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副刊部：63907236 理论评论部：63907228（传真） 视觉影像部：63907227 要闻编辑部、本地新闻编辑部：63907179（传真）/63907186 融媒体编辑部：63907117 全媒体营销中心：63907707 63907714

442023年 11月2日 星期四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丁龙

共推陆海新通道建设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记者 申晓佳

11 月 1日，2023陆海

新通道经济发展论坛在重

庆举行。该论坛由重庆市

政府口岸物流办与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共同主办。多位嘉宾对陆

海新通道及重庆的发展建

言献策、聚智聚力，旨在提

升重庆作为通道物流和运

营组织中心的示范引领作

用，形成国际大通道领域

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

发展，打造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国际通道经济发展核

心城市。

核 心 提 示

陈健谈到，陆海新通道虽然是由中国开辟
的开放大通道，但与全世界相连，加深了各国
人民互联互通，也促进了沿线地区的贸易投资
发展，从而实现了多方联动的合作与经济发展
格局。

对于陆海新通道未来的发展前景，陈健给
出了几个方向。

首先是聚焦东盟。目前西部地区与东盟
的贸易额不到2000亿美元，未来，这个数量很
可能翻一番，这将是陆海新通道给西部地区带

来的发展空间。
第二是数字经济。去年，全球有近60%

的GDP与数字经济相关，这个数字还在持续
增长。而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南亚、中亚等
地，数字经济还比较薄弱，他们需要基础的网
络化设施，那么陆海新通道可以发挥巨大的
作用。

第三是服务贸易和现代服务业。目前，中
国的工业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服务贸易和现代
服务业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这也能跟陆海新

通道建设联系起来，后期各方可以做好相应的
规划。

陈健还给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比如，中国
和东贸正在就自贸区进行新一轮的洽谈，加上
RCEP的全面实施，各方可以将这些作为第一
重点去进行规划和考虑。

同时，双方进行合作沟通，要细化到资源
互补的“点”，比如是什么重点市场、什么重点
产业。确定之后，要以项目化方式提出合作清
单，这样才能引导各方去探讨合作的可能性，
提升合作成功的概率。

此外，还要用好金融手段。比如各类基
金、证券、债券、金融租赁、保险等，这些可以给
企业提供融资，解决项目的资金供应问题，确
保合作可以稳步推进。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陈健：

陆海新通道促进中外经济联动快速发展

本 报 讯 （ 记
者 杨骏 申晓佳）
11月1日，2023陆海
新通道经济发展论坛
上发布了由商务部研
究院编写的《国际陆
海贸易新通道发展报
告 2023》。 其 中 提
到，陆海新通道建设
助力共建省区市与东
盟贸易额从 2017 年
的 756 亿美元升至
2022年的 1310亿美
元，年均增长11.6%。

报告显示，陆海
新通道拉近了中西部
地区与东盟的地理距
离和贸易联系，织密
与东盟国际生产网
络，实现“通道+经
贸+产业”联动发展。
截至2023年9月，陆
海新通道物流网络覆
盖我国 18 个省区市
69 个城市 138 个站
点，通达全球 120 个
国家和地区的473个
港口。

在此背景下，陆
海新通道共建省区市
与东盟贸易有了明显
提升，贸易额从2017
年的756亿美元升至
2022年的 1310亿美元，年均增长11.6%，越
南、马来西亚和泰国位列共建省区市出口目的
国前三位，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为共建
省区市进口来源国前三位。

同时，在陆海新通道的助力下，西部地区在
全国对外开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2017—
2022年，西部地区外贸总额占全国外贸总额比
重由7.6%升至9.2%。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
路”框架下，西部多个省区市成为内陆贸易重要
区域，广西、四川、重庆、云南等省区市与东盟的
贸易额，在全国分列7、9、12、13位。

报告还提出，陆海新通道是畅通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重要动力源，改变了西部地区面向东
盟却“西货东出”的局面，推动内陆地区从“后
卫”变成“前锋”，提升西部地区在全国对外开放
中的地位，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区域间发展不均
衡问题。6年来，共建省区市地区生产总值合
计增长3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合计增长
22%。

报告也对重庆给予了肯定。其中提到，重
庆作为陆海新通道的运营组织中心，找准了定
位与方向，推动了陆海新通道建设取得突破性
发展，打造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比如，重庆推
广跨区域运输通道建设，搭建跨区域综合运营
平台，全面推广铁海联运“一单制”等。

报告还对未来陆海新通道发展提出了建
议。比如在重庆层面，要提升重庆在陆海新通
道建设中的带领性、影响力和贡献度。同时，壮
大重庆本地传统优势产业，做强现代物流、数字
经济、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整车、
冷链、医药等特色产业链，形成国际集采分拨中
心，打造国际枢纽贸易结算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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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为表示，陆海新通道开行以来成效明
显。以重庆为例，2022年，重庆铁路运输货运
集装箱增长了32%，同时整合铁路、水路、空
运等交通方式，多式联运效能大为提高。同
时，重庆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使用了“单一窗
口”，减少了大量的通关时间。

受益于陆海新通道高效的物流和运输，西
部12省区市，海南、广东湛江、湖南怀化等地
与东盟经济体在外贸上有明显增长。比如，
2017年至2022年，重庆与东盟外贸额从93
亿美元增长到181亿美元，6年几乎翻了一

