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3月 15日 星期五9 调 查

本版编辑 王薇薇 美 编 吴 迪

通 道 挽 起 两 个 市 场
—新疆打造口岸经济带调查

本报记者 耿丹丹 乔文汇 马呈忠

在新疆各公路口岸，一辆辆货运车辆有

序排队，最快只需几分钟就能完成通关手续；

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已具备每日

20 列以上发运能力，一列列中欧班列在这里

完成换装；在各航空口岸，果蔬、鲜花、仪器设

备等“鲜急特”货物能更快到达国内和国际

市场。

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新疆千百年

来“商旅不绝于途”。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

入推进，新疆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核心区建

设，20 个国家一类口岸串珠成链，力促口岸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桥头堡，新疆如何立

足区位优势推动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怎样

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又将如何更

好挽起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畅通跨境物流

“绿色通道”“7×24 小时”“预约通关”

“单一窗口”⋯⋯行走在新疆各个口岸，无论

是货场、查验区还是办事窗口，快速高效是最

清晰、最直观的印象。

每天，四面八方的车辆在喀什综合保税

区内排队通关。依托喀什地区“五口通八国，

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区位优势，喀什成为外贸

新高地。今年 1 月中旬，喀什综合保税区又

迎来全国首票自塔吉克斯坦进境的 TIR（即

《国际公路运输公约》）货物。

喀什海关物流监控处副处长张力介绍，

相较于传统公路运输，TIR 运输模式具有“一

车到底”的特点，在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能

够实现“门到门”“点对点”，具有机动灵活、装

卸方便等优势。

为持续优化国际多式联运监管模式，提

高跨境物流通关效率，喀什海关设置 TIR 业

务专岗，同时设立 TIR 快速放行窗口，实现进

出境车辆“随到随放”，为跨境贸易提供一站

式“门到门”服务。据喀什海关统计，2023 年，

该关累计监管进出境 TIR 车辆 260余辆次。

此外，依托“智慧物流管理系统”微信小

程序，喀什综保区的货物通关效率也在不断

提升。一辆货车从出区到放行整个过程最长

不超过 1 分钟，每车业务至少节省 0.5 小时。

“什么是亚欧黄金通道，通而不畅，不能

叫黄金通道；不但通，还要快，更要运货量大、

时效高，这样才叫黄金通道。”喀什综保区管

委会主任郭树松认为。

据喀什海关统计，2023 年公路运输仍为

喀什外贸企业选择的主要运输方式，进出口

总值增长 69.7%，占比 88.5%。

而在铁路口岸，新疆铁路部门持续优化中

欧班列运输组织流程，合理铺画班列运行图，

编制班列全程时刻表，确保准时高效开行。同

时，大力实施“数字口岸”和“无纸化通关”系统

项目、铁路快通等业务，保障中欧班列“西通

道”高效畅通。截至今年 2月份，新疆铁路“双

口岸”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累计突破7万列，其中

霍尔果斯通行中欧（中亚）班列 33456 列，阿拉

山口通行中欧（中亚）班列37704列。

“2023 年，中欧班列在阿拉山口站停时从

12 小时以上缩短至 6 到 8 小时，通行中欧班列

超 6600 列。”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

司阿拉山口站运转车间主任闫华鹏说。近年

来，“双口岸”通行班列数量稳定增长，中欧班

列通行数量占全国的五成以上。

乌鲁木齐海关口岸监管处处长崔新萍

说，我们开设中欧班列“绿色通道”，实时关注

班列通行动态，实现班列业务随到随办，并与

铁路等部门协同配合，提升口岸通行查验、监

管效率，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往来

提供服务保障。

记者通过调研采访了解到，高效通关模

式正在接连落地实施，已实现从提速到提效

的转变，外贸企业不仅直接受益于高效通关，

还降低了综合成本。

去年 11 月，乌鲁木齐海关加大改革创

新力度，推出了“公路口岸+属地直通模式”

改革。通过推动提前申报和集中查验，配套

数据自动提取、多国车牌智能识别等信息化

手段，从根本上解决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在

口岸报关手续繁琐和疆内腹地城市出口转

关货物“二次入仓”等问题。乌鲁木齐海关

副关长李开益说，“今年，乌鲁木齐海关将持

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在全疆公路口岸全面

复制推广‘公路口岸+属地直通’模式；加强

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

别迭里口岸临时开放、红其拉甫口岸常年开

放工作，全力助推新疆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新优势”。

阿拉山口海关监管一科科长马鹏飞说：

“我们采取新的通关模式之后，阿拉山口公路

口岸的进口通关环节由 9 项压缩为 4 项，出口

通关环节由 12 项压缩为 4 项，出口转关的通

关环节由 8 项压缩为 3 项，压缩幅度为 62%。

改革前的通关时间平均为 34.5 个小时，现在

压缩为平均 5 个小时，压缩幅度为 85.5%。”

