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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practices of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in Hong Kong Airport, China, and proposes some thoughts 
for reference by mainland airports. Hong Kong Airport focuses 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lanning to make forward-looking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decision-making,	attaches	importance	to	data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decision-
making, subdivides infrastructure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teams to improve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level, and establishes a 
sound	maintenance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mainland	airport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basic data management and use digital twin airports to promote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predictive decision-
making;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ability	training,	create	a	team	that	is	proficient	in	both	airport	and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fields;	
strengthen	fine	management	leve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mainland airport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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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探讨了中国香港机场基建管理的主要做法，并提出了对内地机场借鉴的思考。香港机场注重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来做前
瞻科学分析决策，重视数据统计和数据分析为决策提供强大支撑，并且细分基建专业管理团队提升专业管理水平。为了提
升内地机场的基建管理效能，需要强化基础数据管理，并使用数字孪生机场促进基建管理和可预测的决策制定；加强专业
能力培养，打造一支对机场和建设专业领域都精通的队伍；加强精细管理水平和技术、理念创新，推动民航业高质量发
展，提升内地机场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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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

高质量发展这一新表述以来，中国经济便迈入了由高速增长

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随后，在 2023 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考察中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 [1]，这一创新理念

进一步丰富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新质生产力强调通过科技

创新、产业升级和资源配置优化，推动经济实现质的飞跃。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民航业积极响应高质量发展和新

质生产力的号召，致力于推进四型机场建设。这一行动旨在

构建平安、绿色、智慧、人文的现代化机场体系 [2]，提升服

务品质和运营效率。同时，民航业企业也积极对标世界一流

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不断提升自身

竞争力。

香港机场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典范，以卓越的基建管

理而闻名于世，其在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管理、安全管理等

方面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通过调研和对标香港机场，引

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管理理念，在内地机场运营和建设管理

水平上实现了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中国香港机场基建管理调研的成果

2.1 中国香港机场基本情况
香港国际机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新界大屿山赤鱲角，距香港市区 34km，1998 年 7 月 6 日通

航，为 4F 级民用国际机场，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 [3]，

可于五小时内由香港国际机场飞往全球半数人口居住的城

市，全球超过 120 家航空公司在此运营，往来全球约 2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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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点（2019 年），客运量位居全球第 8 位（2015—2018 年），

货运量连续 18 年全球第 1 位。香港机场在 2023 年荣获亚洲

最佳机场及中国最佳机场。

2.2 中国香港机场组织架构
香港机场管理局（以下简称“机管局”）在 1995 年成

立，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全资拥有的法定机构，负责营运

及发展香港国际机场。机场有员工约 53000 人，机管局员工

约 2600 人（2023 年底数据）。在机管局的出色管理下，香

港国际机场屡获佳绩，诸多方面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2.3 这个表香港机场基建管理主要做法

2.3.1 注重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前瞻科学分析决策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香港机场注重规划的前瞻性

