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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海陸大通道
南貨北上達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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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全球的物流通道建設中，智能化、數字
化的海關監管是影響物流通關時效的重要一
環。在東北海陸大通道建設的重要節點——遼
寧錦州港，一套應用了物聯網、「北斗」定

位、5G通信等科技手段，並融合了海關物流平台、港口管理
系統、海關「智能卡口」平台和海關視頻監控系統等多個信
息化平台的全新港區監管體系正高效運轉。

據瀋陽海關提供的數據，在這套體系的智能化管理下，2023年
前三個月，錦州海關監管進出口貨運量同比增加22.3%，其中進
口貨運量增加20.5%，出口貨運量增加42.5%。

每天通行外貿車輛達3000輛
錦州港碼頭內，一輛貨車經過無感稱重、識別，自動抬桿放

行，一路順暢。貨車司機李師傅對如此科技感十足的通過方式
表示歡迎，「之前進出港通道上排的長隊不見了，智能卡口模
式應用後，車輛放行只需25秒，排隊時間明顯縮短，要是做
短途運輸的活兒，一天還能多跑一單。」在效率大幅提高的背
後，是瀋陽海關創新卡口應用模式的突破。據瀋陽海關科技處
副處長袁子期介紹，瀋陽海關通過增設關鍵點位卡口設備、整
合所有卡口採集的信息，為海關監管提供了錦州港外貿物流的
全景邏輯鏈條，解決了分散混合堆場的貨物監管難題。同時，
使用電子車牌識別系統取代刷卡，實現快速放行。至今，錦州
港每天通行外貿車輛可達3,000輛。

「北斗」定位5G通信提效率
在應用了「北斗」定位、5G通信等技術的在途監管系統

內，海關工作人員通過一塊加載着錦州港全景地圖的大屏
幕就能實時監管過卡貨車。瀋陽海關科技處信息化管理科
科長李智介紹，在途監管系統能夠動態顯示進出境船舶及
其載貨情況、車輛運輸狀態及配載情況、外貿堆場作業情
況等數據。同時，信息平台有效暢通了「海關—港口—企
業」三方信息聯動，使口岸通關效率大幅提高。錦州海關
應用在途監管系統，疊加實施「抵港直裝」作業，可減少
貨物二次倒運帶來的損耗，貨物港口作業時間由72小時縮
短至36小時，降低企業成本30%，大大提升了港口作業效
率。

◆在中國最北海港錦州港，海關工作人員通過融合了物聯
網、大數據、「北斗」定位、5G通信等科技手段的全新
港區監管體系工作。 香港文匯報瀋陽傳真

◀瀋陽中歐班
列平台負責
人王東通過
數字化監管
平台介紹瀋
陽中歐班列實
時運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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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櫃來自中國廣東的家電產品如何跨越數千里北上到達歐洲消費者的手中？在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京津冀等區域

貨物北上俄羅斯等歐洲國家的關鍵節點——位於遼寧瀋陽蒲河物流基地的中歐班列（瀋陽）集結中心，答案就藏在一櫃櫃

從這裏始發跨境的「中國製造」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東北是中國北方

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和連

接歐亞大陸的重要樞紐，擁有

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傳統

的老工業基地及沿海沿邊的區位優勢。

隨着東北振興國家戰略的確立和中國向北開放的重

要窗口定位，東北對外開放的步伐越走越快。

中國海關統計顯示，2023年前10個月，東北三省進出口1.02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9%。對俄、日、韓農業、產業、能源

等傳統合作轉型不斷升級，貿易夥伴遍布亞、歐、非、北美、

拉美、大洋洲，全方位深度融入共建「一帶一路」的

新東北，正在如火如荼發展成為向北開放的

新高地。

編 者 按

◆位於遼寧瀋陽蒲河物
流基地的中歐班列（瀋陽）

集結中心。目前，這裏已在全國率
先將鐵路線圍入海關監管區，全力
滿足中歐班列持續增長的運輸需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攝

��7� �%

��7� �%

向北開放 上篇

東北地區是中國北方重要的開放門戶，東接日韓
亞太、西聯中亞歐洲、南通東盟南亞、北達蒙俄大

陸，沿邊向海通陸輻射優勢明顯，是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和「一帶
一路」的重要節點，也是中國對接東北亞、聯通歐亞大陸橋的重
要樞紐。

