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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咸新区研究院 2023年 4月 5日

关于临空经济示范区发展的研究报告
西咸新区研究院课题组

临空经济是随着航空业发展，而形成的以临空产业为核心具

有明显地理优势和鲜明产业特色的一种新经济模式。2018 年，

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获批以来，新区空港新城积极探索临空经济

发展新路径、新模式，不断培育壮大临空特色产业，全力构建国

际航空枢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近期，新区

研究院课题组对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开展了专题调研，通过与

17 个国家级临空经济区发展情况对比分析，结合新区实际，对

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在产业发展、港城融合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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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临空经济区基本情况

临空经济由于兼具经济外溢性、配置开放性和产业高端性等

特征，被称为区域发展的“新引擎”。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全

国已经明确规划和开始建设的临空经济区有 89个，已经获批的

国家级临空经济区 17 个，其中郑州是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由国务院 2013年批复；其他 16个均为临空经

济示范区，由国家发改委、民航局批复。2018 年 4 月，空港新

城全域获批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

表 1 全国 17个临空经济区基本概况

名称 获批时间 总体定位

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
2013.3.7

国际航空物流中心、航空经济引领的现代产业基地、内陆地区对外

开放重要门户、现代航空都市、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

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临空经济

示范区

2016.10.12
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

示范区。

青岛胶东临空

经济示范区
2016.10.20

区域性航空枢纽、高端临空产业基地、对外开放引领区、现代化生

态智慧空港城。

重庆临空经济

示范区
2016.10.20

内陆开放空中门户、低碳人文国际临空都市区、临空高端制造业集

聚区、临空国际贸易中心、创新驱动引领区。

广州临空经济

示范区
2016.12

提升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全球航空枢纽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带动珠

三角地区在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参与全球产业分工。

上海虹桥临空

经济示范区
2016.12

承担起集聚指向性强的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任务，实行最严

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除了建设成为国际航空枢纽、全球航空企业总

部基地外，还将建成高端服务业集聚区、全国公务机运营基地和低

碳绿色发展区，为上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

级探寻新路。

成都临空经济

示范区
2017.3.3

临空经济创新高地、临空高端产业集聚区、内陆开放先行区、新型

生态智慧空港城。

长沙临空经济

示范区
2017.5.17

打造成长江经济带空铁联运枢纽、创新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高端临空产业集聚发展区、绿色生态宜居智慧航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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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临空经济

示范区
2017.5.18

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西南航空客货运枢纽、特色高端

临空产业基地、智慧型生态化临空示范区。

杭州临空经济

示范区
2017.5.23

区域性航空枢纽、全国高端临空产业集聚区、全国跨境电商发展先

行区、全国生态智慧航空城。

宁波临空经济

示范区
2018.4

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和服务能力；培育发展新动能；促成港产城融合

发展；加快构建以临空经济指向性产业为核心，以航空贸易物流、

临空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现代临空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西安临空经济

示范区
2018.4.25

构建国际航空枢纽，主动服务和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

略，为陕西乃至西北内陆地区开放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典型示范。

南京临空经济

示范区
2019.3

都市圈国际开放枢纽、现代化临空产业高地、航空科技创新样板区

和绿色智慧空港新城。

首都机场临空

经济示范区
2019.3

国家临空经济转型升级示范区、国家对外开放重要门户区、国际交

往中心功能核心区和首都生态宜居国际化先导区。

长春临空经济

示范区
2020.7.24

把握东北全面振兴战略机遇，提升区域性航空枢纽地位，构建以航

空运输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临空产业体系，建设重

点面向东北亚的开放合作高地，构建绿色低碳生态环境，打造有力

支撑长春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带动吉林省全面开放、引领

东北全面振兴的临空经济示范区。

南宁临空经济

示范区
2020.7.24

建设面向东南亚的区域航空枢纽，大力发展现代化临空产业集群，

加快建设绿色生态智慧空港，推进对外开放合作和体制机制创新，

努力把示范区建设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区域门户枢纽和全国临

空经济创新发展先导区，为加快形成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促进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福州临空经济

