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主席 10 月 14 日在第二届联

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发

表主旨讲话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几

代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建成了交通

大国，正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我们坚

持交通先行，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

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

航海通达全球。

在我国西部，一条巨大的交通动脉

日益强劲——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接丝

绸之路经济带，南连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在区域协调

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东西

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它不是单纯

的物流通道，更是经济走廊，助力西部

地区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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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青天，舟车辐辏。

“呜——”汽笛声中，巨轮“天力”号缓缓

靠岸广西北部湾港钦州港码头。龙门吊下，

于兆凯指着船身，放大嗓门：“这条船装着从

泰国运来的木薯，有 3 万吨。”

每年，新天德要从泰国、越南等东南亚

国家进口木薯 40 万吨，用来生产酒精，深加

工后，将产品再销往国内外其他地区。

“过去钦州港运力有限，我们只得依靠广

州南沙港，耗时长、成本高。出口一个货柜，

陆运成本要比现在高出 1.2 万元。”于兆凯坦

言，得益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北部湾国际门户

港建设提速，航次增多，通关也更便捷。“去年

起，通过北部湾港，我们便可连通世界。”

于兆凯口中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不只是

一条物理通道，更是一条互联互通、互利共

赢之路。

2015 年 11 月，中国、新加坡两国第三个

政府间合作项目落户重庆，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项目正式启动，陆海新通道成为

双方物流合作领域的重点示范项目。

如今，陆海新通道的“朋友圈”不断扩

容。借助这条新通道，以成、渝、北部湾港与

洋浦港 4 个重要枢纽为支撑，西部的川、渝、

滇、贵、甘等 10 余个省份开辟了更快捷的出

海通道；“靠海吃海”的琼、桂拥有了更广阔

的经济腹地。东盟的产品不仅有了直通中

国内陆的“快速路”，更可搭乘中欧班列直达

欧洲。

“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

带，南连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

江经济带，在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

战略地位。”国家发改委基础司副司长周小

棋说。

——东西双向互济，区域协调发展，新

通道是强支撑。

“满载汽车和配件的火车由重庆发车，

经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钦州出海，最快 4 天就

能到越南。如果由长江往上海走江海联运，

得 20 天以上。”李玮举例算账，生产电机和

摩托车的重庆润通科技有限公司因转走西

部陆海新通道，一年能省上千万元。

西部陆海新通道不仅提升了西部的物

流水平，也促使东部先进产能向西部顺利转

移。“康宁玻璃决定在重庆建设西部原材料

分拨中心，长城汽车、海尔工厂产能也在向

重庆转移。”李玮介绍，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

的外地货源已经超过 60%。

——陆海内外联动，深化双向开放，新

通道是金纽带。

“拉出去的是机电、零配件等产品，拉回

来的是水果、海鲜，新通道就像是连接陆海

的纽带。”成都国际铁路港装卸工人李成发

现，班列运回的货物中，东南亚特产越来越

多，“这些进口特产很快就摆上超市货架，我

们很多人买过。”

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服务水平不断

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规模显著扩大。

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目的地已辐射 10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8 个港口，货物品类达 640
个。仅 2020年，铁海联运班列、中越跨境班列

就分别同比增长 105%、23.2%，水果、海鲜等东

盟特产以最新鲜的状态摆上中国西部地区百

姓餐桌，而西部地区的 PVC（聚氯乙烯）、土豆

等产品也第一时间运抵东盟。

“新通道已经成为我国与东盟国家经济

往来的大动脉。”广西发改委党组成员樊一

江介绍，今年前 8 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

线 14 个省区市对东盟进出口 812.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8.7%，拉动我国对东盟进出口增

长 4.4 个百分点。

为何要建
区域协调发展的强支撑、深化双向开放的金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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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就像一份路线图，详实、细致、

可执行！”接到公司紧急开会学习的通知，李

玮兴奋不已，过去 4 年不间断出差的疲惫，

仿佛瞬间消失。

让李玮难掩激动的新政策，正是 9 月初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十四五”推进西部

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

作为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市场部

副部长，李玮亲眼见证西部陆海新通道从无

到有，重庆到广西北部湾的铁海联运班列货

运量从零增长到 6.5 万标箱。

在北部湾，广西新天德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于兆凯也在研究这一新政策。通过

借力西部陆海新通道，于兆凯公司今年的

产值有望比 2019 年翻一番，“西部陆海新通

道加持新方案，给我们打开干事创业的新

天地。”

舳舻千里，铁龙驰骋，货畅其流。乘着

政策东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正驶

入快车道。

根据《方案》，到 2025 年，经济、高效、便

捷 、绿 色 、安 全 的 西 部 陆 海 新 通 道 基 本 建

成。这个新通道，不仅是物流通道，更是经

济走廊。

随着通道辐射能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

的企业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投资兴业。

仅北部湾一带，与新天德关联的上下游企业

就超过 20 家。

“以木薯为依托，我们已打造出酒精深

加工的三条产业链。”于兆凯说，产品已经通

过新通道销售到长江流域，四川、重庆、云

南、贵州等地与其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酒厂

超 400 家。

获益的不仅是新天德。北海、防城港、

钦州等 3 个临港产业园区实现工业产值超

千亿元；中马钦州产业园、中新南宁国际物

流园等加快建设，川桂国际产能合作园一期

工程即将竣工……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集

聚能力加速显现。

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广西面

向东盟的开放合作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

樊一江介绍，“十三五”时期，广西与东盟之

间的贸易额累计达 10501 亿元，较“十二五”

