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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苏州GDP接近23958亿元，全国
排名第六，常住人口超过 1200 万，人均
GDP高达18.6万元。苏州经济如此发达，但
苏州人民心中一直有个遗憾：为什么没有以
自己城市命名的民用机场呢？

曾经拥有，如今没有
苏州地处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

区，周边高速、高铁及机场密布，单论已建
成的运输机场就有上海虹桥和浦东国际机
场、苏南硕放国际机场、常州奔牛国际机
场、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南通兴东国际机
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等。苏南硕放机场虽
距离苏州不远，却地处无锡市。

众多机场环绕苏州，直接造成了“环苏
州机场城市群”的尴尬局面。

其实，苏州曾经拥有过运输机场——即
位于吴中区光福镇的光福机场，距离苏州市
区20余公里，1975年10月建成。

这座机场初为空军使用，1992年，军方
下达批复，同意苏州市吴县与中国联合航空
公司合作运营，利用光福机场开展民用航空
运输业务。经过各项准备，机场于1994年2
月开通民用航线，每周一班往返北京—苏州
—佛山，开始了光福机场的商业化运营。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光福机场于 2002
年10月关闭了民用运输功能。从1994年至
2002年这8年间，运送旅客出行北京与广东
达5万余名。

至此，为苏州人自己的运输机场画上了
句号。

建设机场计划一再被搁置
虽然光福机场不再民用，但苏州并没有

放弃争取建设运输机场的机会，社会各界对
于建设苏州机场的呼声很高。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州就提出了
建设运输机场的计划，选址位于苏州城东，
即现在的苏州工业园区。但由于资金和土地
规划等因素制约，外加距离上海的机场很
近，计划逐渐被搁置了。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国家正式同意将
常州奔牛机场转变为军民合用机场。1985
年 3 月 26 日，连云港的白塔埠机场也正式
开通民用航线，抢先苏州一步拥有了运输
机场。

同年，苏州和无锡两市共同成立了江
南航空服务公司，准备共同利用硕放机场
进行运营，但由于各种原因而中断。值得
注意的是，就在光福机场转民用运输功能
期间，江苏先后有四座民用运输机场建成
并使用，分别是 1993 年 8 月建成通航的南
通兴东机场，1997 年 7 月建成通航的南京
禄口机场，1997 年 11 月建成通航的徐州观
音机场，2000年3月扩建并正式开通民用航
班的盐城南洋机场。

2004年2月18日，无锡硕放机场正式开
通民航业务，2月23日下午苏州市政府确定
了当年的重点建设项目。

在 《苏州市 2004 年重点前期项目计
划》文件中，苏州机场项目赫然位列其中并
名列榜首，显示有关方面将进行相关工作的
可行性研究，在年内开展项目的前期工作。

但是同年4月，苏州方面又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苏州五年内不会建设机场”，直
接打碎了苏州短期内拥有运输机场的梦想。
此后数年间，苏州机场一直杳无音讯。

直到 2010 年，苏州再次提出建设机场
的提案，然而却没有了后续消息。

2016 年 ，《苏 州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11-2020）》和《苏州市交通运输“十三
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苏州即将建设
客运机场。规划出台后，引发讨论热潮。但
最后的结果显而易见——依旧没有任何进
展。

而在此期间，无锡硕放机场却在快速建
设中。2007年，无锡硕放机场完成二期初建
工程，T1 航站楼建成运行。2010 年无锡硕
放机场改名为苏南硕放机场，2015年T2航
站楼全面投入运营。2018年，苏南硕放机场
飞行区等级由4D级升到4E级。

不过少有人知的是，苏南硕放国际机场
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便是苏州城市建设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占股将近30%。这

说明该机场是无锡市和苏州市共同在经营。
机场之困

对于苏州来说，2022年全年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为2329.2亿元，通常来说，建设一个
大型运输机场工期需要3年以上，因此对于
苏州财政的压力并不算太大。

不过，建设机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制约
因素就是空域。我国的空域均由空军管理，
使用空域需要通过军方审批，飞机航线就像
高速公路，并不是随意飞行，每条航线都有
一个固定的通道。

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民航可以指挥使
用的空域仅为7%，剩下均由军方控制，相
较于美国90%以上空域对民航开放甚至由民
航管理机构控制，我们的民用航空空域容量
实在不那么可观。

由于苏州地处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
区，周边机场航线密布，上海虹桥和浦东
机场运力接近饱和，能留给隔壁苏州的空
域并不多。

同时，作为上海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要组
成部分的南通新机场，也于 2023 年进入相
关规划，选址为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

上海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
机场落户南通，并未选择距离上海更近的苏
州，苏州再一次痛失建设运输机场机会。

另外，苏州作为普通地级市，既不是省
会也不是副省级城市，行政级别不高，并且
周边并不缺少机场。从避免重复建设、节省
资金的角度来说，也并非毫无道理。

相比之下，南京在省内的经济首位度虽
然不高，但得益于省会及副省级城市的地位

加持，也能拥有自己的大型民用机场
而从苏南硕放机场的命名来看，该机场

的服务范围不仅服务于无锡，而是覆盖整个
苏南地区。可是苏州往返硕放机场只有汽车
大巴和高铁这两种方式，两地并没有更为便
捷的地铁接驳。这对于住在工业园区的居民
来说稍显不便。

