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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机场为平台
塑造日照航空产业优良生态圈

日照机场党委书记、董事长 郑嘉洲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与行业各界专家、同仁相聚一堂，参加

本届民航信息化发展论坛。下面，我围绕“以机场

为平台，塑造日照航空产业优良生态圈”这个主题

向大家进行汇报。



日照机场是中国民航“十二五”机场发展规划项目，是我省第九座新建支

线机场，飞行区等级4C。从2013年12月10日开始施工建设，2015年12月22日通

航。



通航之初，受制于客源腹

地小，城市经济体量、人口总

量不大的现状，同时在方圆

150公里以内，面临北有青岛

和潍坊、南有连云港、西有临

沂机场的困局，如何在困境中

生存和发展是摆在日照机场面

前的一道现实考题，单纯依靠

客货运输，难以打破中小机场

发展困境，为找到适合自己的

发展道路和模式，我们做了一

些有益探索和实践。





支线运输

三位一体

通用航空 航空产业

自通航以来，按照民航局“两翼齐飞”发展战略，围绕打造“国内一流支线机场”的目标，确立了

支线运输、通用航空、航空产业“三位一体”的发展定位，即：依托日照机场，实现支线运输、通用航

空、航空产业三者良性互动、和融共进，以支线机场带动通航发展，以通航作业弥补支线机场运力不

足，以机场为平台集聚航空产业发展。应该说，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的规划定位夯基垒土、立柱架

梁，把目标定位转化为发展动能，避免资源浪费，提高运营效率，为日照机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特色化发展路径。



