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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产城融合发展理念下的深圳机场临空经济
发展规划探索
□　赵楠琦，周丽亚，陈小妹，谭如诗，刘心雨

[ 摘　要 ]临空经济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随着深圳机场客、货运能级的快速提升，临空经济已进入快速发展期，
但港产城不协调问题突出，临空经济发展阶段落后于机场能级。文章基于深圳机场周边高度城市化、高度建成的特点，从港
产城融合视角出发，分析了深圳发展临空经济面临的问题，并根据临空经济的时空特性划定临空经济区，明确临空经济区的
发展目标，从强化产业、优化布局、完善设施配套三方面提出促进港产城融合的发展策略，以实现港产联动、港城协调、产
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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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ort Economic Zone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Airport-industry-c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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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rport economy is becoming important engine of urban development. Shenzhen needs to integrate airport, industry, and 
city development as its airport throughput grows rapidly. Considering the highly urbanized and developed characters of Shenzhen 
airport zone, the paper analyses the problems of airport zone, delimits the airport economic zone according to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airport economy, defines the objectives of airport economic zone, and propose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airport-industry-city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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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数字化、全球化和以时间价值为基础的竞争体系中，
航空运输已经成为继海运、河运、铁路、高速公路运
输之后驱动经济发展的“第五冲击波”[2]。航空运输改
变了工商企业的区位选择模式，吸引航空偏好型企业
向机场周边集聚从而形成临空产业走廊和产业集群、
产业带。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产

0引言

临空经济是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随着航空运
输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临空指向性产业和人、财、物、信息、
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在机场周围大规模集聚而形成的一
种新型经济形态 [1]，具有高科技含量、显著外部性、快
速时效性、产业集群化等特征。约翰·卡萨达提出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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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消费、贸易等领域均出现新的发展
趋势。产业呈现出知识化、技术化、创
新型等特征，与临空产业的临空指向性
强、附加值高的特性相契合 [3]。在消费
趋势方面，人们追求消费的多样化、个
性化、国际化和高端化，全球购、海外
购等消费现象加速了以机场为核心的商
圈出现。在国际贸易形势日益复杂化的
背景下，贸易市场更加多元化，跨境电
商交易规模扩大，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
新引擎。基于此，临空经济正成为拉动
区域经济增长的新热点、新方向。

2015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航局
联合出台了《关于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
发展的指导意见》，成为加快推动临空
经济区规划建设的有力支持。目前，已
批复北京、广州、上海、重庆、成都、
青岛、杭州等 17 个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
区，千万级机场基本均设立了临空经济
区，新建机场同步规划建设临空经济区。
同时，各地将自贸区、保税区、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功能向临空经
济区集聚，发挥叠加乘数效应，临空经
济区普遍成为各地探索开放型经济发展
模式的先行区。

1临空经济的时空特征及产业分类
布局

临空经济属于产业经济概念范畴，
是腹地区域经济与航空运输相互推动的
产物，通过生产、技术、人口、资本等
要素的高度聚集，提供高时效、高质量、
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 ( 图 1)。

(1) 时空特性。
有别于一般的产业经济概念，临空经

济还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特征。时间特
征体现在临空经济是航空运输和区域经济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分为形成期、成
长期和成熟期，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产业
门类、产业发展水平，以及临空经济区与
城市的功能联系呈现不同特征 [4]。空间特

征体现在临空经济依托机场核心，影响范
围有限，大致为机场周边的 15　km 左右范
围内，或是其交通走廊沿线 20 分钟车程
可达范围内，并且具有显著的圈层特征[5-6]。

(2) 产业分类及其布局特征。
按照与航空关联度由高到低排序，

临空经济可分为航空核心产业、航空关
联产业和航空引致产业。航空核心产业
是直接利用机场设施和服务等资源的旅
客运输、航空物流、航空制造等产业，还
包括为客、货运提供保障服务的维修、航
食、航油、航材、培训等服务。航空核心
产业是临空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临空经济
区在形成阶段的主要产业类型，对机场依
赖度高，一般需要布局在机场内部或紧邻
机场布局，位于机场周边的 5　km 范围内。