示范区
2020.11.27

服务闽东北经济协作区和福州新区开放开发为重点，推进区域航空

枢纽、立体交通网络建设，集聚发展航空运输业、临空高端制造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推动临空产业集群与滨海现

代都市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临空经济示范区，推动福

州城市转型升级，助力“新福建”建设。

（一）空间分布格局。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我国临空经济

区呈现出“东密西疏”的布局状态，经济越发达地区示范区个数越

多。截至 2021 年底，华东地区分布 6个示范区，最为密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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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和西北地区均分布 1个示范区，最为稀疏，空港新城是西北首

家也是唯一一家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

图 1 我国临空经济示范区在六大区域分布占比图（单位：%）

（二）客货吞吐量。从客货吞吐量来看，2021 年空港新城

在 17个临空经济区的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起降架次排名

分别为第 6、第 7、第 5，三项数据排名均处于 17个临空经济示

范区中流。

图 2 2021年全国 17个临空经济示范区机场旅客吞吐量（单位：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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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1年全国 17个临空经济示范区机场货邮吞吐量（单位：万吨）

图 4 2021年全国 17个临空经济示范区机场起降架次（单位：架次）

从时间序列角度来看，西安咸阳机场旅客吞吐量和货邮吞吐

量成逐年增长趋势。但 2022 年疫情发生以来，两项指标都受到

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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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7-2021年西安咸阳机场货邮吞吐量概况（单位：万吨）

图 6 2007-2021年西安咸阳机场旅客吞吐量概况（单位：万人次）

（三）临空经济示范区 GDP排名。从 GDP看，除空港新城

外，其他 16 个临空经济示范区 2021 年 GDP增速超过了所在城

市。具体来看，空港新城 2021年 GDP 60亿元，增速 4.45%，总

量和增速均处于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倒数第一。造成这一局面，

一方面是先天不足，空港新城是全国唯一一个脱胎于农业板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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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空经济示范区，总面积 144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占比 31%、共

计 36平方公里，且基本上毗邻机场，又有限高要求，发展后劲

明显不足。另一方面是空港新城近几年 GDP、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在各新城均相对靠后，质量、体量、速度增长都不够快。

图 7 2021年全国 17个临空经济示范区所在区 GDP（单位：亿元）

图 8 2021年全国 17个临空经济示范区所在区 GDP增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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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空经济区发展趋势

国家发改委、航空局 2015 年 6月印发《关于临空经济示范

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临空经济区是依托航空枢纽和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供高时效、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和服

务，集聚发展航空运输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而形成的特

殊经济区域。17 个国家级临空经济区发展虽各有特色，但也呈

现三个方面的共同趋势：

（一）多种政策叠加。临空经济区是开放门户，一般都叠加

保税区、自贸区等特殊政策，形成了“1+1>2”的效应。比如，广

州白云机场依托综合保税区、自贸区，叠加广州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大规模开展网购保税进口、直购进口和一般出口等跨境电

商业务，跨境商品备案项数超过 10 万种，机场口岸跨境电商业

务已连续 5年居全国空港首位。针对跨境电商发展趋势和需求，

广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先后引进十多个跨境电商相关优质项目，总

投资超 150亿元，总产值超过 200亿元，将在未来三年内陆续建

成，正在以此为基础建设跨境电商枢纽港。

比如，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实现临空经济区、双

自贸试验区（北京片区和河北片区）和综保税区“三区”叠加。自

贸方面，实行外国人 144 小时过境免签、24 小时过境免办边检

手续政策；保税方面，首创“一个系统、一次理货、一次查验、

一次提离”的区港一体化通关模式，能实现保税功能区与口岸功

能区无缝衔接，整体通关时间缩短至 40分钟，提高京冀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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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运输效率。2019年 9月通航，2020年旅客吞吐量 1608万人

次、货邮吞吐量 7.72万吨，2021年旅客吞吐量 2500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 18.59万吨。

