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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霍玉菡 杨 颖

编者按：2100 多年前，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出了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古丝

绸之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的陇海兰新铁路西段与哈萨克斯坦土西铁路接轨，标

志着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亚欧大陆桥全线贯通。

自 9 月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亚四国以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迅速引

发国内外各方热议。习近平提出“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工作思

路，并为此提出“五通”举措：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这是古丝绸之路带给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灵感。

时隔一月有余，“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地早已摩拳擦掌，行动起来，希冀成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节点城市。但是，同为丝路上的枢纽，避免同质化竞争、合理规划区域

功能、进行产业分工或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合理且正确的发展方式。

作为亚欧大陆桥桥头堡，连云港依托地理优势，

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参与者与受益者。

而其最重要的依托在于连云港为亚欧大陆桥沿

岸提供了出海口岸。据了解，连云港港目前已经开

行了至中国中西部地区及中亚国家的“五定班列”，

并开通了连接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欧美等地区

的 60 条近远洋航线。

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以及热议，为连

云港的进一步“西向拓展”埋下伏笔。

今年 9 月 7 日，在中哈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

连云港市委书记李强与哈萨克斯坦国有铁路股份公

司总裁马明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表示，将进一步

深化合作，共同构建通过中国连云港的过境货物运

输通道及货物中转分拨基地项目。

据了解，当日签订的两国一揽子 20 多个合作协

议中，有 6 个协议是在两国元首的见证下签署的，其

中大多是国家和部委之间的合作协议，而连云港市

与哈铁的合作协议是 6 个项目中唯一一个由地方与

哈方开展合作的项目。

在连云港港口集团董事长白力群看来，“ 这种

‘超规格’的待遇，其实就是对习主席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战略构想的积极回应。”

据了解，目前，连云港港依托新亚欧大陆桥的优

势开展集装箱运输业务，其中，2011 年完成过境集装

箱 10.6 万标箱，创下历史新高。

“在两国元首的见证下与哈铁签订合作协议，这

对于港口来说是一个难得的题材，通过对这个题材

的培育，港口的发展机遇无限。我们将积极努力把

合作项目定位在打造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板块上。”

白力群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题材撬动政策、资金、合作

等各方资源。

连云港市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连

云港港的优势。连云港于近日举办了“丝绸之路经

济带”合作论坛。连云港市委书记李强随后特别撰

文指出，连云港是“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

的交汇点，肩负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海陆交通

大枢纽的历史使命。

如此看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节点城市之

争 中，连 云 港 无 疑 想 要 成 为 名 副 其 实 的 重 要 参 与

者。在西向的进程中，一直以“东方桥头堡”为主要

诉求的连云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反应更敏

感，动作也较多。

早 在 去 年 9 月 ，连 云 港 港 口 集 团 和 霍 尔 果 斯

荣 达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共 同 出 资 组 建 新 疆 舰 桥 国 际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其 主 要 功 能 是 场 地 作 业 、国 际 物

流 、口 岸 通 关 、货 物 仓 储 、综 合 保 税 等 ，其 集 装 箱

流 向 主 要 是 由 连 云 港 港 经 霍 尔 果 斯 口 岸 至 中 亚、

俄 罗 斯 、欧 洲 等 地 。 据 了 解 ，连 云 港 港 口 集 团 有

意 继 续 对 新 疆 舰 桥 国 际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追 加 3500

万元投资。

同年 12 月，首趟集装箱专列由连云港港起运，到

达霍尔果斯口岸后，再换装前往哈萨克斯坦。这条

新通道运作 7 个多月就已形成每天两列的运输格局，

在大大缓解阿拉山口拥堵压力的同时，也有效拉动

了当地物流产业的发展。

然而，陆桥运输的温度，绝对不是唯独连云港港

才能体会得到的，一直以来都极力构筑“一桥多堡”

格局的其他港口，同样也会在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战略下闻风而动。一直自诩“根正苗红”的新

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连云港港是否会继续在

新亚欧大陆桥物流通道建设中尽享先机，我们还需

拭目以待。

对于铁路运输不甚熟悉的人，或许还无法将与

古丝绸之路相距甚远的重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联

系起来。但是，自从 2011 年渝新欧铁路正式运营后，

重庆正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身份，成为路

陆桥运输的亮点城市。

目前，对于重庆而言，提升渝新欧铁路的经济战

略地位，建立对欧贸易中心，并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的新起点将是其努力的目标。

“经由渝新欧铁路，货物运输比海运更为明显地

节省了时间和费用。”重庆两江新区一位官员对记者表

示，习主席已经明确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对于

重庆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重庆下一步要

依托渝新欧铁路，建立对欧贸易中心。

2011 年 3 月 19 日，从重庆西站发出了开往德国杜

伊斯堡的第一列专列。由此开始，渝新欧铁路实现了

全线运行。这条铁路经过中国达州-安康-西安-兰

州-乌鲁木齐-阿拉山口，进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比利时，全程 11000 多公里。

