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 进

□ 何子蕊

“通过参观体验，改变了我以前对

双流的认知，这里不仅飞机多、环境

好、而且产业兴，对创新创业者特别有

吸引力”“以前只是在朋友圈看到过双

流空港花田，这次身临其境后才发现，

它的美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近日，

来自四川5所高校的近百名大学生，

在空港双流开启了一场深度体验之

旅，为之赞叹不已。

成都市双流区是国家发改委、民

航局2017年批准设立的第7个国家

级临空经济示范区——成都临空经济

示范区所在地，该示范区是全国87个

临空经济区中17个国家级示范区之

一。近年来，双流区以改革创新为根

本动力，坚持以港强产、以港赋能、以

港定城、以港提质、以港聚势，推动“人

港城产”深度融合，以全域协同理念着

力打造践行新发展理念的中国航空经

济之都，走出一条临空经济示范区建

设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全域协同创新
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凸显

站在双流机场起步区空港体育公

园的最佳观景平台上，伴随着由近及

远的轰鸣声，蓝天白云间一架架不同

型号、不同颜色、不同地域名称的飞机

从头顶飞过……双流机场平均每2分

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每天起降上千

架次，并已全面实施“7×24”小时通关

服务和144小时过境免签。

国际机场协会（ACI）日前公布的

2020年国际机场客货吞吐量与航班

起降架次排名显示，旅客吞吐量排名

前 10 的机场中，中国占据了六席

（CAN、CTU、SZX、PEK、CKG、KMG），

其中成都双流国际机场（CTU）排名

第二。

为何会有如此成效？“这得益于

双流在示范区建设实践中创新实施

的客货并举、全域协同举措。”双流区

发改局副局长王万峰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介绍说，近年来，双流坚持“客货

并举”，主动融入“两场一体”转型，围

绕“强中转、高密度、广覆盖”实施动

能转换和高水平运营。近4年来，新

开通国际和地区航线 36 条、“客改

货”航线30余条，全货机航线已达14

条，新开通2个指定口岸、形成七大

口岸集聚的大口岸格局；在“一单制+

空铁联运”填补国内多式联运“空铁

联运”空白基础上，今年3月又创造

了两天新开通两条国际货运航线的

“成都速度”和“双流奇迹”。

同时，双流始终坚持全域理念，将

示范区周边区域规划为协同发展区，

与示范区同步规划、同步发展。2019

年，在全国率先创新成立航空经济局，

将区发改局、区新科局、区商务局等多

部门职能整合，作为政府组成部门牵

头负责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相关

工作，统筹全区航空经济规划发展。

航空经济局的成立和运行，为示范区

高质量建设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双流机场已累计开通航线

371条，其中国际（地区）航线131条，

全货机航线14条，通达全球五大洲

200余个重要城市，强力助推了成都

“14+48+30”国际航空客货运战略大

通道建设。“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已成

为全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区域

协同发展的重要枢纽支撑。”四川省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突出比较优势
临空经济产业体系日趋成熟

近日，记者探访成都临空经济示

范区。在成都国际航空动力小镇，

扎根双流多年的朗星无人机系统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相里麒感慨万

千：“择一城而终老，择一事而一

生。我7年前从深圳、西安辗转到双

流成为‘蓉漂’，只为实现自己的航

空梦。”

