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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融资 180 亿砸向机场 

邓全伦 

10 月 17 日，重庆机场集团总经理赵江平率领一众高管奔赴成都，向民航西南管理局汇报今年以来的工作。但此行还有.项

重要目的，请求管理局在机场建设项目上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和帮助。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以下简称“重庆机场”)正在推进一项总投资超过 280 亿元的扩建工程—新建第三条跑道，一个航站楼

以及一处转运中心。重庆机场集团针对此工程推出了一个总额达 180亿元的融资计划。 

重庆市的目标很明确:通过系列扩容，重庆机场将拥有 4 条跑道，年旅客吞吐能力超过 7000 万人次，晋升全球知名国际机

场、中国内陆最大的复合型枢纽机场。 

不间断的扩容 

重庆机场此次扩建工程，早在 2011 年 12 月 23 日奠基。据规划，新建的机场第三跑道设计长度 3800 米，东航站楼设计规

模 45万平方米。 

该工程以 2020年为目标年，建成后，重庆机场可以满足世界上最大飞机 A380的起降、飞行区等级达到世界先进的 4F级水

平，其年旅客吞吐能力将达 4500万人次、货邮吞吐能力 110万吨，实际能满足 5000万-6000万人次旅客吞吐量，相当于再造一

个重庆机场。 

这是重庆机场第四期扩建工程。此前，1990年通航的重庆机场，已历经 1997年、2001年、2008年三次较大规模扩建。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表示，重庆机场走的是一条不间断扩容之路，当该市的规划旅客流量达到某一个饱和量时，其相配套

的机场建设就相应启动。 

近年来，重庆 GDP 一直保持高位增长，给民航事业亦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巨变，重庆机场旅客吞吐量以平均每年 200 多万人

次的速度不断攀升。 

2011年，该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1900万人次，相当于十年前的 7倍、五年前的 3.2倍，其排位跃居全国第 9位、世界第

8。位。2012年预计旅客吞吐量将达 2200万人次。 

黄奇帆表示，今后还将择机启动重庆机场第四跑道建设，最终建成内陆最大的复合型机场，跻身中国四大航空枢纽行列。

按照规划，到 2030 年，重庆机场实现复合型枢纽建设目标，拥有四条跑道、航站楼总面积 90 万平方米，旅客吞吐量达到 64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220万吨;至 2040年，终端旅客吞吐量达到 7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300万吨，成为亚洲领先、世界一流

的商业门户枢纽。 

重庆机场集团总经理赵江平称，重庆市对重庆机场作出宏大的规划，其思维依据是，在地图上画三条线，拉萨-上海、新疆

-东部城市群、云南-东北地区，重庆都在这三条线的中点，且空中绕飞距离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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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在地图上以重庆为中心画三个圈，1小时航程圈覆盖长沙、武汉、西安、贵州、昆明、成都等城市，包括 20-30个支

线机场，是中国发展支线的最佳辐射地;2小时航程圈则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海南;5小时航程圈则覆盖印度、日本、韩国、

东南亚各国，并且基本不需要越洋飞行就可以覆盖全球 1/3的人口。 

“重庆机场期望未来能形成从中东迪拜、欧洲经重庆转到北美、澳洲等区域的‘新洲际黄金通道’。”赵江平说，从而构建

与世界主要经济板块及重点地区的快速连接通道，形成覆盖全球、连通世界的国际客、货航线网络。 

来自重庆机场的消息称，该机场目前拥有国际(地区)客运航线巧条，国际(地区)货运航线 11条。2011年其人驻的航空货运

公司、新增的国际(地区)货运航线、国际(地区)货运航班班次、国际(地区)货运吞吐量增幅 4项指标均列中西部第一。 

500 亿巨资造梦 

重庆机场这项扩容工程，其超过 28C亿元的建设资金来自重庆市、民航局和企业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2:2:6。重庆机场集

团为此专门推出了.项高达 180亿元的融资计划。 

该融资计划正在等待国家发改委的拟复。众多银行已纷纷主动接洽重庆机场集团，并提出自己详细的金融服务方案，这些

银行包括了“四巨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 

消息人士称，本项融资可能是由接治的其中一家或多家银行来牵头的银团货款。目前各大银行争夺的焦点，在于争当这次

银团贷款的发起人。 

针对重庆机场提出在扩容项目上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的请求，民航西南管理局亦作出回应。该局局长周毅洲 10 月 17 日表

示“将积极向上级报告”。 

事实上，2010年 3月，国家民航局和重庆市举行高层会晤时，就明确提出将重庆机场打造成中国重要的大型复合枢纽机场。 

当年 5月，国家民航局与重庆市政府联合召开促进民航建设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给予重庆机场七大方面 36条“真金

