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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开行超 4万列，打通 73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 23
个国家的 160多个城市，运输货品达 5万多种……连接亚
欧大陆的中欧班列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驼队”，有力保障
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共同发展，为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增添更多动能，为沿线国家人民带来更多
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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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中欧班列——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纽带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纽带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 4 万

列了。自 2016 年 6 月 8 日统一品

牌正式发布启用至今仅 5 年，中

欧班列年开行量就突破“万列”大

关，2020 年的全年开行量是 2016
年 的 7.3 倍 。 增 势 之 猛 、运 行 之

稳，无一不彰显这颗国际运输市

场新星的光彩耀人。

作为新形势下国际产业链供

应链的重要载体，中欧班列在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 中 承 担 着 历 史 使

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欧

班列实现逆势增长和安全稳定运

行，彰显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的强大生命力。

中欧班列犹如一支“钢铁驼

队”，让中欧双方加深了解、扩大

共识，让沿线各国深切感受“中国

方案”的互利共赢。作为跨大洲、

长距离、大运量、全天候、绿色低

碳的新型运输方式，中欧班列是

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共建“一

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中国方案”，是国际运输服

务体系的重大创新，有力保障了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了

国际陆运规则的加速完善。截至

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 4 万

列，运输货品达 5 万多种，合计货

值超过 2000 亿美元，为沿线数亿

民众送去了实惠。中欧班列运送

货物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的比重

也从 2015 年的 1%增至 2020 年的

7%，成为沿线国家广泛认同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欧班列搭建了一条“生命通道”，让中欧双方守

望相助、携手抗疫，让沿线各国深切感受“中国担当”的

温暖情谊。面对疫情冲击，在国际海运、空运物流不同

程度受阻的情况下，中欧班列保持安全稳定运行，全面

助力复工复产，成为沿线各国携手抗疫的“生命通道”

和“命运纽带”。从义乌到马德里，从厦门到杜伊斯堡，

从武汉到罗兹……截至 6 月 20 日，中欧班列累计向欧

洲发运 1199 万件、9.4 万吨防疫物资，特别是一趟趟抗

疫物资专列极大缓解了欧洲国家抗疫物资短缺的局

面，彰显了捍卫各国人民生命健康权的大国担当，得到

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成为践行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有效载体和有力见证。

中欧班列打开了一扇“共赢大门”，让中欧双方优势

互补、深化合作，让沿线国家深切感受“中国机遇”的广

阔空间。目前，中欧班列已铺画 73 条运行线路，穿越亚

欧腹地的主要区域，通达欧洲 23 个国家的 160 多个城

市，在为中外数万家企业带来了商机的同时，也促进了

口岸经济、枢纽经济的繁荣发展，带动了沿线通道经济

快速发展。看欧洲，中欧班列使欧洲内陆国家的物流网

络利用率大幅提升，波兰的罗兹、德国的杜伊斯堡、西班

牙的马德里等节点城市的物流枢纽地位不断提高，俄罗

斯、波兰、德国、荷兰等国的粮食、乳制品等也有了更广

的销路。看中国，中欧班列的常态化开行，为内陆城市

对外开放拓展了新空间。惠普、富士康、冠捷等企业纷

纷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中西部，带动了千亿级电子信息产

业由东向西梯度转移，郑州、重庆等城市的外向型经济

实现了显著增长。与此同时，中欧班列的发展，也提升

了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例如，TCL 集团就利用中

欧班列将零配件运输至波兰，在当地组装后再配送至欧

洲各地区，进而实现了境内外生产协同联动，降低了企

业成本，提升了产品国际竞争力。

成绩斐然，机遇在前。顺势而为打通发展中的堵

点难点，中欧班列还可以形成更加强劲的市场竞争

力。奔跑吧，中欧班列！声声汽笛、滚滚车轮，必将谱

写亚欧陆路运输新篇章，开创亚欧合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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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双 11”前夕，满载着 50 个货柜 1100
余吨乳制品的“波兰乳品专列”抵达中国，助力波

