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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摘要 

 

本次活動係獲中華航空上海貨運部邀請，出席兩岸航路直航 10 周年

慶祝晚會，本公司但副總經理昭璧應邀致詞演說，針對桃園機場國

際市場趨勢發展預測、機場發展現況及長期規劃發展藍圖，向與會

貴賓進行說明。此外，同時安排拜會上海機場集團上海虹橋機場公

司蔣總經理云強，就上海虹橋機場 2018 年第四季甫全面完工整建之

第一航站樓自助化流程設施、航廈設計與機場空側運作進行交流與

參訪。 

 

上海機場作為中國大陸貨運進出口一大空運樞紐，近年因陸籍航空

業者如中國東方航空、南方航空等國際航網加密，我國籍航空如華

航恐漸失競爭力，兩岸貨運服務需尋找全新服務定位，例如思索跨

境電商、冷鏈及食品加工、貨物來台加值等專業領域，以鞏固本機

場作為貨物東亞轉運樞紐之地位。 

 

上海機場集團維持「一市兩場」之雙機場策略，一方面由浦東機場

作為服務國際航線之定位外，國內航線及商務航線則交由虹橋機場

服務，同時具備相互備援之能力。作為上海歷史最悠久的虹橋機場，

甫於 2013-2018 期間陸續完成老航站樓整建，其中自助化航廈服務

設施為一大亮點與發展趨勢，機場公司方同時思考如何妥善利用大

數據發揮機場營運管理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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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次活動係獲中華航空上海貨運部邀請，出席兩岸航路直航 10 周年

慶祝晚會，本公司但副總經理昭璧應邀致辭演講，針對桃園機場國際市場

趨勢發展預測、機場發展現況及長期規劃發展藍圖，向與會貴賓進行說明。

此外，同時安排拜會上海機場集團上海虹橋機場公司蔣總經理云強，就上

海虹橋機場 2018 年第四季甫全面完工整建之第一航站樓自助化流程設施、

航廈設計與機場空側運作進行交流與參訪。 

 

 

2019.1.10 但昭璧副總經理應邀出席兩岸航路直航 10 周年慶祝晚會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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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 參訪上海虹橋機場國際線航廈(圖為自助行李托運設施) 

 

貳、 行程 

 

日期 地點 行程紀要 

108/01/10 

(星期四) 

松山機場-上海虹橋機場 

上海千禧海鷗大酒店 

下午：(14:15)抵達上

海。 

傍晚出席中華航空貨運

部兩岸航路直航 10 周年

慶祝活動並致詞演講。 

108/01/11 

(星期五) 

上海虹橋機場  10:00-12:00 拜會上海

虹橋機場公司進行座談

聽取簡報 

 13:30-16:00 進行實地

參訪-虹橋機場 T1 航站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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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12 

(星期六) 

上海虹橋機場-松山機場 (16:20)搭乘班機回國。 

 

 

參、 參訪紀要 

一、 出席中華航空貨運部兩岸航路直航 10 周年慶祝活動 

中華航空公司舉辦兩岸航路直航 10 周年晚會活動，邀請所有中華航

空貨運部在上海地區合作的貨運代理及物流業者夥伴齊聚一堂，並邀請

本公司但昭璧副總經理進行專題演說，介紹桃園機場最新發展現況及桃

園航空城推動進度。本次晚會上亦與出席貴賓業界先進交流意見，了解

上海航空貨運市場發展現況。主要歸納有兩點： 

1. 上海結合三港優勢，發展聯運服務： 

上海機場作為華東地區最重要的空運樞紐，挾中國龐大市場內需

與進出口之產業需求，甚至結合河港與海港雙優勢，已是中國大陸華

東地區各省產業供應鏈發貨樞紐空港，尤其近年來中國大陸產業西進，

長江流域各省份亦多透過河運將貨運運至上海經由海港或空港出口，

結合國際航網鏈結全球。 

2. 上海國際航網綿密、樞紐競爭力對桃園機場帶來極大壓力： 

近年因陸籍航空業者如中國東方航空、南方航空及國際航空業者

紛紛進駐，使得國際航網加密具有充沛運能，中國大陸華東市場空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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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多已仰賴陸籍航空之國際直飛航網，我國籍航空如華航恐漸失競

