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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浦东开发开放如火如荼，国人都在为“增长”、“扩张”而激动不已之时，我从
国外带回了“成长管理（Growth Marlagement）”和“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理念
。
虽然在当时看似非常不合时宜，我们还是在浦东国际机场一期工程中坚持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
原则，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参见《浦东国际机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
年出版）。
十五年后的今天，“绿色”已然成为点击率最高的词汇，“节能减排”已经成为机场发展的最热门话
题。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们在上海两个机场的策划、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中，始终坚持贯彻了环境
保护、节能减排、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人性化等方针政策；并通过一系列工程项目的实施，使我们在
“摸爬滚打”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和心得、体会。
我们把这些总结出来，抛砖引玉，希望能对今天蓬勃兴起的“绿色机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有所帮助
。
第一，成长管理的前提是“成长”，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机场、一个机场公司来说，必须通过我们的绿色机场建设实现其自身科学和谐的
成长，使机场的发展可持续，使机场公司有赢利；而不是“绿”得我们的机场不能成长和发展、机场
企业亏本。
我们始终相信“一个亏本的企业是不可能提供一流服务的”！
在具体的项目建设中，我们坚持了“经济上不可行的项目不急于实施”的原则。
这为我们在绿色机场的建设中扫清了不少障碍，使我们在上海过去十五年的高速发展中，仍然成功地
实施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项目，并得到了社会和企业的一致好评（参见《浦东国际机场二
期工程节能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出版）。
第二，绿色机场要求“全绿”，可持续发展要求“永续”。
绿色是方式，发展是目标，必须按照机场规划和企业发展战略，从大处着眼，从长远谋划，同时从细
处着手，从当前实施。
不可因事大而畏之，也不可以事小而不为之。
首先，规划上的绿色才是最重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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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绿色机场：上海机场可持续发展探索》对1995年以来上海浦东、虹桥两个机场在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实践、探索和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和介绍。
主要内容包括：国内外可持续发展机场现状，可持续发展机场的内涵与特征，上海机场可持续发展的
核心理念、实施战略和措施，机场土地集约化利用，机场水文和生态环境保护，机场航空噪声控制，
机场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削减，机场航站楼和能源中心节能，清洁可再生能源利用，机场建设和
运行中的材料和水资源节约，以及机场如何提供人性化服务等。
全书内容密切结合上海机场建设和运行，试图对如何建设可持续发展机场进行具体的诠释。
　　《绿色机场：上海机场可持续发展探索》对从事民用机场规划设计、运行管理、特别是节能减排
的专业和管理人员有重要参考价值，也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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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机场的可持续发展，首先依赖于卓越的战略管理，这是机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上海机场（集团）的发展战略，用三句话可高度概括，即：成为亚太地区复合航空枢纽；成为卓越的
机场管理者；成为最具市场价值的企业集团。
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上海航空枢纽战略规划》中提出了“三步走”实施路径和分阶段目标，这为
上海机场的可持续发展勾画出了明确的方向和行动路线。
第一阶段：2005-2007年，准备和起步阶段，主要任务是夯实枢纽建设的设施基础。
阶段目标：基本构建成型与上海市场资源相匹配的航空网络结构，其中重点是国际市场的拓展和国内
转国际、国际转国内的中转网络建设和成型。
实现标志：2007年浦东国际机场二期工程基本建成，二号航站楼、二期货运区和第三跑道竣工；部分
建成浦东空港物流园区，两场旅客运量达到4 900万人次左右，货邮吞吐量达到250万t左右，进入世界
货运机场排名前列，基本确立国际货运枢纽地位。
基地航空公司网络结构成型；基地航空公司建立2～3个质量中上等的航班波。
第二阶段：2007-2010年，调整和提高阶段，基本建成上海航空枢纽。
阶段目标：首先是提高上海枢纽航线网络结构的质量，其次是拓展网络规模。
实现标志：浦东国际机场二期工程设施全面投入运营，两场客运量达到8 400万人次左右，货邮吞吐量
达到410万t左右，力争建成亚洲最大的货运枢纽；虹桥机场改造扩建工程基本完成，保障上海世博会
的峰值运量需求。
基地航空公司枢纽航线网络覆盖范围和航班密度接近世界先进枢纽水平，建立起4个高质量的航班波
。
第三阶段：2010-2015年，成熟和扩展阶段，全面确立上海航空枢纽地位。
阶段目标：基地航空公司第六航权网络结构得以完善，并成为上海航空枢纽航线网络结构体系的重要
部分，同时继续改善上海航空枢纽的各项技术指标。
实现标志：一是客货运吞吐量在亚太地区排名前列，旅客运量达到l亿人次左右，其中虹桥机场约3 000
万人次，浦东机场约7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超过700万t，包括四种中转在内的旅客中转比例提高30
％左右；二是硬件设施条件成熟，浦东机场建成四条跑道及保障枢纽运作的客货设施，空中交通管制
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三是基地航空公司建立5个高质量的航班波，成为亚洲骨干航空公司之一，
机队规模达到目前的2～3倍；四是以上海为中心的立足国内、辐射亚洲、通往欧美的枢纽航线网络成
熟，通航点数量和航班周频超过世界枢纽机场平均水平；五是建成以轨道交通为主、公路交通等其他
交通方式为补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机场综合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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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机场作为民用航空运输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规划、设计、施工、运行和发展过程中涉及大量的环境影
响、资源消耗以及如何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
国际民航界近年来一直在探寻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针对性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机场（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irport）”、“洁净机场（（2leanAirport）”等理念。
2007年，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结合昆明新机场建设，提出“建设绿色昆明新机场”的指导意见，“绿色
机场（Green Airport）”概念开始在我国民航业界盛行。
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机场”、“绿色机场”的内涵、框架和体系还远未达成共识，相关领域的探
索、研究十分活跃。
上海机场从1995年开始，结合浦东机场的新建、扩建，结合虹桥机场改造和西区扩建，对机场可持续
发展进行了长期、系统的探索和实践，范围涉及机场总体规划，机场土地集约化利用，机场水文和生
态环境保护，机场航空噪声控制，机场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消减，机场航站楼和能源中心节能，
清洁可再生能源利用，机场建设和运行中的材料和水资源节约，以及机场如何提供人性化服务等。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机场在可持续发展探索中并非一帆风顺，有关理念的确立和成就的取得，都经历
了艰辛的摸索和实践过程。
与可持续发展理想相对照，上海机场在很多方面尚有很大差距。
在过去十五年中，上海机场可持续发展实践主要集中在规划、建设层面，而对如何实现机场运行的可
持续发展探索相对比较薄弱。
随着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基础设施渐渐接近终端规划，探索系统全面的、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机
场运行策略和方式，诸如机场整体能源系统的计量分析、节能策略优化，更多型式新能源（如潮汐能
、风能）的高效利用，旨在提高能效、减少排放的设施改造等，必将成为未来上海机场可持续发展的
重点工作。
目前，我国民航业界对于绿色机场还存有很多困惑，大都停留、局限于相对还比较空泛的“节能减排
”层面。
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业界加深对可持续发展机场、绿色机场的内涵理解，并通过上海机场了解具体
的操作、实践方法，进而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衷心希望我国有更多的机场从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入的层面来进行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思考、
谋划和实践，进而真正迈上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最终使我国绿色机场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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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绿色机场:上海机场可持续发展探索》是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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