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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ꎬ 中欧班列克服重重

困难ꎬ 取得积极成效ꎬ 成为亚欧大陆主要的货物运输方式之一ꎮ 目前ꎬ 中欧班列

发展面临诸多新挑战ꎬ 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及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导致全球

经济增速放缓、 世界贸易发展低迷ꎬ 重要过境国物流管理效率有待提升ꎬ 导致中

欧班列运行效率下降ꎬ 世界贸易发展低迷导致班列货源不确定性增强等ꎮ 立足于

长远ꎬ 为了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ꎬ 不仅需在中蒙俄、 中俄及中国—中亚三个

方向上加强国际协调提升中欧班列运行效率ꎬ 还可开辟中欧班列跨里海交通运输

走廊、 中国—中亚新铁路通道、 中国与俄罗斯跨境运输新通道、 中俄陆路粮食走

廊等新线路ꎬ 同时打造 “中外中” 跨境铁海联运新方式ꎬ 创新合作模式ꎬ 稳步

落实中国—中亚峰会达成的共识ꎬ 拓展中俄交通运输通道ꎬ 构建中欧班列运输通

道多元化新格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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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作为共建 “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的旗舰项目ꎬ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实现

高速增长ꎬ 开行量由 ８０ 列增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６ ０００ 列ꎬ 增长 ２０ 倍ꎬ 连接国内 １０８
座城市ꎬ 通达欧洲约 ２５ 个国家 ２０８ 座城市①ꎬ 构建了庞大的亚欧国际铁路运输物

流网络ꎮ 中欧班列的运行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的

８４

① «十年来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 ２０８ 个城市ꎬ 累计开行突破 ６ ５ 万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ｊ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６７８９４５７５０１４６８５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ꎮ



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 基于物流绩效指数和贸易额的分析　

冲击ꎬ 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ꎬ 开创了亚欧国际陆路运输的新格局ꎬ 搭建了沿线

经贸合作新平台ꎬ 有力保障了沿线国家产业供应链的稳定ꎬ 促进了各国经济恢

复ꎬ 奠定了 “一带一路” 国际经济合作的坚实基础ꎮ ①

图 １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２ 年中欧班列开行情况 (单位: 列)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①ꎮ

一　 中欧班列成为亚欧大陆国际货运的重要通道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ꎬ 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对国际政治格局与世界经

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全方位、
最严厉的经济制裁ꎬ 冲击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ꎬ 诱发全球能源危机、 粮食危机

和债务危机等ꎬ 使世界经济发展陷入困境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６ 日世界银行发布的

«全球经济展望» 报告预测ꎬ 今年全球实际 ＧＤＰ 增长从 ２０２２ 年的 ３ １％ 放缓至

２ １％ ꎬ ２０２４ 年有望回升至 ２ ４％ ②ꎬ 除 ２０２０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下

降 ４ ３％外③ꎬ 这是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全球 ＧＤＰ 增速最低的年份ꎮ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５ 日ꎬ

９４

①

②

③

«中欧班列发展报告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ｆｚｇｇｗ / ｊｇｓｊ / ｋｆｓ / ｓｊｄｔ / ２０２２０８ / ｔ２０２２０８１８＿
１３３３１１２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１０ 月 ５ 日ꎻ «国铁集团: ２０２２ 年开行中欧班列 １ ６ 万列、 发送 １６０ 万标箱»ꎬ
ｈｔｔｐ: / / ｙｄｙ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０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５０３９０１５ ｈｔ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５ 日ꎮ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Ｊｕｎｅ ６ꎬ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ｓｅｒｖｅｒ / ａｐｉ / ｃｏｒｅ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ｓ / ６ｅ８９２ｂ７５ － ２５９４ － ４９０１ － ａ０３６ － ４６ｄ０ｄｅｃ１ｅ７５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ꎮ

«联合国发布 “２０２１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２０２０ 年 ２０ 国集团经济总体萎缩 ４ １％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 ｃｅｒ ｃｏｍ ｃｎ / ｇｕｗｅｎ / ２０２１０１２６１１０９５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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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 «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 预测ꎬ ２０２３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

增长 １ ７％ ꎬ 低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①ꎮ 上述因素对全球物流业产生负面影响ꎮ
荷兰国际集团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ｅｎ Ｇｒｏｕｐꎬ ＩＮＧ) 预测ꎬ ２０２３ 年全球物流

