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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英尺之上的“成都蓝图”
天府国际机场6月30日前投用，将助推成都建成重要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神鸟”凌空，建强航空枢纽；“一
市两场”，酝酿出前所未有的机遇。

1月22日，龙泉山以东，天府国际
机场内，全长4000米、宽75米的全球最
高等级跑道灯带列阵，迎来了6家航司
的6架民航客机起降。按照计划，天府
国际机场将在今年6月30日前投用。届
时，成都将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中国
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同一城中，忙碌的国际班列和航
线，从内陆延伸出一条条供应链，加
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带一路”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战
略加持，优势正在叠加。

“十四五”开局，成都定下“全面
建成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
范区、泛欧泛亚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
门户枢纽城市”的目标，双机场的建
成，将带动一大批具备全球运营能力
的高能级企业入驻，提升城市发展战
略优势，不断增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辐射、集散和资源配置功能。

2020年，知名机构米尔肯研究所
在其年度报告中评价：“过去三年无
论是投资力度还是投资占比，成都都
名列前茅，这意味着成都的发展具有
很强的持续性。”

蓝图
以全球视野

谋划国际战略通道建设

前不久举行的成都市委十三届
八次全会明确：将完善立体大通道体
系，建强亚蓉欧航空枢纽和泛欧泛亚
陆港枢纽“双支撑”。

目标的设定，是从过去延展至未
来。

纵看成都的航空发展史，能够归
纳出三个阶段：以“发展”为导向的
1.0时代，到以“跨越”为导向的2.0时
代，再到以“反哺城市能级跃升”为导
向的3.0时代。“枢纽城市”的前瞻性
不言而喻，在以全球视野谋划国际战
略通道建设中，成都将构建起我国中
西部地区面向全球的航空门户枢纽、
洲际航空中转枢纽和航空货物转运
中心。

在刚刚过去的“十三五”，成都城
市枢纽能级实现跨越式跃升。其中，
亚蓉欧立体大通道体系基本形成，

“一市两场”航空枢纽格局加快构建，
中欧班列（成都）开行数量位居全国
第一，自贸试验区改革试验纵深推
进，外国获批在蓉设立领事机构数量
增至20家，蝉联“中国国际化营商环
境建设标杆城市”。

开放，正成为成都的城市能级和
综合竞争力跃升的最大变量。2020
年GaWC《世界城市名册》榜单中，成
都排名再次拉升12位，位列全球第59
名。毫无疑问，在全球城市的竞争中，
成都的城市影响力正在逐年递增。

中国刚刚完成的《中欧投资协
定》谈判和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意味着从现在开
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欧盟、东亚将
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市场，而作为距
离欧洲最近的中国特大中心城市和
中西部面向欧洲最具活力的开放门
户城市，成都提出建强亚蓉欧航空枢
纽，既是顺势而为，更是厚积薄发。

站在新的5年起点，在新的发展
格局下，成都的枢纽建设，将肩负更
大的目标与使命。

开放，正成为成都的
城市能级和综合竞争力跃
升的最大变量。2020年
GaWC《世界城市名册》
榜单中，成都排名再次拉
升12位，位列全球第59
名。毫无疑问，在全球城
市的竞争中，成都的城市
影响力正在逐年递增。

先机
双流机场

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为什么是成都？”似乎，自天府国际机
场建设以来的5年里，一直有这样的疑问。
挖掘这座城市更深的发展逻辑，洞悉发展
跃升的内在逻辑，也许才能找到答案。

1月21日，就在天府国际机场试飞前
一 天 ，四 川 公 布 了 2020 年 经 济“ 成 绩
单”。“四川经济从一季度下降3%到全年
增长3.8%，总体呈现出V型反转的发展态
势，且上半年从下降恢复到上涨，更是较
全国恢复增长早一个季度。”四川省统计
局副局长熊建中在解读时表示。而这其
中，成都经济区经济总量增长4%，占全省
的比重达到了60.7％。

