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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蓉欧+”打造欧亚区域枢纽

从西部中心到欧亚枢纽
——成都物流产业日新月异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快速发展的成都物流产业离不开日渐便捷的交通运
输、离不开政府简化优化的审批流程，也离不开物流及商
贸园区的建设。

在青白江铁路口岸，各种大型仓库围绕着铁路口岸分
布，许多地块正在开工建设新的商贸城及总部基地。据现
场工作人员介绍，成都市青白江区现代物流与商贸园区占
地约20平方公里，凭着紧邻成都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成都
铁路局大弯货站的优势，建成有成都国际集装箱物流园
区、成都青白江散货物流园区、电子商务及物流配送核心
区、物流总部及口岸配套服务区、大型商品商贸区，实现
交通枢纽、物流基地、国际口岸、保税物流、临港工业
区、商贸聚集区“六位一体、无缝衔接”的建设模式。

“园区近期设计吞吐能力为100万标箱、900万吨散货；
远期为 250 万标箱、1900 万吨散货。截至 2014 年底，园区
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51.11 亿元，正朝着综合性内陆港
口、开放口岸的方向快速发展。”

根据成都市现代物流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强化以“四
园区四中心，若干服务站”为主要框架的物流集中发展区布
局体系，重点建设航空物流园区、国际集装箱物流园区两个
国际性枢纽型物流园区，加快建设青白江物流园区、新津物
流园区两个铁路散货物流园区，加快建设新都、龙泉、双流、
保税4个区域性综合型物流中心，合理发展一批专业性物流
配送站。

“到 2017 年，成都将基本建成西部区域物流中心。到
2020 年，全面建成西部区域物流中心，构建起‘服务西
部、辐射全国、影响全球’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成都市
物流办相关负责人还告诉记者，除了在本地建物流园，成
都还打算在国外建双向联系的物流园。

“比如在‘蓉欧快铁’的终点波兰罗兹，我们可以建设
一个以中国商品为主的直销中心。而在成都，我们则对应
建一个欧洲商品的直销中心，届时来自欧洲的乳制品、红
酒、牛肉都可以在成都实现大批量交易。”

刘琼英是奢侈女鞋品牌Sheme的创始人。29年前，她刚开始做生意时，刘琼英只知道要在自己的自行车
后座叠上几层鞋盒、推着车把货运出去售卖。

如今，她的工厂每年制造的女鞋超过150万双，自行车的运货方式也不复存在。她仅仅需要制定计划，
就可以通过DHL这样的国际性物流公司把自己的鞋子快速地送到全球各地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手中。

伴随着成都经济发展水平的升级、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成都物流产业同样日新月异，将昔日西部中心的
“蓉城”打造成为联通欧亚的物流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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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士康科技集团成都园区的出
入口处，满载货物的物流车辆来来往
往，现场一片忙碌的景象。这些车辆
将生产原材料运入园区，再将加工好
的电子产品运送出去，然后走向世界
的各个角落。不过，这些货物无论从
哪里来、到哪里去，都首先在园区门
口不远处走上高速公路。

当下的成都拥有世界五百强企业
中的 268 家，外资企业达 6650 多家。
全球2/3的iPad、60%的电脑芯片组和
55%的笔记本电脑 CPU 都在这里生
产，这些“成都制造”正是在此走向
全球。因此，要做到真正的“互联互
通”，交通运力的改善、完善的基础
设施建设必不可少。

“为了保障富士康物流通道的顺
畅，我们在离园区最近的高速公路上
特意开设了一个收费站，后来又进行
了扩建。解决它在家门口的运输问
题。此外，在双流机场我们也为它安
排了货运区，方便货物的中转。”成
都市交委有关负责人这样说到。

作为全国第四大航空枢纽，成都
双流国际机场目前已开通国内航线
163条，国际航线 80多条，可满足年
旅客吞吐量5000万人次，年货邮处置
能力 150 万吨；另外，规划有 6 条跑
道的新机场也正准备开工建设。作为
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客货运枢纽，成

渝、宝成、成昆、达成 4大铁路主干线
在成都交汇，“蓉欧快铁”贯穿整个欧
亚大陆；在未来，多条铁路还将改建提
速，来往成都—西安、成都—郑州的列
车有望运行得更为快捷。

在成都与国内重点城市及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联通不断便利之时，成都
仍然用心建设，在连接“千万里”的
同 时 不 忘 打 通 门 前 的 “ 最 后 一 公
里”。富士康园区、青白江物流园
区、龙泉驿区汽车城都是如此。

根据最新调整的《汽车制造2025
发展纲要》，龙泉驿区 （成都经开
区） 汽车产业规划到2020年，力争整
车产能达到 220 万辆。为了方便运
输，临近汽车城南区的新兴铁路货站
在 2015 年完成扩能改造后具备 60 万
辆/年的整车运输能力，新规划的成
昆铁路货车外绕线和新增的龙泉铁路
货站以及北拓区铁路货运专用线建设
方案正在研究。成都新机场高速、新
双龙路、西陵大道和绕城高速—老成
渝路互通立交、新兴互通立交等总投
资约186.8亿元的项目也正在规划中。

此外，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新的天
府国际机场之间，成都东站等大型火
车站之间，基本实现了相互运用航空、
高铁、公交、地铁、出租汽车和长途汽
车的“无缝换乘”，初步构建起综合型
的交通体系。

3 ：通关环节里的“成都速度”

