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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世界级新通道从重庆起笔，穿山
越岭、劈波斩浪，架起中国内陆通向世界各
地的开放走廊。

这条动能澎湃的国际物流和贸易大通
道，就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
济带，南连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
接长江经济带，有力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对外开放格局，构建周
边命运共同体，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

地处西部内陆，着眼开放大局，重庆牵
头推动这条新通道跨越山海、联通世界。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和运营组织中
心，重庆承担着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重
大职责使命。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
时强调，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
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
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
协力，把这一标志性项目建设好、运营好，带
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并要
求重庆“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西部陆
海新通道联动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2024 年 4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2024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工作要点》；
11月，海关总署发布新一轮15条重点支持
举措，聚焦通关便利、支持开放、服务产业、
降低成本四个方面，进一步推动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

《重庆市支持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
发展评价办法（试行）》《重庆市加快构建现
代化集疏运体系实施方案（2024—2029
年）》……重庆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牵头创
新高水平共建机制激发合作潜能，发挥枢纽
作用带动内陆腹地提高开放能级，强化陆海
联动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全力以
赴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好、运营好。

伴随物流网络持续拓展、服务体系不断
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日益成为带动西部和
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际经济走
廊。截至2025年一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
铁海联运、国际铁路联运、跨境公路运输三
种物流组织形式，目的地拓展至127个国家
和地区的563个港口。2025年一季度，重庆
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量、货值分别同比增长
28%、26%；中西部地区经新通道进出口同比
增长17.3%，对周边国家进出口增长7.7%。

近期，重庆召开深入推动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工作会议。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
志表示，重庆将以更好辐射西部、服务全
国、链接东盟、融入全球为目标，以深化改
革创新和数字赋能“双轮驱动”为动力，以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为牵引，以完善现代化
集疏运体系和综合服务体系为抓手，进一
步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全向拓展、全域开
放、全面合作。

创新高水平共建机制

“湖北区域公司正式加入西部陆海新
通道跨区域运营体系。”4月9日，总部位于
重庆的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宣布，通
过股权受让的方式成功收购陆海新通道运
营（湖北）有限公司 34%股权，标志着陆海
新通道跨区域运营体系的进一步拓展。

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发展壮大的
背后，是重庆持续推动通道沿线省区市创
新合作共建机制，凝聚强劲合力，提升通道
效率和服务水平。

机制共建，内循环“朋友圈”全覆盖。
2024 年 11 月，在重庆举办的 2024 陆海新
通道经济发展论坛上，陆海新通道运营有
限公司第三次增资扩股合资合作意向协议
正式签署，陕西、青海、海南、云南等四省份
确定出资入股。

至此，重庆发起成立的陆海新通道运
营有限公司实现“13+2”省区市全覆盖，西
部陆海新通道合作共建机制日益以开放的
姿态欢迎更多合作伙伴加入。

重庆牵头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区域
综合运营平台——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
司，由“13+2”省区市合作共建，并陆续成
立相关区域子公司，按照“统一品牌、统一
规则、统一运作”原则推进通道建设。

“以‘一盘棋’思路创新合作共建机制，
牵住了跨区域合作的‘牛鼻子’。帮助通道
沿线省区市避免无序竞争，协作更加顺畅，
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奠定坚实基
础。”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主任杨琳说。

以合作机制为依托，通道沿线省区市

建立起长效联席会议机制，常态化开行中
老泰、中越、中缅等“统一品牌”的西部陆海
新通道线路，稳定运行跨境公路运输线路，
在海关、税务、司法、金融等各个领域建立
相应合作机制，推动沿线地区通关便利化、
物流降本增效、营商环境优化。

七走廊通联，陆海空齐备。4 月 16
日，位于重庆沙坪坝的重庆国际铁路港综
合保税区正式竣工，将无缝对接重庆铁路
口岸、团结村中心站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重
庆无水港。至此，新通道沿线再添一个综
合保税区。

重庆积极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基础
设施建设，为新通道提供坚实可靠的支撑
力量。

一条条交通走廊加快建设——重庆—
北部湾走廊、重庆—滇中走廊、重庆—成都
—拉萨走廊、重庆—兰西—天山北坡走廊、
重庆—宁夏沿黄交通走廊、重庆沿长江交通
走廊、空中走廊……重庆加快建设西部陆海
新通道“七大交通走廊”，加速推动渝昆高
铁、渝湘高铁、渝西高铁、成渝中线等关键线
路建设，持续突破通道干线运能瓶颈。

