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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aviation industry scale, Rizhao aviation industrial park grasps 
the opportunity to build a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chain. Taking “five + one platform” airport in-
dustrial park in Rizhao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actice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and recruiting talents in Rizhao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To build the implementation 
platform-management committee plus company pattern, the capital platform-management com-
mittee plus fund pattern, the talent platform-management committee plus institute pattern, the in-
formation platform-management committee plus commerce association pattern and the service plat-
form-management committee plus agency pattern. Uphold the concept of openness and sharing, 
bring out people’s subjective initiative, apply the platform thinking to every link of attracting and 
integrate the platform consciousness into all aspects of work.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e will find a 
high quality demonstration road of attracting investment and recruiting talents, and finally build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into a comprehensive platform. 

 
Keywords 
Five + One Platform, Attraction of Investment and Talents, Platform Thinking 

 
 

空港经济“5+一平台”创新发展实践研究 

李  鑫1，孙  倩2 
1日照空港经济开发区，山东 日照 
2岚山头街道办事处，山东 日照 

 
 
收稿日期：2020年3月17日；录用日期：2020年4月2日；发布日期：2020年4月9日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0.102029
https://doi.org/10.12677/sd.2020.102029
http://www.hanspub.org


李鑫，孙倩 

 

 
DOI: 10.12677/sd.2020.102029 236 可持续发展 
 

 
 

摘  要 

随着航空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日照航空产业园紧抓机遇打造通用航空产业链。本文以日照市“5+一平

台”模式空港经济开发区为例，研究日照市空港经济开发区平台化“双招双引”创新实践，打造“管委

会+公司”的实施平台、“管委会+基金”的资本平台、“管委会+研究院”的人才平台、“管委会+商会

联谊会”的信息平台和“管委会+代办点”的服务平台，秉持开放、共享理念、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把平台思维运用到招引各环节，把平台意识融入到工作各方面，趟出一条新形势下高质量“双招双引”

的示范道路并最终把管委会打造成一个综合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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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航空产业体量规模大，带动效应明显，是世界技术、人才、资本集聚化程度较高的产业，能够有效

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各地都处于发展期。2015 年 12 月 22 日，日照山字河机场正式通航，这

不仅圆了日照人民多年的机场梦，也让日照迎来了从大海向天空发展的航空时代。去年 4 月设立了航空

产业办公室，今年又组建日照市空港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并筹划建设空港新区。出台了《关于支持发

展航空产业的意见》，详细列明在航空产业领域符合日照市招商引资、招科引技、招才引智方面的奖励

和激励政策。在资金扶持上，远期计划设立 100 亿元的航空产业基金，其中一期计划投入资金 10 亿元，

目前 3 亿元资金已到位。支线运输是发展航空产业的基础，打造支线运输样板机场是日照发展支线运输

的目标，日照机场在航线发展速度、航线培育进度和旅客吞吐量均快速推进的基础上，不断加快临时口

岸开放进程，致力于打造华东地区样板训练机场；在规划上与日照港、高铁站、高速路等紧密衔接，打

造高效便捷的交通枢纽。2016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到 2020 年，全国计划建成 500 个以上通用机场，通用航空器达到 5000 架以上，年飞行量 200 万小时

以上，通用航空业经济规模超过万亿元。此外，日照空港经济开发区还依托传化物流、山东物流等企业，

尽快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运营模式，抓好智能平台建设；研究实施人才引进孵化管理政策，打造人才

集聚的洼地，带领空港经济崛起。平台建设打造承载配套优势，项目建设集聚产业发展优势。航空旅游

综合体、装备制造园、传化物流、临港综合物流、中农城投物流博览园等。随着一个个项目花落于此，

日照空港经济开发区航空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物流业三大板块规模初具。日照机场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立足支线运输、通用航空、航空产业“三位一体”的发展定位，强化机场运行管理，大力开展招

商引资，聚力航空产业发展，推动航空产业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 
日照航空产业园定位是全面打造通用航空产业链，生产各种通用航空工具，全面实现通航服务业、

通航运营业、通航制造业、通航技术研发，打造以“航空研发生产制造”、“通航会展及体验中心”为

基础，集“通航运营”“航空维修”“航空培训”和“综合配套”于一体的多功能航空产业园。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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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通用航空飞行活动为核心，涵盖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市场运营、综合保障以及延伸服务等全产

