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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研究”继续连载王瑞萍理事长署名文章《智慧机场建设初探》。本期刊载3

篇专家文稿。交通运输部综合交通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陈瑾撰写的《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背景

下民用机场发展》概括了区域一体化三个基本要素，指出应当打破阻碍交通运输衔接的行政

壁垒和地域歧视，实现跨行政区交通基础设施对接，以一体化的交通运输体系支撑生产要素

自由流动。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杜伟军撰写的《民航系统培育发展团体标准

工作研究》，系统梳理了团体标准建设政策背景，提出了培育发展团体标准的措施建议，是

民用机场团体标准起步的必读之作。《全面提升我国民用机场无障碍化水平》一文是清华大

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孙一平针对我国民用机场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出的中肯意见，也是

基础设施建设应当弥补的短板。 

“会员交流”选载智能信息专业委员会关于智慧机场建设系列文稿，其中《昆明长水国

际机场信息共享平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智慧建设实践与探索》《南京禄口国际机场T1改

扩建中的新技术应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智慧机场建设之路》等文稿，篇幅短小，内容充

实，思路清晰，表达通俗准确，从不同角度介绍了智慧机场建设的实践经验，对了解和把握

智慧机场框架及动态有所助益。

“新技术”刊载民航成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智汇空港云计算数据中心与运输机场智

慧化转型》和腾讯公司《腾讯云·RayData助力中国智慧机场建设》两篇新技术、新产品介

绍，为智慧机场建设提供了相关信息，值得一读。

王瑞萍理事长撰写的《专业委员会转型发展是适应改革与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是

作者两年来工作和调研的深切体悟，对专业委员会建设和日常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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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慧机场与智慧城市

一盎司自己的智慧，抵得上一吨别人的智

慧——斯特恩

智慧机场建设决策者绝大多数不是信息技

术专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高度关注智慧机

场这一劳动工具体系的特质之后，聚焦于几个

最关键、最基础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

方法，发现和把握智慧机场建设的主体脉络。

40年改革开放，特别是2003年民用机场管

理体制改革，给民用机场业打磨出一个初步开

放的边界线，业内绝大部分人认可民用机场是

城市的一部分，民用机场发展开始融入地域经

济发展，地方政府和国家行业管理机构在民用

机场建设和发展中的角色遵循客观规律逐渐归

位。“初步开放”是成果，“逐渐归位”也是

规律，只要进程不断，前景就是好的。

智慧机场建设是民用机场生产力系统的重

构，在十字路口对大方向的判断应当审慎。由

于旧观念束缚，由于资本结构过于单一，由于

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征不了解，一些业内人士

在谈及智慧机场建设的时候，不恰当地强调民

用机场特殊性，以种种理由把智慧机场建设自

外于智慧城市建设之外，试图关门闭户、自成

一体，其所述理由完全不能成立。譬如，有的

文章认为智慧机场建设自立于外、自成一体的

理由是：运输机场远离市区，功能完善，相对

独立；运输机场开始由单一航空运输逐渐转变

为多式交通枢纽；临空经济发展模糊了运输机

场与城市之间的界限等等。言下之意就是智慧

机场可以脱离城市和地方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封

闭建设，似乎一个临空经济区或航空小镇就可

以支撑一个运输机场发展，或者运输机场服务

对象仅仅是一个临空经济区或以机场为中心的

小城镇。

且不说这些理由能否支撑智慧机场建设关

门闭户，但就这些认识的总倾向看，除了追求

固有封闭状态之外，不仅违背信息化建设原

则，也违背民用机场发展常识。首先，大部分

运输机场确有远离城市的特点，但因其“远”

才更需要及时“通”，新一代信息技术及泛在

网络并不受空间距离限制。即使一般支线机场

也要辐射几个、十几个县市，干线机场和大型

航空枢纽辐射范围更大，航空运输客货源主要

来自市区，运输机场需要纳入城市交通一体化

智慧建设，才能加入城市大数据体系，为用户

提供出行便捷。其次，我国运输机场航空业

务量处在持续快速增长时期，许多大型航空枢

纽乃至经济发达地区的支线机场的交通运输方

式日趋多样化，民用机场正在融入地方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多式交通协同，才更需要通过智

慧交通的一体化设计和建设为用户提供出行便

捷。再次，无论一个临空经济如何发展，无论

运输机场怎样发展到城镇化，运输机场航空服

务对象主要依靠所在城市支撑乃至周边区域，

以运输机场为中心的小城镇及临空经济区无法

智慧机场建设初探

王瑞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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