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RT ECONOMY 港口经济

2016 年 4 月 21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

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发展建设六大通道：新

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

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同年 10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制

定并公布了《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这是我国对中欧班列发展的首个顶层设计。规

划确定东线、中线、西线三条物流大通道和满洲里、二

连浩特、阿拉山口、霍尔果斯 4 个沿边陆路口岸节点，

并明确了五年发展目标，即 2020 年基本形成布局合

理、设施完善、运量稳定、便捷高效、安全畅通的综合

服务体系，力争实现中欧班列年开行 5000 列左右。

《愿景与行动》发布以来，各地都为建设发展“一带一

路”国际物流通道作出了积极努力。

一、中欧班列发展运营现状

中欧班列的前身要追溯到 1990 年开通运营的亚

欧大陆桥运输。20 多年来，大陆桥国际货物运输从无

到有、从少到多，目前中俄、中蒙、中哈三大口岸年过

货量分别持续稳定在 1500 万吨以上，进出口集装箱

量百万标箱以上，呈现逐年创出新高的趋势。

2013 年重庆开始试运行重庆到杜伊斯堡首列中

欧班列———“渝新欧”集装箱班列。紧接着，郑欧、蓉

欧、汉欧、湘欧等相继开通了直达欧洲的集装箱班列，

目前已经直通欧洲 10 个国家的 15 个城市。据统计，

目前中国内地已有成都、重庆、郑州、武汉、苏州、义

乌、哈尔滨、长沙、连云港、沈阳、长春、营口、大连、广

州、厦门、乌鲁木齐、兰州等多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

2014 年中欧班列共发运 308 列，26070 标箱，同比

增加 285%。其中中欧（重庆）班列发运 102 列，8664 标

箱；中欧（成都）班列发运 45 列，3698 标箱；中欧（郑

州）班列发运 77 列，6604 标箱；中欧（武汉）班列发运

20 列，1844 标箱；中欧（苏州）班列发运 35 列，2920 标

箱，义乌-马德里班列开行 1 列，82 标箱。

2015 年中欧班列约 1021 列，约 100000 标箱。

2016 年 6 月 8 日，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

一品牌，统一品牌的中欧班列当日分别从重庆、成都、

郑州、武汉、长沙、苏州、东莞、义乌等八地始发。此后，

我国开往欧洲的所有中欧班列全部采用这一品牌。

2016 年中欧班列取得骄人成绩：全年共开行中欧

班列 1702 列，同比增加 887 列，同比增长 109%。其

中，去程 1130 列，同比增长 105%；回程 572 列，同比

增长 116%，回程班列比例已达到去程班列的 51%。

1.港口发运中欧班列情况

（1）连云港中欧班列情况

连云港主要以中亚班列运输为主。2011 年大陆桥

过境运量 10.6 万标箱；2012 年大陆桥过境运量 7.6 万

标箱，2013 年大陆桥过境（出口）集装箱运输 10.6 万标

箱，2014 年大陆桥过境集装箱运输 9.6 万标箱，2015

年大陆桥国际班列累计 5.3 万标箱，同比减少 44.3%。

“一带一路”战略下
中欧班列发展现状与建议

林备战

摘要：中欧班列开行，提升了铁路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在经过 2016 年的高速发展后，在

多个城市提出了“运力翻倍”计划，2017 年中欧班列运力将进一步增长。本文分析了 2016 年各地中欧班列

的开行及运营发展情况，在总结目前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针对未来班列持续健康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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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连云港大陆桥运输 4.69 万标箱，同比减少