业链的体系。产业园与全球领先的飞行器制造企业合作，以严谨的生产技术与生产工艺确保产品的高质

量出厂，也确保产品的高质量能够可持续发展。产业园还将引入国外先进的数字化脉动生产线技术，实

现缩短生产周期、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目标等目标，大幅提升飞机制造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产业

园区所有的建筑包括厂房、飞行俱乐部等均使用绿色建筑技术，减轻建筑对环境的负荷，节约能源及资

源，提供安全、健康、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空间，做到人及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永续发展。 
在日照航空产业园全面建设的过程中，空港经济开发区在实践中探索出的“5+一平台”模式思维，

即“管委会+公司”的实施平台、“管委会+基金”的资本平台、“管委会+研究院”的人才平台、“管委

会+商会联谊会”的信息平台和“管委会+代办点”的服务平台对于日照航空产业园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2. 文献综述 

本章先对研究不同区域航空经济发展现状的文献进行梳理，然后对航空经济发展的内容进行叙述，

最后列举了学者们对航空经济发展提出的相关对策。 
首先对航空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研究。根据研究区域的范围，大致可分为国家层面、省级层面和市级

层面的研究。基于国家层面的研究，周良毅等(2007)从描述中国航空产业的现状入手，研究了中国航空物

流产业发展面临的商机和挑战，认为中国航空物流产业应进行战略性重组[1]。Alberto Nucciarelli (2008)
等研究了航空业的战略行动和重大战略，对主要战略变革进行了审查，并将信息技术视为确定主要行为

者行为的一个关键因素[2]。丰延东(2018)分析了构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对通用航空产

业发展产生的作用，“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互通下通航产业的发展路径，通过构建“重庆、新疆、

云南”核心城市积极发展通航产业全产业链，实现通航产业功能互补，区域互通发展[3]。基于省级层面

的研究，秦海生(2016)运用文献综述法，研究了河南省的航空经济发展现状，发现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主要

有：航空消费定价太高；航空人才层次较低；航空产业链不完善以及航空发展缺乏特色等问题[4]。金树

颖等(2013)基于 SWOT-PEST 矩阵，研究探讨了辽宁省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系统地分析辽宁省通用航空

产业的发展所具备的内部优势、劣势和面临的外部机会、威胁，提出了相对应的发展策略[5]。基于市级

层面的研究，曾刚等(2016)从产业链的视角，分析了天津通用航空产业的现状以及挑战，最后提出促进天

津通用航空产业战略发展的 3 个策略[6]。 
其次对航空经济发展的内容进行研究。按照研究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航空经济的形成

研究、航空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和航空经济发展的要素及其理论研究。有关航空经济形成的

研究，刘武君(1999)提出航空城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航空城指从生产场所到机场不需要交通转

换的城市化地区，其不受空间限制，狭义航空城指以机场为核心的周边城市化地区，包含核心区、中心

城区和一般城区三个层面[7]。何艳和张瑜(2012)通过对中国 24 个航空经济区在 2003~2009 年期间的实证

结果进行分析，得出航空经济区发展主要受到某些内外部因素影响的结论，这其中机场流量大小、营运

效率高低及产业聚集程度大小是影响其发展的内部因素，而外部因素主要有所在地域的开放程度、经济

总量和产业结构等[8]。在航空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研究方面，Kasarda (1991)首先分析了航空运输与机

场所在城市第二、三产业就业率的相关性，得出航空运输与第二，三产业就业率呈现正相关关系[9]。在

此基础上，钟山(2009)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首都机场对北京经济的影响，2006 年首都机场经济贡献了

北京 GDP 的 8.6%，并影响了 80 万个就业岗位[10]。在航空经济的要素及理论研究方面，黄天元(1999)
分析了宁波航空经济的区位特征、腹地的经济特征和区域的经济结构，通过实证分析和模拟其发展，得

出影响宁波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机场产业缺乏临空指向性，仍处于航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11]。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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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曹允春(2013)采用层次分析法测算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航空经济区效率[12]。在此基础上，马