引进的“炼石航空”“加德纳（成

都）航空”等多个航空制造企业均已投

产；建成国内首个大型无人机模拟飞

行实验室；“双流造”航空发动机单晶

涡轮叶片项目不仅一举突破国外“卡

脖子”技术、让国内货运航空发动机从

此有了“中国心”，而且把与美国的技

术差距至少拉近了20年……在相里麒

看来，成都航空制造已然成势，而双流

独树一帜。

在成都芯谷产业功能区，中电

光谷副总裁、成都芯谷公司总经理

贺海华告诉记者，双流区政府与中电

光谷公司联合打造的1平方公里成都

芯谷研创城高品质科创空间已注册华

大九天、中电九天、澜至电子、成都华

微及中科院微电子所西南研究院和中

发集团等20余家头部企业，精准聚焦

集成电路、工业互联网等细分领域和

未来赛道，打造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主阵地、集成电路创新策源地和产

业聚集区。

不靠海、不沿边，走向世界靠蓝

天。双流凭借三四公里的机场跑道，

建立起与世界的联系，靠的是强劲的

产业链和创新链。

近年来，双流立足国内国际“双循

环”，持续深化功能区理念，以航空运

输为核心，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

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创新区域协同，

参与全球分工，撬动产业升级。双流

聚焦航空经济、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

三大适航战略性新兴主导产业，建设

双流航空经济区、成都芯谷、天府国际

生物城等三大市级产业功能区，出台

《促进航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政

策》等多项新政，推动航空运营、制造

维修、航空物流、跨境贸易、航空金融、

航空总部等六大航空核心产业加速集

聚，筑牢临空经济示范生态圈。

2020年，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地

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航空运

营服务实现营业收入950亿元，聚集

国航、川航9大基地航司，构建至“北

上广深拉”商务联合快线，打造具有全

球辐射力的精品商务航线枢纽。航空

制造维修实现营业务收入80亿元，聚

集国航维修基地、川航维修基地，建设

亚洲最大航空动力维修基地，打造全

国航空维修第三极产业地标。航空物

流主营业务收入突破40亿元，聚集川

航物流基地、顺丰西部航空货运枢纽、

德邦物流西南总部，打造以航空为主

的“空铁公水”多式联运体系。航空金

融租赁产业规模突破20亿元，聚集金

石飞机租赁、长虹租赁等航空金融租

赁企业12家，落地空客A330、中商飞

ARJ21飞机等项目，打造中国航空租

赁第四极。中国商飞成都培训基地、

国航培训基地等航空培训项目相继落

地。打造领先中西部的口岸贸易新高

地，布局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

（B型）、国际快件中心等开放功能平

台，入驻DHL、UPS、中外运等国际快

件和跨境电商企业17家，2020年实

现外贸进出口670亿元。电子信息产

业聚焦“芯屏网端”落地海威华芯、中

电熊猫等重大产业化项目，实现产值

704.4亿元；医药健康产业引进迈克生

物、国药中生血液等重大项目，产值

55亿元。

创优营商环境
公园城市示范区样板加快形成

与双流机场一墙之隔，有着诗意

般名字的57.3亩空港商务综合体——

双流“空港·云”于6月对外开放。市

民和游客可以站在这个开放式“云”

平台极目观景或参与空港商务展示、

对外交流和国际会议，既可体验“飞

来开会、开完就走”的“快”节奏，又

可享受喝茶聊天、市井休闲的“慢”

生活。

在距此24.8公里的地方，“成都

东站候机楼”正有序施工，预计6月

底投运；“成都宽窄巷子城市候机楼”

建设也已启动。据测算，成都东站到

双流机场的旅客每年约200万人，面

积约340平方米的成都东站候机楼，

为经此飞往世界各地的旅客提供更

加便捷舒适的“一站式”空铁中转乘

机体验服务。

碧水蓝天、飞鸟翔集；湖光潋滟、

绿草如茵。双流是一座6河并流的

城市，人的勤劳和水的善柔塑造出

双流勤劳勇进、开放创新的城市精

神。近年来，双流抢抓国家临空经

济示范区建设、自贸试验和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机

遇，深入践行成都建设新发展理念

的城市，对标国际一流、扩大对外开

放、创优营商环境，打造“人港城产”

融合、“人城境业”和谐统一的公园

城市示范区标杆和样板。

双流以成都公园城市理念推动

营城模式变革，规划建设机场东西两

侧双“井”字形城市绿地体系；投资6

亿元，总建面 12.7 万平方米的成都

首个临空经济示范区大型城市综合

体、空港首家“一站式”幸福美好生活

中心——“会缘·新悦荟”加快建成。

截至2020年底，双流城市绿化覆盖率

达49.05%；“一山一园、两楔多廊”的

生态格局和15,000亩空港中央公园，

形成了双流公园城市的独特气质和诗

意栖居。

同时，双流对标“北上广深”做优

一流营商环境，构建形成“1+8+N”三

级政务服务体系，实现审批服务“一站

式”、审批事项“一窗办”、企业办事不

出功能区；“企业咖啡时”“市民茶话

吧”“院校菁英汇”等三大为民服务品

牌多维联动，企业诉求办结率达97%

以上、满意率达98.85%。

6月 24日，距双流国际机场 50

公里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将正式通

航。随着天府国际机场的投运，两地

必将形成“两翼”齐飞、优势互补的竞

相发展态势，其客货吞吐总量将超过

全球最大的机场——美国亚特兰大

机场。如今，两地机场间高速公路已

经规划实施，寸土寸金的双流空港将

迎来产业链、创新链、生态链的多重

再生和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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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经济之都强势崛起中国航空经济之都强势崛起
四川成都市双流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四川成都市双流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以港强产坚持以港强产、、以港赋能以港赋能、、以港定城以港定城、、