增长仅为 ４％ ꎬ ２０２４ 年将增长 ３％ ②ꎮ
从亚欧大陆航空运输看ꎬ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禁飞制

裁ꎬ 欧洲航空公司飞往亚洲的航班被迫绕飞ꎬ 延长了飞行路线ꎬ 加大了运营成

本ꎬ 降低了盈利能力ꎬ 部分欧洲—亚洲航线甚至停飞ꎬ 致使中欧航空运输恢复缓

慢ꎮ ２０２３ 年第 ２９ 周 (７ 月 １７ 日 ~ ２３ 日)ꎬ 中欧航班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

４８ ５％ ③ꎬ 欧洲地区和亚太地区货运量较疫情前有所下降ꎮ 从国际海运看ꎬ 波罗

的海国际航运公会 ( Ｂａｌ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ＢＩＭＣＯ) 预测ꎬ
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集装箱海运量为负增长ꎬ 下半年会逐渐恢复ꎬ 全年增幅约为 ０ ５％ ~
１ ５％ ꎬ 预计 ２０２４ 年将增长 ５ ５％ ~６ ５％ ④ꎬ 但还取决于全球经济发展形势ꎬ 仍

有较大不确定性ꎮ 相比而言ꎬ 在亚欧大陆的国际运输中中欧班列以稳健的运输方

式和优质的服务成为亚欧陆路国际货运重要通道ꎮ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国铁集团) 发布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２３ 年 １ ~ ８ 月ꎬ 中欧班列开行 １１ ６３８ 列、
发送货物 １２６ ２ 万标箱ꎬ 同比分别增长 １０％ 、 ２３％ ⑤ꎬ 这一成就来之不易ꎮ

二　 中欧班列高质量运行面临的新挑战

自 ２０２２ 年以来ꎬ 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及低迷的世界经济形势对中欧班列运

行构成较大冲击ꎬ 中欧班列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ꎬ 亟需寻找有效应对策略ꎮ

(一) 重要过境国物流管理效率有待提升

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背景下ꎬ 美欧对俄罗斯经济制裁阻断了部分中欧班列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世贸组织上调 ２０２３ 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２３ － ０４ / ０６ / ｃ＿ １１２９４
９８３７０ ｈｔ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ꎮ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Ｎｏｒｍ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ｇ 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Ｎｅｗｓ / Ｇｌｏｂａｌ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ａｎｄ －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ｎｏｒｍ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ｉｎ － ａ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 ｗｏｒｌｄ ｈｔｍꎬ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ꎮ

«政治局会议提出增加国际航班ꎬ 各区域恢复进度仍有差距»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ｊｊｘｗ /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２５ / ｄｏｃ － ｉｍｚｃｗｘｈｑ１１３３９９０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ꎮ

Ｎｉｅｌｓ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ꎬ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Ｑ２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ｉｍｃｏ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３０５３０ － ｓｍｏｏ －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ꎮ

«中欧班列 １０ 年累计开行 ７ ７ 万列»ꎬ 载 «人民日报 »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第 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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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线路ꎬ 途经乌克兰和中东欧国家的班列大多暂停ꎬ 中欧班列至波兰马拉舍维

奇铁路中转站的货量同比下降 ６０％ ~７０％ ꎬ 中俄班列和中国—中亚班列成为中欧

班列运行的主要支撑ꎬ 占西安站中欧班列开行量的 ８０％ ①ꎮ 开行线路减少加剧了

中欧班列运力紧张状况ꎮ 与此同时ꎬ 为了有效规避制裁ꎬ 俄罗斯实施向东看战

略ꎬ 构建涵盖远东地区的交通运输物流网络ꎬ 扩大与亚太国家的贸易往来ꎮ 俄罗

斯政府实施的平行进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发展ꎮ 据

中国海关总署统计ꎬ ２０２３ 年 １ ~ ８ 月ꎬ 中俄贸易同比增长 ３２％ ꎬ 其中中国对俄罗

斯出口同比增长 ６３ ２％ ꎮ 中蒙贸易额同比增长 ４６ ７％ ꎬ 中哈贸易额同比增长

２４ ７％ ②ꎮ 中欧班列既有运输线路的运力和口岸换装能力短期内难以迅速提升ꎬ
货量急剧上升造成口岸严重压站、 一车难求ꎬ 提升中欧班列运行效率迫在眉睫ꎮ
世界银行发布的 «２０２３ 年全球物流绩效指数报告»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ꎬ
ＬＰＩ) 对此提供了数据支撑ꎮ

