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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球影响力物流中心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近年来，深圳市获批建设融合港口型、空港型、商

贸服务型、生产服务型为一体的国家物流枢纽城市。

为进一步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深圳市正加快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物流中心，力争 2025 年物流业增

加值突破 4000 亿元。

数 据 显 示 ，2023 年 ，深 圳 市 物 流 业 增 加 值 为

3522.35 亿元，同比增长 6%，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

10.18%。今年 1 月至 7 月，深圳市物流业平均景气指

数 51.80%，同比提升 8.29 个百分点；1 月至 7 月深圳市

物流业增加值为 1663.81 亿元，同比增长 7.9%。

值得一提的是，在港口航运方面，截至今年 9月 15

日，深圳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2327.76 万标箱，同比增长

14.13%；1月至8月，深圳机场货邮吞吐量117.9万吨，同

比增长16.8%，货邮吞吐量排名全国第三。其中，国际及

地区货邮吞吐量60.1万吨，同比增长23.8%，占比51%。

近日，随着深圳至孟加拉国达卡国际货运航线正

式开通，深圳机场全货机国际通航点达 39 个。深圳

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 3 年，深圳机场航空货运

业务发展实现“量”“质”齐升，年货邮吞吐量最高达

160 万吨，进入全球前二十，稳居国内机场前三。为

加快建设高水平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深圳机场已启

动总投资超 50 亿元的 8 个物流设施项目建设；启用了

国内首个跨境电商专用处理区，吸引了菜鸟、云途等

跨境电商头部企业入驻，带动空运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3 年扩大 10 倍以上；启用了中山、江门、东莞、增城等

前置仓物流设施，让更多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产品经深

圳发往全球。预计到 2025 年，深圳机场年货邮处理

能力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近 160 万吨。

随着物流业发展能级持续提升，目前深圳市已汇

聚了 8 万余家物流企业，跨境电商物流、无人配送、无

人运输等一批物流业新场景、新业态蓬勃发展。深圳

市柏威国际科技物流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代表性企

业。“依托深圳海陆空通达的区位优势，公司已成长为

集国际空运、国际海运、跨境电商物流等于一体的全

链路端到端综合物流服务方案提供商，服务网络覆盖

美国、巴西、新加坡、迪拜等地。”柏威国际公司数字化

品牌营销总监孙钺涵表示，当前，我国物流业已进入

数字化升级新阶段。为化解传统物流业中货物追溯

难、风险管控难等行业痛点，公司推出了自主研发的

运连网数字化平台，已形成覆盖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物流网络。

孙钺涵表示，作为全国物流体系的核心基础设

施，深圳“四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物流产业高质量

发展蓄足动能，为工业制造、商贸流通等产业提供更

为高效、更具性价比的物流服务。随着深圳对外开放

水平持续提升，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将进一步提升深圳

国际供应链协作水平，扩大进出口贸易，提升全球资

源配置能力等。

提 升 物 流 枢 纽 竞 争 力
柳 洁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筋络”。国家物流枢