“在直通模式下，企业不仅人力成本有所

降低，货车轮转效率也明显提高。”阿拉山口

吉顺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李永

振说。

丰富枢纽内涵

口岸地区发挥好开放门户作用，实现从

通道到枢纽的转变，硬件设施是基础，畅通口

岸物流是条件，强健特色产业链条是根本。

由于铁道轨距不同，中欧班列出入境要

进行集装箱换装作业，以保证班列能够畅行

在不同规格的轨道上。位于我国与哈萨克斯

坦边境线上的阿拉山口是一处有名的风区，

每年约三分之一时间有 6 级以上大风，因此

需进行室内换装，让中欧班列在换装库里“避

避风”“歇歇脚”。

在阿拉山口有座亚洲最大的室内铁路集

装箱换装库——中铁集装箱阿拉山口站第

23 换装库。在它旁边，一座更大的第 22 换装

库正在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换装能力，

助力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室内换装不受

大风影响，一列中欧班列入境后，可在 1 小时

左右完成换装。”阿拉山口站货装车间副主任

郭华告诉记者。

下好“先手棋”，适度超前建设，是新疆各

口岸优化基础设施的重要着眼点。近年来，

经阿拉山口的中欧班列班次日渐密集，目前

该口岸通行班列运行线路 115 条，通达 25 个

国家和地区。为提高班列通行能力，建设了

兰新铁路精河至阿拉山口段增建二线工程，

这条铁路于去年 11 月 30 日开通运营。

“随着项目竣工，这条线路成为双线电气

化铁路，运输通过能力由 1500 万吨提升至

6000 万吨，列车通过时间平均压缩近 40 分

钟。”中铁一院集团新疆铁道勘察设计院有限

公司精阿项目设计总工程师马得祥说。

与口岸前沿基础设施同步完善的是配套

基础设施。阿拉山口围绕打造进口农产品精

深加工、进口金属矿产品加工、出口医用材

料、出口装备制造“两进两出”产业集群，谋划

相关配套设施建设。阿拉山口市市长左合肉

拉说，前沿基础设施和配套基础设施的不断

完善，充分释放了口岸经济发展潜力，有力支

撑了阿拉山口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为实现从通道到枢纽的转变，新疆各口

岸还加强部门间联动。比如，海关、边检、铁

路等部门在推出便利举措的同时，注重部门

间协同，以确保高效通关。霍尔果斯国际边

境合作中心海关副关长居来提·苏合力提介

绍，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海关与霍尔

果斯口岸实施“区港联动”，推动综保区加工

制成品进入合作中心展示销售。

在各部门共同推动下，去年，霍尔果斯综

保区进出口总值达 411 亿元，首次突破 400 亿

元大关，同比增长达 76.37%。商品车出口成

为霍尔果斯口岸外贸新亮点，去年出口商品

车 30.4 万辆，同比增长 307.5%。

此外，口岸间联动成为新亮点，推动口岸

从通道迈向枢纽。霍尔果斯为“千年驿站，百

年 口 岸 ”，而 不 到 百 公 里 外 的 都 拉 塔 口 岸

2006 年 3 月才正式对外开放。虽然两个口岸

都面向哈萨克斯坦，但霍尔果斯口岸知名度

高，通关业务繁忙，都拉塔口岸知名度相对较

低，通关过货能力未充分释放。

如 今 ， 两 个 口 岸 联 动 发 展 ， 产 生 了

“1+1＞2”的良好效果。都拉塔口岸党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关翠英说，得益于通关效率