兰乳制品在“双 11”期间创造在中国市场的最佳

销售成绩。参与组织这趟乳品专列的波兰味奇

集团首席商务官马齐亚尔奇克—皮萨尔斯卡表

示，中欧班列大大缩短了农产品的运输时间，波

兰乳制品和其他农产品企业从中受益良多。

波兰牛奶、奶粉和奶酪等产品 2020 年在中

国市场的销量增长了 70%，中国成为波兰乳制品

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波兰成为欧盟牛奶产量

增速前三名的国家之一，乳制品产量和出口额逆

势上扬，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市场需求的

增加和中欧班列的稳定运营。”马齐亚尔奇克—

皮萨尔斯卡感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波兰乳制品在欧洲市

场的销售面临一定的困难，波兰奶农的收益下降

严重。“中国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经济社会秩序加

快恢复。中欧班列的发车次数不断增加，我们的

对华出口额也屡创新高。”马齐亚尔奇克—皮萨

尔斯卡说。

“波兰是欧盟乳制品生产和出口大国，中国拥

有巨大的消费市场，中欧班列在波中之间架起一

座重要的桥梁。”马齐亚尔奇克—皮萨尔斯卡说，这

一全新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将波兰到中国的运

输时间从海运的 40天缩短为陆路的 14天左右，对

波兰乳制品和其他农产品企业是一大利好。

波兰小城马拉舍维奇位于波兰与白俄罗斯

交界。近年来，这座人口仅 4000 人的小城因中

欧班列而声名鹊起。作为中欧班列自东向西进

入欧盟的第一个转运车站，马拉舍维奇场站也一

跃成为欧盟最重要的物流集散地之一。马齐亚

尔奇克—皮萨尔斯卡对马拉舍维奇的变化深有

感触。

“马拉舍维奇的常住居民过去以老年人居

多，年轻人大都在华沙等大城市工作。现在这里

逐渐成为投资的热土，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场站附

近投资建厂，吸引了许多在外工作的年轻人回到

家乡从事物流相关工作。中欧班列的开行带动

了当地居民的就业，也促进了场站的快速发展。

今年起，马拉舍维奇场站扩建工作进一步加快，

相信这将为波兰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马齐亚

尔奇克—皮萨尔斯卡说。

“中欧班列为欧中贸易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机

遇。波兰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并将继续

从中受益。”马齐亚尔奇克—皮萨尔斯卡表示，波兰

的乳制品等农产品以绿色天然、质优价廉在欧洲

市场广受欢迎，希望能够通过中欧班列，“让更多

中国消费者了解并爱上这张波兰的‘国家名片’”。

波兰味奇集团首席商务官马齐亚尔奇克—皮萨尔斯卡——

“在波中之间架起一座重要的桥梁”
本报记者 于 洋

一列满载集装箱的货运列车日前徐徐驶入荷

兰蒂尔堡市布拉邦特场站。这是定期开行在中欧

班列“蓉欧快铁”蒂尔堡线路上的一趟直达货运班

列，从中国成都而来，历时 15天，跨越 10947公里。

当天下午 4时，另外一列满载集装箱的货运列车从

这里发车，向成都国际铁路港驶去。

“自 2016 年正式开通以来，这条连接荷兰和

中国的中欧班列线路车次不断增加，现在已经达

到每周对开 5 至 6 列。”负责线路运营的荷兰合作

企业 GVT 物流集团总经理罗兰德·韦巴克对本报

记者说，“在国际物流领域，中欧班列的竞争力非

常明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这种优势更加

凸显。”

据介绍，货物通过中欧班列从成都运输到蒂

尔堡，可比海运节省 2/3 的时间，物流费用仅为

空运的 1/4。疫情防控期间，空运和海运受冲击

较大，而中欧班列因其安全稳定，成为防疫物资

的重要运输通道。

“时间就是生命。中欧班列及时运送了大量

防疫物资，有力推动了欧中携手抗疫。”韦巴克说，

“现在，中欧班列又为欧洲各国复工复产源源不断

运送生产物资，为全球供应链恢复提供重要保障。”

记者在场站仓库发现，工人正在码放来自中国

的轴承、小家电等商品。据韦巴克介绍，目前从成都

发来的班列运输货品以电子产品、服装鞋帽、日用品

以及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为主，从蒂尔堡发出的

班列以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红酒、奶粉等为主。

“中欧班列不仅性价比较高，而且可运输的

物品种类非常多。”韦巴克说，蒂尔堡至成都的中

欧班列还配置了冷藏集装箱，以方便运输花卉等

对温度敏感性强的物品。

除了蒂尔堡至成都的中欧班列线路之外，蒂

尔堡至西安的中欧班列线路也于 2019 年开通。

今年 6 月 4 日，从江苏南京发来的直达中欧班列

顺利抵达蒂尔堡，标志着南京—蒂尔堡中欧班列

线路正式开通。

“在中欧班列开通之前，欧洲缺少通往中国

的直达货运列车。货物运输几经辗转，不仅耗时

长，而且运费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欧中经

贸往来。”韦巴克说，中欧班列开通以来，欧中贸

易往来进入快车道，双边贸易量迅速攀升。“中欧

班列不仅给欧中市场运送了大量货物，还创造了

许多投资机会。可以说，中欧班列为欧中经济带

来巨大发展机遇。”