相比而言，空港新城具有“临空+自贸+保税+跨境+口岸+航

权”六大功能平台，但政策叠加的优势发挥还不充分。比如，通

常综保区主要业务包括：进出口货物存储；国际转口贸易；国际

采购、分销和配送；国际中转；检测和售后服务；维修业务；商

品展示；研发、加工、制造；港口作业。目前新区政策力度不大，

保税区内仅有航材供应链、航空起落架维修、进出口外贸、仓储

物流，融资租赁、跨境电商等产业，保税功能没有“火力全开”，

研发、检测、加工、制造等业务还没有开展，产业吸引力不强。

比如，新区自贸区面积占全省 36%，目前累计引入外资企业 172

家，实际利用外资 2018-2021年分别为：1.68亿元、1.59亿元、

1.58亿元、2.50亿元，分别占全省 4.33%、5.17%、4.18%、2.40%，

远远低于自贸区面积占比，对外开放主阵地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二）产业聚焦“三高”。高时效、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和

服务，是临空产业的基本偏好，货值越高、体积越小、重量越轻、

对航空派送依赖度越高的产业越聚集在机场附近。源于航空、货

运和为旅客服务三个基本功能，临空产业类型可分为三大类：一

是飞机维修、航空餐食等与空港运营直接相关的产业；二是物流、

保税、国际租赁等与货运关联密切的业务；三是会展、生产性服

务和高度依赖空运的高附加值产业，以及区域性、国际性娱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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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新兴服务消费。比如，芯片、手机、电脑、半导体、生物医

药等，这些产品的附加值率一般都高于 0.3（一般将 0.3 作为高

低附加值产品的界限）。成都双流聚焦航空经济、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等三大适航战略性新兴主导产业，2021 年产值总和为

1274 亿元。重庆江北大力发展新能源整车、汽车电子产业园，

2021年重庆江北区汽车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为 622亿元。

相比而言，空港新城项目附加值总体不高，亩均效应不显著。

空港新城产业结构中航空物流、酒店餐饮、电子商务服务占比较

大，这几类产业占地面积大、创造 GDP不高、就地转化率低、

税额贡献少，存在核心区位资源被低端产业占用的情况，在现有

144平方公里示范区内，较难实现最优“亩均效应”。2021年，上

海虹桥临空经济示范区亩均最高，为 1120万元/亩，第二广州白

云亩均 GDP 为 125.5 万元/亩，第三成都双流亩均 GDP 为 122

万元/亩，而新区空港新城亩均 GDP为 2.8万元/亩。

图 9 2021年全国 17个临空经济示范区亩均 GDP（单位：万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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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21年全国 17个临空经济示范区占所在城市 GDP比重（单位：%）

（三）港城融合发展。港城一体化融合是临空经济区发展的

必然趋势。上海虹桥已经成为我国效率最高的“港城融合”案例。

虹桥机场依托临近主城区的优势，通过构建长三角主要城市两小

时轨道交通圈，打造长三角各城市“虹桥国际会客厅”。比如，很

多日资企业高管在上海工作，空中飞行只需 3小时，但从浦东机

场进城却要一两个小时，他们更多选择虹桥机场。近年来，长三

角地区很多企业将地区总部或接待中心落户虹桥，也是考虑到空

铁交通便利、节约接驳的时间成本，由此在机场周边形成了一定

规模的总部集群效应。同时，引进大融城、西郊百联购物中心、

虹桥天地商业街、龙湖天街等购物商圈，以及高端酒店、商务会

展、人才公寓等城市综合商业体配套，带动了临空区的发展。

相比而言，空港新城综合配套不健全，港城融合还需下更大

力气。机场客货吞吐量位居西北第一，但流量势能并未转化为示

范区的发展动能。西安咸阳机场具有大量中转换乘的旅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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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但是空港新城境内缺乏高档酒店、

