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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创新
重庆争当通道发展“示范生”

2023年 12月 16日，一批来自巴西的冻品牛
肉，从广西钦州港搭乘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
到达重庆团结村，到站后提货转入陆海新通道监
管冻库。随后，基于该批货物签发的“一单制”数
字提单，牛肉客户获得了动产质押融资支持。

这是国内首笔陆海新通道多式联运“一单制”数
字提单动产质押融资业务，标志着重庆依托陆海新
通道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物权属性探索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开
辟了新路径。

这些都只是重庆在陆海新通道上持续创新的
“冰山一角”。随着陆海新通道形成“13+2”共建机
制，沿线省区市都结合自身区位情况，推动通道建
设。重庆作为通道的开拓者之一和运营组织中心，
除了要做好省际协商协作的任务，更以身作则，在通
道发展上争当“示范生”。

为此，重庆多维发力，不断完善通道。比如在模
式、机制创新上，重庆搭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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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
融资及支付超27亿美元；探索使用了“一箱到底”的
铁路箱出海使用模式，让企业直接以铁路集装箱出
海，节约了大量时间和费用。

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主任杨琳介绍，6年多
来，重庆在通道的物流组织、通关便利、金融赋能、经
贸发展和优化产业布局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创新，
为通道完善协调机制、提高运行效率、促进经贸往来
提供了强劲动力。

班列开行的数量以及其可覆盖的地区，是衡量
陆海新通道发展的“硬指标”。重庆要当好通道建设
的“示范生”，自然也要在通道运行上争做“领头羊”。

今年2月10日，农历龙年首日，陆海新通道在
重庆的三大站点——团结村中心站、鱼嘴站、小南垭
站均开行了铁海联运班列，实现了重庆2024年通道
运行“开门红”。

“连续几年的新年第一天，我们都在多站同时开出
班列。”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运营部部长贾俊介
绍，在今年春节至元宵期间，重庆经陆海新通道发运
的集装箱就超过4000个标箱。

数据显示，2023年，重庆经陆海新通道三种主
要运输组织方式（铁海联运、国际铁路联运、跨境公
路运输）共运输18万标箱，同比增长21%，货值280
亿元，同比增长16％，运量、货值约占陆海新通道沿
线省区市总量近3成。

在线路拓展上，重庆也是一马当先。今年2月
20日，一趟从泰国发运的冷链班列抵达重庆江津小
南垭，这是龙年首趟抵达重庆的陆海新通道中老泰
冷链班列，也标志着重庆与东盟之间的跨境铁路冷
链通道实现双向对开常态化运行。

截至2023年底，陆海新通道已辐射120个国
家和地区的490个港口，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
企业积极加入到陆海新通道“朋友圈”之中。

陆海新通道构建西部开放新格局

以重庆为运营组织中心 通向全球490个港口

——西部陆海新通道大型融媒体联动报道·重庆篇

·向总书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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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陆海新通道

■连通重庆铁路港—广西钦州港—新加坡

港，比传统运输时间缩短 15—20天

■西部地区 12个省区市和海南，以及广东

湛江和湖南怀化，形成“13+2”共建机制

■截至2023年底，已辐射 120个国家和地

区的490个港口

■运输货物种类从2017年的不到50种，

增加到现在的 1100多种

■2023年，重庆经陆海新通道三种主要运

输组织方式（铁海联运、国际铁路联运、跨境公

路运输）共运输 18万标箱，同比增长21%，货值

280亿元，同比增长 16％，运量、货值约占陆海

新通道沿线省区市总量近3成
（资料来源：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杨骏

3月1日上午，重庆团结村，随着一声汽笛响起，一列载着化肥、化工品、摩配、新能源车等货物的列车向南驰去。这些货物
将在两天后抵达广西钦州港，然后换乘货轮，运往全球各地。

由重庆到广西钦州港出海的路线，是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主线路，也是一条改变西部地区出海格局的南向物流大通道。
2019年8月，国务院批复《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标志这条通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为西部地区加快扩大开放、加速与世

界接轨提供了重要载体。
如今，陆海新通道已成为沿线地区的经济大动脉，奏响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发展最强音。在这条路线开拓、建设、扩大的过

程中，重庆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牵头谋划
三方开拓南向出海通道

时间的指针回到2016年3月18日，一场改变西部
开放格局的三方会议，在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召开。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新加
坡港务集团（PSA）三家的代表，在此谋划一条新的出
海大通道。

重庆牵头组织这次会议，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海运是最经济的运输方式，但重庆乃至整个西
部内陆地区仅靠长江黄金水道从东部出海，比较耗时
不说，还常常遭遇堵塞，运输效率不高。重庆此前有开
辟西向中欧班列（渝新欧）的经验，彼时希望打造一条
南向出海通道。

另一方面，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简称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落户重庆后，重庆一直在探索思考
如何在物流交通领域实现突破。从广西出海，比从东
部出海能更快到达东南亚。

