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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尺竿头，还需更进一步。
虽然在陆港、水港国家物流枢纽建

设上取得了成绩，而空港型国家物流枢
纽揭牌，意味着国家给予了重庆新的任
务。

国家有部署，重庆有行动。在揭牌
当天，一批口岸物流领域重大项目落地。

市政府口岸物流办、渝北区政府分
别与四川航空、厦门航空、华夏航空、南
方航空物流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签
订了航空物流枢纽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金额累计超过100亿元。

根据协议，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于2022年在重庆设立基地货运公司，投
放2—4架全货机，增开东南亚、欧洲全货
运航线，合作内容涵盖航空物流、飞机租
赁、航空维修、飞行培训、保税航材等多
个领域。

市政府口岸物流办还与涪陵区、永
川区、重庆交通大学、铁道科学研究院、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中国移动重
庆公司、国家电投集团重庆公司等签订
了 13项口岸物流重点项目合作协议。
签约对象不仅有政府、企业，还有高校、
科研院所等，实现了“政、产、学、研”联
动。合作内容既涵盖铁路、航空物流等
传统产业，也包括智慧物流、绿色物流
等新兴业态；既涉及干线通道建设，也
突出枢纽节点扩能；既聚焦物流转型升
级，也强化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
贸带产业。

巴川江表示，目前，重庆已经明确了
“十四五”时期重庆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的四大发展定位和主要承担的四大基本
功能、四大延伸功能。

具体而言，四大发展定位是指国际
航空物流枢纽、中新“双枢纽”航空物流
运营中心、临空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国
家战略安全保障基地；四大基本功能是
指中心场站+干线运输枢纽功能、分拨配
送枢纽功能、多式联运枢纽功能、国际物
流服务功能；四大延伸功能是指综合性
自由贸易服务功能、物流供应链金融服
务功能、空港数据中心服务功能、应急保
障服务功能。

而随着上述项目的签约落地，不仅
能够推动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向既定目
标发展，也将有助于重庆构建区域优势
突出、运行特色鲜明、网络均衡发展的高
质量现代口岸物流体系，推进内陆国际

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建设，全面融入构
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之外，重庆对
推进所有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也有了具体
规划。

“我们将按照国家要求，高质量推进
‘十四五’时期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
强化部门间协作和政策协同，推动形成
以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的骨干物流基础
设施网络和骨干多式联运体系，营造国
际国内一流的枢纽建设运营环境，支撑
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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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川江
说，具体而言有五个方面。

一是充分发挥重庆市推进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工作联席会议作用，建立健全
物流枢纽建设日常工作推进机制，探索
建立重庆国家物流枢纽联盟，加强统筹、
监测管理和考核等项工作，确保枢纽建
设各项任务按计划落实到位。

二是加大国家物流枢纽培育力度，
支持枢纽优质项目积极争取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支持，重点
鼓励发展多式联运、国际物流、冷链物
流、进口生物医药、通关保税等功能性短
板设施建设，提升物流枢纽基础设施水
平。推动培育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标
杆企业，示范带动其他物流枢纽做大做
强。

三是完善枢纽网络运作短板，推动
重庆港口型、陆港型、空港型国家物流枢
纽与四川、新疆、广西、云南、上海、江苏
等地国家物流枢纽合作，加强功能对接、
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形成干线支线有机
衔接、国内国际协同联动的物流服务网
络。

四是培育特色枢纽经济区，对接主
要国际物流和贸易大通道，促进物流与
制造、商贸、金融等产业集聚融合、创新
发展，大力发展枢纽经济，不断提升枢纽
的综合竞争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

五是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为载
体，优化提升物流资源配载能力、国际通
道运营组织能力和信息化水平，打造国
际物流城“升级版”，形成服务全球供应
链的国际枢纽、西部枢纽经济发展新标
杆、产城景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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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建设提速增效
1月4日，重庆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正式揭牌。

这次揭牌，让重庆“解锁”了两项重要成就——西南唯一获批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城市，全国唯一兼有港口型、陆港型和空港型“水陆空三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城市。

国家物流枢纽是物流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是辐射区域更广、集聚效应更强、服务功能更优、运行效率更高的综合性物流枢纽，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发挥着关键节点、重要平

台和骨干枢纽的作用。

随着重庆成为全国唯一“水陆空三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重庆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建设也按下了“加速键”。

全国获批国家物流枢纽的城市众
多，为何重庆能够实现“水陆空”齐
聚？答案是——独特的区位优势。

地域上看，重庆处在“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承东启西、
牵引南北、通江达海，是西部唯一的集
铁、公、水、空运输方式于一体的特大
城市，是国家打造的全国4个国际性综
合交通枢纽城市之一，是国家共建“一
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的承
载地。

“早在2018年，国家发改委和交通
运输部就印发了相应文件，要在重庆
布局5种国家物流枢纽，是西部地区承
载国家物流枢纽类型最多的城市。”市
政府口岸物流办主任巴川江介绍，除
了目前有的3种类型，还有两种分别是
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

