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楼工程建设管理探讨
 

论文摘要：文章从建设单位角度出发，从旅客航站楼工程建设进展的准备、

设计、招标、施工、验收等不同阶段，结合一些建设管理工作案例，对航站楼建

设管理工作中容易遇到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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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阶段 

1.  

建用融合管理 

本文所说的建用融合管理是指机场建设单位和使用单位共同参与建设管理的

协调机制。机场建设任务一般划分到各省市的机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

司），集团公司属下有工程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机场股份公司（以

下简称股份公司）等部门。指挥部是建设单位，股份公司是机场建成后的使用单

位，指挥部把机场建设完成后，移交给股份公司经营，可以说股份公司是机场的

真正业主，指挥部是代业主。为此，有些机场集团公司在委托指挥部建设过程中，

会安排一些股份公司的人员加入指挥部里面，但是此部分人员的工资待遇和考核

等仍由股份公司负责，可以说是一个指挥部里面有两个单位的人员一起办公，这

两部分人员表面上很融洽，但实际工作上不能有效协调，往往还是各干各的原来

部门的工作，同时因为立场不一样，还经常因建设和使用方面的矛盾而引起争吵，

这样不利于合力开展机场建设工作。对指挥部和股份公司建用融合问题，建议按

如下方式处理： 

1.  
1.  

1.  

定期召开建用融合协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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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和股份公司人员应分开办公，有利于各自专心负责管理工作，对于一

些需要双方决策事项，定期召开协调会议解决。 

1.  
1.  

1.  

设置意见提交时限 

设计阶段多采纳股份公司意见，以股份公司意见为主，施工图完成之后，以

指挥部意见为主，不再接收股份公司一些不影响建筑功能和流程的意见，不发生

重大设计变更，以确保工程建设进度。 

1.  
1.  

部门设置 

1.  

矩阵式管理，适合中大型机场建设 

目前国内机场建设大多采用传统的工程建设指挥部模式，业主的命令直接下

达参建单位，有利于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等多目标控制。某机场建设指挥部

航站楼工程采用矩阵式管理。指挥部参与航站楼建设管理部门有办公室、总工办、

监察审计部、前期工作部，整体工作部、法务合约部、招标采购部（这七个部门

以下简称支持部门），以及航站区工程部、机电工程部、弱电信息部（这三个部

门以下简称工程部门）。工程管理办法由支持部门制定，工程部门负责执行。支

持部门和工程部门经常会有矛盾，支持部门容易把自己当成机关，把工程部门当

成基层，对工程部门指令不断，同时支持部门之间的协调关系会碍于都是机关部

门的面子，不想直接去和对方协调，而是经常指令工程部门去完成。造成支持部

门与工程部门矛盾重重，因此部门协调是矩阵式指挥部管理工作的重点。 

1.  
1.  

1.  

直线制管理，适合中小型机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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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制管理，指挥路线清晰单一，不会造成多头指挥，适合中小型机场建设

管理。某指挥部在一个约 6万 m2的航站楼建设管理过程中采用过此模式，非常高

效，从打桩到建成投产只用了 2年 5个月时间。 

1.  
1.  

实施策划 

项目开工前，指挥部必须编制实施策划。实施策划是一切建设活动的纲领性

文件，为适应目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的国情，策划里面最重要的是进度

计划，进度计划应考虑一些不可预见因素，时间安排上尽可能宽松一点。

Project 软件编制计划比较方便，容易修改，但是一些领导可能不太能接受，可

以考虑结合一些鱼骨图等比较直观的图文来展示，方便上级领导直观明了看清工

程进度计划。 

1.  

设计阶段 

1.  

实行设计院、设计师黑名单管理 

一些设计院技术水平低，服务意识差，经常采取低价中标策略，中标后施工

图纸深度和进度都达不到要求，工地现场设计服务质量低，给工程进展带来很大

的阻碍；一些设计院综合素质高，但是个别建筑师个人主义太强，根本不理会业

主合理化建议；有些设计师还在工程上极力推销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厂家产品。

因此，业主可实行设计院和设计师黑名单管理办法，不欢迎黑名单设计院和设计

师参与投标和设计管理。 

1.  
1.  

