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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郑州、重庆、成都、西安、乌鲁木齐获批开建示范工程

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再上台阶

连日来，河南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0多
名信息工程人员正在全力升级完善数字班列系统。“数字
班列系统3.0版本将在本月底上线。”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岩说，“此前系统只能对集装箱实
现运中管理和查询，升级后可以精确到每个集装箱的每个
包裹，提高货物运输效率的同时提升客户体验，加速郑州
跨境电商发展。”

今年4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通知，拟支持部分中欧
班列枢纽节点城市开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促
进班列开行由“点对点”向“枢纽对枢纽”转变。其中，拟申建
城市需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区位条件优越，是《中欧班列建设
发展规划》明确的枢纽节点和《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
划》明确的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二是设施基础良好，拥有
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或铁路编组站，具备多式联运海关监管和
一类铁路口岸功能。三是经济承载力较强，所在城市GDP大
于6000亿元，所在省进出口额大于3000亿元。四是运营规
范质量好，已实现常态化开行，境外运作相对成熟，已开展班
列集结、集拼集运、运贸一体化等业务。

最终，郑州以5座城市综合评分第一，成功入选中欧班列
集结中心示范工程，也是中东部地区唯一入选城市。中欧班
列（郑州）作为郑州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平台和载体，经过近7
年扩量提质开行，已形成了多口岸、多线路、多目的站点的国
际多式联运物流体系，影响力不断扩大。截至今年6月底，中
欧班列（郑州）已累计开行3199班，实现每周去程14班、回程
10班高频开行。在全国63座中欧班列开行城市中，往返均
衡率、计划兑现率、运输安全、业务覆盖范围、市场化信息化程
度等重要质量安全综合指标评价稳居全国“领跑梯队”。

开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将使更多货物在
郑州高效集疏，进一步带动郑州枢纽能级跃升、枢纽经济发
展。据了解，郑州将通过在运输组织、货源组织、金融和信
息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做优做强中欧班列（郑州）枢纽节
点，强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建设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
的现代物流枢纽，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加快
建设。

“我们将从完善顶层设计、强化产业支撑、夯实基础保障、
做强市场主体等方面，采取系列措施，切实提升中欧班列（郑
州）枢纽能级，促进班列开行由“点对点”向“枢纽对枢纽”转
变。”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处处长穆穆介绍。

同时，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将按照《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
验区等开放合作平台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开放
合作平台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2020年第二批投资计划
的通知》要求，会同有关部门和企业，大力推进示范工程建
设，尽快将投资计划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确保示范工程建
设相关项目顺利实施，进一步巩固提升河南开放通道优势，
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再立
新功。

7月1日，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联手中欧班列“长
安号”，在中铁西安局集团公司支持下，常态化开行往返欧洲的
中欧班列公共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建设迈出
坚实步伐。

据了解，从7月1日起，中欧班列公共班列（西安）常态化开
行两条线路，即西安至杜伊斯堡、西安至马拉舍维奇，每天共开
行4班，2去2回，全程运行时间稳定，将进一步发挥西安港的门
户、枢纽作用，形成规模效应，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服务效率。

“与西安携手推出中欧班列‘长安号’往返欧洲的公共班列，
率先在全国实现高频次稳定开行，为进一步扩大陕西对外开放、
完善内陆国际贸易通道、推进互联互通提供了有力支撑。”中铁
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总经理辛小明表示，“中铁
集将全力以赴做好西安公共班列的运行组织和服务工作，与西
安共同打造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服务全国向西开放。”

西安地处我国版图中心位置，是全国重要铁路交通枢纽。
西安到全国各大城市的平均距离最短、平均成本最低，有着集散
八方、辐射全国的独特区位优势。依托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和
中国最大的内陆港口——西安港，西安初步形成了承东启西、联
通南北、贯通欧亚的重要商贸物流大通道和全网物流体系，正着
力建设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示范工程。

目前，西安港与青岛、宁波、连云港等沿海港口合作开行了
陆海联运班列。中欧班列“长安号”常态化开行15条线路，服务
丝路沿线45个国家和地区，已基本形成欧洲地区全覆盖的国际
联运网络，吸引了来自29个省份的货源在西安港集散分拨，省
外货源超过70%；进口货物70%以上由西安分拨至全国，西安
港已成为辐射全国、连通欧亚的国际中转枢纽港。