和科学性，充分考虑到未来的发展需求。香港国际机场自

1998 年起投入运作，机场原来的设计是以 1992 年的《新机

场总纲计划》为基础的。该份文件估计，到了 2040 年机场

的客运量将达 8700 万人次、货运量达 900 万公吨、飞机起

降量则为 380000 架次，当中大部分流量都以香港为启航地

或目的地。

根据 2011 年 6 月公众咨询、2012 年 3 月发布的最新版

《香港国际机场 2030 规划大纲》，机场到 2030 年年客运量

将达 9700 万人次、年货运量达 890 万公吨、年飞机起降量

达 602,000 架次。与原规划相比预测增长原因主要是过去十

年航空运输需求大幅增加，机种组合也出现了变化。香港国

际机场的航空交通量的增长与全球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息

息相关，且内地及大珠三角创造了极佳的航空市场前景；香

港国际机场是枢纽机场，与原规划相比现处理庞大的转机、

过境交通量，以及日益增加的窄体飞机起降量。经测算，两

条跑道每年实际最高起降量 420000 架次，与年 602000 架次

的预算相比，存在较大的运载能力限制。因此，香港机场最

终从“维持双跑道系统”“扩建三跑道系统”两个主要规划

方向中选择了后者，以应付日渐增加的需求。

扩建香港机场项目是《香港国际机场 2030 规划大纲》

的落地，这是一项大型、复杂、多年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

将改变香港国际机场。项目包括 650 公顷的填海工程、一条

新的跑道和客运廊、扩建二号客运大楼、新的旅客捷运系统

（APM）和行李处理系统（BHS）以及其他相关设施。这

将有助于维持加强香港作为区内主要枢纽的长期地位。

香港机场航空需求量预测及机场规划过程见图 1。

2.3.2 基于数据统计和数据分析，为决策提供强大支撑
整体印象上机管局和内地数据管理较大的区别，就是

我们把基础数据管理的重点放在“点”上，即每个工程科技

档案的完整性、规范性，相对分散；而机管局把重点放在 

“面”上，即每个工程的图纸是否统一到了总的系统中，高

度整合。他们在部门内部设立了十几人的电脑辅助设计及绘

图团队（CADD Team），团队先是制定了所有机场内涉及

工程的批准图则，制作了一些模组方便后续使用（统一标

准）；再在每个项目完工后（本部门和外部门的图纸都必须

移交给他们）将完工资料、图纸录入系统中，确保电脑中的

“一张图”始终最新（高度整合）；并开放数据、电脑资料

给有关的机管局工作人员查阅、分析和应用（充分应用）。

在此，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及：其一，每当项目竣工之后，

将电子版图纸妥善存放于管理系统指定的文件夹内，实为易

事。然而，若要针对新项目的图纸变动进行全面更新，以确

保手中始终掌握一套完整且最新的机场图纸，则是一项极为

烦琐且耗时的工作。其二，图纸的更新工作涉及电脑辅助设

计及绘图，这是一项极具专业性的任务。而机管局能够依靠

其自有员工独立完成此项工作，据我观察，这些员工均具备

与设计院制图员相媲美的专业水平，足见其技术实力之强。

2.3.3 细分基建专业管理团队，提升专业管理水平
横向上，机管局对基建设施工程及维修部六个管理团

队从专业方向又做了更进一步的细分。这非常类似于高等院

校中学院、系、专业方向的划分方式，这种方式确保了专业

的人做专业的事，也有利于统一管理和在每个专业方向上持

续进步。

图 1 香港机场航空需求量预测及机场规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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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上，机管局基建部门有管培生、助理工程师、工

程师、助理经理、经理、高级经理、总经理的晋升梯队。从

管培生到助理工程师、工程师的晋升主要取决于获得香港政

府下发的牌照（工程师级别需到英国参加最后的测试才能拿

到牌照），而助理经理到经理、高级经理、总经理等的晋升

主要取决于业绩和直属上级评价。机管局在定岗定编方面表

现卓越，各部门岗位结构图已详尽呈现于内联网上，岗位与

人员配置精准匹配，每位员工均附有照片、姓名、职务、所

属部门或专业领域等详细信息。对于暂时空缺的岗位，则以

“vacant”（空缺）标注，以鼓励有志之士前往人力部门自荐，

共同为机管局的发展贡献力量。

3 对内地机场基建管理的思考

3.1 强化基础数据管理，并使用数字孪生机场促进
基建管理和可预测的决策制定

如前文所述，机管局非常重视整个香港机场基础数据

的收集和管理。由于香港机场运营的 25 年里，基建领域组

织架构没有大的调整，因此基础数据积累较为完善，数字孪

生、BIM、GIS 等前沿科技应用也比较成熟。

而内地较多机场历史更为久远，完整基础数据收集的

难度很高。有些机场基建领域组织架构有过比较大的调整，

在基础数据管理上可以对标香港机场有进一步的提升。这也

与民航局所强调的“三基”建设（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

本功）的要求相一致。

对此，有以下思考：①参照机管局建立“图纸登记系统”

