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1日，一列满载着家用电器、机械设备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鸣笛驶出，这些货
物将由霍尔果斯口岸出境，最终被送达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2017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将连云港—霍尔果斯串联起的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打造为‘一带一
路’合作倡议的标杆和示范项目”的重要指示。自2015年开行连云港至阿拉木图首趟中欧班列以来，连云港中欧
班列已累计开行4758列。从1992年以来的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到如今争做“一带一路”“标杆和示范”，
连云港矢志不渝奋斗了30年。如今，东西双向的货物，在联通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物流通道上往来不息。厚
植开放基因的连云港，牢记殷殷嘱托，将“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一笔笔绘成澎湃的现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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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桥头堡”出发，奔向“标杆和示范”
——连云港30年矢志不渝畅通新丝路黄金物流通道纪实

连点成线扩面
陆桥通道贯欧亚

11月3日，从连云港市上合组织（连云港）国
际物流园铁路场站出发，装载江苏首列“中吉乌”
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货物的集卡车队，经吉尔
吉斯斯坦过境后，陆续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塔什
干，全程约15天。

“班列有效整合了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的优
势，对比之前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的传统线
路，新线路里程缩短近500公里，运输时间缩短
了3至5天。整体物流运输成本得到了有效控
制。”恒泰供应链管理(连云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陆
洋说。今年1—10月份，连云港上合物流园完成
物流量5030万吨，同比增长37.9%。

连云港1992年12月1日依托新亚欧大陆桥，
开行经阿拉山口至阿拉木图首列国际货运班列；
2012年12月15日，连云港率先开通经霍尔果斯
口岸出境的国际货运班列；2015年，连云港国际联
运业务更名为国际货运班列，当年2月和11月分
别开通连云港至塔什干和连云港至伊斯坦布尔点
对点直达班列；2019年10月和11月，连云港相继
开通经喀什、二连浩特口岸出境的国际货运班列；
2022年6月份，连云港打通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的
国际货运班列。至此，通过30年的发展，连云港形
成以连云港港口为中心，布局阿拉山口、霍尔果
斯、喀什、二连浩特、满洲里5个出境口岸，开行至
中亚五国、中吉乌、中蒙、中俄、中欧、中土（跨里海）
6条班列线路，业务范围覆盖进出口与过境的运
输格局。中哈物流基地、上合组织物流园、中欧
班列，在连云港被称为“两基地一班列”，成为奔
向“标杆和示范”的重要载体。

中哈物流基地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落地
的第一个实体项目，已逐渐成为中亚五国过境运
输、仓储物流、往来贸易的国际经济平台。为了
提高装卸效率，中哈基地在全世界首个实现了铁
路装卸场站的智能化远程无人操控。“有了这两
条铁路自动化装卸线，一个人可以远程操作3台
龙门吊，集装箱装卸作业效率提高30%以上。”在
中控室，轨道式龙门吊无人操控系统调试主管陈
俊仁边说边打开智能远程控制软件，输入一串指
令，庞大的龙门吊便运行到目标集装箱的位置，
进行吊运、提放箱。

发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效应，中哈
物流基地首创推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口
岸“一站式”订舱、国际集装箱集拼出口业
务“先报后装”等18项新模式，提高了全
程物流效率和便利化水平。“其中，国
际班列‘船车直取’零等待模式，使中
转作业时间节约75%，企业转运、仓

储、装卸等费用节约60%；中欧班列
‘保税+出口’货物混拼，有效解决了凑
整发运的漫长交货期和等待时间。多式

联运‘一站式’监管服务模式，实现了海关、
铁路、场站等系统的数据资源共享。”连云港
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祥伟说。

依托“两基地”,连云港中欧班列加快
“走出去”步伐，已布局阿拉山口、霍尔果斯、
二连浩特、喀什4个过境口岸，实现对中亚

地区主要站点的全覆盖，至土耳其、波兰、德国和
日中蒙、中吉乌等班列线路稳定运营，班列满载
率基本达到100%。

如今，依托中哈海陆“双枢纽”，哈萨克斯坦
过境中国进口的日用消费品，出口的矿产品、粮食等
优势贸易商品80%以上通过连云港口岸集散分
拨，运输货物品类从最初的汽车配件、电子元器

件等产品，扩大到建材、家居、机
电、粮食、矿产等各色货物，并形成
海铁联运、铁空联运、铁公联运等
国际多式联运模式，以新亚欧大陆
桥为轴心的物流链网进一步织
密。以连云港港为出海口、以中哈
（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和霍尔果
斯—东门无水港为中转平台、以班
轮航线和中欧班列为运输载体的全程物
流实现无缝衔接，港、航、路、园的陆海联
运全程物流合作体系基本形成。

三十年矢志接力
从“桥头堡”到“强支点”

1992年起，连云港就确立了新亚欧大陆桥东
方桥头堡的地位，形成了很好的中亚集装箱过境
班列的运行态势，当年，经过欧亚大陆桥运输的货
物中，有60%从连云港过境。从最初的“桥头堡”
到如今的“强支点”，离不开一代代人的踔厉奋发。

1992年12月1日，一声长长的汽笛划破长空，
“东方1080”号首列国际集装箱专列从连云港新建的
集装箱码头火车站一路西行，开始了全长1万余公里
的旅程，拉开了新亚欧大陆桥正式运营的序幕。

