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区两带四核”规划

临空经济的牵引力

重庆向北的三次进程

为了让更多人能踏上城市向北的脚
步，空港新城将在宜居宜业上打造重庆的
范本。

渝北区委、区政府《空港新城S分区
城市设计》《空港新城绿地系统规划》要
求，规划绿地（含非建用地）要达到50%，
这个目标2025年要实现。

要实现这样的绿意盎然，空港新城当
然不是只有一个“亚洲最大”的中央公园，
大型公园的数量达十余个，而贯穿这些公
园的还有百里绿色走廊，最终构建出“大
公园+绿廊+口袋公园”的开放空间结构
骨架，打造点、线、面、网的景观体系，实现

“城市建在公园中”的空间形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空港新城发展的真
实写照。

立足建设一座“宜居宜业的公园城
市”，秉承“城市建在公园中、公园建在城
市里”两大理念，实现“两江核心区、重庆
主城新中心、国家临空都市风貌展示区”
三大目标，渝北区的“公园城市”画卷已展
开大半。

占据新重庆C位的空港新城，能吸引
人和客商前来落户的不止是美好的环境，
还在于你所想到的，渝北区委、区政府和
空港新城公司已经提前想到了，并已经

“安排”上了。
空港新城规划建设了“七横六纵五轨

道”的交通路网，主干道建设已形成金山
大道、春华大道、秋成大道、公园东路、公
园西路、兰馨大道和同茂大道、兰桂大道、
腾芳大道等“六纵三横”骨架路网。轨道
交通已开通3号线和10号线，9号线、5号
线北延伸段等正在建设中。

渝北区表示，2021年底前，将全面打
通空港新城内商圈周边区际交通骨架网，
同时积极协调商圈外围交通骨架网与商
圈开业同步畅通，让空港新城和大家的距
离不再遥远，而2021年也正是中央公园
片区的住宅交房入住高峰期。

同时，渝北区坚持对小学、幼儿园、社
区邻里中心、公厕等居住配套设施独立划
地建设，保证公益设施布局建设落地。率
先采用EPC模式建成数据谷八中，成为
市民关注的焦点；依托重庆八中、渝北巴
蜀小学、空港新城人和街小学等优质资
源，渝北区以名校带新校实施教育集团化
和学区化管理，推动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为了方便群众办事，空港新城探索公
共服务综合体建设，建成了首个集街道办
事处、派出所、公共服务中心、健身中心、
文化中心、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服务中心
功能“七合一”的街道综合体项目——仙
桃街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正在建设全市
首个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幼儿园、停车库

“三合一”综合体项目——睦邻路邻里中
心。

预计到2025年，智慧小区覆盖率达
70%，智慧交通指示系统覆盖率达90%，
智慧停车设施覆盖率达60%，全域5A级
景区标准、5G技术为基础的5.0智慧商圈
全面建成投用，空港新城基本实现智慧城
市，这座城市的新极核的未来，将代表这
座城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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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新城 再造一个城市极核

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展示的重庆城区空间结构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展示的重庆城区空间结构

重庆城的肇始，在两江交汇的渝中
母城。1966年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建成
后，重庆打开了北向的大门。

1990年江北机场的建成投用，重庆
北拓有了新边界，也吹响了向北的号
角。新牌坊从一个牌坊变为了一个地
名，江北机场所在的渝北两路和主城核
心区通了公交车，棕榈泉等“八大金刚”
闹金开，汽博中心崛起，重庆的北边连成
了片，不少市级政府部门相继搬到了北
边。

重庆城的第二次向北，是空港新城
和悦来会展城的崛起。同时开放的中央
公园和悦来国际会展中心，为这座城市
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周末逛逛亚洲最
大的开放式城市公园，看个国际车展听
个演唱会，成为重庆人生活的一部分。

重庆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向北，一马
平川，最北到了北碚的水土，东西向分别
诞生了跨江的礼嘉、蔡家和翻山的龙兴
板块。可以说，“北区”是重庆“新区”诞
生得最多的区域，也是发展最快的区域。

