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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刘 洁

一、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

形势任务

（一）发展成绩斐然，内陆

经济中心城市表现亮眼

中欧班列自 2011 年开行以

来，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

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成为服

务国际经贸合作的公共产品。

总结开行历程，中欧班列已经

历了探索爬坡（2011-2015）、爆

发增长（2016-2019）、逆势上扬

（2020-2022），进入到高质量发

展阶段。10 年来，中欧班列拓展

国际交流合作取得斐然成绩。尤

其对于我国内陆经济中心城市，

依托完善区域国际物流营商环

境，培育大量的高端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等产业转移集聚，区域

枢纽经济蓬勃发展。如重庆（戴

摘  要 ：风云激荡的国际环境中，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受到极大关注。随着中

欧班列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围绕“巩固稳定提升”的总体要求，内蒙古所属经满洲里、二连口岸的

中欧班列东、中通道如何发展是自治区建设向北开放桥头堡的重要内容。本文阐述了中欧班列高质量

发展形势任务、分析了发展现状，深度剖析两大口岸发展中存在问题，系统提出内蒙古中欧班列高质

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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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成都（TCL）、郑州（富士

康）等。

（二）发展政策明晰，“巩

固稳定提升”目标明确

2021 年，在中欧班列运行

10 周年，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

《 中 欧 班 列 发 展 报 告（2021）》

“十四五”期间，中欧班列将聚

焦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主题，紧

紧围绕“巩固稳定提升”工作主

线，着力强化设施保障能力、提

升开行质量效益、创新运行管

理和发展模式，构建国际合作

网络、加强运行风险防控 5 个方

面，推动国内“卡脖子”路段升

级改造和重点口岸站扩能改造等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际陆运贸

易规则制定，促进“多向延伸、

海陆互联”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

道建设，进一步增强中欧班列支

撑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的能力。

（三）中欧班列开行面临新

机遇

我国与沿线主要经济体间

的经贸合作总体态势是向好的。

中俄经贸往外未来可期。2023 年

3 月 20 日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

两国元首发布《关于 2030 年前

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

划联合声明》，将在 8 个重点方

向开展双边经济合作。2022 年

中俄双边贸易额达 1902.7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9.3%。两国商定

将推动中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

展，为全面推进双边合作注入新

动力。沿线其他经济体对我国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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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和期待进一步增加，中东欧国

