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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迈入双机场时代，成都靠什么“起飞”？
2021年6月27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

式通航。作为“十三五”期间规划新建规模
最大的民用运输机场项目，这一“超级工程”
总投资超过 700亿元，自 2011年 5月启动选
址开始，可谓“十年磨一剑”。

这一天，成都继上海、北京之后，成为中
国大陆第三个拥有两个国际枢纽机场的城
市。对“一市两场”格局展望已久的成都此
前多次表示：

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心城
市，城市能级能不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实现
更大跃升，与天府国际机场的功能定位和作
用发挥密切相关。

不仅如此，天府国际机场更事关“四川
在全国开放大局和经济版图中的战略地
位”。这个决心摆脱蜀道束缚的西部大省，
深知交通之于地方发展的重大意义，除了

“砸锅卖铁”也要建高铁，更要“决胜空中”。
“两场一体”运行模式下，成都如何打造

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双机场将如何改变
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地区？面对不断调整
的全球经贸格局，中国西部又拿什么吸引高
端资源要素集聚，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一市两场
距成都天府广场约 60公里，龙泉山东

侧，新引擎已经发动。
6月 27日，共有 6架航班从天府国际机

场起飞，通往北京、上海、广州。截至下午 1
点 48分，首趟航班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比计
划时间提前37分钟。

这个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核心机场，“拉近了成都与北上广的时空距
离”——城叔日前在成都东部新区采访，总
能听到这样的形容与期待。

吉利学院副校长王敏表示，这是“家门
口的机场”“开车只要 20多分钟”，极大消解
了前往双流国际机场路途中的不确定性，更
有利于对外交往。

在此之前，成都以及四川与外部联通，
主要通过双流国际机场。

1956年 12月，成都双桂寺机场更名为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并划归民航，成为成都最
主要的民航机场。

民航局统计数据显示，双流国际机场旅
客吞吐量在 2004年突破 1000万人次后，迅
速攀升、连跨台阶，2018年跻身“5000万俱
乐部”。去年疫情影响下，双流国际机场旅
客吞吐量也超过了 4000万人次，仅次于广
州白云机场。

但在“繁忙机场”的另一面，由于时刻资
源紧张、停机位严重不足等因素，制约了航
空公司的运力投入和航班量的持续增长；加
之地面交通容易拥堵，轨道交通通达性、便
捷性不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旅客出行体
验。

“一市两场”为做大总量带来了想象空
间，“两场可以相互配合，共同向上申请航空

时刻。”成都东部新区航空和口岸经济局局
长陈文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5月 20日凌晨，西部地
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空域调整方案正式
实施。作为天府国际机场建成投运的重要
基础性工作，此次空域调整旨在形成全新的
空域运行环境，提升空域容量、提高飞行效
率和品质。

根据民航局与四川省联合印发的《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转场投运及“两场一体”航班
时刻资源配置方案》，天府国际机场将通过
四个航季完成转场。

其中，第一航季（投运日至 10月 30日）
每日计划航班量约 271 架次；第四航季
（2022年 10月 30日至 2023年 3月 25日）全
部转场完成后，日均航班量将达到约 1138
架次。

“届时，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将拥有完善
的国内干支航线网络布局、建成高效衔接的
枢纽中转网络，国际航线网络覆盖范围和航
班密度显著增强，成都国际航空枢纽的主枢
纽机场地位将进一步突显。”四川省机场集
团副总经理、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分公司总经
理张洪刚表示。

按照《成都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投
运后的天府国际机场承担客运和货运的核
心枢纽功能。双流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线将
全部平移至天府国际机场，全货机航线也将
分阶段平移。

需要说明的是，受全球疫情影响，第一
航季不涉及国际航线转场。张洪刚表示，投
运初期的重点是“打造国内中转航线网络”。

内陆枢纽
从世界历史看，交通一直是推动城市兴

盛的重要条件。这其中，机场究竟蕴藏着多
大的能量？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卡萨达曾提
出著名的“第五波理论”。他指出，机场将取
代过去的海港、内河、铁路和高速公路系统，
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由
此诞生的“机场城市”，将对全球城市现有格
局带来“第五次冲击波”。

一个原因是，人的联通能力和信息控制
能力正在比物的运送能力发挥更重要的作
用。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研究网络评
价体系显示，代表“货物能力”的海港职能在
城市竞争力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有限，而代表

“交往能力”的空港价值则更为突显。
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城市，由此成为

此轮变局的“闯入者”。
最知名的例子当属美国亚特兰大。根

据国际机场协会（ICA）统计的“全球最繁忙
机场”排名，哈兹菲尔德-杰克逊亚特兰大国
际机场曾连续 22年居于旅客吞吐量排名全
球第一。

2019年，其以 1.1亿吞吐量继续领衔全
球机场，比该指标全美第二、全球第三的洛

杉矶国际机场多出超过1000万人次。
为何内陆城市能在“航空时代”中脱颖

而出？
成都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宋阳等人

研究发现，客货吞吐量最高的国际主要机
场，常常对周边区域乃至全球有较强的运输
吸引力，而这又取决于机场对外航空运输的
网络密集程度、周边区域到达机场的便捷性
以及机场自身配套水平和周转效率等因
素。基于此，因区位优势而一度“称霸”铁路
时代的内陆城市，更有借力升级的可能性。

