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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粵港澳大灣區機場群目前已發展為全球

各大灣區中規模最大的機場群，但在政府層面仍缺乏強有力的統一協調機制，在樞

紐競爭力等方面也要進一步提升。近日，民航中南地區管理局組織召開第二屆「粵

港澳大灣區民航高質量發展會議」，來自粵港澳等20家民航企事業單位集聚，凝聚

共識攜手構建「統籌有力、優勢互補、競合共贏」的民航協同發展新格局。會議提

出「三步走」的規劃目標：加快港澳機場國際要素資源優勢和內地機場資源優勢融

合；推進「珠三角運管委」試點工作向縱深發展，以「珠三角運行協同平台」建設

融合港澳民航運行機制；逐步朝着實現建設「大灣區運管委」的目標邁進。

廣州維修基地

民航協同「三步走」灣區擬建「運管委」
打造世界級機場群 推進港澳等機場基建擴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數讀灣區機場客貨運新進展
2023年，大灣區

機場共完成旅客吞吐
量1.8億人次，貨郵吞吐
量 803 萬噸，飛機起降
128.4 萬架次，恢復至
2019 年 的 78.8% 、

100.2%、83.8%

至 2030 年，國
際航空運輸協會預測

粵港澳大灣區客貨運需求
將分別達到3.87億人次和
0.2億噸

到 2035 年，大
灣區機場群的跑道將

擴展至17條，旅客、貨
郵吞吐量將分別達4.2億人
次、超2,000萬噸，客貨
保障能力比2020年約

提升一倍

2024年首季，大
灣區機場共完成旅客

吞吐量5,399.6萬人次，
貨郵吞吐量211.6萬噸，飛
機起降37.3萬架次，同比
增長50.3%、23.2%、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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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職教融合 粵港攜手育專才

粵港澳大灣區機場
去年共完成旅客

吞吐量1.8億人次，貨
郵吞吐量803萬噸，飛
機起降128.4萬架次，
發展空間持續拓展。
但由於產權歸屬、利
益主體、運行標準、
定位分工等多方面原
因，大灣區機場發展
趨同、空域資源緊
缺、保障能力不足、
協同機制不暢等問題依然突出。
本屆會議匯聚了廣東、深圳、珠海機場集團，香港國際機場、澳門國際機
場，南方航空、深圳航空、香港航空、大灣區航空、澳門航空等20家大灣區民
航企事業單位，共同探討灣區民航高質量發展大計。運行效能作為民航高質量
發展的綜合反映，大灣區民航將強化「一盤棋」意識，圍繞「大運行、大保
障」，打破發展瓶頸，提升運行效能，拓展發展空間。

深化空管合作 提升空域使用效能
目前大灣區內共有7個運輸機場、12條跑道。會議提出，要以「機場群」思

路統籌合作發展，加快港澳機場國際要素資源優勢和內地機場資源優勢融合，
推進「珠三角運管委」試點工作向縱深發展，以「珠三角運行協同平台」建設
融合港澳民航運行機制，逐步朝着實現建設「大灣區運管委」的目標邁進。
其中，大灣區民航將積極深化粵港澳空管合作，推進空域統籌規劃方案不斷

完善，持續提升大灣區空域使用效能。澳門機場積極參與大灣區新基線大流量
模型模擬評估工作報告的編寫及草擬了大灣區航行新技術應用策略報告。目前
澳門機場已經接通國家流量管理系統，為提高大灣區整體流量管理水平和運行
品質打下良好基礎。中南空管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將主動響應建設世界一流空
管要求，與大灣區各方深化合作，推動空域資源優化和空管創新發展。