“西安港将全球布局海外服务基地，今年年内建成3个海外
服务基地，连点成线、织线成网，为‘长安号’境内外往返对开和
货物在境外高效集散提供支撑。”西安国际港务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孙艺民表示，西安国际港务区将充分发挥“西安港”
门户枢纽地位，联手中远海运集团、招商局物流集团、中铁集装
箱公司等大型央企，充分发挥优势资源，高质量开行中欧班列

“长安号”公共班列，持续加强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建设，陆
续开行“晋西欧”“闽西欧”“湘西欧”等新线路，以通道促贸易、聚
产业，依托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打造服务“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的物流中心、贸易、生产加工与金融中心以及人文交流基
地，构筑内陆地区效率高、成本低、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通道，为打
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贡献陆港力量。

向东，挽起广袤内地；向西，联结中亚欧洲。站在乌鲁木
齐国际陆港区观景平台，俯瞰建设中的国际快件中心等项目
工地和整装待发的中欧班列，不能不为新疆首府独特的区位
优势而感叹。乌鲁木齐陆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陆港区将持
续加大建设力度，完善国际贸易平台功能，打造中欧班列集结
中心“升级版”。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
河区），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上半
年，集结中心开行中欧（中亚）班列410列，其中6月份达到106
列，环比增长8.2%，增长态势明显。最近，交通运输部批复同意
新疆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中
央预算内投资，支持乌鲁木齐等城市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
范工程，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又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常务副区长李贺祖告
诉记者，按照“集货、建园、聚产业”这一思路，目前主要从推进班
列集货提质、推动园区建设提速、加快产业集聚提效、推进平台
功能提升等四个方面推进陆港区建设。上半年，铁路口岸商务
商贸区等34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完成投资12.86亿元。

根据《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建设方案（2020—
2024年）》，新疆计划力争通过5年时间，努力建成现代化的中
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打造技术领先、理念先进、管理高
效、运转协调的中欧班列国际货运综合服务平台，提升集货能
力，推动产业集聚，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商贸物流中心和交通
枢纽中心建设。

“中欧班列为企业出口建立了便捷通道，我们的出口效率更
高了，运输成本也大幅降低。”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肖
国栋说，借助中欧班列的高效优势，公司的产品打开了俄罗斯市
场，拉动了企业发展。去年，有203列中欧班列装载了公司生产
的产品，今年上半年已装载了80多列。

从交通节点到发展支点，从物流枢纽到经贸平台，中欧班列
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及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功能不断完善，其“聚
产业”的作用愈发明显。“陆港区不仅发挥了重要的通道作用，而
且将成为产业‘沉淀器’，未来将吸引更多现代物流、国际商贸、
高端服务、先进制造企业落户。”乌鲁木齐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周凯满怀信心地说。

乌鲁木齐：

从节点到支点
本报记者 乔文汇

西安：

构筑联运集结中心
本报记者 张 毅

郑州：

切实提升枢纽能级
本报记者 杨子佩

今年6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召开会议提出，开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

支持在运输组织、货源组织、金融和信息服务等方面先行

先试，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现代物流枢纽。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

支持郑州、重庆、成都、西安、乌鲁木齐5个中欧班列枢纽

节点城市开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促进中

欧班列开行由“点对点”向“枢纽对枢纽”转变，加快形成

“干支结合、枢纽集散”的高效集疏运体系。

这5座城市何以成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生”？

未来将如何打造中欧班列集结中心？集结中心建设对于

中欧班列发展有何意义？本版今日推出相关报道。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成都建设中欧
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有其优势。”成都国际铁路港管委会
外联部部长曾怡说，成都位于“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
带交汇点和联动点。中欧班列（成都）开行，让成都乃至四
川成为泛欧泛亚对外开放高地。作为成都建设中欧班列枢
纽节点城市主体，成都国际铁路港是中欧班列（成都）起点，
也是成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目前，成都国
际铁路港已联接境外30座城市、境内15座城市，打造了7
条国际铁路通道和5条国际铁海联运通道，开行量连续4
年领跑全国。

在该示范工程中，成都将主要承担优化提升国际陆港
枢纽能级、加快构建高效运输组织体系、探索创新市场化运
营机制、加快发展特色枢纽经济和打造国际开放合作平台
等5项重点任务。比如，在特色枢纽经济方面，将重点发展

