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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民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四型机场”的建设，促进航空与其

他交通方式的紧密衔接，构建多种交通方式有机融合的机场综合交通系统，更好地

服务旅客出行和地方经济发展，机场司组织成立编写组，对机场总体规划阶段的综

合交通规划编制工作进行了研究分析，明确了机场综合交通规划的主要内容，提出

了相应的技术要点和成果要求，编写完成本指南。 

本指南可供机场管理机构、机场建设指挥部、设计单位、咨询单位在机场总体

规划阶段参考。 

本指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发布并管理，由主编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函告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2号住总地产大厦；邮编：100029；电话：010-84669251；

邮箱：zkun216@126.com），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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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提升以运输机场为主体的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建设水平，提高机场综合交通规划

的科学性、前瞻性和编制质量，制定本指南。 

1.0.2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新建（迁建）及改扩建运输机场总体规划阶段近期规划 4E（含）以上多

跑道机场综合交通规划报告的编制。 

1.0.3  总体要求 

应根据机场交通需求，结合机场发展战略、区域交通规划、机场服务区域的特点，因地

制宜地开展机场综合交通规划工作。机场综合交通规划成果应符合机场发展实际，指导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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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机场核心区 

机场核心区指机场总体规划用地范围。 

2.0.2  机场辐射区 

机场辐射区指机场主要客源地及货源地范围。 

2.0.3  机场集疏运系统 

由出行起点集运至机场或由机场疏运至出行终点的交通网络系统。 

2.0.4  空铁联运 

通过航空和铁路两种运输方式完成的联合运输。 

2.0.5  机场巴士 

以机场为运营主体，运输航空旅客及其他人员往返机场及站点的专用车辆。 

2.0.6  空水联运 

通过航空和水运两种运输方式完成的联合运输。 

2.0.7  转运设施 

旅客在机场内部所搭乘的各类交通工具。 

2.0.8  通行能力 

在一定的道路和交通条件下，道路上某一路段或某交叉口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断面的最

大车辆数。 

2.0.9  车道边  

航站楼前用于陆侧乘客上下车辆的车道沿线及人行平台。 

2.0.10  流线 

人、车、货物在一定范围内集散活动所形成的流动轨迹。 

2.0.11  机场轨道交通出行时间 

使用高铁、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或城市轨道交通的所有个体往返机场至主要目的

地或出发地所花费的平均出行时间。 

2.0.12  高等级道路配置比 

    高等级道路（高速公路、快速路）进离场双向车道总数与千万年旅客吞吐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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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要求 

3.1  规划期限 

3.1.1  机场综合交通规划期限应与机场总体规划期限一致。 

3.2  规划及研究范围 

3.2.1  以机场核心区为重点规划范围，并应研究机场服务客源和货源的范围。 

3.3  规划原则 

3.3.1  树立机场与城市及区域综合交通系统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建设平安、绿色、智慧、人

文的机场综合交通系统。 

3.3.2  遵循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判断机场综合交通发展趋势，合理制定机场

综合交通系统规划方案。 

3.3.3  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科学规划机场轨道交通集疏运系统。促进机场与国家铁路网、

城际铁路网、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有效衔接，科学谋划机场联通轨道交通的类

型、线路和建设时机，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功能。暂不具备条件的要预留好建设用地和空间

等条件。 

3.3.4  加快构建多种交通方式与机场高效换乘、方便快捷的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内外部联通

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多种交通方式有机融合，统筹综合交通系统协调发展。 

3.3.5  加强一市多场联通，充分考虑航空客货中转需求和溢出承接。现有一市多机场的城市，

应在现有轨道交通基础上，通过改造和优化流程，以及新建城市轨道或市域（郊）铁路直接

联通等方式，努力提升多场间的联通便捷程度。规划建设多个枢纽机场的城市，应提前做好

轨道交通联接规划，确保项目同步建设或预留建设通道。 

3.3.6  处理好近期建设与远期发展的关系，规划方案应立足当前，为未来发展留足弹性，并

应满足机场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的交通要求。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编制指南（AC-158-CA-2020-03） 

— 4 — 

4  内容要求 

4.1  主要内容 

4.1.1  机场综合交通规划应全面分析国家与地方等综合交通相关规划，提出机场自身综合

交通发展战略，研究与机场衔接的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和交通需求，宜包含以下内容： 

