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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铁路、航空：

中国西部打造立体开放空间
本报记者 李 婕

公路公路、、铁路铁路、、航空航空：：

中国西部打造立体开放空间中国西部打造立体开放空间
本报记者 李 婕

开放谈

西部从开放边缘走向前沿
李 婕

优先打造大通道优先打造大通道 海陆兼空大联动下好交通“先手棋”

无论谁在公路上接近塔什库尔干塔吉克

自治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扬起的尘土，随

后是一个接一个的施工工地。这里将建起新

的学校、饭店、政府办公场所和商店。——

德国《新意志报》这样描述距离北京4500公

里之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塔什库

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虽然看似“偏远”，但塔

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它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相邻，

刚好处在新丝绸之路的一个交叉点上。

“中国整个西部地区都像塔什库尔干塔吉

克自治县一样蓬勃发展。高速公路、铁路

线、发电厂、运河、现代住宅区都在加紧建

设。”《新意志报》 的观察很典型，借助公

路、铁路、航空等现代综合交通体系，中国

西部正在打造立体式开放空间，畅通“一带

一路”的物流、商流与人流。

丝绸之路上的西安港是无“水”之“港”，不沿江、不靠海，却能联通四方、买卖全球，海铁联运、陆空联运等逐渐成为运输新常态。图为西安—华
沙中欧班列从西安港出发。 新华社发

立体空间通且畅

如果不是道路和交通，西部许多像塔什库尔干塔吉
克自治县一样的地区或许不会这样广泛地被人们知道。

仅从公路来说——2013年 10月，扎墨公路正式通
车，西藏墨脱县告别不通公路的历史，中国至此实现
县县通公路；2015 年 11 月，云南贡山独龙江公路竣
工，独龙族再不会因大雪封山与外界隔绝半年之久；
而京新高速公路全线贯通，则使北京至乌鲁木齐的路
程一举缩短1300多公里……

不仅打通国内，公路、铁路与航空正齐头并进，
出境出关联通国际。重庆即将开通的东盟国际物流中
线货运公路班车将延伸到泰国曼谷和缅甸仰光；跨越
西部地区的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3900多列，通达11个
国家 29 座城市；成都将在西部地区率先开通 100 条国
际航线……

西部地区一条条交通“大新闻”的背后，是它在
中国交通规划与建设版图中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全国
是一盘大旗，西部不仅仅是西部的问题。中国未来最
大的陆上空间还是向西，是‘一带一路’的机遇，要
通过亚欧大陆桥，加强西南、西北的联系。”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十三
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主要参与者吴文化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这在实际建设中有着直观反映。以公路投资为
例，2017年 1-5月全国公路投资累计达 6492亿元，其
中西部地区 3207 亿元，占据半壁江山。分省市来看，
西部的云贵川地区成为交通项目投资最为密集的地
区。其中，云南完成投资723亿元，同比增长35.5%。

“最近几年的交通规划，政策层面的提法都是特别
要注意加快发展‘西部交通’。”吴文化说，改革开放近40
年来，西部的开发发展相对东部较慢，就是因为资源和
要素的集聚效应没有发挥出来，和国际市场的接轨程
度不够。古老的“丝绸之路”也是因为有了路才发展起
来，所以现在西部要发展，交通建设是“先手棋”，要借
此提高地区的“造血”功能，拉动贸易和产业的发展。

在满洲里铁路口岸，一列来自中国江苏的“苏满
欧”班列跨越“国门”，徐徐驶出边境，10 天后，班
列满载的货物便顺利到达波兰华沙。

300 多年前，途经归化 （今呼和浩特）、二连浩
特，蜿蜒向北的驼铃商队曾撑起了一路繁华。300 多
年后的今天，汽笛长鸣，经各大口岸呼啸穿梭的中欧
班列乘载着现代文明的物资，续写着古老亚欧大陆的
生机勃勃。