統籌分配航權航線等資源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建議，「大灣區運管委」可定位為國

家層面的灣區民航統一協調與監管機構，不僅中央派員參與，還可聯合中央及地
方政府、機場、航空公司及空管等民航相關單位，統籌分配航權、航線等資源，
以提升灣區機場群整體競爭力為目標，加快實現大灣區機場群協同發展。下一步
還可在機場間相互參股等方面進行創新探索，讓灣區機場群成為利益共同體；另
外還可探索逐步實施一體化協同運行方案，為打造機場集群效應、航空資源共享
等闖出新路，共同提升大灣區世界級機場群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
會議還提出，大灣區各民航單位要從軟硬件兩方面着手，為大灣區民航高質

量發展築牢根基。其中，大灣區瞄準打造世界級機場群，有序推進香港、澳
門、廣州、深圳、珠海等機場基礎設施擴建工程，力爭做到與旅客、貨物運輸
發展需求動態匹配，實現「人享其行、物暢其流」。同時，完善以大灣區主要
機場為核心，匯集城市軌道交通、高速公路、水運碼頭等多種方式的綜合交通
運輸體系，打造「大灣區機場群一小時交通圈」，推進「旅客聯程」運輸協同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在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民航
高質量發展會議舉行期間，多個合作項目簽署。其中，廣州民航職業技
術學院與香港國際航空學院圍繞推進人才培養、教師實踐和學生實習、
人才交流共享、職業技能培訓等方面開展合作；還與新翔（香港）有限
公司圍繞人才聯合培養、教師實踐和學生實習就業基地共建、人才交流
共享、科學研究、校企培訓、舉辦各類技能競賽等方面開展合作，進一
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民航人才培養合作水平，加快大灣區民航職業教育
產教融合。
由民航中南局與香港民航處聯合主辦的「粵港澳大灣區民航青年交

流項目」亦於近期啟動，旨在為民航青年提供一個深入了解粵港澳民
航業的平台，推動大灣區內人才交流，更好構建大灣區民航高質量協
同發展新格局。第一期16家大灣區民航單位的約60名粵港澳大灣區
民航青年參觀了香港民航處、香港國際機場等航空設施和機構，了解
香港民航業的最新發展和科技應用，並參加香港民航業講座和專題座
談會等交流活動。交流項目後續還將組織粵港澳大灣區民航青年前往
內地更多地區進行學習和交流。
香港民航處處長廖志勇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民航青年交流項目不

僅為大灣區的青年民航從業人員提供了民航知識分享和技能提升的寶
貴機會，更是一個促進相互了解、增進友誼和鼓勵共同探索未來民航
業發展機會的平台。」
同時，廣州民航職業技術學院與香港職業訓練局最近進行「粵港空
乘專業雙證書課程合作備忘錄」簽約。此次簽約將促進雙方空乘專業
人才聯合培養，實施空乘專業「2+1」聯合培養項目，通過學分互
認，實現內地學歷教育證書與香港職業訓練局航空機艙及客運服務高
級文憑對接，學生畢業後可參加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職專畢業生留
港計劃」，從而打通內地高職院校學生進入香港就業的通道，建立學
生聯合培養新模式。