爭力（陸方機場貨物來台中轉飛國際航線，在時效上無法與陸方貨運

樞紐機場直飛國際相抗），除飛往北美市場仍有一定競爭力外，飛往

歐洲、非洲及中東市場恐已不具競爭力，兩岸貨運服務需尋找全新服

務定位，例如思索跨境電商、冷鏈及食品加工、貨物來台加值等專業

領域，方可創造貨源來台動因，持續進一步鞏固本機場作為貨物東亞

轉運樞紐之地位。 

二、 參訪上海虹橋機場： 

虹橋機場為上海最早設立之機場，成立於北洋政府時期，曾作為軍用

機場，後自 1964 年起轉型為上海主要城市機場，並於浦東機場啟運後轉

型為服務國內線為主，國際包機、區域內各國首都航線（如首爾、東

京、台北、港澳等）為輔。虹橋機場距離市中心較近，與浦東機場在服

務國際、洲際航線上有所區別。 

 

虹橋機場 

浦東機場 

上海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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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上海虹橋機場衛星空照圖，Source: google map 

1. 營運現況： 

（1） 2018 年虹橋機場（國際＋國內）客運量人次達 4365 萬人

次，航機起降架次數達 26.7 萬，其他國內線佔 94%，國際線

佔 5%。虹橋機場最終目標為服務年 5000 萬人次。 

（2） 虹橋機場定位為城市商務旅客及國內旅客機場，基於城市特

性，旅客多以商務旅客及國內旅客為主，行李平均託運件數

與重量較低（0.4 公斤/人），因此也成就了高周轉率與高效

率的特性，行李處理時效亦較大型國際樞紐機場快速。 

2. 航站設施： 

虹橋交通樞紐 T2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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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虹橋機場 2018 年全年旅客量達 4,363 萬人次（含國際及國

內），共有 T1 及 T2 兩座航站樓，T1 同時服務國內線（僅春

秋航空）與國際線，2018 年服務旅次約 650 萬人次，樓板面

積為 12.73 萬平方公尺；T2 主要服務國內線，2018 年已服務

超過 3,700 萬人次，總樓板面積為 27 萬平方公尺。 

（2） 虹橋機場第一航站樓改擴建計畫： 

(2)-1. 改建內容：T1 於 2013-2018 期間完成整建，同時服務國內線

與國際線(含港澳台)，兩區域雖同為一座航站樓內，但管制

禁區採實體相隔，整體建築樓板面積僅 12.73 萬平方公尺。

區分為 A/B 兩樓，航站 B 樓為春秋航空國內線專用航廈，A

樓則作為國際線空間，國內與國際線年服務容量各為 500 萬

人次。透過這次改擴建計畫，T1 採取在既有建築基礎上進行

改擴建，雖然未拆除重建，但從聯外交通設施、交通中心、

路緣、建築外觀、報到大廳、安檢區、管制區免稅商店、貴

賓廳、候機室及空橋、入境樓層與行李大廳等全部進行重新

改造與裝修，給予旅客煥然一新的建築風貌與航廈體驗。透

過半半施工（一面營運一面局部關閉）的方式，在 5 年內逐

步完成。 

(2)-2. 計畫遭遇之限制：T1 重建計畫初始，機場當局為爭取航站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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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計畫之上級機關核定時效，決定將航站樓重建計畫從「重

