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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日，来自台湾的集装箱货物，搭乘“海峡号”高速客轮，抵达福
建平潭。这些电子信息、机械、化学制品，随后将被送往福州江阴港，乘火
车穿越亚欧大陆，从新疆阿拉山口出境，最终抵达德国汉堡。这个过程，只
需20余天。

“台湾－平潭－欧洲”海铁联运列车是即将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待其试
运成功后，将成为正式成员。福建携手台湾试行陆海联运，将挽起海上丝绸
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为“一带一路”发展增添新的亮色。

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中原腹地到东海之滨，中欧班列从中国各地
始发，一路跨高山、穿戈壁、越草原，最终将大宗货物运抵1万公里之外的欧
洲。一列火车，带去的是沟通问候，运回的是异域风情。

短短4年中，中欧班列已成功运营超过千列。2014年3月29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来到德国北威州杜伊斯堡港参观，来到火车站台，三声锣响后，一列
从中国重庆始发的列车满载着货物缓缓驶入。这里是由重庆经新疆跨欧亚直
至欧洲的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的终点。

习近平表示，中方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秉承共同发展、共同
繁荣的理念，联动亚欧两大市场，赋予古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造福沿途
各国人民。中德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两端，是亚欧两大经济体和增长极，也
是渝新欧铁路的起点和终点。两国应该加强合作，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杜伊斯堡港是世界最大内河港和欧洲重要交通物流枢纽，希望它能为促
进中德、中欧合作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看今朝：
加速驶向“黄金时代”

11月13日，“滨新欧—滨州号”国际货运班列推介发布
会在山东博兴举行。会前，本报记者收到了电子邀请函以及
该线路的发展简介。

此趟班列 10月 16日首发，满载 2760吨卷钢的列车从博
兴出发，共分为“一干两支”，分别抵达俄罗斯克拉斯诺亚
尔斯克和德国杜伊斯堡。班列开行后，有助于打造博兴地区
在黄河三角洲经济区的主导物流地位，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
销售平台，并积极促进当地经贸及物流业发展。

“滨新欧”线路实际上是整个中欧班列运营现状的缩
影。截至目前，我国中欧班列运行线规划铺设了西、中、东
3条通道：西部通道由中西部经阿拉山口 （或霍尔果斯） 出
境，中部通道由华北地区经二连浩特出境，东部通道由东南
沿海经满洲里 （或绥芬河） 出境。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
示，中欧班列的开通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沿海地区依靠地理优势先行先富，中西部地区经济力量
一直比较薄弱。中欧班列的开通，将盘活中西部等经济欠发
达地区，将它们从经济发展的末梢变为枢纽和前沿。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中欧班列运送的是货物，带回
的是机遇。对经济发展而言，中欧班列至少具有以下功能。

中欧贸易的“轻骑兵”。中欧班列推动了中国与亚欧各
国的贸易往来。其成本低、时间短、受天气影响小，优势非
常明显。以“郑—新—欧”线路为例，该线整合了周边省市
的货源，弥补了沿途货物贸易的不足。而从欧洲带回中国的
红酒、橄榄油等产品，其售价可以下降15%—20%。

拉动中西部开放的“火车头”。以前，中西部地区出口要绕行东部沿海；
如今，数万吨货物可以西行直达欧洲市场。在其带动下，重庆、成都等中西
部城市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不断增加。同时，由于交通的便捷，生产要素开始
向中西部聚集，帮助中国迎来地区结构调整的新机遇。

构筑充满商机的“新航线”。中欧班列的开通，有助于中国市场的拓展和
沿途资源的开发。同时，更新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将从欧洲被运回。一来一往
间，“中国梦”与“欧洲梦”携手共进，有助于实现多国互利共赢。

忆往昔：
成功开行1000余列

本报记者曾到访渝新欧线的始发站——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团结村
站，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五六条纵横交错的铁轨，而在旁边，就是几座巨大
的龙门吊以及成堆摆放的集装箱，铁轨泛着亮光蜿蜒伸向远方。工人的数量
不多，有的正在指挥集装箱的吊装。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因为现在基
本是机械化操作，所以不需要太多人力，就可以完成繁重的工作。而熟悉车
站的人都知道，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重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这座拥有40

年历史的老站，已经完全换了新颜——现在，它是“渝新欧”铁路的龙头，
满载重庆电子产品的火车，将从这里驶出西南、驶出阿拉山口，经过16天的
旅行，最终到达欧亚大陆的另一端。

2011年3月19日，满载着IT产品的班列从重庆团结村出发，经阿拉山口
出境，最终抵达11179公里外的德国杜伊斯堡。这是第一趟运营成功的中欧班
列，为班列的后续发展拉开了精彩序幕。