纽是物流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在全国物流

网络中发挥关键节点、重要平台和骨干枢纽

的作用。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对于推进物流

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高我国在全球供应链

体系中的竞争力意义重大。

截至目前，国家物流枢纽总数为 151 个，

达到国家规划数量的 70%以上。尽管我国各

类物流基础设施已形成多点分布、覆盖全国

的经营网络，但仍存在部分设施运作相对独

立、信息不互联、业务不衔接、功能不匹配、干

支衔接不顺畅等问题。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国家物流

枢纽不仅要为“大循环”“双循环”提供畅通生

产、消费联系和内外贸联系的产业布局条件，

还要引导和支撑重大生产力布局。其建设不

是白手起家，更不是另起炉灶，必须要充分发

挥好既有基础设施资源的作用，加大对既有

站场设施的综合利用，提升功能和整合资源，

最大限度盘活存量、优化增量。

构建高效物流通道网络。加大政策支持

引导力度，发挥国家物流枢纽的资源集聚和

区域辐射作用，提升枢纽运营和服务能力，加

快枢纽间全局性、功能性组网，形成“宜铁则

铁、宜水则水、宜空则空”的大运量、高效率、

低成本的快捷运输组织格局。

打造物流枢纽综合运营服务平台。国家

物流枢纽是先进科学技术应用场所，现代流

通体系的承载主体，生产企业、物流企业、公

共服务企业集聚的平台。应尽快形成金融、

采购、展示、交易、体验、市场、货物集散、多式

联运、滚装运输、专线等物流生态体系。

加 快 发 展 智 慧 物 流 。 一 方 面 ， 加 快

5G、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现代信息技术在物流行业的应用，加强物流

设施间的协同衔接、互联互通，提高干线物

流效率、促进干支高效衔接。另一方面，打

造“通道+枢纽+网络”的物流运作体系。在

全国有条件的大小物流设施，通过智能化大

数据物联网管理全覆盖，实现物流设施信息

化和网络化，实时监控分析设施内所有节点

状况，推动采购、生产、物流等全链式信息

实时采集、互联分享，改善生产制造和物流

一体化运作水平。

推进物流枢纽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发

挥城市特色、产业优势，引领区域产业空间的

布局优化，加强工业园区、产业集群与国家物

流枢纽的布局衔接和联动发展，打造国家物

流枢纽经济区。

物流通则商流畅，商流畅则经济兴。随

着国家物流枢纽的建设，商品流通更加顺

畅，企业运营更加高效，经济活力更加

强劲，将为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的动能。

锻造现代物流新体系
本报记者 刘 成

近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公示了“2024 年国家

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支持城市”名单，青岛成功入

选。这代表着青岛在空港型、生产服务型、港口型及

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基础上，城市枢纽能级再

度提升。

日前，随着一声汽笛声响起，满载出口物资的达

飞芙洛拉轮缓缓离开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联合集装

箱码头公司 101 泊位，驶向墨西哥。

“这是青岛港今年开通的首条通往墨西哥的集装

箱航线，航线的开通增强了中国在中南美地区的市场

辐射能力。”该公司计划主管班正奇说，青岛港是目前

国内最快到达墨西哥的挂靠港，从这里出发仅用 20

天即可直达恩塞纳达港，新航线的开通，进一步提升

了以黄河流域地区为主的商品进出口企业的市场竞

争优势。

“与其他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相比，青岛最大

的优势在于可以实现海、陆、空、铁多种国际物流通道

的‘自由组合’，可满足经营主体对物流时效、成本等

方面的不同需求，对各类经营主体均有较强的吸引

力。”青岛市发改委主任卞成说，通过汇聚全球要素资

源，青岛推动了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

等支柱产业拔节而生。以智能家电产业为例，四通八

达的国际物流通道，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上下游企业陆

续落户。

在上合示范区—同江—莫斯科首班班列上，满载

青岛生产的冰箱、洗衣机等智能家电货物，由（上合示

范区）青岛多式联运中心发出，到达同江口岸后，以

“宽轨重出”换装出境，比传统境外换装方式减少 15%

以上的运输时间。与此同时，一辆路特斯新能源汽车

正乘坐 K4925 航班，从胶东机场飞往美国纽约⋯⋯这

是胶东机场首次保障整车国际运输，展示了其在国际

航空物流领域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

这些多样化物流运输日常，是青岛作为生产服务

型（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能力的体现，更是其在

商贸服务型、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上的优势展现。作

为生产服务型（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青岛去年累计

新增 20 条航线，航线总数达 225 条，航线遍及 18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 多个港口，航线数量和密度继续

稳居中国北方港口第一位；作为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

枢纽，青岛在今年 1 月至 9 月，中欧班列（齐鲁号）开行

843 列，同比增长 16.6%，“鲁欧快线”、跨境电商专列

等特色中欧班列广受认可；作为空港型国家物流枢

纽，青岛在 2023 年业务总收入达到 24.2 亿元，实现货

物吞吐量 47 万吨，货物进出口总额达 10 亿元。

“总体来看，去年青岛的物流业增加值突破 1600

亿元，同比增长 6.4%，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10%，

物流业已成为全市现代服务业中的优势产业、支柱产

业。”卞成说，下一步，青岛将通过打造“效率快港”、深

化头部企业合作、强化数字赋能等方式，全面锻造“枢

纽+通道+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新体系。

重 塑 货 到 汉 口 活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近日，一列满载新能源汽车、汽车零配件等货物的中