東北海陸大通道以大連港、營口港、錦州港等沿海樞紐港口
為海向支點，以瀋陽、長春、哈爾濱等經濟中心城市為內陸口
岸樞紐和貨物集結中樞，縱貫中國東北地區。

東北海陸大通道以幹線鐵路為核心載體，連接沿海樞紐港口
和陸路邊境口岸，通過公路、鐵路、海運、航空等多種物流組
織方式的高效聯動，構建聯通全球的互聯互通網絡。

小資料
東北海陸大通道

◆圖為滿載着日用品和電子配件
等的瀋陽-芝加哥跨境電商航空
運輸在上貨。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攝

◆2023年3月，由新建成投運的中
歐班列（瀋陽）集結中心駛出的首發
列車滿載 100 餘種貨物向歐洲進
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攝

◆遼寧承智商貿有限公司運
營總監孟祥宇（中）在2023
年 4月參加俄羅斯莫斯科舉
行的國際物流展。

香港文匯報瀋陽傳真

「板材貿易是我們一直想做卻一直沒做成的領域，因為
成本、資源等因素影響，一直就沒開展起來。直到去
年，隨着瀋陽中歐班列平台建設的完善，我們終於開拓
了進口俄羅斯板材的業務領域，這是一塊長遠可期的新
業務。」遼寧承智商貿有限公司運營總監孟祥宇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作為本地進出口貿易商，公司的發展壯
大正受益於此間海陸大通道的功能建設，特別是瀋陽作
為南方貨物經海鐵聯運北上的第一站，「這種橋頭堡的
作用越來越明顯，我們的發展空間不斷壯大。」

通道建設帶來全流程變革
自2018年首次搭載中歐班列出口海外，孟祥宇所在

的貿易公司每月的貨物量已從最初的每月50車增至如
今的150車，貨物量倍增的背後是通道建設帶來的全
流程的變革。孟祥宇對這種變化十分歡迎，「過去根本沒有集貨的
概念，在中歐班列開行以前，我們的貨物都是零散發運，在哪採購
就在哪發貨，物流成本非常高，像一些單價比較低的貨品，運費佔
比甚至達到貨價的一半。」作為他所在貿易公司的主要貨物類型，
牙膏等日用品就屬於這類商品——價格便宜、附加值低，「運費往

往是最主要的成本開支。」
但孟祥宇認為通道建設的功能並不僅僅在於眼前的

短期效益。「節約成本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是搶佔
貿易的先機。」他給香港文匯報記者算了一筆時間
賬，「過去零散發貨時代，我們發往俄羅斯的貨物在
開始運輸之前就需要長達20多天的前期準備，跑各種
手續、找代辦公司等，但現在經過中歐班列平台僅僅
在7天之內就可以辦妥，搶到的時間就是最重要的銷
售時機。」他以俄羅斯商家在當地採購的羽絨服為
例，「如果說11月是銷售的最好時機，但如果12月貨
物才到，很可能就失去了商機。」

汽車及零部件出口是新商機
目前，對俄羅斯進出口貿易仍是經瀋陽中歐班列北

上貨物的主要部分。「除了日用品，汽車、服裝都是我們這幾年的
主要貨物類型。」特別是2023年4月份在俄羅斯參加的莫斯科國際
物流展，讓孟祥宇敏銳捕捉到未來汽車及其零部件出口的新商機，
「我們期待通過東北海陸大通道的不斷暢通和完善，促成更多貿易
往來。」

橋頭堡作用越來越明顯 商貿空間不斷壯大

「從國內到國外，我們為中外企業提供了門到門的便利服務，為
我們中國產品安全高效的出口保駕護航。」瀋陽中歐班列平

台負責人王東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鐵路幹線是東北海陸大通道建
設中的核心載體，依託這一通道縱貫東北、聯通全球的功能優勢，
經港口中轉再到瀋陽始發的中歐班列成為南貨北上、西進歐洲的最
優選擇。「瀋陽中歐班列作為東北地區開行規模最大的中歐班列，
在國際運輸通道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單櫃成本比內陸鐵運降低上千元
「來自廣東等粵港澳大灣區的貨品經北方口岸北上歐洲的第一站就是
瀋陽。」參與了瀋陽中歐班列從無到有，再到如今發展壯大的全過程，
王東對於瀋陽中歐班列的功能優勢熟稔於心。「海鐵聯運，對於距離較
遠的南方貨物的北上運輸，是兼顧成本效益與時效的最佳方案。」從客
戶的店門、廠門到歐洲客戶的「家門」，王東常常要根據客戶不同貨品
的個性化需求出具定制化的服務方案，「遼寧是東北唯一具有海鐵聯運
優勢的省份，通過大連港、營口港轉運到瀋陽集結中心，再搭乘瀋陽中
歐班列出境到俄羅斯等歐洲國家。」王東介紹，海鐵聯運在比海運運輸
大幅縮短時效的同時，還能比內陸鐵運降低上千元的單櫃運輸成本，
「現在東南沿海地區的貨物已經形成了在瀋陽集散的局面。」

