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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中欧班列““长安号长安号””的运行现状及发展路径的运行现状及发展路径
■ 宁晓雅 西北师范大学

摘 要：中欧班列“长安号”历经 8 年的发展，在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陕西省

推动“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发展，促进外向型经济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通过分析“长安号”的运

行现状，从时效性、集结中心的建设、数字化程度说明长安号目前的运行特点，提出目前“长安号”面临普遍依

赖政府补贴、回程数量少、口岸拥堵等问题，从而为中欧班列“长安号”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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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

人不得顾，车不得旋”一文出自两汉班固的《西都

赋》，其描述了当时长安都城的壮丽繁华之景象。

古都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古丝

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其横贯东西，连接欧亚，是促进

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

时过境迁，两千多年后的今日，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加速推进，中欧班列已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

议的主要抓手，使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

易规模不断扩大，不断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2013年 11月 28日，中欧班列“长安号”首列正

式开行。历经八年，“长安号”不断蓄能，实现了从

零散开行到如今的常态化运营，其辐射范围也实现

了从“线”到“面”的转变。目前，在中欧班列的运输

网络中，已构成了以西安、成都、重庆、郑州、乌鲁木

齐为代表的五大枢纽地区，西安国际港站凭借着优

越的地理优势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国际物流枢

纽站。2020年，“长安号”以全年开行量高达3670列

位列全国第一，2020年国内主要城市中欧班列开行

图 1 2020年国内主要城市中欧班列开行数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量如图1所示。2021年，面对新冠疫情的频频反

弹，“长安号”实现逆势增长，全年开行量为3841列，

已突破3800列。

一、中欧班列“长安号”运行现状

（一）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数量

自中欧班列“长安号”的首列正式开行至今，

“长安号”由起初几十列到后来的几百列，2018年突

破1000列，2021年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突破3800

列，运送货物总量达284.8万吨以上，累计开行突破

11300列，国际货物干线增加至16条。

“长安号”覆盖率的不断扩大，对陕西省的对外

贸易也产生一定的带动作用。据西安海关数据统

计，2021年前三季度陕西省对中东欧进出口总值

75.6亿元，同比增长75.8%，高出同期全省进出口增

速50.4个百分点。其中，我省对波兰、捷克、匈牙利、

斯洛文尼亚的净出口额占同期全省对中东欧贸易额

的87.2%，随着“长安号”中东欧线路的常态化运营，

陕西对中东欧地区的贸易和产业布局加速贸易规模

进一步扩大，与中东欧地区经济合作紧密度进一步

增强。此外，2017—2020年，陕西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额累计达到1831.6亿元人民币，年均增

长24.8%，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长安号”常态化

开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牢靠的运输保障，

为陕西省不断融入“一带一路”带来了促进作用。

中欧班列“长安号”凭借其效率高、成本低、服

务优的优势，不断促进国家“一带一路”的建设并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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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陕西省的经济增长。2013-2021年“长安号”开行

列数如图2所示。中欧班列“长安号”已成为运输时

效最快、智能化程度最高、线路辐射最广、服务功能

最全、综合成本最低的“五最班列”。

图 2 2013-2021年“长安号”开行列数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二）中欧班列“长安号”的开行线路

“长安号”开行8年来，已常态化开行西安至中

亚、欧洲的16条国际货运干线，覆盖了“一带一路”

45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西安—德国汉堡、西安

—根特、西安—罗斯托克、西安—波兰华沙、西安—

中亚五国、西安—俄罗斯莫斯科、西安—匈牙利布

达佩斯、西安—芬兰科沃拉等线路。通往欧洲方向

的主要线路的班期、时效如表1所示。

“长安号”开行7年以来，已陆续开行公共班列、

德国快线、南北欧分拨班列等多条线路，为“一带一

路”沿线的民众带来发展机遇、生活福利和经济红

利。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重要支柱。

目前，由于新冠疫情的不断冲击，西安国际港务

区采取“人防+物防”相结合，通过专人专车全护送

等一系列防控举措，实行闭环式管理，保障了“长安

号”的开行密度由每周平均2到3列到平均每天发

12列的良好局面。中欧班列“长安号”货车绿色通

道的开辟进一步扩大了陕西省对外开放的程度，不

断推进各个国家之间、各个城市之间互联互通的进

程，完善了内陆国际贸易通道的网络框架，为营造

和谐稳定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中欧班列“长安号”的货源情况

中欧班列“长安号”的货源也日益丰富，已由最

初的机械设备拓宽至纺织制品、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日用百货、汽车整车及配件等9大类。运输货品

