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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成渝）
双驱“钢铁驼队”驰骋欧亚大陆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重庆印记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⑩大道如砥

瞬间1

2020年 3月，成渝两地同时发出
全国第10000列中欧班列。

2022 年 6 月，中欧班列（成渝）
开行突破20000列。

瞬间3

□本报记者 申晓佳 栗园园

一声鸣笛，奔赴山海。

10 月 25 日 17 时，一列载有 50 个集装

箱进口大麦的中欧班列，抵达四川绵阳皂

角铺站。同日凌晨，一列搭载新能源汽车

的中欧班列从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重庆

国际枢纽物流园驶出，奔向欧洲。

这两列中欧班列，有同一个名字：中欧

班列（成渝）。

这是一支由川渝携手共育、驰骋欧亚大

陆的双驱“钢铁驼队”。

为何两地会共同培育这支“钢铁驼

队”？故事要从共建“一带一路”说起。

瞬间2

2021 年 1 月 1 日，中欧班列（成
渝）从重庆、成都两地首发，首个由
两座城市共同运营的中欧班列品
牌诞生。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构建川渝对外开放新格局构建川渝对外开放新格局
班列班列““跑跑””出新机遇出新机遇

“中欧班列（成渝）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
口，让企业迎来了发展高峰！”10月17日，成都正业
佶祥平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友富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这样感慨。

这家企业依托中欧班列（成渝），发展平行车进
口、二手车出口等业务，营业额从2017年的1600
万元激增到2022年的4.3亿元，业务量增长约27
倍。

如今，越来越多的川渝企业借助中欧班列（成
渝），把生意做到了海外。记者了解到，搭乘中欧班
列（成渝）走出国门的，有四川的电子产品、建材、汽
车、农产品、花木等，也有重庆的笔电、整车及零部
件、通讯及机械设备、家具建材、服装鞋帽、食品、医
药及医药器械等。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随着
中欧班列（成渝）开行频次越来越高，国际物流条件
越来越好，海内外在川渝的投资，也越来越多。

例如，成都国际铁路港已引进顺丰、厦门建发
等供应链管理企业，打造共建“一带一路”供应链配
置中心；香港玉湖、盒马鲜生等国际贸易龙头企业
落户，构建多功能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平台；TCL、佩
南顿等加工贸易项目落户综保区，集聚出口型先进
制造业。

在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吸引普洛斯、安博、
丰树、嘉民等全球物流地产前10强企业入驻，联手
德国汉宏、法国捷富凯、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引入
中外运、永辉等40余家企业，落地保时捷、奥迪、阿
斯利康及白俄罗斯工业奶粉、南亚辣椒等常态化进
口项目，建成总面积30万平方米的全市最大医药
冷链物流基地。

成都市口岸与物流办公室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继续高质量推进中欧班列（成渝）运营，为搭建经
贸合作新平台贡献力量。

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中欧
班列（成渝）为中欧班列未来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
的经验。从“渝新欧”到中欧班列（成渝），重庆从内
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下一步，重庆将继续以中欧
班列（成渝）为抓手，协同推动川渝对外开放，进一
步优化和稳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务实推动“一带
一路”共建。

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川渝还有更多动
作。

例如，2022年6月28日，陆海新通道运营公司
与四川省港航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进战略、平
台、运营、生态和创新发展五大方面合作共建，致力
于带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RCEP、澜湄合作、上
合组织等战略衔接，搭建统一的铁路、航空、江运、
公路、海运货运平台，开展亚欧间联运服务，持续做
大“运贸产”一体化规模，建设成渝“一带一路”集散
分拨中心。

2022年7月，川渝还共同签订了《共建西部陆
海新通道班列运输品牌协议》等5项协议，推介重庆
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成都国际铁路港等首批12
个共建重点物流园区。目前，协议内容正在稳步落
实中。

从激烈竞争到精诚合作从激烈竞争到精诚合作
中欧班列中欧班列（（成渝成渝））应运而生应运而生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

截至10月初，全国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7.7万列。
来自重庆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的数据显

示，自2021年首趟中欧班列(成渝)开行以来，已累
计发运箱量超120万标箱，运输线路覆盖欧亚超
100个节点城市。

这无疑是区域高水平合作的样板。
但就在几年前，重庆和成都的中欧班列还处于

激烈竞争中，川渝企业经常遇到货代公司跨区域
“拉客”。一时间，价格战打得沸沸扬扬。

“长期以来，全国各地开行的中欧班列为了争
夺客户资源，存在相互压价、恶意竞争的行为。各
地开行的班列计划、客户资源等信息也不透明，造
成不少资源浪费。”重庆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这种现象，对川渝来说，没有赢家。”10月16
日，四川省政府口岸与物流办公室副主任张岩在接
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为了提高班列竞争
力，各地政府会对班列开行给予一定支持，其本意
是鼓励企业积极利用本地开行的中欧班列去拓展
海外市场。

但成渝两地的中欧班列“拼数量、拼价格”，最
终却被货代公司这样的中间商赚了差价，企业没
有得到太多实惠，中欧班列的价值也未能实现最
大化。

2020年1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启动。
成渝两地在中欧班列上的合作，由此开始。

