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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1月15日10时20分，随着X8083次中欧班列（重庆—杜伊斯堡）从重庆团结村站开出，中欧班列
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

回望千年，连接亚欧的著名商路——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的商贸驼队，见证着“使者相望于道，商
旅不绝于途”的辉煌。

古有丝绸之路商贸驼队，今有中欧班列“钢铁驼队”。
从0到10万列，中欧班列跑出发展“加速度”，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货值

超4200亿美元，助推我国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沿线国家创造发展新机遇，成为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的生动例证，正加速驶向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文/新华社、人民网 图/新华社

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

中欧班列跑出
发展“加速度”

2011年3月，中国第一列中欧班列
从重庆始发，标志着中国向西直达欧洲
的陆路国际贸易大通道全线贯通。2013
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乘此东
风，中欧班列跑出发展“加速度”。2016
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
品牌，同步启用中欧班列标识，标志着中
欧班列进入了统一规范、合作共赢、健康
发展的新阶段。

列车轰鸣，汽笛声声。
走进重庆团结村中心站，映入眼帘

的是一个个印有“中欧班列”图标的深
蓝色集装箱，橙黄色的吊车正在忙碌
作业。

与此同时，从成都、西安、郑州等城
市，一列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驶
出，奔向遥远的欧洲。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
万列所需时间由开行之初的90个月缩短
为 6个月；从 2016 年统一品牌至 2023
年，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1702列增加
到超1.7万列。

从0到10万列，中欧班列已成长为
具有强大辐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的国
际物流品牌。

服务网络快速拓展。中欧班列已

从开行之初的单一线路成长为基本覆
盖亚欧全境的物流网络。国内，铁路
部门已铺画时速 120公里图定中欧班
列运行线 93 条，联通 125 个城市；国
外，中欧班列已通达 25个欧洲国家的
227 个城市以及 11个亚洲国家的 100
余个城市。

运行质量稳步提升。中欧班列货
物品类已达53大类5万余种，高附加值
货品占比逐年提升，从班列开行之初，
货物单一为IT产品，到全球“带货”，已
涵盖服装鞋帽、汽车及配件、食品、化工
品、机械设备等货物；中欧班列年运输
货值由 2016 年的 80 亿美元增长到
2023年的567亿美元，今年以来运输货
值已达580亿美元。

服务保障不断优化。国铁集团在中
欧班列沿线14个国家建立铁路集装箱还
箱点107个，成立中欧班列客服中心；上
线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构建起“一站式”
综合服务平台，为全球客户提供境内外
全程保险、货物信息追踪、物联网集装箱
等特色服务。

“中欧班列见证着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不断走深走实。”北京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教授翟崑说。

乘“一带一路”东风快速成长

11月13日，一列满载新能源汽车的中欧班列驶出成都国际铁路
港。

与传统中欧班列线路不同，这趟列车将在哈萨克斯坦阿克套港换
装后，换乘轮渡穿过里海，然后经铁路、公路联运运抵格鲁吉亚第比利
斯。这是今年7月3日开行的中欧跨里海直达快运线路。

货运量剧增、境外物流环境多变，中欧班列也面临着考验：订舱开
始紧张，沿线口岸压力增大……

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需要攻坚克难的韧性和创新突破的魄
力。中欧跨里海直达快运线路，正是一次有益尝试。

如今，更多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
多式联运短板加速补齐。沿线国家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加大资金

投入，提升运输效率。今年以来跨里海中欧（亚）班列同比增长24倍，成
为中欧班列新的增长点。

9月底，阿拉山口站新建综合查验场建成投用，阿拉山口站准轨、宽
轨接运能力分别提升15%和30%。结合扩能改造工程，阿拉山口站完
善运输组织方案，压缩非作业时间，充分释放运输潜力。

“从单一线路到‘畅通高效、多向延伸、海陆互联’的立体国际贸易
运输网络，中欧班列让亚欧交通畅行无阻。”格鲁吉亚国家铁路公司总
经理戴维·佩拉兹说。

服务能力加快提档升级。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庆－杜伊斯堡）成
功实现全程时刻表班列双向贯通。

“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的开行，有效解决了以往班列途经各国时运
行时间不确定、无效停留多等问题。”国铁集团货运部副主任董晖介绍，
当前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已涵盖重庆、西安、成都、义乌、武汉、广州至
德国杜伊斯堡、波兰罗兹等线路。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使得沿线客户
对运输时效有了稳定预期，吸引了大量高附加值货源，平均每柜货值较
普通中欧班列提升41%。