时期增长 80%。今年前 8 个月，广西对东盟

进出口 1891.6 亿元，增长 32.4%。

作为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的重庆，

也尽享聚客效应。2020 年，重庆国际物流枢

纽园区企业营收超过 1000 亿元，服务涵盖

150 公里范围内 16 个千亿级产业园区。今

年，重庆还上线全国首个跨境金融区块链西

部陆海新通道融资结算应用场景，为物流企

业融资超过 4 亿美元。“通道活力正不断释

放。”重庆市口岸物流办副主任肖文军说。

展望未来，按照《方案》，将加快培育通

道经济增长极，加快都市圈资源要素聚集，

拓展服务业态，吸引产业集聚发展。同时，

充分注重发掘通道沿线的消费品双向物流

需求，按照各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以发

展通道经济为导向，建立沿通道的产业上下

游联系，培育通道增量货源。

“这些措施，扭住了通道未来扩大开放、

共建共享的牛鼻子。”周小棋说。《方案》明确

提出，发挥通道对区域协调发展支撑引领作

用，加快培育通道经济增长极，建设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和北部湾城市群，壮大黔中、

滇中等城市群，加快重点都市圈建设。“随着

支持西部省份在北部湾建设‘飞地园区’等

政策落地，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区位优势及

资源禀赋将更好发挥，带动西部地区进一步

开放融合发展。”

有何作用
带动西部地区进一步开放融合发展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还有一些短板要

补。”樊一江亮出家底，广西北部湾国际门户

港大型化、深水化、专业化、智慧化发展水平

有待提升，尚未具备 30 万吨级散货船的通

航和靠泊能力，“集装箱航线仅有 54 条，远

低于上海港、深圳港水平。”

硬件待完善，服务也需提升。“通道综合

物流成本高于中东部地区，多式联运‘一单

制’有待推广。”李玮介绍。

值得欣喜的是，随着《方案》的出台，高

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有了推进任务落

实的新路径、新方法。

——着力补齐通道建设短板弱项。

根据《方案》，西部陆海新通道东、中、西

三条主通道布局将加快，黄百铁路、贵南高

铁等关键铁路设施建设完成后，将提升通道

运能。此外，北部湾港、洋浦港建设也在提

速，并将发展国际直航航线，而重庆、成都、

南充、昆明等沿线物流枢纽和节点加快

建设，也将提升物流承载能力。

“到 2025 年，实现北部湾

门 户 港 货 物 吞 吐 量 5 亿

吨 以 上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1000 万

标 箱 以

上，建成钦州港 20 万吨级自动化集装箱码

头等重点项目，具备接纳世界各类大型船舶

的靠泊能力。”樊一江说。

——着力提高通道物流质量效益。

《方案》要求，结合腹地经济条件和区位

特点，优化运营组织，创新物流模式，提高铁海

联运、国际班轮、跨境班列班车等服务水平，全

面提升通道整体运行效率。将加密重庆、四川

至北部湾港铁海联运班列开行频次，大力拓展

北部湾港、洋浦港航线网络，持续提高国际航

线密度，扩大集装箱外贸航线覆盖范围。

“‘十四五’力争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运

量年均增长 15%以上。我们还将发挥今年

底即将通车的中老铁路作用，提前谋划班列

运营方案，做好国际联运货运规则、运输组

织设计。”国铁集团货运部副主任董晖说。

——着力降低成本和优化服务。

《方案》提出全面清理通道运行收费环

节，推动港口、铁路站场等运营主体优服提质

降费，强调继续深入推进“一单制”，强化口岸

功能，培育冷链、大宗商品等专业化物流服

务，进一步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为继续提升

通道综合服务水平提供了指引。

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涉及海运、铁路、公

路、港口、内陆堆场等多个承运主体和运输环

节，降低全程运输成本，既需多方能力，也大有

可为。“国铁集团将继续给予新通道班列优惠

运价，我们也希望相关各方共同加大支持力

度，综合施策，降低全程物流成本，提升西部陆

海新通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董晖说。

——着力推进通道融合开放发展。

《方案》提出，加快资源要素和产业聚

集，拓展服务业态并联动沿线产业园区、边

境经济合作区，打造若干枢纽经济区，强调

拓展全球服务网络，参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物

流枢纽节点建设，充分利用国际协定和平

台，加强产业链合作、壮大国际合作园区和

经济合作区。

李玮透露，重庆正在建立内陆无水港。

依托智慧集装箱堆场、冷链仓库等设施，“无

水港”实现国际集装箱储存转运、进出口冷

链储存加工、供应链服务等七大功能。“这个

好的模式希望能复制到沿线各地，推动通道

物流规模化组织、区域化集散、专业化服务、

网络化运行。”

图①：一列铁海联运班列从成都国际铁

路港驶出。 白桂斌摄（影像中国）

图②：广西钦州港繁忙景象。

俞 靖摄（影像中国）

如何共建
补足短板，优化服务，提升通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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