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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志》经过编纂委员会两年多的辛勤努力，终于在机场成立15

周年之际完成了。这部记录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发展史的志书问世，无疑是机场建设

史上的一大幸事．值得庆贺。

历史是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具有“资治当今、昭鉴后世”之作

用。“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盛世

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只有尊重历史，了解历史，研究历史，才能有对比，

才能有发展，才能从历史的轨迹中发现规律，才能更好地做到与时俱进，开拓未来，

创造出更多的辉煌。历史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编写《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志》，

可以使机场人了解机场建设的全过程，为现在和今后的机场人提供借鉴的宝贵史

料，为机场更加美好的明天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中国人要了解中国史，民航人要了

解民航史，桃仙机场人要了解桃仙机场史。

沈阳民航机场的历史可以上溯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1920年东北军阀张作霖

拨出沈阳市东塔附近农事试验场地1200亩。修建了东北地区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机

场用于民航运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空军第6联队将沈阳东塔

机场侵占并作为侵华的重要航空基地。新中国成立后，东塔机场归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所有，为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遂成为军民合用机场。1985年7月1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新建沈阳桃仙机场，1989年4月16日启用，1990年6月

16日民航体制改革，沈阳桃仙机场正式成立。1994年11月28日，机场经中国民用

航空总局批准更名为沈阳桃仙国际机场。2003年4月24日成立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集团公司。2003年12月30日机场划归辽宁省管理，称辽宁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组建10余年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民航总局、民航东北管理局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职工团结

拼搏、艰苦创业。在安全生产、优质服务、经济效益、经营管理、航线开发、基础建设、

深化改革、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取得长

足进步，并快速发展。机场连续14年保证了航空空防安全。1992年机场旅客吞吐量

突破1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1．8万吨，进入全国民航机场前10名。1996年．航空

运输生产跃上新台阶，旅客吞吐量突破2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3．3万吨，比1992

年翻了一番，年增长率达25％。2003年，旅客吞吐量达301万人次，货邮8．9万吨。

2004年旅客吞吐量突破400万人次。沈阳桃仙国际机场1990年建场头一年就荣获

全国民航“无鼠害先进机场”称号；1991年获全国民航“卫生十佳机场”称号；1992年



获“全国卫生机场”称号；1993年获“全国部门造林绿化300佳单位”称号：1994年获

“沈阳市文明单位”、“沈阳市标准化服务单位”称号；1995年获“辽宁省文明单位”称

号；1996年获“辽宁省共建文明VI岸先进单位”称号；1997年获“全国文明机场”称

号；2002年获“全国旅客话民航机场第二名”成绩，同年8月28日通过IS09000系列

质量标准体系认证。2003年获全国旅客话民航第一名、民航总局“蓝天振兴”活动第

一名。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的历史，是机场人的创业史、奋斗史、发展史．其中不乏成功的

经验和失误的教训，本志书都做了比较详细、真实的记载。参加编写的人员虽然都不

是史学工作内行，但大家都有一份热爱机场的深厚感情。有一颗强烈的主人翁责任

心，有一种不辞辛苦的忘我工作精神。为了展现历史的面目，他们默默伏案，一丝不

苟，从枯燥的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上千卷档案资料和图片资料中去粗取精、去伪求

真，精心组织、精心编写，形成了40余万字的志书。真实地再现了机场历史原貌以及

成长、发展、壮大的各个层面。全书结构严谨，文字通顺流畅，朴实无华，是机场人阅

读、借鉴的一部好教材，是对民航机场发展史的一份贡献。

十五年创业轨迹，奠百年发展基石。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英明决策。为沈

阳桃仙国际机场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本志书完成之时，机

场已实行了属地化管理，并成功完成股份制改造，成立了辽宁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

标志着辽宁省民航机场将发挥整体优势，实行资源共享、优化配置．形成更大的竞争

合力，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必将加速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航空港，创造更多的奇迹，更

多的辉煌。

氆钐峻
c气

’ 勾崴扣

二oO五年十月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志》作为机场成立15周年一份贺礼，献给机场全体职工。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作为国家民航系统的大型干线机场。经历了诞生、发展和逐渐壮大的过

程，其创业的辉煌业绩理应镌刻青史、激励后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理应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多

年积累的经验理应提炼成科学的规范。即便是得到的教训也应转化为聪明的智慧。正是本着这一

目的组织编写了这都志书。

机场党委把编写机场志的工作看成是企业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在人力、物力和

财力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从2002年5月17日起，先后成立了机场史志编写办公室、编纂委员会

和史志审定委员会，所属单位一名领导和兼职史料员负责此项工作。本着实事求是、详近略远、有

利查证、利于借鉴、力求严谨、精益求精的原则。编写人员对收集上来的数百万字资料进行整理核

实，去粗取精，综合提炼，并参照相关部门专业志书的编写体例，制订出机场志编写大纲。经过努

力。终于完成了这部志书的编纂工作。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志》的记述时限，上起1990年6月16日机场成立，下迄2003年12月

底。部分内容适当上溯。全志共10篇22章，40余万字。分别编列概述、大事记、始建、一次扩建、

二次扩建、体制机构、航空安全保障、航空运输生产、航空运输服务、航空运输保障、多种经营、经

营管理、行政管理、科技教育、党的建设、宣传思想工作、工会工作、共青团工作、职工福利、环境建

设、精神文明建设和附录。比较客观、全面、准确、真实地再现了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从小到大，不断

创新，开拓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机场广大干部职工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志》行业特色鲜明，结构严谨，资料翔实，文字简练，行文流畅，语言朴实，

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实为一部传统教育和机场发展史教材。希望它的付梓，能给机场创业者以美

好的回忆，给后来人一定教益，使刚参加机场建设工作的年轻一代更加热爱机场，使广大读者了

解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的历史，关心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的现在，从多角度、多层面支持沈阳桃仙国

际机场发展建设。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机场党委、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同时得到沈

阳市志办和民航东北管理局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和指导。机场史志编纂委员会对有关单位和专

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并对为本书出版而付出辛勤劳动和努力的编写人员表示真诚的敬意!

编写专业部门志是个新课题，无现成经验借鉴，加之编辑工作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疏漏之

处，竭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勾崴和氆缎
二oO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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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反映出行业特点、机场特

点、时代特点。

二、《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志》上限始于1990年6月机场组建，下限截止于2003年12月。鉴于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和沈阳东塔机场的历史关系，有些内容向上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个别

内容向下展延至2004年。

三、《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志》采用述、志、记、图、表、录等体裁，整体结构按篇、章、节、目层次编

排，入志内容按史志体例、横排竖写，行文为现代语文记叙体。

四、《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志》共设立序、前言、凡例、大事记、概述和正文二十二章及附录。所录

资料均经核实，不另注明出处。

五、《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志》所涉及地名、数字、计量单位，统一按国家公布之标准记之。

六、《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志》述及政府机构和专用名称，首次出现时记全称并括注简称，重复

出现时视行文要求用全称或简称。如“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简称“民航总局”。“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简称“机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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