近年来，GVT 物流集团从当初只有 170 名员

工的本土企业逐步发展成为拥有近千人的国际

物流公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助了中欧班列

的东风”。韦巴克感叹道，他在这家企业工作了

10 多年，见证了企业的发展壮大，“中欧班列开

通之后，货运量迅猛增加，我们为此兴建新的配

套设施，招聘更多员工。中欧班列为我们插上腾

飞的翅膀”。

“由于中欧班列的独特优势，越来越多的物

流企业转向通过中欧班列运输物资，目前连接蒂

尔堡到中国多个城市之间的班列都需求旺盛，急

需增加新的班次、开通新的线路。”韦巴克非常看

好中欧班列的发展前景。

“中欧班列还带动了两国的人文交流，进一步

拉近了两国人民的感情。”韦巴克说。2019年 10月，

蒂尔堡市与成都市正式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备

忘录。韦巴克在 2015年 6月第一次到访中国，如今

已经去过 10多次。“每次中国行都让我流连忘返，中

国人民非常友好，基础设施完善，社会和谐稳定。

我盼望能再次到中国去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

荷兰GVT物流集团总经理罗兰德·韦巴克——

“为全球供应链恢复提供重要保障”
本报记者 任 彦

去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国际运

输受到严重影响，而中欧班列实现了逆势增长和

安全稳定运行。“德国铁路集团（以下简称德铁）

货运公司的中国业务空前繁荣，去年公司参与运

营的中欧班列数量同比增长了一倍。”德铁货运

中国总经理弗兰克·舒尔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疫情防控期间，中欧班列的重要性和可

靠性凸显，为稳定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助力欧中

共同抗疫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2 年，舒尔策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他

作 为 德 铁 代 表 参 与 了 上 海 磁 悬 浮 列 车 项 目 建

设。“中国的发展速度和中国人民对发展的追求

与不懈奋斗让我深受鼓舞。”舒尔策回忆道，这段

经历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不仅结识了很多中

国朋友，也和中国结下一段缘分。

回到德国后，他辗转多国从事国际铁路货运

相关工作，仍一直关注着中国铁路运输发展。

2018年，得知德铁将在上海开设办事处时，舒尔策

毫不犹豫地递交了申请，回到了这座曾经工作和

生活过的城市。“我很自豪能够参与到中欧班列运

营中。”舒尔策认为，“中欧班列不仅仅是一条货物

运输通道，更将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

2021 年 6 月初，南京—荷兰蒂尔堡中欧班列

线路正式开通。“中欧班列的发展将中国速度体

现得淋漓尽致。”舒尔策感慨道，中国人民付出巨

大努力推动中欧班列迅速发展，这也鼓舞着德铁

在世界各地的员工。“中欧班列的参与者目标高

度一致，都希望通过中欧班列更好、更多地运输

货物。在这种团结合作推动下，相信中欧班列一

定可以发展得更好。”

中欧班列具有安全快捷、绿色环保、受自然

环境影响小等综合优势，已成为国际物流中陆路

运输的骨干方式，通达欧洲 23 个国家的 160 多个

城市。舒尔策特别强调了中欧班列在保护环境

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他表示，铁路货运是节

能环保的运输方式，中欧班列除了保障供应链稳

定，还有助于加强环境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

舒尔策认为，通过这种环保的方式将沿线国家联

系起来具有特别的意义。

比海运更快的速度、比空运更低的成本——

高效、稳定的中欧班列已经成为连通亚欧大陆的

主要桥梁和绿色通道。“通过中欧班列，德铁运输

了大量高货值的货物。”舒尔策表示，在运输化工

和汽车等相关行业物资方面，德铁有着丰富的经

验，“希望德中两国企业在中欧班列运营中加强

交流和学习，互助互惠，共同取得更大的成功”。

德铁货运中国总经理弗兰克·舒尔策——

“将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
本报记者 花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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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1 年 3 月 23 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沙良物流园区内，工作人

员正在进行集装箱吊装作业。 夏 亮摄（影像中国）

图②：2020 年 4 月 14 日，中欧班列（武汉）X8015 次列车抵达德国北威州杜

伊斯堡港货运场站。这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从武汉开出的首趟中欧班

列，标志着中欧班列（武汉）恢复常态化运营。 新华社发

图③：荷兰 GVT 物流集团总经理罗兰德·韦巴克介绍从中国运来的货物。

本报记者 任 彦摄

图④：2021 年 7 月 12 日，发往波兰斯瓦夫库夫的中欧班列从成都国际铁

路港驶出。 白桂斌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