以港提质以港提质、、以港聚势以港聚势，，推动推动““人港城产人港城产””深度融合深度融合，，高质量建设临空经济示范区高质量建设临空经济示范区

□ 本报记者 王明高

□ 雷云锋

飞机之于重庆，有着极为复杂的

情感和难以忘却的记忆：既有陪都时

遭受日机大轰炸的惨烈，也有重庆珊

瑚坝老机场作为国内民航史上首个陆

上机场的荣光。

机场之于重庆，有说不完道不尽

的故事：既见证了这个老工业基地向

网红流量城市的蝶变，也见证了这个

大城市大农村“范儿”年轻直辖市向

“两点”“两地”的逆袭。

伴随着临空经济起飞，重庆迎来

创新驱动与转型升级的“高光时刻”。

2016年10月，国家发改委、民航局批

复同意支持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建

设，重庆市成为第4个国家级示范区。

当前，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进展

如何？5年后，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

将是什么模样？带着这些问题，记者

前往重庆市临空办、重庆临空经济示

范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

采访。

发挥政策叠加优势

1985年11月30日，在“轰隆隆”

的爆破声中，重庆江北机场在重庆市

原江北县两路镇一块台壁地上破土动

工，历时4年有余即建成投用。

1994 年，江北县撤县设为渝北

区。2002年，毗邻江北机场的沙坪镇

成为一个消逝的地名，代之以一个“洋

气”的名字——空港工业园区；2008

年，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诞生，是全

国首个内陆保税港区，与空港优势叠

加，成为重庆开放型经济的主战场。

随着机场实力的增强，渝北区的

发展能级不断提升，一个传统的农业

穷县一跃而成重庆第一富区，自2011

年以来连年位居重庆 GDP 第一。

2020年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612.22亿元，其中航空产

业占比达41.6%。

据重庆市临空办党组成员、副主

任曹章介绍，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规

划总面积147.48平方公里，其中江北

机场总体规划区36.68平方公里。按

照统筹协调、生态优先、整体规划、分

步实施的原则，对照“一核五区”的功

能分区对示范区进行建设。其中，“一

核”即临空经济示范核心区，依托重庆

江北国际机场和中新合作航空产业项

目，重点从航空公司基地建设、航空保

障服务、飞机维修、商务航空飞机保

障、公务机托管服务中心、机场小型会

展、总部经济等方面进行产业布局；

“五区”即临空制造区、临空商务区、临

空物流区、临空会展区、临空保税区5

个功能片区。

2018年，由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渝北区政府授权的主体共同出资

组建的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担负起开发示范

区核心区的重任。依托核心区北区、

南区的土地，开发公司试图把“临空”

二字发挥到极致。

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周旭介绍

说，目前，北区C4片区已完成招商，正

在推进南区D6、F地块的开发建设和

针对性招商工作，力争F地块尽快纳

入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同时，建立

“重大事项会商机制”，不定期由开发

公司会请机场集团及渝北区政府，就

示范区核心区开发建设中的重大事项

进行会商，确保示范区开放建设有序

推进。

按照周旭的设想，依托临空区位

优势和“网红山城”自带的流量，南区

的F片区拟建成集机场科普教育、机

上逃生与救援体验于一体的新型“网

红打卡地”。

重庆市发改委有关人士介绍说，

近年来，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充分发

挥“自贸区+临空经济示范区”政策叠

加优势，外资投资限制缩减到40条，

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领域、降低

外商投资准入门槛。发布促进跨境贸

易便利化16项措施，涵盖压缩货物通

关时间、优化货物通关流程、推进税证

改革、提升运行质效、完善口岸配套服

务设施5大领域。大力推广“一体化”

通关，持续压缩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已

实现“7×24”小时通关常态化。率先

探索跨境电商“前店后仓+快速自提”

