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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铁路为载体的中欧

贸易正处于 快 速发展期，作为

吉林省助推“丝路吉林”建设、

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开

放经济新格局的载体之一，吉林

省中欧班列的运行对于推 进长

春市打造东北亚区域性物流中

心，全方位提升珲春口岸货量与

开放水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和经济效益。

一、吉林省中欧班列运

行的基本情况

（一）“长满欧”班列运行

情况

目前，“长满欧”班列业务

辐射韩国、日本及东北三省、长

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与欧洲

10 国 25 个铁路中心站实现了直

接连通，沿线同时连通俄罗斯

境内 80 个站点，国内货源地覆

盖 17 个省（区、市），已成为连

通国家与地区最多的中欧班列。

2018 年，“长满欧”班列承

运进出口箱量合计 9428 标箱，

承运货物约 7.5 万吨，承运货值

约合人民币 38 亿元，且整体承

运质量相对提高。长春国际陆

港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长满欧”

班列的运营公司，在 2018 年对

“长满欧”班列的承运货物主动

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减少了不利

于吉林省产业 及中欧班列持 续

发展的品类。班列运送的货物

种类更加丰富，包括汽车整车及

零配件、医疗器械 及零部件、

玻璃制品、针织品、木制品等，

货源结构向高附加值转变。进

出口货物排名变化 最大的当数

医疗器械 及零部件，2017 年还

排 在 前十之外，2018 年跃 升到

第二。

2019 年，“长满欧”班列的

加快推进吉林省中欧班列稳定运行

促进沿线国家共同繁荣发展

摘  要 ：吉林省中欧班列的运行对于推进长春市打造东北亚区域性物流中心，全方位提升珲春口岸货量与

开放水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效益 , 在开放发展、口岸建设、产业升级、招商引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长满欧”货物量出现下滑问题和“长珲欧”测试中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建议吉林省政府合理规

划，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长珲欧”常态化运营，与俄蒙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中欧班列发展。

关键词 ：中欧班列  长满欧  长珲欧  中俄蒙   一带一路

工作重点 ：一是将结合科 技手

段，与沿线各国签署共推共建

协议， 以长春为节点， 在 跨 西

伯利亚沿 线，加强科 技仓单共

享、数据互换、快速通关便利

化等， 推 进“ 长满欧 ” 班 列加

快发展。“长满欧”班列的运营

公司长春国际陆港发展有限公

司于 2016 年 9 月加入 跨西伯利

亚运输协调委员会（CCTT）。该

委员会成立于 1996 年，是由俄

罗斯铁 路 公司发起的国际成员

国组织，致力于促 进相关国家

的运输及经济关 系的发展，在

国际物流领域具 有非常强的影

响力和号召力。二是继续加强日

韩货物的通 运能力，同时推动

本地货物的转化，推动招商引

资、 产业落 位， 推动本地物流

结 构优化、量 质齐 升，带 动本

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依托

长春兴隆铁 路口岸和获批的整

柳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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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进口口岸资质，加强平行进口

车的运量，推动汽车整车进口

业务的开展，并 努力构建 涵盖

前端采购、中端 运输及供应链

解决方案、后端销售的全 链条

服务，激 发本地汽车消费市场

活力，发 挥汽车产业在本地 经

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支柱作

用。四是发 挥物流 通 道优势，

以“空陆联程”的方式推进“吉

林省卡车航班集运中心”项目，

让长春有效连通全球 146 个城

市，进 一步提升跨境电商服务

能力，助推长春兴隆 综保区乃

至吉林省成为整个东北亚地区

的跨境电子商务中心。

（二）“长珲欧”班列运行

情况

“ 长 珲 欧 ” 班 列 是 经由珲

春铁 路口岸进出境、联 通俄罗

斯、最终进入欧 洲腹地的国际

联运大通道，途经欧洲众多城

市。

2019 年 2 月，“ 长 珲 欧 ”

班列完成了首次 运行测试。目

前，长春市正积极推动珲春铁

路口岸改扩建和提升集装箱货

物的吞吐能力，争取“长珲欧”

