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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振翅起飞
发展 郑州迎来至上良机

郑州，中国中原腹地河南省的省会城市，自古至今都是交通
要塞，古有“九州之中，十省通衢”之称。现代郑州素有“中国铁路
心脏”和“中国交通十字路口”之美誉，拥有亚洲最大的列车编组
站郑州北站和中国最大的零担货物转运站郑州货运东站，以及亚
洲唯一运行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十字枢纽站郑州东站。

今年3月7日，郑州这个交通的十字路口再次拓展，中国国
务院正式批复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
2025年)》。这是全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
行区。继河南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成为国之方略之后，
河南的发展史上迎来了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据悉，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27个省(区、市)的51个城市
先后提出54个航空经济区的规划与设想，最终郑州脱颖而出，成为
中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对于中
原、中部、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此间业内人士和专家诠释——
郑州航空港经济实验区将成为郑州市朝着国际化陆港城
市、国际性的综合物流区、高端制造业基地和服务业基地方
向发展的主要载体。国务院批复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发展规划 (2013~2025 年)》也指出，建设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对于优化中国航空货运布局，推动航空港经济
发展，带动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
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全方位扩大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超越 郑州天时地利人和
一讲到经济区，人们马上就会想到经济区的中心城市。谈

到京津冀，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北京；讲到珠三角，人们立马想
到的肯定是广州、深圳。虽然中原经济区有一个快速崛起的郑
州，但在大家的眼中，郑州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确实如此，我们来看中国重要的机场枢纽，只有北京、上海、
广州三大机场，缺少中原地区的枢纽机场。而现在，从郑州机场
出发，一个半小时航程可覆盖全国2/3主要城市和3/5人口。有
一组数据可以印证郑州机场的快速成长——2012年全国民航
旅客和货物吞吐量分别增长9.2%和3.3%，而郑州机场旅客和货
物吞吐量增长达到了15%和47%。

其实，除了机场旅客和货物吞吐量这一硬指标的考量，郑州
航空业的快速增长还有诸多佐证：2012年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
成立，这也是中部地区第一家综合保税区，已有富士康、中外运、
海程邦达等 10家电子制造和物流企业入驻；2012年，累计完成
进出口报关单12.7万票，进出口总额在全国31个综保区中排名
第二，在 110个海关特殊监管区中排名第五；今年一季度，郑州
航空港区进出口总额增长20.9%，占全省进出口的50%以上，对
全省外贸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91.2%，拉动全省进出口总额
位居中部六省第一。依托航空物流而集聚的电子信息、精密制
造、光学材料等产业，正加速向河南转移。

乘势而上，郑州航空港未来远景目标是，到2025年，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将成为“大枢纽”——航空货邮吞吐量达300
万吨，跻身全国前列，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地位显著提升；拥有

“大产业”，也就是形成创新驱动、高端引领、国际合作的产业发展
格局，与航空关联的高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0000亿元；
建成“大都市”，营商环境与国际全面接轨，建成进出口额达到
2000亿美元的现代化航空都市，成为引领中原经济区发展、服务
全国、连通世界的开放高地。对此，河南省省长谢伏瞻认为建设
郑州航空港经济实验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推进河南省经济结构
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物流业的发展对航空港建设是至关重要
的，通过服务业的发展支撑现代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使得
我们的三种产业更加协调，使得我们的企业更具竞争力。”

同样，对于郑州航空港的未来，美国联邦快递中国区高级经
理张宇表示：“到2020年，郑州从现在的10万吨货物吞吐能量发
展到200万吨，增长20倍。要有5条跑道，5个航站楼，这样你这
个航空港枢纽作用非常强。”

而且，郑州航空港的今天和明天还必将会引发“蝴蝶效
应”。根据专家测算，航空港每增加10万吨的航空货物，将创造
800个工作岗位；而大型枢纽机场客运量每增加 100万人次，将
拉动地方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直接增加就业岗位1万人。也
就是说，到2020年，旅客吞吐量可以拉动河南省经济增长约9.5
个百分点，可增加19万个就业岗位。

毫无疑问，这些数据显示出郑州航空港经济实验区正在
给郑州、河南省，大到整个中原地区带来快速增长的经济活
力，越来越多的投资机会、就业机会也逐渐显现出来。河南省
科学院副院长张占仓研究员表示，未来几年，河南将越来越开
放。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设立，将推动河南加速
实现这一进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郑州，正在快速汲取他人发展
智慧和艺术。

