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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连云港市创建“一带一路”支点城市——

东方大港扬帆“新西游”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瞿长福 薛海燕

吉布提国际自由贸易区：

打造“一带一路”在非建设支点
本报记者 周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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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港口资源

港口是连云港最重要的资源。连云
港港口局副局长王国超说，连云港是新亚
欧大陆桥的东端起点，也是海陆交汇的枢
纽城市。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连云港港
口吞吐量就突破了100万吨。现在，港口
拥有万吨级以上泊位70个，开通了52条
集装箱航线、13条杂货班轮航线及2条中
韩客货班轮航线，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千个港口往来贸易。

码头值班经理孔凡成是有 26 年“港
龄”的“老码头”。他告诉记者，连云港港
是中国首个铁路和海运无缝衔接、最早开
展货物海陆联运和集装箱铁水联运的港
口，现在已逐步构建起环太平洋、中亚、欧
洲国际物流运输体系。2013年，“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
议先后提出，连云港港第一时间响应“一
带一路”倡议，由连云港市政府与哈萨克
斯坦铁路公司签署了中哈连云港过境货
物运输通道及货物中转分拨基地项目合
作及协作协议。

2014年5月19日，“一带一路”首个

实体平台“中哈物流合作基地”落成。
2015年12月13日，首列“连云港—哈萨
克斯坦—欧洲”班列从中哈物流合作基地
开出。12 天后，这趟由长三角等地区所
产电子产品、生活用品等货源组成的“连
新欧”集装箱班列抵达德国杜伊斯堡。
2017 年 2 月份，首批哈萨克斯坦小麦过
境连云港发往东南亚市场，标志着连云港
作为哈萨克斯坦粮食过境中国唯一离境
口岸的政策正式落地。同时，国际班列开
始成熟运行，西行过境班列主要依托“连
云港—塔什干”班列吸引日本、韩国以及
东南亚等地区货源在连云港口岸集聚；东
行过境班列以哈萨克斯坦等欧亚地区铁
合金资源为载体，吸引中西亚地区货源在
无水港集聚成列运输。

现在，除了多式联运监管资质外，连
云港还具备保税仓库功能，拥有海关各项
便利服务举措，信息联通水平全国领先。

“过去，经霍尔果斯到阿拉木图的货运班
列需要水路转公路，单程需要 12 天左
右。”中哈物流国际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
部长孔祥伟介绍，海铁联运后，货物运输
时间缩短了一半，费用节省了20%。

“2018年，我们将重点推动连云港国

际货运班列开行 800 列，完成 8 万标箱；
哈萨克斯坦小麦运输开行 50 列，完成
12.5万吨，全力打造总量最大、占比最高、
效率最优和对流平衡、特色鲜明、价值创
造的新亚路大陆桥标杆和示范品牌。”连
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总裁朱向阳说。

在深水大港、远洋干线和中欧班列实
现融合联动的同时，连云港着手建设更为
便捷的交通网。2017 年底，港口总吞吐
量达到2.3亿吨，集装箱472万标箱，海河
联运突破800万标箱。王国超介绍，“十
三五”期间，港口将全面建成30万吨级航
道二期、徐圩30万吨级原油码头等工程，
实现赣榆港区15万吨级航道、灌河港区5
万吨级航道建成通航，“让东方大港成为
连云港扬帆起航的有力支点”。

实现后发先至

东方大港远航，需要坚实的产业基础
支撑。连云港市委书记项雪龙说，对连云
港来说，要实现后发先至，必须走创新发
展、绿色发展、特色发展、跨越发展之路。

后发先至，既是信心，更靠实力。连
云港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创参与了《连云港
市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支点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年）》等重大项目调研与
制定工作。他说:“《三年行动计划》必须
更有效地践行‘后发先至’的理念，更有力
地提升连云港战略支点的功能。”