重 庆 社 科 院 区 域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员 李 勇 表 示 ：

“ 对 于 国 家 而 言，这 是 一 条 非 常 重 要 的 动 脉，符 合

国 家 向 西 开 放 战 略，不 但 可 以 紧 密 中 国 与 欧 洲 的

联 系 ，还 可 以 辐 射 中 亚 和 阿 拉 伯 世 界 ，具 有 重 要

的战略意义。”

据了解，渝新欧铁路一个集装箱的运费在每公

里 0.7 美元左右，全程的总费用为 7000 多美元。而这

个价格随着规模效应的产生，还有可能再降。“这条

铁路大动脉满足了重庆市内大量 IT 企业的出口需

求。”上述官员表示。2013 年，重庆市包括笔记本电

脑、打印机、显示器在内的电子整机数量将达到 1 亿

台以上，笔记本则占到全球产量的 1/4。而交通运输

条件的改善，让重庆在出口和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

西部领跑者的地位。

在这条铁路平稳运行两年多后，在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氛围下，进一步挖掘和发挥渝新欧铁路

的价值成为重庆市更为关注的内容。

“虽然渝新欧铁路为中国企业出口至欧洲提供了

便利条件，但在回程上，运货量明显不足。”上述官员表

示。据了解，如果能够保持持续的回程货物量，渝新欧

铁路运行时间可进一步缩短（现在重庆到杜伊斯堡运

行时间为 16 天，可压缩到 14 天），进一步提升渝新欧铁

路价值，为货主节省更多时间、增加效益。

一位参与渝新欧铁路经济研究课题的官员坦言：

“经过两年多运行，渝新欧国际大通道已经具备了国家

战略上的地位。通过上报之后由国家层面来最终确

定其国家战略地位，同时给予包括回程货物上的优惠

支持，将会让这条铁路发挥更大的作用。”

事实上，在海关和铁路部门的支持下，渝新欧铁

路已经解决了多国协调问题，中国海关已与哈萨克

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这 5 个国家的海

关达成了便捷通关协议。重庆海关审验过的货物，5

个国家都会便捷放行，反之亦然。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基于渝新欧铁路的意

义，重庆要向国家提出申请，虽然重庆不沿边也不靠

海，但是仍可以成为内陆口岸、铁路口岸城市。如果

重庆可以拿到口岸特许，就可以申请成为高端货物

的进口口岸，如整车进口口岸、红酒进口口岸等，将

更多欧洲高端商品通过渝新欧铁路带到中国，同时

也促进渝新欧回程货物的增加。

可以预见，一旦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渝新欧铁

路这条连接中亚和欧洲的国际大动脉势必会推动重

庆乃至周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助推内陆地区成为开

放的高地。

重庆：依托渝新欧铁路发展对欧贸易

古丝绸之路绵延千里，沿途有许多著名城市，西

安尤其值得一提。

它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目睹过道路开辟者的

艰辛，也见证过道路畅通带来的盛世繁华。因此，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甫一提出，便引起了西

安的足够重视。

“‘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吹响了对西开

放的新号角，肯定会为西安带来更多发展机遇。”陕西

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成荣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西安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作为丝绸之

路的起点城市，它将吸引更多目光，加快国际化大都

市建设进程。目前， 灞领事馆区已经通过相关审批，

借此，西安将争取更多“走出去”及人才引进的机会。

为了把握眼下的机遇，陕西省政府层面也做了

诸多准备，例如联合欧亚 9 国的 10 多个城市共同签

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宣言》，确立把陕西打

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和桥头堡，积极申

报内陆自贸区等等。而据陕西省政府网站信息，陕

西省近期下发了《关于做好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 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意见》，提出将积极编制

和申报面向中亚、延伸欧洲，以商贸物流和金融服务

为核心的内陆自由贸易实验区规划。

不过，自贸区申报能否顺利通过尚存争议。

“继上海自贸区建成后，青岛、天津、陕西等地纷

纷提出要建立自贸区，广东还具体提出了粤港澳自

贸区的概念，但国家会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批准

这么多自贸区是一个问题。”裴成荣说，“而且，西安

毕竟处于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实力、对外开放程度都

与东部、沿海城市有很大差距。很多事情来得比较

快，我们能否在思想上、行动上做好准备，这也是一

个问题。”

