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2日，在第四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开幕式上，2021年西部陆海新通
道发展指数正式发布。发展指数显示，2021
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运行规模、质量、竞争
力三大指标齐升。

发展指数是国际上常用的、衡量某一
领域发展程度的数据标准。编制指数，是
重庆积极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组织中
心作用，当好通道发展“牵头人”应尽的职
责。

参与发展指数编制工作的西部陆海新通
道运营组织中心负责人刘玮介绍，运营组织
中心成立后，重庆就一直在推进全口径数据
统计，启动开展指数编制工作。2021年，经

过前期大量工作，重庆发布了首期指数。
为编写2021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指

数，重庆主动对接沿线省区市，收集汇总所有
的基础数据，然后邀请专业机构对数据进行
梳理、分析，并对比往期数据，计算出最终指
数。

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指数，以《总体规
划》发布时间点为基期，通过1个综合指数、3
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数、24个三级指标，
全面覆盖基建、物流、贸易、产业等多个领域，
全方位展现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发展运行情况
和综合状态，是衡量通道发展的重要依据。

事实上，重庆除了牵头编制发展指数，自
身作为“牵头人”，对发展指数的贡献也颇为

重要。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实施近5年来，重

庆在运行质量、省际合作、创新赋能等多个方
面都在努力发挥带头动作，在推动通道发展
的同时，也促进沿线地区更好地抓住通道带
来的机遇。

在开行规模方面，今年上半年，重庆经西
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超6.4万标箱，同比增长
23%；货值111.1亿元，同比增长26.3%，占通
道沿线的30%。其中，铁海联运班列（重庆-
北部湾港）开行1096列，同比增长29.8%；货
值86.2亿元，同比增长68.9%，占通道沿线
31%。

重庆还率先开行了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

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老、中越国际班列，新开
行至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方向物流线路。
截至6月底，通道累计运输超33万标箱，货
值590亿元。

在省际协作方面，重庆已成功牵头召开
省际协商合作会议、办公室会议、联络员会
议，多层级、多领域协调推动通道建设重大事
项。同时，重庆牵头会同沿线省区市共建跨
区域综合运营平台——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
公司。目前，已有6省区市加入平台共建，并
设立区域公司7个。

在创新赋能方面，7月22日西洽会开幕
式上，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西部陆海新通道
平台正式上线，能够实现单证成本降低50%
以上。同时，重庆正加快推广铁海联运“一单
制”，截至目前签发提单1863票，货值1.66亿
美元。

此外，重庆还搭建全国唯一的跨境金融
服务平台西部陆海新通道融资结算应用场
景，入选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为企业融
资及支付超27亿美元。

“牵头人”要做些什么事
编制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指数、召开省际协商合作会议、共建跨区域综合运营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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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努力当好西部陆海新通道“牵头人”
发挥通道运营组织中心作用 促成“13+2”省区市共建新格局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7 月 22 日，西部陆海新通道
省际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西部
陆海新通道建设结出新果实——

湖南省怀化市对接融入省际
协商合作机制，标志着西部陆海新
通道形成“13+2”共建新格局。同
时，这场会议还签署了20个重大
项目，涉及综合运营平台、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等。

“这场会议很成功，重庆很好
地发挥了通道运营组织中心的作
用。”会议结束后，市政府口岸物流
办主任巴川江欣喜之情溢于言
表。他说，运营组织中心是国家赋
予重庆的重要定位。从目前的成
果来看，重庆努力当好了西部陆海
新通道的“牵头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日前，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西部陆海新通道运
营组织中心联合发布了《新通道新格局 国际
陆海贸易新通道发展报告2017—2022》，对通
道近5年的成绩进行了解读。报告提到，目前
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覆盖全球107个国家和地
区的319个港口。

报告提出，陆海新通道为中西部地区打通
了最近的南下出海口，成为中西部地区联通海
外的物流主干道之一，改变了西部地区长久以
来面向东盟却“西货东出”局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
威认为，陆海新通道建设以来，通道沿线的重
庆、成都、贵阳、南宁、昆明等国家中心城市和区
域中心城市产业聚集能力和人口吸引力显著增
强，“就拿重庆来说，它的货运能力、货物品类、
铁海联运班列开行数量、对东盟贸易额均得到
大幅提升。”

数据佐证。2021年，重庆陆海新通道货运
量11.2万标箱、货值187亿元，分别较2017年
增长37倍和31倍，对东盟贸易额174.5亿美
元，较2017年增长88%。

报告显示，陆海新通道建设近5年来，国际
大通道功能凸显，促进国际货物、人员、资金、信
息等加速融合，已成为西部地区联通世界的重
要通道，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新动能，为
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世界经济复
苏作出重要贡献。

比如，内蒙古、陕西的煤炭经陆海新通道运
至重庆等地；青海的纯碱经通道运至广西支持
玻璃产业；广西的玻璃经通道运至川渝支持汽
车产业等。

目前，按照“13+2”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和
“统一品牌、统一规则、统一运作”市场协调机
制，陆海新通道跨区域综合运营平台建设不断
推进，已有重庆、广西、贵州、甘肃、宁夏、新疆等
多个省份参与共建，各省区市也借此实现协同
发展。

