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线航线是指“年旅客

吞吐量200万人次以下

（含）的民用机场始发

或到达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内（航线）航段，

以及跨省、自治区、直

辖市航程距离在600公

里以内的（航线）航

段。”

民航局有关政策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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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关于支线机场的几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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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线机场可定义为年旅客吞吐量在200万人次以下（含）的民用机场，

按此标准：

Ø2017年我国共有支线机场171个，当年我国民航共有颁证机场229个，支

线机场占总数的74.7%

Ø据民航十三五规划，计划新建的44个民用机场中43个为支线机场

Ø依据《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到2025年，我国计划新增支线机

场136个



4



类别

时间

民航运

输总周

转量

旅客运

输量

货邮运

输量

航线  

总数

国内通

航机场

数量

旅客吞

吐量超

千万人

次机场

运输飞

机数量

支线飞

机数量

航空运

输企业

数量

2007年
365.3亿

吨公里

18576万

人次

401.8万

吨
1506条 148个 10个 1847架 81架 42家

2017年
1083亿

吨公里

55156万

人次
706万吨 4418条 229个 32个 3296架 176架 5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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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政策环境进一步改善

• 2.支线机场数量增加较快

• 3.支线航空发展日益受到重视

民航局出台促进支线航空发展

的意见和相关政策措施

对支线航空和支线机场给予相应的航线补贴

对运营特殊贫瘠航线的空运企业在航线航班安排方面给予倾斜

对新辟独飞老少边穷支线航线采取市场培育保护措施

近年来我国支线机场年均增加量在7个左右，2016年

和2017年新增支线机场数量分别达到11个和10个。

旅客吞吐量占比从2010年的5%左右提高到2017年的7.3%

运营模式多元化：模拟航空、支线包机、运力采购、干支联运

在内蒙古、黑龙江、新疆、云南、贵州等地取得了初步

成效，华夏航空发展成绩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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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航空基本情况：

u华夏航空目前拥有36架庞巴迪CRJ900NG支线飞机，在贵阳、重庆、大连、内

蒙古、西安建立了5个运营基地，开通航线100多条，其中支线航线占比95%

u得益于其与地方政府和机场构建的机构运力购买业务模式，近年来保持了连

续盈利 

u与国内主流干线航空公司及区域航空公司签署代码共享及SPA（即特殊分摊）

协议，开展中转联程服务，取得了双赢的效果

u华夏航空以出色的经营业绩今年上半年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成为国内第八家、

A股第七家、支线航空第一家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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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支线机场建设数量的增长并未带来业务量的明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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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支线飞机数量和支线飞机业务量总体占比较小

Ø截止2017年底，我国拥有支线客机的航空公司已经达到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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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只有大力发展支线航空，才能充分发挥中小机场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

用，更好地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航空出

行的美好需求。应该全面认识支线机场和支线航空发展对一个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产生的巨大效益。

研究表明，航空运输业每增加一元的产值，其产生的

社会经济直接效益为0.36元，而产生的间接社会经济

效益则高达71.93元。

11



u支线航空的发展水平是检验一个国家航空运输发展总体水平高低的重要

标尺。

u发展支线航空，对于构建航线网络、扩大航空运输规模、完善综合国家

交通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u从航空运输规模来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

航空运输大国，但从运输质量和发展方式来看，与航空发达国家还有一

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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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别
         

国 家
支线机场数量 支线飞机数量 支线航空客运量

中国 约为美国的1/3 约为美国的1/10 远不及美国

美国 531座 200多架 1.53亿人次

中
美
支
线
航
空
发
展
对
比

从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美国支线航空客运量年均

增长13.5%，远高于航空运输市场的整体增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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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线航空

干线航空

航空运输的规模 
经济性

客货源

航空运输进入   
良性循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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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支线航空必须作为我国航空运输

发展的优先课题，加快实现支线航空与干

线航空从不平衡发展走向协调共生发展的

跨越，这是新时代民航人的重要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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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发布《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行动纲要》强调：

着力推进航空服务大众化。逐步加密机场网建设，建立通达、通畅、经济、

高效的航线网络，大力发展支线航空，推进干支有效衔接，推进低成本等航

空服务差异化发展。全面实施基本航空服务计划，实现老少边穷地区航线网

络基本通达，打造更加协调的“民生航空”服务体系。

只有通过干支结合，才能发挥民航快捷、灵活的优势，并为发展远程运输

带来客流货源。政府部门、骨干航空公司和机场以及所在地政府应该携起

手来，相向而行，从以下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加快补齐支线航空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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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国家和行业管理层面

   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构建更加有利于支线航空发展的

   政策体系和环境

Ø航空运输企业角度

   真正转变经营理念，调整优化运力结构，着力打造干支结合的

   枢纽轮辐式航线网络，实施干支联运经营模式

Ø中小机场和所在地地方政府角度

     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学规划谋划，积极主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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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尽快出台专门的支线航空运输管理办法，加强宏观管理，鼓励

市场竞争，建立市场秩序

u在航班时刻资源相对紧张的大型枢纽机场，为支线航空预留时

刻，统筹考虑满足支线航空的时刻需求

行业管理部门

缺乏具有经济性好、适合短途低密度

运行的飞机机型，仍然是制约我国支

线航空发展的重要因素

应该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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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内调整税收政策

l 降低支线飞机进口关税和其它税负

l 为新的支线航空公司设立、大型航空公司调整机队机构、

发展干支联运创造条件

国家管理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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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的实践来看，支线航空的发展是基于航空公司枢纽轮辐式航线网络的构建的，

美国普遍已建立干支联运的业务模式。此模式不仅有效地保障了枢纽的高效运转，

而且提高了支线航空公司的效益

枢纽机场

大型航空公司

中转
客流

“
喂
食
者
”

支线机场 支线机场

客货源 客货源



构建干支联运的业务模式需要：

l大型公司要树立自觉地理念

l各公司要下决心加以实施：

①科学进行枢纽和网络规划

②要调整优化运力结构，用合适的机型去运营支线航班，改变用干线飞机执飞支

线航班的现状

③要寻找合适的专业支线航空公司进行合作。

l枢纽机场和支线机场做好协同配合

Ø特别是枢纽机场要加强中转服务，合理设计中转流程，科学安排时刻资源，便

于干支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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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收入水平

人口数量

市场开发情况

旅游资源

支线机场
数据分析

本区域内
航空公司

航空运输量
需求预测

争取支持

本场中长期航
线网络规划

合
理
制
定



作为机场的拥有者和主要使用者，地方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

l积极宣传推广机场优势

l要以运力购买的方式与航空公司合作

Ø加大对航空公司的补贴力度

Ø出台税费减免政策

Ø争取航空公司在本场投放运力

Ø加密航班、甩飞航线，开辟新航线新航点

Ø积极培育本地始发航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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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以及精准扶贫带来的区域均衡发展，支线航空在我

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只要政策得当，措施有力，各

方携手，支线航空的短板一定会补齐，支线航空的春天

一定会到来！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