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

沪府办发 〔２０２４〕２９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

上海航空物流枢纽能级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相关单位:

«关于进一步提升上海航空物流枢纽能级的若干措施»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２７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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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提升上海航空物流

枢纽能级的若干措施

　　为进一步提升上海航空物流枢纽能级,加强国际航运中心和

国际贸易中心联动发展,提出以下措施:

一、科学统筹推进枢纽建设

(一)以深化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全面提升上海航空物流枢

纽能级为目标,着力补短板、强优势、转动能、促增长,突出重点产

业发展保障,强化经营主体作用,强化转运功能提升,全力推进空

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加快打造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

枢纽.

(二)到２０２５年,上海机场年货邮吞吐量超过４１０万吨,航空

货物中转业务量比２０１９年翻一番,境内航空公司在上海境外航空

货运市场份额不低于４０％,基地航空公司在上海机场货运吞吐量

年增速不低于２０％,航空进口货物整体通关时间力争缩短至３２

小时以内;到２０３０年,业务规模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航线网络持续

拓展、中转功能显著增强、口岸环境持续改善、经营主体作用更加

突出、智慧绿色转型进一步加快,全面实现“数智化、全球通、全链

畅”综合转型升级.

二、加快完善枢纽规划布局

(三)根据形势任务发展需要,适时启动«上海国际航空枢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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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规划»修编工作,进一步深化明确上海两场功能定位.(责任单

位: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市交通委、机场集团)

(四)加快推进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总体规划修编,完

善机场货站布局规划.整合浦东国际机场现有分散货运设施,加

快形成“东西两片区”布局.(责任单位: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市

规划资源局、机场集团)

三、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五)推动上海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加快建成并投运浦

东国际机场智能货站、集中查验中心等基础设施,抓紧启动浦东国

际机场新东货运区快件和跨境电商货物处理中心、亚太一站式航

空物流中心等项目建设.(责任单位:机场集团、东航集团、上海海

关、浦东新区政府、市发展改革委、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六)加快推进浦东国际机场第五跑道军地协议签订、飞行程

序调整等前期工作,推动第五跑道尽快开放使用.(责任单位:市

发展改革委、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机场集团、民航华东空管局)

(七)持续完善上海两场及周边地区综合交通规划方案,加快

推进周邓快速路、漕宝快速路、G１５等机场地区对外道路通道项目

建设.(责任单位:市交通委、浦东新区政府)

(八)鼓励支持国内航空公司扩大货运机队规模,吸引国外航

空公司加大在沪运力投放力度,进一步增强上海两场货运保障能

力.(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口岸办)、

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机场集团、基地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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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培育多元经营主体

(九)支持国内外航空公司、快递物流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在

上海设立总部或分拨中心,发展航空货运业务,建设货运保障设

施.吸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货运代理企业落户上海,培育提升本

地货运代理企业的服务竞争力.(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商务委、

市发展改革委、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上海海关、机场集团)

(十)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布局建设前置仓和集货仓,完善生

产、仓储、运输等物流体系,为冷链物流、跨境电商、电子芯片、生物

医药等行业提供保障.支持航空物流企业立足上海布局建设海外

货站.(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口岸办)、市经济信

息化委、市规划资源局、市交通委、机场集团、东航集团)

五、大力拓展增量市场业务

(十一)加快打造通关便捷、资源配套、快速高效的空空中转模

式,不断优化中转作业流程,提升机场地面保障能力.推动中外航

空公司强化货运中转功能,积极对接需求、集聚资源,持续开发货

运中转产品,提升航空货物中转量.(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商务

委(市口岸办)、上海海关、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机场集团、东航

集团)

(十二)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业务,加快推进东方枢纽空铁一体

化规划建设,持续推动空铁联运业务拓展.(责任单位:市交通委、

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东方枢纽集团、机场

集团、东航集团、上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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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扎实做好货物运输保障

(十三)推动航空物流、生产制造、跨境电商等企业合作,持续

加大电子芯片、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产品运输保障,加强对生活类

跨境电商货物的运输保障,关注工业品电商跨境发展新趋势,不断

优化上海航空口岸货物运输结构.(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商务

委(市口岸办)、市经济信息化委、基地航空公司)

(十四)推动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企业深化合作,建立服务跨

境电商专属平台,组建跨境电商专属运输机队(自购、租赁货机),

开设跨境电商专属航线航班,服务上海口岸跨境电商货物空运需

求.(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商务委(市口岸办)、市国资委、民航

华东地区管理局、东航集团)

(十五)深入推进跨境电商货物便利化运输试点,建设跨境电

商货物便利化收运数字管理平台.打响“出海优品”活动,举办“跨

境电商＋产业带”系列活动.(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口岸办)、机

场集团、东航集团)

七、提升枢纽智慧绿色水平

(十六)加快建设中国(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航空物流公

共信息平台,不断完善增强“空运通”平台功能.(责任单位:市商

务委(市口岸办)、机场集团、东航集团)

(十七)加快推进货站设施智慧化改造,不断提升航空货物单

证电子化率.支持机场、航空公司等经营主体建设面向国际运输

及跨境电商、生鲜冷链、锂电池、生物医药等专业保障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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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使用自动引导搬运车(AGV)、自动分拣系统等设施设备.

(责任单位: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机场集团、东航集团)

(十八)加强航空货物安检、全景感知、无人化等领域的新技术

研发与应用,推动完成一批上海两场场内特种车辆新能源替代.

(责任单位: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市交通委、机场集团、东航集团)

八、继续做好航空资源保障

(十九)结合航空货运市场发展需求,争取民航局在远程航线

航权、二类稀缺航线航权等资源配置上给予倾斜,提升主基地航空

公司在航线准入和航权配置的优先级,支持各航空公司聚焦主基

地建设;增加一定日间货邮航班时刻供给,增强货运航线航班和跨

境电商货物出口运输需求的匹配度;优化航班审批流程,为航空公

司开展货运加班和包机业务提供便利.(责任单位:民航华东地区

管理局、市交通委、基地航空公司、机场集团)

(二十)推动基地航空公司继续做深做远欧美地区航线、做优

做强亚洲地区航线,并积极拓展“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航线,进

一步增强全球供应链重点城市连接密度.(责任单位:民航华东地

区管理局、市交通委、基地航空公司、机场集团)

九、全面改善枢纽运营环境

(二十一)加强“智慧海关”建设,打造智享联通的大数据平台,

探索形成符合新业态发展趋势需要的数字化监管体系.推动跨境

电商进口税款电子支付和创新优化退货流程等业务改革.研究上

海两场之间国际转运货物海关监管模式创新,提高航空货物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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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和中转效率,进一步压缩航空口岸进出口货物整体通关时间.

(责任单位:上海海关、市商务委(市口岸办)、机场集团)

(二十二)探索实施航空货运管制代理人制度,加快建设具有

安检功能的专业型航空前置货站,开展机场与货站之间航空货物

地面驳运安保试点.(责任单位: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市交通委、

市商务委(市口岸办)、机场集团、东航集团)

在上海市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强化部

门联动和政企沟通;加强财政、土地、人才等政策支持,促进航空货

运枢纽建设资源要素集聚整合;加强跟踪评估,推动航空物流枢纽

建设任务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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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纪委监

委,市高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２７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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