«２０２３ 年全球物流绩效指数报告» 基于贸易流动速度大数据及对跨国货运

代理商和快递承运商等专业人士的问卷调查ꎬ 对全球 １３９ 个经济体涉及跨境货

物流动的海关服务、 基础设施、 运输安排便利性、 物流服务质量、 追溯跟踪及

时效性六个方面进行单项和综合测评ꎬ 反映各经济体物流绩效的变化情况和相

互间的比较差异ꎮ 六项指标分别为: (１) 海关服务ꎬ 指海关清关和边境管理的

效率ꎻ (２) 基础设施ꎬ 指贸易和交通基础设施的质量ꎻ (３) 运输安排便利性ꎬ
指运输安排和组织的便利化程度ꎻ (４) 物流服务质量ꎬ 指物流服务 (包括拖

车、 货代和报关) 的能力和质量ꎻ (５) 追溯和跟踪ꎬ 指对货物追溯和跟踪的

能力ꎻ (６) 时效性ꎬ 指在计划或者预计交货时间内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的频

度ꎮ 全球参与评估的 １３９ 个经济体分为三个档次: 排名 １ ~ ５０ 位为物流绩效高

水平的国家或地区ꎻ 排名 ５１ ~ １００ 位为中等物流绩效水平的国家和地区ꎻ 排名

１０１ ~ １３９ 位为物流绩效低水平的国家或地区ꎮ 以下从三个方向分析中欧班列

运行的物流绩效状况ꎮ

１５

①

②

Объемы железных перевозок Китай － Россия будут сокращаться по мере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падения
обменного курса рос рубля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ｆｏｔｒａｎｓ ｂｙ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０８ / ｏｂｅｍｙ － ｚｈｅｌｅｚｎｙｈ － ｄｏｒｏｇ － ｋｉｔａｊ － ｒｏｓｓｉｙａ －
ｂｕｄｕｔ － ｓｏｋｒａｓｈｈａｔｓｙａ － ｐｏ － ｍｅｒｅ － ｄａｌｎｅｊｓｈｅｇｏ － ｐａｄｅｎｉｙａ － ｏｂｍｅｎｎｏｇｏ － ｋｕｒｓａ － ｒｏｓ － ｒｕｂｌｙａ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ꎮ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 (地区) 总值表 (美元值)»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 ２７９９８２５ / ３０２２７４ / ３０２２７７ / ３０２２７６ / ５３８０３９１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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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途经满洲里的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班列物流绩效现状①

图 ２ 显示ꎬ 在全球 １３９ 个经济体中ꎬ 俄罗斯的综合物流绩效指数位列 ８８ 名ꎬ
处于中低水平ꎬ 在 “海关服务” “运输安排便利性” “物流服务质量” “追溯和跟

踪” 及 “运输时效性” 五项指标上均位列 ９０ 名之后ꎮ 俄罗斯处于全球中低水

平ꎬ 成为制约该线路中欧班列运行效率的瓶颈ꎮ 在 “运输安排便利性” 指标上

俄罗斯位列 １２１ 名ꎬ 处于极低水平ꎬ 成为中俄跨境运输的主要短板ꎮ 俄罗斯远东

地区的部分口岸ꎬ 包括外贝加尔斯克、 布拉戈维申斯克、 波格拉尼奇内、 克拉斯

基诺和波尔达夫卡迄今仍未使用电子排队过境系统ꎬ 且采用客货混合查验通道ꎬ
严重降低了跨境物流运输效率ꎬ 造成口岸压站ꎬ 致使中方满洲里口岸被迫多次停

装货物ꎬ 极大影响了班列的正常运行ꎬ 迫切需要加以解决ꎮ

图 ２　 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物流绩效指数比较

资料来源: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① .

