空旅游、飞行培训、

农林作业、城市管理等功能的通用航空服务网络。新增３４个

Ａ１、Ａ２级和Ｂ类通用机场，其中２８个Ａ１级通用机场、５个

Ａ２级通用机场、１个Ｂ类通用机场。到２０２５年，新增５１个

Ａ１、Ａ２级和Ｂ类通用机场，其中３７个Ａ１级通用机场、１２个

Ａ２级通用机场、２个Ｂ类通用机场。到２０３５年，新增８８个

Ａ１、Ａ２级和Ｂ类通用机场，其中４８个Ａ１级通用机场、３５个

Ａ２级通用机场、５个Ｂ类通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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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功能定位。

Ａ１级通用机场：是通用航空业发展综合性机场，提供通用

航空器试飞、本场训练、停场过夜、加油、航行情报、维修、托

管服务，具有较好的短途运输保障功能；是航空制造业和通用航

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基础保障设施，是通航小镇、国家级通用航

空示范基地和综合产业示范区的主要基地机场。

Ａ２级通用机场：提供民用航空器停场、过夜、加油等保障

服务，为航空制造业、通用航空运营、航空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

展提供支撑，是通航小镇、通用航空产业园区、通用航空示范基

地等的主要基地机场。

Ａ３级通用机场：主要服务于航空旅游、航空运动等新兴消

费服务，提供航空救援、娱乐飞行等水上通用航空器服务，提供

直升机起降商业服务。

Ｂ类通用机场：不对公众开放，主要应用于自用，对固定客

户的突发应急事件处置、农林作业、通用航空器试飞等，服务医

院直升机医疗救助等。

运输机场兼顾发挥以公务航空运行保障为主的通用航空功

能，提供短途运输、公共服务、飞行培训、作业飞行等服务。

表５　山东省通用航空保障机场布局建设表 （２０３５）

类　型 名　　　称

运输机场
新建通用航空服务区 （１４个）：济南、威海、临沂、济宁、日照、潍坊、东营、菏

泽、枣庄、聊城、德州、滨州、淄博、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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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名　　　称

通用机场

新建Ａ１级 （４８个）：济南商河、高新、章丘、历城，青岛即墨、平度、公务机

（军民合用）、莱西、胶州洋河、西海岸，淄博高青田镇、桓台、沂源、高青唐坊，

枣庄滕州、台儿庄，东营黄河口、东营南，烟台栖霞、长岛、莱山，潍坊滨海、青

州、诸城、昌乐，济宁微山岛、梁山、经开区，泰安徂徕山、新泰、宁阳，威海荣

成、乳山，临沂临沭、费县、沂南、莒南、沂水、郯城、平邑、蒙阴、兰陵，德州

庆云、武城，聊城临清、东阿，滨州惠民，菏泽东明

改扩建１个：莱芜雪野

迁建１个：蓬莱沙河口

新建Ａ２级 （３５个）：青岛崂山，东营河口、利津、广饶、垦利，烟台牟平、南山、

招远、莱阳，潍坊安丘，泰安肥城、东平，威海文登、南海新区，日照岚山、五

莲、莒县，临沂临港、经开区，德州齐河、夏津、乐陵、禹城、陵城，聊城冠县、

莘县，滨州北海、无棣、博兴，菏泽郓城、鄄城、单县、曹县、巨野、成武

新建Ｂ类 （５个）：德州临邑，枣庄薛城、市中，济宁高新，日照东港

新建Ａ３级：淄博临淄、博山，烟台莱州，潍坊高密五龙河湿地公园、高密新济医

院、高密红高粱影视基地，德州经济开发区，聊城百泰 （东昌府区），日照山海天

等一批通用机场和临时起降点。

　　 （二）布局效果。

１．到２０２２年，每个设区的市拥有１个以上的运输机场或者

通用机场，民用机场５０公里服务覆盖全省所有设区的市、全部

５Ａ级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部分农产品主产区和主要林区，

民用航空服务实现市市通。

２．到２０２５年，民用机场５０公里服务覆盖大部分县级行政

区、４Ａ级以上景区、多数农产品主产区和主要林区，民用航空

服务更加完善。

３．到２０３５年，民用机场５０公里服务覆盖全部县级行政区、

４Ａ级以上景区、农产品主产区和主要林区，现代化的机场群基

本完善，民用航空服务实现县县通，民航综合保障能力位居全国

前列。实现以通用航空为主的省内航空服务全覆盖，全省形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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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为中心的县域１５分钟空中交通圈，以设区的市为中心的市