近一年来，重庆与四川联合推动嘉陵
江利泽航运枢纽通航，以长江、嘉陵江、乌
江“一干两支”国家高等级航道为骨架的航
道体系基本建成。同时，重庆推动西部陆
海新通道“氢走廊”建设，布局加氢站并推
广氢燃料电池货车，进一步推动形成高效
便捷绿色物流体系。

一个个开放口岸加速涌现——万州新
田港区、涪陵龙头港区、江津珞璜港区获批
开放，重庆港水运口岸功能迭代升级；重庆
推动智慧口岸能级提升，加快建设万州机
场航空口岸查验设施、大足区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试点海关监管场所……通关更便
利，口岸功能与通道提质实现互促发展。

广拓物流网络拉紧中亚、东南亚。4
月30日，一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泰跨境
铁路班列满载汽车零部件等货物，从重庆
团结村中心站启程，将经中老铁路途经老
挝，最终抵达泰国马达普。该班列线路是
重庆牵头拓展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新线路之
一，2024年 6月首发以来已实现每周一列
稳定开行。

为持续织密新通道物流网络，重庆主
动对接中老泰三国铁路部门和海关，打通
老挝、泰国两国间在关务、监管、数据等领
域的机制壁垒，优化口岸通关流程，推动班
列全程综合关务成本降低约 15%，将站到
站全程运行时间控制在5天内。

近一年来，重庆牵头对接国家相关部
委及通道沿线相关国家和地区，推动新通
道累计开行十余条新线路，平均每月至少
增加一条新线路。

与此同时，重庆持续增加物流分拨和
集散中心，让物流网络发挥更大效能：在东
南亚、中亚重点市场新增泰国等 5个分拨
仓以及阿富汗分拨点，在国内新增新疆哈
密等 4个无水港，在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
区设立东盟木薯粉西南集散中心等，进一
步优化物流网络调度能力、降低物流成本。

共享赋能，数字跑在物流前。在西部
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运营调度中心，大
屏幕上的一串串数字不停跳动。管理者可
实时查询沿线各地铁路、港口等信息，对沿
线省区市的货源、车板、船期等进行调配，
物流客户可实时查看货物运输情况。

2024年以来，重庆针对物流全程组织
协同不畅、物流通关协同监管难、通道集约
化服务水平不优等难题，谋划建设“数字陆
海新通道”。2024 年底，重庆牵头推动沿
线“13+2”省区市签署区块链赋能数字陆
海新通道合作框架协议，强化跨层级、跨区
域、跨行业的数据归集共享，建立跨区域跨
部门信息互通、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协同
监管体系。

重庆团结村中心站内，一批电子配件
从这里启运，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抵
达泰国林查班，清关后完成终端派送。企

业全程只需输入一次数据，就能完成中国、
泰国两端报关单证的生成和申报。“这得益
于新通道数智化建设形成的智能制单能
力。”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数字陆海新通道”已归集各方
通关物流数据超3.4亿条，累计共享调用超
7700万次，有效赋能通道高水平业务联动
和监管协同，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整
体智治。

综合枢纽撬动腹地开放

4月 14日，搭载 28吨柠檬鲜果的西部
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从重庆潼南启
程驶向越南河内。这是潼南柠檬首次通过
跨境公路班车，实现冷链鲜果对越南直供。

“运输时间从 6天缩短到 2天，还可以
节约31%的运输费用。”重庆磊书果品有限
公司负责人胡再洋说，曾经潼南柠檬因深
居内陆而“藏在深闺人未识”，如今借新通
道成为国际市场上的“香饽饽”。

作为内陆开放的综合枢纽，重庆依托
西部陆海新通道，持续带动内陆和西部地
区融入国际市场，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中西部品牌组团出海，特色产品通达
全球。2024年12月，在新加坡举行的2024
狮城国际食品饮料展览会暨 2024 亚太国
际食品展上，重庆携“陆海优品”品牌亮相，
向全球展示沿线省区市特色产品。

以前，不少西部地区特色产品曾因物
流难题而“出海”困难。重庆依托西部陆海
新通道打造“陆海优品”品牌，建设陆海优
品公共服务平台，将云南鲜花、青海土豆、
陕西苹果、海南水产、宁夏枸杞、甘肃洋葱
等特色产品纳入“出海团”，挖掘沿线省区
市开放潜能。

陆海优品公共服务平台以“商圈+保
税+消费”为切入口，在重庆解放碑商圈设
立陆海新通道国际消费中心，入驻商家享
受保税展销、离境退税等政策，引入 20余
个国家的上万个单品。目前，陆海优品公
共服务平台累计入驻合作商家达 300 余
家，商品种类 2000余款，产品覆盖国内 25
个省区市及国外15个国家和地区，推动西
部特色产品累计出口值超5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共建‘陆海优品’
线下区域展示展销平台，组织开展境内外
展会、专题活动，支持与‘黔货出山’‘宁品
出塞’‘青货出海’‘甘味’等区域品牌联合营
销，加速西部特色产品打开新市场。”陆海新
通道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义真说。