11.3%。

（2）青岛港中欧班列情况

青岛港中欧班列主要是以中亚班列运输为主。

2013 年完成过境 36738 标箱。2014 年完成过境 3.5 万

标箱，与上年比，基本持平。2015 年完成过境 15824 标

箱，与上年比，降幅较大。2016 年青岛大陆桥运输 1.79

万标箱，与 2015 年基本持平。

（3）天津港中欧班列情况

天津港拥有三条过境班列：天津新港—阿拉山口

班列；天津新港—满洲里—莫斯科班列；天津新港—

二连浩特班列。

2015 年天津港大陆桥运输总量 6.5 万标箱。其中，

二连浩特方向 5.7 万标箱，下降 25%；阿拉山口方向

0.4 万标箱，下降 33%；满洲里方向 0.4 万标箱，下降

55%。

2016 年完成情况：二连浩特过境运输完成 17387

车，与 2015 年过境 19871 车相比，同比下降 12.5%；阿

拉山口过境运输完成 549 车，与 2015 年过境 1596 车

相比，同比下降 67.6%；满洲里过境运输 577 车，与

2015 年的 1465 车相比，同比下降 60.6%。

（4）营口港中欧班列情况

2014 年，营口港亚欧大陆桥海铁联运集装箱量完

成 21500 标准箱，同比增长 52%。2015 年，从营口港发

往满洲里的国际集装箱累计发车 25228TEU，比上年

增加了 3550TEU，增幅 16.3%，发运箱量占东北各港

84.6%，占满洲里口岸 49.7%。

2016 年发运中欧班列集装箱 3.3 万 TEU，同比增

长 30.8%。占满洲里出境集装箱量的 51.3%，同比增长

1.6 个百分点。

2.内陆主要城市中欧班列运营情况

郑州：2016 年中欧班列（郑州）全年实际开行 251

班（137 班去程、114 班回程），货值 12.67 亿美元，货重

12.86 万吨。从 2013 年 7 月 18 日首班班列开行起，中

欧班列（郑州）累计开行 507 班（327 班去程、180 班回

程），总货值 24.61 亿美元，总货重 23.71 万吨。

2017 年中欧班列（郑州）开行频次提升至每周“去

四回四”，全年计划开行 300 班。

西安：2016 年西安一共开行了 139 列。2017 年首

趟中欧班列西安开行，预计全年每周开行三列，预计

全年开行 160 列。确保中欧班列的常态化运行。

武汉：2016 年，中欧（武汉）班列开出 122 列，实载

率超过 95%，在全国 40 多个中欧班列中分别位居第

三位、第一位。2014 年中欧班列（武汉）开行 23 列，

2015 年开行数量 92 列，2016 年高达 122 趟，势头迅

猛。“汉新欧”班列专项补贴资金按每标箱进行定额补

贴，使企业享受“铁路速度，水运价格”。

目前，中欧（武汉）班列先后运营武汉至德国汉堡/

杜伊斯堡、武汉至波兰、武汉至捷克、武汉至法国里昂

等 12 条线路，线路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中欧（武汉）班

列返程量超过 100 列，大量的俄罗斯木材、白俄罗斯牛

奶、法国红酒、德国肉类等进口商品进入武汉、湖北以

至华中及周边市场，丰富了市民生活消费品，推动了

产业发展。

2017 年中欧（武汉）班列预计开行 200 列，计划新

开行武汉—哈萨克斯坦—伊朗的海铁联运线路。

重庆：2016 年渝新欧班列全年开行 420 班。渝新

欧班列自开通以来至 2016 年底已开行超 900 班，实现

天天班的历史性突破。渝新欧的去程货源已由开行之

初的 IT 产品为主,拓展到机械设备、汽车整车及零配

件、咖啡豆等多个品种；回程货物方面，已覆盖了欧洲

多国的汽车及零配件、机械设备、化妆品、啤酒、奶粉等

货类。

成都：2016 年，中欧班列蓉欧快铁开行数量超过

450 列，居全国开行中欧班列城市首位，实现了“天天

有班列”的目标。

“蓉欧”快铁 2013 年 4 月开通，起点是成都青白江

集装箱中心站，终点是波兰罗兹站，线路全长 9826 公

里。“蓉欧”快线运行时间为 14 天。

2017 年成都市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计划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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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欧班列 1000 列，难度很大。