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與廣州民航職業技

術學院圍繞推進人才培養、教師實踐

和學生實習、人才交流共享、職業技

能培訓等方面開展合作

◆新翔（香港）有限公司與廣州民航職

業技術學院圍繞人才聯合培養、教師

實踐和學生實習就業基地共建、科研

及舉辦各類技能競賽等方面開展合作

◆香港民航處與民航中南局聯合主辦

「粵港澳大灣區民航青年交流項

目」，灣區民航青年可赴香港、內

地等航空設施和機構交流與學習

◆香港職業訓練局與廣州民航職業技術

學院簽約「粵港空乘專業雙證書課程

合作備忘錄」，通過學分互認與文憑

對接，促進雙方空乘專業人才聯合培

養

◆參與「大灣區航空業青年實習計

劃」，廣州民航職業技術學院創建

在校生跨境赴港工學交替新模式，

僅去年便有61名學生赴香港民航單

位實習

◆粵港澳23家單位簽署《大灣區民航維

修產業高質量發展合作備忘錄》，維修

資質互認全面展開；之前已實現航空器

維修人員執照互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民航高質量發展會議現場。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深圳寶安機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香港進入由治及
興新階段，特區政府全力拚經濟。為落實「香港無
處不旅遊」的理念，及為讓旅客玩得更開心，買得
更盡興，刺激零售業，香港特區政府正向中央爭取
將訪港內地旅客目前5,000元（人民幣，下同）的
免稅額提高。財政司司長陳茂波3日表示，特區政
府目前已與內地有關部門作積極溝通，「特區政府
滿懷希望，正努力爭取當中」。他又指，近期部分
數據顯示香港經濟表現大致維持正面，經濟在今年
餘下時間應會錄得進一步增長，維持早前估計全年
經濟增長2.5%至3.5%的預測。
陳茂波3日出席立法會簡報香港經濟最新情況，

近期內地進一步開放更多赴港澳個人遊城市，市場
還盼望中央提高訪港內地旅客的免稅額，陳茂波透
露，特區政府目前已與內地有關部門作積極溝通，
積極向中央爭取將訪港內地旅客目前5,000元免稅
額提高，爭取開放更多個人遊城市也是努力的方
向。他說，內地對香港的政策支持無可置疑的，但

同時推展不同政策措施時，也要穩妥、按部就班，
特區政府滿懷希望，正努力爭取當中。

市場料免稅額或可增至3萬
內地訪港旅客5,000元的人民幣免稅限額已維持
28年，現今的物價及內地居民的收入已不可同日而
語，為讓旅客買得盡興、享受更佳的旅遊體驗，今
年全國兩會期間，有香港政團提出爭取提高內地訪
港旅客免稅額，建議由3萬元至10萬元不等。

港經濟表現大致維持正面
據了解，36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曾醞釀聯署要求

免稅額提高至3萬元，有關部委初步研究認為10萬
元較難成事，主要考慮到洗黑錢、走資、內地有外
匯管制，以及大幅放寬對內地經濟有何好處等，加
上海南自貿區10萬元免稅額是以年計，有別於香港
以次計，故難以看齊，市場普遍預料3萬元人民幣
免稅額的建議較易獲接納。

陳茂波3日指出，近期部分數據顯示香港經濟表
現大致維持正面，經濟在今年餘下時間應會錄得進
一步增長。4月日均訪港旅客上升至11.3萬人，在
內地勞動節黃金周五天共有76.6萬內地旅客人次訪
港，較去年同期高22%。4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按
年顯著上升11.9%，反映出口表現繼續改善。他認
為，即使市民消費模式的轉變帶來挑戰，但隨着就
業收入增加、股市回升和政府推出多項提升市面氣
氛的措施，應有助推動私人消費。

全年增長料維持2.5%至3.5%
香港經濟在今年第一季按年溫和增長2.7%，是連

續第五個季度實現正增長。第一季訪港旅客增加至
近1,123萬人次，受惠於訪港旅客人次持續回升，
服務輸出在第一季仍然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按
年實質顯著增長8.4%。陳茂波預計，訪港旅遊業進
一步復甦應會支持服務輸出，若外部需求繼續向
好，貨物出口亦會進一步改善，但須留意地緣政局

可能會繼續帶來不確定性。而上周五公布的4月零
售總銷貨價值，按年顯著下跌14.7%。
陳茂波相信，按目前全球和本地經濟的發展情
況，維持早前估計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
2.5%至3.5%的預測，政府會持續監察外圍情況，
到8月中會再公布對全年經濟增長的最新評估。通
脹方面，整體而言通脹在短期內繼續處於可控水
平，本地成本或會因香港經濟繼續增長而面對一些
上升壓力，而外圍價格壓力應會延續大致向下的趨
勢。政府對今年基本和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率的預測
分別維持在1.7%及2.4%。

◆陳茂波
預料，香
港經濟在
今年餘下
時間應會
錄得進一
步增長。

港力爭中央提升內地客免稅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