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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国际机场总体规划》

前言

　　进入21世纪以后，上海地区的航空业务量持续增长，2008年上海浦东和虹桥两机场全年旅客吞吐
量为5110万人次，其中虹桥国际机场2287万人次。2010年，还要面临上海世博会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虹桥机场经过多年的运营，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跻身全国三大机场之列，1995年航空旅客吞吐量已
经达到1108万人次，超过虹桥机场航站楼年旅客吞吐量960万人次的设计容量；1998年飞机年起降架次
达到13万架次，已经接近一条跑道满负荷的容量。历史数据表明，在浦东机场通航以前，虹桥机场的
实际运营能力已超过机场的设计容量。尽管浦东机场通航后，虹桥机场的运营压力有所缓解，但是随
着近几年上海市以及全国航空运输业的飞速增长，虹桥机场的运营负荷持续攀高。目前虹桥机场的所
有运营设施都在满负荷的运转，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和运营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因此
，急需对虹桥机场的总体规划进行调整，为虹桥机场未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2005年2月，虹桥国
际机场进行总体规划修编的方案竞赛，同年3月24日评出中选方案。在中选方案的基础上，综合各方意
见，深化方案设计，在用地参数、飞行区规划、航站区规划等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2005年12月9日，
中国民航局会同上海市政府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总体规划审查会。2006年2月29日，中
国民航局、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批复了《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05年版）》。本次总体规划
就是要解决下一步的发展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解决虹桥国际机场迅速发展和扩建工程
的问题　　为了尽快提高虹桥机场的运营能力，满足日益增长的航空运输需求，特别是2010年上海世
博会的需求，扩建工程已经迫在眉睫。而且，虹桥机场是在现有设施基础上的扩建，周边都已成为城
市建成区，空中、地面资源紧张，总体规划研究必须要构建一个高效、集约的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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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虹桥国际机场总体规划》是关于虹桥国际机场总体规划及扩建工程项目规划的研究成果，是在前期
规划研究、方案征集和深化、规划修编、仿真模拟等大量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的，机场克服了土地资源
和空域资源紧张、噪声影响、交通组织复杂等困难，对虹桥国际机场定位与规模、各功能区规划及相
容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附录了“虹桥国际机场规划设计中仿真模拟技术的应用研究成果”。
《虹桥国际机场总体规划》对机场规划与设计、交通规划、机场建设、机场运营管理等相关专业人员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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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城市发展使远距离平行跑道的建设不可行，需要对原总体规划进行修编　　1993版的虹桥国际
机场总体规划是在现有跑道西侧1700m处规划建设一条独立的远距离平行跑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
虹桥国际机场周围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迅速，周边区域居住区、临空产业开发区等项目的建设已经使得
远距离跑道的建设非常困难。邻近的、受影响的区域还包括：北侧嘉定区的江桥镇、南翔镇；普陀区
长风街道；南侧闵行区的虹桥镇、七宝镇、九亭镇、莘庄镇等。这些区域近几年均建成了大量的住宅
，特别是南侧闵行区各镇，是上海西部最早形成的大型住宅集中区域。新跑道建成后带来的飞行噪声
、净空电磁控制等环境问题将给周边城市发展带来新的影响。　　随着国家环境保护法规制度的日趋
完善，市民的“环境意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严重的飞行器噪声扰民问题将使得扩建远距离平行跑
道不可能通过国家环境评估。　　同时，1993版虹桥国际机场总体规划的实施是以搬迁大场机场为前
提的，搬迁难度大且难以适应虹桥国际机场扩建进度需求。因此，虹桥国际机场飞行区特别是跑道构
型需重新进行规划研究和方案论证，以满足城市发展和机场容量发展的双重需要。　　3.虹桥国际机
场扩建的首要问题是总体规划修编　　虹桥国际机场1995年航空旅客吞吐量达到1108万人次，已经超
过虹桥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960万人次的设计容量。尽管浦东国际机场通航后虹桥国际机场国际航班
分批转移至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的运营压力有所缓解，但是随着近几年上海市以及全国航空
运输业的飞速增长，虹桥国际机场的运营负荷持续攀高，2004年旅客吞吐量达到1489万人次，年飞行
架次超过15万架次。虹桥国际机场现有运营设施均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地面设施的保障能力与业务
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了满足航空业务量增长的需求、保障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
，全面推进上海航空枢纽港的建设，上海航空枢纽建设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在2010年基本完成虹桥
国际机场扩建工程的建设目标，与浦东国际机场共同保障上海世博会的峰值运量需求，实现基本建成
上海航空枢纽的阶段目标。扩建工程的建设迫在眉睫，首先就要修编机场总体规划。　　4.虹桥综合
交通枢纽战略构想的提出。必须启动虹桥国际机场总体规划修编　　“十Ni”期间长三角经济高速增
长带动了长三角地区航空、铁路和公路运输量的激增，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在上海机场（集团）
做“上海航空枢纽发展战略”研究的同时，高速铁路京沪线和高速铁路沪杭线的选址研究工作也在进
行中，并先后都选址在虹桥机场西侧，直接促成了建设面向全国、服务长三角的“虹桥综合交通枢纽
”战略构想的提出。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将高速铁路车站、磁浮车站、机场航站楼结合在一起，城
市轨道交通、城市地面交通等与之衔接。多种交通方式的汇集，不仅提高了交通换乘的效率，同时也
提高了资源利用的集约化程度。通过交通枢纽的整合，使得各种交通模式形成统一规划、统一设计、
统一建设，达到土地资源集约化使用的目的，缓解了大量的配套建设和土地成本。关联的配套设施，
诸如道路、水、电、燃气、通讯等设施，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综合性保障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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