1  综合交通发展战略； 

2  交通需求分析； 

3  机场集疏运交通规划； 

4  机场场内综合交通布局规划； 

5  交通流线组织规划； 

6  交通管理与智慧交通规划； 

7  分期建设规划； 

8  规划实施及保障措施。 

4.2  编制要求 

本部分提出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可结合机场的实际需求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4.2.1  综合交通发展战略 

综合交通发展战略应以机场为立足点，分析研究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特征、机场在国家

综合立体交通网中的定位，结合机场发展目标及规划，统筹多种交通要素，分析机场辐射区

范围，制定综合交通发展目标、提出综合交通发展战略和交通资源配置策略，并提出综合交

通规划的主要工作任务，宜包含以下内容： 

1  机场辐射区范围； 

2  机场综合交通的定位及目标； 

3  交通资源配置原则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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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场综合交通规划的主要工作任务。 

4.2.2  交通需求分析 

交通需求分析应结合机场航空业务量的预测结果、综合交通发展战略，分析研究经济、

旅游、人口、综合交通等影响因素，参考地方与机场相关规划，使机场综合交通规划具有可

行性；在微观上挖掘机场交通流特征，使机场综合交通规划更有时效性，宜包含以下内容： 

1  机场现状及服务城市交通出行特征； 

2  航空旅客分布及特征分析； 

3  综合交通方式划分； 

4  客运交通流量流向分析（旅客及其他）； 

5  货运交通流量流向分析； 

6  各种交通方式客运高峰日交通量、高峰小时交通量； 

7  交通设施规模测算。 

4.2.3  机场集疏运交通规划 

1  机场与道路集疏运系统规划 

机场与道路集疏运系统规划应综合分析机场道路交通集疏运需求及区域交通特征，研究

道路集疏运发展总体策略和发展目标，合理规划道路集疏运系统。结合客货运交通需求和特

点，研究机场道路集疏运系统总体布局、与城市道路系统的衔接方式，研究机场道路规划标

准、路线走廊及服务水平，减少旅客出行时间，提高出行效率，宜包含以下内容： 

1）机场道路集疏运发展策略和目标； 

2）机场道路集疏运系统总体布局； 

3）机场客运道路规划方案； 

4）机场货运道路规划方案。 

2  机场与城市轨道系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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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与城市轨道系统规划应分析城市交通出行结构特征，研究航空旅客在城市的分布特

点和结构，结合机场综合交通发展战略、城市轨道网络和城市交通枢纽布局，分析研究机场

轨道线与城市轨道线网、城市交通枢纽的衔接方案和线位路由，研究机场轨道线的设站方案、

与航站楼的换乘模式，提高机场轨道交通出行比例，宜包含以下内容： 

1）机场轨道交通需求； 

2）机场轨道交通发展策略和目标； 

3）机场轨道线数量及布局方案； 

4）机场轨道与城市交通枢纽的衔接方案； 

5）机场轨道的运行组织模式方案； 

6）机场轨道站与航站楼换乘模式。 

3  机场与铁路系统规划 

机场与铁路系统规划应以促进空铁联运为目标，分析航空市场服务区域，减少陆侧中远

距离出行时间，合理规划机场与铁路系统的联运方式。研究铁路在机场设站的布置模式和线

网规划，提高机场与铁路联运的服务能力，宜包含以下内容： 

1）空铁联运必要性； 

2）空铁联运需求； 

3）空铁联运策略和目标； 

4）空铁联运方式； 

5）空铁联运规划方案； 

6）铁路车站与航站楼换乘模式。 

4  机场与公共汽（电）车交通系统规划 

机场与公共汽（电）车交通系统规划应以优先发展绿色、集约的道路交通方式为理念，

以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品质及竞争力为目标，结合航空旅客分布特点，合理规划机场对外公

共汽（电）车交通系统。分析研究机场巴士、城市公共汽（电）车的规划方案和城市交通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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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轨道交通（铁路、城市轨道）的衔接方案，分析论证公共汽（电）车与航站楼的换乘方

案，宜包含以下内容： 

1）机场巴士规划方案； 

2）城市公共汽（电）车规划方案； 

3）机场巴士、城市公共汽（电）车与航站楼换乘方案。 

5  机场与水运系统规划 

机场与水运系统规划应以促进空水联运为目标，分析机场与水运系统的联运需求，研究

港口码头与机场的衔接模式，提高机场与水运联运的服务能力，宜包含以下内容： 

1）空水联运需求； 

2）空水联运策略和目标； 

3）空水联运方式； 

4）空水联运规划方案； 

5）港口码头与航站楼衔接方案。 

4.2.4  机场场内综合交通布局规划 

1  机场综合交通换乘设施规划 

机场综合交通换乘设施规划以满足客流需求、高效便捷、集约用地为原则，一体化规划

为导向，统筹各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促进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形成便捷、顺畅的有机整体。