义乌：义新欧班列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开通，全

年发一班。2015 年开通义乌到马德里班列。经新疆过

境哈萨克斯坦，再经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

国，到达西班牙马德里，穿越 7 个国家，全长 13000 多

公里，2016 年开通到伦敦班列，是目前所有开通的中

欧班列中线路最长、途径国家最多的一条线路。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中欧班列（义乌）往返已超过 100 列，

义乌海关累计监管铁路国际联运集装箱 9990 标箱，

同比增长 91%。

厦门：2016 年底，中欧（厦门）班列共计运营 103

列，累计承运 2185 个 40 尺大柜（折合 4370 个标箱）中

欧（厦门）班列满载率基本都在 100%。随着俄罗斯莫

斯科线路测试结束，在原有通往波兰罗兹、德国纽伦

堡、荷兰蒂尔堡的基础上，将于 2017 年新开通至俄罗

斯莫斯科、圣彼得堡的线路。

南京：2016 年，“宁新亚”班列共计发出 50 余列，

货运量 5.32 万吨，货值 1.97 亿美元。其中，货运量同比

增长超过 1.3 倍，货值同比增长了 3.9 倍。该班列的开

行频率也由原来每月的 1-3 班，增长到目前的每月 4-

6 班。

此外，临沂到汉堡班列于 2015 年开通，临沂经喀

什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临沂号”国际货运班列于

2016 年 4 月开通。东莞到德国杜伊斯堡班列，于 2016

年 4 月开通。

东北三省全部开通中欧班列，包括哈尔滨-汉堡

班列、“沈满欧”国际货运班列（沈阳-汉堡，2015 年 10

月 30 日开通）、“长满欧”班列（长春－德国汉堡，2015

年 8 月 31 日通车）。辽宁省已陆续开通开往欧洲的班

列 6 条线路，包括“营满欧”、“沈满欧”、“盘满欧”、“辽

满欧”、“辽新欧”、“辽蒙欧”。这些班列起点涵盖了辽

宁沈阳、大连、盘锦、营口等城市，基本上辐射了联通

东北三省及蒙东全境的便捷高效通道，可通过满洲

里、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口至蒙古、俄罗斯及中东欧

国家。

3.口岸开通中欧班列情况

（1）满洲里口岸

满洲里口岸成为领跑“一带一路”经济的新引擎。

目前，经满洲里开行的中欧班列共有 14 条，涉及苏

州、天津、武汉、长沙、广州、营口、大连、沈阳等 58 个

地区城市，有渝满俄、鄂满欧、哈满欧、湘满欧、长满

欧、盘满欧、临满欧、沈满欧等跨境运输班列，主要货

物为汽车配件、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屏、微型服务器

机箱等。

2015 年蒙古口岸过境中欧班列 681 列，其中二连

77 列，满洲里 542 列。

2016 年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共运载

7.2972 万个标箱，同比增长 52.41%，进出口贸易值为

366653.91 万美元，同比增长 46.55%。其中，出境班列

774 列，同比增长 93.98%，共 6.01 万标箱，同比增长

77.87%，货值 273928.69 万美元，同比增长 46.55%，主

要出口商品为电子产品及配件、服装、家电、日用品

等；进境班列 262 列，同比增长 83.22%，共 12848 个标

箱，同比增长 9.29%，货值为 92725.22 万美元，同比增

长 29%，主要进口商品为板材、汽车零配件等。

（2）二连浩特口岸

2015 年，二连中欧班列共发运 77 列，其中，“湘

欧”1 列，共 39 车，郑欧班列共运行 76 列，货物全部为

无水氟化铝，运抵国为俄罗斯。2016 年，二连海关共计

验放中欧班列 166 列，总重为 86509.8 吨，同比分别增

长了 115.8%、181.54%。

目前，二连浩特口岸共有“蓉欧”、“湘欧”、“郑欧”