信念指导着行为。在连云港徐圩新
区，管委会主任石海波拿出规划图，边
走边告诉记者，这些图纸已经变成了现
实。记者看到，连接内外的主干路网框
架如标准规划图纸般整齐划一，水厂、
热电中心、公共管廊星罗棋布的重大基
础设施吸引着投资者的目光，39 个产
业、物流、科技、人才的服务平台为新
区发展提供了源源动力。在徐圩石化等
重大临港产业基地，地面厂房还未竣
工，地下的管廊早已铺开，廊体最宽达
到 15.3 米，墙面有 3.6 米高，工作用车
可在管廊内轻松通过。

2011 年，徐圩新区经国务院批复正
式成立。如今，徐圩新区累计引进重点产
业项目28个，总投资超过2000 亿元，其
中投资234亿元的斯尔邦石化醇基多联

产和投资 50 亿元的虹港 PTA 等项目已
经建成投产，盛虹炼化一体化、卫星石化、
中化循环产业园、东华能源等重特大产业
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推进。

徐圩新区只是缩影。现在，围绕打造
“一带一路”建设支点，连云港形成了“建
设大港口、构建大交通、推动大开放、发展
大产业、城市功能和品质大提升、实现大
发展”的思路，明确了266个具体项目，工
业应税销售收入从党的十八大前的 746
亿元增长到 2366 亿元，形成了石化、冶
金、装备制造三大千亿元级产业集群，12
个百亿元级特色产业，一批重大临港产业
加速集聚，为连云港实现后发先至奠定了
厚实的产业基础。

坚持高质量发展

翻开连云港市产业数据，新医药、
新材料、新能源和高端装备制造构成了
连云港的支柱产业。然而，连云港曾是
一个资源大市。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
代连云港每天原盐产量达到4155吨，磷
矿石产量达到 825 吨，化肥产量为 401
吨，水泥产量为 942 吨，纯碱产量为
333 吨。产业结构是如何转型的？陈创
告诉记者，答案就是找到“短板”，瞄准
高精尖，坚持高质量。

坚持高质量发展、高质量追赶，提升
了连云港企业与产品“走出去”“引进来”
的档次。记者从连云港市商务局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全市新批境外投资项目达到
11 个，同比增长 120.0%；中方协议投资
额 34790 万美元，同比增长 616.2%。尤
其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逐渐成为港城
企业境外投资的热点地区。据统计，在对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中，连云港市项
目数达到18个，投资地延伸到马来西亚、
卡塔尔、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白俄罗斯、
巴基斯坦等沿线国家。

同时，连云港企业也获得了更多的海
外订单。据连云港市商务局介绍，今年前
8 个月，全市完成进出口 62.7 亿美元，同
比增长19.0%，高于全省平均增幅3.5个
百分点。从贸易市场来看，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进出口增长较快，成为连云港贸
易市场的一大亮点。

吉布提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北部亚丁
湾西岸，自然环境恶劣，资源贫乏，工农业
基础薄弱。但吉布提濒临红海，与阿拉伯
半岛隔海相望，是印度洋通往地中海的必
经之路。自2012年起，招商局集团开始
探索在吉布提复制深圳蛇口经验，投资建
设以“前港—中区—后城”为核心内容的

“丝路驿站”，以综合开发模式打造“一带
一路”在非洲的建设支点。

招商局集团驻吉布提副首席代表黄
明元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吉布提连接亚非
欧三大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
吉布提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从海向看，吉布提是国际贸易的
海上咽喉，经由此地的航运量占到全球总
量的三分之一，船舶年通过量接近2万艘
次；从陆向看，吉布提是埃塞俄比亚等东
非国家的出海口，埃塞俄比亚正处于工业
化快速发展时期，是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
最有潜力的目的地之一。

黄明元说，非洲人口年轻化、劳动力

成本低，加上低廉的原材料、能源成本，以
及欧盟和美国等给予非洲国家的关税优
惠，使得非洲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潜力。
非洲所欠缺的恰恰是配套基础设施和园
区，自贸区正好弥补了这一劣势。