２ 途经蒙古的中国—蒙古—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班列物流绩效现状

图 ３ 显示ꎬ 在这条线路中ꎬ 蒙古的综合物流绩效指数位列 ９７ 名ꎬ 属于较低

水平ꎮ 蒙古在 “基础设施” “运输安排便利性” “物流服务质量” “追溯和跟踪”
及 “运输时效性” 五项指标上位列 １００ 名之后ꎬ 处于低水平ꎬ 严重影响班列运行

效率的提升ꎮ 在 “物流服务质量” “追溯和跟踪” 及 “运输时效性” 指标上蒙古

位列 １０５ 名之后ꎬ 构成班列高质量运行的严重障碍ꎮ 蒙古国的扎门乌德口岸因换

２５

①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ａｎｋｉｎｇ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ｌｐｉ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ｇｌｏｂａ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９ 月２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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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转运能力不足ꎬ 导致中方二连浩特口岸常常出现拥堵ꎬ 列车甚至在距离口岸

２００ ~ ３００ 公里的铁路沿线排队等待进站ꎬ 严重影响了中欧班列运行效率ꎮ 蒙古

亟需改善跨境物流运输组织状况ꎬ 为班列正常运行创造条件ꎮ ①②

图 ３　 中国—蒙古—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物流绩效指数比较

资料来源: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① .

３ 途经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班列物

流绩效现状

图 ４　 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物流绩效指数

资料来源: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② .

图 ４ 显示ꎬ 在这条线路中ꎬ 哈萨克斯坦的物流绩效也存在诸多问题ꎮ 哈萨克斯坦

的综合物流绩效指数排在 ７９ 位ꎬ 处于中低水平ꎮ 在 “运输安排便利性” 与 “追溯和

３５

①
②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ａｎｋｉｎｇ ２０２３” .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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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 指标上位列 ９０ 名之后ꎬ 处于接近低水平之位ꎮ 此外ꎬ 哈萨克斯坦在 “基础设

施” “物流服务质量” “运输时效性” 等指标上位列 ８０ 名左右ꎬ 有许多亟待改进之

处ꎮ 哈萨克斯坦的多斯特克口岸和阿腾克里口岸由于转运能力不足ꎬ 造成列车严重压

站ꎬ 迫切需要提升跨境物流运输管理水平ꎮ
综上所述ꎬ 对中欧班列而言ꎬ 除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硬件外ꎬ 部分沿线国家

在跨境物流运输组织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ꎮ 由于俄罗斯、 蒙古和哈萨克

斯坦处于中欧班列跨境运输的枢纽地位和关键节点ꎬ 因此这些国家的跨境运输效

率直接影响中欧班列的整体运行效率ꎮ 若这些国家将现有的物流绩效指数提升至

全球平均水平ꎬ 即在全球排名 ６０ ~ ７０ 位左右ꎬ 则中欧班列的运行效率将得到极大

提升ꎮ 通常ꎬ 解决跨境运输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ꎬ 包括口岸改造和道路建设等ꎬ 需

要投入较长时间和大量资金ꎬ 某些国家存在一定困难ꎬ 但是改善物流运输组织状况

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因素ꎮ 若沿线各国加强合作ꎬ 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二) 世界贸易发展低迷导致中欧班列货源的不确定性增强

受地缘政治冲突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等多重因素影响ꎬ 自 ２０２３ 年年初以来ꎬ
中国与东盟、 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呈下降态势ꎮ ①

图 ５　 ２０２３ 年 １ ~ ８ 月中国与欧盟和东盟主要国家贸易增幅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自制①ꎮ

４５

①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 (地区) 总值表 (美元值)»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 ２７９９８２５ / ３０２２７４ / ３０２２７７ / ３０２２７６ / ５３８０３９１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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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显示ꎬ ２０２３ 年 １ ~ ８ 月ꎬ 中国与东盟和欧盟的贸易额同比分别下降

５ ６％和 １０ ５％ ꎬ 其中中国与马来西亚、 泰国、 日本、 韩国、 德国和荷兰的双边

贸易额降幅均超过 ５％ ꎮ 中欧班列一端连接东盟ꎬ 另一端连接欧盟ꎬ 两大经济体

成为货物的主要来源方ꎮ 若不能尽快扭转这种颓势ꎬ 中欧班列货源的流量与流向

将受到影响ꎬ 制约班列的正常运行ꎮ
在世界贸易发展低迷的背景下ꎬ 中国与部分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的贸易却逆势

上扬ꎬ 呈现积极增长态势ꎮ 图 ６ 显示ꎬ 据中国海关统计ꎬ ２０２３ 年 １ ~ ８ 月ꎬ 中国

与中亚四国 (土库曼斯坦除外) 的贸易增幅均超过 ２０％ ꎬ 其中中国与哈萨克斯

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增幅分别为 ２４ ７％ 和 ４０％ ꎮ 中国与格鲁吉亚、 亚美尼