事实上，整个2020年，面对各种复杂
的形势，成都经济表现出更强的抵抗力和
更快的恢复力，收获了“韧性城市”的广泛
认同。这其中，航空业的表现或许能够说
明一些问题。

2020年，成都双流机场是全球最繁
忙的十大机场之一，起降架次和运营总航
班数均位居全球第8。2020年前三季度，
广州白云、成都双流反超北京首都、上海
浦东两大“霸主”，成为全国旅客吞吐量最
多的两座机场。尤其是5月，成都机场起
降架次跃居全球第一，成为当月全球最繁
忙的机场。

即使是在货邮吞吐量上，成都双流机
场依旧挺进前十。仅在2020年上半年，
双流机场海关共验放跨境电商直邮出口
商品333.45万票，同比增长10.9倍；货运
量1369.33吨，同比增长6.91倍；货值4.61
亿元，同比增长17.44倍。

2019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全年新开
15条国际航线，创历年之最；截至2020
年，成都的国际及地区航线数量达128条，
保持中西部第一。

“成立专门的航空物流部门统筹；引
进培育货运基地航空公司，构建欧洲-成
都泛亚洲际航空通道网络；优选配套产
业，构建排他性优势。”这是戴尔科技集团
全球副总裁、戴尔成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张耀华对下一个五年的建议。

布局
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

门户枢纽

即使是一路进击，但要抵达未来，尚
有长路要走。

2020年12月18日上午10点，成都轨
道交通6、8、9、17、18号线五条线路集中
开通运营，这让成都成为全国首个一次性
开通5条地铁新线的城市。

在诸多地铁线路中，运行时速高达
140公里的18号线，从成都南站到天府国
际机场仅需半小时。正在建设中的轨道
交通19号线二期工程，通车后将实现双机
场间的快速连通。以此为基础，成都的两
座机场将实现更有效的旅客流动与产业
互动。

这样的配置还包括，在一系列新的区
位条件下，成都双流再定位自身，提出打
造“中国航空经济之都”，根据空港商务区
现有产业规划，从机场向外延展，探索打
造一个包含航空物流、飞机维修制造、空
港商务、空港文旅等多个环形区域叠加的
产业布局。

跨过龙泉山，针对天府国际机场的运
行流程优化，一直在持续进行。根据四川
省政府与民航局联合下发的《成都国际航
空枢纽战略规划》，天府国际机场定位为
成都国际航空枢纽的主枢纽，双流国际机
场定位为区域航空枢纽。

从两机场的定位和保障能力来看，未
来天府国际机场航班量将在两场中占主要
比例，两场年旅客吞吐量将达1亿人次（近
期），年货运吞吐量将达220万吨（近期）。

——这是成都在三万英尺的天空蓝
图中，最重的一枚棋子。

更为具体的，《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建设国内
大循环战略腹地和国内国际双循环门户
枢纽，积极融入、更好服务新发展格局。

具体路径包括，要发挥“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
的区位优势，用好“双机场”和国际铁路港
的比较优势，畅通全球人流、物流、资金
流、技术流、信息流循环。

完善立体大通道体系，建强亚蓉欧航
空枢纽和泛欧泛亚陆港枢纽“双支撑”，加
快构建“欧盟—成渝—日韩”“成渝—东
盟”开放通道，推动中欧班列（成渝）高质
量发展，高效联通国际主要市场。

与此同时，四川正在加快推进川藏铁
路雅安至林芝段、成达万高铁、成自宜高
铁、渝昆高铁（川渝段）等铁路建设和内江
至大足、南充至潼南、乐山经资中至铜梁
等高速公路建设，并力争成渝中线高铁、
渝西高铁等尽早开工。

大城崛起，已近在眼前。

从飞机上俯瞰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东航供图

1月22日，参加试飞的川航“成都大
运号”客机降落天府国际机场，通过“水
门”。 雷远东 摄

1月22日，成都航空ARJ21客机降
落天府国际机场。 新华社发

这是1月22日拍摄的参加试飞仪式
的客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