君彦(2017)采用以上方法得出郑州航空港经济的经济效率偏低，其影响原因是投入要素成本高、人才支撑

不足、城市基础设施相对滞后以及产业发展不均衡[13]。 
最后对航空产业发展战略对策进行研究。在航空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方面，学者们大多基于产业链

来展开研究。Johan Kasarda (2006)认为航空经济区的空间发展应该是航空产业廊道、产业集群组成的航

空大都市发展模式，并以机场为核心，圈层布局中心机场环、商业服务环、制造配送环、外围环四个

同心圈层[14]。陈蓓蓓(2013)构建了通用航空产业链，从产业链的角度出发，对通用航空制造、研发相

关产业和通用航空运营相关产业两个层次分析法下重要度最大的环节提出发展建议[15]。刘德红(2017)
以产业竞争力和产业链理论为基础，探究影响我国植保无人机产业链竞争优势的因素，明确了产业发展

对策的重点[16]。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学者对航空经济方面的研究基于不同的视角，例如人才、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政府责任、组织管理、风险等对航空经济与航空产业发展两大方向进行了研究。这些内容虽然涉及对产

业链的研究，但只对现状提出了发展的政策建议，至于具体的产业突破口该如何选择仍存在缺口。本文

基于产业链条以及对航空产业“三位一体”的定位，通过对日照市空港经济新区“5+一平台”模式的实

践研究进行分析，研究日照航空产业发展突破口选择与产业链设计问题。 

3. 日照空港经济开发区“5+一平台”模式实践研究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滑、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国家土地指标逐步收紧、环保能耗等标准更加

严格、亩均效益等指标越来越细化。在新形势下“拼政策、拼土地”等传统的招引思路已经行不通，如

何探索新的招引思路、打造新的招引体系、更深刻地理解和完成省里提出的“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决

策，成了摆在园区面前亟待解答的问题。 
日照空港经济开发区自 2017 年 12 月成立以来，就把创新“双招双引”思路贯穿于整个招引之中，

并在招引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5+一平台”模式招商，用平台思维指导建立和运行管委会的招引体系。

平台思维，就是要把相关资源链接到一起，让他们发生互动，产生交换，进而产生更多更大的价值，既

是一种市场化思维，又是一种开放性思维，也是一种网络思维。“5+一平台”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打造

“管委会+公司”的实施平台、“管委会+基金”的资本平台、“管委会+研究院”的人才平台、“管委会

+商会联谊会”的信息平台和“管委会+代办点”的服务平台，并最终把管委会打造成一个综合性平台。

下面我们将一一对“管委会+公司”、“管委会+基金”、“管委会+研究院”、“管委会+商会联谊会”

以及“管委会+代办点”这五种模式的实践效果进行分析。 

3.1. “管委会+公司”模式 

一是“管委会+公司”模式。“管委会+公司”模式就是要把国有企业——“公司”打造成“双招

双引”工作的实施平台。之前在招商引资中，政府的定位是相对模糊的——既是政策提供者，又是项

目合作方，特别是在推动项目落地时需要政府深度参与，这就与政府的法律定位相冲突。为突出经济

管理和企业服务功能，空港经济开发区按照企业化、市场化、集团化理念，创新推进“管委会+公司”

模式。管委会成立之初就成立日照空港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日照空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2019 年

又成立日照市空港土地发展有限公司。日照空港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园区基础配套建设，

重点聚焦航空产业项目的招引、推进、服务工作，采用 BT 模式建设了日照山太飞机工程项目；日照空

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园区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采用 PPP 模式建设了空港科创中心，搭建产

业导入平台；日照空港土地发展有限公司与省、市土发集团共同出资，注册成立合资公司，在全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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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土地开发+园区运营”的模式，对空港土地进行综合开发，并利用省、市土发集团优势资源，开展

资本运营、土地综合整治开发、“双招双引”等多个板块的合作。初步形成三个平台公司各有侧重、

相互补位、综合发力的布局，共同承担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资金筹集、项目管理、土

地开发运营等职责。公司既受管委会统一领导，又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自负盈亏。在这样的体制