亚、 阿塞拜疆的双边贸易增幅超过 １２％ ꎮ 中俄、 中土、 中新、 中白、 中蒙的贸

易增幅分别达到 ３２％ 、 １４％ 、 ４ ４％ 、 ９７ ５％和 ４６ ７％ ꎬ 为中欧班列增加货源提

供了新空间ꎮ 鉴于当前货源流向的新变化ꎬ 需积极作为ꎬ 妥善应对ꎬ 寻求有效解

决方案ꎬ 促进中欧班列健康发展ꎮ ①

图 ６　 ２０２３ 年 １ ~ ８ 月中国与部分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贸易增幅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自制①ꎮ

三　 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ꎬ 在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ꎬ 以 “深化互

联互通ꎬ 促进合作共赢” 为主题ꎬ 聚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优化区域开放布

５５

①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 (地区) 总值表 (美元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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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ꎬ 由中国国务院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 海关总署、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和江苏、 内蒙古、 黑龙江、 河南、 重庆、 四川、 陕西、 新疆等省区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ꎬ 在中国连云港市召开了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ꎬ 来自 ２９ 个国家和

地区的 ５００ 余名代表出席论坛ꎮ 各方积极谋划中欧班列未来发展ꎬ 着力拓展贸易

投资、 人文交流、 数字经济、 陆海联通等领域务实合作ꎮ 论坛取得了 ４８ 项合作

成果ꎬ 发布了中欧班列全程时刻表ꎬ 上线中欧班列门户网站ꎬ 推行中欧班列多式

联运电子提单ꎬ 实施中欧班列重点铁路口岸及后方通道扩能改造项目、 中欧班列

牵引扩编增吨等ꎬ 标志着中欧班列发展步入新阶段ꎮ
中国国家副总理丁薛祥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ꎬ 对未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

展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共建中欧班列高效运输体系ꎬ 进一步加强战略规划对

接ꎬ 加快建立和完善中欧班列多边、 双边政府间合作机制ꎬ 促进规则标准衔接ꎬ
不断夯实中欧班列国际合作基础ꎻ 二是共建中欧班列安全治理体系ꎬ 加强中欧班

列沿线安全风险管理ꎬ 深化信息交流合作ꎬ 加强执法合作ꎬ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ꎬ
为中欧班列创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ꎬ 共同打造国际运输安全典范ꎻ 三是共建中

欧班列多元通道体系ꎬ 在建设好、 维护好现有运输线路的同时ꎬ 开拓新的国际运

输通道ꎬ 加快形成中欧班列运输通道多元化格局ꎻ 四是共建中欧班列创新发展体

系ꎬ 推进中欧班列信息化、 数字化、 智能化建设ꎬ 积极探索发展 “人文班列”
“旅游班列” 等新模式ꎬ 加快绿色环保技术应用ꎬ 让中欧班列更好造福沿线各国

人民ꎮ 针对目前中欧班列运行中存在的问题ꎬ 应积极加强国际合作ꎬ 共商对策ꎬ
破解难题ꎬ 推进中欧班列持续、 稳定、 健康发展ꎮ

(一) 加强国际协调提升中欧班列运行效率

立足长远ꎬ 一方面ꎬ 沿线国家政府和企业应大力改善口岸基础设施状况ꎬ 提升

口岸过货能力和换装能力ꎬ 促进中欧班列的硬联通ꎻ 另一方面ꎬ 各国物流运输组织

管理部门应大力提升跨境运输便利化水平ꎬ 优化中欧班列跨境运输的软环境ꎮ

１ 提升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跨境铁路运输效率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 中蒙俄三国元首举行会晤ꎬ 决定正式启动中蒙俄经济走廊中线

铁路升级改造和发展可行性研究ꎬ 即连接中国的二连浩特、 蒙古的乌兰巴托和俄

罗斯的乌兰乌德铁路运输线ꎬ 加快推动铁路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合作ꎮ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ꎬ 中蒙边境口岸管理合作委员会举行第五次会议ꎬ 旨在加强两国口岸管理合作ꎬ
大力促进软联通ꎬ 消除互联互通瓶颈ꎬ 加速推动口岸现代化建设规划对接、 优化调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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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口岸通关时间、 拓展口岸功能以扩大进出口、 加强检验检疫合作、 改善口岸营商