此外，作为中国重要的内陆港，西安国际港务区

的物流短板或将借此契机改善。

据报道，陕西省委政研室曾对西安国际港务区的

物流通道问题进行过考察，发现它虽然有综合保税区，

但没有“五定班列”，货物流通存在通关不畅等问题。

不过，裴成荣认为，物流是与城市的经济发展程

度相匹配的。“西安国际港务区的建立已经打通了内

陆通关环节，为货物出口提供了很多便利。现在，我

们可以运出去的产品还不是很多，物流水平和现状

匹配。但是，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也要为将来

可能产生的贸易交流、物流需求做好准备，进一步发

挥国际港务区在出口方面的作用。”她说。

除了上述考验，西安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重

要地位还受到了其他省市的挑战。“现在，沿线城市都在

积极准备。前段时间，兰州新区刚刚开完相关研讨会，

包括重庆、成都等地在内的很多地方也都在进行相关

探索。它们和陕西在产业上有很多重合，会带来同质

化竞争，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裴成荣说，“在中国对西开

放进程中，西安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但在未来的产

业定位上，如何实现高起点、差异化，占领更高的市场、

更多的市场，就要在充分考虑自身的资源优势后做一

个清醒的定位。西安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我认为，它

的文化、旅游应该是‘走出去’的优先产业。通过文化输

出、旅游带动，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西安。”

“有利润大家都想干，但一窝蜂上的话，最终会

形成恶性竞争，还可能造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裴

成荣建议，“国家最好能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进行协

调。通过政策引导，让沿线城市协同发展，在产业链

上形成不同的分工或在不同的产业上各自实现突

破，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对西开放，真正实

现跨越式发展。”

连云港：西向拓展 争取桥头堡地位

西安：积极筹划申报自贸区兰州：古丝绸之路上谱新曲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提出后，地处关键

节点的兰州不甘落后，将“核心枢纽”作为自己的战

略定位，希望可以凭借其“秦陇锁钥、东西咽喉”的区

位优势，在当下的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中有所作为。

据悉，兰州开始建县要回溯到张骞首次出使西

域 50 多年后。可以说，它是丝绸之路上最早开放的

地区之一。但时至今日，兰州却还是内陆开发开放

程度较低的城市之一，这不禁令人唏嘘。

尽管在上世纪 90 年代，兰州已先后被确定为实行

沿海开放政策的内陆省会城市之一及国家五部委批

准建设的商贸中心城市，这为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

巨变，但有限的城市空间也使它的开发建设备受限制。

为解决这一难题，兰州新区建设近年来被提上

日程，并被给予了破局重托。

兰州新区地处兰州、西宁、银川 3 个省会城市共生

带的中间位置，区位优势明显，多条公路交通干线和高

速公路纵横交错，而且有中川机场，交通非常便利。去

年 8 月，它成为了国务院批复的第五个国家级新区，是

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及

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新区的高速发展、其与“丝

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高契合度，为兰州提供了一个广

阔的想象空间，让它可以用更宽广的视野，重新确立自

己在国家向西开放战略、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

据记者了解，今年 10 月，兰州市委常委会会议已

经审议并通过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兰州市实

施方案》，并提出兰州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甘肃省

的重要决策部署，抢抓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努力从

多个层面促进与中亚、西亚和欧洲国家的交流合作，

积极开拓国内和国际新市场。

近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兰州新区向西开放

战略平台高层论坛”上，兰州市市长袁占亭也再次明

确，将力求把兰州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

心节点城市。具体而言，兰州新区将争取国家支持

对外交流和贸易通关便利化等政策措施，以兰新铁

路第二双线、兰渝铁路即将建成为契机，对接中西亚

国家铁路主干线，积极争取国家支持以把宽轨铁路

从阿拉山口引入兰州新区，加快兰州铁路集装箱中

心站及物流中心建设，争取将兰州纳入渝新欧国际

铁路货运大通道运输体系。同时，将重点依托交通

基础和通道优势，争取设立综合保税区和国际港务

区，构建中国-中西亚综合类大宗商品出口生产加

工、中转交易虚拟平台，加快民族特需用品产业基地

建设，大力拓展中西亚国家市场等等。

不过，一些专家提醒，在新区发展中，粗放利用

土地资源等问题也应注意避免，要严把项目关。国

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研究

员史育龙建议，在建设过程中，兰州新区应以交通信

息网络互联互通为基础，提高向西开放战略平台的

运行效率，特别是要做好与国内沿线省市的统筹协

调，共同搭建向西开放战略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