下，各公司成为空港开发区“双招双引”工作的实施平台，方便深度参与项目合作，使平台思维的市

场性、开发性得到了有力体现。 

3.2. “管委会+基金”模式 

二是“管委会+基金”模式。“管委会+基金”模式是把基金及其投资公司作为“双招双引”工作的

资本平台。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对于一些科技含量高、成长度高的初创企业，这些企业往往需要扶持

一把就能快速发展，政府财政直接扶持不仅财力有限，还涉及繁琐的手续和法律风险。为了破解这一难

题，打通这类企业批量落地的渠道，空港经济开发区致力于推进“管委会+基金”，打造项目招引的资本

平台。一方面，空港经济开发区积极开展与各基金公司、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作，目前已与日照市财金集

团、上海蒲盛资本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空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充分利用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政府直投基金，对于那些高度符合园区产业规划、成长度极高的企业进行基金直投，扶持和引导企业发

展。同时，基金本身也是初创孵化类项目的聚集地，与基金方的合作也包含筛选招引基金入库孵化项目

落户园区。通过基金这个平台，不仅使更多的优质项目进入园区招引视野，也疏通了社会资本参与空港

经济开发区建设的渠道，为园区项目的发展壮大和招引项目的落地提供了坚实的资本平台。 

3.3. “管委会+研究院”模式 

三是“管委会+研究院”模式。“管委会+研究院”模式就是借助高校、科研院所与园区共同成立

研究院，打造园区“双招双引”的人才平台。高校和科研院所是高端人才聚集区，也是高附加值产业

产学转化的聚集区，富集了大批高层次人才、高精尖技术和高端产业。空港经济开发区成立之初，就

牵头山太飞机与中国民航大学、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通用航空学院、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等成立研究机构

和实训基地，柔性引进 CCAR-147 部技术专家 3 人。管委会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同组建南航通用航

空(日照)研究院，特聘专家教授 3 名，副教授 7 名，都是通用航空领域知名专家，与中国商飞、中航工

业有多年的产学研合作。通过创立研究院，更精准地把握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趋势、发现航空产业招引

信息，聚集产业高端人才，提升园区在产业内的知名度，并与产业基金和中字头、国字头企业建立直

接联系的渠道。 

3.4. “管委会+商会联谊会”模式 

四是“管委会+商会联谊会”模式。“管委会+商会联谊会”模式就是深挖日照籍在外地商会和在日

照的各地商会的平台价值，通过打造“商会空港联谊会”这一平台，汇聚信息流。商会是实现政府与商

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是企业家交流信息和谋求抱团发展的平台，更

是开发区管委会获知重要商业信息、认识和接触企业家的重要平台。管委会充分认识到商会的纽带作用，

与市工商联、贸促会等共同发起“商会空港联谊会”。依托区位优势，在管委会设立商会联谊活动室，

商会会员在乘飞机、高铁往返日照时，或接站商业伙伴时，都可以到联谊活动室小坐。管委会每 4 个月

组织一次“商会进空港”活动，集中展示空港变化、推介空港、对接意向项目、征求会员意见。另外，

依托山东(日照)驻杭州商会，设立空港经济开发区(杭州)协同创新中心，聘请了 3 名商会会员作为空港招

商大使，把杭州作为重点招引区域，已签约项目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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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管委会+代办点”模式 

五是“管委会+代办点”模式。“管委会+代办点”模式就是利用已有的分平台、代办制，搭建管委

会下的服务平台，延伸代办服务，解决服务园区企业业务办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开发区自成立以来，

一直把服务落地项目作为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为更好地对招引落地的项目进行推进过程中和后期

运营过程中的服务，空港经济开发区充分利用东港区现有的财富中心、国贸中心、行政审批大厅等服务

点，同时加快建设空港经济开发区科创中心承载的政务服务分中心功能，在落户园区的项目立项、环评、

规划、建设等审批环节，协调各有关部门单位开辟“绿色通道”，建立容缺受理、并联审批机制，最大

限度压缩审批环节和时间，全面提升服务项目的能力和水平，当好专业“店小二”和“急郎中”，为入

驻企业提供项目手续办理以及税务管理等行政管理方面的便利，免去入驻企业和项目在政务管理方面的

奔忙，为其提供高质量的贴心服务，提高项目方满意度。另一方面，空港经济开发区依托管委会下设的

招商服务中心、经济发展部等部室及人员，大力建设代办员制度，对工作人员进行相关行政业务培训，

充分发挥“空港大讲堂”等学习阵地作用，健全“专家讲+部长教+职员谈”学习机制，不断提升专业思

维、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以破解园区引进项目手续推进比较困难的问题。只有以建设服务平台的服务

