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榆林机场

延安机场

咸阳机场

汉中机场

安康机场

2003年，机场
属地化改革逐
步推行，陕西
省内的咸阳、
榆林、延安、
汉中、安康五
个机场联合成
立陕西省机场
管理集团公司。

 第一部分   发展历程

 西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是在民航改革过程中，由西安咸阳机场通过一系列
整合、重组和改制，逐步发展壮大形成的。



2004年10月，联合重组宁夏机场 2006年3月，联合重组青海机场

2006年7月，西部机场集团挂牌 2007年6月，接管甘肃天水机场

集团通过一系
列组合动作，重组
西北区域机场，战
略布局基本完成。

 第一部分   发展历程



 第二部分   发展现状

西安 银川 西宁

注册资本105亿元 员工总数近1.7万人 18个民用机场、3个通用机场

管理机场数量和航空业务量分别占民航西北辖区总量的72%和80%
物流 建设 酒店 置业 信息技术



集团总部有12个职能部门，3个直属单位，下属23个成员企业。

 第二部分   发展现状



 第二部分   发展现状

△辅业公司中收入过亿元的有9家

△8家机场公司

△14家辅业公司

△1家分公司

咸阳、宁夏、青海、甘肃、榆林、延安、汉中、安康机场公司

物流、地勤、汽运、旅业、建设、置业、广告、悦泰、基地、空港食品、
免税品、进境免税品、通用机场、永寿绿产公司

迅邦达贵宾服务公司

△非航收入已经占到集团总收入的50%以上

集团总部有12个职能部门，3个直属单位，下属23个成员企业。



集团总部

 第二部分  发展现状

战略决策中心 资本运营中心 资源管理中心 企业文化中心

成员企业

业务运营主体 产业拓展主体 价值创造主体

功能定位



机场建设

咸阳机场三期 银川机场交通枢纽 西宁机场二期

格尔木机场 祁连机场 延安机场

丹凤机场

韩城机场

 第二部分   发展现状

“十一五”期间，机场建设投资100亿元
“十二五”期间，集团机场建设累计投资154亿元 
“十三五”以来，横跨四省（区）的11个机场建设正在密集推进，预计需要资金720亿元



△23家成员企业中，8家机场公
司，14家辅业公司，1家分公司。
△辅业公司中收入过亿元的有9
家，非航收入已经占到集团总收
入的50%以上。

   

△咸阳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4000万人次，以13.1%的增速位列全国十大机场第一
△银川机场旅客吞吐量逼近800万人次，增长25%
△西宁机场突破550万人次，增速超过20%

旅客吞吐量5918万人次，同比增长16.5%

货邮吞吐量33.7万吨，同比增长12%

 第二部分   发展现状

    在行业和地方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积极整合区域民航资源，努力打造
西北机场集群，有力提升了区域民航业的发展实力。

2017



    在航班总量调控的背景下，我们持续挖潜，不断提升运行品质，三大
机场客货运业务仍实现了较好增长。

咸阳7.4%     银川12.5%    西宁12.2%

咸阳16.6%   银川23.1%    西宁17.7%

 第二部分   发展现状

2018

截止10月底：



    咸阳机场

 第二部分   发展现状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拥有3座航站楼，2条跑道，机场飞行区等级4F级，停机位127个，
登机桥44个，值机柜台140个，安检通道36条，8万平方米的综合交通枢纽，2.5万平方
米的货运区，1.2万平米的集中商业区。 



    咸阳机场

 第二部分   发展现状

咸阳机场与
国内外65家
航空公司建
立了航空业
务往来，开
辟的通航点
达295个，
航线339条。



 第二部分   发展现状

    紧紧围绕陕西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当好“三个经济”建设的排头兵，推动民航实
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完善航空网络结构，
推动枢纽经济发展。

二是促进国际业务增长，
助力门户经济发展。

三是培育货运增长动能，
助推流动经济发展。



 第二部分   发展现状

坚持改革创新，探索机场生产运行新模式。

一是创新大型枢纽机场协同
运行体系。
组建了集合所有驻场单位的运行管理
委员会，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
场 生 产 运 行 协 同 决 策 系 统 （ A -
CDM），实现了运行管理全链条的
有效控制和指挥。民航局已将西安机
场模式作为全国大型机场建立运行协
调机制的范本，在行业进行推广。

二是创新航空大众化服务模式。

集团在全国首创“通廉航空”模式，通过构
建地方与行业政府、机场与航空公司各方
共担责任、共同运营、保障出行、普遍服
务的机制，促成青海成为全国唯一试点基
本航空服务计划的省区。