的提升和口岸联动，经都拉塔口岸出口的大

型设备呈井喷式增长，同时有效缓解了霍尔

果斯口岸出口大型设备的压力。

释放溢出效应

红其拉甫口岸、阿拉山口口岸、霍尔果斯

口岸、巴克图口岸、乌鲁木齐国际机场航空口

岸⋯⋯在我国西北角绵延的边境线上，一座

座口岸串珠成链。新疆坚持“强本育新”，不

断释放口岸经济溢出效应，让传统产业与新

兴业态互动，传统产业正在焕发新活力，新兴

业态实现蓬勃发展。

位于塔城市的巴克图口岸正在续写边民

互市新篇章。2022 年，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

在全疆率先完成落地加工“整进整出”模式，

为 边 民 互 市 这 项 传 统 贸 易 方 式 拓 展 了 新

路径。

塔城市源盛和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张小平组织合作社成员，利用边民互市政策，

用手机 APP 办理好通关申报，将每日申报进

口的葵花籽等农产品销售给当地的加工企

业，边民可从一单货物中获得货物价值 1%的

收益。目前，当地备案边民互市合作社有 10

多家、边民 3500 余人。

紧邻巴克图口岸的新疆锡伯图商贸有限

公司厂房内机械轰鸣，一粒粒葵花籽经过加

工 ，变 身 为 葵

仁、食用油等产品，

销往河南、河北、陕西等

地。“以前是站在国门看国

外市场，现在是站在国门

看国内市场。”该公司行政总监雷兵桥

说，“受益于边民互市政策，1 吨葵花籽比走

一般贸易要节省 200 元至 300 元。”

截至目前，新疆已有 7 个边民互市贸易

区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运营，面向哈萨克

斯坦的巴克图、霍尔果斯、阿拉山口 3 个互市

贸易区实现复市。

2020 年 12 月国务院批复设立新疆塔城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后，巴克图口岸区位优

势进一步释放，在繁荣与周边国家的边贸往

来中，加速从单一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

升级，口岸、园区、城市“三位一体”发展格局

日渐形成。2023 年巴克图口岸进出口货运

量 62.7 万吨，进出境运输工具 31480 辆。

今年 1 月，在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海关

监管下，一架满载 13 吨机械设备、电子配件、

服装及日用品等货物的全货机从乌鲁木齐地

窝堡国际机场出发，2 个小时后运抵哈萨克

斯坦阿拉木图。这架全货机由山东航空执

飞，是首家落户在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

经营全货机国际航线业务的航空公司，该公

司后续计划开通“乌鲁木齐—塔什干”“乌鲁

木齐—阿克托别”2 条全货机业务航线。

西出货机增密的同时，东进货机也越发

繁忙。“格鲁吉亚的红酒、塔吉克斯坦的樱桃、

巴基斯坦的松子等国外商品从这里源源不断

地送上国人餐桌。”南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新疆分公司总经理王旭说。

目前，南航正在运营乌鲁木齐至 9 个国

家 11 座城市的国际航班，乌鲁木齐始发国

际航线条数达 11 条，每周航班量超 33 班。

2023 年，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海关共监管进

出境航班 3046 架次，同比增长 339.5%；监管

进出口货运量 7034 吨，其中进口货物同比

增长 325%。

漫步乌鲁木齐市，这座新疆首府城市尽

显“国际范”。在美林购进口保税商品体验

中 心 有 来 自 6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近

500 种进口保税商品，人们正在享

受 保 税 跨 境 贸 易 电 子 商 务 带

来 的 便 捷“ 全 球 购 ”。“ 这 里

有很多国外商品，在家门

口逛国际商场的感觉真

棒。”市民阿依古丽·依

明 边 选 购 化 妆 品 边 对

记者说。

作 为 新 疆 本 土 跨

境电商零售品牌，美林

购进口保税商品体验中

心于去年 2 月投入运营。

“ 门 店 订 单 与 海 关 系 统 对

接，实现了实时清关，快速发货。”

美林购运营企业新疆合创美新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再杜拉·图尔松看好新

疆跨境电商发展，“今年计划在乌鲁木齐

建成 30 多家免税店，推动更多免税店进

社区。”

近 年 来 ，背 靠 乌 鲁 木 齐 综

合 保 税 区 ，当 地 已 培 育 多

家本土跨境电商企业，

多个进口保税商品

购物中心相继

开业。乌鲁

木齐跨境电

商 综 合 试

验 区 已 建

成跨境电

商公共服

务平台，入

驻备案企业

133 家 。 新 疆

依托 4 个跨境电

子 商 务 综 合 试 验

区，鼓励跨境电商叠加

数字班列、货运包机、中欧

卡航等新模式，全力推动跨境

电 商 新 业 态

发展。

孕育向好动能

第一张营业执照，第一笔金融支持，第一

家境外银行，第一批重点项目⋯⋯2023 年 11

月 1 日新疆自贸试验区揭牌，为口岸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孕育新动能。

新疆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围达 179.66 平

方公里，涵盖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 3 个

片区，其中每个片区都包含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区域。近 4 个月来，各片区依托口岸优