第 1 列到第 1000 列顺利运营，为中欧班列的发展画下了精彩的分页符。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钟成近日介绍了发展历程。

继“渝新欧”线路后，武汉至捷克、波兰的线路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开
通。全程 10700公里左右，运行时间约 15天。主要运送武汉生产的笔记本电
脑等电子产品。

随后开通的是长沙到杜伊斯堡的线路，于2012年10月30日发车。此线采
用“一主两辅”的路线——“一主”为长沙至杜伊斯堡，“两辅”为一条抵达
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另一条开往莫斯科。

2013年4月26日，成都至罗兹线路开通。全程9965公里，运行时间约14
天。主要运送成都生产的IT产品及其它出口货物。

2013年7月18日，郑州开往汉堡的班列开始运行，全程10245公里，运行
时间约15天。货物品种类型多样，包括轮胎、高档服装、文体用品、工艺品
等。

2013年9月29日，从苏州开往华沙的列车顺利启程。全程11200公里，运
行时间约 15天。货源为苏州本地及周边的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屏、硬盘、
芯片等IT产品。

2014 年 11 月 18 日，“义乌—新疆—欧洲”线路开通。与此前的线路相
比，该线路运输线路最长、途经国家最多、穿过省份最多、换轨次数最多，
同时义乌还是唯一一个开通中欧班列的县级城市。

2015年，哈尔滨至俄罗斯的线路于2月28日开启。班列全程运行6578公
里，主要运送石油勘探设备等重型物资。

6月 13日，哈尔滨至汉堡的线路开通，满载着电子产品、机械工具等货
物的班列顺利启程。此线路计划今年开行28列，预计产值17亿元，进出口总
值42.8亿元。

钟成指出，从第1列中欧班列到第200列的开通，用了三年零三个月的时
间。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从第200列到第800列中欧班列只用了
一年零两个月时间，从800列到1000列，只用了两个月。

“今年 1 月至 7 月，班列开行列数已超过 2014 年全年总数，达到 328 列，
同比增长 221%。7 月 1 日起实施的全国铁路新运行图中，新增中欧班列线 2
条，全部班列线21条。”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专业运输处李鑫表示。由此可
见，2015年中欧班列发展势头迅猛，线路运营具有如下特点。

回程班列大幅增加。今年1—7月份，中欧班列回程开行74列，较去年增
加了71列，增长24倍。其中，德国汉堡至武汉，白俄罗斯布列斯特至苏州，
西班牙马德里至义乌均在今年实现了回程班列的首次开行。

货物种类日益丰富。中欧班列运输货物类型起初较为单一，主要集中为
国产的 IT产品和成本较低的日用品。4年来，货运种类逐步扩大到目前的衣
服鞋帽、汽车及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等品类。

参与城市不断增多。中欧班列开行城市国内已达11个 （重庆、郑州、成
都、武汉、苏州、义乌、石河子、昆明、合肥、哈尔滨等），并以此为圆心覆
盖到国内众多经济发展区域。未来还会有更多城市加入中欧班列的队伍，从
先行试点到遍地开花，指日可待。

张辉教授认为，中欧班列的提出，符合“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推动
了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业已成为联通海陆的经济新引擎。

望未来：
打造国际物流的中国名片

中欧班列发展至今，硕果累累，加速驶入“黄金时代”。但现阶段的发展
仍然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如班列对政府补贴依赖度高、运营成本偏高、回
程载物率低等。

对此，张辉教授表示，我们要对中欧班列保持耐心。中欧班列体现了中
国“要想富，先修路”的经验。根据国内经验，修路与致富之间相隔约十
年。国际上，中欧班列要跨国界、跨州界，应对国情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更
需要我们从中长期角度考量其战略价值。

中欧班列从做大到做强，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提升和拓展呢？
倡导成立“中欧班列联盟”贸易运输组织。根据运营方和企业建议，我

国应该抓住时机，积极抢占“黄金机遇期”，从战略层面引领整合沿线国家资源。
对内解决可持续盈利、满足市场新需求，将“中欧班列”的品牌做大做强。

建立健全全程定价机制。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指出，中欧班列下
一步发展，将根据市场需求增加班列，优化全程运行图，压缩全程运营时
间。加强与沿线国家铁路协商，压缩全程运营成本。推进与国外铁路的信息
交换，与海关信息共享，拓展国际联运市场，加大回程货源组织力度。同
时，要推进国际联运市场，加大回程货源组织力度。

继续向南欧、北欧延伸，并辐射西亚、南亚。张辉教授指出，目前中欧
班列主要覆盖到中亚、西欧等地区，在西亚、南亚等区域仍大有可为。中欧
班列要继续拓展欧洲线路，并与西亚、南亚展开合作，在劳动力、自然资
源、高新技术等方面互通有无。