建」改為「整建」，如此一來計畫不須送中央審核，改送上

海市政府審核即可。但因整建預算較重建更高，且會受限於

既有建築結構，室內空間較為侷促狹隘。雖然整建後的航廈

室內大廳嶄新及現代感十足，但報到大廳仍有縱深不足限

制，且囿於國家保安政策，進入大廳需於各入口內進行安

檢，加上行李安檢 X 光設備及旅客停等佔用大廳空間，廣體

客機航班報到人潮易現大廳壅塞。 

（3） 其他具體成果： 

(3)-1. 導入自助報到與行李託運系統：承上，由於航廈報到大廳空

間受限不足，故本次整建導入全自助化報到、自助行李托運

設施、自助查驗通關及自助登機等智慧化設施，優先完成 T1

的春秋航空國內線報到大廳全自助化設施（共 17 座自助行

李托運機、超過 20 台自助報到機、僅 6 座人工櫃台），旅

客若使用自助行李託運機台發生行李超重狀況，亦可立即以

行動支付或信用卡授權方式付費，整體程序相當簡便；T2 國

內線的東方航空亦已導入自助流程，使用自助流程報到及登

機旅客比例已達 7 成。每一台自助行李託運機台正後方皆設

置一座 X 光機進行安檢，安檢人員集中於監控室（非坐在 X



12 
 

光機檯旁），如有發現危安行李立即閃燈並阻絕該件行李輸

送，安檢人員立即赴現場與旅客進行當面確認。 

(3)-2. 聯外交通改善：虹橋機場亦改造第一航廈路緣與新建交通中

心：將地面路緣重新規劃興建並保留給公共交通與計程車上

下客專用（稱為交通中心），自小客車接送一律導引進入全

新地下停車場之停等區，減少地面交通問題。路緣交通秩序

亦引進電子警察監控（路緣車輛不可停等超過 6 分鐘，違者

依照影像紀錄開單），並設置大型警告標誌提醒用路駕駛。 

3. 智慧化系統導入： 

（1） 虹橋機場公司蔣總經理云強表示：航廈旅客服務流程導入自

助化或智慧化技術雖為未來大趨勢，但尚需視各機場旅客不

同之需求與特性研議客製化細節，而非一昧全面導入就能解

決旅客問題或提高航廈運作績效。 

（2） 蔣總經理對於 A-CDM 的看法：認為機場管理需求無須針對所

有航機起落靠橋之營運節點進行時間掌握與紀錄（例如

Eurocontrol 訂定的 16 個 MILESTONE），僅需掌握關鍵時點

即可，例如包括機艙關艙門、上下輪檔等關鍵時點數據，即

足以供機場方有效管控機坪資源分派，並在排定停機坪分派

計畫系統中作為參數設定，停機位資源分派發生衝突時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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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現自動警示功能即可，更重要的是，大數據平台應開放供

機場方跨單位共同運用，才有其效益。 

4. 跑道設施： 

虹橋機場採雙跑道採起降分流，間距 365 米。36L/18R 西跑道(混

凝土）起飛用、36R/18L 東跑道（瀝青）降落用。雙跑道系統每小

時最高容量為 48 架次，起或降最高各為 36 架次/小時。未來目標

希望能提升至 55 架次/小時（桃園機場雙跑道系統為 50 架次/小

時，起或降最高各為 30 架次/小時）。2018 年全年起降架次答

26.68 萬架次， 

 

5. 停機位： 

T1 設置約 70 多席停機位、T2 約 80 多席停機位。（桃園機場現行

僅 53 席客運營運停機位、15 席貨運營運停機位及 15 席過夜停機

位）。 

6. 貨運站： 

虹橋機場並無專用貨運坪，多以機腹艙載貨為主要服務模式。但設

置有一座貨站，年處理能力約 40 萬噸。 

7. 觀察中國大陸機場有無進行動植物檢疫相關宣導（非洲豬瘟） 

 本次在機場並未見明顯提醒標示、航空公司於報到櫃檯亦無特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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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但於返程航班（CI202)降落前有進行機上廣播提醒及法規宣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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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1. 上海機場作為中國大陸貨運進出口一大空運樞紐，近年因陸籍航空