由最初单一的石油钻井设备增加到汽车、日化、生

活用品等5000多种。中欧班列“长安号”打破了过

去西部地区的发展不断依赖港口的历史，通过畅通

丝绸之路，将西部地区较高附加值的产品运往欧洲

各地，再将沿线各地的芯片、汽车等高新技术产品

运回国内，为西部内陆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

水，促进了内陆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

2020年，8万多吨防疫物资通过“长安号”运抵

欧洲，包括口罩、防护服、呼吸机、检测试剂等紧缺

的防疫物资，为国际防疫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中欧班列“长安号”共有五个通行口岸，分别是

阿拉山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满洲里口岸、二连浩特

口岸、绥芬河口岸，其中，在霍尔果斯口岸和阿拉山

口运送的货源量最大，“长安号”的运行不仅加速了

西安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像霍尔果斯、阿拉山口

表 1 “长安号”通往欧洲方向主要线路的班期、时效情况

方向

土耳其EB/WB

欧洲WB

欧洲EB

线路名称

西安国际港—霍尔果斯—伊斯坦布尔

西安国际港—斯瓦夫库夫

西安国际港—布拉格

西安国际港—曼海姆

西安国际港—加里宁格勒—穆克兰统一单运线路

西安国际港—米兰直达快线

西安国际港—多布拉—欧洲各站点

西安国际港—伊明汉姆

曼海姆—西安国际港

布拉格—西安国际港

米兰—西安国际港

伊明汉姆—西安国际港

班期

1列/周

1列/周

2列/周

2列/周

4列/周

1列/周

1列/周

1列/周

6列/周

5列/周

2列/周

1列/周

时效

14天

10天

15天

15天

10天

16天

14天

18天

18天

16天

18天

1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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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偏远城市成为新的物流中心。在出入境的货源

中，出境货物主要包含工业原材料、机械设备、工业

零配件等轻工产品，入境货物主要包括粮油、电子

设备、日用百货等轻工业制品。2021年“长安号”通

行口岸出入境货源情况如表2所示。

表 2 2021年长安号通行口岸出入境货源情况

口岸名称

阿拉山口岸

霍尔果斯口岸

满洲里口岸

二连浩特口岸

绥芬河口岸

出入境主要货源

汽车、木材、液晶显示器、笔记本电脑

日用百货、电子产品、车用配件、电子配件

木材、纺织、粮食、日用百货、电子产品

木材、食品、汽车

家用电器、汽车配件、粮食、糖果、酒类

二、中欧班列“长安号”运行的优势

（一）时效高、成本低

目前，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愿意选择“长安号”，

同时许多的海运、空运等其它运输方式的货物也渐渐

向“长安号”转移，说明“长安号”越来越受到出口企业的

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长安号”班列货运价格优惠、

运输时间短、时效高。货物从中国发往欧洲时，相比于

海运运输时间的一个半月，“长安号”只需要半个月左

右，物流速度加快，成本也不断降低，效率逐步提高。

（二）加快推进了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

截至2021年，西安已开行了15条西安港“+西欧”