2020年3月，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管委会与
成都青白江国际铁路港管委会、青白江海关一道，
在成都举行座谈会。会上，双方达成一致：以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指引，围绕各自特点、
优势，在通道口岸、产业招商、开放创新、机制协同
四方面开展多项合作。

就在座谈会举办的同一天，成都和重庆开行了
全国第10000列中欧班列。为了纪念这个特殊时
刻，两地班列的车头都挂上了“中欧班列（成渝）”的
红色横幅。

不过，那时的中欧班列（成渝），还仅是一个称
谓。

“更紧密的合作，势在必行。”重庆市政府口岸
物流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背景下，川渝两地“一家亲”，发展“一体化”。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2020年3月后，川渝两
地口岸物流主管部门和平台公司等通过“云会议”、
电话、邮件等形式频繁沟通，各项合作迅速推进。

2020年7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口岸和物
流合作备忘录》签署，双方约定在战略通道建设、口
岸通关、物流产业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8月，《成渝两地中欧班列运营平台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书》签订，成渝中欧班列平台公司明确了合
作原则、内容和机制。

10月，成渝相关部门在中欧班列合作上达成一
致，并在统一运行、定价机制、创新标准方面形成初
步意见。

12月4日，两地口岸物流主管部门同时向国铁
集团去函，恳请支持成渝中欧班列合作发展。

仅4天后，国铁集团复函，同意支持成渝使用
统一名称“中欧班列（成渝）”开展品牌宣传推
广。从2021年 1月起，合计开行数，发布相关指
标数据。

至此，中欧班列（成渝）正式诞生。过去激烈的
竞争，转变为精诚合作。

4 个最

中欧班列（成渝）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
作的样板，其中的重庆中
欧班列开行呈现“4个最”
的特点：
■去回程最均衡

去程与回程的比例
为50.5%和49.5%
■运输货值最高

累计运输货值超过
5000亿元
■货源结构最优

货源包括上万种
商品
■网络辐射最广

已经稳定运行的线
路约50条

统一标识统一标识、、运价与调度运价与调度
共同运营经验全国推广共同运营经验全国推广
2021年1月1日，中欧班列（成渝）从重庆、成

都两地首发，国内首个由两座城市共同运营的中欧
班列品牌亮相。

对于合作，川渝两地有基础、有信心。
在中欧班列（成渝）诞生时，重庆、成都开行的

中欧班列已是国内运输货值最大、辐射范围最广、
产业带动最强的两大中欧班列。截至2019年底，
两地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占全国比重超过40%。

但是，两座城市要共同运营一个中欧班列品
牌，还需要更多操作层面上的举措。为此，川渝两
地共同确立了“三步走”思路。

第一步，是共同宣传、打造、推广中欧班列（成
渝）品牌，提高其国际影响力。

“经验告诉我们，在国际通道建设上，仅靠企业
或商业组织‘单打独斗’，走不远。中欧班列（成渝）
背后是两个城市抱团发展，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张
岩说。

成渝合计发布中欧班列（成渝）开行数及相关
指标数据，就是两地强强联手的体现。同时，在“走
出去”的过程中，面对境外供应商，川渝两地携手打
造的中欧班列（成渝），议价能力更强，能够更高效
地根据国内外政策来提出需求、协调服务、开展创
新，真正让客户得益。

第二步，是探索高效的运行机制，如协调价格，
共商共议线路、场站、集装箱资源共享，创新开展行
业标准化建设等。

内行人都知道，品牌好不好，关键看运营。
对此，重庆和成都下了真功夫。“对合作，双方

有强烈意愿。统一运价是我们最早提上议事日程
的内容。”成都国际铁路班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
俊峰介绍，国际运输周期较长，为方便客户提前组
织货运，该公司和渝新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每月
都要开协调会，对下月的中欧班列（成渝）基础运价
进行协商。

协商完毕，一锤定音。这样一来，“货代”打不
起“价格战”，实惠真正到达企业手中。

而在资源共享方面，过去国际热门线路往往
“一箱难求”。通过铁路层面统一调度，中欧班列
（成渝）的集装箱资源得到更好共享，空箱更少；成
渝两地还共同向上争取更多铁路线条计划，为中欧
班列（成渝）扩大出境运量。

第三步，则是围绕“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
经贸带产业”理念，在中欧班列全面合作基础上，深
化多个通道的合作，扩大川渝两地国际物流大通道
影响力和品牌力，促进两地通道与物流、贸易、产业
融合发展。

围绕这一目标，川渝两地坚持通道带动经贸、
产业发展，依托中欧班列运输优势和品牌效应，打
造外向型产业集聚地。稳定开行的中欧班列(成
渝)，推动汽车、电子、机械等产业发展，如今，两地
特色枢纽经济已经初具规模。

今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向全国推广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6大类18条经验做法，川渝统一运营
中欧班列（成渝）品牌被列入其中。这意味着，上述
探索和实践，得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肯定。

10月17日，成都市青白江区，繁忙的成都国际铁路港。
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更多精彩内容
扫一扫 就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