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提升成都国际航空枢纽能级推动

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
川办发〔２０２４〕４７ 号

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资阳市人民政府ꎬ省政府有关部门、有关

直属机构ꎬ有关单位:

«提升成都国际航空枢纽能级推动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三年行

动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ꎬ现印发给你们ꎬ请认真组织实施ꎮ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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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成都国际航空枢纽能级

推动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决策部

署ꎬ进一步提升成都机场(含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能级ꎬ加快打造空中丝绸之路ꎬ制定本方案ꎮ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ꎬ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ꎬ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ꎬ以互联互通为主线ꎬ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ꎬ积极完善对外开放空中通道ꎬ做大做强航空货运枢

纽ꎬ持续优化口岸通关环境ꎬ大力培育发展航空优势特色产业ꎬ不

断强化开放合作服务ꎬ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ꎬ为构筑

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提供重要支撑ꎮ

到 ２０２７ 年ꎬ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基本建成ꎬ运行效率和服务水

平全国领先ꎬ航空第四极的地位更加稳固ꎮ 构建起辐射全国、联动

全球的航线网络ꎬ年旅客吞吐量 １ 亿人次以上ꎬ年货邮吞吐量 １００

万吨以上ꎬ其中国际(地区)旅客吞吐量 ７００ 万人次以上、国际(地

区)货邮吞吐量 ３０ 万吨以上ꎮ

二、实施基础设施提升行动

(一)完善机场功能设施ꎮ 开展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二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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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研究工作ꎬ加快实施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提质改造工程ꎬ统筹推

进区域管制中心、终端管制中心和机场配套空管项目等建设ꎬ研究

制定省级民航基础设施建设补助政策ꎮ 布局建设防灭火、应急救

援和医疗救护停机坪ꎮ

(二)维护机场空域安全ꎮ 加强成都国际航空枢纽空管基础

建设ꎬ推进成都终端区管制能力提升ꎬ优化通信导航监视台站布局

和配置ꎬ完善空管台站电磁环境保护措施和无线电干扰特别是全

球定位系统(ＧＰＳ)干扰防范及排查机制ꎮ 出台成都机场净空保护

管理工作机制ꎬ加大净空保护宣传与执法ꎬ完善无人机等 “低慢

小”升空物干扰机场运行协同联动工作程序ꎬ加强无人机防控技术

手段建设和应用ꎮ

(三)强化综合交通支撑ꎮ 完善机场周边高快速路网ꎬ加快成

达万高铁、成渝中线高铁、市域铁路公交化二期等重大项目建设ꎮ

启动开展成都外环铁路一期工程、市域(郊)铁路龙泉驿至天府机

场线前期工作ꎮ 探索研究规划建设天府机场至成都绕城专用通

道ꎮ 强化公共交通“零距离换乘＋无缝化衔接”ꎮ

(四)推动多式联运发展ꎮ 深化“空铁”联程联运试点和“空铁

公”运输体系一体化试点ꎬ规划研究天府机场北高铁货运站ꎬ创新

“航空＋高铁”货运联运模式ꎬ构建快件、生鲜等货物联运服务体

系ꎮ 鼓励航空公司、铁路运输企业、大型物流公司合作开发 “空

铁”联运产品ꎬ探索“空铁”联运服务向周边高铁直达城市拓展延

伸ꎬ开发适应“空铁”联运的票制产品ꎬ实现“一次购票、一笔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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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程通行”ꎮ

三、实施机场运营提质行动

(五)动态配置航空资源要素ꎮ 优化成都机场进离场航线和

飞行程序ꎬ增加时刻资源ꎬ构建运力投放联动机制ꎬ促进成都“两场

一体”高效协同、功能互补、差异发展ꎮ 支持成都努力打造全方位

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ꎬ积极争取国际航权资源配置等资源

倾斜ꎮ

(六)完善国际航线布局ꎮ 突出西向南向门户枢纽优势ꎬ聚焦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ꎬ积极争取航权资源ꎬ增加欧洲、北美洲等国