优势产业链全体系出海，深化合作共
同发展。4月 19日，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传来好消息：其位于泰国的工厂，成
功实现长安首个自主研发的电控平台——

“长安智御芯 2.0”海外量产。这标志着长
安汽车建立起覆盖研发-生产-品控全流
程的跨国协同机制。2025年一季度，长安
汽车海外销量同比增长10.1%。

公司董事长朱华荣说，借助西部陆海
新通道，“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正成为企业

“出海”重点市场。“从最初的整车出口到如
今的产业链、供应链出海，我们将逐步实现
研、产、供、销、服一体化的全体系出海，将
优质产品和服务带给海外消费者。”

重庆实施“渝车出海”行动计划，鼓励
长安、赛力斯等龙头车企沿西部陆海新通
道“走出去”。伴随车企出海步伐，汽车制
造产业链上的各地供应商也行动起来：车
灯供应商、注塑件供应商、高低压线束供应
商等纷纷探索在海外布局生产基地。

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牵头绘制
新通道全线优势产业链图谱，推动产业链
供应链协同发展，促进通道经贸产业融合，
更好发挥协同发展效益——依托西部陆海
新通道，重庆、四川、贵州等沿线省区市实
现铁路运输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零的突
破”，助力国产动力锂电池和新能源产业更
好“走出去”；重庆企业联动沿线省区市企
业，在老挝万象打造消防产业园；重庆推动

中老泰“三国三园”国际产能合作项目，与
泰中罗勇工业园、老挝万象物流园、老挝磨
丁经济特区等境外园区达成战略合作，引
导制造业企业沿西部陆海新通道在泰国、
老挝投资布局。

建跨区域“运贸产”平台，引全球要素
资源汇聚西部。5月6日，中盐青海昆仑碱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纯碱，搭乘西部陆海新
通道班列抵达信义集团（玻璃）有限公司位
于重庆永川和广西北海的工厂。不久后，
重庆生产的玻璃将经新通道运至沿线西部
地区，助力光伏、建筑等产业发展；广西生
产的玻璃将经新通道出口，推动发展汽车
制造产业。

作为一家港资企业，信义玻璃（广西）
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矿说：“依托西部陆海新
通道，企业重要原材料纯碱可以从青海便
捷运抵广西，企业产品也能快捷地发往全
球，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西部陆海新通道不仅带动西部省区
市协同发展，更为西部地区汇聚全球要素
资源。

重庆积极落实西部陆海新通道“一省一
策”服务机制，推动跨区域“运贸产”平台建
设，牵头筹办中国西部投资贸易洽谈会、中
新金融峰会等国际展会和国际交流合作平
台，组织开展驻华使节陆海新通道行等品牌
活动，推动一批海外优质项目落地西部。

受益于中国西部投资贸易洽谈会，风
光发电与新型充电桩便携式储能电池项
目、新型合金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中科
纳米新材料西南智造基地项目等新质生产
力项目，在西部地区顺利签约。

重庆积极吸引陆海新通道国际工商会
联盟在渝设立联盟秘书处项目办公室，该
联盟由中国国际商会联合通道沿线 18个
国家共同成立，助力涉外企业更好在西部
地区发展。

此外，重庆牵头成立陆海新通道金融
服务联合体，汇聚政策性银行、外资商业银
行等约60家金融机构，形成覆盖国内3000
余家网点、境外 1000 余家网点的服务网
络，持续优化沿线省市企业跨境金融服务。

奏响陆海联动时代交响

走进重庆果园港，货轮穿梭、铁轨交
错、车流如潮的场景映入眼帘，共建“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联
动发展具体可感。

颜色各异的集装箱鳞次栉比，一艘艘
货轮驶出码头，前往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列
列中欧班列驶出站台，前往中亚、欧洲；日
益密集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从此出发，
驶向东南亚、南亚国家……多式多向的运
输方式，在果园港实现“自由组合”。

从促进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到壮大
“枢纽经济”，重庆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联动发展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型”枢纽推动多条大通道“无缝衔
接”。重庆是全国唯一拥有港口型、陆港
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五
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城市。

越来越多像果园港一样的高能级联运
枢纽节点正在拔节生长——万州港多式联
运组织模式不断丰富，开通万州至浙江宁
波江海直达航线；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多
式联运集结班列，运行重庆首趟中老铁路
保税粮食专列；江津珞璜港于2024年正式
获批开放口岸，实现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中
欧班列有效衔接。