设计条件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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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阶段尽可能多收集影响设计的条件，影响航站楼设计的因素很多，最重

要的是飞行条件和塔台视野的限制，此外还有海关、边检、航空公司、机场股份

公司等使用单位的需求等，应尽最大能力满足使用单位需求。 

1.  
1.  

实行限额设计 

设计单位一般都希望对航站楼进行黄金打造，建成地标建筑、网红打卡点，

但是国家投资有一定的限额控制，因此，需要提醒设计单位进行限额设计，不得

随意增加投资估算。某机场航站区可研方案设计，设计院的第一版方案估算是23

个亿，经过指挥部专业人员的认真研究讨论，最终敲定的投资是13.8 亿，足足

砍掉近 10 亿。 

1.  
1.  

专项研究试验 

因为航站楼工程的复杂性，为确保工程安全，业主和设计单位会联合主持一

些课题研究。例如民用机场建筑轻质围护结构抗风技术研究，利于给沿海城市航

站楼工程建设提供参考，因为曾发生过沿海城市建筑工程金属屋面被台风掀开的

案例。但是这些研究试验工作，必须在设计阶段完成，避免在施工阶段才开展这

些研究工作，影响工期。 

1.  
1.  

联检单位设计方案确认 

联检单位对设计方案的确认对机场业主来说是一个难题，主要有如下方面问

题： 

1.  
1.  

1.  

面积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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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检单位有自己的一些使用面积规定，方案设计过程中，他们会套用这些规

定，要求机场建设单位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机场使用部门也有自己的面积分配

方案，不可能提供太多的面积给联检单位，因此经常会在这些面积要求上进入旷

日持久的协调过程。 

1.  
1.  

1.  

联检设施设备投资问题 

联检单位经常会要求建设单位提供一些他们在航站楼公共区和办公区的设施

设备，这些设施设备投资由谁出资，应在设计阶段确定下来，以便能在概算和招

标阶段确定这些费用。某大型航站楼工程在施工过程中，联检单位要求建设单位

增加了一大笔联检设施设备投资费用，远远超出概算，在后来的审计过程中，带

来了一系列的影响。 

1.  
1.  

与飞行区、工作区的设计衔接管理 

1.  

土方工程设计衔接 

因为航站楼工程的工期一般比飞行区工程要长，所以很多指挥部都是先行施

工航站楼。由于航站楼的土方工程由航站楼建筑设计单位负责，站坪的土方设计

由飞行区设计单位负责。由于疏忽或工程协调不畅等问题，两家设计单位在登机

桥区域的土方问题往往不能很好衔接。某两个机场建设，航站楼土方工程没有包

含登机桥土方，航站楼登机桥桩基础施工时，才发现登机桥桩位的土方工程还没

有开始，周围都是山坡或洼地，导致登机桥桩施工不了，航站楼主体结构施工时

周边也没有施工便道。因此，航站楼工程土方设计时，应把登机桥的土方也包含

在内，同时考虑航站楼周边施工便道的土方工程，应外扩至登机桥活动端外围 30

米以外，以便预留足够的登机桥桩基础施工和环航站楼施工便道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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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航站楼周边设计界线划分 

按《建筑设计资料集》（第三版）民用机场总体规划内容划分[1]，旅客航

站区包括航站楼和站坪，但是按行业管理、设计专业和习惯划分，我们都把站坪

划分到飞行区。从管理经验来看，建议沿航站楼周边的服务车道内侧边线作为航

站楼设计单位和飞行区设计单位的设计划分界线，主要理由是服务车道内侧边线

至航站楼外墙边线有航站楼的室外雨水、消防、机电和弱电等管网，这个管网一

般由航站楼机电单位完成，涉及开挖和回填工序，从施工组织来看，划入航站区

较为方便。 

1.  
1.  

1.  

航站区、飞行区、工作区主要市政工程材料设计参数尽量统一 

因为需要做设计概算和后续施工期间市政管网材料衔接，因此，建议三个区

域的主要材料设计参数尽量统一，方便概算的编制和调整，也有利于施工过程中

的协调管理。主要材料涉及消防管材，市政管网材料和市政道面材料做法等等。 

1.  
1.  

细节设计处理 

1.  