家通航点ꎬ拓展南美洲、非洲、中东、中亚等地区新航点ꎮ 建设国际

精品航线网络ꎬ积极落实支持成都机场新开通、复航、加密国际航

线且稳定运营的航空市场主体激励政策ꎮ 全面提升成都机场中转

保障能力ꎬ研究制定支持复合型国际航线中转政策ꎬ推行行李直

挂、通程航班ꎬ探索跨航空公司便捷中转ꎮ

(七)壮大基地航空公司ꎮ 增强航空公司在成都机场投放的

国际运力ꎬ提升国际航线网络支撑能力ꎬ促进基地航空公司能级提

升、份额提升ꎮ 鼓励基地航空公司强化内部协同ꎬ通过航空联盟、

股权联盟、代码共享、航线联营等方式深度拓展联程航线网络ꎮ 研

究制定支持基地航空公司发展的土地、财税等配套政策ꎬ鼓励在川

金融机构加大对基地航空公司金融支持ꎮ

四、实施货运补短强化行动

(八)扩大国际货运通道网络ꎮ 打造以成都国际航空枢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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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Ｙ”字型国际货运网络ꎮ 推动“全货机＋客机腹舱”协同发

展ꎬ加密至亚洲重要航点全货机航线ꎬ打造辐射泛亚地区 ５ 小时

“亚太空中货运圈”ꎮ 鼓励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与川航集团等航空

公司合作ꎬ布局欧洲、东南亚、北美洲、大洋洲等重要节点城市ꎬ推

进建设成都国际货运航空集散双枢纽ꎬ打造 １１ 小时“亚欧空中货

运走廊”ꎮ 深化成都机场与境外枢纽机场合作ꎬ加快建设成都—布

鲁塞尔空中丝绸之路ꎬ并争取纳入国家层面统筹支持推进ꎮ

(九)做强国际航空货运基地ꎮ 培育壮大本土基地货运航空

公司ꎬ探索通过收购、参股等方式引入其他货运航空公司ꎬ积极招

引国内外知名基地货运航空公司和货运代理ꎬ研究制定支持基地

货运航空公司或航空物流集成商在川增加全货机运力投放、提升

集散货功能等政策措施ꎮ 推动通过购买、融资租赁以及湿租等方

式增加货机运力ꎬ支持航空公司通过时刻置换增加货运白天时刻ꎮ

鼓励省属平台企业与海外航空公司开展股权合作ꎬ推动建设成

都—布鲁塞尔等海外货站ꎮ

(十)完善航空物流枢纽设施ꎮ 支持成都机场布局建设国际

邮件分拨中心、国际快件分拨中心、跨境电商分拨中心、全球供应

链管理中心ꎮ 支持成都聚焦医药、生鲜、农产品等领域打造西部骨

干航空物流冷链产业园ꎮ 鼓励在成都机场进出港的大型企业在川

建立运营仓库以及相应的产品生产基地ꎮ

五、实施口岸环境优化行动

(十一)拓展口岸服务功能ꎮ 推动外国人过境免签政策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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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联动ꎮ 争取成都航空口岸获批启动贴纸式临时入境许可ꎮ 优化

完善成都航空口岸 ２４ 小时过境免办边检手续ꎮ 拓展冰鲜水产品、

食用水生动物、水果、植物种苗、肉类等进口业务ꎬ完善药品及生物

制品指定口岸、快件中心、危险化学品仓库等功能ꎮ 支持打造中国

邮政中西部地区逆向海淘集运邮政和商业专线枢纽口岸ꎮ 进一步

推进成都航空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ꎬ推动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创建国际卫生机场ꎮ

(十二) 提升通关便利化ꎮ 积极对接国际通行规则ꎬ加快口

岸、海关监管等领域制度创新ꎬ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ꎮ 强化成都双

流国际机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海关业务协同配合ꎬ支持复制推广

全国、全省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ꎬ创新客货通关流程ꎮ 深

化实施“７×２４ 小时”预约通关服务ꎬ强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

能ꎬ丰富“智慧综关”平台功能ꎬ促进口岸基础设施共享共用和信

息系统互联互通ꎮ

六、实施航空经济培育行动

(十三)建设临空经济区ꎮ 优先支持将区域内重大产业项目

纳入国、省重大项目清单ꎬ并在用地方面予以重点保障ꎮ 支持将有

关航空产业纳入西部地区新增鼓励类产业目录和外商投资鼓励类

产业目录ꎬ优先将有关适空产业企业纳入“百企领航、千企升级”

