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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部陆海新通道位于我国西部地区腹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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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快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服

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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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参与到公司的运营管理中，丰富企业的股权结构。我

国的“十四五”规划指出要持续推进流通体制改革，提

升水上运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促进形成绿色高效

的国际商贸流通体系。因此我国水上运输业上市公司完

善股权结构，提升财务绩效的同时，有利于推动我国港

口在大宗商品及长途货物运输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促

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国际物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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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相关背景

2019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西部陆海新通道

总体规划》（简称“规划”），建设自重庆经贵阳、南

宁至北部湾出海口，自重庆经怀化、柳州至北部湾出海

口，以及自成都经泸州（宜宾）、白色至北部湾出海口

三条主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深化陆海双向开放、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可加快通道和

物流设施建设，为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规划》发布以来，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相应具

体实施方案或成立专项工作组，积极配合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已成为 RCEP 框架下连接中国

与东盟地区的最快速、最便捷通道。近期重庆出台《2021

年重庆市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工作要点》，基础设

施方面要推进渝黔高速公路扩能、渝遂高速公路扩能、

大足至内江、巫溪至镇坪、綦江万盛至正安等高速公路

建设 ; 启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项目工程 ( 一期 )

建设等。广西正着力提升通道运输能力，加快建设贵阳

至南宁铁路、贵州平塘经天峨至南宁高速公路等一批干

线项目，力争明年开工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 平陆 ) 运河，

加快形成多向连通、衔接国际的集成大通道；推进钦州—

北海—防城港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下半年计划增

开南亚航线，加密东盟外贸航线，吸引通道沿线省市更

多货物经由北部湾港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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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平陆运河项目总投资约 680 亿元。运河全

长约 140 公里，能够为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及广袤

的西南、中南、西北地区开辟更便捷经济的出海通道。

项目建成后，西江航运干线中上游船舶可经西部陆海新

通道（平陆）运河从钦州港出海，较由广州出海缩短

560 公里。

2 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研究与建议

2.1 持续跟踪潜在项目机会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规划期为 2019-2025

年，展望到 2035 年。建议持续跟踪通道沿线铁路干线

新建及扩能改造工程、公路干线瓶颈路段扩能改造和待

贯通路段建设工程、北部湾港和洋浦港泊位及进港航道

疏浚整治工程、重庆成都昆明钦州等地运输场站及物流

园区多式联运工程、平陆运河等集疏运交通枢纽工程等

重点项目，同时关注连接口岸交通建设以及中国与东盟

国家境外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

培育通道经济方面，重庆等地推进与通道沿线省

( 区、市 )、东盟国家共建一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

业合作园区，引导生产要素向通道沿线更有竞争力的地

区聚集，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推动产业协作

补链成群。相关中央企业可依托自身产业资源等优势，

适时参与产业园投资、建设和运营。

2.2 积极参与西部多式联运中心建设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在于解决既有通道存在交

通运输瓶颈制约、物流成本偏高、竞争能力不强、缺乏

有效产业支撑、通关便利化有待提升等突出问题，必将

培育壮大西部通道枢纽城市多式联运方式。对比中铁工、

中铁建等建筑类央企，历史沿革上与各铁路局集团关系

更为紧密，较多参与多式联运中心铁路场站的建设，但

中交集团在多式联运中心的全产业链优势更为突出，例

如中交集团所属振华重工高效自动化码头解决方案可作

为集装箱多式联运中心的衍生解决方案，中交集团所属

中交资管的公路运营优势有基础迁移至多式联运运营领

域。目前各地多式联运中心均缺乏高性能的软硬件保障，

导致作业效率偏低和集疏港能力有限、运输成本缺乏竞

争力，规划设计思路封闭导致物流产业生态系统造血功

能差，这些都给企业利用自身资源进一步优化多式联运

中心建设提供了契机。

中交集团是铁路系统传统意义上的路外企业，一

方面可强化与地方政府、各铁路局集团的紧密合作；另

一方面要依托所属设计院，为新一代高效多式联运中心

进行概念性打样，整合高效集疏运公路配套、自动化快

速装卸站场、自动化集装箱堆场、政府高效三关设施、

智能化站场设备管理软件、站场物流管理软件等新一代

软硬件设施，作为高效多式联运中心站场的设计方向和

推介路演基础方案。

2.3 围绕西部多式联运中心进行系统战略布局

以成都国际铁路港为标杆参考，相关中央企业可

围绕多式联运中心进行系统化战略布局。一是集装箱多

式联运中心具有承载能力强、便捷和成本优势，有很强

的物流导入性，集装箱货源的主要生成地就在其附近的

物流园区。二是通过集装箱多式联运中心可在其周边布

局建设物流仓储园区，围绕物流园区可规划建设临港产

业集群，以原材料和产品的低成本高效物流模式可带动

相关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三是围绕产业集群可构建宜业

宜居产业新城，在多式联运物流枢纽的基础上完善道路、

交通、通讯等市政基础设施，优化商业、文教、医疗等

城市配套功能，提升植被、空气、水域等生态环境质量，

吸引人才集聚，从而构建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育

港的高品质产业新城。中交集团在独自承担现代多式联

运中心及其配套集疏港交通体系、园区、新城建设及运

营的系统性工程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规划、投资、设计、

装备制造、建设、运营等各个环节都能在集团内部找到

提供方。建议紧紧抓住西部陆海新通道多式联运中心建

设的重大机遇，统筹相关资源，围绕多式联运中心做好

综合性基础设施的顶层设计，进行系统战略布局。

2.4 探索开展多式联运轻资产运营业务

在多式联运运营方面，中交集团等中央企业有着

公路、铁路、码头等多种运输方式和运输终端的建设和

运维经验，可参考中集多式联运公司的运营模式，与优

质物流方案提供商成立合资公司，同时纳入港口集团、

铁路局集团、地方城投公司作为公司股东。为降低重资

产持有率，平衡各相关方利益，可不寻求绝对控股，但

要通过相对控股把握多式联运中心的运营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