室内天花高度设最低限制 

因为航站楼工程的设备多，管道复杂，一些室内空间高度，原设计比较理想

化，认为设计高度是足够的，可是管道安装完成时，才发现天花吊顶非常低，这

些问题一般发生在旅客通道位置，与出港大厅的高大空间形成反差，感觉特别难

受。因此需要业主要求设计院设通道天花高度最低限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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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航站楼观光电梯钢结构和主体砼结构需要连接 

某航站楼观光电梯钢结构上部与主体砼结构没有有效连接，导致电梯上下运

行过程中，出现钢结构晃动现象，后来在钢结构上加装了与主体砼结构连接的构

件，才解决晃动问题。 

1.  
1.  

1.  

观光电梯顶层增加通风构造 

观光电梯全封闭状态下，航站楼大空间空气系统，冷气不能进入轿厢，因此

需要在观光电梯顶部增加通风构造措施，避免出现夏季时轿厢内闷热的现象。 

1.  
1.  

1.  

紧固件选型问题 

1.  

金属屋面板紧固件。 

某航站楼不锈钢金属板的几字型支座，原设计方案紧固件为不锈钢自攻螺钉，

施工图深化时候，设计院强烈要求更改为螺栓连接，理由是加强抗台风措施。建

设单位考虑到更改为螺栓连接，一是加大了工程投资，二是增加了施工工期，三

是螺栓连接会破坏防水层构造，同时通过计算不锈钢自攻钉已经满足风压要求，

因此没有同意设计院的意见。对这个屋面板紧固件的使用方案，设计院在其他工

地上已提出了使用螺栓连接的方案，下一步，设计院应对比不同项目的使用情况，

总结这个紧固件的使用效果。 

1.  

玻璃栏板紧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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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院在某航站楼采用下部悬空的室内玻璃栏板方案，在确定玻璃爪件紧固

件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紧固件会跟随玻璃重力转动的影响，导致安装玻璃后，爪

件旋转致使玻璃外突，容易发生玻璃坠落的安全事故，后来在爪件上增加了焊接

固定措施，才解决了问题。因此，玻璃爪件紧固件必须重点考虑安全问题，同时，

在航站楼室内尽量避免设计下部悬空的玻璃栏板，尽可能把玻璃栏板设计为底部

有楼板支撑的方案。 

1.  
1.  

1.  

室外雨棚和挑檐不需要采取保温、防水、隔音措施 

某机场航站楼工程，设计单位设计的金属屋面板有保温和吸音构造层，但是

这个处理方式，设计单位沿用到室外雨棚和室外挑檐部分，而室外部分是完全可

以取消吸音和保温构造的，也可以节约工程造价和加快工程进度。 

1.  
1.  

1.  

设计大样图考虑适用范围 

某航站楼施工图内部审查过程中，指挥部专业人员发现设计师把航站楼室内

小钢屋的屋面板套用防水屋面板大样图设计，采用了防水屋面构造层处理方式，

该专业人员提出建议取消了此防水层。 

1.  
1.  

1.  

设计时需要考虑门头上方设备安装的冲突 

航站楼的防火门、登机桥门头上一般都有门禁、推杆锁、闭门器、消防感应

器等设备，一个门上安装这么多设备，经常会引起安装位置定位冲突，需要各专

业设计师提前协调好安装位置，避免设备采购回来后不能安装而带来的风险。某

航站楼防火门框上端中间位置按原设计安装了隐藏式顺位器，后来安装防火门门

禁电子锁时，与此顺位器位置冲突，只好改变原隐藏式顺位器为明装式顺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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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自动扶梯临空面的安全措施 

好几个航站楼自动扶梯临空面的设计，均未采取安全措施，虽然满足目前规

范要求，但是因为航站楼高大空间的设计，自动扶梯临空面高度比较大，有的高

达 10m以上，此前有过报道一些公共建筑项目自动扶梯临空面发生人员跌落的安

全事故，航站楼的自动扶梯临空设计也应该考虑此安全隐患。 

1.  
1.  

1.  