重点外贸企业培育工程ꎮ 支持“区港一体化”申建成都天府国际

空港综合保税区ꎬ开展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试点ꎬ构建大飞机全

生命周期服务产业链ꎮ 支持发展大飞机产业ꎬ开发新一代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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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空天动力等未来产业ꎬ搭建概念验证、小试

中试等技术熟化公共平台ꎮ

(十四)提升国际消费竞争力ꎮ 推动在成都机场建设跨境电

商消费体验中心、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川菜美食品鉴中心、天府文

化体验中心等ꎬ吸引高端品牌旗舰店、体验店、集成店及概念店等

入驻ꎮ 支持在重点商圈、景区设立城市候机楼ꎮ 支持培育以航空

经济为主题的展览、展示、体验、文创等业态ꎮ 支持设立市内免税

店、开展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试点ꎮ 打造以成都机场为进出境门

户的精品旅游线路ꎮ 持续提升外籍人士在川消费支付便利化水

平ꎬ扩大国际支付应用场景覆盖和服务供给ꎮ 推动金融机构在成

都机场加快自助兑换机投放ꎮ

(十五) 打造国际空港商务区ꎮ 支持引进国际酒店、楼宇经

济、商业综合体、美食街区等高端商务项目ꎬ培育发展首店经济ꎮ

支持发展金融租赁、新型离岸国际贸易、贸易融资、跨境人民币结

算等业务ꎬ积极推动贸易投融资便利化ꎬ探索以市场化方式设立航

空制造、航空服务、通用航空等领域航空产业基金ꎮ 统筹成都天府

国际机场红线内外商业一体化发展ꎬ培育空港新城商圈ꎮ

七、实施航空绿色发展行动

(十六)提升民航科技创新能力ꎮ 深入推进绿色民航科技创

新体系建设ꎬ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ꎬ推进各方科研力量优化配置

和资源共享ꎮ 支持建设民航科技创新示范区ꎬ强化民航低碳、零

碳、负碳等先进技术攻关ꎬ支持打造一批开放型实验室、工程中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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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科研项目ꎬ加快研发成果转化

和规模化应用ꎮ

(十七)加大绿色低碳技术推广ꎮ 推动民航节能减排技术和

设备应用ꎬ鼓励在成都机场提质改造中优先应用环保新材料、雨水

循环再利用等技术ꎮ 深入推进成都机场运行电能替代ꎬ优化完善

机场岸电设施ꎬ提升场内电动车辆设备占比至 ２５％ 以上ꎬ场内充电

设施与电动车辆设备数量比不小于 １３ꎬ近机位桥电使用率达

９５％ 以上ꎮ

(十八)完善民航减排措施ꎮ 协同开展民航基于国际航空碳

抵消和减排机制成效评估研究ꎬ积极做好风险识别和应对ꎮ 鼓励

运输航空企业开发使用航班碳排放计算器等工具ꎬ开发自愿碳抵

消产品ꎬ探索通过碳排放权市场交易降低民航碳排放ꎮ 积极参与

全球范围民航交流合作ꎬ持续完善民航碳减排政策措施ꎮ

八、实施航空人才引育行动

(十九)加大专业人才引育ꎮ 支持民航领域高层次人才申报

“天府峨眉计划” “天府青城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ꎬ机场、航空公

司等单位加快制定和实施相匹配的人才队伍发展规划ꎮ 加大对飞

行、机务、签派、国际营销等民航急需人才引进力度ꎬ对符合条件的

人才发放“天府英才卡”享受相应配套服务保障ꎬ建立健全与国际

航空枢纽发展相适应的人才评价、考核和激励机制ꎮ

(二十)加强航空人才培养ꎮ 支持在川普通高等院校设立民

航类专业ꎬ推进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天府新校区建设ꎬ支持中国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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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学院等在川民航类高校扩大招生规模ꎬ举办民航行业相关会

议、论坛ꎮ 支持在川航空职业学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ꎬ支持

牵头申报建设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ꎬ持续提升学校关键办学能力

和技术服务能力ꎮ 支持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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