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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之一，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9000万人次

●明年将成为亚洲各国运动员的首站迎宾点
●一个围绕萧山国际机场形成的临空产业集群正在

壮大
●未来将打造成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的核心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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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首席记者 黄婷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机场提供

萧山国际机场，前身是笕桥机场，
1931年由清末八十一标马队、炮营校场改
建为军用机场。1956年，国家民航局在杭
州笕桥机场筹建民航站，开辟民航机场。

1957年1月1日，第一架民用飞机从
这里起飞，揭开了笕桥机场民航飞行史的
第一页。笕桥机场的第一条航线，是从上
海—杭州—南昌到广州。到了1969年，笕
桥机场变身成为了军民两用机场。

而在那个年代，坐飞机，是一件既贵
又很稀罕的事。上世纪80年代，笕桥机场
的旅客量很少，一年也就几十万人次，慢
慢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旅客吞吐量增
加至100多万人次。

不过，毕竟是军民两用机场，总会

出现很多矛盾。机场选建在哪里？成
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

1991年12月，当时的萧山市重点建
设项目开发办公室成立，争取让浙江新机
场建到萧山，是当时他们的首要任务。跑
北京、请专家，萧山以土地入股，把原定选
址在钱塘江以北的机场，落子在新街东
（大园）。

1997年，萧山机场开始破土动工，历
经3年，2000年，萧山国际机场正式竣工
挂牌，并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干线机场，
国际定期航班机场、对外开放的第一类航
空口岸和国际航班备降机场，而在旅客吞
吐量方面，萧山国际机场建成后的第一
年，吞吐量就达到了249万人次。

机场“三步跨越”：伸展开放的翅膀

一期工程：
打通“天路” 萧山成为“航空城市”

萧山国际机场萧山国际机场：：从从““梦想蓝天梦想蓝天””到到““千万级别千万级别””

机场盛世图景

一期建成通航运营后，为适应快速发
展的运输生产要求，萧山国际机场不断加
大建设力度，完善基础设施。2004年 7
月，新扩建的34万平方米停机坪投入使
用，机位增加到30个。2007年11月，二
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主要是新建国际航
站楼、第二国内航站楼和第二跑道，2012
年12月30日建成投运。

二期工程建成启用后，机场占地面积
达10平方公里，是原先的2倍；拥有两条
跑道、多座航站楼，总面积达到37万平方
米，是原先的3.7倍；停机坪面积达到90万
平方米，是原先的2.6倍。机场流程更加
合理，功能更加完善，设施更加先进，地面
综合保障能力大为增强，可满足年旅客吞
吐量33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80.5万吨、
航班起降量26万架次的保障需求。

随着萧山国际机场扩容发展，依托浙
江省及周边地区充足的客货资源和旺盛
的航空市场需求，机场运输生产迅猛增
长，航线网络日趋扩大规模。2014年，机
场航线通达86个中国内地城市、35个国
际及地区城市，建立起了以杭州为中心，
覆盖国内，连接东亚、东南亚以及欧美、非
洲的客货航线网络。每天有600架次航
班在这里起降，参与运营的航空公司55
家，年运送旅客超过2500万人次、货物
40万吨。

2016年12月，机场旅客吞吐量首次
突破3000万人次，成为当时国内第10家
年旅客吞吐量突破3000万人次机场，标志
着萧山国际机场已跃升至全球繁忙机场
行列。2019年，萧山国际机场突破4000
万人次。

二期工程：
跻身世界繁忙机场行列

年旅客吞吐量突破3000万人次

巨大的银白色屋顶如同波浪起伏，
在T4航站中穿行，仿佛开启了一场唯
美浪漫的西湖之旅。足有14个标准足
球场大的出发大厅里，32根高低错落的

“荷叶柱”顶天立地，巨大的“荷叶”伞盖
散发开来，化作曲线柔美的屋顶。办票
岛如一叶叶白色扁舟从旅客的身边荡
漾，亦如同丝绸一般洁白轻盈。

机场三期指挥部设计技术部部长陈
怡解释，机场原有航站楼可满足每年
3300万人次的旅客量，但早在6年前就
突破3000万人次，已趋于饱和。伴随着
民航运输需求快速增长，打造新的航站
楼迫在眉睫。大量旅客需要集散，接入
轨道交通，新建一个“上天入地”的综合
交通中心，能带来更便捷的出行服务。