同时，硕放机场的航班量并不多。如果
查询今年“五一”假期的航班动态可以发
现，硕放机场到北京首都、大兴机场的航班
共有5班，而虹桥机场到北京却高达45班。

更何况苏州到虹桥机场有更快的高铁，
对于苏州旅客来说，到上海乘机在时间的选
择上更为灵活、更为方便。这就导致苏州人
对苏南硕放机场的归属感并不是很强。

另外，待到苏州地铁 11 号线 （S1） 正
式投运后，与已经修到昆山花桥站的上海地
铁 11 号线相结合，届时苏州市区的居民将
会多一条去往虹桥机场的新路线。

但考虑到地铁耗时时长以及换乘等因
素，对于“苏州市区的居民去虹桥机场”
这一件事而言，这条新路线的象征意义大
于实际，更多的人肯定还是会坐着高铁去
虹桥机场。

至于未来苏州会不会有运输机场的问
题，现在众说纷纭。可以确定的是，在2023
年3月28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召开全省民
航座谈会，表示将对苏州机场等重大储备项
目进行深化前期研究，紧抓“十四五”规划
中期调整的契机，争取适时纳入国家规划被
作为今年江苏民航工作的重点。

本报综合消息

苏州人口众多为何没有机场

近日，成都铁路公安局对一起案件的
“互殴”认定引发网友关注。5月2日，一
女子发布视频称，她在乘坐高铁途中，因
制止孩子撞椅背遭到对方家长掌掴，她进
行了反击。5月4日晚8点，该女子被传唤
调解后，选择进行不和解，被警方处以行
政罚款200元，对方则被罚500元。5月7日，
该女子再次发文称，目前她正提起行政复
议，坚持不和解。她表示：“我始终觉得仗着
人多最先恶意出手打人者，如果哭一哭后
悔道歉就能和解的话，这样的结果我说服
不了我自己”。

该女子把事件经过、处罚结果等内容
发布到网上后，引起广泛热议。被打女子还
手属于互殴吗？行政处罚如何兼顾法理与
情理？对此，记者采访了相关律师。

焦点一：被掌掴者还手是否属互殴？
女子在网络上发布的传唤证和行政处

罚决定书显示，警方认定的事件经过为：
被掌掴女孩因座位背后小孩吵闹，与小孩
家长杨某某发生争吵，进而互相用手殴打
对方，导致双方脸部轻微受伤，违法行为
已经构成殴打他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
规定，决定给予违法行为人行政罚款200
元的处罚。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
从字面上理解，互殴是双方都具有一定过
错的相互殴打行为，以达到伤害对方为目
的。而正当防卫是为了避免正在发生的危
险，采取必要措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付建称，女子被打后还手的举动是否
属于互殴，应当根据主客观情况进行认定。
如果当事人受到不法侵害，为了报复故意
还击，在主观上可以认定有伤害的故意，在
没有防卫意识的前提下，被打后还手不符
合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如果对方停手后，
不法侵害的危险并没有排除，对方仍有加
害可能，或者不法侵害即将再次发生的情
况下，出于防卫意识可以采取必要的方式
自我防卫，此时受害者的还手行为是面对
不法侵害的一种抵制手段，不应当认定为
互殴。

根据《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
的指导意见》第（九）条的规定：准确区分正
当防卫与互殴型故意伤害，人民检察院、公
安机关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
考察案发起因、对冲突升级是否有过错、是
否使用或者准备使用凶器、是否采用明显

不相当的暴力、是否纠集他人参与打斗等
客观情节，准确判断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意
图和行为性质。

上述规定称，因琐事发生争执，双方均
不能保持克制而引发打斗，对于过错的一
方先动手且手段明显过激，或者一方先动
手，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仍继续
侵害，还击一方造成对方伤害的，一般应当
认定为正当防卫。故意挑拨对方实施不法
侵害，借机伤害对方的，一般不认定为正当
防卫。
焦点二：当事人还手被罚款是否合理？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被掌掴女子被
警方处以行政罚款 200 元，对方被罚 500
元。这样的处罚是否合理？

付建表示，法律并不支持以暴制暴的
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

“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
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
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
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从法
律角度来讲，如果女乘客还手是在孩子家
长施暴结束之后，就不构成正当防卫，同样
是一种暴力行为，但是由于事出有因，情节
上也比较轻微，因此如果双方达成和解，可
以不进行处罚。

付建认为，被掌掴者还手并不是处理
问题的正确方式，尤其是在公共场合，这会
扰乱社会秩序。由于双方都涉嫌违反治安
管理规定，成都铁路公安局才会作出该处
罚决定。因此，遇到此类问题，当事人应当

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解决，而不是用情绪
来处理问题。

付建称，对于遭受人身损害，被掌掴者
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打人者的法律
责任。面对他人的不法侵害，可以采取恰当
的方式进行抵挡或者防卫，只要对方的暴
力性伤害没有彻底停止，受害者在没有超
过必要限度的情况下，因防卫造成对方人
身损害的，可以免于处罚。
焦点三：行政处罚如何兼顾法理与情理？

在女子发布相关视频的评论区，不少
网民留言支持她。

付建表示，当公众的朴素情感和正义
观与法律发生冲突时，这类案件的处理考
验有关部门的能力和智慧，行政机关作出
的行政处罚，不仅要符合法律，也要兼顾情
理。尽管公众认为处罚结果有违公平，但法
律是人们遵守的最基本底线，在面对人们
朴素感情和法律之间的冲突时，公权力机
关也应当将其作为一定参考依据，处罚应
有一定自由裁量空间，保证处罚结果公平
公正。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宝莲
认为，法律讲究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有
时结果确实可能会与民众朴素的正义之心
存在冲突，但当满足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时，便达到了一种可见的正义，维护社会
秩序。但是，当面对不同事件时，也应当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不可简单化、模糊
化处理问题，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才能更利
于社会发展。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