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重庆促成的常态化开行的中欧班列，为兰州
真正打开了一条向西的国际物流大通道，那么同样由重
庆促成的以重庆为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的西部陆海新
通道的开通，则为兰州开辟了另一条向南的国际通道。
由此，兰州在“一带一路”上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彰显。

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主任刘玮介
绍，2017年8月，重庆、广西、贵州、甘肃四地政府签署

“南向通道”框架协议，建立联席会议机制。2018年
11月，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签署《关于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将“南向通道”正式更名为“陆海新通
道”。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朋友圈”，已经扩大至
15个省区市。

西向，南向，加上既有的兰州至天津港、青岛港等
传统出海线路，今天的兰州，已经成为联通四海、货通
八方的国际物流枢纽。客观地说，兰州从一个内陆城
市发展成为国际物流枢纽城市，重庆的推动，可以说是
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正是利用这样的枢纽优势，甘肃省规划布局了兰
州、天水、武威等三个多式联运的陆地港口（简称陆
港），以此来承接从西、南、东三个方向来的国际货物的
物流、仓储、分拨和转运。

利用多条出境大通道，甘肃省在国际国内贸易上
大展拳脚。国内贸易方面，重庆等多地集结而来的汽
车在兰州分拨，便是典型案例之一。

国际贸易方面，就进口而言，2021年获批的兰州
整车进口口岸，目前累计进口汽车逾300辆。这些汽
车，从迪拜进口，从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钦州口岸入
境，通过铁（路）水（路）联运运抵兰州。

同样经由这条国际物流线路运抵兰州的，还有东南
亚的海鲜和水果。“挺大一包虾仁，才卖30元，和东部沿
海相差无几，榴莲的价格，比以前降低了2/3，简直不可
思议！”兰州陆港口岸处一位负责人感慨道。这些热带
产品，像温暖的海风，吹拂着干旱少雨的兰州。

就出口而言，陆海新通道运营甘肃有限公司负责
人告诉记者，甘肃与东南亚素有贸易往来，一直以来，
土豆、洋葱、玉米种子、石棉、矿石等当地特产，经铁路
或公路运抵天津港或青岛港，再出口至东南亚市场。
两条线路走下来，都需要15天以上，农产品中途腐烂
变质的事故，屡屡发生。

陆海新通道，改变了甘肃向东出海的物流格局。
得益于这条物流通道上高频率开行的班列，甘肃的货
物能在此迅速集结，通过加挂车厢的方式及时运抵重
庆，再搭乘重庆始发的高频次南向班列，第一时间达到
钦州港，再出口东南亚。全程算下来，最快只需要五六
天，平均每个集装箱的货运费用，比天津港和青岛港线
路节省了约1000元。

陆海新通道运营甘肃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
有了这条便捷的南向出海通道，甘肃出口东南亚的货
物量，近两年增长了约20%。

平均每个集装箱节约上千元平均每个集装箱节约上千元

来自重庆的这批汽车，并非全部产自重庆，其中还
有部分湖北制造、四川制造，但它们都在重庆集结、装
箱，经由中欧班列（成渝）线路，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兰
州。兰州陆港口岸处负责人透露，每年，从重庆运抵兰
州的汽车约有6万辆。

除了重庆，中欧班列的其他线路和始发地，例如郑
州、武汉，也有汽车源源不断地运来。每年，全国集结
到兰州的汽车，有50万辆之多。

这些从不同方向远道而来的汽车，当然不只是满
足兰州以及甘肃本地市场。新疆、宁夏、青海、西藏、陕
西，以及周边海外市场，均在辐射范围内。并不生产汽
车的兰州，由此成为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汽车贸易集
散地之一。

扼守“一带一路”通道咽喉，打“通道牌”，吃“通道
饭”，兰州在汽车贸易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并非与生
俱来，而是与重庆息息相关。

时间回溯到1992年末，新亚欧大陆桥国际集装箱
业务启动。这条国际大通道，始于江苏连云港，经郑
州、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从新疆阿拉山口出境，再经
俄罗斯、德国等，止于荷兰鹿特丹港。

当时，兰州一举成为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的地理
枢纽，通道经济的腾飞指日可待。但遗憾的是，此后近
20年，由于缺乏固定货源和国际货运协调机制，这条
国际通道上，一直未能常态化开行班列。

2011年3月19日，得益于惠普等国际笔电巨头在
渝投资所产生的庞大国际货运需求，以及沿线多国共
同构建的国际货运协同机制，中欧班列（渝新欧）开通
运行。

此后，受重庆启示，中国多省市陆续开通了常态化
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公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
末，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7.7万列，运送货物731万标
准箱，货值超3400亿美元。

任何一条中欧班列线路，都必须经过兰州。而在
所有中欧班列中，渝新欧班列无论是货源量，还是货
值，均遥遥领先。截至今年9月末，这条从重庆始发的
国际班列，累计开行近1.5万列，货值超5000亿元。
10余年来，平均每天都有两三趟来自重庆的中欧班
列，从兰州驶往广阔的中亚和欧洲市场。

可以说，正是在以重庆为主的各省市的直接推动
下，新亚欧大陆桥，才真正繁忙起来。兰州，由此成为
这条国际物流大通道上最大的赢家之一。

中欧班列线路上的大赢家中欧班列线路上的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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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1

