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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十周年视域下 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
崔建高

一、中欧班列波澜壮阔

的十年发展历程

中欧班列是按照固定车次、

线 路、 班 期 和 全 程 运 行 时 刻 开

行，往来于中国、欧洲以及共建

国家的国际铁路联运班列。经过

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六廊六

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

其中，“六廊”是指新亚欧大陆

桥、 中 蒙 俄、 中 国 — 中 亚 — 西

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

中 印 缅 等 六 大 国 际 经 济 合 作 走

廊。“ 六 路 ” 是 指 铁 路、 公 路、

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

息网络。“多国”是指一批先期合

作国家。“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

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的合作港

口。作为新丝绸之路上的“钢铁

驼队”，中欧班列开行数量从 2011

年的 17 列快速增长至 2022 年的

1.6 万 列， 通 达 欧 洲 25 国 216 个

城市。

（一）运营模式不断丰富拓展

一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国

际邮政、冷链、农产品、汽车等

专 列 相 继 开 行， 冷 藏 箱、 双 层

箱、挂衣箱、开顶箱等特种集装

箱运输服务不断充实，较好地支

摘  要 ：2023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明显增多、逆全球化泛起、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的背景下，中欧班列成为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以下简称“共建国家”）深化经贸合作的重要纽带，在传统的欧亚大陆桥基础上，构建了一条链接

中欧、贯通中亚的铁路新通道，打造了富有韧性、充满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国际物流链供应链，为构

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做出了积极贡献。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中欧班列也从“懵懂的发展初期”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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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了 个 性 化、 精 细 化 的 贸 易 需

求。二是多式联运提档升级。尤

其是乌克兰危机以来，中欧班列

拓展了经波罗的海、里海、黑海

的国际海铁联运新路径，实现与

西 部 陆 海 新 通 道、 长 江 黄 金 水

道、沿海港口无缝衔接，构建了

联系东亚、东南亚与欧洲的海铁

联运新通道，实现了中欧班列多

式联运向“铁海公空邮”一体化

融 合 发 展。 三 是 新 模 式 不 断 涌

现。 中 欧 班 列 运 输 服 务 向 多 元

化、体系化快速拓展，“班列 + 园

区”“班列 + 金融”等新模式，助

推了中欧班列与共建国家产业有

机融合。

（二）覆盖区域持续延伸扩大

中 欧 班 列 从 早 期 主 要 连 接

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与欧洲的白俄

罗斯、俄罗斯、波兰、德国等国

家，向欧洲外的伊朗等中东国家

和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等

东南亚国家，覆盖区域达到 2229

万平方公里。同时，国内省区陆

续探索班列新线路，除西藏、海

南及港澳台特区外，已有 108 个

城 市 开 通 中 欧 班 列， 铺 画 82 条

运输线路，运输网络覆盖欧洲全

境， 与 西 部 陆 海 新 通 道、 中 老

（越）班列、东部铁海联运班列

等形成多向协同运行格局，运行

货物由开行初期的手机、电脑等

IT 产品逐渐扩大至服装鞋帽、汽

车及配件、粮食、木材等 53 大门

类、5 万多种品类，成为共建国家

广泛认同的国际公共物流产品。

（三）发展形势日渐明朗清晰

我国与共建国家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签署一系列协议，

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中欧班列全程

运输的制度框架体系，西、中、

东三条通道运行日渐成熟稳定， 

其中 ：西部通道由中西部地区经

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出境，

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

斯、波兰到达欧洲，或经哈萨克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伊朗、土耳其到达欧洲。中

部通道由华东、华北地区经二连

浩特口岸出境，经蒙古国、俄罗

斯、白俄罗斯、波兰到达欧洲。

东部通道由华东、华南、东北地

区经满洲里或绥芬河口岸出境，

经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到达

欧洲，形成了“多向延伸、海陆

互联”的网络化运输布局，并带

动沿线的重庆、成都、西安、乌

鲁木齐、郑州、乌兰察布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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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功能持续增强，中欧班列集

