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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再添新线路。4 月 13 日，首列长

沙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中欧班列，从广铁集团

长沙货运北站开出，这是长沙开辟的首条直达

乌克兰的定期货运班列。该线路的开通，使湖

南货物运输到乌克兰全程仅需17天，比海运路

线缩短近30天。

“长沙至乌克兰班列的开通，能更好地发

挥乌克兰亚欧物流枢纽作用，大大缓解波兰、

马拉要塞拥堵导致的货物积压。”中国外运湖

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叶红宾说。

近年来，中欧班列因其运量大、价格低、

时效性强、绿色环保、检疫环节接触感染风险

低等多项优势脱颖而出。特别是当前，在疫

情的持续冲击下，空运价格大幅提升，海运因

检疫、装卸人员紧缺而大面积停滞，越来越多

的贸易商将进出口货源移至中欧班列运输。

近年来，我国高铁的快速发展也释放了大量

既有线路运能，为开行更多的中欧班列奠定

了基础。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有40多座城市开通

中欧班列。这条亚欧大陆贸易运输通道已联

通 20 多个国家 90 多座城市。巨大的辐射能

力，为我国外贸提供了坚实的运输保障，也为

疫情期间欧亚各国经济复苏注入了活力和

动力。

2020 年 8 月 18 日，伴随汽笛长鸣，一列满

载着粤港澳大湾区优质工业品的中欧班列从

深圳平湖南站缓缓开出，一路向德国杜伊斯堡

驶去。这是深圳平湖南站开出的首列中欧班

列。“湾区号”中欧班列的开行，意味着粤港澳

大湾区新开辟了一条国际物流大通道。“平湖

南开行中欧班列后，大湾区的制造业尤其是粤

东制造业集群用户在家门口就可以装货发

运。”深圳市交通局党组书记于宝明说，“这也

为深圳进一步开拓俄罗斯、中亚乃至欧洲市

场，搭建起一座更加绿色、便捷、安全的贸易

桥梁。”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外运主导运

营的“湾区号”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2列，货物运

输量 2110 标准箱，实现进出口贸易额 9049 万

美元，运载货物重量24565吨，开行频率高峰期

达一周三列，首次引入了进口班列，首次通过

国 际 海 铁 联 运 方 式 组 织 回 程 班 列 ，新 增 路

线 1条。

而中国外运的另一个铁路国际物流基

地 ——广东石龙站，今年以来，聚焦“广东制

造”外贸出口的难点与痛点，积极为品牌企业

定制班列，出口大企业从“拼车”转为“专车”。

自今年 1 月以来，该基地共推出了 3 列定制班

列至俄罗斯，其中 2 列美的专列，1 列华为专

列，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送去“广东造”高质

量产品。今年 2 月，石龙站还开通了南沙保税

仓至石龙的转关业务，成功开发了小米白色家电

从南沙保税仓转至石龙发往俄罗斯的业务，每周

出货量为30个标准箱左右。据介绍，石龙站中欧

班列今年前3个月总发运量同比增长69%。

事实上，去年6月至今，已有超千列的中欧

班列运行在“一带一路”区域，成为中国稳外贸

保供应的“神器”，也为中欧地区货物贸易畅通

提供了稳定的运输渠道，尤其是在苏伊士运河

受阻期间，该渠道的作用更为明显。

数据显示，我国已开通运营的高铁共可为

货物运输腾出 2 亿多吨的年运力。仅广铁集

团，目前已“牵手”100多家国内国际物流公司，

将1200多种粤港澳大湾区、长株潭城市群的工

业产品以及欧洲各国农产品交由中欧班列运

输。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15 日，广东

铁路国际物流中心累计开行 284 列中欧班列，

同比增长 11%，每月平均开行 25列。中欧班列

的持续稳定增长再次说明，开放带来机遇，合

作带来共赢。

为更好地满足外贸企业持续增加的运输

需求，广铁集团广州货运中心多次与中铁集装

箱广州分公司、海关部门、物流公司沟通协调，

灵活制定运输计划和方案，持续加强运输组织

协调，进一步提升班列运载力。

“许多企业过年都没有停产，现在企业正急

着发货，我们必须确保班列的开行数量，保证时

效性。”广铁集团广州货运中心石龙站货运主管

蒲穗表示，“今年以来，我们货场党支部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积极为货主办实事解决问题，不断

简化优化安检和运输环节，加强箱源调配组织，

确保检验通关、车辆调配、装卸组织等各环节的

无缝对接，满足客户即来即走的运输需求，这样

也有利于提高货场场地的周转，为更多急着发

货的客户腾出存放场地。”

绿色一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2019

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要坚持开放、绿色、廉

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把绿色作为底

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

融，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这为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明确了方向。