据介绍，吉布提自贸区的产业分布主
要有四个方向：一是依托港口、面向埃塞
俄比亚的物流集散业务；二是将吉布提建
设成一个面向非洲市场的商品集散中心；
三是简单的出口加工，主要是一些产业链
比较短、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四是商务
配套服务，包括办公、酒店、住宅等。

黄明元介绍，招商局在吉布提投资建
设的多哈雷多功能码头为吉布提带来了
先进的港口设备和管理经验，极大地提升
了船舶作业效率，减少了在泊作业时间。
自贸区采用国际标准，极大提升了通关一
体化、贸易便利化水平。同时，自贸区还
将为中国的产品、服务“走出去”搭建平
台，通过开展保税仓储物流、区域商品集
散中心等业务，吉布提将成为非洲的贸易

聚集地和重要的物流节点。黄明元说，未
来自贸区将与港口和亚吉铁路配合，实现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东非乃至中非的纵
深发展提供动力。

此外，自贸区中的出口加工区将利用
吉布提综合优势，顺应国际产能转移趋
势，承接相对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
进吉布提实现工业化。其产品面向非洲、
欧美消费市场和中东阿拉伯世界，实现产
品再出口。

吉布提国际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布局
不仅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还综合考
虑了吉布提的地缘优势和吉布提政府的

“2035愿景”。“我们的目标是努力把吉布
提自贸区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
服务平台，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
产能合作打造高质量平台，也为吉布提成
为区域航运中心和商业中心的目标作出
贡献。”黄明元说。

在吉布提项目推进过程中，也面临
不少困难。黄明元说，中吉双方都有各

自的理念和习惯，如果不能作出适应和
改变，项目就无法推进。双方通过不断
努力和磨合达成共识，在尊重吉布提当
地生活工作节奏的同时，加快项目推
进，“建设吉布提新港我们用了 24 个
月，建设吉布提自贸区用了8 个月，创
造了非洲的‘深圳速度’”。

随着经济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中非
经济合作模式产生了深刻变化，由以贸
易和承包工程为主逐渐向产能、投资、
技术、金融、服务等领域持续扩展，其
中产能合作成为中非经济合作趋势性和
战略性的重点领域。中国的角色也从简
单的建设者转变为投资者和运营者。“角
色的转变给大部分习惯承包工程的企业
带来了一定的考验和挑战。这就要求我
们企业要摒弃短线思维，立足长远发
展。‘一带一路’倡议鼓励中非开展产能
合作，这就要求我们企业要立足长远，
与非洲各国结成命运共同体，实现互利
共赢。”黄明元说。

沧海桑田，宏图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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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好支点城市？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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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路。

连云港市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硅产业基地。 （连云港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为连云港港庙岭集装码头。 （连云港市委宣传部供图）

国机集团是中国机械工业领
域最大的工程承包与贸易服务提
供商。近年来，国机集团提出

“再造海外新国机”发展战略，
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确立为
海外业务拓展重点加以深耕，开
展了全方位规划布局。国机集团
董事长任洪斌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国机集团在“一带
一路”项目开发过程中灵活采取
工程、贸易、投资、园区建设等
多种方式，提高企业对外投资合
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
造合作。

在“一带一路”上如何更好地
实现互利共赢？任洪斌介绍了三
条重要经验：一是与项目所在国
共同搭建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联
动增长的平台。国机集团在白俄
罗斯投资的中白工业园项目，是
迄今为止中国在海外投资建设规
模最大的产业园区，目前已经有
入园企业37家，协议投资总额约
11 亿美元。二是加强属地化管
理，带动当地员工共同发展。国
机集团建设的白俄罗斯政府重点
能 源 建 设 项 目 —— 别 列 佐 夫
400MW 联合循环电站，合同金
额约为 3.81 亿美元。项目建设
期间，在设计、地勘、财会、税务、
交通运输、供货、土建和安装等各
项工作中，为当地提供了数百个
就业岗位，当地分包金额达到数
千万美元。三是加强与国内外先
进企业的合作，共同开拓市场。国机集团与中远海运合
作，实现国机集团到海外去兴建整车厂。此外，在尼日利
亚、巴基斯坦、安哥拉等国家与GE、西门子、ABB这些大
型跨国公司共同合作开发项目，共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