白银”的政策措施。 

重庆是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正在打造内陆开放型城市，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为中西部经济建设的战略高地。 

该市市长黄奇帆表示，未来几年，是重庆大城市、大功能、大产业、大开放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中心城市建设、“3万亿”

工业板块的打造，以及内陆开放高地、西部金融中心、商务中心地位的凸显，将对航空客货运集散能力提出巨大挑战，迫切需

要加快机场硬件设施建设。 

重庆市政府已将建设内陆最大复合枢纽机场，列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平台和助推器。 

围绕这.目标，重庆机场已经启动了三大战略:开辟国际(地区)航线、增强全国干线辐射能力及区域支线航线网络布局。而

重庆机场的新航站区及第三跑道工程动工，被当地政府认为是标志着复合型枢纽机场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至此，重庆打造

我国第四大航空枢纽拉开序幕”。 

据重庆本土媒体披露的消息，该市为打造中国第四大航空枢纽计划斥资 500亿元，除了重庆机场这次 280亿元的扩容工程，

还包括军用白市驿机场的搬迁、构建立体换乘路网、完善客货航线网络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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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11 日，四川航空与重庆机场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手打造全国大型复合型航空枢纽。此前，南航、海航

等航空公司与重庆市政府签署了同样的合作协议。 

此外，重庆这一宏大的航空枢纽计划还催生了两家本土航空公司重庆航空公司和西部航空公司。 

争锋“第四枢纽” 

目前，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机场中，正式被国家民航局确认为国家级航空枢纽的机场无一例外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分别是

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机场，中西部地区尚未有一个机场跻身国家级航空枢纽之列。 

民航局 2011年 4月出台的《中国民用航空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将在中西部城市设一个地位与北、上、广机场相同

的国家级枢纽机场。这点燃了众多中西部城市冲刺“第四航空枢纽”的梦想。 

角逐的背后是这块招牌的“含金量”。作为国内等级最高的航空枢纽，“国家级航空枢纽”是指复合型航空枢纽，即拥有国

际航线、地区辐射能力及国内航线网络布局。 

一座机场一旦成为国家级枢纽机场，其规划与建设将会上升到国家级战略层面，并得到国家资金、政策等方面的重点扶持，

机场所处城市的区位优势也将因此得到提升。 

重庆欲摘“第四枢纽”桂冠，将遭遇来自成都、昆明、西安、长沙、武汉等城市的竞争。这些城市的机场近年来在基础设

施的建设与改进方面动作频频。 

与重庆机场相距不到 300公里的成都双流机场，也抛出了宏大规划，目标直指“国内第四大国际航空客货运枢纽”。成都的

规划是将在该市金堂建设第二机场，按照最大满足年客运量 8000 万人次设计，预留 5 条以上跑道，将开通 10 条以上国际直达

航线。新机场将会与双流机场采取“一主一辅”的方式运作，5条跑道根据客流量逐步建设。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今年 6 月已转场通航。该新机场定位为西南门户枢纽机场，致力于构建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辐射印

度洋区域，连通中东、非洲和欧亚的空中经济走廊。 

西安咸阳机场二期扩建工程今年 3月也通过验收，开启了双跑道运行时代，同时拥有 3座航站楼，可满足 2020年旅客吞吐

量 5000 万人次的需求，飞行等级和保障能力号称“比肩大型国际枢纽机场”。武汉、长沙也分别提出把各自机场打造成“内陆

门户机场”和国际航空枢纽。 

2011年成都机场实现旅客吞吐量 2900万人次，位居中西部各大机场之首，因此夺取“第四枢纽”之心更迫切。 

今年 2 月 2 日，四川当地媒体甚至相继刊文庆祝“成都双流机场晋升国家级航空枢纽”。其由头是国家民航局在 2011 年底

工作报告中提出“国航、东航、南航等大型航空公司和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型机场积极实施战略转型，加快构建航空

枢纽和完善航线网络”。 

当地媒体据此指出，这是民航局首次将成都机场同北京、上海、广州三大机场并列为同类型的机场，进而视此为成都机场

“升级”的重要标志。 

但业内人士指出，民航局文件将成都机场与北京、上海、广州机场并列，只能说明成都机场在争取“国家级航空枢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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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抢得了主动权，是理论上的“第四枢纽”首选，并不意味着真正升级。 

“目前我们确实要落后于双流机场，”重庆机场有关负责人坦言，“但我们有自身的优势和潜力，比如重庆的直辖市效应、

两江新区以及保税港区的优惠政策，将吸引更多的客商和企业投资落户重庆，从而带来航空客货运量的剧增，让重庆在枢纽争

夺战中有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