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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临空经济是指以航空运输（人流、物流）为指向的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将形成具有自我增强

机制的聚集效应，不断引致周边产业的调整与趋同，这些产业在机场周边形成的经济发展走

廊、临空型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及各类与航空运输相关的产业的集群，进而形成以临空指向产

业为主导、多种产业有机关联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航空货流和商务人流为支撑的经

济就称之为临空经济。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航空业的进步，世界各地的大型机场都先后推出临空经济区的建设计划

，并且，在整体规划上，呈现多元化、多层次、辐射广的态势。

 国内发展典型     1   北京临空经济区       2   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区       3   天津临空产业区       4   郑

州航空港实验区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3年中国临空经济行业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共十

三章。首先介绍了临空经济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临空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临空

经济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临空经济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临空经济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临空经济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临空经济

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临空经济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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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临空经济区的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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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总体情况

 临空经济区服务产业情况     一   服务于航空枢纽的产业   包括直接为机场设施、航空公司及其

他驻机场机构(海关、检疫检验等)提供服务的配套和后勤产业等。       二   航空运输和物流服

务产业   航空运输的货物一般具有重量轻、体积小、技术精、价值高、鲜活和事急等特点(如

航空快件、黄金宝石、鲜活产品、高级冷冻食品、花卉、贵重药品、精密机械和高档电子产

品及零部件、以及救援性航空运输服务等)。也包括为航空客运服务的航空旅馆业。       三   具

有明显航空运输指向性的加工制造业和有关服务业   包括：航空物流辅助加工业，航空工具与

用品的制造业，航空运输指向性较强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国际商务服务业、会展业和航空

竞技业等。       四   以研发和管理为主的公司地区总部经济   伴随着临空经济的成熟，在临空

经济区集聚了大量的人力、物流和信息，为公司管理总部管理人员捕捉市场需求信息提供了

便利，同时由于高档办公设施的完善，增强了临空经济区对公司总部的吸引力，公司地区总

部不断地向临空经济区的集中，从而在临空经济区形成总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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