拼中心建设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

一体化发展，“干支结合、枢纽集

散”的高效集疏运体系加速形成。

（四）发展优势日益明显突出

铁路运输受天气、环境、交

通条件限制较小，尤其是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中欧班列承接了大

量海、空运转移的货运业务，充

分展现了中欧班列机动、灵活的

优势。一是运行效率较高。中欧

班列运输时间通常为 12-16 天，

比传统国际联运快 1/3，约是海运

的 1/4，效率优势突出。二是价格

优惠明显。共建国家的铁路部门

大多对中欧班列给予了运价优惠

政策，总体运价约为空运的 1/5。

三是双向均衡运输明显。中欧班

列综合重箱率达 98% 以上，西行

中欧班列（中国—欧洲）重箱率

甚至高达 100%。

二、中欧班列推动高水

平开放的作用更加凸显

在服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中，中欧班列有效促

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直接对接和

精准耦合，推进内陆城市“沿海

化”、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等作用更

加凸显。

（一）成为支持我国中西部内

陆城市开放发展的新动能

当 前， 我 国 口 岸 开 放 力 度

持续加大，自贸试验区、综合保

税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等开放平台持续赋

能，中欧班列与口岸开放与平台

赋能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带动

物流、人流、资金流、数据流不

断集聚，贸易统筹、物流统筹能

力显著增强，提升了我国中西部

地区产业化、国际化发展水平，

为内陆地区开放发展注入了新动

能，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对外贸易

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据

海关统计，2023 年上半年，我国

中西部地区进出口 3.61 万亿元，

同比（下同）增长 2.8%，比我国

同期增速高 0.7 个百分点。

（二）较好支持了全球贸易货

物运输方式多元化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年

来，我国与共建国家产业分工日

益 深 化、 贸 易 总 量 持 续 增 长，

贸易商品也不断丰富均衡，中欧

班列战略通道潜力持续释放，也

为我国参与甚至主导制定陆路国

际贸易运输服务标准积累了有益

经验，成为我国参与并主导全球

经贸新规则制定的有效抓手和载

体。同时，中欧班列在绿色低碳

发展方面的示范作用突出，中欧

班列的平均碳排放量约为航空运

输的 1/15、公路运输的 1/7，对实

现全球碳减排目标和大宗商品物

流绿色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也

为实现全球货物贸易可持续绿色

发展探索了一条物流新路径。

（三）较好地保障了我国产业

链供应链畅通运行

当 前 全 球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呈

现加速重构的新趋势，我国作为

全球贸易大国、物流大国，能源

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初级产品

国际物流通道较为集中，主要码

头和国际能源运输通道大多由发

达国家掌控，我国对全球关键物

流枢纽和节点控制能力不强，运

输通道安全隐患较多，海运通道

与枢纽布局存在被强行阻断的风

险。同时，2022 年，我国航空公

司全货机约 200 架，仅占全球总量

的 10% 左 右 ， 同 UPS、FedEx、

DHL 等国际物流巨头相比，全球

布局进展缓慢，服务能力相对薄

弱。中欧班列作为亚欧陆路运输

“主动脉”，可最大程度实现工厂

（园区、仓库）到工厂（园区、仓

库）的“门到门”运输，更易满

足客户定制化、个性化、少单快

返需求，与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

展更加匹配，有利于发挥我国企

业优势，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

运行。

（四）有利于打造共建国家互

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当前，全球贸易中间品占比

较高，且不断增长。2022 年，我

国与共建国家国际贸易 69% 以上

为中间品贸易，较 2011 年提升 3.2

个百分点。与海运相比，中欧班

列较好地克服了“点到点”的缺

点，运输节点多，能够带动铁路

沿线各站点之间的贸易发展，拓

展了各方经济合作、贸易往来的

可能性和空间，更加适合以中间

品为主的贸易发展。尤其是随着

共建国家产业合作不断深入，产

能持续提升，各国均可依托中欧

班列实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

在提供货源开展贸易的同时，同

步 发 展 当 地 加 工 贸 易、 转 口 贸

易，统筹在岸贸易和离岸贸易，

让当地产品和企业更多地参与到

国际大市场、国际大分工中来，

打造更加紧密、更富韧性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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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实现彼此之