域０．５小时空中交通圈，以省会济南为中心的全省１小时空中交

通圈；以运输机场服务为主，实现与全国城市３小时通达；以济

南、青岛等机场为主，实现与世界主要城市１２小时通达。

四、近期建设任务

（一）运输机场建设。到２０２２年，建成青岛胶东国际机场、

菏泽机场、枣庄机场、聊城机场，完成济宁、潍坊机场迁建和烟

台、威海、东营、日照等机场改扩建，济南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

程开工建设，适时启动部分机场新建、迁建前期工作。

表６　近期运输机场建设项目表 （２０２２）

类型 名称 建设性质 建　设　内　容
资金需求

（亿元）

枢纽机场

济南 改扩建

二平滑及配套工程，北指廊及配套工程，迁

建现有工作区、货运区、油库区等；新建西

一跑道、Ｔ２航站楼、综合交通中心及空管、

油料、陆侧交通、市政等配套设施

３２０

青岛 迁建
机场工程、空管工程、供油工程、东航基地

工程和山航基地工程
３６０

烟台 改扩建

新建Ｔ２航站楼、站坪，同时建设高架桥和

陆路交通系统、综合交通中心、动力中心及

相关配套设施
４０

支线机场

菏泽 新建 机场工程、空管工程、供油工程 １９．８８

枣庄 新建 机场工程、空管工程、供油工程 ３３

聊城 新建 机场工程、空管工程、供油工程 １６

威海 扩建 停机坪及附属设施扩建 ２．８９

东营 扩建 飞行区扩建工程及配套工程 ２

临沂 扩建 航空口岸设施建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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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名称 建设性质 建　设　内　容
资金需求

（亿元）

支线机场

日照 扩建 跑道延长，通航保障设施建设 １８

潍坊 迁建 机场工程、空管工程、供油工程 ５６．５

济宁 迁建 机场工程、空管工程、供油工程 １８．１３

合　　计 ８８７．４

　　 （二）通用机场建设。到２０２２年，新建２８个Ａ１级通用机

场、５个Ａ２级通用机场、１个Ｂ类通用机场，改扩建通用机场１

个，迁建通用机场１个，总投资约５７亿元 （不含Ａ３级通用机

场）。

表７　近期Ａ１、Ａ２级和Ｂ类通用机场建设项目表

分类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资金需求

（亿元）

新建

济南商河、高新、章丘，青岛即墨、平度、

青岛公务机、莱西，淄博高青田镇、桓台、

沂源，枣庄滕州、台儿庄，东营黄河口，烟

台栖霞、长岛，潍坊青州、诸城，济宁微山

岛、梁山，泰安徂徕山、新泰，威海荣成，

临沂临沭、费县、莒南，德州庆云，聊城临

清、东阿 （２８个Ａ１级）

大部分为８００米以上跑

道，停机位、机库、通讯

导航、候机楼、加油保障

等设施

４２

日照岚山、五莲、莒县，德州齐河，滨州北

海 （５个Ａ２级）

大部分为８００米以下跑

道，根据需要设小型候机

楼；其他保障配套设施
５

德州临邑 （１个Ｂ类） １

改扩建 莱芜雪野机场
延长跑道，完善相关配套

设施
１

迁建 烟台蓬莱沙河口机场
跑道长约１２００米，建设

灯光、起降等附属设施 ８

合　　计 约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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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障体系建设。

１．运输机场。

枢纽机场：按照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要求，遵循 “零换

乘”“一体化”的综合枢纽建设理念，统筹机场综合交通枢纽规

划建设，实现机场与铁路、港口、公路、快速公交、城市轨道等

运输方式紧密衔接，提高交通运输的整体效益和服务水平。

支线机场：统筹衔接各类交通运输方式，建成高效的机场集

疏运体系。

２．通用机场。

在济南遥墙机场、青岛公务机机场、烟台莱山机场等布局公

务型固定运营基地，在Ａ１级和部分Ａ２级通用机场布局通用型

（连锁型）固定运营基地，提供飞行服务信息、签派服务、维护

维修、停放保管等服务。在部分 Ａ１级通用机场建设维修服务

站，开展维修保障和加改装等服务。

在青岛、济南等地申请建设省级飞行服务中心，鼓励在通用

机场建设飞行服务站，提供飞行计划、航空情报、航空气象、告

警和协助救援等服务。

充分利用已有油库等基础设施，布局区域性航空油料储运基

地，建设覆盖全省通用航空重点作业区域的航空油料储运节点，

优化油料运输体系，为全省通用航空发展提供保障。

（四）投资运营模式。

１．投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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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运输机场。根据 《民航局关于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运