环境ꎬ 交流快速通关模式与经验ꎬ 为提升中欧班列运行效率创造有利条件ꎮ

２ 提升中俄跨境铁路运输效率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 中俄两国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

于 ２０３０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ꎬ 确定了未来中俄经贸

合作的八个重点方向ꎮ 双方强调ꎬ “大力发展互联互通物流体系ꎮ 保障两国货物

和人员通过铁路、 公路、 航空、 河运和海运等交通方式双向便捷往来ꎮ 本着互利

精神释放两国过境运输潜能ꎬ 优先解决瓶颈ꎬ 分步骤分阶段完善中俄边境基础设

施特别是重点口岸建设ꎬ 提升通关和查验效率”ꎮ 为此ꎬ 双方应尽快补齐跨境运

输的基础设施短板ꎬ 加强跨境运输管理模式与经验的交流ꎬ 促进俄罗斯远东地区

边境口岸加速启动电子排队查验系统ꎬ 采用客货分流的查验模式ꎬ 提升查验效

率ꎬ 为中欧班列高效运行奠定坚实基础ꎮ

３ 提升中国—中亚跨境铁路运输效率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 在西安举行的中国—中亚峰会发布了 ５４ 项成果清单ꎬ 互联互

通成为重要合作领域ꎮ 各方达成共识ꎬ 将 “大力推动中国—中亚国家互联互通ꎬ
对现有口岸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ꎻ 开展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互联互通、 促进

跨境通关便利化ꎻ 推进中国—中亚铁路运输ꎻ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ꎬ 包括新建和升

级改造现有的中国至中亚铁路和公路ꎻ 完成中吉乌铁路可研工作ꎬ 推进该铁路加

快落地建设ꎻ 保障中吉乌公路畅通运行ꎻ 实现中塔乌公路和中国西部—欧洲西部

“公路常态化运营” 等ꎬ 这些文件为实现中欧班列规划对接、 提升运行效率提供

了重要支撑ꎮ
未来应充分发挥中欧班列运输联合工作组的作用ꎬ 加强中国、 白俄罗斯、 德

国、 哈萨克斯坦、 蒙古、 波兰和俄罗斯等国铁路部门之间的协调ꎬ 推动铁路通道

互联互通、 优化运输组织、 完善服务保障、 提高通关效率ꎮ 鼓励各方利用中方发

布的中欧班列全程时刻表和中欧班列门户网站ꎬ 及时跟踪班列运输信息ꎮ 推行中

欧班列多式联运电子提单ꎬ 大力推广海关 “一站式、 全流程、 数字化” 服务ꎬ
交流中欧班列 “铁路快通” 模式和 “关铁通” 项目的经验ꎬ 大力提升过境运输

效率ꎬ 开创中欧班列持续稳定发展新局面ꎮ

(二) 开辟中欧班列新线路并创新合作模式

充分利用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ꎬ 在有效整合现有运输线路基础上构建新通道ꎬ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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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开辟新线路ꎬ 构建多元化通道体系ꎬ 提升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ꎮ

１ 拓展中国—中亚班列运输通道

根据中国—中亚峰会的成果ꎬ 未来将研究制定从中亚国家往返东南亚和亚洲

最佳过境运输方案的可能性ꎬ 为此ꎬ 可将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相连接ꎬ 以

成都或重庆为节点ꎬ 打造贯通西北方向与西南方向的交通运输走廊ꎬ 为中亚国家

提供连接东盟国家的南向出海口ꎬ 扩大中亚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ꎮ
推进跨里海交通运输走廊建设ꎮ 该线路起自中国ꎬ 经哈萨克斯坦和里海水域

至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ꎬ 并可延至土耳其和欧洲国家ꎬ 即 “一带一路” 互联互

通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ꎮ 未来将推动途经阿克套港、 库雷克港、 土库曼

巴什港等海港的跨里海运输线路多式联运过境运输ꎬ 探索开发中欧班列跨越黑

海、 里海南通道线路ꎮ 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协会成员包括 ２０ 家公司ꎬ 其中有八

个国家的铁路管理部门、 港口、 航运和物流公司ꎮ 尽管该通道运行时间不长ꎬ 但已

取得显著成效ꎮ ２０２２ 年ꎬ 利用该通道自中国至黑海港口的货物交付时间由 ３８ ~ ５３
天降至 １９ ~ ２３ 天ꎬ 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ꎬ 有望降至 １４ ~ １８ 天①ꎮ 同期ꎬ 跨里海交通运输