间互利共赢发展。

三、新时期制约中欧班

列发展的困难仍然突出

随着中欧班列运力、运量持

续攀升，其通道能力短板也日益

突出，同时，国际灰犀牛、黑天

鹅事件不断增多，国际政治经济

变数增多，风险增大。尤其是受

中美博弈、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

治影响，2022 年我国中欧班列累

计 开 行 1.6 万 列、 发 送 160 万 标

箱，分别增加仅 9%、10%，不到

2020 年的五分之一和 2021 年的二

分之一，增速显著放缓。

（一）统筹协调短板突出

我国与毗邻国家、毗邻国家

之间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完全匹

配，中亚、蒙古国、俄罗斯跨境

数据交换水平较低，重复提交问

题突出，且操作标准不统一，因

多次换轨、换车、换箱导致口岸

拥堵的情况时有发生，跨境物流

调配、运力统筹的阻力较大，严

重阻滞了物流时效、限制了通道

能力。 例如 ：我国铁路为准轨，

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

前苏联地区为宽轨，波兰等欧盟

国家为准轨，中欧班列至少需要

完成 2 次吊轨换装作业。同时，

沿途各国利益诉求、工作语言和

文 化 不 尽 相 同， 贸 易 保 护、 税

收、检验检疫等政策不统一，我

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

国、波兰等采用《国际铁路货物

联运协定》，德国、荷兰、斯洛伐

克、比利时等西欧国家采用《国

际铁路货物运输公约》，运单也不

统一，显著增加了跨国统筹协调

的难度。

（二）地缘政治风险加大

2022 年以来，乌克兰危机对

中欧班列线路、市场等的影响持续

显现，美西方“小院高墙”“脱钩

断链”措施不断，影响了欧盟企

业和国家对待中欧班列的态度，

美西方与俄罗斯制裁与反制裁也

增加了规则适应风险。2023 年，

受乌克兰危机影响，中欧班列意

大利的运输量减少 91.62%，捷克

减 少 79.81%， 荷 兰 减 少 62.09%，

法国减少 61.05%，瑞典减少 60%。

作为中欧班列主要目的地的波兰

同比跌幅高达 21.87%。目前，美

西方与俄罗斯贸易断绝与物流禁

运越演越烈，受其影响，俄罗斯

线（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已成为

中欧班列主要目的地。

（三）市场化转型压力明显

2023 年，中欧班列补贴开始

强制退坡，中欧班列运行开始由

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企业主导

转型，“后补贴时代”要求班列运

营主体以市场竞争为导向、以质

量提升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市场

服务、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核心

竞争力，加快实现中欧班列运行

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因

此，在市场化机制下，重箱率、

回 程 比 率、 发 送 量、 计 划 兑 现

率、运输安全等传统的中欧班列

评价指标，缺乏盈利水平等经贸

贡献要素，市场化转型面临的体

制机制障碍仍然明显。

（四）海运回暖挤压明显

当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成

为历史，各国复产复工加速，国际

供需形势趋于缓和，全球海运价

格显著回落。同时，乌克兰危机

导致班列欧盟方向运费增加 20%

以 上， 俄 铁 宣 布 2023 年 1 月 起

上调铁路过境费用 10%，使得海

运价格优势更加突出，加剧了班

列部分货源向海运转移，海运回

暖对中欧班列挤压明显。例如 ：

2023 年前 3 个月，上海至德国汉

堡港海运平均运输费用约 1100 美

元 /40 尺箱，而西安至杜伊斯堡中

欧班列平均运输费用约 7000 美元

/40 尺箱，铁路运价几乎是海运价

格的 7 倍。

四、新时期推进中欧班

列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一）持续提升信息化、数字

化水平

一 是 建 立 中 欧 班 列 数 字 化

溯源体系，构建信息回路。深化

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应用，推动建立从工厂到商