業者如中國東方航空、南方航空等國際航網加密，中國大陸華東市

場空運服務多已仰賴陸籍航空之國際直飛航網，我國籍航空如華航

恐漸失競爭力（陸方機場貨物來台中轉飛國際航線，在時效上無法

與陸方貨運樞紐機場直飛國際相抗），除飛往北美市場仍有一定競

爭力外，飛往歐洲、非洲及中東市場恐已不具競爭力，兩岸貨運服

務需尋找全新服務定位。 

2. 大數據管理需掌握兩項重點，第一必須確認機場管理當局營運管理

需求，確認關鍵數據項目為何？而非一昧照單全收將有失效率；第

二必須確保大數據平台應可供跨單位利用，包括空陸側管理單位都

可使用作為資源管理之依據，才能發揮大數據智慧化管理綜效。 

3. 上海機場集團維持「一市兩場」之雙機場策略，一方面由浦東機場

作為服務國際航線之定位外，國內航線及商務航線則交由虹橋機場

服務，同時具備相互備援之能力。 

4. 虹橋機場近期擴建理念，打造港埠式（Pier 或 Finger type）航站樓

設計，候機樓與停機坪之配置可創造最高效率。 

 

二、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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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兩岸貨運服務除滿足雙方進出口需求外，桃園機場面臨鄰近空

港國際綿密航網之強大競爭壓力，發展空運轉運樞紐之優勢必

須仰賴重新定位，思索跨境電商、冷鏈及食品加工、貨物來台

加值等專業領域，方可創造貨源來台動因，持續進一步鞏固本

機場作為貨物東亞轉運樞紐之地位。 

2. 自助化航廈服務設施與流程設計為一大國際趨勢，惟仍須視本

地旅客特性及流程需求研議服務流程細節。 

3. 參考上海「一市兩場」之雙機場策略，台北都會區目前亦為松

山機場與桃園機場分工，相輔相成，桃園機場作為服務國際航

線之定位，而國內航線及商務航線則交由松山機場服務，同時

具備相互備援之能力，維持北台灣面向國際運輸不受中斷。 

4. 虹橋機場候機樓港埠式（Pier 或 Finger type）航站樓設計，候

機樓與停機坪之配置可創造較高效率。桃園機場現行線性安排

（Linear type）候機樓及停機坪之設計，大幅阻斷南北航機滑

行動線，入境航機滑行至停機坪時，亦恐一次影響較多靠橋航

機必須停等，造成周轉效益無法發揮極致，未來桃園機場新擴

建區規劃與既有航站樓之改擴檢討時，本次借鏡可為本機場長

期規劃改善廊廳及停機坪佈設型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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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錄：本次參訪圖片集錦 

  

▲虹橋機場 T1 行李提領大廳 ▲虹橋機場 T1 行李提領大廳 

  

▲但副總經理昭璧（右）禮貌拜會中華航

空公司上海貨運部許總經理欲習(左) 

▲但副總經理昭璧進行專題演說介紹桃園

機場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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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橋機場 T1 國內線春秋行空自助報

到機台 

▲春秋航空自助報到機，設置有鏡頭可蒐

集旅客生物特徵 

  

▲虹橋機場 T1 春秋航空國內線自助行李託

運機 

▲每一台後方均配置 X 光儀，影像即時傳

送安檢辦公室，櫃檯區未設置航警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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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春秋航空國內線自助行李託運機台區 ▲T1 報到大廳一隅 

  

▲T1 管制區免稅商店區及中央電梯（樓上

為主題餐廳及貴賓室） 

▲T1 證照查驗大廳上方設置大型廣告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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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路緣僅允許小客車下客專用，設置電

子警察監管，違規停車超過 6 分鐘立即拍

照開單 

▲T1 路緣僅允許小客車下客專用，設置電

子警察監管，違規停車超過 6 分鐘立即拍

照開單 

 

 

▲T1 候機室大廳 ▲虹橋機場洗手間布置機窗風景圖片 

 

 

▲全新空橋固定端之設計 ▲但昭璧副總經理(右)拜會上海虹橋機場公

司蔣總經理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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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橋活動端室內壁貼廣告 ▲候機大廳整合式 FIDS 顯示螢幕與指標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