“目前，中欧班列已成为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交流的重要载体和‘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抓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表示，随着国家战
略的深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将会有更多商机，中欧班列也将有更广
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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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桥飞架欧亚，天堑变通途。
如果把时针往前推 1000 年，从欧洲到亚洲，简直

是一段难以想象的旅途。高山、大海、战争、气候、语
言、地理……无数的因素可以将东西方隔离开来。所
以，在漫长的古代史中，只有那些充满了勇气的人才能
跨越地理的障碍，亲眼到远方的世界看一看。这也就是
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在西方人的传说中，中国都是一
个遍地铺满黄金的世界。

现在的地球，当然早已进入了村落的时代。坐上飞
机，全球也一天可达。

但在货运的领域，事情却远不是这样：占据全世界
最大比例的货运方式依然是海运——就像许多年前那
样，货物要在海上经历风暴和飘摇，用几乎两个月
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从中国的东海岸到达欧洲的
西海岸。

所以，当渝新欧铁路 2011 年开出第一班班列时，
所有人都给予了极高的期望。理论上说，从物流成本上
看，它比海运贵，但能省去2/3以上的时间；从运输时
间上看，基本上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虽然比空运慢不
少，但比海运省时间，而且比空运便宜。

所以，这两年，中国各地的中欧班列开行浪潮也是一
浪高过一浪：成都、武汉、义乌、郑州……这些以往并不具
备太多区位优势的“腹地”城市，借着中欧班列的契机，载
着自己和周边的货物，一趟趟向西出发，运往欧洲。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做法，也是中国制造受到认可
的一种表现。以重庆为例，运往欧洲的，大多数都是当
地生产的电子产品、摩托及配件等，直接连续拉动了重
庆的出口和 GDP 增长；义乌运往马德里的，则是其引

以为豪的小商品，并能对沿线国家的经贸结构进行有
效的补充。

同时，中欧班列也是“一带一路”走向具体落实
的体现。东起江苏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欧亚
大陆桥”早已有之，但是其利用率却一直不高。在经
贸往来日益密切的今天，以阿拉山口、二连浩特、满
洲里 3个口岸为代表的西、中、东 3条中欧班列线路，
真正将中国和欧洲以及之间的道路打通了。从中国向
欧洲进发的产品，经常在半路也要卸下很多，卖给当
地。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中欧班列远非想象的那样一
帆风顺。武汉的班列开行第一班之后隔了将近两年，
才开出后续的班列。究其原因，就是性价比优势不是
特别明显，当地又没有明显优势的产业集群。虽然从
理论上说铁路的运输成本较低，但是由于沿线国家太
多，轨道车辆规格都不完全一致，因此需要频繁换
轨。而各地政府为了上班列的项目，争相对此进行补
贴，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各地中欧班列无序竞争的格
局。更重要的是，由于贸易结构的问题，中欧班列的
回程时大多空载率较高，无法完全弥合成本，造成其
市场化更加困难。

困难都是眼前的。毫无疑问，中欧班列还将继续
开行下去，继续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实施下
去。在市场化的运作下，可能一些线路会合并、价格
会下调、速度进一步提高，但中国向西打通欧亚通道
的趋势不会变，中欧、中亚之间贸易合作也只会进一
步加强。

毕竟，“志合者，不以山河为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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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即将开通的“台平欧”线路外，中欧之间已有21条线路成功运营：重庆

—杜伊斯堡（德国）、成都—罗兹（波兰）、郑州-汉堡（德国）、苏州—华沙

（波兰）、义乌—马德里（西班牙）、哈尔滨—汉堡等，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中欧班列。截至10月29日，中欧班列已成功开行1058趟，国内开行城市

已达11个，直通欧洲7个国家的11个城市。请看——

中欧班列：
“一带一路”上的新引擎

严 冰 刘雯昕

中欧班中欧班列列：：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上上的新引擎的新引擎

严 冰 刘雯昕

10月15日凌晨，在重庆铁路口岸中铁联集重庆集装箱中心站的作业区，几台大型门吊
在紧张地作业，为第1000列中欧班列装载出口到欧洲的货物忙碌。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6月 23日傍晚，义乌市保税物流中心，首批 10辆满载着红酒、葵花籽油
等进口货物的集装箱货车陆续驶入。这是“义新欧”中欧返程班列带回义乌的
西班牙特产。 （吕斌 何剑涯/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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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沈铁中欧
班列X8403次徐徐驶出营口
港。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55 月月 2323 日日，，沈铁中欧沈铁中欧
班列班列XX84038403次徐徐驶出营口次徐徐驶出营口
港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史家民史家民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