走廊货运量达到 １ ５００ 万吨ꎬ ３３ ６ 万个集装箱ꎬ 同比增长 １ ５ 倍ꎬ 至 ２０３０ 年有

望增至 ５０ 万个集装箱ꎬ 增幅近 ５０％ ②ꎬ 发展前景良好ꎮ
建设中国—中亚新铁路通道ꎮ 推动中吉乌铁路建设ꎬ 开辟连接喀什

(中) —吐尔尕特 (吉) —巴吉什 (吉) —贾拉尔拉巴德 (吉) —卡拉苏

(吉) —安集延 (乌) 的铁路运输线ꎮ 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撒马

尔罕峰会期间ꎬ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 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 乌兹别克斯

坦交通部围绕中吉乌铁路项目签署合作文件ꎬ 标志着合作取得阶段性进展ꎮ 根据

三方商定的工作计划ꎬ 中吉乌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外业勘察工作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
日正式启动ꎬ 全部可研工作于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完成ꎬ 目前各方已确认项目的技术可

行性和经济可行性ꎮ 该条线路将缩短货物运输距离和时间ꎬ 提高参与国的国际过

境运输竞争力ꎬ 并带动各国经济发展ꎮ 此外ꎬ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正在研究建设克

拉玛依—巴克图—阿亚古兹铁路项目ꎮ 哈方预计在 ２０２４ ~ ２０２５ 年完成 ２７０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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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哈萨克斯坦段货物通过时间减半»ꎬ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ｕｔｎｉｋ
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３０３０３ / １０４８３７０２８０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ꎬ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ꎮ

Айгюль Тагиева Токаев назвал планируемый к ２０３０ году грузопоток по Транскаспийском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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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线的建设ꎬ 届时有望形成第三条亚欧铁路通道ꎬ 预计年货运量可达 ２ ０００ 万

吨①ꎬ 从而推动中欧班列与哈萨克斯坦等周边邻国铁路运输业务协同发展ꎮ

２ 拓展中俄铁路运输通道建设

目前ꎬ 中国与俄罗斯正在积极构建跨境运输新通道ꎮ 经中国海关总署同意ꎬ
自 ６ 月 １ 日起ꎬ 吉林省内贸货物跨境运输ꎬ 增加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为内贸

货物跨境运输中转口岸ꎬ 浙江省舟山甬舟集装箱码头和嘉兴乍浦港 ２ 个港口为内

贸货物跨境运输入境口岸ꎮ 此举打造了 “中外中” 跨境铁海联运新模式ꎬ 开辟

了新的运输通道ꎮ 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因缺少出海口ꎬ 需经辽宁省大连港中转海运

货物ꎬ 陆路运输距离超过 １ ０００ 公里ꎮ 借道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

中转可以缩短陆路运距ꎬ 由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口岸和吉林省的珲春口岸到俄罗斯

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距离仅为 ２００ 公里左右ꎮ 若正常运行ꎬ 可降低运输成本ꎮ 中俄

之间不断创新跨境铁路运输合作模式ꎬ 在不增加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情况下构建

新交通运输走廊ꎬ 合作空间有望进一步拓展ꎮ
建设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ꎮ 俄罗斯计划将乌拉尔、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粮食

通过铁路运输或铁海联运出口至中国和亚洲国家ꎬ 打造一条新的粮食出口通道ꎮ 该

通道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外贝加尔斯克口岸建设世界最大的粮食中转码头ꎬ 年中转

量为 ８００ 万吨②ꎮ 此外ꎬ 俄方计划在中国黑龙江省同江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犹太州

的下列宁斯阔耶口岸建设粮食中转站ꎬ 将带动满洲里口岸和同江口岸粮食运输与加

工合作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ꎬ 以天津港为目的地、 首批经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运抵满

洲里口岸的俄罗斯大豆成功接运ꎬ 共计 ２７１ ６ 吨ꎬ 成为两国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ꎮ
未来ꎬ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ꎬ 中欧班列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ꎬ 总体上机

遇远大于挑战ꎮ 只要各方凝聚共识ꎬ 团结协作ꎬ 不断消除障碍ꎬ 必将助推中欧班

列可持续发展ꎬ 稳定沿线国家的产业供应链ꎬ 为各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ꎬ 给沿

线国家共同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路径ꎬ 最终使中欧班列更好地造福沿线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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