“蓉欧+”物流业、加快发展“保税+”国际贸易和协同发展
“临港+”制造业。在国际开放合作平台方面，力争在3年内
实现西部“蓉欧+”货物集散基地达20个，西部地区占中欧
班列、国际班列货源比例达到75%。

“近年来，成都通过发挥经济外溢、创新策源、门户枢纽
等功能作用，对周边区域发展形成了强大的辐射带动效
应。”曾怡说，在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中，成都将
充分利用欧洲铁路网络和多式联运资源，实现货物经欧洲
境内分拨点的多点直达、集结方式，建立覆盖欧洲主要枢纽
及贸易城市的线路网络，形成国内枢纽集散和欧洲境内分
拨双驱动。

前不久，成都国际铁路港推出了具有成都开行特色的
“欧洲通”运输模式。该模式根据客户需求，可针对按整列
组织困难却又有运输需求的站点实行按箱报价，接受整列、
多箱、单箱订舱，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多种运输需求，从
而提高了班列运输受众面。

目前，中欧班列（成都）的“欧洲通”可通过以波兰马拉、
波兹南为枢纽节点通达欧洲全境。一是通过马拉为枢纽节
点，组织华沙、杜伊斯堡、汉堡、米兰、巴塞罗那等站点单个
集装箱货物经马拉分拨、集结。二是推进以波兹南为枢纽
节点的班列开行，利用当地铁路运输网络衔接卢森堡、鹿特
丹等地区。

成都：

打造泛欧泛亚对外开放高地
本报记者 刘 畅 乔金亮

重庆处于“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联结点，在国家区
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且重要的作用，是西部
地区唯一“铁、水、公、空”俱全的多式联运枢纽。重庆集成
了全国18个现代化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之一的团结村中心
站和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编组站，并配套
开放口岸承载环境及软硬件条件。

近年来，重庆不断拓展开放通道，统筹东南西北4个方
向，全方位推进出海、出境通道建设，形成互联互通新格局，
为重庆这座国家中心城市加强全球供应链、服务链建设，全
面提升对外贸易水平奠定了通道基础。

2011年1月28日，渝新欧班列从重庆开出，开创了我
国中欧班列的先例，成为我国开行最早、开行数量最多、运
行最稳定的中欧班列，创造了一系列可推广、可复制的
经验。

在国家战略和规划指引下，发挥重庆四大优势，推进以
“存量设施整合提升为主、增量设施补短板为辅”的“1+N”
项目体系建设，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基础设施、提高运营效
益，提升示范工程对促进班列开行由“点对点”向“枢纽对枢
纽”功能转变，提升“干支结合、枢纽集散”高效集疏运体系

能力，推动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为推动重庆、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乃至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开放
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有力支撑。

按照规划，重庆将在以下几方面加快建设步伐。
一是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建设重庆铁路口岸综合

性指定监管查验功能区、铁路口岸海关服务中心提升工程、
公铁联运服务中心等重大工程，畅通主辅枢纽之间“微循
环”。二是健全协同高效运输组织体系，完善“1+N”“干支
配”业务，不断助推线路开枝散叶。三是打造中欧班列西部
物流集散中心，建设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提升对供应
链、产业链的控制力。四是推进口岸便利化大通关，完善国
际国内关检合作，加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和推广应
用力度。五是打造特色鲜明的枢纽经济，大力推进集结中
心、开放口岸与枢纽产业、枢纽城市融合化发展，构建路、
港、产、城、人、企联动发展的枢纽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积
极拓展科学城、高新区城市空间，重点发展外向度较高的智
能制造、高端装备、整车及零部件、消费品工业等产业。六
是探索市场化经营管理模式，打造优势互补的利益共同体，
促进物流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提升物流一体化组织效率。

重庆：

构建互联互通新格局
本报记者 冉瑞成

6月19日，一列满载41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渝新欧）从重庆团结村站出发，开往匈牙利布达佩斯，标志着中欧班列
（渝新欧）布达佩斯直达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行。图为当日该班列驶出重庆团结村站。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在西安港内，每天有10至12列中欧班列“长安号”从这里始
发和到达。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成都）在疫情期间保持常态化运行，
多项开行数据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6 月份，中欧班列（成
都）开行数量达到2020年上半年最高值，月度累计开行179列
7931车，日均开行264车。图为列车满载日用百货、笔记本电
脑、制氧机及滤芯等货物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城
厢站驶出，前往荷兰蒂尔堡。 （本报记者 刘 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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