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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永芹

3月15日，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局关于
加快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建设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成
渝世界级机场群初具规模。到2035年，全面
建成成渝世界级机场群。

所谓成渝世界级机场群，指的是以成都天
府、重庆江北枢纽机场为核心，以绵阳、宜宾、
泸州、万州、达州、南充、黔江等机场为骨干和
重要补充的国家综合机场体系。

建设成渝世界级机场群，重庆具体怎么
建、建设路径是什么？3月15日，记者就此采
访了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

江北机场是核心

2024年基本建成第四跑道
及T3B航站楼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成渝世界级机场群
建设，坚持双核引领，加快提升国际航空枢纽
竞争力。

对重庆来说，将以江北机场为核心，打造
引领内陆开放的国际航空枢纽，加快江北机场
扩建，规划建设重庆新机场，培育区域航空枢
纽和货运枢纽功能。加强空地资源协同，着力
提升成渝两地机场时刻容量，提高航线航班和
时刻配置水平，支撑枢纽网络建设。到2025
年基本建成重庆国际航空枢纽。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江北机场
已经拥有3条跑道、3座航站楼，高峰小时容量
54架次；正在加快建设第四跑道及T3B航站
楼。2021年完成旅客吞吐量3576.6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47.7万吨，分别位居全国第四、第
八位。

2024年，江北机场第四跑道及T3B航站
楼基本建成，届时能满足年旅客吞吐量8000
万人次、飞机起降58万架次、货邮吞吐量120
万吨的需求。

重庆新机场前期工作也进入实质性阶段，
已纳入《“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等国家
相关规划，民航局已组织召开选址审查会议。
下一步，我市将加快推进重庆新机场预可研
（预可行性研究）、可研（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
作，争取尽快开工建设，推动形成“市内航空双
枢纽协同，成渝四大机场联动”的世界级机场
群格局。

我市还将积极优化调整重庆地区空域结
构，逐步建立与国际航空枢纽和世界级机场群
相匹配的空域格局。

共建轨道上的机场群

江北机场打造“1234”综合交通枢纽

《指导意见》提出，以共建轨道上的机场
群为目标，加快构建以机场为核心、各种交通
方式便捷换乘的综合交通体系，打造成渝都
市圈1小时和城市群2小时的航空出行交通
圈。

重庆江北机场综合交通体系如何建？
目前，江北机场正打造集铁路、轨道、高

速、城市干道为一体的“1234”综合交通枢纽，
具体如下：1条铁路枢纽东环线，将进入机场；2
条轨道交通，即轨道3号线和10号线；3条纵
线，即外环高速、319国道机场改道段、机场南
联络道形成机场东西向通道；4条横线，即210
国道机场路、渝航大道、渝邻高速、机场北通道
等形成机场南北向通道。

江北机场的长途客运班线已有40余条，
覆盖重庆远郊及周边省市。机场大巴可通达
市区主要区域。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江北机
场将接入铁路枢纽东环线和轨道交通15号

线、26号线，还将研究渝宜高铁引入江北机场
的可行性。

目前，重庆正按照“零距离换乘、无缝化衔
接”的理念，高水平编制重庆新机场交通集疏
运体系规划，加强江北机场与重庆新机场的交
通联通协同。

重庆还将积极开展空铁联运服务，完善机
场巴士服务体系，优化线路运行方案，加密频
率增开班次，增强对中心城区客流集聚和周边
区县的覆盖，提升服务水平。

完善中小机场布局

推进万州、黔江机场改扩建

《指导意见》要求，完善机场布局建设，加
快构建双核引领、多点支撑、体系完备、全域协
同的机场群。

在完善中小机场布局建设方面，重庆正在
推进万州、黔江机场改扩建工程：目前万州机
场正在将跑道延长至2800米，新建2.6万平方
米的T2航站楼，计划2023年完工，届时年旅
客吞吐能力将达到250万人次；黔江机场新建
1.2万平方米的航站楼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已基
本完工，计划今年下半年投用，届时年旅客吞
吐能力将达到70万人次。

下一步，重庆将加快完成万州机场、黔江
机场改扩建。推动万州机场建设为区域枢纽
机场，提升黔江机场、巫山机场、仙女山机场保
障能力，研究万盛、涪陵、城口、秀山等4个运
输机场布点，扩大航空服务覆盖面。

主要国际城市实现高效联通

国内重点区域实现“公交化”

《指导意见》提出，以航空服务通达性和便
捷性国内一流为目标，加快构筑“干支通、全网
联”的成渝机场群航线网络。

目前，江北机场已累计开通航线总数377
条，通航城市230个。其中国内航线270条，
通航城市152个；国际（地区）航线106条，通
航35个国家、78个城市。

对重庆来说，将发挥重庆国际航空枢纽战
略支点作用，加快打造联通全球、覆盖全国的
航线网络，与主要国际城市实现高效联通，与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实
现快线运营公交化。