運輸時間為海運1/4 價格為空運1/5
歷時12天到16天，自瀋陽始發的中歐班列就會陸續抵達俄羅斯莫斯
科、聖彼得堡以及德國漢堡等主要節點城市。「我們與大連、營口、威
海、青島、虎門等沿海城市開展公海鐵多式聯運貨物集散合作，整體運
輸時間為海運的1/4，價格為空運的1/5，平均降低企業綜合物流成本
15%左右。」王東介紹，最近，一批廣東生產的牙膏產品就通過直航船
到達遼寧的營口港，再通過公路運輸到達瀋陽集結中心，奔赴歐洲。在
節省成本的同時，一批先行先試的創新舉措也在這裏誕生——全國首創
的將海關監管規則嵌入班列場站作業流程，能夠顯著提高關口作業效
率、降低物流成本；全國首創的鐵路與海關共享一台貨櫃安檢設備，則
能實現安檢數據的共享。
目前經瀋陽平台的貨運品類主要為遼寧本地的汽車零部件、機械零
件等，以及來自粵港澳地區的冰櫃、電視等家用電器和牙膏等日用
品，以及其他南方省份的汽車零部件等。「近年來，面向京津冀、長
三角、珠三角、粵港澳等地區，瀋陽中歐班列平台廣泛開展貨物集散
合作，2023年我們已經實現了『三通道六口岸』的全覆蓋，成為國內
實現全口岸通行用時最短城市。」
王東說。「三通道六口岸」具體指從瀋陽出發，分別抵達新疆阿

拉山口口岸、霍爾果斯口岸的西通道，抵達內蒙古滿洲里口岸、黑
龍江綏芬河口岸、同江口岸的東通道，以及抵達內蒙古二連浩特的

中通道。

東南亞貨物至歐洲節約15至20天
中歐班列瀋陽運營部工作人員張立冬至今珍藏着一份韓國客戶發

來的感謝郵件。「2022年1月，經過積極溝通，我們為這單韓國客
戶的商品解決了貨櫃超重、面臨甩車的難題，對方的總經理特意發
來了這份感謝郵件。」自2019年進入瀋陽中歐班列平台工作，張立
冬就參與到服務國內外進出口企業的一線工作中，「國際中轉業務
是一個比較新的物流通道，我們的服務對象也從日、韓、俄等國家
的進出口企業拓展到東南亞地區。」
就在2023年11月，裝載着12國際標準櫃泰國產輪胎的貨車順利

抵達瀋陽，準備發往莫斯科。「這是瀋陽班列平台開通以來首列以
海鐵聯運方式完成的『泰國—瀋陽—莫斯科』國際中轉貨物的運
輸。」張立冬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該批貨物自泰國以海運方式從
該國港口起運，到達遼寧大連港，隨後在瀋陽綜合保稅區完成中
轉，最終搭乘瀋陽班列前往莫斯科，「這條線路的開通比傳統海運
方式節約物流時間15天至20天，成功拓展了東南亞國家與歐洲大陸
之間的溝通新渠道。」

遼寧省已初步形成海陸通道體系
目前，擁有東北海陸大通道上的多個重要海上、陸上節點，遼寧

省已初步形成了自沿海口岸南下、經中歐班列北上西行的海陸通道
體系。至2023年2月，中歐班列已累計開行2,149列，居東北第一，
全國排名第七位，在漢堡、杜伊斯堡、莫斯科等國家地區設立10個
境外終到站，貨物輻射全球20餘個國家、50餘個境外城市。2018年
至 2022年，班列年開行數量由168列增長至627列，重櫃率保持
100%，居全國第一位，櫃均貨值7.5萬美元。貨櫃海運航線達到185
條，聯通160多個國家和地區300多個港口，實現了日韓和東南亞國
家核心港口全覆蓋。

泰國輪胎經海運到沈陽再搭專列前往莫斯科 粵港澳日用品全口岸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