机场三期扩建项目总投资达271亿
元，在全国机场投资中位于前列。总建
筑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包括T4航站
楼、综合交通中心、高铁站房、能源中心
等。“这座集民航、高铁、地铁、公交等于
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投运后，这
里将成为华东地区最大机场之一，成为
迎接八方来客的新国门。”中国建筑杭
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工程管理总承包

项目经理司法强颇为骄傲。
“仅T4航站楼的投资额就有近百

亿元，其总面积达到72万平方米，比之
前的3座航站楼加起来还要大近2倍。”
机场三期新建航站楼项目总工程师陈
华说，三期扩建的交通中心项目，总建
筑面积达到47万平方米，在全国机场类
似项目中也排在前列。

随着三期建成投用，萧山国际机场
将满足年旅客吞吐量9000万人次的出
行需求，成为集民航、高铁、地铁、道路
客运等多种交通方式为一体的综合交
通换乘中心，实现各种交通方式的无缝
衔接和“零换乘”。萧山也将借此契机，
真正迎来空中、高铁、高速、地铁四位一
体的“空铁地高”联运时代。

三期工程：
满足年旅客吞吐量9000万人次 成为华东地区最大机场之一

如今，机场对于城市的意义已经不
单单是为城市提供一种更快速便捷的交
通方式。机场与城市的关系一直在变，
从最早的机场迁出城市，到城市紧跟机
场的步伐，到最后机场无缝融入城市。

如果说30多年前，萧山以土地入股
建立机场是萧山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那么，22年后的今天，萧山国际
机场三期工程建成并进行试飞，是萧山人
民期盼已久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城市发展
史上的又一次重要跨越，必将推动萧山经
济社会发展迈上新的更高水平。

宏伟壮观的机场，是强大经济的象
征。机场是游客见到这个城市的第一
张面孔，对外展示一个地区的力量、经
济和地位。今年4月13日，杭州临空经
济示范区正式揭牌。生物医药、数字贸
易、航空服务……一个围绕萧山国际机
场形成的临空产业集群正在壮大。

近年来，示范区加快建设杭州生物
科技谷、空港光电信息产业园等产业平
台，积极招引光电信息类、初创类生物
医药小微企业、产业化生物医药项目，
逐步形成了以临空物流、跨境电商、临
空总部、临空服务、智能制造为特色的

临空型产业体系。以生物医药为例，目
前已有30多个产业项目落地，涵盖头部
企业、孵化企业等全产业链。

今年一季度，示范区又签约落地生
物医药、航空产业、临空高端服务业为
主的项目5个，包括总投资1亿元的高
美生物项目，同时引进国家级领军人才
1人，签约“5213”项目2个，并与国科大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示范区经济发展呈
现稳中有进良好态势。

拉动投资、升级服务、吸引高新产
业……看长远效益，扩建后的机场枢
纽，不仅让交通更便利，还将给杭州乃
至周边地区持续创造多重经济社会效
益。例如配套建设的机场国际货站项
目，将推动周边类似菜鸟、圆通等物流企
业以此为中心加快建设跨境电商及智慧
物流发展基地，不断提升航空物流供应
链，并达到辐射周边区县市的功能。

就国际化程度而言，萧山作为杭州
亚运会的主战场，机场将成为向世界展
示的第一扇窗。

随着配套陆运交通中心的投用，高
铁、大巴可直达周边区县市，机场高速
和三条轨道快线可直达杭城中心区域

并与城市轨道网络多点衔接，萧山将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交通枢纽”。

而当萧山国际机场成为世界上最繁
忙的国际机场之一，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9000万人次，有近百家航空公司把萧山
和世界连接起来，萧山的国际范也会日
益浓厚。特别是明年即将举办的亚运
会，萧山国际机场更将成为亚洲各国运
动员的首站迎宾点，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待正式投运后，萧山国际机场航站
楼建筑面积、设计能力、机位数量规模也
将成为仅次于浦东的长三角第二大航空
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浙江枢纽”。“不
论是建筑规模还是接入航线、旅客吞吐
量，萧山国际机场的地区性、国际性地位
都会得到提升。萧山国际机场将与上海
两个机场共同打造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
的核心机场。”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

未来，萧山国际机场将强化国际枢
纽门户功能，提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互联互通，重点推进北美、东欧、大
洋洲航线开发，并充分利用跨境电商发
展优势，开通更多直达美国和欧洲的全
货机航线。同时以亚运会为契机，持续
完善亚洲航线布局。

“萧山之翼”振翅高飞：临空经济强劲驱动城市国际化

第一批进港到达T4航站楼的旅客。 记者 范方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