产品供给正进一步丰富完善。近年来，新能源汽车、邮政物资、跨
境电商、冷链等特色班列，构建起中欧班列多元化产品体系。

同时，铁路等部门大力开展科研攻关，解决一系列重点产品运输难
点：研发独立蓄热控温集装箱、破解新能源汽车和消费型锂电池铁路运
输安全难题……

“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中欧班列将朝着更高质量、
更好效益、更加安全的方
向发展，为促进我国外
贸发展、服务高水平对
外开放提供有力运输
服务保障。”董晖说。

德国杜伊斯堡港口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库斯·班恩日
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
境，中欧班列在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班恩说，在中欧班列开行初期，很多人认为在欧中

之间开通铁路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如今，作为航运和
海运的有效补充，中欧班列在中国内陆与欧洲重要枢
纽之间搭建起更紧密的联系，开创了亚欧之间国际
运输的新格局。他认为，中欧班列不仅取代了传统
的交通运输方式，还开辟出一个全新市场，把过去一
些不可能的经贸交流变为可能。

“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欧班
列能够将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降到最低，成为维护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助力。”班恩说，中欧
班列不仅赢得企业和民众的信任，更证明铁路运输

是在促进跨欧亚货物贸易畅通方面值得信赖的选择。
越是关键时刻，中欧班列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越是

得到体现和印证。班恩说，疫情期间，中欧班列显示出
强劲韧性，是唯一运行良好且保障贸易通道畅通的重要

运输方式。如今，中欧班列在国际危机中再次凸显稳定器
作用。“当前红海局势导致运力不足，海运大量延误，许多公
司选择中欧班列作为保障供应链安全稳定的解决方案。”

近年来，中欧班列蓬勃发展。近期，重庆中欧班列跨
里海直达欧洲腹地线路实现双向贯通。这条中欧班列南

通道的新增线路连接重庆与杜伊斯堡，全程超
过1.1万公里，途经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进一
步推动和促进海铁联运发展。据了解，这一复杂而高效的
运输路径，不仅展示了中欧班列的可靠性和发展韧性，也
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了更为灵活且多元的物流选择。随着
该线路双向常态化运行，现有南通道班列的集货能力将增
强，中欧班列的运输效率和覆盖范围也将提升。

班恩认为，在地缘冲突冲击全球供应链的背景下，中
欧班列南通道的持续拓展不仅迎合了客户需要，有助于
对冲地缘政治对物流运输的影响，还蕴藏着旺盛的市场
需求和增长机遇。

班恩表示，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双向货运量平稳发
展，拥有非常稳定的客户群体，铁路服务已经能够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了中欧班列的更多可能性，
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需求和进一步增长的机遇。”

谈到中欧班列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时，班恩说，作为中
欧班列沿线的重要站点，杜伊斯堡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吸
引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此投资兴业。他指出，物流业逐
步发展壮大成为杜伊斯堡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并为当地
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本地企业和居民都从中获益匪浅。

班恩表示，杜伊斯堡港口集团与中国铁路和中铁集
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保持着非常良好而紧密的合作，
期待着继续与中方伙伴携手探索欧亚物流通道发展机
遇，共同开发潜在市场。

德国杜伊斯堡港口集团首席执行官班恩：

中欧班列在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日，一批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进口冷冻肉类制
品通过中欧班列运抵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的成都国际铁路
港，顺利通关后，这批肉类制品被运到了四川及周边省市进
行销售。“货物享受了‘境内段运费不计入完税价格’优惠，
能够节约税费开支约6万元。”这批货物的代理方重庆博立
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经理陈璞说。

“去年下半年以来，公司冷链业务数量明显增长。”在陈
璞看来，越来越多客户选择中欧班列的原因，与近年来围绕
中欧班列推出的精细化改革措施密不可分，“这些改革实实
在在为企业减少了‘硬成本’。”

陈璞口中的减少企业“硬成本”改革的推出，得益于海
关对于国际铁路运输成本结构和海关审价法规的深入研
究。“中欧班列通常按照‘一单到底、一次结算、分段运输、全
程负责’方式进行组织，虽然定价规则简单明晰，但没有对
境外和境内段运费进行拆分，而境内起卸之后的运输及相
关费用又可不计入海关完税价格，这造成了企业承担了不
必要的税费负担。”成都海关所属青白江海关综合业务一科
三级主办翁艺介绍。

在与企业广泛调研后，青白江海关于2019年提出开展
中欧班列运费分段结算估价管理改革，将境内段运费从完
税价格中扣除，帮助企业降低国际物流成本。

“我们现在一个冷藏集装箱大约能节省3300元人民
币的税费，虽然单个数额不高，但由于进口数量不断增长，
长远来看对企业资金周转和日常经营能带来很大便利。”
陈璞说。

