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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登高望远”构筑外向型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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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底，青海全省公路通车

总里程达到8.9万公里
■“西宁号”铁海联运班列实现首发，

2023年开行国际货运班列 154列，同比增

长38.7%
■格尔木国际陆港南郊综合物流园现

有商户 1000 余家，日均发布货运信息

15000余条，进出车辆 5000台/次，年货

物吞吐量约600万吨
■2021年 12月9日，西宁市（PVC出

口）—越南同登货运专列成功首发

■2021年12月15日，首列“青海海东—

西藏日喀则—尼泊尔”公铁联运南亚班列开行

■2022年1月16日，西宁综合保税区

封关运行

■2023年，青海碳酸钠出口3.2亿元、

增长42.5%，太阳能电池出口2.3亿元、增

长 195.8%
（青海日报记者 王菲菲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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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陆海新通道大型融媒体联动报道·青海篇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如何共享西部陆海新通
道发展机遇，将“交通走廊”转变为“经济走廊”，加快推动交通优势转
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2021年12月9日，西宁市（PVC出口）—越南同登货运专列成功
首发，这是青海提高与东南亚等地区互联互通水平，深化陆海双向开
放，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大突破；2021年12月15日，首
列“青海海东—西藏日喀则—尼泊尔”公铁联运南亚班列开行，中亚、
南亚方向贸易新通道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2022年1月16日，伴随
着隆隆鸣笛声，两辆装有加拿大进口精密设备的集装箱卡车，在西宁
海关的监管下顺利驶入西宁综合保税区，首批货物通关，标志着西宁
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

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青海加快通道
建设，做强开放平台。

比如，西宁海关积极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等形成有效
衔接，印发《西宁海关支持青海省中欧班列发展十项措施》，支持开展
与周边省市中欧班列搭乘合作和内外贸货物混载混装，全力支持青海
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营，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充分发挥在区域协调发展
格局中的重要战略作用和中欧班列的战略通道作用。

“我们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积
极发挥海关职能作用，瞄准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强化通关保障，落
实税收优惠政策，大力支持天合光能和阿特斯新能源全产业链、弗
迪新型动力电池、中复神鹰碳纤维等省内重点项目建设。聚焦盐湖
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新材料、有色冶金等4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对
接相关产业龙头企业深挖产品出口潜力，推动扩大纯碱、聚氯乙烯
等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主要商品的出口规模。”西宁海关
相关负责人说。

外贸稳中有进，得益于更加开放的大环境。青海以建设产业“四
地”为主导，10年来走过了从“寻平台”到“建平台”再到“强平台”的历
程，越来越多“青字号”产品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快车”走向世界。

充分释放“青货出海”的潜力，不仅要研究“怎么运”，更要关注“运
什么”，努力将通道经济转变为产业经济。据统计，2023年，青海碳酸
钠出口3.2亿元、增长42.5%，太阳能电池出口2.3亿元、增长195.8%，
形成“青货出海”新动能；高原特色冷凉蔬菜首发香港，未来青海的特
色农产品还有可能走向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国外市场……

“下一步，青海将继续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等班列常态
化运行工作。加大对外贸易市场主体培育力度，推进国际物流通道无
缝衔接、降低外贸企业物流成本。扩大对外经贸合作领域，巩固硅铁、
焦炭、藏毯、枸杞等传统产品出口规模，推动光伏组件、盐湖化工等优
势产品出口。充分发挥外贸企业月度国际货运班列开行计划协商机
制作用，优先保障纯碱、PVC、片碱、石棉等出口产品车皮运输计划，
同时结合企业再生铜、再生铝、苜蓿、水果等产品进口需求，统筹考虑
进出班列车皮衔接，加密开行东南亚、中亚等方向国际货运班列，保障
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青海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独特的地理位置为青海发展开创了崭新历史机遇，一条条对外开
放的“大通道”正成为青海走向世界的重要渠道和广阔平台。

驶入“快车道”
共享通道发展机遇

青海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发展的特色优
势产业和开放多元包容的人文环境，是连接南北、
承东启西的交通枢纽，我国中西方经贸往来的重要
支点，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
我国与中亚、南亚各国人民开展人文交流的桥梁和
纽带。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节点省份，青海积
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发展，加入西部陆海
新通道“13+2”省际协商合作机制，为西部陆海新通
道发展贡献力量。青海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结合省情实际，统筹谋划，制定
印发《青海省参与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方案》，
将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纳入全省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重点工作压茬推进，通过加快运输通道建设、
加强物流设施建设等方式，积极参与通道建设。

——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青海铁路网进一步
完善，青藏铁路格拉段扩能改造、格尔木至敦煌、格
尔木至库尔勒、兰新客专地震灾害复旧及兰州至西
宁段达速提质工程、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提质
工程相继建成投运。西宁至成都铁路等重点项目
开工建设，以兰青、青藏、兰新段第二双线、格敦、格
库段为基础，通往西藏、甘肃、新疆等方向的铁路大
通道格局基本形成。截至2023年底，青海全省公路
通车总里程达到8.9万公里。

