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萧山 12 月 22 日电 （通
讯员 李韵 朱建美 记者 张帆）
今天下午 2 时 50 分，港龙航空的
KA620 航班从香港飞抵杭州，平
稳地降落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搭乘该航班的港客邓智杰幸运地
成为 2014 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第
300 万名出入境旅客。至此，杭州
机场成为我国内地继上海浦东机
场、北京首都机场、广州白云机场
之后的又一个年出入境客流量超
300 万人次的航空口岸，杭州也成
为中国大陆继北上广之后的第四
大航空口岸。

开放经济圈引客来

杭州航空口岸的快速发展对
省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促
进经济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今天，特意赶到旅客出入口
迎接第 300 万名旅客的萧山机场
公司董事长沈坚说：杭州航空口
岸年出入境旅客从 2001 年的 20
万人次增加到如今的 300 万人次，
不仅反映了杭州航空口岸的发展
规模不断扩大和综合实力不断增
强，更体现了我省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同时也体现了浙江省对外经贸、
旅游、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国
际化程度的提高。

杭州航空口岸始于 1979 年,
1980 年 开 通 杭 州 — 香 港 航 线 ，
1994 年开通杭州—新加坡航线，
2004 年正式扩大对外国籍飞机开
放，2008 年 12 月开通杭州—台湾
直航航线，2010年5月开通杭州—
阿姆斯特丹首条欧洲直航定期航
线。到如今与 33 家中外航空公司
合作，拥有 27 个国际通航点，覆盖
全球 16 个国家和地区，每周航港
超 420 架次，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已
逐步追赶上上海浦东机场、北京
首都机场、广州白云机场的步伐，
成为我国内地出入境旅客吞吐量
前四的国际机场之一。

杭州机场以国际航线开发为
重点，以洲际远程航线为突破口，
按照“始发航班优先、大机型优
先、国际航线优先、直达航线优
先”这四个优先原则大力开拓航
空市场，千方百计吸引各大航空

公司投放运力开辟新航线，取得
了良好成效。

目前，有 33 家中外航空公司
（6 家国内航空公司、7 家地区航空
公司、20 家国际航空公司）参与杭
州机场的国际、地区航线运营，航
点34个，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台北
桃园、台北松山、高雄、台中、花莲7
个地区通航点和日本东京、大阪、
冲绳，韩国首尔、济州、青州、釜山、
襄阳、务安，泰国曼谷廊曼、曼谷素
万纳普、清迈、普吉、甲米，新加坡，
马来西亚吉隆坡、亚庇，印度尼西
亚巴厘岛，菲律宾卡利博，越南岘
港，柬埔寨暹粒，卡塔尔多哈，荷兰
阿姆斯特丹，法国巴黎，俄罗斯莫
斯科，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印度新德里等 27 个国际通航点，
覆盖全球 16 个国家和地区，形成
了辐射东亚、东南亚、东北亚地区，
连接欧洲、非洲的国际（地区）客运
航线网络。目前，每周进出港航班
超过420架次。

规模做大服务更好

浙江民航的发展得到了省市
区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2008 年
出台的《引导和培育杭州航空口
岸新开国际航线专项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作为杭州航空发展的资
金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激励
其进一步开发国际航线，设立国
际通航点。而 2014 年 10 月，72 小
时过境免签政策也将其触角延伸
到萧山机场，这在完善杭州口岸
发展条件的同时也方便了部分国
外旅客。

而且机场还加强了与各种大
型旅行社的合作，得到了旅游部
门的支持，与其一起规划游客吸
引方案、开发目标市场、挖掘潜在
客户。其努力成果也是显著可见
的，2008年至2013年，其出入境客
流量年均增长率超过18%。

为减小逐步增长的国际航线
需求与机场资源有限的矛盾，杭
州萧山国际机场对机场的基础设
施和进出境流程进行了更新与完
善。同时，机场也在出入境处添
加了自助服务平台，以刷机读码、
电子打印的形式帮助国外旅客用
科技化的方法填写出入境卡片，
大大提升了通关效率。中国航油

总公司作为另一大“外援”，在杭
州机场建立并运营的全国第 6 家
航油保税库，为其提供了物质保
障。

从事金融业的邓智杰说，因
业务需要他多次出入杭州口岸，
这些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规模越
来越大，服务也越来越好。

店多隆市多方共赢

国内机场的增建和已建机场
的对外开放批复成功，都可能成
为杭州机场的新挑战。

这种担心现在看来显然多
余。

2014 年 8 月 6 日，义乌机场正
式得到国务院有关对外开放的同
意批复，义乌航空口岸正式获批开
放，成为我省第四个对外开放的口
岸机场。本月初，义乌香港的首条
航线已经开通。义乌、宁波、温州
国际机场国际航线的增加和扩张，
在一定程度上会减轻杭州航空口
岸的出入境客流压力，但也在一定
程度上会产生旅客分流。

