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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4月货运量同比增长 32%——

中 欧 班 列 运 输 能 力 持 续 增 强中 欧 班 列 运 输 能 力 持 续 增 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齐 慧慧

5 月 25 日，一列满载着光伏组件、机械设备

等 1200 吨货物的中欧班列（郑州）从中国铁路郑

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圃田车站驶出，途经阿拉山口

口岸出境，14 天后将抵达德国汉堡。

近年来，中欧班列日夜兼程保持稳定运营，

韧性和优势日益凸显。尤其今年以来，随着经济

恢复向好，多条中欧班列线路业绩创下新高，运

输能力与效率持续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加畅

通，为稳增长注入强大动力。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4 月，中欧班列累计开

行 5611 列，运送货物 60.9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17%、32%，重箱率 100%。截至 4 月底，中欧班列

国内出发城市达 109 个，通达欧洲 25 个国家和地

区的 211 个城市。

班列“热”传递市场回暖信号

“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又“热”起来了。

“今年前 4 个月，我们的贸易额同比增长了

5%左右，我有信心今年一定很好。”来自吉尔吉

斯斯坦的阿卜杜拉伊莫夫·帕克哈特 2010 年到

义乌从事缝纫机进出口贸易。当时没有中欧班

列，采购的缝纫机和配件都要通过海运运回吉尔

吉斯斯坦。报关通关要将货物短驳到港口才能

办理，海运订箱手续麻烦，运输时间也长。

2014 年 11 月，义乌中欧班列开通，阿卜杜拉

伊莫夫·帕克哈特成了第一批尝到“甜头”的人。

“有了中欧班列，时间成本降低了至少一半，我在

吉尔吉斯斯坦拥有了更多客户。”阿卜杜拉伊莫

夫·帕克哈特说。

义乌中欧班列开通运营以来，不断积累和丰

富国际货运班列运营经验，拓展出了服务亚欧大

陆的国际铁路货运服务网络，到达境外站点 101

个 ，辐 射 5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通 达 160 多 个 城

市。线路横贯亚欧、联通中外，把义乌和世界紧

紧联系在一起。

不只是义乌，各地的中欧班列都迎来了开运

高峰。5 月 19 日 5 时 56 分，装有汽车、服装、体育

用品等货物的 X8202次中欧班列（武汉）从中国铁

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汉西车务段吴家山站开

出，这是今年湖北开出的第 101 趟中欧班列。今

年以来，中欧班列（武汉）累计开出和到达 425列。

中欧班列之“热”，传递市场之“暖”。数据显

示，今年前 4 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3.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8%，增速较一季度的 4.8%加

快 1 个百分点，其中 4 月单月进出口 3.43 万亿元，

增长 8.9%。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条件下，我国

外贸韧性得到彰显。

尤其是中欧班列途经的“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外贸增幅更是喜人。前 4 个月，我国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额 4.61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6%。其中，对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沙

特阿拉伯等西亚北非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 37.4%

和 9.6%，部分弥补了传统市场需求不振带来的

影响。

助力新能源汽车走出去

今年一季度，中国汽车产销量同比小幅下

滑，但整车出口同比增长 70.6%，新能源汽车出口

更 是 同 比 增 长 110% ，成 为 支 撑 出 口 的 重 要 力

量。其中，中欧班列的作用功不可没。

“忙了好几天，但是心里高兴。新能源汽车

出口专列实现了常态化开行，是一个新突破！”西

安国际港站相关负责人白宽峰说。

5 月 16 日，中欧班列满载着 261 辆陕西本地

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从西安国际港站缓缓驶

出，一路向西开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陕

西开行的中欧班列汽车出口专列从去年的零星

散发到今年走向常态化运输，为助力国产汽车走

向世界开辟了一条安全、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

大通道。

1 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印发了《关

于支持新能源商品汽车铁路运输服务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的意见》，积极鼓励铁路运输企业开