航空关联产业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对航空运输有较高敏感性，利用
其快速安全和具备机场口岸功能的特殊
优势，可有效降低运输成本的产业，如
产品具有高时效性、高附加值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
高科技制造产业；另一类是对快速便捷
的人流有较高需求的产业，如总部经济、
会议展览、跨境电商等产业。航空关联
产业对区位的要求较高，一般分布在机
场周边的 5 ～ 10　km 范围内。航空关联
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了临空产业链，支
撑临空经济区迈入成长阶段。

航空引致产业是服务于机场客 / 货
流、片区产业发展和就业人口的服务业，
包括金融、法律、咨询、培训等生产性
服务业，以及餐饮、购物、休闲旅游等
生活性服务业，与城市功能联系更加紧
密，可布局在相对远离机场的位置。航
空引致产业是临空经济区在成熟阶段需
要重点拓展的产业。伴随着航空引致产
业的发展，临空经济区逐渐由单一的临
空产业集聚区发展成为多产业协同的城
市增长极和重要功能区。

综上所述，机场、产业和城市是临
空经济发展演进的三大关键要素 ( 图 2)，
临空经济的发展过程是机场、产业和城市
功能逐渐融合、匹配、提升的发展过程 [7]。

图 1  临空经济的产业门类和时空特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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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圳发展临空经济具备的优势和
存在的问题

2.1 具备的优势
(1) 区位条件优。
不同于机场普遍位于城市边缘地区

的选址特征，深圳机场位于扩区后的前
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范围内，紧临
宝安中心区和中国 ( 广东 ) 自由贸易试验
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西与中国 ( 广东 )
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和珠
海横琴新区片区隔海相望，地处深圳面
向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位、广深港澳
科技创新走廊和深中产业拓展走廊的交
汇处，距城市中心仅十几公里，区位条
件得天独厚 ( 图 3)。

(2) 发展速度快。

近年来，深圳机场定位上升为国际
航空枢纽，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拓展
国际航线、优化运行模式、提升服务水平、
完善综合交通体系等举措，取得了较高质
量的发展，吞吐量快速增长。在客运方面，
深圳机场 2019 年旅客量超过 5　000 万人
次，国内排名第 5 位，跻身世界最繁忙机
场行列 ( 图 4)；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影响，客运量跌至 3　635.8 万人次 (2021
年数据 )，国内排名第三。在货运方面，
深圳机场入选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邮
吞吐量持续上涨，于2021年突破150万吨，
增速位列全国第一，客、货运业务排名全
部进入全球前 30 位。

2.2 存在的问题
(1) 港产联动性差。

机场所在的宝安区产业链完善，是
全国产业基础最雄厚、最具创新活力、
产业外向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2020
年 GDP 总量为 3　846.87 亿元，全市排名
第四，形成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以装备制造业
和传统优势产业为支撑的产业结构，是
深圳市创新发展的重要基地。

虽然机场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基础
良好，具备较强的创新优势，但是产业
临空指向性不强，临空经济在规模和质
量上都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目前，该片
区仍以航空服务和物流等航空核心产业
为主，航空关联产业和引致产业集聚不
足，完整的临空经济产业链尚未成形；
航空客运以过境客流为主，商业配套服务
功能弱，商业服务设施缺乏且缺少大型高

图 2  港产城协同发展示意图 图 3  深圳机场区位示意图

图 4  深圳机场与国内外典型机场的区位条件和客、货运情况对比图 (2019 年数据 ) 图 5  深圳机场周边片区航空物流联系占比图
资料来源：根据货运车出发地—目的地月均车辆频次分析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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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起步晚，且面临传统产业强势、功能
割裂、交通瓶颈、配套不足、空间约束等
港产城不协调的问题，尚未能实现机场、
产业和城市的匹配融合，临空经济发展阶
段落后于机场能级。因此，亟需探索出一
条位于城市核心区、高密度建成区和高度
城市化地区的临空经济区发展路径。