像义乌一直是萧山机场的重
要客源地，去年义乌机场百余万
旅客，有超过 45 万人次是外籍人
士，义乌机场开通国际及地区航
线后，难免会分流部分旅客。

但店多隆市的效应正在不断
放大。就像不少日本旅客选择上
海入境，游玩杭州后出境一样，义
乌、宁波、温州国际机场、口岸的开
通，在吸引自身游客的同时，也给
萧山机场带来更多潜在的客源。

因此杭州机场正进一步加强
对目标旅客的吸引和对潜在旅客
的挖掘，保障杭州机场与其他机
场同时得到稳健的发展，努力做
到融合竞争多方共赢。

萧山机场公司副总经理陈祝
毅表示，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颠覆性
地改变了如今的商业运营模式，将
市场重点从线下转为线上，同时带
动了物流行业的发展。据预测，
2014 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年货
邮吞吐量将达到39.8万吨，同比增
长8.2%，其中国际物流发展也相当
迅猛。这一市场环境，给予了杭州
机场一大市场机遇，但如何保证大

规模的货邮物流安全高效进行又
成为其一大挑战。

据预测 2014 年，杭州萧山机
场的年吞吐量预计达到 2555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5.3%，而国际（地
区）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 308 万人
次。其中，韩国、日本、泰国等地
成为了杭州航空口岸的主要出入
境国家。

除此之外，杭州机场计划明
年开通直飞北美的定期客运航
线，其航点主要设置在美国西部，
这将进一步促进浙江省的国际经
济文化交流，提升浙江人民国际
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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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微观点

经 过 20 多
年的发展，中国
的信息产业已经

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有了自主研发
的处理器、数据库、中间件。但与发
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我们自主
研发的产品都很难做大做强。这是
因为，美国凭借先发优势，制定了信
息产业的游戏规则、掌握着主导权，
他们领先的不仅是某项技术、某个
产品、某家企业，而是整条产业链。
如此一来，国内企业很多时候不得
不充当“提线木偶”的角色，在美国
所制定的规则体系下生存；我们所
面临的竞争，是“一个点”和“一条
链”的竞争。

因此，我们与发达国家的竞争
不只是一件产品、一个企业的竞争，
更是整条产业链的竞争。我们应摆
脱单打独斗、闭门创新的思维模式，
上下游企业联合起来协同创新，共
同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

协同应对产业链竞争

打破地区封
锁和利益藩篱、
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也是
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改革开
放 30 多年来，西部开发、东北振兴、
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
体战略有序实施，区域发展不平衡
明显改善，区域增长格局发生重大
转变，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不断涌
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备受国内外瞩目
和认同，并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完
成经济增速换挡、发展方式转变、全
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之重前所未有，
面临的挑战、困难和风险亦前所未
有，这都要求我们在更高层次上促
进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进一步通
过改革创新打破种种看得见、看不
见的壁垒，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充分调动两种资源，用市场的力量
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全面流通、合理
布局，将发展潜力挖掘出来。

深入挖掘发展潜力

中 国 汽 车 市 场 年 销 量 超 过
2000 万辆，与之相比，井喷之后的
电动车市场依然很小。但是，电动
车是一个被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汽
车企业寄予“弯道超车”厚望的产
品，是一个全球瞩目、潜力巨大的产
品，是一个有可能改变汽车行业百
年来形成的既有格局的产品。因
此，今年的数据是否说明中国电动
车市场已经起飞，该市场在失去强
力政策扶持后是否还能高速增长？
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电动车：脆弱的起飞

隆国强（国
务 院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办 公 厅 主
任）：当 下 要 充

分理解经济新常态对中国对外开
放提出的新要求。中国新的对外
开放战略新目标应当利用外部市
场和资源，加速结构升级，并且能
够适应中国崛起，为此需要把握研
发成本比较优势、全球基础设施建
设热潮、中国经济对高端产业和人
才吸引力增强等机遇，积极应对劳
动力结构变化等挑战，以着力营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更加积极主动地
参与全球治理和调整投资管理体
制为战略重点，实现为中国崛起创
造良好外部环境、充分利用外部市
场和资源加速中国结构升级两大
战略目标。

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杭州跃至第四大航空口岸杭州跃至第四大航空口岸
萧山国际机场年出入境客流量昨超萧山国际机场年出入境客流量昨超300300万人次万人次

刘亭

记得不久前曾以仙居县为例，
谈了一点对发展生态经济的感想。
文章结尾曾有一句，“走好生态经济
发展之路，则是把自己丰富的生态
资源，转化为雄厚的生态资本最明
智、最现实的选择。”今日不妨围绕
这个“转化”再说上几句。

生态资源由生态和资源两个单
词组成，生态是指生物（主要为动植
物）之间以及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
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和。资源
是指对人类有用的物质、能量和信
息。换句话说，生态资源更多的是
指向对人类社会具有使用价值的自
然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用
货币计量和交易的自然资源，我们
把它叫作自然资产。延伸开去，自
然资产的归属权也叫自然资产产

权。所有这些概念连成一气，我们
就读到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
定》中的那句话：“对水流、森林、山
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
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
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