为进一步发挥综合枢纽作用，重庆着
眼制度规则“软联通”，大力推进首创性、差
别性改革：开出全球首份“铁路提单国际信
用证”，在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广铁海联运

“一单制”，落地全国首笔陆海新通道多式
联运“一单制”数字提单动产质押融资业
务；依托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中国（重庆）自
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开展跨境贸易

高水平开放试点，至2024年底已累计实现
跨境融资近230亿美元。

打造全球货物集散分拨“中转站”。5
月 2日，一列满载汽车、电子产品的“东盟
快班”从越南河内发车，抵达重庆重新编组
后发往欧洲，比以往亚欧跨境运输时间缩
短5至10天。

2024年10月以来，重庆依托西部陆海
新通道和中欧班列开行的“东盟快班”，为
东南亚与欧洲间的货物运输开辟出更加便
捷的新路径。

在重庆美联国际仓储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总裁何道国看来，重庆最大的优势是

“宜铁则铁、宜水则水、宜公则公”。“货物出
口东南亚、南亚可选择西部陆海新通道；出
口欧洲可选择中欧班列。货要得急，就走
铁路或公路，时效要求不高就走水路，灵活
便捷。”何道国说，全球货物在此集散更具
性价比。

从欧洲到中南半岛，再到全球各地，重
庆充分发挥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优
势，打造全球货物集散分拨“中转站”，促进
货畅其流。

聚焦货物集散能力提升，重庆加快建
设汽车散件组装（KD 件）、铬矿、煤炭、粮
食等货物集散中心。目前，长安KD件项
目已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保区，2024年
5月以来累计实现出口额约3亿元。

聚焦货物转关便利化，重庆加强西部
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舱位联动，打造一
批精品线路，打通“义乌—重庆—北美”跨
境电商“空空转关”通道，与上海联合推行

“离港确认”模式，让口岸国际物流的“串联
作业”优化为“并联作业”，压缩单批货物中
转等待时间。

搭乘中欧班列而来的木材、奶粉等抵
达重庆，再沿长江分拨至全国各地；来自巴
西、澳大利亚等国的铁矿石，以江海联运方
式抵达重庆，冶炼成的钢材制造成整车，再
搭乘中欧班列前往欧洲，或沿着西部陆海
新通道前往东南亚、南亚……重庆海关数
据显示，2025 年一季度，重庆经西部陆海
新通道与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联运货
物3.11万标箱，同比增长15%。

壮大“枢纽经济”，积极打造产业高
地。总部在浙江的重庆万凯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忙碌运转，一个个食
品级PET瓶级切片被装袋。2023年，公司
三期项目在重庆涪陵顺利投产后，形成
180 万吨产能规模，在西南地区构建起完
整产业链体系。

为何选择重庆？“因为看好重庆的枢纽
优势。”该公司物流经理林政说，大宗原材
料经长江运至重庆工厂，产品又能经中欧
班列向西拓展中亚、欧洲市场。经西部陆
海新通道向南拓展东南亚、南亚市场，还能
依托长江兼顾国内市场。

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西部陆海新通道联动发展过程中，重庆壮
大“枢纽经济”，积极打造电子信息、汽车、
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等产业高地。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四通八达的国
际物流大通道吸引了数百家全球电子信息
上下游企业陆续落户，助推重庆崛起为全
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之一。

目前，重庆正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向芯、
屏、端、核、网全产业体系全面发力，其“制
胜秘诀”是枢纽优势。比如，在液晶显示领
域，两江新区通过引进京东方等国内龙头
企业，带动数十家国际知名配套企业落户，
迅速形成完整产业链条。

近一年来，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
班列、长江黄金水道交汇处，重庆枢纽港产
业园破土起势。产业园总体规划呈现“一
区两廊”空间结构：“一区”为先行区，涵盖
江津、九龙坡等部分区域；“两廊”贯穿南北
向科学大道走廊、东西向沿江产业走廊。

在江津片区，2025 年一季度，西部陆
海新通道江津班列累计开行 401列，货运
量突破 2万标箱，同比增长 21%，智能装备
及智能制造、消费品、新能源及新型储能等
产业集群迅速崛起；在九龙坡片区，黄磏港
已正式投入运营，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
加快成型。

从2024年4月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开工
至 2025年 4月，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已累计
签约开工项目218个、总投资1813亿元，产
业园先行区新注册企业140多家。

面向未来，重庆将更加充分发挥物流
和运营组织中心作用，持续完善高水平共
商共建共享格局，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好、运营好，释放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
平开放的强劲动能，不断开创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新局面。

认真检查认真检查 整装待发整装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