类似的故事在中国西部地区每天都在发生。
在沿海率先开放发展的年代，地处内陆、远离主

要发达经济体的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曾面临
着难以融入世界市场的窘迫问题。而今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欧亚内陆地区正在拥抱前所未有的繁荣
与发展机遇。东连亚洲太平洋地区，西接欧洲大西洋
地区，南邻中东阿拉伯地区，北靠广袤的俄罗斯，欧
亚中部地区的战略地位凸显。而中国西部，也构成中
国陆地开发开放最大的发展空间。

繁荣发展美好畅想的最大支撑，便是交通基础设
施的互联互通。上至国家层面的全域交通规划，下至
每一条道路的通车通行，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国西部地
区正加快织起一张张内部联通、外部畅通的交通网
络，打造海陆空三维联动的立体交通格局。

说公路是中国交通的毛细血管或许不为过。目
前，中国国省干线公路网络连接了全国县级及以上行
政区；农村公路里程达到 395.98万公里，通达 99.99%
的乡镇和 99.94%的建制村。而“欧洲西部—中国西
部”高速公路等的建设，又给予西部与外界联通和商
贸往来极大助力。

“葡萄美酒夜光杯，各线高铁带你飞。”铁路更是
拉动西部经济的强劲动力。以最近通车的宝兰高铁为
例，在筹备阶段，沿线城市市长便齐聚兰州，谋划打
造宝兰线全域旅游，合力推出黄金旅游线路。铁路部
门与沿线城市旅游局联合推出“高铁+旅游”优惠政
策，并与景区、酒店达成协议，为游客提供吃住行游

购娱“一条龙”服务。未来“高铁经济”效益十分可
观。

而航空物流同样与公路、铁路一起，带动西部内
陆城市提高服务水平、补齐软件短板。在客运方面，
一条条直飞洲际航线接连开通，例如成都开通直飞埃
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航线；重庆直飞洛杉
矶、纽约等，出行的便利可感可知。在货运方面，巨
大货流在不断提升航空通行能力的同时，也带动着当
地物流、通关、国际货运等方方面面的发展。

以前俗语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而今的中国
西部地区，可谓海陆空合奏齐鸣，拉起“一带一路”
上商贸物流与人员往来
的时代强音。正如中国
商务部副部长房爱卿所
说，“助推内陆沿边地区
由对外开放的边缘变成
对外开放的前沿”。

西部交通怎么加快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根据吴文化的统计，西部 12个省份面积占国土

面积70%以上；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7%——地多
人少的特点十分突出。加上复杂的地形条件，西部
地区的交通规划面临几个突出的难题：一是地形差
异大，成本投入高，网络效益不充分；二是空间覆
盖密度相较中部、东部地区小；三是里程远，但人
口分散，量的支撑不足。

“这在发展航空等交通方式上就有很多两难问
题。因此，在规划综合交通体系中也要平衡需求和
供给之间的关系，平衡经济与社会和国防需求之间
的关系。”吴文化认为，西部交通要拿捏最好的度，
其中一个优先就是大通道的建设。

他解释，所谓大通道，往往是指交通干线，通过公
路、铁路、航空等多种方式打造交通带，完成长里程的
运输。在这方面，中国西部已经有许多实践。

日前，“欧洲西部—中国西部”高速公路 （简称
“双西公路”） 霍尔果斯口岸段正紧张施工，预计年
内将实现通车。“双西公路”东起江苏连云港，西至
俄罗斯圣彼得堡，途经河南郑州、甘肃兰州、新疆
乌鲁木齐，经霍尔果斯口岸进入哈萨克斯坦，并与
欧洲公路网相连，全长8445公里。

据世界银行预测，“双西公路”全线通车后，中
国和西欧国家间公路货运量将增加2.5倍，仅车辆维
修每年将为沿线国家带来3亿美元收入。

中国西部地区的第一条南北纵向大动脉——“渝
桂新南向通道”也正在建设中。通道由北部湾海港和
南宁向北经贵阳、重庆、成都，连通兰州和西安，在海
上与东盟 9 个国家相连，在陆上与中南半岛的 7 个国
家相连。如果从兰州经通道向南到新加坡，比向东出
海时间节约5天左右，陆海运距缩短约一半。