2017年8月31日，重庆、广西、贵
州、甘肃四地政府《关于合作共建中
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的框架协
议》及四地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关于支持推进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
向通道建设的合作备忘录》在重庆市
正式签署。

瞬间3

瞬间2

更多精彩内容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记者 吴刚

10月19日，位于兰州城区以西30余公

里的甘肃（兰州）国际陆港（下称兰州陆港），

火车的汽笛声，此起彼伏。正午时分，晴空

万里，远处连绵的山峦上裸露的丹霞地貌岩

体，恰似“敦煌飞天”壁画中五彩斑斓的飘

带。

辽阔的货场中，记者目之所及，是望不

到边的汽车“方阵”。货场一侧，长长的月

台边，停靠着一列火车。月台末端，一辆辆

产自重庆的长安 CS55、小康微卡，通过栈

道渐次“钻”入火车车厢。指挥装箱的工作

人员，马甲上印着“重庆三羊马物流公司”

的字样。

当晚12点，这列装载着数百辆汽车的火

车，将从此出发，经由青藏铁路驶往西藏日

喀则，再通过铁（路）公（路）联运，运抵吉隆

口岸，清关出境，销往尼泊尔市场。

曾几何时，重庆与兰州，长江上游和黄

河上游两个最大的城市，被高耸的秦岭和八

百里关中平原阻隔，鲜有往来。正是通过

“一带一路”，两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

通道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

业。如今，两地均成长为“一带一路”上的重

要节点城市。

数读

陆海新通道，不仅增进了甘肃与东南亚市场的贸
易往来，还通过陆海联运，将甘肃的贸易触角延伸至了
南亚、东非和地中海沿岸，这条线路与中欧班列线路互
为补充，为甘肃的国际物流提供了更多选择。

例如，前不久，利用陆海新通道返程较为廉价的运
费优势，甘肃将乌克兰、俄罗斯等地的进口粮食路线，
改为水路，即从黑海港口出发，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和
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再穿越马六甲海峡
至钦州港，换乘火车一路北上，运抵兰州等地。“和中欧
班列比起来，这条线路虽然耗时长，但运费要低一些，
对于时效性不强的大宗货物来说，非常划算。”陆海新
通道运营甘肃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称。

随着双向货源量的与日俱增，连接兰州和重庆的
最便捷通道——兰渝铁路，在开通两年之后的2019
年，就已经达到饱和。

兰州铁路局货运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铁路
货运费用的结算以始发地至目的地之间最短铁路线路
为计算标准，但为纾解兰渝铁路的货运量，他们在调度
运力时常常不得不让兰州至重庆的货运列车，改走西
安—安康—达州—重庆线，甚至绕道宝鸡—成都—重
庆线。

兰渝铁路，对于兰州与重庆来说都有着重大意
义。这条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到的纵贯中国
南北的铁路大动脉，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4年
后，即2017年，全线开通运行。它将兰州和重庆两个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铁路距离，由安康达州线
路的1600公里，缩短至800余公里。同时，由于新的
线路更直更平坦，机车牵引的车皮数，也由此前的35
个增加至53个，相当于运力增长了51%。

事实上，为承接兰渝铁路通车后带来的区域交通
辐射力的大提升，重庆早有准备。一方面，吸引更多省
市加入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体系，以此扩大北向货物
的集结能力和南向货物的分拨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发
挥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连接点的区位优势，
加快完善铁（路）水（路）联运体系，让长江黄金水道发
挥“黄金”效益。

“以前，西北地区的铁路要转运水路，最近的下水
口是湖北枝城。现在我们可以在重庆鱼嘴下水，节省
了几百公里。”兰州铁路局货运中心相关负责人称，正
是由于重庆的努力，兰渝铁路货运能力稳步提升，越来
越多的（新）疆外运列车，也选择在重庆下水，加上越来
越频繁开行的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兰渝
铁路更繁忙了。

10月18日，记者搭乘兰渝动车从重庆至兰州，行
经四川盆地一段，但见车窗外郁郁葱葱。穿越长长短
短多个秦岭隧道，窗外的绿色逐渐褪去，呈现的大多是
戈壁黄沙。可以想见，往返于重庆、兰州方向的列车，
正是在这多样化的地质和生态景观中频繁穿行，“饱
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越来越繁忙的兰渝铁路越来越繁忙的兰渝铁路

170余种

利用陆海新通道，如
今，甘肃省出口农产品种
类达170余种，出口市场拓
展至 104 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 1—7月，甘肃农产品
出口 15.6 亿元，占甘肃省
出口总值的两成以上，同
比增长19%

172亿元

甘肃（兰州）国际陆港
先后实施核心功能项目、
基础道路设施及物流配套
项目20余个，累计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约172亿元，兰
州铁路口岸、东川铁路物
流中心等重点项目相继建
成并运营

1280列

截至目前，甘肃（兰州）
国际陆港累计发运国际货
运班列 1280列，占甘肃全
省始发国际班列的50%以
上。其中，南亚国际班列
占全国南亚班列的95%以
上，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
班列占全省的90%以上

2022年 4月21日，西部陆海新
通道——甘肃开通首趟中老铁路国
际货运列车。

（新华社图片）

2017年9月29日，兰渝铁路全线
开通运营，兰州至重庆的铁路运行线
路比原来缩短了约700公里。

10月19日，甘肃（兰州）国际陆港正在繁忙运转中。 见习记者 李雨恒 摄/视觉重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记者崔力、钟志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