在各国发展的过程中，利用航空港筹划、建设到运营来
带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案例非常多，也在其中积累了很
多有益的经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外记者采访了所在国
的专家来探讨航空港综合经济区的成功案例，看看他们的
航空港建设走过了怎样的道路，郑州航空港又能从其中收
获什么样的有益经验。

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拥有发达的铁
路和公路网络

第一站我们关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是德国最大的机
场。2012年的客运量达到5750万人次，这个数字使得法兰
克福机场排到欧洲第三，世界第十一的位置。占地面积21平
方公里的法兰克福机场并不是一次就建成的。法兰克福机
场营建公司国际公关事务负责人罗伯特·佩恩讲述了机场的
建造历史。“机场的历史要追溯到1924年了。那个时候那里
还是一片草地，地点就设在现在的法兰克福会展中心附近，
当时还只是个小型飞机起降地。直到1936年才正式建成了
一个机场，紧挨着法兰克福高速立交桥，也是德国第一个多
向度的高速公路连接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自此之
后才有了今天著名的法兰克福现代国际机场。它意味着集
铁路、公路、飞机运输为一体的资源优化型机场。”

法兰克福地处欧洲的中心位置，城市本身有着非常明
显的区位优势。1972年，法兰克福机场成为全球第一家拥
有直达铁路运输服务的机场。因此，拥有完善的铁路和公
路网络就进一步提升了机场的竞争力。

2012年法兰克福机场的营业额为24亿欧元，每年吸引
的投资超过10亿欧元。230家商户的进驻为法兰克福赢得
了“购物天堂”的美誉；70家饭店几乎可以让食客患上选择
恐惧症。除此之外，银行、诊所、机场酒店等服务性基础设
施的建设也为往来乘客提供了更多便捷。机场不仅成为城
市经济的主要支持力量，而且它还为解决当地的就业作出
了很大的贡献。“法兰克福机场的工作人员总数约为 7.8万
人。他们分别在机场的500多家企业内工作。法兰克福机
场已经成为德国最大的岗位基地。”

作为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机场，法兰克福机场营建公司聘
用的员工分别来自世界75个国家，佩恩本人就是加拿大人。值得
注意的是，在所有工作岗位当中，残障人士的比例占到11.3%。

中国目前正在打造“郑州航空经济综合实验区”。目
前，实验区正在推进制造业集群、大型航空枢纽建设和集
铁、公、机于一体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这个理念与法
兰克福机场是一致的。在谈到中国的机场建设时，佩恩表
示：“每个国家都有他的特殊性，但是一定要考虑的是统筹
设计。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区域交通，而是很多交通网的优
化连接。同时还要打通交流的网络，加强信息、产品和思路
的沟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更加开放。”

没有哪一个机场是生来就很完美的。法兰克福机场经
营建设到现在仍然在不断地改建和完善。佩恩强调：“法兰
克福机场的建造从来没有‘完成’过。即便一个项目完结
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的项目，需要建造新的建筑。它是一
个持久的过程。”

拥有发达的铁路和公路网络和完善的基础性服务设施
让法兰克福机场成为法兰克福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

日本：九州地区数十年发展，航空
港经济特区作用不可替代

第二站我们关注日本。位于日本列岛西南部的九州地
区第二产业十分发达，在半导体、汽车制造等领域至今仍可
谓是日本的主要“制造工场”之一。在九州地区第二产业数
十年的发展中，航空港经济特区的配套建设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那么当地的航空港经济特区建设的过程是怎样
的？这又为振兴当地经济产业带来了什么样的效果？

谈到日本以机场为中心建设航空港综合经济区的成功
案例，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执掌教鞭的引头雄一教授在记
者面前摊开了一张日本的局部地图。“从 1965年到 1970年
左右，已经是40多年以前了。那时，主要是在九州地区，熊
本、大分、鹿儿岛一些地方新建了可供大型飞机起降的机
场。那个时候又一个比较主要的想法就是‘产业振兴’，要
新吸引一些工厂，与机场建设配套地进行综合经济开发。
有好几个想法最后都获得了成功。”

回望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于对航空业发展的需求加
大，以九州地区几个省会级城市为中心的一些机场进行了迁