应分析综合交通换乘设施的功能，研究综合交通换乘设施总体布局方案，分析研究各种交通

方式与航站楼的换乘方案，宜包含以下内容： 

1）综合交通换乘设施的功能分析； 

2）综合交通换乘设施总体布局方案； 

3）各种交通设施与航站楼的换乘方案； 

4）综合交通换乘设施规模。 

2  机场场内转运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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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场内转运设施规划应结合机场内部各功能区之间的交通需求，综合考虑安全、效率、

技术、效益等方面的因素，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鼓励采用集约型交通方式。分析研究

机场场内转运设施的必要性、总体布局原则和目标，分析研究机场场内转运设施类型和组织

方案，研究转运设施与航站楼等重要功能设施的衔接和换乘方案，宜包含以下内容： 

1）转运设施必要性和目标； 

2）转运设施类型和布局方案； 

3）转运设施与航站楼等重要功能设施的换乘方案。 

3  机场停车设施规划 

机场停车设施包括机场停车和蓄车设施，规划应结合交通需求预测结果，提出机场停车

资源供给策略和目标，分析研究机场停车系统总体布局，提出机场各类停车设施规模及无障

碍车位和充电桩等设施配建需求，分析研究机场各类停车设施与航站楼的衔接方案，宜包含

以下内容： 

1）机场停车资源供给策略和目标； 

2）各类停车设施规模及总体布局； 

3）各类停车设施与航站楼的衔接方案。 

4  机场场内道路设施规划 

机场场内道路设施规划应结合机场客货运交通需求和特征，合理规划道路交通网络，结

合近远期使用功能，保证机场道路交通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高效服务于车辆和人员的运

营组织。研究机场场内道路与场外集疏运道路的衔接关系，分析计算车道边的断面形式和需

求长度，研究各功能区的路网总体布局及客货运道路网络方案，宜包含以下内容： 

1）机场道路系统整体布局方案； 

2）工作区、货运区道路网络功能划分及主要道路的断面形式和红线宽度； 

3）机场航站区道路交通方案； 

4）机场道路与场外集疏运道路衔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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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场场内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设施规划 

机场场内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设施规划应坚持以人为本，以“通达、有序、安全、舒适”

为原则，结合机场用地及空间布局，合理规划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分析研究步行和非

机动车系统总体布局，宜包含以下内容： 

1）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规划原则及要求； 

2）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设施的布局及通道规划； 

3）非机动车停车设施规划方案。 

4.2.5  交通流线组织规划 

交通流线组织规划应充分考虑机场交通区位条件，根据机场综合交通发展战略和目标，

协同机场与城市交通、用地规划，统筹机场综合交通系统功能组织，各有侧重，注重衔接，

优化配置，针对不同交通运输方式提出交通流线组织规划原则及要求，宜包含以下内容： 

1  城市轨道换乘流线组织； 

2  铁路换乘流线组织； 

3  机场巴士、城市公共汽（电）车交通流线组织； 

4  社会车辆交通流线组织； 

5  出租车辆交通流线组织； 

6  货运车辆交通流线组织； 

7  员工车辆交通流线组织； 

8  其他交通流线组织。 

4.2.6  交通管理与智慧交通规划 

交通管理与智慧交通规划应坚持以“真情服务、便捷舒适、经济高效”为交通发展理念，

以科学管理决策为实施手段，明确交通管理内涵与对象，合理制定交通管理策略，宜包含以

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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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管理基础设施规划原则； 

2  机场智慧交通系统的功能和服务要求。 

4.2.7  分期建设规划 

分期建设规划应结合机场总体规划近远期发展时序，兼顾发展需求和现实可能，按照“一

次规划、分期建设、滚动发展”的原则，提出近期、远期机场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宜包含以下内容： 

1  近期、远期发展目标及机场综合交通交通发展政策； 

2  近期、远期机场综合交通系统规划方案； 

3  近期、远期机场综合交通设施建设时序和衔接方案。 

4.2.8  规划实施及保障措施 

规划实施及保障措施应遵循促进规划实施和管理原则，注重规划、建设、运营相匹配，

保证规划方案的适应性，支持机场未来综合交通创新服务的有效开展，宜包含以下内容： 

1  体制机制保障、政策保障、技术保障措施； 

2  保障规划实施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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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点 

