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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双流有着“蜀中之冠”“全国
百强”“工业强县”“西部领头羊”等响当
当的名号。10年后，“5000万俱乐部”、千
亿级GDP、千亿级产业、百亿级项目……
双流交出了一张出彩的答卷。

非凡10年，双流奋勇争先，勇挑大
梁，办成了一件件想办的大事要事——

“双流县”的称谓退出历史舞台，双流完
成了撤县设区的巨大转变，正式迈入“城
区时代”；重塑经济格局，从“城市的机
场”向“机场的城市”深度转型；围绕航空
产业深钻细研，空客、中国商飞、顺丰、民
航机载航电适航审定中心、校飞中心
……各大项目纷纷落地，“中国航空经济
之都”的名号越来越响亮。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2022年7
月，世界500强企业空中客车飞机全生命
周期项目在双流正式动工，规划建设“四
中心一平台”，将于2023年下半年竣工交
付。这是空客在欧洲以外首个聚焦飞机

“全生命周期”服务的项目，项目的代号
正是“凤凰”。

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全力以赴拼
经济搞建设”是今年全国经济工作的重
中之重。数据显示，今年一、二季度，双
流连续跻身成都招引“红榜”，目前已提
前完成全年百亿级和50亿级项目招引任
务。企业用投资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双
流的认可。

展望未来，根据双流区“三个做优做
强”建设方案，双流力争到2027年航空核
心产业规模超过2000亿元，电子信息、生
物产业等适航产业规模超过3100亿元。

千亿级GDP
进入“城区时代”新征程

2012年，双流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679.1亿元、增长13.3%，经济总量、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分别突破500亿元、40
亿元。在2012年全国“百强县”的排位
中，双流跃升至第18位，首次挺进“一字
头”。在2012年四川全省“十强县”中，双
流再次稳居全省“十强县”之首。

10年前的双流已经实力不凡，作为
西部经济百强县“领头羊”，双流意气风
发。

2015年12月15日晚，四川省人民政
府网站发布公告：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
销双流县，设立成都市双流区，以原双流
县的行政区域为成都市双流区的行政区
域，双流区人民政府驻东升街道顺城街1
号。

双流，由此正式开启由县域经济向
都市经济全面转型的崭新征程。

这个好消息让双流人热血澎湃。因
为早在2001年，成都市就曾多次向国务
院申报，将双流撤县设区。从“县”到

“区”，只有一字之差，双流整整走了15
年。身份的转变意味着双流的经济更
强、空间更大、城市化更高，资源也更优。

此次“升级”意味着将双流纳入中心
城区来统一规划考虑，无疑将成为推动
双流进一步发展的“催化剂”。彼时的双
流坚信，将以崭新的身份，吸引社会更多
资源要素投放双流。

如今，双流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
单。根据双流区官网信息，2021年，全域
双流（面积1067 平方公里）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1837.57亿元，增长9.5%；其中一产
业增加值32.82亿元，增长3.9 %；二产业
增加值499.49亿元，增长10.1%，三产业

增加值1305.26亿元，增长9.5%。

千万级俱乐部
5000万人流量的产业变现

这10年来，双流国际机场年旅客吞
吐量持续攀升。2012年12月突破3000
万人次之后，2015年12月突破4000万人
次，2018年12月实现了5000万人次的突
破。

机场是拉动区域经济的重要引擎。
如何将机场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长动能？
双流还在持续摸索。

10年前，双流还没有喊出“航空经
济”的口号，摆在产业链最显眼的位置。
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产业、高端装备
制造是双流产业的高频词。

双流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
2012年的工作中提到，双流新兴电子信
息产业快速崛起，实现销售收入211亿
元、增长53%。新能源产业实现销售收入
148亿元，生物产业实现销售收入42.9亿
元，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实现销售收入23
亿元，西航港经济开发区年销售收入突
破400亿元，被商务部、科技部认定为国
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

“实际上，这些产业大多布局在双流
自贸试验区，依托了双流国际机场的口
岸便利，都是适航产业。”双流航空经济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彼时，双流国
际机场是一座位于双流区域内的交通枢
纽，在流量的指数级增长中，机场对于地
区的产业价值慢慢崭露头角。

有专家指出，一个机场每天的旅客
吞吐量就是这个机场实现的就业量。而
机场拉动的不仅仅是就业，还有经济的
发展。对于机场这个特殊的经济实体，
如何把双流国际机场与双流的发展紧紧
相连？如何依托双流国际机场拉动双流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此，双流人有着
清醒的认识和感知。

围绕机场、聚焦航空产业、做强航空
经济，双流开始努力实现从“城市的机
场”向“机场的城市”深度转型。借“机”
起飞，枢纽机场流量构建起蓬勃发展的
双流航空经济产业生态圈。

千亿级产业
做强国际航空门户枢纽

2018年是突破性的一年。双流区委
十三届九次全会提出，奋力把双流打造

成为中国航空经济之都。航空经济，成
为空港双流最鲜明的产业特征和最核心
的竞争优势，成为全区干部群众接续奋
进发展奋斗的共识。

2019年3月4日，双流区航空经济局
正式挂牌成立。该局的根本任务是全面
将双流的航空枢纽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
展的航空经济。

据统计，2019年双流区航空经济的
体量只占全区经济的20%左右，双流航
空经济背后还隐藏着巨大的发展潜
力。而经济发达的上海长宁区，其服务
业体量能够占到整个地区经济的95%
以上，航空服务业又占全区服务业的八
成以上。

双流提出，聚焦枢纽型航空服务、临
空型国际贸易、空港型国际商务三大领
域，突出打造空港商圈、增强高端商务功
能，重点发展航空运营服务、航空制造维
修、航空物流、跨境贸易、航空金融、航空
总部六大航空经济集群。

借“机”起飞、乘势而起，双流的产
业发展蓝图更加清晰。今年，双流区提
出了“121”城市功能体系，即聚焦提升1
个核心功能——做强国际航空门户枢
纽，持续培育2个特色功能——做优协
同创新转化和公园生态价值转化，聚力
统筹1个基本功能——建设高品质宜居
空港城区。

空港是双流区最大的资源和优势，
双流深挖资源优势，把航空经济的“建圈
强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全面推进。
2022年8月26日的区委工作会提出《成都
市双流区“三个做优做强”实施方案》；8
月29日，成都市双流区举行“高质量建设
成都国际空港经济区动员部署会”，国际
空港经济区双流片区规划面积4.98平方
公里，位于双流国际机场二跑道西侧，是
双流机场最稀缺的“空侧资源”。为了高
效推动，双流区委书记和区长担任了国
际空港经济区建设指挥部的指挥长，一
个做优做强的示范片区拉开了建设的大
幕：一年树形象、两年聚规模、三年立标
杆！

双流做强国际航空门户枢纽的信心
与决定十足，他们的目标是：到2027年，
年旅客吞吐量4000万人次、全货运航线
超30条、货邮吞吐量超100万吨，航空核
心产业规模超过2000亿元。

（成双）

从“城市的机场”到“机场的城市”

一座空港城市的深度转型样本
双流力争2027年适航产业规模超3100亿元

◀
双流区建设
高品质宜居
空港城区。

◀
空客全生命
周期服务项
目设计概念
图。

一架飞机从双流国际机场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