大空间天花龙骨颜色处理 

同一家设计单位设计的三个航站楼大空间天花吊顶工程，均采用米白色镂空

铝合金面板加配套龙骨，第一个航站楼的设计师要求现场的镀锌龙骨喷成黑色龙

骨，第二个航站楼的设计师要求现场的镀锌龙骨喷成白色龙骨，当第三个航站楼

的设计师要求现场的黑色龙骨喷成白色龙骨时，指挥部专业人员立即责成设计单

位，不得随自己心花随意更换龙骨颜色，随意浪费国家投资，及时阻止了设计单

位随意乱设计的情况。因为大空间天花高度比较高，镂空面积小，至于天花龙骨

的颜色根本就影响不了装饰设计效果。完全是一个微乎其微的设计师个人内心先

入为主的认知问题，根本不影响旅客观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设计师早就应该

预料到观感效果，不可以随意在施工时候要求施工单位更换龙骨颜色，增加业主

投资。 

1.  
1.  

1.  

卫生间厕位孔洞后开 

因为结构施工时卫生间厕位孔洞设计预留位置不准，某指挥部负责的几个航

站楼的卫生间厕位预留孔洞基本没有利用上，需要重新就位开孔，没有利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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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洞，可以在机电安装和装修阶段重新定位开孔。

1.  

招标阶段 

1.  

不同承包方式的优缺点 

1.  

总承包方式 

建议总承包范围包括基础、主体砼结构、钢结构、幕墙、金属屋面，如果机

电和装修专业设计尚未完成到可以招标的深度时，这两个专业可以后续另行发包，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一个总承包单位，不过这样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招到一个非

常配合，敢于担当的总承包单位，可以减轻很多业主的工作，业主的管理就很轻

松，但是如果招到一个不配合不顾大局的总承包单位，什么事情都跟你斤斤计较，

那就会让业主吃尽苦头，陷入整天跟总承包单位斗智斗勇的日子。 

1.  
1.  

1.  

业主平行发包方式 

某航站楼施工总承包项目中，总承包单位中标后，其自行发包的专业工程也

要经过其内部招标程序来确定专业分包单位，这样专业单位的进场时间受到总承

包单位的制约，业主失去主动权。如果采取业主平行发包的方式，虽然业主的招

标工作和施工过程的协调工作量加大，但有利于业主自主选择施工单位，有利于

业主自主控制专业分包单位机场时间，有利于总工期的控制。 

1.  
1.  

标段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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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机场航站楼扩建工程业主采用平行发包方式招标，主体砼工程划分为 4个

标段，但是上部钢结构、幕墙、屋面、机电、装修等专业工程发包分为与主体结

构不对应的 3个标段，导致主体砼结构施工单位与专业发包单位不对应，没有遵

循一个建筑工程应由一个总承包单位负总责的原则[2]，给后续的工程质监、安

监手续办理和现场管理带来一系列麻烦。 

1.  
1.  

1.  

机电安装和装修标尽可能合成一个标段 

机电安装和室内装修是配合最紧密也是矛盾最多的两个专业，很多航站楼工

程基本上都是划分为两个专业标段招标。工程协调会上吵架最多的就是这两个专

业，协调这两个专业之间的工作，耗尽了业主很大的精力。因此建议这两个专业

打包在一起作为一个标段来招标，可以很大程度减少业主的协调工作。 

1.  
1.  

招标进度控制 

招标规划，某指挥部每开展一个机场建设，首先要求各部门制定招标计划，

按专业划分，这样就不会遗漏专业内容，有效控制招标进度。 

1.  
1.  

专业招标工作内容划分 

平行发包模式下的土建专业和机电专业工作内容必须划分清楚，主要是孔洞

开凿和封堵工作的归属。某机场建设指挥部的机电孔洞封堵工作职责扯了20 多

年，一直没有扯清楚。主要存在的焦点问题是机电专业需要重新开孔和封堵工作

由谁来完成。因为土建和机电专业划分在两个工程部门，两个部门在编写自己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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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解决，这样就存在会议上扯皮的现象。建议孔洞处理遵循“谁用谁开谁封堵”

的原则，并且在各自的招标文件里面注明清楚，有了这个原则，就不存在扯皮问

题了。

1.  
1.  

专业分包工期应与总承包工期统一 

各专业分包单位标段的工期必须与总承包单位的竣工日期相统一。某航站楼

业主和总承包共同招标的机电安装专业单位的竣工日期比总承包单位的竣工日期

还晚，出现专业分包单位和总承包单位竣工日期不统一的问题，当业主要求在总

承包竣工日期完工时，机电安装单位不同意，存在竣工日期索赔风险。 

1.  
1.  