展新能源商品汽车铁路运输业务，不再按危险货

物管理。

在郑州，中欧班列（郑州）国产新能源汽车运

输成为新的运量增长点。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郑州铁路部门加强中

欧班列运输质量全过程安全管理，持续加大中欧

班列（郑州）运输组织力度，严格班列安全状态和

车体质量。按照“三优”作业方案，即优先接、优

先检、优先发，确保班列准时安全发出。目前，累

计 发 送 中 欧 班 列（郑 州）新 能 源 小 汽 车 622 标

准箱。

“有时一周要发出两三列新能源汽车专列，

来自重庆、四川、湖北等地。我们加强与海关合

作，发挥‘中欧班列+’叠加优势，靠前服务引导企

业规范申报，开通新能源汽车出口绿色通道，积

极服务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品出口，助力中国制

造走向世界。”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

司阿拉山口站运营管理科科长闫华鹏说。

中欧班列开启的“出海”通道，不仅增加了中

亚市场的汽车供给，也让更多的“中国制造”搭乘

中欧班列走进中亚寻常百姓家。

目前，中欧班列（武汉）已经有 37 条稳定的

跨境运输线路，辐射亚欧大陆 40 个国家和地区

的 107 个城市，运输的产品从最初的电子元器

件、显示器、日用品扩展延伸到汽车整车、零配

件、机电产品、玻璃幕墙、服装鞋帽、茶叶、文化用

品、水果、品牌白酒、防疫物资等 400 多个品种。

“2013 年，中欧班列（西安）刚刚开行时，主要

出口的是工程机械和初级工业产品，规模较小；

后来，源源不断运往中亚和欧洲的货物变成了新

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板、冷柜、冰箱和电子消费

品等，尤其是向中亚方向的出口变化最为明显。”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扩能改建跑出“加速度”

“蒙古国铁路同意我方建议，将‘宽轨交接 15

对/日，准轨交接 8 对/日’列入《中蒙国境铁路联

合委员会会议议定书》，从 3 月 1 日开始实施，这

是双方代表团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铁路呼和

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输部负责人介绍。

中欧班列的运量与日俱增，作用日益彰显。

为了更好适应发展形势，发挥其连接中外、畅通

产业链供应链的作用，各方均加大了扩能改造

力度。

2022 年，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

为更好地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畅通中欧班列中

部通道，对集二线和二连站进行了扩能改建。宽

准轨接发列车线路增加至 30 条，新建使用的二

连浩特站调度指挥中心将实现宽轨场、准轨场、

换轮库、边检场“四场合一”集中控制运输组织模

式，为中欧班列高效运行提供充足运力保障。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和中

欧班列中线通道上的关键节点。截至目前，经该

铁路口岸出入境班列线路已增至 68 条，累计开

行数量突破 12000 列。今年 1 月至 4 月，途经二连

浩特铁路口岸出入境中欧班列 1010 列，同比增

长 6.9%。截至 5 月 23 日，今年出入境中欧班列

1211 列，同比增长 11.2%。

“今年前 4 个月，我们进出境班列保持在日

均 20 列以上常态化开行，口岸单日交车数最高

达到 29 列，创下建站以来最好水平。”中国铁路

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安全生产

指挥中心调度员张烁果说。

作为中欧班列的西通道，新疆拥有阿拉山

口、霍尔果斯双口岸通道优势。新疆铁路部门积

极融入自治区向西开放“一港、两区、五大中心”

建设，以提高口岸过货能力、畅通中欧班列运输

通道为重点，加快推进阿拉山口站扩能改造，优

化中欧班列运输组织，班列开行数量和增长规模

居全国前列。

截至 5 月 10 日，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

通 行 中 欧（中 亚）班 列 达 5032 列 ，同 比 增 长

17.8%。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

2317 列，同比增长 12.3%，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

中欧（中亚）班列 2715 列，同比增长 22.9%。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充分利用口岸站挖潜提

效和扩编增吨条件，不断扩充中欧班列通道能力，

西、中、东 3 条通道 1 月至 4 月班列开行数同比分

别增长 25%、9%、10%，

中欧班列运输能力和

效率持续增强。

投资额年均增长超 20%

央 企 加 大 新 兴 产 业 布 局
本报记者 周 雷

“要深刻认识新时代新征程国资央企使命任

务，全力以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切实提高企

业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积极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切实发挥好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

作用。”在日前召开的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部署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

任，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张玉卓表示。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方向，也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赢得

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

近年来，中央企业持续加大新兴产业布局。

《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2）》显示，中央企

业发挥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等作用，持续加大

新兴产业投入，投资额由 2017 年的 6900 亿元增

长至 2021 年的 1.3 万亿元，年均增长超 20%，新一

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投

资完成额占全部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 80%。

近 70 家中央企业超过 700 家子企业在新基建领

域加大布局，2021 年投资超过 4000 亿元。

此外，协同发展平台建设提速。国资央企推

动建设新能源汽车、北斗、电子商务、区块链等一

批数字创新平台，创建物流大数据、海工装备等

协同创新平台，打造自主可控天翼云，发挥产业

引领带动作用。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从

现状看，国有企业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占

比还不高，与国有企业的责任地位还不相称。

5 月 15 日，国务院国资委在广州召开的“科改行

动”扩围深化现场推进会释放重磅信号：更大力

度打造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科改行动”

