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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 + 成本”双优模式下重庆中欧班列增效探索
及其对新疆启示

如山古丽·吾斯曼

重庆市全面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和西

部大开发战略，在开放中扩大共

同利益，在合作中实现机遇共

享，陆续打造了东、北、南、西

四条国际物流大通道，努力在

推进西部大开发中形成新格局。

自 2011 年渝新欧国际物流大通

道打通以来，重庆中欧班列不断

提供新的服务产品，提升服务质

量，持续深挖客户合作方向，使

其加速步入高质量、高效率发展

阶段。新疆要积极借鉴重庆中欧

班列提质增效探索经验，紧扣

“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

经济带”建设，不断发挥区位及

交通优势，通过推动中欧班列乌

鲁木齐集结中心建设，将区位优

势转化为竞争优势，通过“集拼

集运”，发展壮大商贸物流业，

实现疆内外货源快速集结发运，

摘  要 ：根据“两点”定位、“两地”目标和“四个扎实”的要求，重庆市继续以“畅通道、提

质量、降成本、拓领域”为目标，大力发展国际多式联运，形成“1+N”的渝新欧辐射分拨体系，中

欧班列辐射带动效应不断增强，处在全国中欧班列中开行数量最多、辐射范围最广、运输货值最大、

带动产业最强的领先地位。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欧班列发展具有区位、产业优势，借

鉴重庆中欧班列增效探索经验，发挥“集散为整、快速继运”的组织优势，由“增量”阶段向“提

质”阶段转变，提升物流辐射和服务能力，并以此为牵引实现产业的跟进，带动经济腹地的拉伸。

关键词 ：利益共同体     中欧班列     增效探索

吸引内地产业转移，推动外向型

产业聚集发展，产业层次不断提

高，带动经济整体联动发展，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时效 + 成本”双优

模式下重庆中欧班列增效的

举措

（一）吸引行业巨头落户重庆

重庆经济不断发展、对外

开放程度加深，区位优势也逐步

凸显，通过营造具有竞争性和开

放性的投资环境、培育合格的劳

动力以及打造高端产业生态链，

越来越多的世界 500 强企业将眼

光瞄准重庆。截至 2021 年底，

涉及汽车、电子、金融等行业的

世界 500 强企业 312 家在重庆投

资、开展业务。智能终端产品成

为拉动重庆出口“第一动力”，在

基金项目 ：本论文系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2020M673642XB）、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19QYJ01)、新

疆社会科学院青年项目（项目编号 ：23QJJ06）阶段性成果。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带动

作用更加明显，使得重庆市场开

拓得力。①汽车领域包括福特、

通用、现代等企业进驻重庆，

初步形成“3+2+N”汽车制造体

系，成为全国四大汽车生产基地

之一。以惠普、宏基、华硕为代

表的一大批国际知名 IT 企业纷

纷落户重庆，顺势收纳一批相应

零部件生产企业，形成“整机 +

核心零部件 + 研发设计 + 品牌”

的全流程产业链，笔记本电脑出

货量已经连续 4 年全球第一。一

批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领域

项目相继落地，将极大地带动重

庆乃至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

展，对重庆充分发挥“三个作

用”、推动智能产业“补链成群”。

（二）谋求利益共同体的构

建，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

重庆着力深化交流合作，发

①陈钧 . 世界五百强企业纷纷“加盟”重庆高质量发展—市长顾问团年会扩大重庆“朋友圈”[N] 重

庆日报，201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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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好以点带面作用，提高互联互