5.1  技术路线 

5.1.1  技术路线图如图 5.1.1 所示。 

现状及规划依据解读

交通需求分析

机场集疏运交通规划

交通管理与智慧交通规划

项目概述

综合交通发展战略

机场场内综合交通布局规划

 机场综合交通换乘设施规划

 机场场内转运设施规划

 机场停车设施规划

 机场场内道路设施规划

 机场场内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

设施规划

机场与道路集疏运系统规划

机场与城市轨道系统规划

机场与铁路系统规划

机场与水运系统规划

机场与公共汽（电）车交通系统规划

机场现状及服务城市交通出行特征

航空旅客分布及特征分析

客、货运及其他交通流量流向分析

各种交通方式客运高峰日、高峰小时

交通量

交通设施规模测算

交通流线组织规划

规划结论

综合交通方式划分

分期建设规划

规划实施及保障措施

 

图 5.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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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交通调查 

5.2.1  资料收集 

1  应收集由权威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政策文件、相关规划文本与图纸、主管部门核

准的其他资料等； 

2  用于现状研究的数据资料宜采用规划起始年的前一年资料，反映发展历程的数据资

料宜不少于 5年，宜与总体规划相关数据采集保持一致性； 

3  收集的相关规划资料宜采用最新批复的规划成果和在编的各项规划草案； 

4  5 年之内的机场出行调查等起讫点交通调查资料可用于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5年以

上的调查资料可作为参考，经分析整理后可采用； 

5  多渠道采集和挖掘的数据、现场调研获得的其他数据经分析整理后可采用。 

5.2.2  交通调查及内容 

交通调查可采用文献、访谈、现场、互联网调查及数据收集等方式，调查内容包括规划

范围内各种交通方式的交通流特征、交通分布、交通设施、出行意愿、交通管理政策及措施

等。 

5.2.3  调查问卷及表格设计 

调查问卷及表格的设计应结合调查的目的和内容进行设计，通常包括航站楼、停车场、

换乘中心、出发层及到达层车道边等旅客调查问卷。 

5.2.4  调查样本量 

调查的样本量取决于拟获取调查信息的内容和精度要求，包括采用全样本调查、抽样调

查、典型调查等方式。抽样率根据机场主要辐射区人口规模计算确定。一般情况下，抽样率

取 0.5‰～2‰。补充调查的抽样率应满足修正交通模型的精度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1  交通量调查应采用全样本调查； 

2  出发层车道边车辆运行调查可采用抽样调查，抽样率按照车辆性质及规模分别确定； 

3  到达层车道边巴士运行调查可采用抽样调查，当线路条数较少时，宜采用全样本调

查； 

4  停车流量调查应选择平日和节假日分别进行全样本调查；停车问卷调查应根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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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停车设施的现状规模确定抽样率； 

5  出行意愿调查通常采用抽样调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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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规划结论 

6.1  规划结论要求 

6.1.1  规划结论应从综合交通系统的建设和服务水平方面出发，总结规划建设方案与机场、

城市及区域发展的适应性。 

6.2  规划结论内容 

6.2.1  规划结论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全面分析总结，宜包含以下内容： 

1  公共交通分担率； 

2  机场轨道交通出行时间； 

3  公共交通出行换乘次数； 

4  公共交通与航站楼换乘距离； 

5  机场高等级道路配置比； 

6  机场客货主要进出道路服务水平。 



7  成果要求 

— 15 — 

7  成果要求 

成果要求由规划文本及规划附图汇编组成，内容应明确简练，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重要规划内容应采用与其他规划内容有明显区别的字体或格式进行表述。对近期和远期综合

交通规划进行概括性论述。 

7.1  规划文本大纲 

第一章  项目概述 

第二章  现状及规划依据解读 

第三章  综合交通发展战略 

第四章  交通需求分析 

第五章  机场集疏运交通规划 

第六章  机场场内综合交通布局规划 

第七章  交通流线组织规划 

第八章  交通管理与智慧交通规划 

第九章  分期建设规划 

第十章  规划实施及保障措施 

第十一章  规划结论 

7.2  规划图纸一般要求 

7.2.1  规划图纸所表达的内容应当清晰、准确。 

7.2.2  现状图、规划图应保持图例一致。 

7.2.3  机场场内规划图纸一般在 1:10000～1:20000 的地形图上绘制；机场综合交通集疏运

系统规划图纸一般在 1:10 万～1:50 万的地形图上绘制。 

7.2.4  规划图纸应当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和实际编制需要，加以增减，宜包含以下主要规划图

