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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是指除军事、警务、海关缉私飞行和公共航空运输飞行以外的各类航空活
动。通用航空产业主要包括通用航空器制造业、通用航空商业、通用航空公共服务业等，
是国家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不仅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通
用航空需求，而且有利于带动我市冶金、化工、复合材料、电子、精密机械加工以及商务
飞行、作业飞行、旅游、会展、培训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做强西部产业高地。国家批准我
市开展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为重庆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提供了重大机遇。为加快推进全
市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发展思路和原则

(一)发展思路。

以构建通用航空全产业链为出发点，坚持市场化发展方向，以企业为主体，发挥政府
引导和促进作用，积极有序推进通用航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通用航空器制造、通航
飞行、教育培训、应急救援等各项产业，实现通用航空产业一体化、建设运营市场化，努
力把通用航空培育发展成为重庆的新兴产业。

(二)发展原则。

坚持统筹规划、有序发展。根据全市低空空域规划和通用航空产业发展需求，统筹合
理布局通用航空机场，积极引进各类资本参与机场建设，尽快形成覆盖全市的机场运营网
络。统筹考虑全市空域资源、综合交通等因素，科学规划布局通用航空制造业，有序扩大
生产能力，加快自主创新步伐。

坚持企业主导、政府扶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企业为主导，大
力鼓励和支持社会民间资本投入通用航空产业。政府通过政策支持、购买服务、加强监管
等方式，为通用航空产业实现健康持续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二、发展目标

到2020年，全面形成覆盖全市的通用航空机场网络和空域航线网络，建立起完善的通
用航空支持保障系统，实现通用航空规模化运营，基本建成国内集通用航空器研发与制
造、飞行作业、教育培训、运行保障等于一体的通用航空产业集群高地。培育3—5家规模
化的通用航空公司;通用航空器制造年产值达50亿元，下线3—5款具备自主知识产权通用航
空器产品;飞行驾驶培训学校在校学生达3000人，其中飞行专业培训能力达300人。

三、规划建设通用机场网络

(一)充分利用既有机场。

依托万州、黔江等支线机场，利用其现有的油料、通信导航、地服等条件，适当增加
小飞机停机坪等通用航空功能，分别作为渝东北、渝东南地区的通用航空骨干机场，满足



区域内的通用航空发展需求，辐射周边地区。积极争取军方支持，推动梁平机场、大足机
场以及筹建的涪陵机场融入全市通用机场网络。

(二)规划建设一批通用机场。

在主城区及渝西地区规划建设一批一类通用机场，满足全市通用航空飞行服务、通用
航空器验证飞行、公务机运营、机务维修、航空会展、教育培训等需要。在主城区统筹规
划一批直升机起降平台，满足应急救援需要。在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市内大型旅游景
区，以及长寿经开区、涪陵白涛化工园区、万州经开区等化工基地，规划建设一批二类通
用机场，作为全市通用机场网络的重要节点，延伸骨干通用机场对外辐射的网络能力。在
长江、嘉陵江等有条件的水面、大型水库，规划布局水上飞机起降场。主城区外的直升机
起降场，在建设条件允许、经济可行的前提下，可预留固定翼飞机起降条件，以满足未来
固定翼通航飞行的需要。

(三)通用航空运行保障系统。

积极争取国家资金，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同步建设覆盖全市的通用航空指挥调
度、飞行服务、飞行监管等保障系统，完善通用航空飞行服务平台。

四、培育通用航空市场

坚持市场决定、企业主导、政府推动的原则，积极培育通用航空市场，促进通用航空
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重点支持规模化运营、长链条投资的企业主体参与通用航空产业发
展。创新通用航空机场规划和建设模式，选择有实力、有经验、有资质的企业或企业联合
体按相关规定提出机场规划和航线规划，报经批准后，作为企业主体的入门条件。企业主
体会同相关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依据相关规划选址通用航空机场，按行政划拨用地政策
提供机场建设用地。机场建设期间征收的各类税费，其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安排财政性专项
资金予以补贴企业。通用航空商业运营由社会投资人根据市场需求投入，自主开拓商业性
服务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可按国家规定制定招商引资政
策予以扶持。市政府负责制定通用航空运行规则、划设空域及航线、实施监管，并采取购
买服务方式，发展空中应急救援等公共服务。

五、发展通用航空器制造业

以发展民用轻小型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作为通用航空器制造业近期、中期的两大支柱
产品。以两江新区通用航空产业园为平台，引入国外成熟产品技术，通过合资引进成熟机
型或企业并购，快速进入直升机及固定翼飞机制造领域。通过来件组装生产起步，以项目
风险合作、自主研发等方式开展飞行器设计、研制，逐步形成零部件等航空器制造产业集
群，不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

六、推进航空教育培训

重点依托既有培训机构，鼓励企业与民航院校拓展合作领域，积极推进我市航空人才
教育培训，重点发展通用航空制造业、维修业、飞行等专业人才培训，积极拓展公共运输
模拟机培育等业务，争取建成西部地区规模较大、实力较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航空专业
培训机构。参照既有特殊人才引进政策，积极吸引各类专业人才来渝创业发展。

附件：重庆市通用航空机场网络建设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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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通用航空机场网络建设时序

建设时序 项  目  所  在  地 目    标

2014—2015年

主城区 完成直升机起降点布局

永川区、万盛经开区等 启动试点

万州区、黔江区 完善机场通用航空功能

2015—2017年

江津区、永川区、合川区、长寿区、铜
梁县、璧山县、潼南县、荣昌县、南川
区、綦江区、忠县、丰都县、巫山县、
武隆县、酉阳县、城口县、秀山县、奉
节县、巫溪县、云阳县、开县、垫江
县、彭水县；双桥经开区、长寿经开
区、涪陵白涛化工园区、万州经开区

基本建成

梁平县、大足区、涪陵区 实现军民合用

长江、嘉陵江，大型水库 择址建成水上起降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