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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日 星期三成都故事

2016年5月27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破土动工，这标志着成都将成为继
北京、上海之后，国内第三座拥有“一市两机场”的城市。

随着成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经济发展不断加快、国际化水平日渐
提升，成都机场旅客吞吐量去年底突破 4200万人次，预计将在 2020年达到

6300万人次，远期将达1.2亿人次左右。而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日渐饱和，5000
万人次的保障能力已不能满足未来发展需求，建设成都新机场势在必行。

那么，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如何建？“一市两机场”如何分工合作？成都这
座航空枢纽又将如何发展？

一座带有科幻色彩的建筑，伸展出六片巨大的翅膀，像极了一只卧地待
飞的“太阳神鸟”。这便是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规划图。如今，图上的形状将
逐渐在现实中显现。

正在施工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于 2011年 5月启动选址，于 2015年 1月获
得立项批复。其场址位于成都东南方向的简阳市芦葭镇，距离成都市中心直
线距离51.5公里。

据四川省机场集团介绍，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定位为国家级国际航空枢
纽，其规模仅次于北京新机场，总投资约730亿元。

根据近期规划，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按照年旅客吞吐量4000万人次、年货
邮吞吐量70万吨的规模设计建设，新建3条跑道、2个航站楼，飞行区等级为
4F。其中，跑道构型采用平行加侧向跑道模式，即两纵 （远距平行跑道） 和
一横 （侧向跑道）；航站楼总面积约60万平方米，约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T2
航站楼的2倍。

同时，新机场还将建设 8万平方米的综合交通换乘中心、18万平方米的
停车楼，并建设货运、航空配餐、场务、消防救援、生产生活辅助设施以及
供电、供水、供气、排污等公用配套设施。

而在远期，天府国际机场将规划建设四纵 （四条平行跑道） 二横 （两条
侧向跑道） 共 6条跑道，在其中两条跑道之间还将建设一条货运大通道，分
别通往成都方向和天府新区、资阳、乐山方向。同时，机场还将建设两排共
计 4个航站楼，在两排航站楼之间建有一条机场高速路横穿，与机场航站楼
无缝连接，并与货运大通道平行。

新机场有什么样的特色？据四川省机场集团负责人介绍，智慧、人文、
绿色将是天府国际机场的三大特点。

“未来，成都新机场将广泛应用即时航班动态通知、个人定位系统、
RFID行李追踪、自助登机、自助行李托运、生物技术识别等互联网、物联网
技术，提高机场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该负责人表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还将底蕴深厚的古蜀文化和鲜明的四
川本土特色融入新机场建设和规划，通过LED展示、人物表演等多种形式展
现成都风土人情。在绿色环保方面，也将大量利用建筑新材料、光伏发电、
雨水收集、处理和循环再利用等技术，建设一个环境友好、低碳节约、可持
续发展的新机场。

2015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 05 分，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随着由北京飞来的CA4194航班安全降落，成都双流国际
机场本年度旅客吞吐量达到 4000万人次，成都航空领域
迎来了跨时代的意义。

它意味着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成为继北京、上海、广
州之后国内第四个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4000 万人次的机
场，也标志着成都迈向中国航空城市的第一方阵。

按照规划，天府国际机场一期及二期建设完成后，
年客流量将达到9000万人次，加上双流机场的4000万人
次，成都两个空港将达到全年1.3亿人次。四川省发改委
负责人表示，成都新机场建成后，国内航线、国际航线
都将补充进来，而国际航线将会更多。

成都的航空业发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
着旅客吞吐量的不断攀升和航线网络的不断织密，成都
双流国际机场在国际民航界的影响力、竞争力也显著提
升，分别于 2013、2014连续两年获得 Routes集团颁发的

“亚太区最佳机场成就奖”，成为Skytrax四星级机场。
2015 年 3 月，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独家获得 Skytrax 颁

发的“中国地区最佳机场”奖。2015年5月，成都双流国
际机场又成功举办了世界机场城市大会 （亚太地区）。

2016 年 9 月，第 22 届世界航线发展大会将在成都举
办。这是全球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民航年度盛会，被誉
为全球民航界的为全球民航界的““世博会世博会””和和““奥运会奥运会”。”。预计将有全球预计将有全球
350350多家航空公司多家航空公司、、12001200多家机场多家机场、、200200多家政府机构和多家政府机构和

