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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

案》）日前正式出台，该方案围绕建设重庆运营组织中心、完善通道

网络体系、培育通道经济和枢纽经济等主要目标提出：到2025年，

基本建成经济高效、智能便捷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到2035年，西部

陆海新通道将全面建成。同时，《实施方案》还分解细化了各项建设

任务，明确了任务牵头单位、责任单位等，任务清晰、责任明确，以加

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充分发挥重庆连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的纽带作用，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4月8日，市政府口岸物流办主任聂红焰围绕《实施方案》的出台

背景、主要目标和下一步工作重点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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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口岸物流办负责人解读《重庆市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实施方案》

就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一些具
体建设细则，《实施方案》将贯彻新
发展理念，致力让通道建设向更高
效率、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方向迈
进。

首先是创新引领。重庆将打
造跨区域公共运营平台公司，联合
通道沿线省区市实现通道的统筹
运营，实现“三统一”，即统一品牌、
统一规则、统一运作，打造国际化
品牌。

“这是重庆在中欧班列运营模
式上的创新升级，目的是推动资源
进一步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
整体效应最优化。”聂红焰说。

再是协调发展。重庆将借力
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通道经济，
联合通道沿线省区市共建一批产
业转移合作园区、战略性新兴产业
基地、国际经贸合作园区；发展枢
纽经济，依托重庆陆港型、港口型、
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实现通道与
产业、重点枢纽与次级节点的协调
发展。

比如，《实施方案》明确，将加
快推动渝怀铁路增建二线、铁路
枢纽东环线、渝昆高铁、成达万高
铁等项目建设；实施达万利铁路、
成渝铁路、川黔铁路等项目扩能
改造；开展广涪柳铁路、广忠黔铁

路、渝贵高铁、渝湘高铁黔江至吉
首段、兰渝高铁、沿江高铁重庆至
宜昌段、万黔高铁等项目前期工
作。

开放开发是西部陆海新通道
的重要属性，《实施方案》就此提出
了要求。

比如，重庆将推动在新加坡、
越南等地区建设境外分拨集散中
心、海外仓和集装箱还箱点，构建
国际物流供应链节点网络；发挥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
范项目效应，依托通道，吸引新
加坡企业在渝投资兴业；加快通
道国际合作，推动更多项目实质

落地等。
共建共享，是西部陆海新通道

的重要原则之一。对此，《实施方
案》中也进行了明确。

比如，建立集装箱共享调拨体
系，建设具备公共属性的集装箱调
度管理中心，推进铁路箱和海运箱
互换、共享，解决内陆地区集装箱
资源不足的问题。

再如，建立西部应急物流组织
保障体系，联合通道沿线省区市，
依托重庆运营组织中心，共建集中
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
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西部应
急物流组织保障体系。 本版稿件由记者杨骏采写

就重庆出台的《重庆市推进西部陆
海新通道建设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
案》），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李牧原表示，这是重庆市为西部陆海新
通道贡献的新方略和新举措。

“《实施方案》放眼于西部地区合作
和国际互联互通，对未来5到15年重庆
市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了总体部
署。”李牧原说。

他认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有“新布
局、新动能、新市场、新融合”四个“新”，
这四个“新”也贯穿《实施方案》，形成了
四个方面的工作原则，即深化开放、内外
联动；区域合作、共商共建；资源共享、协
同创新；政府引导、激活市场。

“归结起来，《实施方案》就是依托
运营组织中心，服务西部地区带领发
展，做好重庆示范项目带头发展，扩大
国际合作市场带动发展。”李牧原称，从
这一点看，《实施方案》充分把握了西部

陆海新通道的内涵。
此外，李牧原还表示，《实施方案》

也把准了重庆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中需要承担的重要使命——建设通道
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

“从《实施方案》能看出，重庆在建
设运营组织中心过程中，其主攻方向
是促进资源联动和共享。”李牧原举例
说，《实施方案》明确，随着通道发展，
重庆、四川开始尝试建立包含海运集
装箱、铁路集装箱和货主自备箱的统
一调拨中心，尝试推动铁路箱与海运
箱互用。“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不断深化，这将使西部内陆地区
的集装箱调拨多点循环体系逐步完
善。”

李牧原表示，西部陆海新通道是西
部地区共同机遇，共同财富，重庆在其中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重庆方略实施效
果直接影响着通道建设的成果。

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牧原

重庆《实施方案》有 4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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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的出台，为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明确了方向和重
点。”中新南向通道（重庆）物流发展有限
公司（下称南向通道公司）负责人表示。

“根据《实施方案》，今年，我们将主
要落实7个方面的任务。”该负责人介
绍，首先是搭建跨区域公共运营平台，
按照“统一品牌、统一规则、统一运作”
的三统一原则打造国际化品牌等。

其次是助力以通道为载体的公共
信息平台建设。目前，通道的“多区域
协同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已于去年
完成并上线测试，今年，南向通道公司
将继续完善信息平台功能，提供在线订
舱、可视化全程货物追踪等智能服务。

