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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形成了覆
盖北美、欧洲、
大洋洲、中东、
日韩及东南亚
的全球航线网
络

重庆江北
国际机场

大事记

1990年1月
新建江北机场，揭开重庆
民航发展新篇章

1997年10月
站坪扩建，建成 5.18 万平
方米的站坪，6个停机位

2004年12月
建成8.4万平方米的T2B航
站楼，16万平方米的停机
坪，跑道长度延长至3200米

2010年9月
8.6 万平方米的 T2A 航站
楼、3600 米的第二跑道投
用，实现“双主楼、双跑道”
同时运行

2017年8月
54万平方米的T3A航站楼
和3800米长的第三跑道投
用，江北国际机场率先成为
中西部地区3个航站楼、3条
跑道同时运行的机场

正式形成

3座
航站楼

1座
卫星厅

4条
跑道

运行格局

+ +

年旅客吞吐量保障能力提升至
8000万人次

年货邮吞吐量保障能力提升至
120万吨

2024年，旅客、货邮吞吐量分
别排名国内机场第七位、第九
位，客货运输生产规模均处于
国内前十位

重庆加速重庆加速迈向迈向

国际国际““枢纽枢纽城城””

在飞国际（地区）航线43条43条

通航25个国家25个当
前

通航39个城市（包含港澳台）39个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调研，赋予重

庆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
合枢纽“两大定位”。航空在重庆履行战略使命的过程中非
常重要。

黄伟介绍，江北国际机场将实现以T3航站楼为中心的
“近起远落”整体格局，大幅减小落地间隔和起飞间隔，进一
步提高航班正常性、提升放飞效率，增加旅客体验感。

这是重庆建设国际航空门户枢纽的关键一步。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硬件优势转化为服务软实

力。”业内专家建议，重庆需在航线网络优化、中转服务创新
等方面持续发力。

据介绍，在服务提升方面，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将以旅客
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加强智能化服务设施的
投入，如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设备的普及；提升候机区
域的商业服务品质，丰富商业业态；加强员工培训，为旅客
提供更加贴心、周到的服务。

同时，为实现航空与其他交通方式的高效衔接，重庆江
北国际机场将进一步优化与周边交通的连接。加强与城市
轨道交通、城市公交、长途客运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运营，实
现旅客在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无缝换乘。

而在更宏大的视野下，这座新航站楼还承载着成渝世
界级机场群的协同使命。

根据发展目标，到2035年，将全面建成成渝世界级机
场群，有力促进成渝地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和打
造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为成渝地区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据中国民航局分析预计，到2035年，成渝地区市场需
求旅客吞吐量将达3亿人次和起降210万架次，成为继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之后的第四大机场群。

奋力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重庆，正以更加开放
的胸襟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正以更加自信的步伐迈向
世界。

起飞吧，奋进新征程的新航站楼！腾飞吧，开放的现代
化新重庆！

逐梦蓝天 助力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程正龙 实习生 马厚雪

机场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重庆打造内陆开放综
合枢纽的重要平台。

4月9日，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东北侧，一座宛如“凤凰展翅”的T3B航站楼惊艳登场。它的投用，
不仅是重庆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更是助力重庆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关键一环。

链接全球的门户型交通枢纽、陆海并济的综合物流枢纽、高端资源要素配置枢纽、开放多元的
国际交往枢纽……去年底，随着第四跑道的启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已成为中西部首个拥有4条跑
道的机场；如今，T3B航站楼的加入，将进一步完善机场布局，推动重庆加速迈向国际“枢纽城”。

硬核
基建

4月的重庆，生机盎然，城市发展的步伐愈
发强劲。

走进T3B航站楼，宽敞明亮的大厅让人豁
然开朗。“基础设施建设始终是国际航空枢纽发
展的根基。”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黄伟介绍，作为全球建筑面积最大的单
体卫星厅，T3B航站楼总建筑面积约36万平方
米，由主楼和4条指廊组成，设置了值机、安检、
登机等设施，以及商业、餐饮、休息等功能区。
投用后，江北国际机场正式形成“3座航站楼+4
条跑道+1座卫星厅”运行格局，满足年旅客吞吐
量8000万人次、飞机起降58万架次、货邮吞吐
量120万吨的需求。

“这一数据背后，是重庆建设国际航空枢
纽的关键一跃。”黄伟表示，T3B航站楼将增强
重庆国际航空枢纽区位门户复合型功能，全力
助推重庆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