3深圳机场临空经济区空间范围
划定

空间范围的识别和划定是制定临空
经济发展规划的基础。临空经济区空间
范围的划定遵循临空经济产业的圈层布
局规律，参考国内各临空经济示范区的
空间尺度，以交通可达性和联系“流”
为基础，结合自然地形、用地潜力、产
业基础、路网和重点地区综合划定。

具体划定过程包括：①以机场为起
始点，分析交通可达性和周边地区与机
场的客流、物流联系。②根据自然地理
条件、土地利用潜力、现状产业基础对
拓展方向进行修正。③结合路网、园区
边界、周边重点地区边界进行调整，形
成清晰的边界范围 ( 图 6)。

按照上述步骤，最终划定的深圳机
场临空经济区范围共 101　km2，西至沿江
高速公路，北至茅洲河、沙福路，东至
松福大道、广深高速公路，南至碧湾路、

固戍二路、前进二路。

4深圳机场临空经济区的发展定位

合理的发展定位能够为临空经济区
的发展指明道路。在国际国内“双循环”
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战略下，本文
根据深圳机场的区位优势，确定深圳机场
临空经济区的总体发展定位为：湾区客厅
和深圳构建双向开放格局的重要门户，并
从港、产、城 3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定位。

4.1 港—全球领先航空枢纽
机场能级的提升是临空经济区发展

的基础。在国家机场体系中，深圳机场的
定位为国际航空枢纽，《交通运输部关于
深圳市开展高品质的创新型国际航空枢
纽建设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要求深圳打造高品质的创新型国际航空枢
纽。目前，深圳机场发展能级已经处于国
际前列，应进一步对标国际一流航空枢
纽，高格局、高水平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
设，全面提升大型机场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

4.2 产—粤港澳大湾区临空产业
高地

产业链的构建是临空经济区发展的

端商业项目，难以满足机场就业人员和商
务人士的消费需求；商务服务业、信息技
术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等高端生产性
服务业缺乏；依托机场的交通运输业、物
流仓储业增长较快，但仍以自发的货代和
批发零售业等粗放、附加值较低、纳税低
的产业为主 ( 图 5)。

(2) 港城协调不足。
机场片区的港城协调问题突出表现

在交通瓶颈、封闭片区、空间受限等方面。
一是机场位于凤凰山和海域之间，进深受
限，该地属于西部交通的咽喉要道，深圳
向西的过境交通、机场交通与日常客货交
通在此汇聚、相互干扰，在狭窄的机场区
域形成拥堵。二是机场作为独立管理的基
础设施，较为封闭，机场建设与周边区域
发展相脱节，割裂了区域功能联系。三是
不同于国内其他机场周边有充足的土地资
源，深圳机场周边已高度建成且土地多属
于集体所有，城村交错，面貌老旧，可用
于新开发的土地资源几乎殆尽，增量拓展
空间严重不足；机场片区空间可通过二次
开发提质增效，但受到机场航空限高影响，
周边地区开发强度受限，建设规模增量有
限，在深圳现有的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政
策下，面临改造动力不足等问题。

综上所述，深圳机场客运吞吐量已
超过 5　000 万人次，按照临空经济发展规
律，应由成长期迈入成熟期，但深圳临空

图 6  临空经济区空间范围划定过程示意图

就业辐射 自然条件 路网

客流联系 用地功能 工业区

物流联系 用地潜力 重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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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在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世界
级城市群的目标下，深圳机场依托深圳
和粤港澳大湾区腹地，发挥航空枢纽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度集聚的
优势，创新临空经济发展模式，打造国
际一流的营商环境，聚焦航空总部、航
空服务、现代物流、跨境电商、临空现
代服务、临空科技制造等高端领域，积
极拓展临空产业链，打造全球航空科创
基地。

4.3 城—高品质空港都会区
高质量的配套是临空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撑。通过对机场及周边地区进行高
品质开发，塑造密度适宜、人文活力、
绿色生态、配套一流、智慧高效的高品
质航空都市区。