班列早日稳定运行，实现“一带

一路” 与“ 滨 海 二号 线” 的有

效对接。未来，“长珲欧”班列

将以市场的现状和客户的需求

为导向， 逐步实现 稳定 运行 ：

首先，推 进板材进口班 列常态

化 运行 ；随 后，开展长春 经珲

春口岸出口至俄 罗斯 的业 务，

同时，按需求连接经俄罗斯远

东港口的海上支线运输，达 到

铁铁联运和铁海联运的同步拓

展 ；在 上 述服务稳定之后，最

终将线路延伸至欧洲波罗的海

地区， 形成 完整的通 道。2019

年，“长珲欧”班列将着力实现

前两项业务目标。　

二、中欧班列在吉林省

经济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一）“长满欧”班列的作

用

1. 口岸建 设 推动 作用。 长

春兴隆铁 路口岸是吉林省重要

的国家 级口岸， 对以长春为核

心 构 建 国 际 物 流 枢 纽 起 到 重

要作用，其 功能与地位的迅速

提 升， 正 是 缘 于“ 长满 欧 ” 班

列通道的建设。中欧班列国际

铁 路 联 运、 大 连 港 方 向 海 铁

联运、卡车航班空陆联运等三

大国际物流通道，具备公空铁

海四位一体的多式联运枢纽功

能，形成国际陆港口岸作业区与

综合保税区相结合、多种特 殊

口岸相叠 加的空间布局，在全

国内陆口岸处于领先地位。

2. 新兴产业 及产业升级的

推 动 作 用。 2018 年 10 月叠 加

于长春兴隆铁 路口岸之上的整

车进口口岸正 式获得国务院批

复， 长春市作为中国汽 车工业

的 摇篮， 正 式 具 备了进口整车

直接运抵的基础条件，对整车

进口、 平 行 进口车、 售后件、

改装件等新兴产业的形成将起

到决定性作用。

3. 招 商 引资带 动作用。 以

便利化、高水准的物流服务为

工 具， 依 托 长 春 兴 隆 综 合 保

税区、围绕 跨境贸易和跨境电

商、结合 长春兴隆铁 路口岸以

及三大国际通道建设，通过在

全球各种专业展 会、会 议等场

合大力宣传资源优势，扩大 对

外影响力，促 进多种产业逐步

落地，发挥招商引资的桥梁纽

带作用。

（二）“长珲欧”班列的作用

1. 有利于推动吉林省的开

放 发 展。“ 长 珲 欧 ” 班 列 是 继

“ 长满 欧 ” 班 列之 后吉 林省开

行的第二条国际铁路联运大通

道，同时也是为“一带一路”开

辟的一条全新通道。这条全新

大通道将对中欧班列东线形成

有力补充，有 效缓 解 全国中欧

班 列出境口（ 特 别是 东 线出境

口）严重拥堵的现状，形成“一

带一路”倡议、“长吉图”战略

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的有效

对接。

2. 有利于吉林省对俄进出

口贸易。珲 春 作为吉林省唯一

对俄铁 路口岸， 其 战略意义、

经济意义都 极为重 要。 目前，

全 国 中 欧 班 列 迅 猛 发 展， 各

通过口岸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拥

堵。在中欧班 列红利期间，加

快完善珲春铁 路口岸并提升服

务能力，将 会全面提升口岸进

出口货物通 过 量，对俄 进出口

贸易会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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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吉林省中欧班列运