2020年-2035年重庆国土空间规
划里面，就已经考虑到了重庆城未来的
空间关系——这里不是空港新城的中
心，而是两江新区的中心，也是重庆北区
的新中心。

空港新城没有辜负重庆城市发展的
期许。当商业体量大、建设标准高的两
江国际商务中心建成之时，水土、空港新
城、悦来甚至金山大道周边，自然而然都
会把中央公园商圈当做自己的新“观音
桥”。

这，必将成为重庆一个新的极核。

重庆向北除了地理因素，也是受临
空经济不断牵引的。

2018年国家民航总局颁布《新时代
民航强国建设行动纲要》，确定将建成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世
界级机场群。江北机场的国际邮货运量
位居西部第一，2019年重庆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到，要加快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开
工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和第四跑
道。对重庆而言，通过最快捷的交通方
式联系世界，依托机场枢纽在更高端、更
纵深的程度上直接参与到国际分工，打
造航空大都市已是迫切的战略任务。

放眼全球，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浦
航空城、韩国仁川松岛新城都已经成为
航空大都市的范本。重要的空港经济
区正在成为现代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迅
速崛起的重要依托，带动着经济中心的
华丽转变。

按照《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总
体方案》，重庆将力争经过10年左右努
力，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西部临空经济
示范区——到2025年，建成内陆开放
空中门户、低碳人文国际临空都市区、
临空高端制造业集聚区、临空国贸易中
心和创新驱动引领区。

在两江新区、保税港区、自贸区和
中新合作示范区的多重利好叠加下，江
北国际机场所在的空港新城迎来了发
展的黄金期，而空港新城也正是发展重

庆临空经济的中心。
按照总体方案，空港片区空间布局

按照核心引领、区域联动的发展思路，
以12个功能平台为支撑，着力构建“一
核五区”的产业空间和“一主轴、三核
心、九廊道”的生态空间格局。

所谓“一核”，指的是临空经济示范
核心区，面积约42.21平方公里，重点发
展航空总部、航空客货运输、航空维修
检测与培训、航空展示、航空配餐及航
空服务等；“五区”则是临空制造区、临
空商务区、临空物流区、临空会展区、临
空保税区5个功能片区。

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明确的分区
发展和功能定位，为空港板块的发展注
入了强劲活力，进一步提升了空港的城
市地位和价值。临空经济示范区将成
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落地实
施的重要载体平台和集中展示区，成为
重庆乃至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的引领示范。

在宏大蓝图之下，空港新城在升级
产业、打造内陆开放空中门户的同时，
也将实现国际化现代新城的转型升
级。依托产城融合加速人流、物流、资
金流、信息流的高度融合，加上强大的
产业支撑，在交通便利和多重政策红利
叠加下，空港新城无疑会成为全新的城
市中心。

作为临空经济的主战场，空港新城
进行了高屋建瓴的空间规划。

为了促使空港新城片区产业实现更
好发展，空港新城公司明确了“三区两带
四核”的产业空间格局。“三区”，是以中
央公园为核心的公园中区、公园北区、公
园东区；“两带”，即秋成大道创新创意带
和同茂大道国际商务带；“四核”，即国际
商务区、公共服务区、智慧创新区、文娱
创意区四大产业动力核。

按照规划，公园中区将形成“高品
质、大公园、上生活”的城市新形态：公
园东区实施城市功能的开发完善，完
成老工业区改造，促进产业更新升级；
在公园北区，则将重点实施城市基础

开发建设，形成“园中有林、城中有园、
山水相依、怡心怡游”的临空经济示范
区公园城市特色名片。

在同茂大道国际商务带，未来将重
点发展总部经济、国际交往、贸易服务、
新型金融、数字经济、人才科技服务和公
共办公等产业；在秋成大道创新创意带
则重点发展智慧研发与科技生产服务、
文创娱乐和生态居住等产业。

空港新城最终将形成国际贸易、
公共服务、智慧创新、文娱创意四大
产业核心，同时依托世界级公园——
重庆中央公园等公园资源大力发展
公园新经济，助力临空经济快速发展
和公园城市加速成型。

宜居宜业的重庆范本

全新的中央公园商圈天际线（效果图）

现代化的江北机场T3航站楼

被4条山脉分割的山城重庆，变得越来越大
的时候，注定不会是“单核”。

一路向北的这座城市，新的极核正在形成。

空港新城空港新城““三区两带四核三区两带四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