奖惩措施 

某指挥部前十几年的工程管理过程，都只有罚则措施，没有奖励措施，容易

引起施工单位不满，也不能调动施工单位的积极性。奖惩措施可以考虑如下方面： 

1.  
1.  

1.  

项目经理不到位的惩罚措施 

出于多方面原因，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不到位现象比较多，可以在合同条款

约定项目经理不到位的惩罚措施。 

1.  
1.  

1.  

工期提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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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应该对等的设置工期提前的奖励，在招标文件里面设置工期提前奖励，以

便施工时有执行的依据。

1.  
1.  

1.  

安全、质量管理奖罚措施 

对施工单位的安全、质量施工管理，设置奖罚措施，在招标文件里面设置好

奖罚细则，以便施工时有执行的依据。 

1.  
1.  

施工区域专业划分原则 

能安排一个单位进行施工的区域，就不要再安排其他单位进该区域施工。例

如行李分拣机房，以行李、机电安装专业为主，涉及一些装修专业，一并划入到

机电安装单位里面去，减少一个装修单位进入，就可以减少业主施工协调工作量，

其他空调、弱电等专业机房等更是如此。 

1.  
1.  

甲购材料与设备的招标 

1.  

甲购材料与设备尽可能少 

甲购材料设备越多，业主的协调工作越大。 

1.  
1.  

1.  

甲购材料与施工标段交接界面划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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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清界面，避免出现电梯采购和装修施工两个标段内都有或都没有门套清单和防

火封堵，以产生重复采购或漏采购的现象。

1.  
1.  

材料与设备参考品牌的设定 

1.  

设定参考品牌有利于控制工程质量 

某指挥部监察审计部主导编制的《乙购材料设备参考品牌规定》，主张原则

上不在招标文件里面推荐参考品牌，从工程管理实践经验来看，在招标文件设定

材料设备参考品牌，有利于编制招标控制价和保证工程质量，也有利于施工过程

中材料设备定样时有参照标准，如果没有参考品牌，出于利润考虑，施工单位采

购材料设备一般以最低价为原则，将会影响工程质量。 

1.  
1.  

1.  

参考品牌参数设定时间 

某指挥部审计监察部要求工程部门编制技术标书时提供参考品牌的详细参数

与设计图纸核对，必须一致才能纳入招标文件，这样就加大了工程部门编制技术

标书时的工作量，厂家材料设备参数和设计图纸参数的核对，应该是在中标后对

拟定选用厂家材料报审时完成的。 

1.  
1.  

1.  

参考品牌的更换 

某指挥部要求施工过程中不得更换参考品牌，这种做法会涉嫌业主指定品牌，

正常做法应该是在招标文件的材料与设备参考品牌文件里面注明：所列品牌厂家

仅为报价参考，承包人可选用相等或高于所列品牌厂家的产品。如果承包人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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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的参考品牌厂家产品档次的产品变更为发包人提供参考品牌厂家的产品的

权利，并不予调整工程造价。

1.  
1.  

1.  

大宗主要材料参考品牌尽可能多选几家 

因为航站楼工程材料用量大，一个厂家可能供应不过来，对于装饰铝板等大

宗材料分标段分厂家选用，可以确保材料供应及时，也可以通过对比约束材料厂

家保证产品质量。 

1.  
1.  

慎用最低价招标 

某航站楼装修项目用最低价评标法招标，中标结果比控制价下浮了40%。施

工过程中困难重重，施工单位想尽办法调整合同价款，缓慢施工，与业主耗时间

讨价还价，临近验收日期还不抓紧时间赶进度。投入使用前1个月，业主眼看无

法指望施工单位加快进度，肯定不能在预定投产日期完工，果断采取清场措施，

将施工单位清出场外，另行安排其他单位接手完成施工任务。虽然保证了预定时

间投产，但是后期也跟施工单位进入了旷日持久的诉讼阶段。因此，对于技术复

杂，金额较大的标的，慎用最低价法评标。 

1.  
1.  

招标风险应对措施 

一旦进了招标市场，究竟能招到什么样的单位，是个未知数，一切都有可能。

因此，必须准备一些应对措施。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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