“新亚欧大陆桥1990年9月全线贯通后，如何
形成现实的运输物流？市里很重视大陆桥运输工
作，成立中欧大陆桥运输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口
岸单位，特别是外运单位具体实施大陆桥运输组
织工作，赴国外考察调研能够发到中亚、欧洲的货
源情况。”回忆当年班列开通情况，连云港市口岸
办二级调研员崔万平说。

除了货源，铁路运输的组织管理方式是最需
要解决的问题。1991年，我国7部委共同出台了
《关于亚欧大陆桥国际集装箱过境运输管理试行
办法》，“这个文件，是我们连云港着手起草的，获
得了国家认可。”崔万平说。

但首列过后，直至1994年，连云港才发出第
二列班列。“大陆桥刚刚开通时，知名度不高，加
上协调不顺畅、货源少，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乏人
问津。”时任连云港市口岸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
主任胡宝明回忆，“那时候有货才申请班列，沿途
铁路硬件条件参差不齐，组织运营能力比较差，
班列通关效率低下，严重影响连云港港国际铁海
联运业务的竞争力。”

1997年，铁道部开通了连云港至阿拉山口集
装箱运输过境“五定”班列，使新亚欧大陆桥中国
段4131千米的实际运行时间由原来的15天缩短
到5天左右。随着政府对大陆桥支持力度加大，一
系列优惠政策使该线路班列的运费较同行下降
20%。2006年11月26日起，铁道部又推出运输
的“新产品”——连云港至阿拉山口直达快运班
列，中国段实际运行时间再次缩短到4天半。“这些
举措大大促进了新亚欧大陆桥运输的发展，加上
市场培育有了一定基础，班列知名度逐步提升，货
量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胡宝明说。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航运业遭受严重
打击，部分进出口贸易货主选择通过陆桥方式完成货
物运输。崔万平说，短短4年内，新亚欧大陆桥的年运
输量由最初的3万多标箱上升至10多万标箱。

在连云港市“一带一路”发展研究会会长林备
战的办公室里，留存着许多研究新亚欧大陆桥运
输发展历史的宝贵资料。林备战从事国际陆桥运
输研究已26年，“除了编写研究资料，我们也在组
织和协调有关大陆桥区域合作方面的事情，积极
参与承办大陆桥协调机制相关活动，连续6年参加
大陆桥国际研讨会，2007年承办了分论坛，连续
举办了四届物流国际合作与发展论坛。”

沿着丝路走出去
开放“朋友圈”不断扩大

从大陆桥运输到中欧班列，连云港的开放“朋友
圈”不断扩大。连云港紧扣大陆桥走廊起点、国际枢
纽海港等战略定位，放大“一带一路”海陆交汇枢纽优
势，积极打造“区域性滚装件杂货进出口集散中心”，
已跻身中国机械设备和车辆出口三大口岸行列。

11月9号，华轮泰图斯靠泊连云港港68泊位，
1360辆沃尔沃、800辆上汽、536辆蔚来、347辆比亚
迪……一辆辆汽车排着队被运上轮船，发往比利时、
西班牙等国家。据统计，今年1至10月份，连云港港
车辆出口17.4万台，同比增长30%，滚装作业连续10
个月创同期历史新高，出口量位居全国第三。

沿着中欧班列跑出的黄金物流通道，连云港积极
搭建平台，放大向东开放优势，做好向西开放文章，不
断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交流。
2021年，全市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936.7亿元、同比
增长45.6%，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进出
口额达307.4亿元、增长56.3%。

连云港加快构建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
济的开放格局，不断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合作交流。5年来，连云港对外贸易跨越百亿美
元台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突破百亿美元，开放能级
不断提升。江苏自贸区连云港片区正式获批，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制度体系初步形成，综保区、跨
境电商综试区等一批开放平台落地运行，“一体两翼”
四大港区实现开放全覆盖，双向开放平台功能进一步
完善。“着眼未来，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奋
发有为的精神着力在做强开放型经济基本盘、推进载
体创新发展、扩大招商引资和服务重大战略四个方面
展现更大作为、实现更大突破。”连云港市商务局局
长、口岸办主任江行洲说。

日前，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在哈萨克斯
坦建立了一批海外仓和集装箱场站，园区两家物流企
业还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3家知名物流
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互相挂牌海外仓。

2022年1—10月份，全市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130.1亿美元，外贸进出口增速达13.8%，进出口增速排
名全省第六，增速较全省平均增速高7个百分点，外贸进
出口增速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出口50.5亿美
元，同比增长6%；进口79.6亿美元，同比增长19.3%。

利用江苏自贸试验区连云港片区的独特优势，连
云港不断提升服务效能。今年以来，连云港海关通过
简化原产地证书签证流程、启动原产地证书“智能审
核”模式，大幅压缩签证时间，释放政策红利，支持企
业开拓国际市场。据连云港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
累计为出口至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货物签发出口原产
地证书550余份，货值约2500余万美元。近年来，连
云港深度融入上合“国际朋友圈”，积极打造上合组织
成员国共用出海口。据连云港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
度，连云港市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04.9亿
元，同比增长35.4%。

下一步，连云港将巩固中亚班列的主导地位，提
升中欧班列开行水平，在高质量运营中亚五国线路的
基础上，重点开发东西双向过境货源，打造连云港海
铁联运特色线路、拓展中西亚地区回程班列新货种，
做好班列开行组织，并推进省内接续班列开行。

赵芳 吉凤竹 张新语 易敏 刘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