家、中亚西亚国家经贸往来将进

入新阶段。

二、内蒙古中欧班列总体

情况

（一）规模和质量稳步提升

自治区党委、政府十分重视

中欧班列开行，2016 年组织开

行首列，截至 2022 年底，自治

区累计开行中欧班列 1454 列，

累计运输 13.34 万 TEU 标准集装

箱，完成进出口贸易额 29.69 亿

美元，开行线路增长到 29 条。

自治区中欧班列开行分两个阶

段， 一 是 2016-2019 年 初 期 起

步时，整体市场处于在培育发

展，国铁集团开行计划随时申

请，2017 年底自治区及时出台

中欧班列相关政策，产生积极作

用。2017-2019 年，中欧班列开

行 89、216、260 列在当时开行

省市排名在前十位。二是 2020

年至今各地积极组织开行中欧班

列，以省会城市为集结中心，

1000-1500 公里为半径集货，以

政府单一平台为主导，以国铁集

装箱中心站运行的模式基本形

成，重庆、成都、西安、郑州、

乌鲁木齐五大集结中心就是这样

的特点。第二个阶段突出的体现

是增量快、增量大、支持力度

大，国铁集团对班列计划开始统

筹，支持总量大、运距长的区域。

（二）开行城市积极性较高

自中欧班列开行以来，自

治区各盟市积极推进本地中欧班

列开行，目前已有满洲里、乌兰

察布、鄂尔多斯、巴彦淖尔、赤

峰、二连浩特、通辽、呼和浩

特、乌海、包头等城市先后开行

了中欧班列。从规模上看，满洲

里和乌兰察布依托口岸和先发优

势，开行规模处于领先地位。

截至 2022 年底，自治区累计开

行中欧班列 1454 列，其中满洲

里和乌兰察布分别开行 686 列和

549 列，分别占自治区中欧班列

开行比重的 47.18% 和 37.75%，

合计占比高达 83.73%。

（三）经济和社会价值初显

中欧班列为地方带来的最

大好处是打通了国际物流通道，

为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打开了新

大门。自治区中欧班列自 2016

年始发以来，班列社会价值得以

体现，乌兰察布通过中欧班列吸

引木材加工、卫浴加工等多家企

业落户。2019 年 5 月 22 日乌兰

察布—俄罗斯沃罗滕斯克长城汽

车班列首发，目前已累计运送长

城汽车 62 列、7138 辆 ；满洲里

出境班列“三并二”的创新模

式 ；入境班列助力满洲里农资

企业进口俄罗斯农业产品，2022

年实现进口 42 万吨 ；定制钾肥

班列有效保障了我国东部地区的

化肥供给。巴彦淖尔葵仁班列助

力本地农产品“走出去”。鄂尔

多斯奇瑞汽车定制出口班列，创

新拓展了自治区与中亚、西亚地

区国际经贸往来。

三、存在问题

截至 2022 年，全国中欧班

列累计开行已突破 50000 列，月

均保持千列开行。从国家的维

度，内蒙古中欧班列的问题聚焦

到口岸“拥堵”，从自治区的维

度，问题聚焦到如何依托和发挥

班列通道作用，挖掘边境口岸枢

纽能级，实现“边腹互动”，促

进地区产业发展。因此满洲里、

二连口岸，是内蒙古中欧班列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具体到中欧班

列两大通道枢纽口岸存在的问

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边境口岸传统定位与

新阶段国家战略通道要求不匹配

传统铁路口岸定位就是“穿

肠过”式的“快接快换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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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采用“对装”模式换装，

二连采用“落地地起”模式，运

输规模小。而新发展阶段，口岸

作为国家战略通道和枢纽，一方

面要保障通道畅通，更多的是作

为桥头堡发挥国家重点物资战略

储备功能，依托口岸“集疏运”

系统，实现国家战略物资的统筹

配置，服务国内大循环。

（二）口岸通道布局规划与

口岸运输规模提升不匹配

以满洲里为例，随着中俄贸

易结构的转变，贸易规模不断提

高，进出口比例失衡问题更加凸

显。2022 年满洲里口岸进出口货

运总量为 1618.3 万吨（其中进口

1350.2 万吨，出口 268.1 万吨），

进出口比例为 4.9:1 ；而中俄铁路

干线通道（中俄铁路联络线）是

2 宽 1 准，通道能力严重饱和。

当对干线通道进行规划扩能时，

又面临土地控制不足问题。

（三）口岸运行资源分散与大

宗进口规模高效运行要求不匹配

目前满洲里铁路换装系统

有 19 个换装场地，部分线路长

度较短（600-800 米）。由于进

口货物均为一般贸易项下大宗商

品进口，采取整列运输，整列

（65-72 车）换装，线路长度均要

达到 1250 米，导致进口货物在

老旧换装场需多次解编取送，口

岸换装作业效率大幅降低。

（四）仓储功能欠缺与大宗

进口运贸仓融需求不匹配

以满洲里为例，传统满洲

里站空车相对充足，同时为了减

少铁路运量流失公路，口岸站进

口货物换装均采用宽准轨车辆对

装，如遇准轨空车不到位，则通

过“以车代库”等待空车，站区

散堆装仓储和标准化仓库存量设

施较少。随着口岸进出口规模增

大，动态的宽准轨车辆匹配难度

加大，“以车代库”严重占用口

岸站线路和车辆资源。并且，如

铜精矿、锌精矿、铝、纸浆、钾

肥等国际期货交易品类的进口，

进口商迫切需要进口后入保税

库，配套金融，根据市场行情在

交割库二次交易。

（五）国际铁路联运规则与

现代国际贸易规则不匹配

现代国际贸易规则体系核

心以海运为基础搭建，包括运

输、交付、保险、结算模式等。

随着中欧班列运输规模的增加，

国际铁路联运与基于海运的贸易

规则存在不匹配，比如，海运的

提单可以作为物权凭证，铁路运

单只是运输合同，不能进行交

易 ；比如国际贸易中的保险承保

涉及主体主要为进出口港口和海

运公司，国际铁路联运涉及沿途

所有国家和口岸车站，风险和纠

纷产生几率大增。比如国际联运

规则只能够在进口方口岸站进行

换装，后空车返回，使本已紧张

的跨境铁路运输能力，又因为空

返浪费一半。

四、对策建议  

围绕国家提出的“巩固稳

定提升”中欧班列发展方针，着

力服务国家战略和促进内蒙古产

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内蒙古中欧

班列运营组织水平，加强满洲

里、二连口岸枢纽效能，衔接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强境内外资

源要素聚集，培育壮大内蒙古依

托中欧班列的枢纽经济、通道经

济，使内蒙古成为国内大市场的

“北方良港”，成为俄蒙商品的南

方“出海口和边境仓”，充分发

挥国家向北开放桥头堡作用，促

进内蒙古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强化全区中欧班列统筹

立足全区中欧班列布局优

化和高质量开行，加强自治区中

欧班列一盘棋统筹，一体化管

理。自治区主管部门、中欧班列

平台协调铁路、海关等部门，统

筹全区中欧班列开行计划，根

据企业需求，组织“公共班列”