三个方向的中欧班列。

（3）新疆口岸

新疆口岸自 2014 年 3 月开行首列新疆—中亚国

际货运班列以来，相继开通了新疆—俄罗斯（莫斯科、

车里雅宾斯克）、新疆—格鲁吉亚、新疆—土耳其国际

货运班列。至 2016 年 12 月底，共组织开行班列 113

列。主要运输的货物是地产 PVC，建材 （大理石、瓷

砖）、机械设备、汽车配件、机电产品、特色轻工、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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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货、钢材等。

二、制约中欧班列发展的主要问题

1.发运总量偏低，发运线路零散

从近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国重要港口和城市发

运至满洲里、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二连浩特等口岸的

外贸集装箱除营口港之外都出现了全面下滑。单从数

据上来看，依托集装箱海铁联运发展亚欧大陆桥运输

的优势不言而喻。东北三省的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

连发运至满洲里口岸的外贸集装箱虽然出现了小幅

的增长，但四地的总量仅占东北三省的 15.5%，占满洲

里口岸总量的 8.6%，基数过小，并且仍处于零零散散

的发运状态，不足以支撑满洲里这条主干线路。

2.存在“货物空转”、本地货源少等问题

2014 年 12 月 10 日武威开通到中亚班列的 90%

货源从一开始就是东部的货物，2015 年 7 月 5 日兰州

开通“兰州号”中亚国际货运班列，仍然是东部的货。东

北三省开通的中欧班列 70%的货源来自天津周边地

区，而东部地区开行班列的货物又是本来走海运的货。

营口港至满洲里班列的货源，韩国货源占 40%，

南方货源占 40%，天津港货源占 10%，本地货源占

10%；郑欧班列的货源，京津冀地区货源占 30%，南方

沿海城市货源占 40%，本地货源占 30%；西安“长安

号”班列的货源主要来自于陕西、甘肃、宁夏、山东、江

苏、河北、上海、浙江等地，其中陕西本地货源约占

30%。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中欧班列发展建议

1.统筹发展规划，协调省际之间，兼顾全省各点

面对各地“中亚、中欧班列”日益加剧的竞争局面，

各地方政府单方面协调，并不能有效达到保护地方货

源不被分流的目标，要由国家相关部门牵头，各省市

政府沟通协作，一方面协助拓展进、出口货源，采取相

关政策手段，加强省际竞争，减少货物向中西部地区

“空转”，确保班列持续、稳定开行。

2.加快信息平台的建设

中欧通道运输的运行涉及港口、口岸、公路、铁路

等多个部门，目前各个部门都建立或正加快筹建行业

内部的信息系统，但相互间的信息系统彼此独立，无

法实现信息交换共享，建议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中

国铁路总公司的统一协调下，由班列所在省、市政府提

供支持，在各港口间加强与公路、铁路等相关部门的信

息对接，实现信息互通共享。

3.协调海关检验检疫部门，形成大通关运作模式

随着业务量的增加，进出口班列的加密开行，对关

检方面的要求将越来越高。国内区域间货物往往是多

次通关，带来时间与费用的无谓增加。建议两地间海

关可以“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实现区域通

关一体化模式，信息互联互通。检验检疫方面，两省间

可以建立合作机制，实现区域一体化监管，对进出境货

物一次检验检疫，快速通关。

4.在多种运输方式之间寻求差异化竞争

一般情况下，铁路运输价格是海运价格的两倍，例

如将货物运至欧洲，海运运价是 4500 美元左右，铁路

运价为 8000-9000 美元（最低 7800 美元），因此铁路运

输不具备价格优势。但如果以航空方式运输，运价为

45000 美元，大约是铁路运价的 5 倍、海运运价的 10

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对铁路运输的产品进行合理定

位，如对于安全性强、运输时间在 15 天左右、价格适中

的产品，通过铁路运输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因此要加强

铁路运输优势宣传，争取更多产品通过铁路运输。

5.产业优先，项目先行，带动效应

开行班列的目的，就是要发展和带动当地产业经

济，依托国际运输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

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打造新亚欧大陆桥、

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

济合作走廊。各地应通过国际班列的开行，带动当地

经济和产业的全面发展，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推

动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与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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