商务服务、大型商贸等高端服务场所（目前，空港新城限上住餐

企业一共 15家，其中住宿 10家，餐饮 5家。五星级酒店：西安

空港大酒店，四星级酒店：和硕酒店、柏月酒店、亚朵酒店；三

星级酒店：西港航空酒店、西安航空大酒店，之前规划招引的长

安航旅酒店群还在建设中），消费供给质量不高。这造成旅客的

消费不能留在示范区内，区内的消费额（空港新城 2022 年限上

消费品零售额为 6.08亿元，增速 7.0%）和 GDP拉抬缺乏动力。

三、工作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立足新区实际，兼顾需要与可能，以 1-2年

内能实施或争取为目标，同时尽量减少与新城和部门的交叉，提

出以下具体工作建议。

（一）做大做强临空经济区。临空经济是速度经济，也是规

模经济，必须达到一定体量才能实现经济性、具有带动性、产生

辐射性。空港新城总体空间不大、建设用地偏少、战略腹地不足，

难以支撑机场未来 1.2 亿人次、200万吨货量、千亿级临空产业

集群的发展目标。建议：一是积极对接省发改委、商务厅，西安

市等单位，紧密跟踪省政府办公厅信息快报（2021 年 7 月 6 日

第 314期）《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

建议》相关批示进展情况，尽最大可能争取临空经济示范区体制

和范围优化调整。二是充分考虑到直接调整临空区管理体制、扩

大规划范围难度较大、周期较长。可在西咸一体化框架下，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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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都市圈规划要求，依托空港新城咸阳经开区临空经济组团建

设方案，探索尝试通过合作开发、联建园区、共建项目等方式，

实现柔性扩区。三是充分考虑空港实际，给予特殊支持，比如，

按照“十四五”末客运 6700万人次、货运 80万吨的目标，匹配相

应用地面积，在新区内部为空港新城调增部分建设用地指标。

（二）加强新区北部交通组织。构建立体交通系统，是临空

经济区的命脉。建议：一是加快修建货运铁路。西安“北跨”规划

中，第二货运北环线在泾河新城设有一站。要加快这一规划的落

地执行，同时争取按照“西安空铁联运中心”提升站点量级，大力

发展“航空+”多式联运，使其成为空陆联动节点、全省货运枢纽。

二是加快建设新区北部交通廊道。统筹考虑北部片区三大新城路

网布局，建设新区北部的东西走向交通大廊道，进一步提高新城

之间交通组织效率，增强与经开、港务、高陵、阎良等片区的互

联互通能力。三是加快旅客到达速度。高铁已经成为航空业中短

途客流的主要竞争对手，要着力提高客流到达机场的便利性、直

达性、快速性。地铁 14号线运行时间较长（北客站到机场西两

站之间“门到门”49分钟），上客率一直居于各线路末位。可考虑

高峰期间“甩站”运行，提高通勤效率。同时，14号线只有向东的

线路，没有向西的线路。可推动建设地铁 14 号线向西延伸至咸

阳北站，扩大双向客流来源。加快地铁 12 号线建设，连接新区

南北片区，通达高新区、长安大学城，将西安南部区域密集人流

导入。推动机场高速免费通行（目前已纳入绕城包年）。远期，



14

要尽快将高铁接入 T5航站楼，并在机场货运区规划建设高铁货

站，完善机场到市区交通系统，打造建成集航空、铁路、公路、

城轨于一体的“全通型”综合交通枢纽。

（三）充分发挥政策叠加优势。“临空+自贸+保税+跨境+口

岸+航权”六大功能平台是空港最大的优势，新区 14项国家级试

点也可全面对空港适用。要把叠加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对自贸、

保税、跨境、口岸、航权、过境免签等政策，逐一研究、用足用

好、吃干榨净。比如，保税方面，探索报税维修，厦门临空区以

航空维修为特色，2021年至 2030年间，对民用飞机整机设计制

造企业、国内航空公司、维修单位、航空器材分销商进口国内不

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要求的维修用航空器材，免征进口关税。

这实际上也是保税业务，可以尝试。探索设立保税实验室，珠海

在保税区内设立实验室，为企业提供进出口商品技术支持和检测

认证等服务，能进一步降低检测成本。新区是秦创原总窗口，高

新技术企业、中小科技型企业基数大、增长快，具有大量的技术

成果转化需求。可以探索综保区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实验室，将从

国外购买的实验器械和耗材放置在综保区内，通过免征关税方式

降低企业试验和研发成本，提高技术成果转化率，引导高新技术

产业聚集。

（四）打造国际生物医药口岸。医疗行业本质就是与时间赛

跑。孟菲斯依赖其世界第一大专业货运枢纽机场的优势，形成了

世界最大的眼角膜银行和全美最大的医疗器械制造中心。西安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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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资丰富，新区北部聚集了空医大、交大二附院、省妇幼等优质