“我们希望更多国家能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
车’‘便车’，共同发展。”任洪斌说，国机集团将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相关国家和人民。任
洪斌告诉记者，下一步，集团将从四个方面进一步发
力：一是着力加快海外市场布局。提升产品质量和国际
化服务能力。加强属地化经营，发挥专业化优势，在目
标市场深耕细作，实现项目的滚动开发与执行。不断寻
求具有发展潜力的境外优质企业，围绕集团主业适时开
展兼并收购和股权合作。继续加快“农业走出去”步
伐，推动中国农机具出口，扩大在非洲、南美、大洋
洲、东南亚地区农田、森林等农业资源领域的投资合
作。二是着力推动内外部企业合作。以产业为纽带，深
化与集团内外部企业间多维度的互利合作，不断拓宽合
作范围与领域。三是着力培育国际化人才队伍。建立和
完善吸引、培养、使用人才的制度和机制，吸引所在国
地区人才的加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激发团队活力
和凝聚力，形成中外员工合力，以顶尖的专业水平、业
务能力参与国际竞争。四是着力加强境外党组织建设。
国机集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境外党建工作的若干
意见》，坚持项目建到哪儿，党支部就建到哪儿，为企
业境外业务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本报布达佩斯电 记者翟朝辉报道：主题为“‘一带
一路’倡议与目前匈中经济关系”研讨会日前在匈牙利首
都布达佩斯举行。研讨会由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下
属的外交与对外经济研究所主办，来自匈中研究机构、智
库的专家学者以及商界代表与现场100多名嘉宾共同参
加了此次研讨，从各自专业角度解读“一带一路”倡议不
断得到认同和参与的深层次原因，同时就匈中经贸关系
的挑战和未来前景提出建议。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表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一带一路”建设进展顺利，对中匈关系正产生积极影
响。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的加速，中匈两国关系面临前
所未有的重要机遇和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愿与匈
方共同努力，紧抓“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中国司司长科瓦奇·维多
利亚表示，中匈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匈牙利向中国开放
市场，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到匈牙利投资。中匈友好关
系已为两国企业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中国银行协
助匈牙利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10亿元人
民币债券，目前匈牙利已成为中东欧人民币的离岸清算
中心。同时，匈塞铁路正加紧推进，建成后将为匈牙利物
流提供潜在的巨大利益以及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前3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出口
总值达到6.08万亿元人民，增长13.2%，高出同期我国外
贸整体增速 3.3 个百分点，占中国国际进出口总值的
27.3%，比重提升了0.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3.38万亿元
人民币，增长7.7%；进口2.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0.9%。

在外贸进出口方面，2013年至2017年，中国与“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3.2万亿元人民币，
年均增长4%，高于同期我国外贸年均增速。中国与“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贸易额占外贸总值的比重也在逐年提升，
由2013年的25%提升到了2017年的26.5%，今年前3季
度占比提升到27.3%，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亮点。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表示，在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方面，海关将继续深化大通关合作。目前，海关
总署已与相关 61 个国家海关等部门建立了合作关系。
今年前3季度，共对外签署合作协议64份，国际大通关
机制化合作得到全方位深化。

李魁文透露，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将进一步提速，在
制定“一带一路”相关重要支点港口海关合作计划的基础
上，支持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郑州—卢森堡“空中丝
绸之路”建设，优化多式联运海关监管模式。

匈牙利举办“一带一路”研讨会

“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成外贸新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