三是创新西部中小机场专业
保障机制。
1.与西北空管局建立对口支援、资源
共享机制；2.和当地政府部门建立消
防、医疗协同保障机制；3.充分发挥
集团化管理的协同优势，依托干线机
场和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加强实操锻
炼，提高支线机场专业人才自主培养
能力和业务能力。



中小机场是民航机场网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动大众化航空市场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在民
航运输经济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多年来，
由于适航运力匮乏、供需不匹配、专业人才缺乏、
安全投入不足等问题，其发展一直是行业的难点
和市场的痛点，也是集团高质量发展的短板。今
年，冯正霖局长就此问题多次调研，并提出“要
运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从体制机制、系统建设
等方面着手，切实提出系统的、可行的、有效的
治本之策”，为中小机场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思路。

 第三部分  《 西部机场集团关于促进中小机场发展的指导意见》      
的出台指导意见的背景和意义



1 主要思路

 第四部分   主要的思路和做法

一是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三是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二是坚持以改革为主线。

四是坚持服务大局。



 第三部分  主要思路和作法 

1 机场规划建设方面 2 航空市场培育方面 3 运行管理方面
一是推进融合发展。我们始终

站在区域和地方的角度谋发展，主动
将机场的发展规划、总体规划向地方
汇报和对接，畅通民航和地方发展的
融合通道，主动引领，主动担当。二
是合理规划建设。在机场的规划建设
中，重点做好“四个统筹”，统筹军
航与民航、运输与通用、民航业与关
联产业，以及建设与运行的关系。三
是争取配套支持。始终把握“民用机
场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定位，争取将
机场承担的社会公益性职能移交地方
政府，纳入城镇总体规划，由地方统
一投资建设和管理。推动地方建立完
善民用机场管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加
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

    首先是谋划布局。由于集团所辖中
小机场区域跨度大，各地发展民航的基
础和特点差异较大，有经济驱动型，有
旅游驱动型，也有交通带动型，我们根
据各机场不同环境特性，按照“特色突
出、错位互补”的思路，围绕地方发展
需求，统筹谋划机场定位和航网布局。
其次是通过激发和引导逐步培育市场。
通过引进区域主要航空公司、支线航空
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创造价格洼地，
激发需求。在青海首创“通廉”模式，
争取基本航空服务计划试点，培育市场。
调动地方政府发展航空产业的积极性，
探索搭建地方政府、行业政府、航空公
司和机场公司共同经营、共担成本的运
营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飞不起，飞不
远”的问题。最后是协同发力。方向明
确了，供、需匹配了，如何精准发力？
我们坚持“协同发展”的思路。通过搭
建主业协调互动、结对帮扶、协同发展
的平台，建立市场共享、集中营销和产
品互推工作机制，出台干支协同的一揽
子措施，以干带支，联动发展。鼓励近
距中小机场形成区域联盟，打造互通互
转产品，联合发展。推动地方政府建立
常态化航空市场营销机制，合力发展。

对标先进，我们认为集团中小机
场在运营模式、管理水平上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要通过改革，有破有立，有
所为，有所为不为。一是推行标准化运
行。对航空器地面保障、旅客运输等同
类运行保障业务实施标准化运行，推行
标准统一、手册统一、管理统一。统筹
制定集团服务质量标准，升级服务理念，
推动基础大众服务向体验式、个性化、
价值型服务转型。二强化专业化运行。
在干线机场建立安检、客运、特车、通
导等实操培训基地，通过集团整体资源
共享，全面提升集团专业人才自主培养
能力。建立干支岗位交流常态化机制，
长效解决中小机场发展的人才瓶颈问题。
三是强调高效运行。推行业务分类管理，
坚持精简高效，轻装上阵，不搞全副武
装。对涉及机场长远发展、核心能力的
业务，保留自营；对通用型业务，推行
外包，做好服务质量控制和责任边界划
分。对公共、公益性职能，积极争取政
府支持和社会资源共享。四是加强信息
化支撑应用。大力推广云计算应用，按
照“轻前端，重后台”的思路，在集团
层面统筹信息平台建设和核心系统运维，
中小机场以终端应用为主，解决中小机
场信息化投入不足和运维成本过高的问
题。



从规模上看 到 2020年，集团在建及管理的中小机场数量达到 19个, 到 2025年，
超过 26个，其中百万级机场数量不少于6个。

从品质上看 中小机场内外部发展环境明显改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缓解，
综合保障能力和管理水平显著提升，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动力
更加充足，基本形成战略清晰、干支联动、协同发展的机场运营
体系。力争培育一批优势明显、特点突出、具有行业示范作用的
中小机场管理和发展典范，形成独具特色的西部中小机场发展模式。  

 第四部分   发展展望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