具体而言，重庆将以向西、向南为重点，
构筑全方位开放的航空骨干网络，加快建设
欧洲—重庆—东南亚、东北亚—重庆—非洲、
南亚—重庆—北美三大中转通道，做优“重庆
飞”航班中转产品，强化航线网络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通达性。

重庆还将积极发展与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国内经济中
心城市，以及重点旅游城市的国内航空快
线。积极拓展西南旅游特色、高原特色航线
网络。

打造通用航空产业高地

探索“通用+支线+干线”运营模式

《指导意见》指出，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
导、分类管理的发展原则，加快构建通用航空
基础保障网、低空运行网、应急保障网和多元
服务网，汇聚通用航空产业链，建设全国通用
航空产业高地。完善运输机场通用航空保障
功能，有序推进通用机场和起降场建设布局。
积极推进低空旅游、短途运输、航空运动、公务
航空等通用航空业务多元化，拓展通用航空市
场空间。

目前，重庆已建成投用龙兴、大安、梁平等
三座A1类通用机场，龙兴飞行服务站一期工
程建成运行，低空服务保障日益完善。通用航

空飞行小时由2015年1688小时增长到2019
年的13048小时，年均增长66.7%，通用航空
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未来，重庆将根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市
场需求等需要，在各区县分类布局通用机场；
根据低空旅游、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公益类飞
行等需求，在主要旅游景区、医院、高速公路、
主要应急避难场所等建设一批短距、垂直起降
机场，不断完善通用航空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重庆将积极探索“通用+支线+
干线”的运营模式，积极发展通航短途运输，依
托重点景区推动“通用航空+旅游”融合发展，
不断推广基本航空运输服务，提升航空出行服
务品质。

构建“2+1”沟通协商机制

行业管理部门、两地政府、
基地航空公司形成合力

《指导意见》提出，突出比较优势，强化资

源互补，发挥组合效能，推进两地机场集团率
先在国际航线、中转集散、空地联运、应急保障
等方面开展互利合作。深化机场与基地航空
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支持基地航空公司
在成渝主要国际航线市场开展联营合作。积
极构建两省市和民航局共同组建的成渝世界
级机场群建设“2+1”沟通协商机制。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重庆机场
集团与四川省机场集团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就共同推进成渝世界机场群建设明确了总体
框架；国航、川航、重庆航等基地航空公司正积
极深化研究两地市场运力投放、航线开发等协
同发展。

未来，重庆将探索建立由行业管理部门牵
头、两地政府多部门参与的联席沟通机制，加
强在规划建设、运行管理、政策协调等方面的
交流合作，统筹两地航权、时刻等资源配置，推
进两地航空发展战略和政策协同。同时，在机
场管理、航空市场等方面，两地加强市场合作、
创新服务等，形成运营协同。

建设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成渝世界级机场群 重庆这样干重庆这样干

成渝世界级
机场群建设
主要亮点

●培育绵阳机场骨干功能，推进万
州、黔江机场改扩建工程，布局建设乐山、
遂宁、雅安机场，研究建设广安机场，支撑
成渝都市圈相向发展。

●提升万州、南充机场保障能力，推
进达州机场迁建工程，布局建设阆中机
场，推动渝东北川东北地区一体化发展。

●完善宜宾、泸州机场服务能力，支
撑川南渝西地区融合发展。

多点支撑2

●成都以天府机场为核心打造引领
西部开发开放的国际航空枢纽，巩固提升
双流机场区域航空枢纽功能，重点服务国
内商务、地区等航线，构建“两场一体”运
营体系。

●重庆以江北机场为核心打造引领
内陆开放的国际航空枢纽，加快江北机场
扩建，规划建设重庆新机场，培育区域航
空枢纽和货运枢纽功能。

双核引领1

武隆仙女山机场降落的航班受到“过水门”的礼遇。（本报资料图片） （武隆区委宣传部供图）

重庆江北机场重庆江北机场TT33BB航站楼效果图航站楼效果图。。
（（江北机场供图江北机场供图））

晚霞掩映下的巫山机场。（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重庆江北机场T3A航站楼。（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天府机场加快引入城市轨道交通
19号线、市域（郊）铁路龙泉驿至天府机场
线、成自宜和成达万高铁，加快推动天府
机场北高铁动货站规划建设。

●江北机场接入渝宜高铁、都市圈环
线铁路和轨道交通15号线、26号线，规划
布局重庆新机场综合交通体系。

综合交通3

●发挥成都、重庆国际航空枢纽战略
支点作用，加快打造联通全球、覆盖全国
的航线网络，与主要国际城市实现高效联
通，与京津翼、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
点区域实现快线运营公交化。

便捷出行4

●以成都天府和重庆新机场为战略
支撑，用足用好成都双流、重庆江北等现
有机场货运设施，打造与成渝地区产业布
局和消费升级相匹配、支撑西部对外开放
的国际航空物流集散中心。

高效物流5

资料来源：《民航局
关于加快成渝世界级机
场群建设的指导意见》

制图/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