——在物流贸易方面，支持铁海联运物流模
式，完善国际货运班列通道布局，“西宁号”铁海联
运班列实现首发，2023年开行国际货运班列154
列，同比增长38.7%。重点挖掘盐湖化工产业优势，
逐步形成饮马峡—重庆—钦州港—泰国曼谷、西宁
市（PVC出口）—越南同登等铁海联运、公铁联运路
线，成功实现纯碱、聚氯乙烯等青海自产产品向东
南亚市场规模化出口。青海进出口产品涵盖俄罗
斯、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尼泊
尔等国家，有效畅通了聚氯乙烯、石棉、日用百货等
产品出口和燕麦、苜蓿等产品进口渠道。

——在开放合作方面，牵头谋划并联合西部五
省区召开中尼贸易陆路通道合作建设推进会，与
广西壮族自治区签订《关于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参加在内蒙古自治区举办
的十四省区市口岸区域合作联席会议，各省区市
共同签署《口岸区域合作备忘录》，通过建立和创
新口岸区域合作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内陆省区
市与沿边口岸、沿海口岸之间的务实合作，协同推
进企业通关便利，优化通关环境，降低物流成本，
共同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逐步形成通道开放平
台共建共享局面，为畅通贸易通道口岸通关节点
奠定良好基础。

一条条通道建设加快，一个个港口拔地而起，
一班班铁海联运班列量质齐升……连点成线、织线
成网，西部陆海新通道已成为一条黄金物流大通
道，为西部地区开发开放注入强劲动能，也为青海
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带来新机遇。

拓展“新格局”
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开放高地

抵疆进藏通江达海、面向西亚南亚的双枢纽，
大西北大西南便捷往来的新通道……西部陆海新
通道是青海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的支点，如何加快
共建步伐，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青海推进物流枢纽提档升级，打造建
设一批辐射范围广、设施设备先进、集疏运系统完
善、服务优质、与产业衔接紧密的综合交通枢纽。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南向
经过西藏连接尼泊尔等南亚地区，西向连接新疆阿
拉山口、喀什、霍尔果斯等口岸与中亚、南亚、欧洲
等地衔接，北向连接丝绸之路主通道，与乌鲁木齐、
兰州等中西部内陆港口岸乃至东部港口紧密连接，
交通区位条件十分优越。

近年来，格尔木先后被确定为“一带一路”门户
节点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陆港型国家
物流枢纽承载城市，2020年入选22个国家物流枢
纽建设名单、2023年入选国家102个现代流通战略
支点城市布局建设名单。

站在战略机遇叠加、政策红利汇聚的“风口”，
格尔木用心研究谋划机遇转化的结合点、突破口和
路线图，促进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按下“快进键”，不
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发展动力。按照“一枢纽、
四中心、两基地”的功能建设思路，积极建设了格尔
木国际陆港，包括以南郊综合物流园为核心的公路
港、格尔木火车南编组站为核心的铁路港和格尔木
机场为核心的航空港，打造“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陆
港型国际物流枢纽、“一省两区”（青海、新疆、西藏）
的智慧型物流示范基地、港城融合的复合型国际陆
港新区。

走进格尔木昆仑物流园，记者看到，一辆辆重
型货车来回穿梭，鸣笛声不绝于耳，呈现出一派
繁忙景象。作为格尔木国际陆港的重点项目，格
尔木昆仑物流园也是交通运输部“十三五”规划
的重要节点城市综合集散型物流园，集“公路港、
城市配送、甩挂运输、多式联运、商贸交易、商务
平台”为一体，主要打造以格尔木为中心，服务西
北，拓展西藏、新疆市场的全省物流节点和物流聚
集地。

据了解，格尔木国际陆港占地面积约17平方公
里，目前公路港已具雏形，航空港在低位运行，铁路
港尚在谋划阶段。南郊综合物流园现有商户1000
余家，日均发布货运信息 15000 余条，进出车辆
5000台/次，年货物吞吐量约600万吨，园区的辐射
聚集效应加快形成。

为做足做活“枢纽”文章，格尔木从建立健全管
理体制、持续优化枢纽布局、切实加快重点项目建
设、不断提升主体运营能力、推动港产城融合发
展、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强化区域协同合作、保
障措施8个方面明确了重点工作任务，提出8类25
项具体落实措施，梳理4类重点项目44个，高标准
建设现代流通战略支点，深度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

按下“加速键”
推进通道快速建设

□青海日报记者 王菲菲

“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是唐代著名诗人李贺的诗句，生动
再现了古丝绸之路青海道。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但是高原并不代表
封闭，也阻挡不了青海一颗拥抱世界的心。或许正是因为位居山之
巅、水之源，青海以登高望远之势构筑起与国内外接轨的外向型经

济走廊。
近年来，青海借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开辟新路径、新通道，

打出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为外贸发展打通“经络”，积极服务和融
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推动产业链加快完善，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书写了基础设施
联通、贸易投资畅通、文明交融沟通的开放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