纸： 

1  机场区位图； 

2  机场综合交通设施现状图； 

3  机场与道路集疏运网络规划图（近期、远期）； 

4  机场与城市轨道集疏运网络规划图（近期、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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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场与铁路集疏运网络规划图（近期、远期）； 

6  机场综合交通集疏运系统规划图（近期、远期）； 

7  机场核心区综合交通规划图（近期、远期）； 

8  机场综合交通近期建设规划图（含重大设施布局与环境敏感区域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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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调查问卷及表格设计示例 

表 A.0.1-1 不同区域的调查内容 

 

表 A.0.1-2 问卷及表格设计示例 

XX 机场乘客问卷 

1.您本次乘机的舱位级别？ 

1 头等舱 2 公务舱 3 普通舱/经济舱 

2.您每年在本机场乘坐飞机出行的次数？（仅出发） 

1 每年少于 2 次 2 每年 3～8 次 3 每年 9 次及以上 

3.您本次行程的主要目的？ 

1 因公出行 2 旅游 3 探亲访友 

4 上学 5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  

*4.您本次将乘坐何种交通工具离开机场？（单选） 

1 出租车  A.本次乘坐出租车的同乘人数    人 

2 小汽车接送 A.来机场接送您的小汽车为：1）公车；2）私家车 

3 机场巴士 

A.您将乘坐哪条机场巴士线？                               

B.您到机场巴士终点站后的交通接驳方式：1）出租车；2）私家车；3）步行； 

4）火车；5）网约车；6）租赁车辆；7）其他，请注明           

调查类型 调查范围 主要调查信息 

进场路 道路横断面，典型高峰时段的交通流量、流向、车辆构成等 

出发层车道边 

道路横断面，典型高峰时段不同交通方式的断面流量、速度、停

留时间、载客人数、行李数、OD 等 

到达层车道边 

道路横断面，典型高峰时段不同交通方式的停留时间、载客人数、

行李数、乘客的等候时间、OD 等 

停车场 停车设施，停车特征调查，相关资料收集，规划实施评估等 

轨道站 典型高峰时段进出客流量，发车频率，运营时间等 

统计调查 

通道 典型高峰时段通过客流量，步行速度等 

问卷调查 

现场、网络或移

动端 

出行信息、出行意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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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铁 

A.您将从哪个地铁站下车？                      

B.您离开地铁站后到达目的地的交通方式：1）出租车；2）私家车；3）步行； 

4）火车；5）网约车；6）租赁车辆；7）其他请注明           

5 自驾车 
A.您此次航空出行往返天数为：      天 

B.车辆停放位置：1）停车楼；2）VIP 停车场；3）机场附近酒店；4）附近小区 

6 酒店车接送 
A.接送车辆类型：1）小汽车；2）小型商务车（7-8 人）； 

3）中型巴士（9-20 人）；4）大型巴士（20 人以上） 

7 旅游团巴士 

A.旅行团同团人数为：1）10 人以下；2）10-20 人；3）20-30 人；4）30 人以上 

B.接送车辆类型：1）小汽车；2）小型商务车（7-8 人）； 

3）中型巴士（9-20 人）；4）大型巴士（20 人以上） 

8 租赁车辆 
A.租赁车辆来自哪家公司：                    

B.租用车型：1）小汽车；2）小型商务车（7-8 人）；3）其他，请注明        

9 网约车 A.您的网约车来自哪家公司：                   

10 其他，1）拼车；2）大巴包车；3）单位巴士 

5.由机场到达您的目的地预计需要多长时间？ 

1 40 分钟以内 2 40 分钟—1 小时 3 1 小时—1.5 小时 

4 1.5 小时—2 小时 5 2 小时以上 6 不清楚或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  

6.您本次乘机携带的行李数量和尺寸？ 

1 随身      件 2 可登机箱    件 3 需托运    件 

7.请问本次出行是否有其他人与您同行？同行人数？ 

1 无，独自一人 2 有，同行     人 

8.请问是否有人到机场接您？接机人数？  

1 无，没人接机 2 有，接机     人 

9.您本次离开机场的交通费用是自费还是由单位报销？ 

1 自费 2 部分报销 3 全额报销 

10.您离开机场后的目的地为： 

1 家 2 单位 3 酒店 

4 学校 5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 

11.您的目的地所属区域是？ 

1 A 区 2 B 区 3 C 区 4 D 区 

5 E 区 6 F 区 7 G 区 8 H 区 

9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 

12.根据您以往经历，您通常会使用什么交通方式来 XX 机场呢？ 

1 出租车 2 私家车接送 3 机场巴士 

4 地铁 5 自驾车 6 酒店车接送 

7 旅游团巴士 8 租赁车辆 9 网约车 

10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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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您的职业是？ 