三是推动建设陆海新通道国际集
装箱运管中心，完善通道的落地配套，
以降低海运箱使用成本以及货物中转、

分拨成本。
四是深化与银行的合作，争取年内

上线通道金融服务产品；加快国际铁海
联运“一单制”建设，实现“一次委托、一
单到底”，提高全程运行效率，降低物流
成本，提供便利通关和金融服务。

五是不断完善和提升国际铁海联
运班列的内外服务网络和能力，加强与
中欧班列（渝新欧）联动发展，扩大物流
目的地覆盖的国家和港口，将远洋服务
占比提升到20%以上。

六是加强与市内各区县合作，精准
服务产业；加强与各省区市对接，构建
以重庆为核心的运管服务体系；加强海
外拓展，切实增强通道服务能力；强化
境内外宣传与推广，提升通道知名度。

七是完善国内外服务网络。布局
国内区域服务网络，设立马来西亚、印
尼等海外分拨中心。

中新南向通道（重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落实7方面任务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实施方案》从调研、起草、意
见征集，再到正式印发实施，耗时
近半年时间。”聂红焰说，在《实施
方案》的起草过程中，要考虑诸多
因素。

首先要遵循的，便是贯彻落实
国家总体部署。去年8月，国家发
改委印发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
规划》。《实施方案》的出台，推动了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从宏观顶层
设计到具体实操层面的落地。

去年，国家发改委印发了
《2020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工作
要点》，明确了通道建设2020年重
大项目、合作事项和政策创新39项
重点工作，其中涉及重庆牵头11
项、配合11项。

“《实施方案》制定了近期和中

远期的发展目标，细化明确了重点
任务、责任分工和保障措施，为下
一步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
供了遵循。”聂红焰说。

另一方面，重庆是西部陆海新
通道的主要发起、推动、实践省市
之一，西部兄弟省区市、行业内部
和社会各界也在密切关注重庆实
施方案的出台。

“按照国家的《总体规划》，重庆
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运营组织中
心，承担了建设两条主通道、牵头搭
建省际协商机制的重要任务。重庆
如何充分发挥通道运营组织中心作
用，服务好沿线省区市共商共建共
享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西部大开
发形成新格局，这些都在《实施方
案》有了系统回答。”聂红焰说。

“运营组织中心怎么建，如何
建成交通、物流、贸易、产业深度融
合的新通道，省际协商合作机制怎
么建。这是国家给重庆的三项重
点任务。”聂红焰说，《实施方案》回
答了三项重点任务，重庆会“怎么
干”。

针对运营组织中心，《实施方
案》从两个层面作了部署。宏观层
面，重庆要依托自身独特的区位优
势，通过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
口岸高地，促进交通、物流、商贸、
产业深度融合，激活区域人流、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最终形成具有
一定规模的通道经济和枢纽经济，
辐射并带动周边省区实现区域协
调发展。

具体而言，要求重庆创新通道
建设运营机制、促进通道资源联动
共享、共建多式联运体系、建立西
部应急物流组织保障体系、保障通
道运输安全、协同创新通道政策
等。

微观层面，《实施方案》明确，
重庆政府层面要组建通道物流和
运营组织中心，作为协调通道建设
实体机构。主要职责包括，落实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省部际联席会
议议定事项、协助推进跨区域的运
输通道运营组织、协调跨国跨区域
合作，建立西部陆海新通道动态项
目库等。

在建成交通、物流、贸易、产业
深度融合的新通道方面，《实施方

案》主要从四个方面着眼，提出打
造交通便捷、物流高效、贸易便利、
产业繁荣、机制科学的主通道。

一是强化通道能力建设，主要
指重点增强铁路运输能力，提升公
路、港口和航空能力，完善通道市
域网络等。

二是提升通道物流服务效能，
重点围绕强化主枢纽分工协作、畅
通主辅枢纽之间“微循环”、强化出
海出境大通道高效衔接、打造境内
外供应链节点体系、提升通关便利
化水平等方面进行。

三是促进通道与区域经济融
合发展，重点发展通道经济、培育
枢纽经济、促进贸易提质增量、积
极发展特色物流等。

四是提升通道对外开放水平，
重点发挥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
互通示范项目效应、发挥开放合作
平台作用等。

省际协商合作机制怎么建，
《实施方案》也作了明确细化。比
如，重庆将联合西部省区市、海南
省、广东省湛江市，建立西部陆海
新通道省际协商联席会议，统筹
协调区域合作，研究制定区域政
策保障体系，争取国家层面政策
支持。

“近期，重庆将组织召开省际
协商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对组
织体系、运行规则予以明确，研究
讨论有关跨区域重大事项。”聂红
焰说。

出台背景 贯彻国家部署 回应各方关注

要怎么干 三项重点任务细化分解逐一落实

如何创新 突出高质量发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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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目标
（到2025年）

■重庆内陆国际物流分拨中心

■内陆口岸高地

■通道公共运营平台

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全面建成

■重庆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建成

■与通道沿线地区贸易和产业合作更加紧密

■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有力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通道经济和枢纽经济成为重庆发展的有力支撑

两条主通道:

■主通道1：重庆经贵阳、南宁至北部湾出海口（北部湾港、

洋浦港）

■主通道2：重庆经怀化、柳州至北部湾出海口

“一主两辅多节点”枢纽体系:

■构建主城区“井”字型货运主通道和以主城区（含江津

区）为主枢纽

■以万州、涪陵为辅枢纽

■以黔江、长寿、合川、綦江、永川、秀山等为重要节点

通道物流网络体系更加完善

通道经济和枢纽经济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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