“跨境出口”业务，争取跨境电商B2B

出口业务政策，开行跨境电商出口首

发专列，2020年实现交易额约48.24

亿元、增长约 29%，占全市比重约

70%。探索建立保税航材仓库，累计

进口航材约1390万美元。

强化临空产业支撑

目前，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的航

空关联产业已实现快速聚集：引进华

夏航空飞机维修、中新机场合资公司、

重航飞机租赁等重大项目；积极主动

拜访及接待新加坡企业、商协会等共

200次，多次牵头组织或参加重大中

新项目推介、洽谈活动，引进中新机场

商业管理、普洛斯等中新合作重点示

范项目 13个；引进保税租赁飞机 9

架、进口贸易额约5.2亿美元。

在打造临空物流产业方面，重点

发展航空快运、保税物流、高端冷链等

产业，依托木耳物流产业园、空港国际

商贸物流园、机场航空物流园，建成物

流资源超过110万平方米，可建仓储

规模超过200万平方米。打造内陆

“水公铁空”多式联运国际物流枢纽支

点，示范区货物集散能力不断提升，全

球前5位物流投资商聚集示范区，目

前入驻物流企业91家，包括顺丰速

运、DHL、国泰航空、俄罗斯空桥航

空、东航、川航等国内外大型航空公司

和物流企业。

在打造临空制造产业集群发展方

面，以创新经济走廊、前沿科技城、空

港经济工业园为依托，着重围绕智能

终端、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

部件等产业谋篇布局，着力打造千亿

级智能终端产业集群和汽车产业集

群，以OPPO、传音、中光电、捷荣等智

能制造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集群初步

形成，2020年智能终端产业产值达到

398.55亿元，手机出货量9041万部。

聚焦新能源汽车、汽车核心零部件等

产业，利纳马、大明电子、中利凯瑞等

21个汽车核心零部件项目落户示范

区，初步形成以北斗智联、大明电子、

迅昌汽车等智能汽车配套企业为主的

智能汽车产业园，新能源及智能汽车

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

在打造临空商务产业方面，汇集

龙湖、大悦城、万科等商开企业和江

小白研发与文创中心、OPPO西南总

部基地等总部企业，集餐饮住宿、商

贸购物、休闲娱乐和企业总部一体的

高端商务聚居区加快建设。会展名

片逐步打响，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三年

举办大型展览35个，国际性展览18

个，国际性会议12个，会展参观人流

达 1200 万人次，拉动城市经济 500

亿元。

在打造临空服务贸易产业方面，

大力推动保税贸易发展，保税港加工

贸易推动实现工业增加值约66.9亿

元，带动进出口额约845亿元。建设

“一带一路”商品展示交易中心（空港）

项目。建成U创跨境电商产业园和临

空国际贸易示范园两个跨境电商企业

聚集区。开设425平方米的启德免税

展示中心。大数据产业初露头角，引

进入驻华为云、长安汽车软件研究园

等150家企业，累计汇聚数据资源达

15亿条，新增国家级研发平台2个，创

建市级新型研发机构24家，为国家信

息中心、西部研究院的大数据分析决

策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期盼共享两江新区优惠政策

按照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十四

五”期间建设目标，5年后，将全面建

成创新驱动、开放引领、宜居宜业的示

范区，成为内陆地区重要的综合物流

枢纽，在创新驱动型、贸易国际化、产

业链条式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建成

内陆开放空中门户、低碳人文国际临

空都市区、临空高端制造业集聚区、临

空国际贸易中心和创新驱动引领区。

到2025年，实现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

全域GDP突破1000亿元，规上工业

增加值达到500亿元，进出口贸易达

到1800亿元。

事实上，要实现上述目标并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重庆临空经济

示范区面临的压力不小。

重庆市政协委员、渝北区政协副

主席、民盟渝北区委主委夏小敏分析

说，对标郑州、成都、上海等其他示范

区，重庆的临空产业基础并不雄厚，政

策优势也不明显。

夏小敏认为，在享受国家政策方

面，重庆难以与郑州相比；就市级层面

而言，示范区部分区域属于两江新区

范围，但由于不属于两江新区直管区，

难以享受到同等优惠政策。

为此，夏小敏建议重庆临空经济

示范区能共享两江新区优惠政策，如

两江新区先进制造、金融、总部经济、

科技创新等产业政策的市级税收返

还，以及市级土地出让金全额返还等

政策，同时加大航空物流补贴政策支

持，出台临空强关联产业扶持政策。

全面建成创新驱动开放引领示范区
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对照“一核五区”功能分区进行建设，“一核”即临空经济示范核心区，

“五区”即临空制造区、临空商务区、临空物流区、临空会展区、临空保税区5个功能片区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