围绕服务地方发展，聚

焦客货运输主业，按照“公

商务为主，兼顾旅游”思

路，重点开通与日照市公商

务来往密切的城市航线，运

行品质逐年提升，累计开通

28个城市 31个通航点的航

班，基本覆盖了我国主要枢

纽城市，日照机场成为对外

交流的“空中桥梁”，招商

引资的“靓丽名片”。



通航四年多以来，旅客和货邮吞吐量快速增长，年旅客吞吐量突破百万，4年年均增

长36%。2019年飞机起降12.6万架次，位列全国239个运输机场27位，2019年通航飞行架次

突破10万，获得民航报2019通用航空年度十大新闻。通过精细化收益管控，持续降低航线

人均补贴，2016 -2019年，4年时间人均航线补贴下降38%。发展速度、发展质量走在全国

同类机场前列。





在航空运输主业取得迅猛发展的

同时，引入通用航空，让支线机场

“闲置”的空域资源、保障资源充分

发挥功能。确立统一规划选址、统一

设计建设、统一管制指挥、统一运营

管理、统一产业布局“五统一”通航

运营管理体系；创新打造“1+N”通航

发展模式，即：建立以日照机场为中

心“1”，以涛雒、岚山等通用机场、

起降点为“N”的支线带通用、通用带

起降点的通航网络，日照通用航空在

“换道超车”中开启了“腾飞”模

式。



争取空军划设15块、面积12500平方公里的低空飞行空域，是日照市陆地面积的2.3倍，保

障通航能力逐步夯实。功能协调、兼容互补的通航联动网络，让“运通融合”成为现实，通用

机场无法开展的夜航、仪表等科目，全部依靠日照机场空管、通信、导航、气象等设施设备来

完成飞行训练，日照机场航班繁忙时，将通航训练调剂到各通用机场开展目视飞行，电子飞行

包（EFB）、低空目视航图、气象“1+N”信息共享等项目，提升了运行效率和安全裕度。



目前已吸引九天飞院、

南山飞院、锐翔飞院、锐翔

通航、如意通航等5家通航

企业、57架通航飞机驻场飞

行，通航飞行连续保持120%

的增长速度，2019年通航飞

行达到11.6万架次、3.2万

小时，飞行时长占山东省的

1/3，成为山东省最大通航

训练基地，年培养飞行员

300多名，通航质量明显改

善。



今年10月26日，济南⇌日照 通航“环鲁飞”短途运输航线

在日照成功首航，通用航空从“原地飞”向“联网飞”过渡，

由“飞起来、热起来”转向“好起来、强起来”。





以从零开始、敢于后来居上的勇气，日照机场充分利用中小机场

的辐射和溢出效应，搭平台、做支撑、增动能，努力成为航空产业链

聚集高地。



日照市划设107平方公里的空港经济开发区，建成综合保税区、岚山通航产业园和市

北通航产业园，聚焦通用飞机、无人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维修改装、应急救援、

航空研学教育等，发展临空高端制造业和航空现代服务业，共有通用航空企业31家，航

空项目19个，投资170亿元。

空港经济开发区



飞奥无人机发动

机公司年产发动机

6000台，日照山太飞

机公司为支线、公

务、通航飞机提供定

检、维修、喷漆等业

务 ， 年 维 修 波 音

737、空客320系列机

型 100 余 架 ， 雏 鸽

（CH2000）、美国奥

德赛航空发动机租赁

项目落户日照，已经

开展相关业务，航空

产业链条初步形成。



日照华翼蓝天空客

A320D级模拟机研发成功

并取得民航局CCAR-60部D

级认证，填补技术空白，

打破国外垄断，生产基地

落户日照高新区，将在日

照生产销售，以此为依托

打造的中国民航管理干部

学院山东培训基地推进顺

利，项目筹建办已经成

立，各项工作统筹推进。



为了更好地发展航空产业，建立8名院士进驻的日照航空院士工作站，成立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通用航空学院(设有飞行器维修技术、飞行器制造技术、通用航空航务技术、定翼机驾驶技术、空

中乘务等专业)，加强技能型人才培养，为航空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设立了2050万元的通航人才专

项基金，建立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投资通航产业项目库，为相关产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日照机场以航空运输主业为主体，持续在通用

航空和航空产业方面发力，对以机场为平台，打造

日照航空产业生态圈进行了大胆尝试，创立了支线

机场与航空产业“在发展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

的模式，也得到各有关方面的肯定和支持。



2018年8月23日，冯正霖局长

到日照机场调研时指出：“日照

机场立足支线运输、通用航空、

航空产业‘三位一体’发展定

位，强化机场运行管理，聚力航

校培训等航空产业发展，既符合

民航局提出的‘两翼齐飞’发展

战略，又符合支线机场发展实

际，通过通航短短两年多努力，

不仅实现了旅客吞吐量快速增

长，而且打造了‘1+N’通航发展

模式，趟出了一条支线机场发展

的成功路径。”



2019年6月13日，时任中国民航局副局长李健批示：“日照机场的做法是运输机场保障

通航的范例，值得认真总结和在相关机场学习推广，尤其是运行量不大的机场”。 民航局

专门下发明传电报在全国中小机场推广。



今年7月23日，民航局副局长董

志毅在第三届中小机场与区域经济发

展论坛上指出：日照机场就是以机场

为平台集聚航空产业发展的一个范

例。它确立了支线运输、通用航空、

航空产业"三位一体"发展定位和"1+N"

通航发展新模式，趟出了一条中小机

场高质量发展的成功路径。目前，已

有5所航校、57架通航飞机开展飞行训

练，通用航空飞行连续3年保持120%的

增长速度，已成为山东省主要通航训

练基地，正在创建国家通用航空产业

综合示范区，划设107平方公里的空港

经济开发区，这将助力日照成为航空

产业链聚集高地。



今年9月28日，民航

局副局长胡振江在第二

届民航通航发展大会

上，指出：山东省机场

集团提出支线机场“特

色化、差异化”的发展

理念，培育了“1+N”的

通航发展新业态。其

中，日照机场构建了支

线运输、通用航空、航

空产业“三位一体”发

展模式，成为全国运输

机场保障通航发展的范

例。



通航以来，日照

机场先后获得“全国

交通运输系统先进集

体”“全国工人先锋

号”“全国青年安全

生产示范岗”“全国

民 航 青 年 文 明

号”“省级文明单

位”“山东省五一劳

动奖状”等省级以上

荣誉26项。



人 民网 、

光明网、中国

民航报、大众

日报等十余家

主流媒体都对

日照机场典型

做法做了深度

报道。





今后，日照机场将

围绕地方发展需求，重

点从四个方面入手，深

化“三位一体”融合发

展。

一是大力发展支线

运输，加强航空市场培

育，科学规划航线，在

现有航线基础上，继续

延伸、拓展航线网络，

依托“环鲁飞”，打造

互通互转产品，联合发

展。



二是打造通航基地，优化通用航空发展结构。建设短途运输服务基地、通

航运营维修中心和通航飞行服务站、二手通航飞机交易中心、公务机服务中心

（FBO）、航空医疗救援中心等，延长产业链，拓展通航发展空间。



三是依托空港经

济开发区、综合保税

区、岚山通航产业园

和市北通航产业园、

日照机场通航基地，

争创国家通用航空产

业综合示范区，提升

区域综合竞争力。



四是大力发展民航培训，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联合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拟在日照市打造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山东培训基地，发挥教育培训的引领作

用，带动航空产业发展，培育总部经济，释放集聚效应，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

发展。



日照山河 翱翔云天
RIZHAO SHANZIHE AIRPORT

感 谢 聆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