点和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按照相关规划，到2035年，重庆将成为引

领内陆开放的国际航空枢纽。在硬核基建的加
持之下，江北国际机场从满足“走得了”到“走得
好”，再到“让旅客体验更美好”，服务水平也在
不断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8月，民航局联合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推进国际航空枢
纽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3+7+
N”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建设，重庆位列其
中，被赋予打造区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
的新定位。

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何建洪
表示，新航站楼的启用，让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能
够更好地承接国内外航线资源，提升机场在国
内国际航空市场的竞争力，为重庆打造引领内
陆开放的国际航空枢纽奠定坚实基础。

“凤凰展翅”硬核基建夯实航空枢纽

北京时间4月8日6∶25，一架目的地为俄
罗斯莫斯科的客机从江北国际机场顺利升
空。这标志着重庆恢复往返莫斯科的直飞客运
航线。

事实上，在T3B航站楼投用前后，重庆新开和
恢复多条国际航线，进一步方便旅客出行。3月30
日起，海南航空开通重庆⇌大阪直飞航线。4
月10日，海南航空开通重庆—曼谷直飞航线，
成为该航司在重庆出港的第七条国际航线。

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加速势能，除了加快
机场基础设施扩容升级，更需要构建高效联动
的全球航线网络。T3B航站楼投用后，新增近
机位71个，高峰小时容量调增至60架次/小
时，可为航线加密和拓展提供硬件支撑。

“近年来，我们努力打通‘空中丝绸之路’。”
黄伟说，截至目前，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在飞的国
际（地区）航线达到43条，每周200多个航班。

事实上，“空中丝绸之路”与重庆有着特殊

的缘分。重庆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
联结点上，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要发挥带
动作用。受访专家表示，重庆国际航空枢纽应
当打造成为“空中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节点，
提升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的承载能力。

一方面，要增强全球航线网络链接能力。
重庆要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就要增强向外
的全球航线网络链接能力，促进产业链、供应链
国际化发展和全球价值链整合。另一方面，要
增强综合物流系统集聚能力。重庆不仅要链接
全球、辐射海外，还要联结西部、带动内陆，进一
步增强航空对内陆的集聚能力和对外的门户功
能，强化空空中转和地空中转，提升现代化多式
联运服务能力。

可以预见，随着T3B航站楼的投用，越来越
多的航空公司将加大在渝运力投入，积极拓展全
球航线布局，进一步提升重庆与世界主要城市的
连接度，助力重庆从“终点站”转变为“枢纽站”。

加密航线“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广

机场与城市共生共荣、互相成就。一架架
飞机起落间蕴藏着撬动区域经济、引发城市嬗
变的巨大势能。

“国际航空枢纽的发展对城市经济的带动
作用不言而喻。”何建洪向记者展示了一组关键
数据：航空运输每增加100万人次旅客吞吐量，
可带动地方GDP增长18.1亿元。

他认为，T3B航站楼的投用，将为重庆经
济注入强劲动力——年旅客吞吐量提升至
8000万人次，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
流将在重庆汇聚、流通，为重庆的消费、商务、贸
易等领域带来显著的拉动效应。比如，临空经
济区的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形成完整的临空
产业生态链，推动重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黄伟介绍，江北机场临空经济区规划148
平方公里，是建设经贸枢纽、发展现代产业的广
阔天地。

大临空经济示范区内，正大力发展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汽车电子、智能装备等“33618”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形成高端产业资源集聚。
机场临空核心区，引入了现代物流、保税加工、
总部经济、国际商务等现代服务企业，促进要素
资源高效配置。江北机场C4片区临空物流产
业区、F片区临空国际服务区，以及航站楼前中
心商务区等区域，已引入上百家企业，是离世界
最近的“黄金宝地”。

重庆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
市，航空枢纽是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T3B
航站楼投用后，随着国际航线进一步拓展和加
密，将吸引更多国内外企业关注重庆、投资重
庆，推动重庆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提
升重庆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

旅游业则是另一大受益领域。重庆出入境
边防检查总站提供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重
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通关流量达到52万余人
次，出入境航班超过40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
约48%和25%。何建洪说，根据预测，未来几
年航空运力提升将进一步带动旅游消费。

流量聚变 临空经济激活城市动能

2025年4月
36.3 万平方米的 T3B 航
站楼投用

重庆机场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