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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9       证券简称：上海机场     编号：临 2015-014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工程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项目名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工程项目，计划 2015

年 11 月动工，建设工期为 4 年。 

 投资估算：根据 2015 年 5 月 25 日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沪

发改城［2015］47 号《关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项目核

准的批复》，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201 亿元，建设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风险提示：该项目可能面临航空市场风险、工程建设风险、融

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该项目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概述 

（一）根据 2015 年 5 月 25 日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沪发改城

［2015］47 号《关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

复》，该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201 亿元,建设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该项

目计划 2015 年 11 月动工，建设工期为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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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公司监事会主席曹文建女

士、监事刘向民先生、监事李育红先生和监事宋海文先生列席了会议，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工程项目

的议案。 

为了适应浦东机场航空业务量增长需求，提升机场综合保障能

力，加快全球航空网络重要节点和国际门户枢纽建设，公司拟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建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工程项目。该议案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总体规划 

浦东机场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心机场，是我国三大门户型枢纽

机场之一，最终竞争成为世界级枢纽机场。 

根据 2011 版总体规划预测，浦东机场 2015 年按满足旅客吞吐

量 6,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475 万吨、飞机起降 55.5 万架次进行

规划；远期按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8,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570 万

吨、飞机起降 65.3 万架次规划控制。 

根据总体规划，现有第一跑道和第二跑道之间规划为航站区用

地。目前，该区域已建成 T1 和 T2 两座航站楼及一组联系第一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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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跑道的垂直联络滑行道。垂直联络滑行道南侧预留区域为预留

南航站区用地，规划为卫星厅建设用地。南航站区将规划建设卫星厅，

配合 T1 和 T2 航站楼，形成“主楼+卫星厅”构型，未来共同服务于

年旅客吞吐量 8,000 万人次的需求。 

（二）主要建设内容 

根据 2015年 5月 25日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沪发改城［2015］

47 号《关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本项

目位于浦东机场内，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为： 

1．飞行区工程：建设卫星厅港湾停机坪 (含 T1、T2 联络道），

新建站坪近机位 61 个、过夜机位 16 个，新建 10 座滑行道桥，扩建

第一跑道南灯光站等工程。 

2．航站区工程：建设航站楼卫星厅 52.2 万平方米、航站综合体

（含旅客过夜用房）12.59 万平方米、2 条下穿通道，以及行李处理

与旅客捷运系统、能源中心、综合管廊工程等。 

3．生产辅助设施工程：改造 T1 站坪调度中心，新建 T2 站坪调

度中心，实施停车库、值班宿舍、综合服务楼、登机桥维修保障基地、

应急救援仓库等。同步实施供电、给水、排水、燃气、通信等工程。 

浦东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的设计目标年是 2025 年，卫星厅建成后，

浦东机场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8,000 万人次的运行需求。 

该项目计划 2015 年 11 月动工，建设工期为 4 年。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提升浦东机场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满足上海地区航空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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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需要 

从近几年发展的态势看，在经历世博会运量激增以后，机场运量

增长已经由快速增长转变为高位运行的稳定增长状态。未来机场发展

将从量的增长转为质的提高，运行品质、运行效率和航空枢纽软实力

都需要升级。 

1） 提升浦东机场基础设施保障能力的需要 

综合机位需求和航站楼设施需求来看，浦东机场在高位运量的稳

定增长态势下，机场需要建设卫星厅，需要实现更多的候机面积和客

机位数量，尤其是近机位数量，满足机场未来发展的需要。 

2）满足上海地区航空业务量增长的需要 

上海是我国第一座拥有两座大型机场的城市，分别是虹桥机场和

浦东机场。近几年，随着上海地区航空业务量的进一步发展，囿于虹

桥机场近距离跑道量的限制，虹桥机场的运量将趋于饱和，而且虹桥

机场与浦东机场两场运量之间之差将越来越大。可以看出，在虹桥机

场运行设施达到其终端规划容量后，未来上海地区的航空业务量增长

将很大程度上依赖浦东机场的设施能力，提升浦东机场基础设施保障

能力十分必要。 

同时，对于基地航空公司新东航而言，基础设施能力的提升也将

为新东航的枢纽网络运作提供坚实基础。《上海航空枢纽战略规划》

提出的上海航空枢纽建设的几个战略实施重点中，一方面要求基地航

空公司向枢纽运营模式战略转型，另一方面要求提高机场的服务保障

能力。以浦东机场为主构建上海航空枢纽，需要基地航空公司及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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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建立更加合理、完善的航线网络结构。同样，基地航空公司要想实

现中枢航线网络的有效运作，需要机场能够提供更好的硬件设施，具

备快捷便利的中转功能。 

因此，为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满足上海地区航空业务量的增

长需要，实施浦东机场三期扩建迫在眉睫，是十分必要的。 

2、建设世界级枢纽机场的需要 

上海地区目前拥有虹桥、浦东两座大型民用机场。虹桥机场扩建

后基本形成终端规模；浦东机场的场址条件和市场资源丰富，具有发

展成为世界顶尖机场的潜力。 

2003 年 12 月，民航局与上海市政府牵头成立“推进上海航空枢

纽建设联合领导小组”，全面部署推进上海航空枢纽建设。2004 年

11 月 1 日，《上海航空枢纽战略规划》正式获得通过。2012 年 7 月 8

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

着力把北京、上海、广州机场建成功能完善、辐射全球的大型国际航

空枢纽。 

从世界范围看，随着机场技术的发展，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机场、

芝加哥奥黑尔机场等这些国际顶尖机场正着手扩建新跑道和新航站

楼，将自身的旅客容量从年处理 7,000-8,000万人次提升到 1亿人次。

新技术的应用和市场需求正在推动世界级机场做大做强。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依托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带，航空