势、发展特色和政策支持，加快推动跨境贸易

便利、金融创新、物流枢纽建设、人才发展等

重点领域改革试点任务实施。

拥有区位优势的喀什与周边塔吉克斯

坦、巴基斯坦等 8 国接壤或毗邻，有红其拉

甫、卡拉苏、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和喀什航

空口岸 5 个一类对外开放口岸。

去年 11 月，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

喀什片区挂牌后，涵盖商贸物流、电子信息、

新材料、汽车加工等领域的企业纷纷落地，喀

什国际邮件互换局运营启动，国际货运包机

首飞⋯⋯新疆自贸试验区的政策优势，促动

喀什口岸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据喀什海关统计，2023 年喀什外贸进出

口总值达 836.8 亿元，占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

的 23.4% ，同 比 增

长 71.2%。2024 年，新

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

提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外贸进出口

总值、实际利用外资、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均

增长 30%以上。

“喀什周边有对外开放口岸和喀什国际航

空港，开放优势助力企业不断发展，新疆自贸

试验区的成立也将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我们

对未来信心满满。”位于喀什综合保税区内的

中顺电子商务（新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琪告

诉记者，新疆自贸试验区成立后，跨境电商订

单量也不断增加，“每天处理订单10余万单”。

在霍尔果斯口岸，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

果斯片区的成立也正成为口岸发展的助力。

霍尔果斯中金新能源摩托车产业园内，

工人们忙碌地焊接、装配、检测，一台台摩托

车“走下”生产线，“奔赴”中亚市场。今年1月，

首条面向中亚市场的摩托车生产线正式投

产，首批 1200 台订单陆续由霍尔果斯口岸发

往哈萨克斯坦，意向订单已经超过 2 万台。

霍尔果斯中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

总监熊壮介绍，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

区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措施，未来出口将更加

便利，企业计划实现一台摩托车 60%零部件

变成“新疆造”，市场竞争力会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自 2023 年 12 月中国（新疆）自由

贸易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挂牌以来，推出首

批 8项制度创新举措，包括创新公路口岸进口

葵花籽类农产品转场查验新模式等内容，叠

加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中哈霍尔果斯国际

边境合作中心、边民互市等一系列开放平

台，将进一步促进外贸转型升级。

“2024 年是新疆自贸试验区建

设的关键之年，我们从企业痛点、行

业堵点、监管难点出发，大胆试、大

胆闯、自主改，努力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奋力推进

霍尔果斯片区高质量发展。”新疆

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祁飞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互利共赢；同时提出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拥有 20 个国家一类口岸的新疆，在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近
年来，新疆积极推进口岸经济带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新形势下，如何利用好自身优势、稳定外贸基本盘，
如何打通堵点痛点、提升口岸质效⋯⋯对标新一年发展目标，新疆口岸经济还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外贸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经济持

续增长，更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10 年来，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东风，

新疆借助 20 个对外开放口岸，与 192 个

国家和地区展开贸易往来，获批 4 个综合保

税区、4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外贸增速一

路上扬。

除了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丰富资源优势外，

近年来不断完善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一系列税收

优惠、资金扶持、通关便利化等政策“组合拳”，也是推

动外贸持续向好的重要原因。

然而，应清醒认识到，新疆外贸发展还存在不

少短板和不足，比如出口产品层次偏低、基础设施

建设有待提升、物流体系尚不健全、贸易伙伴多元

化进展缓慢等。需加快补齐这些短板，才能不断实

现优化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激发外贸新动能。

补短板需打牢“地基”。近年来，新疆加快口岸

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建设“智慧口岸”，优化通关流

程，大幅提高了通关过货能力，但交通、通信和物流

等方面仍存在不足，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口岸配套服

务设施，包括海关、检验检疫、边防检查等部门的服

务设施以及餐饮、住宿、仓储等商业服务设施。同

时，要不断提升口岸智能化水平，实现信息共享和

快速传递，促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信息交流

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补短板需提升质效。新疆凭借独特区位优势，

外贸通道优势逐年显现，进出口货运量不断增长。

但同时也应看到，进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鞋类、服

装、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以高新技术为

导向的新兴产品。因此，应加快推动落地加工产业

和外贸出口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

展，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还要大力培育

包括跨境电商、海外仓、外贸综合服务、离岸贸易等

新业态，不断提高竞争力。

补短板需扩大“朋友圈”。从数据来看，新疆外

贸伙伴主要集中在中亚五国，进出口总值占比达

79.4%，体现出新疆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充分利

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能力略显不足。政府部

门应进一步强化市场信息和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拓

展国际市场空间。企业也要不断提升竞争力，提升

产品附加值，提高品牌影响力，让出口商品走得更

远，出口业务走得更稳。

在补短板中激发外贸新动能
耿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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