址扩建，并且由于需要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这些机场几乎
全都搬到了距离城镇数十公里远的远郊区。但也正是由于
空间上得到开放，使人们萌生了建设航空港经济特区的想
法，以机场建设带动当地产业振兴。随之而来的，还有当地
高速公路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机场建设和经济特
区的建设都是同时推进的。建设周期上，熊本机场用了4年，
建设了2500米的跑道，国内航线是足够用了，那之后还扩建
成了3000米的跑道。当初的建设周期差不多都是4到5年，
那么在此期间，修路、确保工厂用地等准备工作也同时在推
进。机场建成的时候，立即就能够开始招商引资了。”

引头教授还指出，机场作为一项现代化便捷工具在经
济领域发挥的作用是值得期待的，但它却只是提供了一个
契机，以机场为中心的经济区建设是不能够完全依赖机场
的。从日本的以往经验来看，这关键在于政策决策层面的
强力支撑和良好协调，并且需要召集方方面面的专家广集
思齐努力，同步推进相关建设工作。

“要协调好方方面面的人和事，并且要实现同步推进。
这就好像两人三足的游戏一样，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事情
可能需要的是三个、四个，甚至五个人相互绑起一只脚来，
一起喊口号来前进。机场、城建、电力、道路等就像一个个
齿轮，得让这些齿轮同时都咬合好了，才能运转起来。机场
可以连通世界，拥有着巨大的潜力。也正是因为如此，同步
做好了，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作用。”

英国：吸引更多国际性航空公司入驻

第三站我们关注英国。英国交通专家认为，航空港建
设应该首先考虑连通性。

在英国独立交通委员会尼布利特博士面前，摆着一摞
散发油墨清香的文件，这就是他领导的独立交通委员会最
新发表的《飞向未来》专题报告。报告对英国航空基础设施
建设需要进行了详细评估，并且提出了有关的政策建议。
尼布利特说，这项研究的切入点就是优先考虑中心航空港
的连通性。“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事实性的基础，来撰写这份
报告，并且通过它来研究整个问题，就是英国航空战略往何
处去。通过大量证据得到的结论，我们认为应该首先关注
就是这样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英国需要什么样的连通
性。这就是为什么在报告开始时把它放在显要位置，我认
为这样开头很好，因为它让我们思考国家和各地区对航空
业的需要和需求，并且从这儿开始构建能够利用的战略。”

尼布利特从英国的经验出发，为郑州航空港的建设
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吸引更多国际性航空公司入
驻。“如果想建这种中心航空港，你就必须能够吸引航空
公司到那儿去。他们需要能够使用这个航空港，相信这
是他们进行转换交通的最佳地点，为整个东亚地区的乘
客服务。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中心航空港来说，如果他
们想在经济上取得成功，适当地与全国性交通设施相连
通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航空带来人流与货流

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有可以借鉴的城市，例如香港，香港
是世界上最繁忙、运作效率最高的国际航空港之一。香港国
际机场作为香港唯一的机场于1998年7月6日投入营运。现
有数十家航空公司使用这个机场，每天都有众多直航班机来
往于香港与全球大约100个城市之间。同时还是中国内地同
世界各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中转站和桥梁。国泰
航空公司常务总裁朱国樑先生说：“香港是全球一个很重要
的枢纽和航空中心，过去几年，香港的货运在全球是第一
的。客运量也很大，有5000多万人通过香港。航空对于香港
的贡献是什么呢？香港是一个重要的商贸港，那航空就带来
人流与货流，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香港国际机场充分发挥了航空自由港的优势。
机场客、货进出境的手续比较简便，大大减少了旅客及货物
在机场停留的时间。香港国际机场各种装备精良，配套设
施完善，不断采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设备，服务上乘，为机
场的高效运作创造了很好的外部条件。国泰航空公司常务
总裁朱国樑先生认为：“我们如何发展的呢，第一，我们在这
个领域有很大投资，今年2月，我们启用了投资59亿港币的
货运中心，这个货运中心是全球最先进的货运中心，一年可
以处理 260万吨的货物，货物的处理从原来的 8小时减到 5
小时或者3小时。货物物流航空行业是不容易的，竞争非常
激烈，生产基地转移得也很快，我们希望我们能追得上这些
货，不论货在哪里，我们能成为（为他们）服务的生产基地，
将这些产品通过香港送往全球。”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起航 郑州“搬”来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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