及管理制度，对机场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图纸进行统一管

理。②参照机管局建立 BIM 导则，达到一定体量的建设项

目要求按导则绘制 BIM 模型，收集数字孪生机场最底层数

据。③结合数字孪生机场项目，在基础设施管理上进行衔接。

3.2 加强专业能力培养，打造一支对机场和建设专
业领域都精通的队伍

机管局因为没有职能科室的概念，因此基建部是以专业

团队来划分的，前文提到其建立了类似于高等院校专业细分

的管理团队。基建部定位是做一站式的、可持续发展的解决

方案提供商；做行业发展的技术高地；做机场系统的大师。

从机管局基建部三个定位出发，在专业能力培养上有

以下三点思考：①做一站式的、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提供

商：实现贯穿整个项目周期的成本、质量、安全、进度优化，

发挥专业才能，在这四个要素上做到极致。同时对标四型机

场和精品机场定位，在智慧、环保等领域作出成绩。②做行

业发展的技术高地：从建设专业角度，在机场做建设领域的

技术高地，通过持续的专业培训、行业新技术推广等，以通

过技术革新的应用来确保运行的可靠性、卓越性。③做机场

设施的大师：从机场角度，做到对机场足够的了解，以打造

很强的专业知识，高能力和声誉。

3.3 强化精细管理理念，在内地机场精品建设上达
到领先水平

对于机场各类资产，不论是设施还是设备，机管局每

位员工都有着“数据统计和分析”的理念，凡事拿数据说话。

例如针对行李处理系统维修频率很高的情况，他们细致统计

了整体行李处理系统每小时出现的各种故障、错误情况，对

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形成分析图表。对于数据统计分析中出

现的同一局部多次出现问题的情况，追根溯源，直到问题解

决。他们的项目例会主要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通过科技手段尽可能暴露出上一阶段所有的问题，针对

这些问题进行分类、分析，并且去解决它们。

目前，我们的管理倾向于项目式与任务式，核心聚焦

于项目与任务的完成。然而，在问题分析与处理、数据统计

分析方面，我们尚显不足。此外，工作的精细化程度和持续

改进的能力亦有待提升。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些方

面的能力，以提升整体管理效能。从这点上主要有以下思考：

①聚焦问题：通过聚焦问题来持续改进，可用于管理，也可

用于项目推进。②聚焦数据：通过数字化手段尽可能将感性

的数据量化，来理性分析问题和持续改进。

3.4 尝试技术和理念创新，拓宽思维提升内地机场

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机管局在技术创新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设立了

创新实验室，积极与香港的初创公司展开合作，共同研究新

技术在机场管理中的应用前景。此外，他们还设立了年度创

新基金，供各部门使用，以鼓励探索和研究新技术。机管局

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创新环境，支持员工先行先试新技术，并

将成熟的技术推广至香港或其他机场，以推动行业的进步。

在理念创新方面，他们不断尝试并推行新模式、新业态，以

进一步拓宽市场，提升机场管理的整体水平。在技术与理

念创新上主要有以下思考：①在智慧机场方面，借鉴香港

机场天际走廊（Skybridge）等基建项目建设经验，和 IoT、

CCTV 结合，将数字孪生高清晰度测量与地理定位技术、建

筑信息模型、AI、大数据等技术应用到数字孪生机场和项

目建设中，并且要注重建设过程中投资建成的模型能够持续

应用到后续运维管理过程中。在场道和灯光系统维护上可借

鉴使用跑道激光裂纹测量系统（LCMS）、地面照明 AGL

检测系统等智慧手段，提高基建管理水平。②在绿色机场方

面，可借鉴香港机场制冷需求预测模型系统，通过大数据分

析预测未来制冷需求，精准调节冷气量，既节能又保证了旅

客的舒适度。积极采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屋顶

安装的太阳能光伏板，为机场提供一部分清洁能源并减少碳

排放。在建筑设计上充分考虑环保和节能因素，采用绿色屋

顶和绿色墙面，种植绿植，美化环境并调节温度和净化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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