巴川江说，重庆现在汇聚“水陆
空”三种国家物流枢纽，既是国家赋予
重庆的历史使命，也是重庆抢抓重要
战略机遇，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引领内
陆开发开放、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的重要战

略举措。
从基础设施上看，重庆也具备打

造国家物流枢纽的条件，从3种国家物
流枢纽的具体承载地可见一斑——

果园港，第三代现代化内河港口，
是长江上游最大的集装箱枢纽中心和
大件散货集散中心，是国内最大的内
河水、铁、公联运枢纽港；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拥有团
结村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和兴隆场特大
型编制站两大国际级铁路设施，中欧
班列（成渝）、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
始发点和到达站；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全国八大区
域枢纽机场之一，是打造国际航空门
户枢纽、建设成渝地区世界级机场群
的重要支撑。

“重庆近年来在出海出境大通道
上的建设成效，也是让重庆‘水陆空’
齐聚的重要原因。”巴川江说，中欧班
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
三大骨干国际物流通道在重庆交汇，
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战略定位日益凸
显，大开放战略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2021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

运输货物11.2万标箱、同比增长57%，
位居通道沿线第一，通道物流和运营
组织中心作用强化。中欧班列（成渝）
开行4800列，货值2000亿元，货量、货
值均居全国第一。重庆港口货物吞吐
量2亿吨，占长江上游港口货物吞吐总
量 90%，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地位巩
固。国际航空货运取得历史性突破，
国际货邮吞吐量打破常年徘徊15万吨
的瓶颈，达到22万吨、同比增长46%，
高位领跑西部地区，货值超3000亿元，
占全市进出口总值比重约40%。

巴川江表示，随着“水陆空”3种国
家物流枢纽持续推进，将进一步提升
重庆铁公水空多式联运规模和效率，
完善内陆现代物流骨干网络，协同中
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黄金水
道等出海出境通道，形成“通道+枢纽+
网络”高效运行体系，进一步巩固了重
庆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的地
位。

“这有利于在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中发挥更大更强的带动作用，助力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更好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巴川江说。

1月4日，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举
行了重大项目集中竣工、开工——11
个项目竣工、7个项目开工、10个项目
现场签约入驻。其中，签约项目投运
后将增加片区进出口额超200亿元，大
宗商品交易额超500亿元。

这一大批重大项目的竣工能为重
庆及中国西部地区的货物出入境提供
就近、高效的口岸服务，长江中上游部
分货物也能以“铁水无缝联运”的方式
经果园港口岸作业区转运至欧洲和东
盟国家。

比如，此次签约的聚升供应链西
南总部项目，将借助果园港国家物流
枢纽的战略定位和政策优势，主要打
造有色金属供应链项目以及开展国际
进口贸易业务，做大做强有色金属进

口贸易业务。
这只是一个缩影。

“重庆对已获批的国家物流枢纽，
采取了高起点规划、高标准、高水平运
营的方式进行建设。”巴川江说，如今，
这些枢纽开始显现集聚效应，对重庆
产业支撑、经济转型升级有明显的推
动。

重庆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纳入
2019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它能
够提升果园港综合服务品质、服务能
级，增强聚集辐射能力，有效支撑长江
上游航运中心建设，成为“一带一路”
与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性国际
航运物流枢纽。

基于此，重庆港口型国家物流枢
纽，围绕发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联结点的平台作用，不断提升智慧
港口水平，健全多式联运体系。

2021年，果园港枢纽货物吞吐量
超2100万吨、同比增长48%，集装箱
吞吐量48万标箱、同比增长44%，建设
好、管理好、运营好果园港取得实效。
企业入驻方面，新增招商入驻企业60
家，同比增长近5.7倍。截至目前，枢
纽区已累计入驻企业94家，其中世界
500强2家、中新合资企业3家。

重庆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纳入
2020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能够
进一步增强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组织
中心、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辐射影响力，
有助于促进“一带”和“一路”有机衔
接，推动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口
岸高地。

在此背景下，重庆陆港型国家物
流枢纽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西部陆
海新通道建设，进一步提升与全球主
要经济区互联互通水平。截至目前，
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全球106个国家、
311个港口。重庆中欧班列稳定运行
线路33条，通达欧洲百城，干支网络覆
盖亚欧大陆全境。不仅推动了“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深化合作，也为稳定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内外经济双循
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中国动
力”。

2021年，国际物流枢纽园区签约
项目49家，同比增长23%，协议金额达
401亿元；江津综保区2021年全年累
计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189亿元；跨境
电商交易额1.65亿元；聚焦高端装备
制造、医疗器械、电子信息、现代物流、
跨境电商等重点领域招商引资，签约
项目45个，协议引资额160亿元。

重庆具备打造内陆国际物流枢纽的基础

已获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稳步推进

为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创造良好环境

果园港 摄/蓝天

安博重庆空港物流中心

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首发开行

空港、陆港、水港三类国家物流枢纽齐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