在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企业

承建和设计“一带一路”项目时，在促进当地经

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生态因素，实施了一批

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清洁能源项目，建设了大

量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据统计，中

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

额每年维持在20亿美元以上。

在绿色投资和金融方面，2016 年杭州 G20

峰会上，作为轮值主席国，中国首次将绿色金融

作为 G20 峰会的重点议题，体现了中国推动经

济向绿色转型的决心和大国担当。2018 年，中

英绿色金融工作组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绿

色投资原则》，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

“一带一路”倡议，以提升投资环境和社会风险

管理水平，进而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

化。美国著名智库——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

所发布的报告也显示，从 2014 年到 2020 年，中

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大

幅提升了近 40%，超过了化石能源投资。这也

让所谓中国借“一带一路”搞“碳排放转移”的指

责不攻自破。

这一系列措施为“一带一路”铺就了绿色底

色。同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带

来的挑战，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20年

中国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要力争于 2030年

前达到峰值，争取在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但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沿线国家单位GDP能耗比

经合组织国家仍然高 40%至 50%，单位 GDP 二

氧化碳排放比经合组织国家高80%，化石能源消

费占比和化石能源发电占比仍居高不下，沿线

国家的绿色转型发展任重道远。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对国际产业

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造成影响，也让“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济遭受巨大冲击。疫情再次警示人

类，不能沿着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

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去。中国

政府在疫后经济复苏阶段，提出“碳达峰”“碳中

和”等绿色低碳发展举措，呼吁各国要树立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住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

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

具体而言，要加强绿色“一带一路”的政策

引导和能力建设，进一步突出“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理念，推进重点绿色投资项目，打造惠及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产业链；顺势调整“一带一

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比重，推动陆海天网四位

一体联通，从以“老基建”为主向以数字经济等

“新基建”转型发展，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框架

下，协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数字经济，包括互联网

普及计划、数字产业推广、推动有关产业数字

化；依托重点绿色投资项目孵化绿色发展共同

体，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能

力建设，加快实现绿色转型；加强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绿色供应链合作与示范，深入推进

绿色采购、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一体化，

打造“一带一路”新型绿色产业链；大力

发展水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帮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供给向高效、清

洁、多元化方向加速转型。

当前，世界经济虽呈现复苏势头，但

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以及疫苗接种的不

平衡性，经济整体复苏仍不稳定、不平

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经济复苏的前景仍不明朗。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2020年各经济体公布的复苏计划相关

支出共约 14.6万亿美元，其中只有 3680亿

美元的支出项目符合“绿色标准”，而且大

部分绿色支出集中在少数高收入国家，这

很可能加剧疫情前就已存在的绿色经济发

展不平衡现象。

绿色地球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在

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过程中，绿色竞争并

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意识形态为界建立排他

性的“小圈子”。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需

要国际社会共同加强多边主义合作，共

同捍卫经济全球化。我们相信，后疫情

时代，“一带一路”绿色的成色将更

足，必将为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注入

强劲动力，成为疫后经济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4 月 6 日，经兰州海关所属

平凉海关检验合格，由甘肃省

庆阳市西峰康辰农特产有限公

司生产的 4000 千克光板瓜子仁

顺利出口格鲁吉亚。这是甘肃

省光板瓜子仁产品首次出口格

鲁吉亚，拓宽了甘肃省农产品

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市场。

为帮扶甘肃省瓜子仁顺利

出口，平凉海关通过“12360 热

线”、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积极宣

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检验

检疫相关法律法规，指导企业

加强生产质量管控，提高质量

安全自检自控能力，完善质量

安全追溯体系；开展与“一带

一路”国家贸易往来 AEO （经

认证的经营者） 企业培育，健

全完善企业联络员机制和预约

报关报检机制，及时有效解决

企业在报关、运输等方面衔接

以及监管途中遇到的问题，便

利企业快速通关。

甘肃省农产品资源丰富，苹

果、中药材、高原夏菜、种子等

优质产品受到国内外市场青睐。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

施，近年来，甘肃农产品持续走

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据统

计，今年前两个月，甘肃省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农产

品 1.7 万吨，货值 1.56 亿元，出

口“朋友圈”持续拓展。

中 欧 班 列 持 续 稳 定 增 长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曾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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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４月 13 日，中欧班列(长沙)乌

克兰首列班列从广铁集团长沙货运北站驶

向基辅。 罗睿凡摄

图② 为 更 好 地 响 应“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中 国 人 寿 保 险（新 加 坡）有 限 公 司 去

年 1 月 启 用 了 新 的 营 销 管 理 中 心 。 图 为

中国人寿保险（新加坡）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向阳（左二）在营销管理中心指导员工

工作。

〔中国人寿保险（新加坡）有限公司

供图〕

图③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推

动下，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双边贸易规模

快 速 扩 大 ，越 来 越 多 中 国 产 品 进 入 乌 市

场。图为乌兹别克斯坦中国新疆商品展览

会上，乌民众对中国新疆农副食品展现出

浓厚兴趣。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李遥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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