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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民用机场体系年底全面形成

迎风起航 重庆临空经济加速腾飞

□本报记者 付爱农 申晓佳

11月22日，黔江机场迎来通航10周
年纪念日。

来自重庆机场集团的数据显示，10年来，
黔江机场旅客吞吐量从最初的1258人次，增
长到2019年的49.8万人次，其中2017年以
来，年均保持在30%以上高位增长。

一座机场通航，对城市到底有多大的
影响？

以黔江机场为例，该机场借力航旅联
盟，整合航空公司、旅行社、旅游景点资源，
建立区域合作机制，构建区域旅游协作网，
促进了黔江和周边地区旅游业的互动发
展，“航空拉动、全域发展”效果初步显现。

此外，黔江机场还利用现有航线网络

和经江北机场中转等便利条件，推动航空
货运扶贫助农。通航10年来，累计将黔江
及周边地区的茶叶、脆红李、猕猴桃等近
千吨高附加值农产品运往全国各地，为脱
贫攻坚搭建了快速空中通道。2019年10
月，为服务鲁渝扶贫协作，又开通了山东
日照往返重庆黔江的航线。

无独有偶，2019年8月通航的巫山机
场同样表现活跃。该机场先后开通了重庆
中心城区与巫山、山东烟台之间，以及与广
州的往返航线。今年二季度，巫山机场执
行率在西南地区支线机场排名第三。

一组数据可以证明巫山机场通航一
周年来的成绩：截至今年8月底，旅客吞
吐量4万余人，货运吞吐量约4吨，其中
含疫情物资 447 公斤，口罩近 20 万个。

货运内容包括生猪疫苗、锦鲤、口罩、生活
用品（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等）、烟台苹
果、服装等。

此外，巫山机场公司还联合华夏航空
公司和巫山机场管理办公室，开通“蓝天通
道”，航空对口扶贫巫山向烟台输送农民工
309人，保障10次复工复产包机。

同时，巫山“恋橙”及高山党参、土豆等
生态特色产品通过巫山机场走向全国；烟
台、海口、西安等地的海鲜、水果及其他特
色农产品也通过巫山机场“落地”，提升了
当地群众的生活品质。

据了解，以后，巫山机场还将根据市场情
况，陆续开通杭州、成都、上海、深圳、北京等
其他大城市和主要旅游城市的航线。届时，
机场对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将更加显著。

一座机场“带火”一座城

□本报记者 付爱农 申晓佳

“双11”前夕，重庆极兔速递搬迁到位于江北
国际机场D6地块的重庆市快件集散中心。新的
转运中心实现场地升级，面积超过旧址一倍。

而早在今年7月，重庆市快件集散中心已完
成项目A区约4.7万平方米库房及配套设施改造
升级，并赶在10月底交付多家快递企业使用。

位于两江新区龙盛新城的两江新区航空航天
产业园，投资已经超过500亿元，引进了航空发动
机、航空材料、飞行员训练中心、卫星通信、商业火
箭、西工大重庆科创中心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项目，形成通用航空与运输航空“两翼齐飞”、航
空与航天协同发展的集群式发展格局。

这些，是重庆临空经济发展的缩影。
“21世纪，机场将塑造城市的商业区和都市发

展。”被誉为“临空经济之父”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
学教授约翰·卡萨达曾如此判断。

随着“1+4+3”民用机场体系布局进程的加
快，重庆的临空经济，正伴随机场建设加快，欲乘
风“起舞”。

发展土壤
机场布局覆盖更广更完善

发展临空经济，机场建设无疑是最重要的支
撑。

约翰·卡萨达认为，机场在21世纪对城市的
影响，正如20世纪的高速公路——人流、物流在
此聚集、周转，为城市带来巨大的商业机遇和经济
效应。

打造覆盖更广、功能更完善的机场体系，重庆
快马加鞭。

2017年8月29日，江北国际机场T3A航站
楼和第三跑道建成投用。江北国际机场成为中西
部首个3座航站楼、3条跑道同时运行的机场。

2019年8月16日，巫山机场正式通航。“云端
航母”启动，成为重庆目前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

今年10月24日，仙女山机场试飞成功，有望
年底建成通航。

至此，以江北国际机场为龙头，万州机场、
黔江机场、巫山机场和仙女山机场彼此关联呼
应的“一大四小”运输机场布局全面形成。重庆
提前5年实现了《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
中规定的重庆相关规划内容，交出一张分量十
足的答卷。

同时，重庆已拥有两江龙兴通用机场、永川大
安通用机场、梁平通用机场等3个A1类通用机
场，到2020年底，重庆全面形成“1+4+3”民用机
场体系。

来自重庆民航局的数据显示，“一大四小”运
输机场体系联动省外运输机场，可在直线100公
里内覆盖全市所有区县。

换而言之，重庆任何一个区县的直线100公
里内，都有至少1座运输机场。临空经济具备丰
厚的发展土壤。

聚集效应
临空经济示范区收获满满

聚集，是临空经济的关键词之一。以航空运

输（人流、物流）为指向的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将形
成聚集效应，并引起周边产业链调整、趋同。