“前机场时期”的亚特兰大，因地处美国
东南交通重要节点，被选作“西部-大西洋”
铁路的终点。

1978年美国放松航空管制后，美国空运
市场竞争加剧，各航空公司纷纷放弃原有以

“城市”为主的多中心航线网络，效率更高的
中枢辐射型（HSS）运作模式被广泛采纳，有
地利之便的亚特兰大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
地”。

数据显示，从亚特兰大出发，2小时航行
圈恰对应美国东部人口稠密地带，美国80%
人口均在该范围内。中转也成为亚特兰大
机场主要业务——达美航空对亚特兰大机
场超过70%的市场占有率，助推亚特兰大机
场中转率高达70%。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德国法兰克福。
有数据显示，法兰克福机场是欧洲中转率最
高的机场，辐射欧洲人数最多的区位条件和
贡献全机场 60%客运量的汉莎航空功不可
没。

除此之外，法兰克福机场还构建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空铁联运系统，使其客运腹地突
破德国边界，延伸至法国、比利时和瑞士。

眼下，相同的机遇亦在成都出现。根据
年初发布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
要》，成渝地区上升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并列的四极之一。

而在更广阔的视阈下，成都还在谋划构
建匹配亚太人口稠密地区地理中心的交通
优势，这其中，以成都为网络中心的国际航
空大通道尤为重要。

从何破局
天府国际机场无疑是成都走向国际航

空枢纽的关键一子。
规划显示，天府国际机场本期建成投运

的“两纵一横”3条跑道、71万平方米的航站
楼及相应的配套设施，能够满足年旅客吞吐
量 6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30万吨的需
求。

而在远期规划中，机场将建设“四纵两
横”6条跑道，14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满足
年旅客吞吐量 1.2亿人次、货邮吞吐量 280
万吨的需求。

而根据《成都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
预计到 2025年，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年旅客
吞吐量达到 1亿人次以上、货邮吞吐量达到

190万吨；到 2035年，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1.6
亿人次、货邮吞吐量达到350万吨。

如何理解这一数字？对照 2019年疫情
前机场情况，亚特兰大机场旅客吞吐量仅为
1.1亿人次；与此同时，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吞
吐量为5585.85万人次，若达到规划数字，相
当于 15年内成都旅客吞吐量将增长接近 2
倍。

雄心不可谓不大。但更重要问题的是，
天府国际机场如何担此重任？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的
曾永松等人研究发现，在GaWC排名靠前的
9个Alpha级城市中，其主要枢纽机场在世
界航空客运和货运的排名基本位于前 20
位。由此可见，“位于‘金字塔尖’的世界城
市具有强大的全球影响力和资本要素控制
力，往往使得其航空网络极其发达”。

换句话说，机场能否走向世界航空运输
体系最高级别，不仅在于自身的组织运转能
力——如亚特兰大和法兰克福，建立中枢辐
射型航空结构、有效实现空铁联运机制，更
将受到城市的资源调配能力和整体发展能
级的影响。

以全球航空格局为例。据曾永松等人
研究，成都处于欧洲-澳洲黄金航线中间位
置，并且中国至欧洲、澳洲的航空市场潜力
巨大，可与迪拜等中东、南亚城市竞争洲际
中转客流，潜在腹地范围广阔。但有迪拜、
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塔尖城市“守擂”，成都
想要突围并非易事。

在两个层面存在破局可能——
对内，步入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期，成

都有进一步提升产业能级，从而增强城市竞
争力的空间。

中国城市临空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马
剑此前曾对媒体分析，世界级临空产业集群
和国际一流航空服务能力并非机场能级提
升的“结果”，而是“原因”。在亚特兰大，发
达的机场背后，是其世界 500强数量位居全
美第三的城市地位；在法兰克福，强大的制
造业和金融产业亦与机场相伴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都具备发展适空
产业的基础。成都东部新区相关负责人曾
指出，航空是成都直接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
主要方式，“近年来成都经航空运输的进出
口贸易总额占比长期超过70%。”

对外，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世界
级机场群的目标下，抱团发展、共同成长，将
成为“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优势。

如民航局局长冯正霖此前指出，当前，
我国机场网络布局总体仍呈东强西弱、东密
西疏的态势，在广大西部地区，机场网和航
线网还缺少一个有力的战略支撑。建设成
渝世界级机场群，将能使航空运输网络结构
得到质的提升，并有望对全国乃至亚太、全
球航空运输格局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