站在成都青白江铁路口岸现代物流大
厦的楼顶，记者一眼望去的是层层叠起的
集装箱和现代化的物流园区。铁轨旁耸立
着多个巨大的龙门吊，它们像钢铁侠一般
有力，把庞大的箱子从火车上转移至地
面，再从地面转移至卡车上进行运输。

每周六，满载货物的班列将从这里出
发，路过中国的陕西、甘肃、新疆，出阿
拉山口后路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
罗斯，用 12天走完 9826公里的路，达到波
兰罗兹，将货物分装后通过运输可在1-3天
内到达欧洲各地。这便是著名的“蓉欧快
铁”。

“过去，成都与世界的联系只能是‘向
东出海’，成都的铁路口岸单纯是货物发出
的起点或接收的终点。不过有了‘蓉欧快
铁’之后，成都就多了一条向西行驶的通
道，这条通道与原来向东的交通线路一
起，构成了横跨亚欧的路网。”

在成都市物流发展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谈起成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新

变化。在他眼里，“蓉欧快铁”不只是连接了
成都本地与欧洲，更是将成都由西部中心发
展成为连接东亚与欧洲的枢纽。而“蓉欧+”
则是实现这种方式的重要途径。

“如果‘蓉欧快铁’只是把成都本地的
货物运到欧洲，把欧洲的商品运到成都销
售，那么意义仍然有限。但如果把其他地
区同成都的物流通道先打开，然后借‘蓉
欧快铁’运到欧洲，那么成都就会成为一
个跨区域的物流集散地，地位不可同日而
语。”

这位负责人举例说，比如8月16
日开通的“厦蓉欧”快铁，班列就
是由厦门出发途经成都再到欧洲，
这条线路全程 1 万多公里，运时 15
天，较传统海运运输节省 20-25 天，
较空运节省运费80%。

“作为海西重要的港口城市，厦
门与海峡对岸的台湾联系紧密。尤
其是厦门自贸区的成立，台湾的商
品能更加方便地进入厦门、企业更

容易在厦门投资设厂。在这种情况下，‘厦
蓉欧’快铁实际上连接了台湾地区与欧
洲。比起海运，这条线路优势明显。”

通过开通成都—宁波的班列，成都可
以成为日韩与欧洲之间的陆上枢纽；通过
开通成都—昆明的班列，成都可以实现东
南亚与欧洲之间的物流中转。“蓉欧+”的
实践让不临江、不靠海的成都凭着“陆海
联运”的模式，正努力成为大吞吐量的

“无水内陆港”。

成都许多餐厅都主打海鲜自助、日本料
理，因而像三文鱼刺身等冰鲜水产必不可少。
虽然成都地处西部内陆，但这些餐厅依然能
供应食材新鲜且价位适中的海鲜，甚至有的
上桌时还活蹦乱跳。

“要知道，海鲜对物流运输的速度要求极
高，通常走的是空运。为了不耽误及时的配
送，所以我们也都极力配合，在尽可能短的时
间里让它们过关。”在双流国际机场的国际航
空货运站里，机场海关工作人员这样说到。

“比如三文鱼的配送，一般要求从打捞到
最后上餐桌不超过 40个小时。因而海关部门

在面对这些企业的特殊需求时推出‘7×24小
时’预约工作承诺和机制。虽然多数航班是晚
上或凌晨抵达成都，但是机场海关、检验检疫
等监管部门却随时可以加班查验货物。如果
航班是在非工作时间到达，只需要在下班之
前向机场海关提出申请，就有海关工作人员
加班等候。”

这位工作人员接着表示，从飞机抵达成
都到货物清关放行，最多只花不到3个小时，
其中清关环节花费时间不到1个小时。加上成
都相比北上广而言距离欧洲更近，航空运输
成本较低，因而为三文鱼直接供应本地及转
运周边地区提供了契机。从最初每个月只有
十几吨的三文鱼进口量增加到目前平均每个
月达300吨，预计今年从成都入境的进口三文
鱼，占全国的比例将达到50%－60%。

除了“7×24小时”随时应战的工作状态，
运用智慧手段优化通关流程、实行“全域通”

的模式也为成都物流实现了加速通关。“在过
去，通关环节的单据都需要人工填写、手动盖
章，负责每一环节的部门相互之间又未必共
享信息。因而我们的流程存在复杂、重复作业
的状况。”采访中，成都海关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描述起之前的通关状况。

而在无纸化报关开始推行后，企业所有
的单证、资料，都可以在系统中录入进行传
输，甚至货物在上飞机时就已经由供应商将
相关单据传到海关及物流企业和收件方。之
后，海关的系统进行自动比对，没有问题时可
以自动放行。从一叠单据到一张单据，通关时
间从以往的几个小时压缩到现在的几分钟。

另外，针对“全域通”的建设，成都海关实
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本地报
关、异地放行”的通关模式，通过电子锁、GPS
车辆定位等智慧手段保证在提高过关速度的
情况下控制风险。

集
装
箱
物
流

园
区

资
料
图
片

厦蓉欧班列开启“蓉欧快铁+”时代 资料图片厦蓉欧班列开启“蓉欧快铁+”时代 资料图片

成都铁路口岸成都铁路口岸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成都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成都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杨玉如杨玉如摄摄

成
都
海
关
工
作
人
员
向
市

民
展
示
作
业
现
场

许
晖
月
摄

﹃
蓉
城
﹄
物
流
园
建
设
如
火
如
荼

本
报
记
者

陆
培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