集结线路，主要包括：襄西欧、徐西欧、冀西欧、厦西

欧、贵西欧等集结班列，联通了西安港与长三角、珠三

角、京津冀、晋陕豫黄河三角洲等主要的货源地。西

安已成为辐射全国、连通欧亚的货物集散中转枢纽。

中国29个省份的货物在西安国际港务区集散分拨。

中欧班列“长安号”运输省外出口货物超过75%，进口

货物超过65%由西安分拨至全国。

随着西安国际港务区功能不断完善，中欧班列

“长安号”将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本、人力、技术，从而不

断助力“长安号”的发展，提升陕西省的对外开放水

平，进一步推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

环格局的形成。

（三）提高了数字化程度

在班列运营方面，西安港已建成全国首个铁路自

动化无人码头，“长安号”单一窗口订舱平台和综合服

务平台等中欧班列信息平台均已上线运行，一站式在

线服务能力居全国前列。可依托北斗定位系统及全

球无线网络环境，实时掌握在途集装箱的位置、施封

状态、温度、湿度等信息，实现了货物的全流程24小

时监管。

在融资渠道方面，2021年 6月 25日，中欧班列

“长安号”数字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该平

台以“班列+数字金融”模式，为企业提供“铁路提单融

资”等系列金融服务，同时上线“长安号”“一站式数据

共享”等功能，构建金融服务链，有效解决企业融资

难、融资效率低、融资周期长等问题，助力中欧班列

“长安号”高质量发展。

三、中欧班列“长安号”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普遍依赖政府支持

目前，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各地中欧班列货运

为了竞相向欧洲和中亚等地区发送班列，各地方政府

在货运补贴比例方面也在相互攀比。西安为了进一

步促进当地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财

政补贴。长期、巨大的财政补贴为当地政府带来了巨

大的经济压力，使其难以承受。因此对中欧班列“长

安号”的长期稳定发展带来挑战。

（二）回程班列货运数量较少

中欧班列“长安号”货物集结能力的问题主要体

现在回程时，“长安号”去程和回程开行数量极不平

衡，回程数量大约是去程数量的50%。2020年，中亚

方向开行828列(去程659列、回程169列)；欧洲方向

开行2176列(去程1296列、回程880列)。由于回程

班列分拨地较为分散、集装箱收回速度慢、国内消费

者需求并未完全打开、冷链设备运输食品成本较高等

原因导致回程空箱、载不满的情况时常发生。因此，

提高回程班列的数量仍然是“长安号”需解决的问题

之一。

（三）口岸拥堵情况仍然存在

随着消费者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基础设施的发

展赶不上中欧班列的增速。“长安号”目前途经的部分

国家或地区的铁路、口岸、场站等基础设施不完善或

者承载能力不足，信息化程度低、货物分拨存在很多

的困难，从而导致货物仓储、铁路机车短缺，转运不顺

畅，形成堵塞。目前，主要拥堵节点之一是在波兰的

马拉舍维奇，在这个俄罗斯与欧盟的边界，中欧班列

省域外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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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完成再次换轨，中国与欧洲所用轨距，同白俄罗