欧班列从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鸣笛出发，经阿拉山口出

境抵达德国汉堡后，以铁水联运方式转运分拨，最终抵达

瑞典哥德堡。目前，中欧班列（武汉）共有 55条稳定的跨

境运输线路，辐射欧亚大陆40个国家、117个城市。

“省内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光伏产品以及电

商产品相关企业是主要的服务对象，长三角、珠三角也

有越来越多的客户。”武汉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

理沙鹏俊说。

在武汉阳逻港 1500 多米的岸线上，一、二、三期码

头并列排布，生产运营井然有序。这片深水良港，是长

江中上游最大的集装箱枢纽港、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出

海口”。通过无缝对接中欧班列，阳逻港已开辟多式联

运通道近 50 条，辐射区域延伸到西北、西南地区乃至

欧洲腹地，实现“通江达海”。今年 1 月至 8 月，阳逻港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65.64 万标箱，同比增长 5.98%。

作为全球第四座、中国首座专业航空货运枢纽，位

于武汉都市圈的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已开通货运航线

75 条，其中，国际货运航线 24 条、国内货运航线 51 条，

日均货邮吞吐量稳居全国前列。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我国内陆最大的水

陆空交通枢纽。如今的武汉，乘坐高铁 4 小时可达全

国 80%的重要城市，正在构建“7 环 30 射”高快速路网，

阳逻港近洋航线可直抵日本、韩国和俄罗斯，中欧班列

（武汉）可深入亚欧大陆，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与鄂州花

湖国际机场客货双枢纽已形成覆盖全国、联通亚欧美

非大洲的轴辐式航空货运网络。

武汉市副市长张忠军表示，武汉正加快把交通区

位优势转化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链接优势，不断完

善枢纽链接功能，打造新时代“九州通衢”，重塑“货到

汉口活”。

武汉市将商贸物流列入“965”现代产业体系，从提

升枢纽能级、拓展通道能力等 8 个方面，加快构建“通

道+枢纽+网络+平台”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打造“枢

纽带动贸易、贸易聚集产业、产业反哺枢纽”的经济循

环，加快建设国内大循环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重要枢纽。10 月 2 日，武汉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入选 2024 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至此，武汉提出