国际组织，共计约3500名代表 （其中约2000名外宾） 出
席大会。

不仅如此，作为拥有双机场的城市，成都的临空经
济也将借力“两翼”联动而腾飞。以双流机场为中心的
成都国际航空枢纽综合功能区，总用地规模约 38平方公
里，致力于打造千亿级高端产业园和中西部第一航空门
户枢纽。

而新机场将依托空港经济区和天府新区建设，成为
我国长江经济带向西延伸的空中桥头堡和丝绸之路经济
带最大的航空港，着力构建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成都
将以新机场为核心，形成空、铁、水、陆立体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建成全球重要枢纽机场和主要经济体航空物
流通道，建设国际化现代航空城市。

四川省发改委负责人表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空港
经济区的产业主要为现代服务业和物流产业。“下一步，
将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比如研发、创意产业等，还有
一些其他的现代服务业，如文化产业等，不过主要以物
流为主。”

“成都新机场空港经济区要区别于国内其他空港经济
区，要直接和国际接轨，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由于成都
是内陆城市，要学习同为内陆港的法兰克福机场，以及
阿姆斯特丹、伦敦希思罗等这些中转量非常大的机场。”

互联互通，交通先行。作为中国西部联通世界、对
接全球的重要支点，成都近年来在交通尤其是航空方面
下足功夫，为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建设国际性区
域中心城市奠定基础，凸显成都作为“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交汇点的引领示范作用。

“新机场和旧机场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应该相
互协调共同运营一个市场，产生1+1大于2的效应，而
不是一个机场向另一个机场转移。”在2015年的世界机
场城市大会 （亚太地区） 上，“航空经济模型”创立
者、全球航空经济第一人约翰·卡萨达认为，今后成都
面对“一市两机场”，如何来明确两个机场的分工非常
关键。

对于这一看法，四川省机场集团负责人表示，未
来新机场将以国际航线为主导，与国际航线相关联的
航班都将迁往新机场；而现在的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则
将主要以国内航线为主，更多集中于国内点对点的航
线。而货运方面，新机场与老机场则均将保留，按照
市场规律来运作。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投用之后，双流国际机场的客
流会不会减少？这是很多人心里都有的一个疑问。不
过，四川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的答案是不会。

“上海也有两个机场，原来担心浦东机场修好之后
虹桥机场的客流量会萎缩，结果虹桥机场的客流量没
有萎缩，反而使得到上海去转飞机的乘客越来越多。”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成都作为全国第 3 个拥有双机

场的城市，未来将成为北京、上海之后，乘客中转出
行的一个新的空港枢纽。“新机场建好以后，双流国际
机场不仅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到成都乘飞机的人数比
现在还要多。”

从北京和上海的经验看，“一市两机场”是今后国
际大都市机场运行的常态；从国际范围看，超过 1000
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几乎都是按照“一市两机场”的模
式在运行，其中纽约、巴黎、伦敦等特大城市更是

“一市两机场”运营模式的成功案例。“这些机场建设
水平高、规模大，有效地推动了城市发展。而随着城
市发展提速，也会带动机场的发展，两者互为引擎。”

这位负责人表示，成都新机场可以飞向欧洲、非
洲、中东、大洋洲等世界各个地方，“从天空中看天府
国际机场这个点，是在中国空中航线的中间点。”四川
省发改委主任唐利民说，到非洲、欧洲、中东去，从
成都出发要比从北京、上海、广州快两三小时，优势
非常明显。“天府国际机场建成以后，就可以加密成都
到欧洲和中东的航线。”

当然，新老机场的配合不只是单纯的定位分工，
还需要有基础设施的联结。按照规划，成都新机场的

综合交通系统建设将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
3个阶段阶段。。

其中其中，，近期建设近期建设（（至至20182018年年））的综合交的综合交
通为通为““一高两快两轨一高两快两轨”：“”：“一高一高””是指建设成是指建设成
都新机场高速都新机场高速；“；“两快两快””是指建设是指建设资阳—三岔资阳—三岔
湖快速通道湖快速通道，，简阳—新机场—仁寿快速通简阳—新机场—仁寿快速通
道道；“；“两轨两轨””是指建设新机场—天府新站—是指建设新机场—天府新站—
成都南站成都南站 （（地铁地铁1818号线号线），），新机场—天府新新机场—天府新
站—双流国际机场站—双流国际机场（（地铁地铁1919号线号线））两条轨道两条轨道
交通交通。。