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长满欧”班列货物

量下滑

1. 物流 通 道及物流产品不

稳定。由于政 策调整期太长导

致 无法及时 测算价格体系，无

法为客户提供符合市场规律的

物流产品，致使福耀玻璃等既

有客户流失。

2. 同行业为抢占市场份额

恶意 压低价格。2018 年度， 成

都、重 庆、西安 等城市的发 运

量已超过 1000 列。为抢占市场

份额，很多班列报价为零运费

或者负运费，导致 很多货物逆

向运输。

3. 促 进产业落地配套政 策

不足或不及时。中欧班列须依托

口岸、国际陆港、国际通 道规

模型引流，各中欧班列省份对此

均高度重视，并积极配套落地

政 策，如成 都、武汉依托板材

大规模 进口已形成板材深加工

基地等，促使很多大 宗商品集

聚，但吉林省尚未出台此类相关

政策。

4. 顶 层 规 划 不 足 造 成 内

耗。中欧班列开行需要强大的

口岸功能与特 殊监管区域等配

合，开行数量大、效果好的省份

均做到合理 规 划、统 筹安排，

唯独东北地区产生一个省份甚

至一 个城市多点发 运，不仅 造

成资源浪费，更因各运营团队专

业性、服务能力良莠不齐，导致

恶性竞价，从而产生“劣币驱逐

良币”的不良后果，影响全省发

展大局。

（二）“长珲欧”班列测试

过程中呈现的问题

1. 境外段铁路承运能力差。

“长珲欧”班列未达到俄罗斯境

内要求的整编列车要求，但在

运抵乌苏里斯克站之前，平均也

已达到日行 530 公里的速度，并

未有严重的延迟。但在乌苏里斯

克至卡梅绍娃亚段，仅达到平均

日行 50 公里的速度。一是由于

乌苏里斯克作为远东港口集群特

别是海参崴港至西伯利亚干线

的主要通过站，每周往返运量

相对 稳定，可随时加挂编组快

速行进。而由乌苏里斯克至吉林

省边境多年未形成运量（在俄罗

斯远东境内，一般需要达到 52

车为整列），导致铁路无法满轴

快 速集运，效率 极 差。二是由

于多年无稳定运量，导致俄方

长期未维护、提升该段基础设

施，相应承运能力极差。

2. 边境口岸基础设 施 及 操

作能力不足。此次 进境测试货

物未涉及俄方边境站卡梅 绍娃

亚的操作能力，未出现异常，具

体问题将在随后启动的出境测

试中重点观察。而珲春铁路口

岸产生问题相对较突出 ：目前，

珲春铁 路口岸缺乏边境全品类

口岸的规划建设，口岸内缺乏存

在污染可能的煤炭 及矿粉等货

物的专用堆场、集装箱货物专

用堆场、冷藏箱货物专用堆场

等细分堆场。海关 监管设施严

重不足，存在安 全隐患。换 装

仅依靠正面吊作业，无法满足规

模型集装箱作业和换装。自境

外接车计划安排中未考虑污货

风险，将集装箱货物与煤炭 进

行混编。

3. 境内与国铁 衔接问题。

目前珲春口岸及进境段线路为吉

林省地方铁 路管理，实际管理

与经营权在东北亚铁 路集团。

地方铁路在全国并不少见，但同

时管理边境口岸的并不多，因此

衔接问题比较特 殊和突出。具

有地方铁路的其他省份都出台并

规范有省级地方铁路管理条例。

1988 年， 国 家 就 出台了《 国 家

铁路与地方铁路间货物运输规

则》，并明确有直通运输、换票

运输和换装运输等详细规则。

目前，吉林省珲春铁路口岸与临

近的吉林货运中心图们站并未有

全品类衔接方案，特别是 未申

请集装箱办理站资质，使得口岸

缺乏与腹地的铁路集疏运方式。

（三）俄、蒙中欧班列主要

问题

1. 三国 发 展 水平、 社会文

化经济体制各异。相对于全球

其他地区，中蒙俄的政 局较为

稳定，但不稳定的因素仍然 存

在。俄罗斯和蒙古国内部还存

在着法制不健全、政 府干预较

多、对外较为封闭、市场发育不

完善等问题，蒙古国还存在劳

动力素质较低、管理水平落后、

自身开发能力差等问题。这都制

开放 OPEN北方经济



47

约着中俄蒙三国之间的合作，

尤其影响着中欧班列的运行。

2. 基础设 施落后，建 设资

金匮乏。从“长珲欧”班列测试

过程中呈现的问题来看，边境口

岸基础设置和境外段铁路承运

能力问题均是由于基础设 置投

资不足导致。中欧班 列的稳定

运行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大力投

资。加强基础设 施建 设，所需

资金数 额巨大，缺乏资金是 瓶

颈中的瓶颈。

四、加快推进吉林省中

欧班列稳定运行的建议

（一）完善顶层设计，合理

规划

中欧班 列还属新兴 事 物，

行业 规范度仍有待提升。各地

主管部门缺乏对中欧班列开行

意义、口岸与特 殊监管区域配

合的重要性、后续发展前景方

面的认识，班列线路重复现象

严重，以辽宁、山东、内蒙古尤

为突出。吉林省也存在 这种现

象，目前除“长满欧”班列外，

长春新区、四平等地也提出打造

国际陆港和中欧班列的想法，中

欧班列目前仍处在半市场运营状

态，仍 需要部分政 府补贴，建

议合理规划，不宜多点开行，补

贴须合理利用、有效安排。

（二）建议政府加大支持力

度

建议省委、省政府积极协调

“一带一路”沿线铁路部门，破

解“长珲欧”班列国外段的重点

难点问题，尽早与俄方就 该问

题进行商洽，以满足“长珲欧”

后续的推 进工作。以保证国外

段的畅 通 ；加强沟通交流、开

展 信息 互换，提升双方信息和

数据互联互通能力。

《 长 春 市中欧 班 列 管 理 办

法》已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出台，

但截至目前仍有很多内容没有

细化、缺乏解读、无法操作实

施。2015 至 2017 年，由于种种

原因并未完全按原有文件执行。

2018 年管理办法大幅调整，调

整周期耗时长且尚不能完全执

行。政策的不连贯、不稳定对运

营企业 形成极大压力，多次 造

成班列停运，丧失运营团队国

际信用。建 议 细化管理办 法，

有关部门权威解读管理办法。

（三）积极推动“长珲欧”

常态化运营

在 与 俄 铁 协 商 确 保 运 能

运力的同时， 尽 早形成该段 稳

定货流，至少前期单向稳定成

列，逐步打开 僵 局，促使俄铁

加速改造提升相应基础设施。

完善口岸建设，按口岸及海关监

管场所规定尽早完善珲春铁路

口岸基础设施。合理 规 划作业

区域，按污染类货物、大 宗商

品、集 装箱货物、冷藏箱货物

等 合理 规 划堆存与作业区域。

规范作业流程，根据口岸已有和

规 划功能所涉及到的空或重集

装 箱、 进出口方向、 散 杂 货 等

类型详细制定合理 规范的作业

流程，提升口岸的通 过率和使

用率。

（四）与俄、蒙形成合力，

共同推进中欧班列发展

为 使 中 欧 班 列 的 稳 定 运

行，沿着中欧班列的运行线路，

对已出现的重点问题积极与相

关国家的职能部门沟通，及早提

出解决办法。应突出规 划的开

发性特点，重视规 划与基础设

施及通道等方面的重大建设项

目安排和衔接，特别是中欧班

列应符合国际大通道建设和陆

路经济带建 设。应尽快考虑以

我国国内内部立项和国际合作两

类方式，组织进行规划行动方

案的研究。我国相关部门要积

极与俄、蒙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

对接，委托高水平设计咨询部门

开展各领域各行业规划设计工

作，科学优化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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