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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勤苏武机场正式通航
近日，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民勤

苏武机场 25 号跑道平稳降落，标志
着民勤苏武机场正式通航。

民勤苏武机场项目总投资 2.1 亿
元，由甘肃省公航旅集团投资建设，
是甘肃省“十三五”规划建设的 A1

类通用机场，飞行区等级为 3B，建
成 长 1900 米、 宽 30 米 跑 道 1 条，
建成长 66.5 米、宽 11 米垂直联络道
2 条，站坪机位 8 个，以及综合业务
楼、机库、空管等各类生产辅助设施，
建筑总面积约 1 万平方米。该项目于

2022 年 3 月 开 工 建 设，2023 年 10
月完工，2023 年 12 月 22 日民勤苏
武机场取得机场使用许可证。

民勤苏武机场有着良好的空域条
件，具备全天候飞行训练能力，并逐
步开展通航短途运输、航空会展、空
中应急救援、飞行培训、低空游览、
科研试飞、航空研学等业务。

民勤苏武机场管理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民勤苏武机场将加快完
善功能设施，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加
强与各通航企业交流与合作，学习借
鉴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不断提升机
场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时，机场
也将积极助力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发
展，为民勤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
力。 （金奉乾　卢武林）

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技术及
产业发展专题论坛在杭州举办

为整合技术、资本及产业力量，
共同推动低空经济行业发展，近日，
由辰韬资本、中信建投上海分公司、
云道资本联合举办的智能制造低空经
济技术及产业发展专题论坛在杭州举
行。产业专家、投资机构、研究机构
及低空经济领域头部企业的代表共同
探讨低空经济产业的最新发展趋势。

辰韬资本合伙人萧伊婷深度剖析
了低空经济产业在载人、载物、短途、
长途四个维度场景应用的市场规模预
估，以及在 2024 年开始落地应用的

细分赛道。萧伊婷表示，在产业发展
过程中，各环节技术如 eVTOL（电
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电池、三维定位、
分布式电推进、热管理等，也将为大
量细分赛道的技术创业公司，创造新
的成功机会。

本次论坛还邀请到了低空经济各
领域的代表参会，展示其项目技术成
果。峰飞科技创造了载人 eVTOL 首
次充电航程最长、首例三机编队飞行、
首例跨海跨域飞行的纪录 ；玮航科技
以 eVTOL 结合 AI 生命侦测、定点

救援等功能，有望为未来国内高楼消
防助力 ；羽亿创智拥有智能 3D 视觉
系统，是专业的地图构建与自主定位
技术供应商，为低空经济提供重要的
高精地图及数字化底座等。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陈忠伟院士在论坛现场分享了氢混动
力结合锂电高比功率及氢能高比能量
优点，解决 eVTOL 起飞时需要高比
功率，续航时需要高比能量的需求，
并能适应极低温度环境的国际领先技
术。 （冯思婕）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世界货运研讨会在香港举行
近日，为期三天的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IATA) 世界货运研讨会在香港
举行。此次研讨会以“推动持续增长
与融合发展”为题，讨论应对环球空
运业在科技与创新、保安与清关、货

运运作，以及可续持发展等不同范畴
的议题，共同探讨航空货运的未来发
展。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财 政 司 司 长 陈 茂
波致辞时表示，去年年底，香港国际

机场客运量已恢复至疫前八成水平，
预计今年将迎来全面复苏。他表示，
2023 年，香港国际机场的货运量约为
430 万公吨，很可能再次成为全球最
繁忙的货运机场。香港的基础设施正
在扩大，包括将在今年年底前运作的
三跑道系统。到 2035 年，该系统将
使香港每年可处理 1.2 亿人次旅客量，
以及超过 1000 万公吨货物。香港正
与粤港澳大湾区兄弟城市紧密合作，
进一步推动香港国际机场发挥好区域
物流门户与空运枢纽的功能。未来也
将继续积极拓展空运服务网络，并支
持行业的绿色转型，引领航空业迈向
更可持续的未来。

香港机场管理局商务执行总监陈
正思在研讨会上透露，阿里巴巴旗下
菜鸟的高端物流中心菜鸟智慧港目前
已经竣工，预计全面运作后，每年可
为香港额外增加 170 万吨空运货量，
进一步提升香港机场的货物处理能力，
巩固其作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地位。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

国泰会继续加强在货运方面的投资，
包括订购全新货机、引进先进技术及
创新科技、推动数码转型等，巩固香
港作为全球第一航空货运枢纽的地位，
并进一步增强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内
地以及世界各国的联系。