通的辐射示范效应，为加快形成

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

放格局作出新贡献，努力打造西

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新典

范。通道建设方面，扩大南向通

道朋友圈，与西部省区及相关国

家地区共商、共建、共享南向通

道，合力打造国际陆海贸易新通

道 ；大力建设综合性铁路枢纽，

实现铁路与水、空、公的高效衔

接，促进与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高度联动 ；海关合作方面，

牵头推进沿线“13+2”海关支

持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建立

“渝黔桂新”通关联络员机制，

与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瑞丽、

龙邦、凭祥、钦州等口岸海关建

立了‘点对点’通关应急响应处

置协调机制 ；区域合作方面，推

动与周边城市的合作，加强重庆

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同

时，加强与其他省区市的区域合

作，更多地增加往返重庆分拨和

进出口箱量。

（三）构建国内第一个的跨

境电商全业务试点城市，为跨境

电商业放量创造了优质环境

重庆市着力探索“进口商

场（超市）+ 无人便利店 + 社区

精品店”模式，率先建成跨境

电商“单一窗口”，率先在全国

搭建政府主导的“零审批、零收

费”的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实施口岸监管区“场外场”建

设，支持航空、水运、铁路口岸

优化扩建监管作业场所，解决口

岸拥堵问题，提升了跨境电商货

物出口率，综合效率达全国一流

水平。2018 年建起了日包包裹

处理能力达百万单的地服系统，

并已布局西南地区第一条跨境电

子商务专用自动化打包作业线，

可达到“全天候接单，24 小时

内发货”，为企业发展提供成熟

的产业环境，热忱的全程式企业

服务，已聚集了菜鸟、唯品会、

小红书、网易等大批行业龙头企

业，为跨境电商业放量创造了优

质环境。跨境电子商务聚合发展

扩规模，发展成为集批销、分

销、直销为一体的综合型商贸运

营企业，打通欧美、新澳、日韩

等全渠道供应通路，进一步带动

了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优化升级“渝港新跨

境融通平台”，打造共融共生的

国际合作生态圈

随着“陆海新通道”建设稳

步推进，重庆创抓机遇促进贸易

投资便利化，积极推动先行先

试，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探索，

取得明显成效。重庆自贸区挂牌

以来，实施海关通关一体化改

革，创新实施海关监管“四自一

简”、检验检疫“3C 免办”等措

施、全国唯一的检验检疫综合改

革试验区，上线运行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实施生鲜蔬果产

品“即到即放”作业，内陆口岸

高地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自贸

区形成了 6 个全国首创的制度创

新案例。①推出了跨境人民币结

算便利化措施，在全国率先推动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线上人民

币结算，凭企业提交的收付款说

明或指令，对诚实守信的国际贸

易企业，直接办理跨境贸易人民

币结算。推动开放平台与区域产

业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衔接，着力

引进优质项目、推进产业集聚发

展，跟投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

境外结算优势，打造离岸贸易服

务商，聚集研发、生产、贸易、

物流、金融等领域的市场主体，

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二、“时效+成本”双优模

式下重庆中欧班列的发展现状

（一）货源组织能力加大，

辐射效应突出

重庆市不断推进由内陆腹

地变身开放前沿，建立国际多式

联运的高效组织运行机制，从而

推动建成一条高效畅达的陆海联

动贸易新通道。经过几年的运

行，重庆不断加大货源组织，扩

大适载货源种类和辐射范围，

中欧班列成绩斐然，班列开行数

量、去回程平衡率、进口货值、

实载率等多项数据继续领先。

2017 年，重庆中欧班列共开行

663 班， 回 程 班 列 占 比 35%。

2018 年， 重庆中欧班列共开行

①陈钧 . 重庆自贸区制度创新居第三批自贸区第三位 [N] 重庆日报，20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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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 班，回程班列占比 50.5%，

实载率超过 90%，首次实现了回

程班列数超过去程班列数。2019

年上半年，重庆中欧班列运送

货物 7.54 万标箱，开行数量 851

班、同比增长 133.8%、118.2%，

继续保持数量和质量“双高”增

长。① 2022 年 6 月 22 日，重庆中

欧班列重箱折列正式突破 10000

班，重庆由此成为全国首个中欧

班列重箱折列数破万的城市。②

（二）运送货物种类多元

化，班列品牌效应逐渐扩大 

重庆中欧班列不断提升服务

品质、逐步建立品牌形象和市场

口碑日益扩大，货源品类由 IT

类的电脑、打印机、显示器等逐

步拓展到笔电产品、医药及医药

器械、冷链、食品、化工品、小

家电、服装、汽配、机械、通讯

设备、整车及零部件等数十个大

类等多个品类。③进口主要商品

为整车、汽车零部件、母婴用

品、食品、保健品等，出口主要

商品为便携式电脑、中央处理部

件、通讯设备、纺织服装、打印

机和微型电脑等。④进一步夯实

跨境电商、国际邮包、冷链运输

等运输模式。重庆市采取免予前

置审批和品质检验“双免”模

式，实施中转货物原产地签证政

策，大力支持“中欧班列 + 转

口贸易”发展，货物通过南向通

道更快更便捷地运抵重庆。

（三）创新全方位扩大“朋

友圈”，运输效率不断提升

重庆中欧班列继续以“畅

通道、提质量、降成本、拓领域”