5深圳机场临空经济区港产城融合
的发展策略

5.1 强化产业，实现港产联动
5.1.1 产业选择思路

临空经济区的产业选择遵循以下 4
个原则：①以现实发展为基础，分析临
空经济区既有各类产业的发展现状，筛
选出已具备良好发展基础的产业 ( 图 7)。
②以上位规划为依托，从市、区、片区

等各级的产业规划中，识别拟重点发展
的产业领域 ( 图 8)。③以比较优势为前
提，计算各产业区位熵，聚焦产业区域、
产业链上下游配套能力，强化产业协同
与产业错位发展。④以临空倾向为方向，
重点筛选具有临空指向性、速度经济、
外向经济等特性的产业门类。

经过分析，确定航空运输、航空物流、
跨境电商等 13 项产业作为深圳机场临空
经济区重点发展的产业。
5.1.2 产业体系构建

遵循“做强航空核心产业—做优航空
关联产业—拓展航空引致产业”的总体思
路，对所选择的 13 项产业进行差异化引
导，构建临空经济区产业体系 ( 表 1)。

在航空核心产业方面，强调产业的
高临空指向性，重点发展航空运输、航
空服务、航空物流和综合保税 4 类航空
核心产业。在继续巩固发展基地航空、
旅客服务、航空货运、保税仓储等既有
优势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培育航空金融、
智慧物流、保税航材等新业态。

在航空关联产业方面，侧重拓展产
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重点发展会议
展览、跨境电商、总部经济、生产性服务、
高端消费5类临空服务业。巩固会议展览、
电商平台、物流总部等既有产业，进一
步拓展科技服务、保税消费等服务配套。

在航空引致产业方面，注重巩固产
业腹地，发展临空科创制造业。结合宝
安区雄厚的产业基础，重点巩固提升新
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制造业；结合
海洋新城片区的规划建设，前瞻性地谋
划海洋产业和生命健康产业。

　
5.2 优化布局，加强港城协调
5.2.1 布局思路

按照临空经济发展的圈层规律，对
深圳机场临空经济区重点发展的产业进
行布局。航空核心产业主要布局在以机
场为核心、半径为 3　km 范围内的核心圈，
临空服务业主要布局在机场周边 3 ～
5　km 范围的拓展圈，临空科创制造业主
要布局在机场周边 5 ～ 10　km 的辐射圈，
更外围区域布局居住配套、公共服务、生
态文旅、旅游休闲等业态 ( 图 9)。同时，
结合深圳机场及周边区域的发展基础和空
间潜力，划分四大临空经济功能分区，明
确各片区主导功能和产业方向，并针对机
场内外联动不足的问题，在机场与城区交
界区域识别 3 个门户区，加强空间缝合和
港城融合，最终形成“四区三门户”的总
体布局。
5.2.2 布局方案

“四区”指的是空港核心区在进一
步优化客 / 货运功能、提升机场能级的

图 7  临空产业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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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重点促进航空核心功能集聚，
做大做强航空物流，培育融资租赁、跨
境电商、保税航材、保税检测等航空服务。
围绕机场东枢纽规划建设综合商务区，
打造集总部经济、跨境电商、商务服务、
高端消费于一体的综合商务区。国际会
展区以国际会展中心为引领，结合海上
田园升级和冰雪文旅城建设，培育“现
代会展 +”生态圈，促进会展服务、休闲
旅游、文化创意、海洋经济等产业集聚。
临空制造区结合腹地产业基础和特色，
进一步提升智能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
优势产业，培育发展工业互联网、航空
制造业，提升产业科技创新水平。

“三门户”指的是东门户定位为空
铁旅运联运门户和综合商务服务区，推
进机场东枢纽建设，加强机场东部和周
边片区的整体城市设计与二次开发统筹。
南门户定位为湾区高端消费门户和智造
协同创新示范区，重点推进深中通道门
户区建设，建设低密度、高品质、创新
型产业园区。北门户定位为多式联运示
范区，依托机场 T2 航站楼、北货站、动
车所和车辆段建设，统一规划、综合开发，
建设集中连片的功能复合型物流综合体
( 图 10)。