市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今后 5-10 年的时间，上海机场再次面

临一个发展壮大的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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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机场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机遇看，浦东机场正处在建设世界级

枢纽机场的关键阶段，三期扩建工程的实施是整个浦东机场发展的内

在要求，是我国民航强国建设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是十分必要的。 

3、服务于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综合看，在上海着力建设“四个中心”的过程中，加上自贸区和

迪士尼的利好因素，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步伐愈加稳健，上海未来

的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人力、商业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和综合

竞争力是构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因素，作为具有先导性和战略性的

基础设施，机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保持上海航空运输市场的

持续发展，全面服务于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需要加大对上海机场

硬件设施的投入，实施浦东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是十分必要的。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是浦东机场为完善功能、提高保障能力，建设世界级枢纽

机场而进行的扩建工程，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机场设施对航空运输的

综合保障能力，满足浦东机场航空业务量长远发展的需要。 

依据《民用机场建设项目评价方法》对本项目的财务效益及经济

影响进行分析，分析结论为财务效益可行，从宏观社会效益来看，本

次扩建工程将改善浦东机场基础设施条件，增加机场的航空运输能

力，必将促进上海市乃至周边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经济

效益可行。 

（一）财务评价 

据测算，本项目所得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增量全部投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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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高于设定基准内部收益率 5%，投资回收期 17.39 年，财务效

益可行。 

（二）国民经济评价 

据测算，本项目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12.35%，大于社会折现率 8%，

本项目从国民经济角度来看是可行的。 

（三）区域经济影响分析 

上海是我国第一大城市，是华东地区最为重要的中心城市，是国

际大都市。以上海市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的三大都市圈之一，

也是我国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伴随着上海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和高度

繁荣，浦东机场的业务量也迅速增长，本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浦

东机场对外联系纽带的功能，促进上海市与国内外各大城市的交流与

合作，对于上海市扩大开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浦东

机场基础设施的完善，必将提升机场对航空运输的保障能力，促进机

场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局，增加政府

税收和区域居民收入，提升城市形象，对区域经济将产生显著效益。

同时，本项目的建设，也可以为区域建材行业的发展带来一定机遇，

促进当地就业。 

（四）行业经济影响分析 

本次扩建工程将以建设卫星厅工程为主，同时配套建设相应设

施。项目的实施，将提升浦东机场的航空运输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提高机场运行效率，为浦东机场建设世界级枢纽机场奠定基础，对行

业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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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影响分析 

本次扩建工程的实施，对于促进浦东国际航空枢纽港及世界级枢

纽机场的建设，更好的发挥上海的区位优势，为更多的旅客提供更便

捷的服务，促进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 

本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浦东机场的服务保障能力，推进浦

东机场的航空枢纽建设，有利于航空公司及其联盟的枢纽运作，满足

浦东机场终端规划发展目标。在充分发挥航空运输的优势条件的同

时，加快带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上海的

汇聚，进一步提升上海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本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基本符合环保要求。项目建设与社会

和环境发展是相适应的。 

（六）预计新增关联交易事项 

1、委托集团公司建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工程项目，委托费

用按照国家关于工程建设管理费的相关规定计算，列支工程建设成

本，预计金额不超过 20,752 万元，最终费用以经国家有关部门或专

业中介机构审核的工程决算报告为准。 

2、因公司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建设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三期工程项目，涉及新增场地租赁事项，预计公司 2015 年度向上

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新增支付租金 4,079.79 万元。 

 

四、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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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本次投资建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工程项目工作的顺

利实施，确保公司利益，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投资建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工程项目的相关事宜。 

 

五、风险分析 

（一）航空市场风险 

据预测，浦东机场未来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 8,000 万人次，形成

以浦东机场为中心，与周边省份、国内主要大中城市、亚太和欧美等

国内外航线互补的航线网络。如果浦东机场未来航线与航班安排受到

制约或受到周边国家枢纽机场竞争的冲击而导致航空业务量比预期

减少时，财务效益会降低，将会出现较大的投资风险。 

（二）工程建设风险 

浦东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包括新建航站楼卫星厅、站坪、联络

道及配套设施，工程技术相对成熟，但本次扩建工程建设需要在保证

机场航班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实施，要重视不停航施工问题，制定施工

建设期间保证机场运营安全的相应措施。 

（三）融资风险 

项目建设总投资数额较大，资金来源与筹措方案如未落实，存在

增加融资成本的可能，需提前做好预案。 

（四）经营风险 

项目虽具备一定的财务盈利能力，项目投产运营后，如果负债过

大，将直接带来经营风险，公司将提前研究经营策略，在加强主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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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基础上，努力开展多种经营，以期提高经营效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沪发改城［2015］47 号《关于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