为目标，扩大境内外分拨中心布

局，大力发展国际多式联运，加

强建设渝新欧公司集采平台重庆

中欧班列的集结点和分拨点广布

发展，截至 2022 年 6 月，中欧

班列（渝新欧）运行线路近 40

条，可实现辐射国内 59 个铁路

站点和 29 个港口，惠及 30 多个

城市和地区。⑤中欧班列大客户

及货代企业呈现出了多样化，华

为、惠普、中兴、长安福特、力

帆、华硕、宏碁等几十家品牌企

业，以及全球物流、丹马士等

二十多家国际物流企业都已经是

重庆中欧班列的常客。⑥常态化

运行下经过创新升级，确立“五

定”班列开行模式，运行成本比

开行之初下降了 45%，运输时

间从刚开行的 16 至 18 天缩短到

11 至 13 天。⑦

三、对新疆中欧班列增效

的借鉴及启示

（一）发挥区位优势， 优化

节点布局，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

新疆中欧班列充分发挥政

策、地缘和产业优势，努力推动

“以贸促工、以工兴贸、贸工互

动”，释放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

能，促进新兴产业落地生根、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 ；统筹推进中欧

班列节点合理布局，充分利用金

融政策支持物流园区、分拨集散

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采取阶梯

挂运、沿途搭载等方式，实现新

疆中欧班列更高质量、更好效益

发展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围绕

“集货、建园、聚产业”规划蓝

图，完善新疆的现代物流体系，

巩固提高服务能力，打造成为国

家对外开放的重要核心区、功能

引领区 ；完善“中欧班列＋跨境

电商”国际贸易运输新模式，

“顺丰号”“京东号”“菜鸟号”等

电商专列相继出现，通过中欧班列

的常态化运营，力争中欧班列在

跨境电商贸易中的综合效能逐渐

凸显，为中欧班列运营增添了新动

力，回程货物满载率稳步上升。

①喻庆 . 上半年中欧班列（重庆）开行 851 班 多项数据领先 [N] 沙坪坝报，2019.8.7

②陈卓 . 细述渝新欧这十年 ：通道更畅通、服务更高效、产业更优化 [EB/OL] 中国网，2022.10.14，http://

szjj.china.com.cn/2022-10/14/content_42137679.html

③韩政 . 辐射带动效应增强 前两月通过中欧班列（重庆）进出口增长五成 [N] 重庆商报，2018.3.16

④ 杨骏 . 中欧班列（重庆）一季度日均开行五班 [N] 重庆日报，2019.4.15

⑤杨骏 . 中欧班列（渝新欧）突破万列背后的四个“里程碑”[N] 重庆日报，2022.6.24

⑥喻庆 . 中欧班列（重庆）：助力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N] 沙坪呗报，2019.2.12

⑦吴刚 , 陈钧 . 逐梦“一带一路” 重庆砥砺前行 [N] 重庆日报，201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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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服务内容，增强

外向企业竞争力，吸引更多货物

资源

实施“中欧班列提质增效”

行动， 围绕双向货源组织需求，

加大外汇收付、保险、融资等政

策扶持力度，加强通关配套服

务，提高服务质量，吸引更多优

质客户在中国新疆建厂发展 ；探

索“先通关后缴税”，实施“疏

站优先、手续后补”，由“串联”

变“ 并 联 ”， 不 断 优 化 通 关 流

程，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建设企

业“走出去”平台，充分发挥特

变电工、华菱集团、广汇集团、

中粮屯河等优势企业示范引领作

用，延伸产业链条，提升“走出

去”企业精细化和信息化管理水

平，不断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和市

场竞争力 ；提供仓储、分拨、转

运、通关、货代等物流增值服

务，进而打造全程国际物流链，

更加提升中欧班列的实载率，不

断扩大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影

响力。

（三）更加深化与兄弟省市

产业合作，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深化与其他省市的合作，建

立以多式联运为载体，通过跨关

区口岸部门联动，实现口岸直

通，扩大口岸延伸的区域合作机

制，减少通关环节，提高通关速

度 ；加快推进北中南三条进出疆

大通道建设，深化优势产业、科

技创新、资源开发、交通物流等

领域合作，在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上加强交流合作，

扩大合作基础，助推新疆经济高

质量发展 ；更加积极与天津港、

连云港、青岛港开展合作，开展

“集拼集运”模式的中欧班列，

探索设立集结分拨点、海外集货

站，延伸班列业务 ；要与中欧班

列沿线城市更紧密联系，深化区

域的分工与合作，不断培育新的

发展轴，形成大交通促大开放的

新局面。

（四）加快中欧班列集散效

应，优化外向型产业布局

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

程中，引进产业内极具竞争力的

企业改善集群的结构，增加货

源，提升新疆中欧班列运营质量

和效率 ；围绕重点优势产业，高

位推动针对外向型大企业大集团

的招商，在新疆形成外向型产业

全产业链布局，充分发挥陆港区

通道作用，推动更多的地产品搭

乘中欧班列走出去 ；以“大型平

台、专业机构、高位介入”为导

向，加大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支持力度，扩大电子商

务发展专项资金规模，打造“互

联网 + 外贸”新兴业态和跨境

电子商务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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