“航空货运量现已回到疫情前水平
并企稳。当前的挑战是确保航空货运
能够在实现高效、安全和 2050 年净
零碳排放目标之下保持增长。通过辛
勤耕耘，航空货运业已为加快上述领
域的发展夯实了基础。”国际航协全球
航空货运主管布兰登·沙利文在会上
指出。

世界货运研讨会为全球空运业界
的年度会议，汇聚航空公司、货运代
理、地勤服务供应商、付货人及规管
机构，以探讨最新发展趋势、挑战及
机遇。研讨会内容丰富，涵盖全体会议、
专业分组、工作坊及行政人员高峰会
等环节。 （郭瑛）

东航打造智慧物流货站软件东航打造智慧物流货站软件
近期，围绕东航物流的智慧物流货

站建设，东航数科公司积极参与研发物流
操作系统（EOS）的计费模块，新增产
品制定、协议审批、柜台收费、财务开账、
经营分析等功能，助力东航物流货站能够
实现从合同签订、客户服务到费用结费的
全流程实时在线管控与降本增效。

航空物流的货站产品种类繁多，根
据客户的运输、操作、储存和时间等关键
产品需求信息，EOS 计费模块能够制定
不同的操作流程，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优
先操作、增值服务等定制化产品和供应需
求 ；同时，EOS 计费模块制定不同的服
务价格体系，能够快
速定义各种产品计费
规则，采用灵活的定
价策略，方便顾客快
速结算，减少等待时
间。

民 航 的 物 流 货
站既有标准化协议，
也有特殊代理人、航
司等定制化协议，其
协议收费类型复杂多
样。为快速、准确地
进行各种协议费用计
算，满足大代理财务

开账和柜台快速收费的要求，东航数科的
EOS 计费模块项目组积极开展前期调研，
认真分析需求，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
技术，优化业务模型，研发合理合规的协
议规则服务体系，缩短交易流程和环节。

据悉，目前东航物流在上海地区有 7
个货站、在上海以外有 10 个货站，新的
EOS 软件模块还可以自动对这些货站的
市场、客户、产品、财务、运营、人效等
多方面数据全面审视，通过深入分析数
据，梳理客户需求，及时响应。

（辛文）

珠海：推动“经珠港飞”发展
争取年服务旅客5万人次

3 月 14 日， 珠 海 召 开 新 闻
发布会，正式发布《珠海市关于
2024 年用好管好港珠澳大桥行动
方案》。发布会指出，推动“经珠
港飞”、大桥旅游等项目上规模，
争取“经珠港飞”项目年服务旅客
达到 5 万人次。

2023 年 12 月 12 日，“经珠港
飞”客运项目正式开通。项目通过
借助香港国际机场丰富的国际航空
网络，进一步便利内地旅客国际出
行，拓宽珠港两地交通与旅游业合
作空间，实现与香港两地双向引流，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与旅游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

据了解，“经珠港飞”客运项
目开通以来运行平稳，截至 2024
年 3 月 14 日，日均客流量 113 人
次，其中出境 63 人次、入境 50 人
次，单日客流高峰 279 人次，春节

假期期间日均客流量 186 人次。
为 了 将“ 经 珠 港 飞 ” 打 造 成

服务更加优质、通关更加便捷、全
程舒适无忧的国际联程转运品牌项
目，2024 年珠海将积极推动“经
珠港飞”项目提质增量。据悉，将
加强“经珠港飞”项目营销推广。
珠港机场管理有限公司计划在 4 月
下旬通过媒体渠道及 OTA 平台进
行全国推广，与旅行社合作启动经

“珠海机场 - 港珠澳大桥 - 香港机
场”的“空 - 陆 - 空”联运服务 ；
在 4 月中下旬启用珠海机场“经珠
港飞”服务柜台，实现大桥服务柜
台功能前移。增加大桥口岸值机服
务航司数量。香港机场管理局年内
计划增加 22 家在大桥口岸提供值
机服务的航司，计划上半年增加服
务航司 9 家，下半年增加 13 家。

（宗合）

全国首个模拟验证机场全面开工
据成都未来科技城消息，近日

位于成都未来科技城应用性科创区
的民航科技创新示范区（B 区）航
站楼项目顺利取得施工许可证备案
并启动建设，标志着全国首个模拟
验证机场全面开工。

据 悉， 航 站 楼 设 计 理 念 来 源
于天府之国的文化精粹——太阳神
鸟。两翼舒展的建筑形象象征着展
翅的神鸟，与比邻的天府机场遥相
呼应，简洁流畅的建筑语言彰显出
城市的现代感与科技感，寓意着民