5.3 完善配套设施，促进产城融合
(1) 便捷内外交通。
加快机场东枢纽规划建设，打造“空

铁联运、站城一体”的西部综合交通枢纽。
优化机场及周边地区的交通组织，推进
滨江大道建设，研究推进将宝安大道机
场段、107 国道机场段改造为复合通道，
构建“北进北出、东进东出、南进南出、
客运高架、地面走货”的交通组织格局，
实现客运交通的“快进快出”和货运交
通的快速集疏运。完善综合交通体系，
推进深茂铁路、广深第二高铁、深肇铁路、
穗莞深城际机场至前海段、深大城际铁
路、城市轨道 12 号线、20 号线等轨道建
设，推进深中通道、沿江高速二期、广
深高速改造、滨江大道、福州大道快速化、
福州大道二期等道路建设。

图 8  上位产业规划图

表 1  深圳机场临空经济区产业体系构建

圈层 产业选择 巩固提升发展 积极培育拓展

核心圈 ( ≤ 3　km)
航空核心产业

航空运输 基地航空、公务航空 —
航空服务 旅客服务、航空食品 融资租赁等航空金融、航空培训
航空物流 航空货运、航空快递 冷链物流、智慧物流
综合保税 保税仓储 保税航材、保税展示

拓展圈 (3 ～ 5　km)
临空服务业

会议展览 会展策划、展馆经营 酒店住宿、专业采购中心、信息咨
询、翻译、会计保险等配套服务

跨境电商 电商平台 龙头平台和企业、进出口清关等配
套服务

总部经济 物流总部、科技制造总
部

跨国公司总部、央企功能型总部、
国内行业龙头企业总部、上市公司
总部、创新创业类成长型企业总部

高端消费 商业综合体 保税消费、大型商业综合体、新业
态消费

生产性服务 — 科技服务、金融、教育科研、咨询
辐射圈 (5 ～ 10　km)
临空科创制造业

新一代信息
技术

集成电路、新型显示、
新型元器件

工业互联网、5G

智能装备制
造

激光智能装备、智能汽
车与新能源汽车、智慧
城市智能终端、无人机

航空航天、机器人、可穿戴智能设
备

海洋产业 — 海洋电子信息、海洋装备制造、海
洋专业服务、海洋生态环保

生命健康 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药物研发、医疗培训

市
级
规
划

区
级
规
划

片
区
规
划

《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 年 )》
( 在编 ) 科技创新空间格局

《深圳市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空间布局规划》新兴产业空间布局

《宝安区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工业发展空间布局

《宝安区商务发展“十四五”规划》商务发展空间格局

机场及周边各街道产业空间布局规划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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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优化公共服务。
加大片区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

施的建设力度，建设全国首家空海救援
医院，构建陆海空立体化急救体系，提
升公共服务水平。依托会展中心，建设
满足国际化人才生产生活需求、支持城
市国际化功能发展的国际化街区。

(3) 强化绿色生态。
打通串联国际会展中心、海洋新城、

海上田园城、西湾红树林的滨海景观带，
打通北门户区福洲大道南侧生态廊道，
提升南门户区机场外排洪渠的景观品质，
打造深圳西部生态活力海岸带核心区。

(4) 统筹二次开发。
以全面盘活低效用地为方向，开展

城中村和旧工业区有机更新，有序推进
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利益统
筹，加速盘活规模成片土地，为重大产
业项目落地、城区生活风貌改善、住房
保障力度提升提供支撑。

6结语

深圳机场发展迅速，但对临空经济
的战略谋划及其发展成效远远滞后于上
海、广州等国内其他城市。同时，深圳

机场周边作为高度城市化片区，与国内
大多数发展临空经济的机场具有显著的
不同特征，可直接借鉴的经验较少。因此，
探索深圳临空经济发展的路径具有一定
的理论意义，港产城融合也是深圳作为
高度城市化地区发展临空经济的必然选
择。本文是在港产城融合框架下对高度
城市化地区发展临空经济的初步尝试和
探索，以期助力深圳机场临空经济区的
港产联动、港城协调、产城融合，并为
国内其他地区发展临空经济提供另一种
思路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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