意识为企业提供业务办理的便利，才能更好地解放企业生产力，吸引更多更有潜力的项目落地空港经济

开发区。 

4. 结论与建议 

日照空港经济开发区把创新“双招双引”思路贯穿于整个招引之中，并在招引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

“5+一平台”模式招商，用平台思维指导建立和运行管委会的招引体系。平台思维，就是要秉持开放、

共享理念，以各方利益相关点推动其形成产业聚合和突破，从而产生更大合力和协同价值；是要发挥人

的主观能动性，从全局的角度看问题，把可用的资源做成平台，把自身打造成平台，推动事业向前发展，

乃至发生量变、质变。管委会把平台思维运用到招引各环节，把平台意识融入到工作各方面。通过打造

实施平台、资本平台、人才平台、信息平台与服务平台这五个平台，最终把管委会打造成信息汇集、工

作统筹、要素齐备、资源配置的综合性大平台，趟出一条新形势下高质量“双招双引”的示范道路，助

力于日照市航空产业园的全面建设。依据空港经济开发区“5+一平台”模式的实践经验，我们提出以下

四个战略： 
1) 信息化战略 
在“一带一路”的指引下实现各国物流信息平台对接，实现信息共享。统筹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加强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新一代移动通信等先进信息技术在空港物流领域的应用。

建设航空公司、机场货站、联检单位、各类服务商集成的空港智慧公共信息平台，推进多式联运数据共

享和交易服务，推广应用监管作业场所信息管理系统，全面实现电子运抵、电子放行，通过自动报文方

式申报运输工具及舱单信息。推进航空货运标准化建设和绿色发展，加强移动物联网、5G 通信、北斗导

航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2) 产业融合发展战略 
推动航空产业与制造、贸易、交通、金融等行业深度融合，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和产业整体竞争力。

鼓励传统方式与新业态融合发展。完善临空经济产业体系，强化临空经济区战略规划的顶层设计，正确

处理规模与效率的关系，推进航空港与临空经济区规划建设的高水平联动。充分发挥航空产业的引擎作

用，加快形成航空产业与临空经济区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共生发展态势，推动民航业与区域经济

深度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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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才战略 
与公司和研究院合作，更精准地把握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趋势、发现航空产业招引信息，聚集产业高

端人才，提升园区在产业内的知名度，并与产业基金和中字头、国字头企业建立直接联系的渠道。对工

作人员进行相关行政业务培训，充分发挥“空港大讲堂”等学习阵地作用，健全“专家讲+部长教+职员

谈”学习机制，不断提升专业思维、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 
加强与国内知名航空科研院所、高校的战略合作。依托省内重点高校，建设航空服务人才培训基地

和航空领域行业智库。鼓励相关院校结合空港产业发展需求及时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与企业开展

订单式培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加强航空人才培训，提供决策咨询、行业政

策、规范标准、市场信息等服务。 
4) 金融创新战略 
积极搭建平台，引入更多金融工具，增加政府角色和功能，实现项目、基金、政府、国企四方甚至

民间资本、民企等多方共赢。在传统的园区发展中，常见项目–政府两方的合作模式，政府发挥的职能

非常有限。随着当前资本对项目建设和成长的影响越来越大，需要政府更会、更多地运用金融工具。 
当前很多政府与园区设立产业引导基金，这是政府尝试职能转型和优化服务的举措，但是落实到项

目上，往往存在手续繁琐、要求苛刻、时效不强等问题，直接原因是引导基金的官方性质使得项目论证

人员更加保守，引导基金机制并不完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引入更丰富的投资主体作为合作伙伴，常规

方式如引入商业基金管理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和商业保理投资基金等；正在探索的方式是引入综合金融服

务商，在综合金融服务这一领域，中国平安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探索实践，如 KYB 小企业数字金融服务、

县域小微企业互助授信等新型金融工具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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