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5日，中国民航局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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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民航局综合司副
司长孙文生表示，民航局要加快打造成
渝世界级机场群，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

《指导意见》提出了到2025年的发展
目标和到2035年的远景展望。其中提
到，到2035年，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全面建
成，同时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民航科
技创新中心、国际一流的教育培训高地
和现代产业集群，成为引领、带动多领域
民航强国建设的先行示范区。

为何要建机场群？
打造西部对外开放的空中大通道

所谓成渝世界级机场群，指的就是
以成都双流、重庆江北等枢纽机场为核
心，以天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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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世界级机场
群的建设，目的在于加快打造西部对外
开放的空中大通道，为成渝地区形成有
实力、有特色的双城经济圈，打造带动全
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
源提供有力支撑。

“十三五”期间，成渝机场群已成为
我国内陆国际航线最多、国际业务量最
大、国际化发展水平最高的机场群。
2019年成都、重庆机场国际（地区）航线
超过230条，通航城市达86个，基本覆盖
全球主要经济体。国际（地区）客货吞吐
量 分 别 为 987 万 人 次 和 26 万 吨 ，
2015-2019年均增长13.2%和13.4%，增
速领跑全国枢纽机场。同时，成渝地区

拥有多家实力雄厚的航空企业以及飞行
学院、民航二所等民航科教资源。

2020年8月，四川省和重庆市机场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共同推进成
渝世界机场群建设明确了总体框架。
通过联合编制印发成都、重庆国际航空
枢纽战略规划，民航局与四川省、重庆
市构建了推动两地民航发展的政策协
同机制。

到2025年初具规模
成为支撑中国民航发展的第四极

《指导意见》重点从5个方面作出具
体部署，包括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能量
级、提升机场群综合保障能力、打造便捷
高效的航空服务网络、创建民航科技创
新和产业高地以及构建区域民航协同新
机制。

《指导意见》提出，成渝世界级机场

群建设以成都、重庆国际航空枢纽功能
建设为牵引，加快拓展航空服务市场新
空间，加快塑造民航创新发展新优势，
着力构建双核引领、多点支撑、优势互
补、产业联动的协同发展体系，推进智
慧民航建设，努力将成渝世界级机场群
建设成为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的战略
支点，为成渝地区形成有实力、有特色
的双城经济圈，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提供有
力支撑。

《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成渝世
界级机场群初具规模，国际服务能力、综
合保障实力、市场发展活力、创新发展动
力大幅提升，多领域协同发展水平明显
提高，成为支撑中国民航发展的第四极，
对成渝地区增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
平、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构建现代经
济体系和建设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的战

略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到2035年，全面建成双核引领、便捷

通达、安全可靠、智慧先进、绿色集约、协
同高效的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共商共建共
享的协同机制更加完善，区域一体化航空
市场更加成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民
航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一流的教育培训高
地和现代产业集群，成为引领带动多领域
民航强国建设的先行示范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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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文生表示，下一步，民航局将会同
四川省、重庆市，加强协调指导，深化局
省、局市合作，完善工作机制，积极推动
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实现，推动成渝世界
级机场群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代睿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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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5年全面建成成渝世界级机场群
中国民航局从5个方面具体部署，将成民航强国建设先行示范区

开年中国经济“成绩单”15日出炉。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
发等多重考验，中国经济恢复好于预
期。展望全年，中国经济仍面临诸多风
险挑战，还需爬坡过坎。

国民经济恢复势头较好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我国面临
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经
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
弱三重压力。

“在宏观政策发力和市场主体努力
的共同作用下，1至2月份，我国经济恢复
势头向好，为今年一季度开好局奠定了
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
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说。

主要生产需求指标回升。1至2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比上年12月份加快3.2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7%，比
上年12月份加快5个百分点。

付凌晖表示，今年以来，在稳增长政
策作用下，1至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7.3个百分点，
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主要统计数据显示，国民经济仍运
行在合理区间——

1至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
上涨0.9%，低于3%左右的预期目标；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4%，低于
5.5%以内的预期目标。

2月末外汇储备32138亿美元，继续
稳定在3.2万亿美元以上，国际收支保持
基本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基数基础上，我
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仍保持两位数增长，1
至2月份同比增长13.3%，外贸增长韧性
持续显现。

1至2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4.4%，高技术制造业投资
增长42.7%；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
长12.3%；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太阳
能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50.5%、
29.6%、26.4%……中国经济“进”势继续
彰显，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稳外贸成为稳增长重要支撑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散发疫情，部分
地区疫情形势有所趋紧。付凌晖表示，
这客观上会对当地经济恢复造成一定影
响，但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稳定，我国
在疫情防控中积累了丰富经验，采取的
一系列措施能够有效阻断疫情传播，对
经济的影响会逐步得到控制。

面对三重压力，稳外贸成为稳增长
的重要支撑。付凌晖说，下阶段，尽管
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外贸韧性
强、潜力大的特点不会改变，全球合作

发展趋势也不会改变，坚定不移对外开
放也不会改变，我国外贸仍将有望保持
稳定发展。

从国际环境看，当前全球疫情扩散
蔓延，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地缘政治冲突
加剧，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加大。

针对俄乌冲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付凌晖表示，俄罗斯、乌克兰在对中国进
出口贸易中占比较小，对中国经济的直
接影响有限。下阶段，随着各地持续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加大对经济运行
的保障力度，外部影响能够控制在有限
的范围内。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韧性足、潜力
大、空间广的特点还比较明显，保持经济
平稳发展还有很多有利条件。”付凌晖
说，各地区各部门加大稳增长力度，投
资、消费、工业增长都出现明显的积极变
化，一季度经济运行仍然能够保持平稳
发展态势。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面对新的下行压力，要把稳增长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工作报告
强调。

付凌晖说，下阶段，要继续科学统筹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经济
平稳健康运行。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付

凌晖表示，要落实好扩内需政策，促进困
难行业纾困发展，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积极拓展新型服务消费，促进服务
业平稳健康发展。

在稳投资方面，付凌晖说，要注重提
高投资效率，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十四
五”规划，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用好政府
专项债和中央预算内资金，撬动社会投
资，鼓励民间投资，优化投资结构。

上亿市场主体是保就业、保民生和
稳经济的关键。

付凌晖说，要继续做好大宗商品保
供稳价工作，多措并举增加市场供给，降
低企业生产成本；落实好扶持制造业、小
微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加强对受疫情
影响严重行业的融资支持，加大创新税
收优惠，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
——复杂形势下，有外媒认为，中国这一
经济增速目标定高了，中国经济前景“不
容乐观”。

“5.5%的增速不低，但实现5.5%的
经济增长也是有基础、有条件的：中国经
济在持续恢复，发展韧性强、潜力大、动
力足的特点比较明显，近两年受到疫情
冲击，中国经济发展还在全球保持领先
地位。”付凌晖说，下阶段，稳增长政策持
续发力，也将有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据新华社

巩固经济持续恢复态势
——从开年“成绩单”看中国经济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