斯、俄罗斯、蒙古与哈萨克斯坦不一样，每列班列根据

目的地的不同，都至少需要进行一次换轨。而马拉舍

维奇不够充分完善的基础设施，导致许多班列延误。

（四）去程和回程班列数量的不平衡

一方面，去程和回程班列开行数量的不平衡导致

境外铁路车辆因为回程开行量少导致周转不灵，最后

无法及时到达中国边境的欧洲方向去程班列换装转

运造成口岸拥堵。另一方面，去程和回程班列开行数

量的不平衡也将导致运费的增加，从而使“长安号”运

输成本提高。

按照目前从中国发往欧洲最主要通道的阿拉山

口、霍尔果斯口岸至欧盟边境布列斯特、马拉口岸之

间的宽轨段计费标准，去程与回程的比例每增加5%

（即去程数量每多于回程数量5%），每40英尺集装箱

去程运费将增加100-200美元。由于境外宽轨段运

费以及欧洲段运费受境外铁路车辆周转因素影响，都

是按照去程以及回程开行数量的比例进行阶梯计价

收费，因此“长安号”需要不断平衡回程与去程的班列

数量来取得最优化的境外铁路运费。

四、中欧班列“长安号”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一）政府的有效干预

中央财政部规定，对中欧班列货运列车的补贴不

得超过国内铁路成本的50%，且以2018年50%的水平

为基准，每年降低10%，直到2022年取消所有补贴。

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发展中欧班列的引导和约

束，使其健康、持久的发展中欧班列。据西安国际陆

港多式联运公司副总经理张枭表示：“补贴应该会在

2023年底取消，但一些开行班列的内陆省市仍然会

采取一些支持措施，比如从传统的直接对于运费或者

物流费用的补贴，转化为对产业的补贴，带动产业的

落地和升级。”中国铁路集团西安局集团公司也从西

安市政府的角度出发，采取增补、调剂等方式使班列

的效率进一步提高。逐步降低企业对政府补贴的依

赖程度，维持“长安号”的持久盈利。

（二）加大资源整合力度

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在不断加快构建内陆地

区效率高、成本低、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通道，已不断吸

引越来越多的城市与西安进行合作。同时，“长安号”

的发展和壮大也使得一些沿海企业的产能和虹吸效

应逐渐明显。通过鼓励中欧班列“长安号”与国内其

他重要节点城市相互联盟，整合西部货源，并加强与

沿线国家政府的合作，为“长安号”吸引更多的货源，

这将为陕西省对外开放、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增添一大

动力。

（三）提升通关效率，打造“数字班列”

“数字班列”是实现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手段。2020年，西安国际陆港集团推出了客户全程

“一次委托”、运单“一单到底”、结算“一次收取”的服

务模式，同时，通过线上订舱等的数字化运用创新不

断增强，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与此同时，在

数字化发展的基础之上，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

发展格局建设，去程班列为出口的中国制造产品，返

程班列为进口的欧洲产品，进一步实现中欧班列“长

安号”的高质量发展。

（四）“绿色班列”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铁路是通

向绿色物流链的有效工具，可以帮助减少碳足迹。

2021年11月15日，首趟“碳中和”中欧班列从斯洛伐

克的多瑙斯特雷达出发，开往西安。其目的是通过投

资绿色项目来弥补行驶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欧洲环

境署（EEA）公布的运输与环境研究指出，火车相比于

汽车或飞机运输，是最环保的运输方式。除此之外，

自2020年以来，已有满载隆基绿能光伏产品的“长安

号”从西安出发驶向欧洲。因此，中欧班列已成为输

送绿色能源产品的稳定通道，并支持世界范围内实现

碳中和。将绿色发展与“长安号”相结合将会对环境

保护及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五）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西安市委、市政府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提出

“要抓对外贸易提质增量和对外开放水平提升。我市

围绕深化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加

快构筑开放大通道、大平台，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水

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西安市通过实现“长安号”数字金融综合服务平

台上线运营、铁路进出境快速通关业务开通、“长安

号”始发站西安国际港站整体装卸能力较站改前提升

30%等一系列目标，持续构筑内陆地区效率高、成本

低、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通道。集群效应加上中欧班列

大通道的临港优势使得国际港务区“一带一路”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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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已聚集十余家智能显示加工贸易企业，并进一

步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西安港作为一个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的国际

内陆港，正在成为陕西省持续对外开放的重要支点，

2020年西安港进出口贸易额达95亿元人民币，较上

年增长7.7倍。因此，“长安号”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同时，通过提升对外贸易规模水平，推进加工贸易转

型升级，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六）打造品牌形象、提升品牌影响力

目前，“长安号”作为全国开行中欧班列城市中覆

盖最全、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品牌优势正加速显

现。传承历史，古城西安，通过将城市特色与“长安

号”相融合，并通过不同角度来丰富中欧班列的内涵，

打造“长安号”成为文化班列、沟通班列、友谊班列等

品牌形象，拓展“长安号”的发展空间并进一步提高班

列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长安号”品牌化发展。

五、结束语

现如今，中欧班列“长安号”已实现运输时效最快、

智能化程度最高、线路辐射最广、服务功能最全、综合

成本最低的“五最班列”。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切嘱托，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加快构筑对外开放的大通道、大平台，巩固西

部大开发战略成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

局。相信未来中欧班列“长安号”也将不负信任，实现从

高数量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拉动陕西省经济高质量

增长，不断推进国家“一带一路”高质量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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