航科技的发展与腾飞，也契合了成
都未来科技城“科创营城”的理念。

这里将新建包括 1 条长 1200
米的模拟跑道、2 条滑行道、2 组
垂直联络道、11 个各类机位的站坪
等在内的全国首个模拟验证机场，
未来将作为中国民航科学实验基
地，承担机场、航空运输和新兴技
术测试验证工作，成为推动民航科
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

据了解，模拟验证机场是完全
参照民航机场建设标准打造的“袖

珍机场”，虽然投用后不会起降飞
机，但是其作用和意义不可小视。
将作为中国民航科学试验基地，承
担机场、空管、航空运输和新兴技
术等测试验证任务，同时可用于开

展民航科普教育或承办大型科技展
览活动。

民航科技创新示范区（B 区）
自开工以来，项目建设推进十分顺
利，模拟跑道正在全面加紧施工，

科研服务中心大楼已封顶，模拟验
证机场入口服务用房已投入使用，
整个园区预计到 2025 年底全面建
成。

随着民航科技创新示范区（B
区）的加速建设，一个涵盖空管、
适航、机场、航空运输、通用航空、
新兴技术应用等领域的民航业完整
产业链已轮廓初显，也将为成都未
来科技城打造临空高端制造产业聚
集区、高端人才聚集区和科技创新
与成果转化区提供强大的资源配置
能力和协同创新组织动力，形成并
放大产业链辐射效应，构建临空经
济产业发展新格局。 （辛文）

2月上市航司运输生产规模创历史新高
国际客运市场恢复到8成水平

民航局数据显示，今年 2 月，民
航运输生产呈现出客运“旺季更旺”、
货运“淡季不淡”的特点。全行业
完成旅客运输量 6247.8 万人次，同
比增长 44.6%，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6.1%，日均完成 215.4 万人次。其中，
国内客运规模同比增长 35.5%，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0.3% ；国际客运
规模同比增长 593.4%，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81.8%。客运飞机日利用率
达到 9.8 小时，仅比 2019 年同期低 0.1
小时。正班客座率为 85.0%，环比提
高 5.4 个百分点。

3 月 15 日，南方航空、中国东航、
中国国航、海南航空、春秋航空、吉
祥航空等 6 家上市航司均披露了今年
2 月的主要运营数据。六大航司的旅
客运输量、客座率等多项关键指标均
超过 19 年同期。同时，随着国际市
场的逐步开放，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
增速突出。

经过梳理，2 月国内上市航司客
流迎来高峰。从旅客恢复情况看，2
月六大上市航司总旅客量为 5025.1
万人次，环比增长 8.3%，超过 19 年
同期 16.8%。其中中国国航、春秋航
空旅客表现最佳，涨幅最大，总体旅
客超过疫情前（2019 年同期）4 成水
平，其次为吉祥航空，涨幅接近 3 成
水平。

2 月六大航司国际航线旅客运输
量共计 458.9 万人，整体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83.3%。

今年 2 月以来，国际定期客运
航班稳步恢复主要受益于需求复苏拉
动。免签政策和出入境政策利好，推
动了出入境双向出行需求恢复。

据了解，目前我国国际定期客运
航班共通航 64 个国家，其中“一带
一路”国家 48 个，占比 75%。新加
坡、澳大利亚、阿联酋、英国、意大
利、新西兰、土耳其、卡塔尔、埃及
和孟加拉国等 22 个国家航班量已超
过疫情前水平，新增科威特、卢森堡、
坦桑尼亚、塞尔维亚、巴布亚新几内
亚 5 个通航国家。此外自 3 月 31 日
起，中美双方航空公司共可运营至每
周 100 班定期客运往返航班。

持续推进国际航班恢复，还有很
大的市场潜力可以挖掘。占芬认为，

未来我国国际航线增量，一是来自于
传统周边市场，包括如东南亚、东北
亚市场，可以通过航线精品化、快线
化等措施进一步挖掘潜力。二是来自
新兴市场，例如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在双边多边合作战略推动下，新兴市
场的出行需求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

另 外 各 航 司 整 体 运 力 投 放
（ASK）、旅客周转量（RPK）均远超
过 19 年同期水平。其中春秋航空、
吉祥航空两家的两项指标涨幅最大，
均超过疫情前 4 成水平。 （文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