营民用机场的意见》（民航发 〔２０１６〕１１７号），研究放开省内运

输机场建设和服务保障企业的投资限制，逐步放开运输机场建设

和运营市场准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省内运输机场建设和运营，

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促进民航运输与物流业、临空产业等融合发

展。

（２）通用机场。

发挥政府规划、政策引导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按通用机场的属性和功能定位，由政府主导或

社会资本主导投资建设。

企业自建自营模式。对经营性为主的通用机场，由企业为主

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自负盈亏，政府可通过签订协议或购买

服务等形式确保机场具备公共服务功能。

政府投资为主模式。对公益性作用强的通用机场，鼓励采取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的建设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

资建设。

２．运营模式。

（１）运输机场。统筹省内机场的建设和发展，发挥枢纽机场

的带动作用和支线机场的支持作用，以大带小，更好地服务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

（２）通用机场。以社会投资为主的机场，鼓励打造通用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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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新兴＋延伸”② 相结合业务链体系，拓宽收入来源，提高

盈利能力。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通用机场由政府主导或委托专业运

营机构管理，作为全省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政府

购买服务力度，拓展机场收入来源。

五、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实施不可避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影响，主要在资源

占用、生态影响和污染排放三个方面。因此，在机场选址、建设

和运营过程中要采取措施，切实保护生态环境。

（一）场址选址阶段。

全省规划布局的民用机场，在场址选择时要与当地城乡规

划、环境保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林地保护利用等各类规划相

衔接，因地制宜，避免对珍稀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敏

感生态区及生态保护红线区的破坏，避免对基本农田等优质土地

的占用。应充分考虑空域条件、净空条件、建设条件、土地利用

等因素，避让环境敏感区，合理确定用地规模，通过 “占补平

衡”等措施，尽量消除对土地资源的不利影响。

规划发布后，特别是机场选址获批后，当地政府应根据国家

法规制定相应规章，切实采取措施，对机场的净空、电磁环境等

—５２—

② 传统服务包括：飞机加油、飞机停泊、检修维护、通信和飞行人员餐饮休息等基本服

务；新兴服务包括：飞行培训、飞机租赁、机库租赁、飞机销售、地面旅客服务、机场广告等；

延伸服务包括：地面交通工具租赁、旅客餐饮、住宿和礼宾服务等。



进行保护，确保机场和当地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和区域经济

的协调持续发展。

（二）机场建设阶段。机场建设过程中的主要污染源是施工

的扬尘、噪音、固体废弃物等，此外还有可能涉及水土保持、植

被等方面的影响。要科学设计挖填方量，严格控制水土流失，注

重植被恢复，采取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相结合，切实做到机场建

设与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投入

使用。要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施工程序，最大限

度地减少扬尘、噪音、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

（三）机场运营阶段。在民用机场运营中，主要污染源为飞

机噪音、飞机尾气、生产生活污水、固体废弃物、油罐区及加油

站废气等，其中主要是噪音防治。要科学设计飞行程序、选择低

噪音飞机机型、合理安排飞机起降时刻，统筹考虑油气回收、污

水、污物处理，确保有足够的环境容量。

六、保障措施

（一）体制机制保障。一是加强组织协调。加强部门间协调，

建立全省民航规划建设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发

展改革委；建立与民航空管部门和战区作战、航管部门的协商机

制。二是创新管理模式。运输机场建设主要依靠各级政府推动，

通用机场建设由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建立省级航空运输服务平

台，探索建立通用航空投资主体多元化、集中调度运营的管理体

制；以市场化的手段引进和培育专业化的通用机场管理机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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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机场向通用机场输出管理，推动运输机场与通用机场管理资源

共享。

（二）政策保障。一是在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框架下，结合省

交通产业基金，统筹支持民用航空发展。二是在空域条件满足要

求的前提下，确保机场建设纳入当地土地利用规划、城镇发展规

划等，优先保障建设用地指标。

（三）安全保障。建立与军方和民航监管、空管等部门密切

配合的合作机制，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将航空应急救援工

作纳入政府应急救援体系，加强空域飞行安全监控和管理，持续

提高航空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和水平。

（四）人才保障。加大对研发、制造、飞行、机务、空管、

签派等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和经营管理人才培养。鼓励和引导省

内高校与国内外航空院校、培训机构加强交流合作，开设民用航

空专业课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民用航空人才培养，拓展人才培

养渠道，营造有利于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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