和“定制班列”开行，避免同质

化、低水平，各地各自为战。统

筹全区涉及中欧班列，特别是枢

纽口岸的重大项目规划、开发、

建设和运营。强化向北开放桥头

堡的支撑作用，针对班列开行积

极性较高、内生国际物流需求较

大的盟市予以倾斜，促进中欧班

列与地区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二）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从满洲里、二连两个“枢

纽口岸”入手，推动中欧班列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中欧班列综合

服务效能。加速口岸物流资源整

合，完善口岸综合物流服务功

能，搭建口岸国际供应链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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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解决“穿肠过”问题。一是

加快启动满洲里、二连浩特口岸

中欧班列枢纽基地项目建设，畅

通中欧班列战略通道。二是对标

国际，全面提升口岸标准化仓

储、保税、交易、金融等综合物

流服务能力，加强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创新“中欧班列 + ”运

营模式。三是按照桥头堡建设要

求，着力加快满洲里钾肥、粮食

园区建设。

（三）加强中欧班列资源整合

围绕 “两口岸、双通道、东

西双向辐射”的中欧班列发展格

局，推动各盟市中欧班列稳定规

模开行，提升内蒙古中欧班列的

开行合力。一是围绕内蒙古中欧

班列布局优化的总体要求，鼓励

全区中欧班列始发城市加强与满

洲里、二连浩特协同 ；支持各盟

市及其他地区零散货源通过公铁

联运、海铁联运在乌兰察布进行

集结，组织开行“公共班列”，

提高区内稳定线路班列组织规

模，实现中欧班列集约化发展和

规模化开行。二是结合各盟市的

产业特点和企业诉求，组织开行

“定制班列”，提高区内货源比

例，推动内蒙古外向型加工产业

发展，打造内蒙古中欧班列品牌。

（四）强化俄方返程班列组织

逐条对标中俄元首签署的

《关于 2030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

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

重点围绕“大力发展互联互通物

流体系”，着力加快推进中俄交

通运输、物流体系互联互通，优

先解决瓶颈，瞄准俄罗斯进口化

肥、粮食、矿产、木材、纸浆等

战略资源性产品，以满洲里和二

连浩特口岸为核心，补齐基础设

施短板，加大返程货源组织，打

造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组织

中心、战略储备中心。一是完善

中欧班列俄境外网络布局，提升

俄方集疏运、仓储配能力，积极

组织返程班列。二是创新返程班

列的开行模式，鼓励通过全车型

包括集装箱、特种车、专用车等

班列开行，适应大规模俄罗斯

资源进口需求。三是完善口岸

功能，包括卢布 / 人民币交易结

算、 翻 译、 中 介、 保 险、 通 关

等，提升以俄资源进口为主的返

程班列综合服务能力。

（五）构建“多向延伸、海

陆互联”的物流网络

围绕构建依托内蒙中欧班

列的轴辐式物流服务网络，一是

联动区内腹地，形成由口岸进

口、腹地加工。二是开通长三

角、珠三角方向内需班列，形成

呼包鄂至发达地区快运定点物流

模式，完善国内国际循环物流

服务体系。三是畅通“口岸陆

港”至“海港”的陆海通道（满

洲里—大连港 / 营口港，二连浩

特—天津港 / 曹妃甸港），推动

完善“中欧班列 + 陆海通道”网

络架构。

（六）培育通道经济

以国际物流环境营造为突

破口，加快口岸承载的贸易、物

流、制造、流通加工等产业与口

岸腹地城市经济产业发展之间的

融合，宜边则边，宜腹则腹，不

断延伸产业链、拓展价值链，实

现产业的价值增值，发展独具内

蒙古特色的口岸枢纽经济和通道

经济。

（七）加强中欧班列政策支持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欧

班列国际通道战略作用愈加凸

显。2020 年 5 月，为巩固稳定提

升中欧班列保障能力，国家出台

了《关于推动中欧班列安全稳定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今

后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顶

层政策依据。因此，担负国家向

北开放桥头堡建设重要使命的内

蒙古，急需加强中欧班列政策支

持，系统部署，精准实施，真正

发挥赋能助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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