番，相信随着陆海新通道的成熟，双边贸易潜
力也会越来越大。

王大为说，陆海新通道的成功，表明高
效的区域运输和物流网络有利于国际贸易
与投资，也有利于区域伙伴之间的经济一体
化发展。陆海新通道未来要注重基础设施
建设，比如公路网络、铁路系统、港口设施
等，仓储、终端运营在内的高效物流服务也
非常重要，这将提高通道的整体经济效率和
竞争力。

王大为还提出几个与物流发展趋势有

关的要点。首先是供应链的弹性，虽然全
球已经建立了可靠的物流供应链，但新冠
疫情对全球物流造成了冲击。所以，各方在
构建物流供应链时，应该有一些应对机制，
确保其供应链弹性，从而最大程度地防范风
险。

其次是“绿色物流”，目前全球都非常重视
环保问题，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开始承诺减少
碳排放，一个低碳、绿色的物流运输方式尤为
重要。陆海新通道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
出台相应的政策。

最后是数字技术，中国无论是物流还是其
他领域，都是数字化转型的全球引领者之一。
未来，中国可以将数字化更加深入地应用到陆
海新通道中，并把成功的经验与其他经济体分
享，推动各方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化与发展战略司经济事务官员王大为：

陆海新通道的成功加速了区域合作伙伴的经济一体化

格雷伯·斯蒂芬谈到，随着陆海新通道
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国际市场也抛出了

“橄榄枝”，比如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将立足于
自身的数字化技术，积极助推陆海新通道建
设。

格雷伯·斯蒂芬介绍，国际货运代理协会
联合会是服务于整个全球物流生态系统的最
大联合组织和发声机构。该组织负责提升会
员的知识水平，确保构建可持续和有弹性的供

应链，愿景是“为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提供无国界物流服务”。

50多年前，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开
始建立标准运单，协调货运代理使用的单证和
表格。如今，它在标准运单数字化方面处于领
先地位。在国际范围内，国际货运代理协会与
众多的研究机构和咨询机构开展合作，并推广
使用电子提单。

国际货运代理协会支持发展多式联运走

廊，确保在各种情况下都可以选择高效的运
输方式；确保为全球各类公司提供切实可行
的解决方案，促进可持续发展；制定行业的专
业标准，对员工进行知识培训，培养专业人
才。

格雷伯·斯蒂芬表示，国际货运代理协
会可以基于数字化主提单与加密技术，参与
陆海新通道“一单制”与数字陆海新通道建
设，还可以通过国际货运代理协会青年物流
专业人士奖，培养陆海新通道多式联运人才
并进行培训等。此外，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还
可以通过开展陆海新通道多式联运走廊国
际对话与区域合作，促进通道可持续发展与
绿色运营。

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总干事格雷伯·斯蒂芬：

以专业领域的数字化技术助力陆海新通道建设

“畅通高效的立体通道网络体系，是推动
对外开放、服务经贸发展的重要基础，陆海新
通道就是生动的现实写照。”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戟表示，要持续完善物
流基础资源体系，夯实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基
础。物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实现陆海新
通道要素畅通的基础保障。

中远海运持续推动“航运+港口+物流”一
体化供应链物流体系建设，努力构建面向东
盟，服务RCEP，链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服务
网络，助力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要素畅通。

航运方面，中远海运在北部湾港、洋浦
港以及东南亚区域铺设超100组航线的运

输网络；港口方面，中远海运投资运营洋浦
国际集装箱码头，形成北部湾国际门户港与
海南洋浦区域枢纽港之间的联动结合；物流
方面，中远海运以海铁联运、场站仓储、拖车
报关等资源作为延伸，推动陆海新通道与长
江经济带、中欧班列等通道互联互通，助力
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供应链服务网络。

其次，要数智绿色赋能，推动新通道高质
量发展。例如，中远海运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GSBN已签约新通道沿线主要港口及平台，推
出“无纸化放货”产品，将进口单证办理时间从
48小时缩短到4小时。

再次，要多要素流通融合，构建供应链服

务生态，促进通道产业共生共荣。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格局演变以及RCEP的实施，要求更大
力度地提升新通道沿线区域对于产业链供应
链的承接能力。重庆市作为陆海新通道的主
要发起者、推动者和重要建设者之一，充分发
挥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通道主枢纽功能
作用，以及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等通道纽
带作用，在推动新通道辐射西部、服务全国、链
接东盟、融入全球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3年5月，中远海运与重庆市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在陆海新通道等开放通道
建设、央地合作平台、海外供应链、智能绿色
物流等方面开展合作，目前正在有条不紊地
推进。

林戟说，今后，中远海运希望能够有更多
不同领域的伙伴加入陆海新通道建设，注入更
多的产业链供应链要素，构建形成更为多元开
放的供应链服务生态圈。

中远海运集团副总经理林戟：

夯实基建 数智赋能 推动新通道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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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新通道建设助力共建省区市与东盟贸
易额从 2017 年的 756 亿美元升至 2022 年的
1310亿美元，年均增长11.6%

473个港口

截至2023年9月，陆海新通道物流网络覆
盖我国18个省区市69个城市138个站点，通达
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473个港口

9.2%

在陆海新通道的助力
下，西部地区在全国对外
开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2017—2022 年，西部地区
外贸总额占全国外贸总额
比重由7.6%升至9.2%

资料来源：《国际陆海贸
易新通道发展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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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22%

6年来，陆海新通道共
建省区市地区生产总值合
计增长34%，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合计增长22%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罗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