据统计，中欧班列运费分段结算估价管理改革实施以
来，青白江海关已受理企业申报的回程运费分段申报报关
单近1万票，共为企业减征税款达到300万元。“这项改革
也已在全国推广，改革范围已扩大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外贸
企业及中欧班列全线，商品范围也扩大至木材、矿产品、菜
籽油、肉类等符合条件的进口商品。”翁艺说。

“企业是深化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通过‘铁路快通’模
式，我们的货物在入境时就可以提前申报，货物通关时间从
5天缩短到了5小时，越来越多客户开始把中欧班列作为重
要物流渠道。”陈璞以企业进出口报关数据为例，上半年他
的公司完成了609票进出口货物申报，业务数据较去年同
期上涨了28%，企业毛利同比增长了20.83%。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运输组织流程，建设智慧陆港，不
断提升营商环境，用更多改革措施让企业运营更加高效、
便捷。”成都国际铁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主管龙
曲波说。

“精细化改革”减少运输“硬成本”案
例

看着驶出站台的中欧班列，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
机国际销售部总监康钦彬格外感慨：“我们是中欧班列的首批客
户，班列破解了我们的物流难题。”

“10多年前，重庆产品出口要么向东经沿海地区‘漂洋过海’，但时间
过长；要么通过空运，但成本过高。”康钦彬说，中欧班列开通后，公司的产
品运至东欧地区的时间缩短50%以上，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10余年来，这支“钢铁驼队”穿越崇山峻岭、戈壁沙海，助推内陆地区
高水平对外开放。

依托中欧班列，内蒙古乌兰察布实现进出口贸易及相关产业快速增
长，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江西赣州国际陆港“带货”能力显著增
强，推动赣州市南康区家具产业集群年产值从建港前的百亿元增长到
2023年的2700亿元；成渝地区加快崛起为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装备
制造等产业基地……

合作共赢，休戚与共。中欧班列也给沿线国家创造出发展新机遇。
每周，一列列搭载着欧洲商品的中欧班列从荷兰发车，穿越山河，向

东前行，抵达我国口岸。
荷兰物流企业新丝绸之路物流公司医疗保健运输销售主管杰夫·莫

莱纳尔斯接受记者视频采访时说：“我们运输的药物等产品对时效、温度
的要求很高，中欧班列对我们非常重要。”

“企业平均每周通过中欧班列运输20余个控温集装箱的货物。”莫莱
纳尔斯说，中欧班列能同时满足企业开拓欧洲和亚洲市场的需求，为荷兰
医药企业带来发展新机遇。

如今，德国的汽车、波兰的牛奶、荷兰的奶酪、哈萨克斯坦的面粉……
越来越多的班列沿线国家商品共享中国市场红利。

沿着中欧班列的行驶路线，新的物流、工业、商贸中心在亚欧大陆上
不断涌现。

在哈萨克斯坦，建在粮食产区
北哈州的爱菊农产品物流加工园
区与中欧班列形成联动，进一步
扩大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
规模；在德国杜伊斯堡港，中
欧班列吸引了上百家物流
企业落户，创造出2万多
个就业机会……

“对内，带动我国
内陆地区高水平开
放，对外，让发展红
利更好惠及沿线
各国人民，中欧
班列充分体现
了‘ 一 带 一
路’共商共
建 共 享 原
则。”重庆
市 综 合 经
济研究院院
长丁瑶说。

在合作共赢中
创造发展新机遇

更多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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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月1414日拍摄的成都铁路集装箱中心日拍摄的成都铁路集装箱中心（（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成都和重庆两成都和重庆两
地在全国首创中欧班列跨省域合作机制地在全国首创中欧班列跨省域合作机制，，携手打造携手打造““中欧班列中欧班列（（成渝成渝））””品品
牌牌，，运营线路运营线路5050余条余条，，覆盖欧亚覆盖欧亚120120余个城市节点余个城市节点。。

11月15日，第10万列中欧班列—X8083次中欧班
列（重庆—杜伊斯堡）在重庆团结村站发车。

哈萨克斯坦北哈萨克斯坦州爱菊农产品物流加工园哈萨克斯坦北哈萨克斯坦州爱菊农产品物流加工园
区区（（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该园区与中欧班列形成联动该园区与中欧班列形成联动，，进一步进一步
扩大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规模扩大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出口规模。。

德国杜伊斯堡港一角德国杜伊斯堡港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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