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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门”开启
成都离国际航空枢纽还有多远？

3月26日，全国民航正式开启夏
秋航季。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以下简
称天府机场）也迎来重要时刻：正式
运行国际航线。这也意味着，西南地
区连通世界的“新国门”正式开启。

按照计划，原在双流机场运行的国
际客运航班全部转场至天府机场运行，
港澳台地区客运航班临时转场至天府
机场运行。新航季初期，天府机场将率
先开通30余条国际、港澳台地区航线。

开通国际航线对天府机场来说
意味着什么？随着“新国门”开启，成
都离国际航空枢纽还有多远？

3月26日，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
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芳在接受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天府机场自开航投运以来首次开通
国际航班，意味着其作为成都国际航
空枢纽主枢纽的战略地位和国际中
转枢纽的主要功能得以真正体现，不
仅大幅提升成都全球航空枢纽的战
略地位，还将为四川开放发展、成渝
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新的开始
西南地区连通世界的“新国门”

3月26日凌晨3点11分，柬埔寨
航空KR961航班稳稳降落在成都天
府机场的跑道上，成为该机场正式运
行国际航班后首个抵达的入境航班。

天府机场航空市场部经理陈杨
介绍，26日，天府机场计划执行航班
约900架次，其中国际（地区）航班30
余架次；预计保障旅客约12万人次，
其中国际（地区）旅客超3500人次。

“投运以来首次开通国际航班，
意味着天府机场作为成都国际航空
枢纽主枢纽的战略地位和国际中转
枢纽的主要功能得以真正体现。”王
芳说。

天府机场是我国“十三五”期间
规划建设的最大民用运输机场，于
2021年6月27日正式投用。投运后，
天府机场持续优化航线网络，不断提
升枢纽聚集效应，为服务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数据统计，天府机场投运一周
年，累计旅客吞吐量突破1000万人
次。2022年，天府机场与双流机场的
总计旅客吞吐量超过3100万人次，在
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一。

今年春节，成都迎来“开门红”。
两大机场完成起降航班8158架次、旅
客吞吐量116.6万人次，较2022年春
节同期分别增长30.2%、59.3%，旅客
吞吐量恢复至2019年水平，在全国城
市中排名第三，初六当天旅客吞吐量
突破20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

新的征程已开始。天府机场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天府机场正积
极联络各航空公司，特别是主基地航
空公司，加快复航、加密、新开国际航
线的步伐。近期，国航将复航伦敦航
线、加密法兰克福航线，川航将复航
甲米、大阪航线，长龙航空将复航塔
什干航线。

接下来，天府机场将以开拓亚洲
航线作为先手棋，突出西向南向门户
枢纽优势，稳步推进欧洲和北美航线
开发，同时充分运用“五进五出”航班
波，持续提升中转衔接机会和国际中
转核心竞争力，吸引更多国内外旅
客、货物由天府机场中转，进一步强
化成都国际航空枢纽的辐射能力和
影响力。

“随着国际航空市场不断复苏，
国际航线网络不断丰富，未来，天府
机场能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
需求，为成渝地区提升对外交往便利
度，深度融入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
提供有力支撑。”天府机场相关负责
人说。

旅客正在值机准备前往香港。雷远东摄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图据CFP

依托“两场一体”优势
如何加快建设国际航空枢纽？

作为我国大陆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
的城市，当前，成都依托“两场一体”优势，
如何加快建设国际航空枢纽？

王芳表示，要建设国际航空枢纽，首先
需要基础设施完善、基地航空协同、航线网
络成熟、综合交通保障、服务品质高效等必
备条件。

王芳举例说，航线网络的通达性是枢
纽机场服务能力和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完
善的国际国内航线网络是国际航空枢纽的
必要条件，不仅要实现国际各地区重点城
市的通达，还要满足国际/国内、国际/国际
间的客货流中转衔接。在综合交通保障方
面，完善的机场地面交通网络是枢纽机场
服务区域航空市场、拓展本地客源市场的
基础，以机场为核心的“道路网”和“轨道网”
建设尤为重要。

在王芳看来，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建设
正处于基础设施建设、网络规模加速拓展、
国际业务规模快速增长的加速起步期，发
展势头迅猛，“但在规模体量、国际网络、中
转功能等关键指标上，成都与北京、上海等
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具体来看，一是航线网络有待进一步
完善，北京、上海的国内国际航线网络成熟
度较高，而成都国内航线网络相对成熟，国
际航线网络则相对较弱。二是国际航空出
行的通达性、便捷性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亟待构建西向、南向开放的国际航空枢纽
竞争优势。三是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不足，
主要体现在地面交通综合保障能力在满
足人民便捷航空出行的要求方面还存在
一定差距。

“成都建设国际航空枢纽还需进一步
发力。”王芳建议，加快构建以机场为核心
的“道路网”和“轨道网”，提升综合交通保
障能力，促进多种交通方式在机场加速融
合，补齐国际航空枢纽基础设施硬件短板。

同时，提升双国际机场“两场一体”协
同高效运营水平，强化中转核心竞争力，合
力推动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拓展完善国际
（地区）航线网络，合力打造全球性航空门
户枢纽、洲际航空中转枢纽和航空货运中
转中心，注重国内国际航线网络的衔接。
积极推进综合保税区、国家级临空经济示
范区等开放平台申建，构建航空物流产业链
供应链，增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金祝邹阿江 苟春

“两场一体”运营
双流机场与天府机场如何分工？

成都国际航班转场天府机场后，
双流机场怎么办？

答案是：提质改造，即将焕新归
来。

据省发改委官网2022年披露的信
息，四川省机场集团计划启动双流机
场提质改造项目，该项目投资超31亿
元、耗时23个月。

今年2月，成都市双流区举行一季
度“三个做优做强”重大项目集中动工
仪式，现场再次公布了该项目的信息。

其中提到，提质改造项目，主要对
双流机场现有飞行区、航站楼及配套
设施等进行提档升级。建设内容包括
飞行区升级改造、T1/T2航站楼改造、
贵宾服务中心改造、公务机基地改造、
货运区改造等，计划于2025年12月完
成。

大家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双流
机场与天府机场到底如何定位？如何
分工？

事实上，早在2022年，四川省机场
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
已进行了回应。该负责人表示，将充
分发挥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引领带动作
用，促进区域内干支机场高质量协同
发展，为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建设积极
贡献四川力量。

打造成都国际航空客运枢纽方
面，天府机场将加快打造引领西部开
发开放的国际航空枢纽，充分利用成
都西向南向门户枢纽地理区位优势和
天府机场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优势、时
刻资源优势，打造连通全球、功能完善
的国际航线网络和覆盖广泛、深度通达
的国内航线网络，有力支撑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一极两中心两地”建设。

双流机场将加快打造高质量区域
航空枢纽，实现“北上广深”等精品商
务航线公交化运行，持续拓展“进藏入
疆”市场，复航、加密港澳台地区航线，
打造优质化、精品化区域航空枢纽。

“根据《成都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
划》，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采取‘两场一
体’模式运营，构建功能互补、协同发展
的枢纽机场体系，其核心要求是两座机
场实现虚拟同场化运行，既分工明确责
任清晰，又功能互补、协同发展，最终实
现高品质同频共振。”王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