中期建设为中期建设为 20192019 年至年至 20252025 年年，，将建设将建设
天府新站—新机场—资天府新站—新机场—资
阳城际铁路等项目阳城际铁路等项目。。远远
期建设为期建设为 20262026 年至年至 20402040
年年，，将建设新机场—自将建设新机场—自
贡城际铁路等项目贡城际铁路等项目。。

天府国际机场动工建设

双翼联动助力蓉城“起航”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天府国际机场动工建设

双翼联动助力蓉城双翼联动助力蓉城双翼联动助力蓉城“““起航起航起航”””
本报记者 柴逸扉

﹃
十
五
小
时
飞
行
圈
﹄

带
成
都
走
向
世
界

柴
逸
扉

从成都出发，到首尔只需3小时，到东京只
需6小时，到法兰克福只需10小时，即使跨越半
个地球飞到纽约，也只需要 15 个小时。在航空
线路中，作为内陆城市的成都似乎比许多沿海城
市更有优势，因为世界主要城市基本都在成都15
小时的飞行圈内。

在当下，15小时飞行圈越来越从概念向现实
转化，世界各地飞往成都的航班变得日渐密集。东
京、阿布扎比、墨尔本、法兰克福、伦敦、多哈、旧金
山、莫斯科、路易港……自2013年以来，成都对外
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新开国际航线增长迅猛，不
仅巩固了面向欧洲、中东的门户枢纽地位，还实现
了对大洋洲、北美及非洲“零”的突破。

截至目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已通航城市达
到 192 座，开通航线 249 条，其中国际 （地区）
通航城市 73 个，国际 （地区） 航线 88 条，国际
及地区定期直飞客、货航线 42 条，航线网络已
覆盖北美、欧洲、中东、大洋洲以及亚洲的重要
枢纽城市。

据统计，2015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旅客吞吐
量达到 4200 万人次，跻身世界机场旅客吞吐量
排名前 30 位；其中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突破
400万人次，在全国城市中排第四位。

“按照每年新开通 3 条国际定期直飞航线的
目标，2020年成都国际及地区定期直飞客货航线
将达到 55 条。下一步成都将在加密欧洲、亚洲
航线网络的基础上，加快开通北美、大洋洲及非
洲的新航线，重点突破完善10—15小时航程的洲际干线航线，将成都建
设成为连接欧洲、非洲、中东与东南亚、大洋洲、北美之间理想的中转
地。成都‘朝发夕至、通达全球’的国际航线网络正逐步变为现实。”谈
及未来成都国际航线的发展目标，成都市物流办公室负责人这样说道。

机场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不论马士基、英特尔，还是宝
洁、百事……每一个世界500强落户成都的背后，都有着国际航线的“加
分”因素。有多少条国际直飞航线，是他们评判是否在这里落户的重要
标准。

如今，成都被《福布斯》杂志评为未来10年全球发展最快城市第一
名，被《财富》杂志列入15个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市。2012年的亚洲航
线大会，2016年世界航线大会，都不约而同选择了成都。2013财富全球
论坛、世界华商大会等国际盛会也曾踏足这里，今年 G20财长和央行行
长会也将落户成都。

与 211 个国家 （地区） 保持了直接经贸往来，271 家世界 500 强、
6650多家外资企业、近15个外国领事机构在这里落户。活力成都，犹如
一块磁石，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而机场的建设、航线的开辟则吸引他们

更多、更频繁地来到这里。

突显智慧人文绿色特征突显智慧人文绿色特征

加强新老机场分工合作加强新老机场分工合作 推进成都航空枢纽建设推进成都航空枢纽建设

5月27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开工仪式在简阳市举行。 何海洋摄

图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图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张伟张伟摄摄

图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效果图图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