1 公务员 2 事业单位员工 3 企业公司员工 4 商业服务业人员 

5 医护人员 6 教职工 7 工人 8 个体业主或经营者 

9 军人/警察 10 学生 11 自由职业 12 农、林、牧、渔业人员 

13 专职驾驶员 14 无职业 15 离退休 16 其他，请注明_______ 

14.您的年龄？ 

1 25 岁及以下 2 26-35 岁 3 36-45 岁 

4 46-60 岁 5 60 及以上  

15.您的个人税后年收入？（人民币） 

1 10 万以下 2 10 万～20 万 3 20 万～40 万 4 40 万以上 

16.您的常住地？ 

1 A 2 B 3 C 

4 他省（直辖市/自治区）：_________________ 5 他国（地区）：_________________ 

调查员填写部分： 

调查员姓名：____________      调查员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调查时间：    年____月____日____时____分    类型： 1 国内到达   2 国际到达 

抽取航班号：____________航班始发地城市：____________ 

被访者性别：1 男   2 女 

从下车到进航站楼的过程中感觉不方便或不舒适的地方? 

机场陆侧交通部分最希望提供的服务和您的建议? 

 

表 A.0.1-3 停车调查问卷设计示例 

XX 机场停车调查问卷 

日期：   年   月   日   时 调查地点：          

调查员：           电话：                      

停车场为：       层       区  是否是专用停车区 是  否   

停车收费：                                         

Ⅰ停车出行信息 

1 您本次行程的出发地：① 市区（城市名称）           ② 周边城市（城市名称）         

2 您本次行程的目的地：① 国内（城市名称）           ② 国外（城市名称）             

3 您本次行程的主要目的：① 因公出行 ② 探亲访友 ③ 旅游 ④ 看病 ⑤ 休闲购物 ⑥ 其他        

4 您本次携带行李数量：① 无     ② 有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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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此次同行的人数：① 无，独自 1 人   ② 有，同行     人（不含本人） 

6 您从出发地到达机场的驾车时间为： 

① ＜30 分钟 ② 30 分钟~1 小时 ③ 1.1 ~2 小时 ④ 2.1~3 小时 ⑤ 3.1~4 小时 ⑥ >4 小时  

7 您预计/实际停车时间：          天  

8 您停车后到候机大厅的时间约为：  

① ＜5 分钟 ② 5~10 分钟 ③ 10 ~15 分钟 ④ 15~20 分钟 ⑤ 20~30 分钟 ⑥ >30 分钟 

9 您停车费用计费方式：①按机场收费标准计费   ②年卡：     元/年 

③季卡：     元/季   ④免费   ⑤优惠减免：         ⑥其他（请注明）              

10 您此次停车费用的支付方式：①自付  ②报销  

11 您选择此停车场的理由：①便宜 ②空位多 ③安全性好 ④离候机楼近 ⑤其他（请注明）                                            

12 您认为机场停车存在的主要问题(可多选)： 

①泊位少 ②停车后步行距离长 ③停放不够安全 ④停车费高 ⑤进出停车区绕行不方便 ⑥停车标

志、指引不清楚 ⑦长时、短时停车区布局不合理 ⑧其他，请注明：                                                                      

13 您最大可接受的停车后步行到候机大厅的时间：  

①30 分钟 ②20 分钟③15 分钟 ④10 分钟 ⑤5 分钟 

14 对以下停车过程的满意度： 

  停车出入口进出及收费管理：①满意  ②一般  ③不满意   

改善意见：                               

  寻找泊位停车过程：①满意  ②一般  ③不满意   

改善意见：                               

  停车后到达候机大厅过程：①满意  ②一般  ③不满意   

改善意见：                               

  到达后步行到停车场取车过程：①满意  ②一般  ③不满意   

改善意见：                               

  停车分区及泊位布置方式：①满意  ②一般  ③不满意   

改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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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1-4 到达层车道边停车调查问卷设计示例 

到达层车道边停车时间及乘客人数、行李数调查 

时间：             地点：              调查员姓名：           督导员姓名：        

序号 

车辆 

类型 

线路号 停车时间 上客时间 上车人数 行李数 开车时间 

1        

2        

3        

注：车辆类型—机场巴士、旅游巴士、酒店巴士、摆渡车、出租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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