自2016年挂牌以来，总面积147.48平方公里
的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里，聚集效应就不断增强。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临空经济在重庆发展的速
度：今年1月9日，华夏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在江北
机场挂牌。该公司具备每年维修上百架飞机的能
力，是华夏航空投资2亿元打造的航空飞机维修
基地，弥补了重庆在民航大修板块的行业空白。
此时距离渝北区与华夏航空在2019年智博会上
签约，尚不足半年。

聚集效应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海外。
航空产业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重要合作领

域之一。重庆与新加坡新科宇航签订合作备忘
录，拟共同组建飞机维修合资公司；与新加坡樟宜
机场管理投资公司（CAI）共同出资组建的中新
（重庆）机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增加零售（含免
税）、餐饮、广告、休闲服务、嘉宾服务、停车场等非
航空性业务。

此外，重庆—新加坡航线由最初的每周5班，
增加至每周14班。《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
示范项目航空产业园建设总体方案》已于2019年
编制完成。

聚集效应，带来真金白银。数据显示，2018
年，重庆临空示范区全域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42
亿元，同比增长6.0%。仅当年航空产业增加值就
达252亿元。

产业链条
不断延长并注入新动能

随着时代的发展，临空经济区域不再单纯
指客运和货运，已成为经济生产和商业活动的
重要节点。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重庆的临空经济产
业链已延伸至全市范围。

例如，在航空物流业方面，投资约13亿元的
重庆市快件集散中心已引入卡行天下、顺丰速运
等物流企业落户。全部建成投用后，预计可增加
处理新增200万件快递的能力。

基地航空公司方面，2018年8月，厦门航空公
司来渝正式签订“厦航西部基地落户协议”，打造
西部地区首家分公司，带动10亿元投资建设综合
生产服务基地。目前基地建设推进顺利，一期有
望明年上半年投用。

此外，临空经济产业链上每新增一家企业，还
会为周边新增大量就业岗位。重庆极兔速递迁入
重庆快件集散中心后，转运中心面积扩大一倍，在
已有千名员工的基础上，又新增200多个分拣员
岗位。

民营航天的创新力量，也在不断为重庆临空
经济注入新动能。

零壹空间商业火箭项目是我国首家民营商业
航天企业，2018年成功发射亚轨道火箭“重庆两
江之星”。目前，该项目位于两江新区的商业火箭
智能制造基地已竣工投用。

同样位于两江新区的东方红低轨卫星项目
总部大楼中，300多位科研人员已经入驻。该项
目建成后，预计实现面向全球的移动通信、物联
网、导航增强、宽带互联网等运营服务，将带动
上下游千亿元的产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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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重庆和新加坡年客运量

2015年：4.5万人次
2019年：19万人次

■“十三五”期间，重庆“铁、公、水、空”联动，着力构建开放大通道

■重庆以服务“一带一路”为重点、覆盖全球的国际（地区）航线网络初具规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航线网络更加畅通，进一步搭建起重庆连接世界的“空中走廊”

江北国际机场

目前开通国际（地区）航线

101条

比2015年底增长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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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构建“水陆空”立体开放大通道

重庆“1+4+3”民用机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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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际航空枢纽，目前主要为重庆江北机场

武隆仙女山机场

4个支线机场

万州五桥机场 黔江武陵山机场

巫山机场

3个A1类通用机场

龙兴通用机场 大安通用机场

“一大四小”联动省外运输机场，可在直线100公里内覆盖全市所有区县，

换言之，重庆任何一个区县的直线100公里内，都至少有1座运输机场

梁平通用机场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

2015年
重庆至新加坡每周只有5个航班
2020年
重庆直飞新加坡航线每周稳

定在14班
“渝新快线”航空品牌逐渐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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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长江、嘉陵江、乌江

“一干两支”高等级航道建设

■提升珞璜港、寸滩、果园港、

龙头港等现代化码头枢纽功能

■珞璜港、果园港实现铁水联运

■万州新田港、涪陵龙头港进港

铁路已开工建设

■全市港口货物和集装箱通过能力

分别达到2.1亿吨、480万标箱

铁
路
大
通
道

西部陆海新通道

2020年以来

开行铁海联运班列已超过1000班

国际铁路班列超130列

累计开行铁海联运班列2607列

服务品类超过300类
辐射96个国家和地区的246
个港口

中欧班列（渝新欧）

已开行5784班

辐射26个国家40个城市

成为亚欧间重要的国际物流通道

重庆江北机场重庆江北机场TT33AA航站楼航站楼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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