生态资本同样是由生态和资本
两个单词组成，生态亦如上所述。
但资本是什么意思呢？资本可以理
解为用于生产的各种要素之和，或
为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各种
社会经济资源的总称。其中既包括
货币、资金等虚拟的信用资产，也涵
盖土地、矿产、设备、材料等实体的
物质资产。但是，正如马克思对货
币和资本关系的经典解读，从严格
意义上来说，我们只把其中能够创
造新价值和带来价值增殖的那一部
分货币才叫做资本，其余的货币不
过是资产的货币符号而已。

资本逐利的运动才算得上是经
济。经济的本意就是成本越低越好、
收益越高越好。我历来以为产业是

经济的基础，但绝不是经济的全部。
其间的区别，又全在于经营是否获利
这一点上。这就好比货币，不能带来
剩余价值的钱折腾了多少回也不过
就是货币，但周转一次只要获利了，
我们就将其冠之以资本。生态资源
怎样才能转化为生态资本呢？唯一
的出路就是发展生态经济。当生态
资源的富集地经由生态经济之路，变
身为生态资本的发源地时，我们就有
望达成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也
是金山银山”的理想境界了。所以，
说到底，发展生态经济的第一要义是
生态要“经济”起来，同时要做到“既
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影响
生态经济的天大难题是“生态不经
济”，同时也要力戒“只要金山银山，
不要绿水青山”。

仙居把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
结合在一起发展生态经济。生态农
业的发展，充实了无景区旅游的载
体，深化了乡村旅游产品建设，打造
了一批知名的节庆旅游活动。“春有
油菜花、夏有杨梅、秋有薰衣草、冬

有柑橘”的“两观光、两采摘”生态农
业游已成系列，先后成功举办了九
届中国杨梅节、七届浙江油菜花节，
今年又相继举办了荞麦节、紫薇花
节等。2014 年油菜花节游客 203.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43亿元；杨
梅节112.2万人次，收入5.44亿元。

仙居还把生态人居业和生态旅
游业结合在一起发展生态经济。淡
竹乡石盟垟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
契机，实施整村农房改建工程，精心
打造“农家乐”旅游村。该村共改造
农房46户115间，安上20盏路灯，房
前屋后种树养花，绿化面积达 1600
多平方米。村里组建了腰鼓队和民
乐队，呈现原汁原味的民俗表演。游
客在这里吃农家菜、住农家屋、全方
位深度体验农家的质朴生活，感受无
忧无虑、浑然天成的农家乐。据不完
全统计，2014年1月至11月，石盟垟
村接待游客3.8万人次，营业收入240
万元。特别是大长假期间，无论餐饮
还是住宿，都生意火爆，一房难求。

“十一”全村接待游客2400人次，营业

收入36万元。村民朱兵一家可容纳
100 多人同时就餐，入住了 20 多名

“两日游”的上海游客，仅此一笔就创
造了3.5万元的经营收入。

当然，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
本除了当地的清醒认识和积极作为
外，如要内外互动、渐入佳境，还需
要深化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科学制
定和有效执行相关的转移支付和生
态补偿制度。山区和林区，江河源
头和水源保护地，“绿肺”和生态屏
障，如此等等，这些地方为更大区域
的生态环境作出了重大贡献，理应
得到上一级财政基于全局利益所给
予的转移支付。否则，就难免出现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赤地千里、
焦土一片”、“有河皆枯、有水尽污”
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还要按照

“谁贡献、补偿谁”的原则，通过环境
税及相应执法处罚等渠道，将集中
后的相当一部分补偿给生态屏障地
区，用于生态资源和当地居民的休
养生息。

（作者为区域经济学者）

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
·区域经济谈

继本月初，义乌机场成为浙
江第四个国际航空口岸后，今天
杭州萧山机场迎来了今年第 300
万名出入境旅客，杭州也由此跻
身为北上广之后国内第四大航空
口岸。

这两个第四，第一个意味着
浙江七个民用机场，有一半多已
开放成为国际航空口岸。第二个
意味着，浙江已成为境内外人士
进出中国的主通道。

从 1979 年初设国际航空口
岸，到 2001 年的年出入境 20 万人

次，2006年11月年出入境突破100
万人次，2011 年 12 月年出入境突
破200万人次，杭州机场的国际化
脚步一直在越走越快。

宁波机场虽然定期的国际航
班不多，但包机航线也十分火爆，
去年宁波机场国际客流量达到
16.7 万人次，同比增加 278%。今
年还引入韩亚航空、香港快运等
新增（加密）岘港、首尔、济州、清
州、香港等国际（地区）航线，前11
个月，国际及地区进出港人数已
超80万人次。

温州机场 2013 年 5 月正式挂
牌更名为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后，
发展也十分迅速，今年前 11 月出
入境旅客达 27 万人次。曼谷、首
尔航线已相继开通。

刚开通地区航班的义乌机场
也颇有潜力，因为开放前去年义
乌机场的百万人次的国内客流量
中，有45万多人次是外籍旅客，是
国内外籍旅客比例最高的机场，
发展国际及地区航班的潜力巨
大。

（张帆 李韵）

■ 延伸 浙江机场国际味越来越浓

旅客邓智杰（左持花者）幸运地成为萧山国际机场第300万名出入境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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