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国高铁的“八纵八横”，中欧
班列的东中西3条国际联运通道等，这些大通道共同
打造了中国交通的脊梁。

“渝桂新”通道与“渝新欧”通道若连接，
可以将中国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连接起来，将
中西亚与东南亚连接起来，也将“一带”与

“一路”连接起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张晓
钦这样表示。

大通道的互相连接，进一步将中国内部省
份之间、中国与世界通联起来。在这之中，海
陆空三维交通更是联动发挥作用。

张晓钦说，下一步，“南向通道”将合作开
展多式联运。推动国际海铁联运——开通兰渝
桂铁路集装箱班列；推动国际公铁联运——开
通中越铁路集装箱班列，延伸中越公路货运直
通车，使跨省、跨国联运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而在西安国际港务区，海陆空联运已经成
为一种新常态。

“西安港”是大陆首个获批国际国内双代码
的内陆港，2016年实现货物吞吐量约 262万吨。
去年，西安开通了全国首条陆空联运跨境电商
货运直飞航线 （荷兰阿姆斯特丹—西安） 以及
新西兰利特尔顿港到“西安港”的陆海联运新
航线，西安—青岛的海铁联运班列也已实现常
态化运行；以上海港、青岛港、宁波港为中转
港的海铁联运线路也在进一步拓展中。

西安国际港务区党办赵芳菲介绍，西安国
际港务区片区正以打造国际内陆自由港为目
标，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内陆中转枢纽港和
商贸物流集散中心。

吴文化表示，公路、铁路、航空、海路运
输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现在交通规划都致力
于打造“综合交通体系”，利用各种交通方式联
动发挥作用。目前在西部，则要重点推出更多
具有“国际功能”的枢纽城市，如乌鲁木齐、
昆明、成都、西安等，不断增强城市向外通联
的能力。

不久前，首批美国樱桃通过直航航线运抵成都，
这是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农业贸易处成立10年来，第一
次通过直航的方式将美国农产品运抵中国西部地区。

农产品对于时间非常敏感，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农
业贸易处市场专员沈冰说，成都海关的高效通关效
率，也是美国农产品可以搭乘飞机来到成都的一个关
键因素。

作为城市物流能力的综合体现，国际航空货邮量
不仅与地方经济相关，还反映了一座城市的地面物流
成本，通关成本、速度以及国际货运价格等多个方
面。根据中国民航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国内民航机
场的货运排名中，许多西部城市牢牢占领北上广深之
外的第二梯队，例如成都、昆明、重庆、西安均位列前十。

“我们打造交通的立体开放空间，除了硬件设施之
外，软件服务也要做好。有了好的路，也要用好路，
让道路既通且畅。比如提高当地通关效率、建设良好
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和人才愿意来，让道路真正发挥
作用。”吴文化说。

张晓钦也表示，下一步“渝桂新南向通道”还要
合作开展通关一体化，同时开展物流和信息服务等。
例如要加强西部地区口岸合作，开展与东盟国家“两
国一检”试点，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在吴文化看来，交通体系的建设最终服务于人的
交流往来。“人的流动比资源的流动更能激发经济的活
力，只有人流动了，资源才能聚集，客流、货流、物
流才能拉动起来，相应的创业、旅游等产业的商贸流
也才能发展起来。”他说。

应了这个道理，道路畅通起来的塔什库尔干塔吉
克自治县正发生一些变化。“这些 （德国） 公司非常仔
细地观察了中国西部的发展。它们希望能在那里开发
新的客户群。汽车生产厂家在中国西北省份的省城开
设了新的经销点。像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些地
方，放眼望去，人们看到的是大众、奥迪和宝马。”

《新意志报》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