医学资源，建议在空港布局器官移植医疗中心、器官银行等项目，

引进生命健康产业，打造国际生物医药口岸。同时，以秦汉为腹

地，联合打造北部大生命康养产业板块。

（五）用好国际航材供应链服务平台。2020 年空港综保区

内设立西安国际航材供应链管理中心，占地 5.7亩，这是内陆地

区首个。该平台通过对接航材制造商和供应商，实现航材的统一

议价和集中采购，并提升通关效率，目前完成以航材为核心的进

出口贸易额超过 5亿元。建议新区出台进一步做大做强国际航材

供应链服务平台的专项政策，从招商引资、人员引进、资金保障、

政策支持等方面下功夫，加强平台的品牌宣传力度，助推航空指

向型产业加速聚集。

（六）完善会议中心、酒店、购物等配套设施。空港客群中

有两类人群需要高度关注，一类是高时间价值人群，他们对时间

极其敏感，落地后最好在机场周边就能完成工作，结束工作后坐

飞机回程，不必浪费时间前往城区办事。西安每年论坛、会议、

展会比较多，有大量全国各地的专家、技术人员等高时间价值人

群。另一类是大量游客，他们以旅游为目的，驻留时间较长，更

加注重消费体验，尤其对住宿等有比较高的要求。要紧盯这两大

客群，一是大力发展小而精的会议会展、商务服务、专业中介等

现代服务业，向专业化、便利化、高端化方向发展。二是提升免

税购物、医疗健康、高品质酒店等综合配套，加快从“城市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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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机场城市”转变。三是大力发展新区文旅产业，打造几条将张

裕酒庄、诗经里、昆明池等景点串联起来的文旅精品线路，将机

场客流量转化为消费量和贸易量。同时，以机场通勤一小时为半

径提升综合服务能力，让机场从游客旅行的落地点，变成游览西

安的落脚点，将更多时间和消费沉淀在西咸。

附件：全国 17个临空经济示范区概况一览表

指导：申博 执笔：屈凯（在站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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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 17个临空经济区概况一览表
名 称

旅客吞吐

量排名

货邮吞吐

量排名

起降架

次排名
获批时间

所在区 GDP
（单位：亿元）

亩均 GDP
（单位：万元/亩）

广州临空经济示范区 1 1 1 2016.12.1 2551.0 125.51

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 2 5 2 2017.3.3 1837.6 122.02

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 3 6 4 2016.10.20 2235.6 101.06

上海虹桥临空经济示范区 4 8 7 2016.12.1 2334.9 1120.66

首都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 5 2 3 2019.3.1 2076.8 119.67

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 6 7 5 2018.4.25 60.55 2.80

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 7 3 6 2017.5.23 2011.6 93.98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

济示范区
8 12 8 2016.10.20 1461.8 64.97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 9 11 9 2017.5.23 2003.2 95.39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10 4 11 2013.3.7 1172.8 18.84

南京临空经济示范区 11 9 10 2019.3.1 2810.5 39.61

贵阳临空经济示范区 12 15 13 2017.5.23 977.6 44.04

青岛临空经济示范区 13 10 12 2016.10.20 1334.2 59.70

长春临空经济示范区 14 17 15 2020.7.24 261.9 19.12

南宁临空经济示范区 15 14 14 2020.7.24 569.5 32.18

宁波临空经济示范区 16 16 17 2018.4.25 1400.6 113.18

福州临空经济示范区 17 17 16 2020.7.24 1143.9 52.59

注：由于全国临空经济示范区统计口径不统一，表中示范区 GDP选取所在区 2021年 GDP。其原

因是从全国范围来看，临空经济示范区 GDP占所在区 GDP比重较大，且对经济拉动作用较强，

所以选取数据比较科学，可以说明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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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西咸新区管委会、西咸集团班子成员。

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

西安市委政研室、市政府研究室。

发：各新城管委会班子成员及部门，各新城集团班子成员及

部门，西咸管委会各部门、西咸集团各部门，各街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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