对于重庆的这一构想，广西和新加坡方面非常支
持与认可。经过磋商，三方初步构思了一条由重庆铁
路港—广西钦州港—新加坡港的联动路线。西部陆海
新通道的雏形由此而生。

一年后，在北京召开的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协
调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新双方提出，此前苏州工业
园、天津生态城这两个中新合作的国家级项目，均是以
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为核心的“点”上合作，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应该有所改变与突破。

在此背景下，中新双方都认为，渝桂新三方讨论的
上述“三港联动”路线很有现实意义，中新双方可以此
为基础，建设通过重庆—广西北部湾—新加坡并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结合的陆海贸易路线，打造一条
连接“一带一路”的国际大通道，充分拓展沿线合作空
间。

也是在这场会议上，陆海新通道的前身——中
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当时简称南向通道）首次被
正式提出。

重庆迅速抓住契机，与广西方面加强互动。2017
年3月起，双方互派工作组到彼此的港口、口岸、工业园
区进行对接。

“通过相互调研，双方迅速达成共识，随后开始了
测试班列的准备工作。”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渝培回忆说。

2017年 4月28日，广西成功开行钦州港—重庆
测试班列；5月10日，重庆开通至钦州港的铁海联运班
列，实现班列双向运行。从测试结果来看，这条线路比
传统运输时间缩短了15—20天。

同年9月25日，重庆从团结村中心站开行了前往
广西钦州港的“南向通道”班列，标志这条路线实现常
态化运行，西部内陆地区诞生了一条新的出海出境大
通道。

2018年11月12日，中新两国正式签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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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合作谅解备忘录》，“南向通道”正式更名为“国
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简称“陆海新通道”。

至此，衔接“一带”与“一路”、改变西部内陆地区出
海格局的陆海新通道，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

统筹协调
重庆推动形成“13+2”共建机制

国务院批复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对重庆的定位是：着
力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充分发挥重庆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联结点的区位优势，建设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以下简称
运营组织中心）。

换句话说，重庆要在陆海新通道中担当运营组织中心的职责。
这在我国众多出海出境大通道建设中，堪称“独一份”。为何要设置
运营组织中心，又为什么选择重庆？

一条物流大通道往往要辐射多个区域，虽然是各方共享，但也很
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甚至恶性竞争的情况。为此，在通道开行常态化
班列后，重庆提出，应该构建合作共享机制，邀请更多省区市加入到
通道建设中。

2017年8月31日，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实施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期间，渝桂黔陇4省区市政府代表签署了共建陆海新通道框架
协议，标志着陆海新通道的省际合作机制正式成立。

2018年，渝桂黔陇4省区市政府在重庆召开会议，并在会上发出了
合作共建陆海新通道的“重庆倡议”。后续，新疆、云南、甘肃、青海、陕西
等省区陆续加入共建机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2019年10月，西部12省区市、海南省、广东省湛江市的代表汇
聚重庆，共同签署了陆海新通道合作共建协议。2022年7月，在重
庆举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湖南省怀化
市正式“入席”，意味着通道形成了“13+2”省区市共建的新格局。

“重庆不仅是陆海新通道的发起者，也是通道形成共建机制的主
要倡议者。”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主任刘玮表示，以
重庆为运营组织中心，是国家层面对重庆工作的信任和肯定。

这是荣誉，更是责任。重庆作为通道的运营组织中心，理应服务
好通道建设，促进通道共商共建共享，协商解决西部陆海新通道区域
合作有关事项。

以搭建陆海新通道跨区域合作平台为例，刘玮介绍，重庆、广西提
出以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为跨区域综合运营平台，商请各省区市
按照“统一品牌、统一规则、统一运作”的原则，成立相应的区域公司，
结合自身情况来建设通道。

“‘13+2’共建机制为统一开展市场运营打下了坚实基础。对于
沿线省区市来说，加入跨区域综合运营平台建设，有利于迅速实现同
频共振。”王渝培说。

为了推动各方尽快加入跨区域合作平台，重庆奔走八方、广泛协
调。比如2019年，重庆指派专业团队前往甘肃，在当地有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合作成立了陆海新通道运营甘肃区域公司，由该区域公
司负责甘肃区域通道运营工作。

其间，重庆团队把从建立渠道到组织货源、开拓市场等推进通道
建设的经验共享给甘肃的同事们，还将重庆探索出的“铁路箱下海”
和“海运箱登陆”等创新模式推广到甘肃。在双方的努力下，2020
年，甘肃实现了常态化开行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

随后，新疆、宁夏等地也成立陆海新通道区域公司。西北地
区的货源也大多实现了到重庆集结，再经北部湾出海的全程常态
化运输。

陆海新通道的合作范围还在持续扩大。目前，国
内还有更多省区市向陆海新通道伸出橄榄枝并付诸
行动。比如，湖北宜昌已经准备加入跨区域合作平
台，并积极推进加入共建机制的相关事宜；河北省
首发了陆海新通道的京津冀班列，推动了京津冀与
西部省区市加速互联互通；安徽、河南等省也正积
极与重庆对接，希望尽早参与共建陆海新通道，分
享开放合作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