店到家庭的全过程商流、物流追

溯体系，实现监管数据“建线上

云”，提升物流链供应链全过程

数据准确性与追溯性。二是建立

信息交换标准，推动系统平台集

成互通。探索中欧班列全程综合

服务，建立信息交换标准和系统

接口标准，实现各国政府部门之

间、各地平台公司、境外铁路、

货代、港口等相关主体间信息互

联互通，提供“一站式”跨境物

流综合服务。三是深化“智慧班

列”建设。积极推进国际联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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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电子化，建立铁路、海关、货

代、金融等部门共享共商共研机

制，探索自动放行、自动比对、自

动核验机制，减少人工干预频率。

（二）持续提升综合保障能力

一 是 加 快 提 升 枢 纽 节 点 服

务保障水平。探索应用集疏运模

型，借鉴港口、码头无人港建设

经验，持续优化铁路沿线场站、

园区、港口、口岸等关键节点布

局， 增 加 边 境 口 岸 吊 轨 换 装 能

力，突破通道运输瓶颈限制，解

决运输的堵点、卡点。二是不断

优化班列通道网络。积极发挥丝

路基金等作用，加快主要港口铁

路专用线建设，优化亚欧基础设

施网络体系，深化规划对接、标

准衔接，以瓶颈路段和拥堵口岸

为重点，积极推动“卡脖子”路

段升级改造，延伸服务范围、实

现通道的多元化。三是持续防控

班列运行风险。深刻领会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思想伟力，立足班列

共 建 国 家 执 法 安 全 合 作 会 商 机

制，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完善安全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机

制，进一步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打造国际安全运输典范，推动构

建中欧班列沿线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持续提升全链条运行

效率

一是优化市场化竞争机制。

更好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

的作用，积极发挥市场在中欧班

列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

挥政府宏观管理、统筹协调、公

共服务等方面作用，支持参与班

列运营的铁路、物流、金融、贸

易、货代等企业进一步创新“班

列 +”服务新模式，建立健全公平

规范透明的市场化运营准则。二

是积极培育全程运输组织。落实

好共建国家已签署的《关于深化

中欧班列合作协议》等系列合作

文件，在有条件的口岸加强可变

轨距车辆、安全风险识别等新技

术新装备研发应用，加强跨境协

调统筹，尽快实现中欧班列全程

时刻表无缝衔接，提升口岸作业

组织效率，降低制度性、合规性

通关成本。三是密切国际合作。

抓紧对接与我国共建意愿强烈的

国家，加强与共建国家在政策制

定、规划对接、设施联通、便利

通关、运输组织等方面的沟通协

商协作，持续深化政府间、政府

部门间合作，拓展中欧班列国际

合作网络。

（四）持续提升运行的经济

效益

一是优化国内物流布局。探

索全面推广启运港出口退税政策，

开展集拼中心效益评估，支持货

源充足、能够满载的班列始发城

市实现“五定”发行，不能满载

的始发城市采取内外贸货物同班

列运输，内贸货物沿途卸载等方

式，将有限的货运资源向优势城

市集中，避免国内城市之间的恶

性竞争。二是打造精品线路和品

牌。在运输组织、运价协调、线

路拓展上加强沟通协调，推进中

欧班列与丝路海运、西部陆海新

通道等联动发展，用好中欧班列

运输联合工作组平台，探索开行

“人文班列”“旅游班列”，打造中

欧班列精品线路和品牌。三是整

合补贴资源。按照中欧班列铁路

通道、节点、境外产业、贸易等

布局，开发不同线路适度补贴模

型，避免“撒胡椒面”，将有限的

资源向优质企业和线路集聚，实

现优胜劣汰，提升中欧班列整体

盈利水平和运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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