建设“五型”国家物流枢纽，已获批 4 个。

武汉市发改委主任孟武康介绍，武汉商贸服务型

国家物流枢纽以武汉国际贸易城、滠口铁路物流基地

等物流设施为基础，组建以盘龙交投为牵头主体的枢

纽运营联盟，持续提升干线物流组织、多式联运、区域

分拨等基本功能，打造扩大内需、链接生产和消费的现

代商贸物流发展高地和引领中部、服务全国、链接全球

的国际国内商贸物流供应链组织中心。

统筹港产贸城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张 毅 雷 婷

10 月 18 日，满载着新能源汽车、机

械设备等货物的 X9043 次中欧班列从

西安国际港站驶出，一路向西经里海运

输走廊开往阿塞拜疆的巴库，这是今年

中欧班列（西安）开行的第 126 列跨里

海通道班列。至此，中欧班列（西安）今

年 累 计 开 行 超 4000 列 ，开 行 量 、货 运

量、重箱率等核心指标稳居全国前列，

西安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集结中心

功能日益凸显。

西安是国家级陆、空交通枢纽，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其向东辐

射、向西开放的“门户”优势更加凸显。

截 至 今 年 8 月 ，西 安 全 市 进 出 口 总 值

2711.1 亿元，增长 17.2%。

作为西安国家物流枢纽城市的重

要平台，西安浐灞国际港务区拥有综合

保税区以及粮食、肉类、整车进口指定

口岸和全国二手车出口试点等功能完

备的门户口岸体系。西安自贸港建设

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苗巍说，自 2022

年 4 月首开跨里海和黑海班列以来，西

安跨里海班列已累计开行 150 列、运输

货物 13.7 万吨，“集结和联运功能是西

安国家物流枢纽的最大特色优势”。

10 月 11 日，满载 50 车电商货物的

西安—乌鲁木齐 X387 次“丝路电商班

列”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一路向西开

往乌鲁木齐。“该趟班列已累计开行突

破 200 列。”中外运物流西北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邢凯表示，“丝路电商班列”已

成为陕西乃至全国电商快递通往新疆

的黄金物流通道。“科技+安全”的“智慧

物流”模式是“丝路电商班列”的优势所

在。通过在集装箱或货物上加装智能

装备，实现对货物位置、温湿度等运输

数据的一“键”追踪，并且利用大数据分

析集装箱货物储存、班列运输线路拥堵

等情况，为安全管控和运输时效提供决

策依据。

枢纽建设成势，更要“坐地生金”。

依托国家陆港型枢纽通道优势，近年

来，西安以统筹港产贸城融合发展为着

力点，高标准建设“一带一路”临港产业

园，引进康佳智能产业集群等；依托国

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国家试

点，累计引进法国达飞等国际贸易和国

际物流企业 2900 余家，2023 年大宗商

品销售额达到 2400 亿元，实现进出口

贸易额 365 亿元。

西安市道路货物运输行业协会会

长马海腾认为，西安仍缺少集中连片的

高标准物流仓储基地和大型内贸物流园

区，相关市场配套建设有待加快落实。

大物流带来大开放
本报记者 吴陆牧

近日，位于沙坪坝区的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里，

一列满载摩托车及汽摩配件、化工产品等货物的西部

陆海新通道班列从团结村中心站发出，将经广西钦州

港运往东盟。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是我国首班中欧班列和西

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的始发站，也是重庆陆港

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承载地之一。“目前，国际班列累计

开行超 2540 列、运输货值 590 亿元，辐射 125 个国家和

地区的 538 个港口，形成了全球化通道网络。”重庆国

际物流枢纽园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韩超说，

园区积极探索多式联运“一单制”应用，帮助企业提升

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重庆是全国唯一兼有港口型、陆港型、空港型、生

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五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城市。

近年来，当地加快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打造对外

开放的大通道、大枢纽、大口岸、大物流、大平台，从内

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

重庆不断强化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长江

航运、国际航空等多通道高效协同联动，加快建设西

部陆海新通道集装箱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提升国际

物流综合效能。今年前 8 个月，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

道与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联运货物 9.72 万标箱、

同比增长 87%。

作为首批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之一，重庆果园港

开通了四川、贵州等地至港区的多条铁水联运运输线

路，成为中西部地区外贸货物的中转港。近年来，果园

港在重庆率先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试点。“过去，出口

企业需将货物运到出境港口并办理结关手续后，才能

申请退税。如今，出口货物启运后就可以申请退税，比

之前快了近 1 个月。”重庆渝泰报关有限公司海运部经

理郭豪说，启运港退税政策的实行，提高了企业资金周

转和使用效率。

江津区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也是重庆

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主要承载地之一，当地坚持

“通道+经贸+产业”融合发展，着力打造重庆枢纽港产

业园（江津片区），布局发展冶金装备、通机农机装备、

先进材料等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年前 8 个月，江津片

区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397.3 亿元。

在重庆公路物流基地，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

班车的运输线路实现了中南半岛全覆盖，吸引了 80 余

家商贸物流龙头企业落户聚集。去年，该基地获批建

设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重庆公路物流基地建设

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敏告诉记者，基地构建形成了专业

市场、电子商务、综合物流、国际贸易等五大产业集群

协同发展格局，同时打造了总面积 1.4 万平方米的东盟

商品集采城，实现“集东盟供全国，采全国销东盟”。

物流枢纽哪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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