对外，陆海新通道开辟与RCEP成员国合
作共赢新路径。报告显示，陆海新通道有效联
通中国与东盟国家，促进了资源要素的有序流
动和优化配置，将中国西部内陆地区与东盟间
物流周期缩短10天以上。

同时，陆海新通道开辟了一条中国西部与
东南亚之间农产品、海产品便捷运输新路径，并
在东南亚地区设立海外仓，开通跨境公路班车
干线，布局铁路、港口、航运企业和通道运营平
台，最大程度节省运营成本。

张威表示，各方应当继续坚持高水平推动
共建陆海新通道，推进“13+2”省区市共商共建
共享的格局不断深化。同时，各方要持续推进
通道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对接RCEP和澜湄
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构建陆海新通道利益共
同体，落实各项实施方案与合作规划。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交出5年成绩单
运输网络覆盖107个国家

和地区319个港口
我国出海出境物流大通道很多，为何唯

独西部陆海新通道要设立运营组织中心？
原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我国而言十

分重要，需要一个“牵头人”，来会同沿线省
区市开展省际合作事宜，持续推动西部陆海
新通道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实现高质
量发展。

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范围广，除了西部
12省区市外，海南、广东等“出海口”，湖南、
湖北等中部省份也能享受通道带来的发展
机遇。但是，众多省区市参与同一通道建设
时，容易出现各自为政，从而导致恶性竞争

的情况。
为此，2019年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

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下称《总体规划》），明
确要推动实现共商共建共享，让通道成为深
化陆海双向开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纽带。
《总体规划》还明确，通道发展过程中，要建
立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协商解决西部陆海新
通道区域合作有关事项。

落实上述要求，自然得有“牵头人”。《总
体规划》提出，以重庆为通道的运营组织中
心，服务通道建设，促进通道共商共建共享。

为何由重庆当“牵头人”？
这与通道发展历程以及重庆区位有

关。西部陆海新通道前身为“渝黔桂新”南
向通道，是在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框架
下，由重庆、广西倡议，并与新加坡积极合作
开启的。重庆是通道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从各省区市在通道所处的位置来看，重
庆是通道在内陆的主要枢纽地。《总体规划》
中提到，经过多年培育，通道基本形成重庆、
成都分别经贵阳、怀化、百色至北部湾港（钦
州港、北海港、防城港港）的三条铁路运输线
路，实现集装箱班列每日开行，并与中欧班列

保持有效衔接；初步形成至中南半岛的跨境
公路班车和国际铁路联运等物流组织模式。

而从区位来看，重庆是西部地区中心城
市，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
上，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等通道在此汇
聚，在构建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具有重
要战略地位。

基于上述原因，《总体规划》指出，通道
要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应充分发挥重
庆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
区位优势，设立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

国家有部署，重庆有行动。
2020年6月，重庆市委编委批准设立西

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主要负
责落实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省际协商合作
联席会议议定事项，协助对接国家有关部委
推动落实有关工作，协助推进跨区域的运输
通道运营组织等。自此，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有了专门的工作机构。

重庆为何是通道“牵头人”
具有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区位优势，是通道“主要创始人”之一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已近5年，即将迈
入新的发展阶段。”巴川江说，重庆作为通道
的运营组织中心，将从多个方面发力，持续推
动通道的发展。

巴川江介绍，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联
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各省区市提出了很多
关于促进通道发展的意见建议。目前，重庆
正在梳理这些意见建议，最后将提供给国家
有关部委决策参考。

同时，重庆将以省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名

义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与东盟
国家合作行动方案（2022—2025）》《共建西
部陆海新通道跨区域综合运营平台方案》，将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贯彻落实国
务院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2022
年重点项目清单》上报省部际联席会议办公
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司）。

在推动省际协商合作上，重庆将继续按
照“统一品牌、统一规则、统一运作”原则，统
一大市场、统筹大平台，不断提升通道规模和

竞争优势。预计在今年内，西部陆海新通道
跨区域综合运营平台能实现“13+2”省区市
全覆盖。

重庆还在积极与沿线省区市协商，完善
班列协同运营组织模式，共同布局海外仓，提
升海外供应链服务能力；统一通道信息发布
途径，加快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完善数据共享
和综合利用。

“既然是‘牵头人’，重庆就要在通道运行
上率先提质增效。”巴川江说，重庆力争“十四

五”时期每年运量增幅保持15%以上。同
时，重庆将依托中老铁路，持续开行至缅甸、
泰国等国际班列，稳定开行中越直通班列。

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带动作用，让
更多地区融入通道建设，全方位促进开放发
展，也是重庆要做的工作。

比如，重庆将进一步强化通道与中欧班
列、长江黄金水道等联动发展；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会同沿线省区市共同推动与RCEP成
员国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实施跨境规则互认
等。

此外，重庆将持续做好“通道带物流、物
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大文章，梳理通道
沿线优势产业链图谱，深度挖掘和培育优势
互补产业，形成“一省一策”与“一国一策”有
效衔接，不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地区产
业链供应链的支撑作用。

未来怎样促进通道发展
推动省际协商合作，持续做好“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大文章

位于沙坪坝区的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团
结村铁路中心站灯火通明，一片繁忙景象。该站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24小时有序作业，以此
满足中欧班列（渝新欧）、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内
外铁路货运不断增长的需求。（摄于 2022 年 6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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