下一步的突出重点。

科改企业很多都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

资委要求，要锚定未来技术发展方向，建立完善

创新资源整合机制，加大产业资源、科研资源的

专业化整合和一体化配置力度，统筹国家所需、

行业所趋、企业所能，积极开辟产业新赛道、增强

产业引领力。

仅时隔不到 10 天，国务院国资委即召开中

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会。此次

会议强调，中央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在

产业布局优化上不断取得新的实质性突破，坚持

战略更聚焦、方式更灵活、视野更开放，及时把握

产业演化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世界一流的产

品、服务和品牌，加快培育“专精特新”和“单项冠

军”企业，尽快形成体系化布局。

会议强调，要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不断取得新

的实质性突破，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提高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加大

原创性、引领性技术研发投入，构建以实效为导

向的科技创新工作体系，助推创新成果优化完善

和迭代升级；要在形成良好产业生态上不断取得

新的实质性突破，营造开放合作的良好产业生

态，深化与国内外各类所有制企业合作，优化产

业协作模式，打造一批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要在完善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动力的体制

机制上不断取得新的实质性突破，探索更加灵活

高效的市场机制、管理体系、包容机制，进一步激

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国务院国资委还提出，要积极研究出台支持

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加

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创造有利于产业发展的

良好环境。中央企业要加强领导、责任落实到

位，扎实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注重专业化差异化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注重专业化差异化

黄

鑫

日前印发的 《京津冀产业协

同 发 展 实 施 方 案》 提 出 ， 到

2025 年，在京津冀培育形成一

批竞争力强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和

优势产业链。此前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强调，要把发展先进制

造业集群摆到更加突出位置，坚

持全国一盘棋，引导各地发挥比

较优势，在专业化、差异化、特

色化上下功夫，做到有所为、有

所不为。

先 进 制 造 业 是 指 具 有 高 技

术、高附加值特征，且对整个

产业升级具有重要带动意义的

产业，比如新兴技术成果产业

化后形成的新材料、生物制造

等新产业。但先进制造业并不

仅 仅 是 新 兴 产 业 或 高 技 术 产

业，传统制造业充分吸收融入

先 进 制 造 技 术 如 信 息 技 术 之

后 ， 也 可 以 升 级 为 先 进 制 造

业，比如数控机床、航天装备

等。总的来说，先进制造业是

国际产业竞争的重点，也是经

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

强 调 发 展 先 进 制 造 业 集

群 ， 要 发 挥 集 群 的 协 同 创 新 、

资源集聚、降本增效等规模效

应和竞争优势。集群是产业分

工深化和集聚发展的高级形式，把相关企业

聚集起来，有利于形成分工细化、配合密切

的协作体系，集群内大中小企业紧密互动，

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能有效降

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强抗风险能力。

同时，产业集群聚集了各种资源和创新主

体，有利于形成相伴相随的专

业市场，并加快多主体协同创

新步伐，还能在短期内拉动经

济快速扩张。

拥 有 一 批 有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制造强国

的重要标志。实践表明，世界

主要制造强国都有一批有全球

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培

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推

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

要抓手，也是激发制造业竞争

新优势、重塑制造业发展生态

的重要路径。

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要下

好全国一盘棋，引导各地发挥比

较优势，在专业化、差异化、特色

化上下功夫。目前，我国已有 45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涉及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

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消费品、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多个领

域，体现了差异化的布局思路。

此外，要构建省级、国家级、世界

级集群的梯次培育发展体系，让

各地立足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特色

优势产业，各扬所长，走特色化

之路。

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有

所为，也要有所不为。近年来，不

少地方“喜新厌旧”，喜欢培育发

展热门的新兴产业，却把传统产

业当成落后产业，恨不得将其淘

汰退出，完全不考虑自己的产业

实际。这不仅建设不了真正具有

竞争优势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还

会舍本逐末，丧失自己本来的产

业比较优势，并造成新的同质化

投资和资源浪费。

对集群内优质企业的培育也

是同理。并非只有龙头企业、大企业才是优

质企业，是要争取并呵护的对象，不少优质

小企业也能发展为专精特新“小巨人”。只有

形成互促共生的优质企业群体，才能实现大

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构筑起先进制造业的护

城河。

发 展 先 进 制 造

业集群，要下好全国

一盘棋，引导各地发

挥比较优势，在专业

化、差异化、特色化

上下功夫。

XX81518151 次中欧班列准备从西安国际港站开往明斯克次中欧班列准备从西安国际港站开往明斯克。。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李一博摄摄

建设中的国家电投数据中心项目建设中的国家电投数据中心项目。。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陶陶 亮亮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