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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建立

“这个小年
要在场站度过了”

2月7日下午5点，山东安
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曾滨在济南（国储）铁路
国际场站内紧张忙碌着，看着
一个个集装箱被吊装至火车
上，不敢松气。

这一趟班列于2月8日下
午开出，是济南中欧班列开出
的第15列，而根据计划，春节
前还要开出第16列。

“看来小年要在场站度过
了。”作为一名货运代理商，
曾滨的任务就是给济南的中
欧班列“揽货”，并保证货物
安全运到目的地。“俄罗斯、
中亚、蒙古、欧洲，‘一带一
路’沿线铁路运输。”这是曾
滨随身携带的名片上的字，不
是印刷上去的，是他亲自在名
片上手写的。

对于济南中欧班列的开
通，其运营主体山东高速国储
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耿磊表
示，班列改变了山东的国际货
运格局，也给“一带一路”沿
线的国家带来便利，弥补了济
南市铁路国际场站和中欧班
列空白，为企业“走出去”提
供物流基础保障。

记者了解到，小年这一天
出发的中欧班列上，装载着输
送带设备、衣服鞋帽、激光雕
刻机等货物，品类达到二十多
种。

7日上午11点左右，在济
南（国储）铁路国际场站的海
关检验区内，济南海关人员进
行着最后的检查，并将检验好
的集装箱上锁，加盖“关封”。
由于一台重型机械的铭牌有
些模糊，查验人员要求重新核
对，曾滨又和客户进行沟通，
前前后后打了五六个电话，要
求生产厂家发过来一张没有
瑕疵的铭牌照片。

“海关检查非常严格，我
们也会相应提高对生产厂家
的要求，毕竟现在货物在济南
直接走海关程序了。”曾滨说。

不用再绕海路
货物直达莫斯科

济南没有开通中欧班列
以前，货物是怎么运到莫斯科
的呢？耿磊介绍说，以前货运
的主渠道是“海铁联运”，比
如济南有批货需要运到莫斯
科，一般先将货物运到青岛的
港口，然后通过海运到俄罗斯
的东方港，而后再通过俄罗斯
的铁路直达莫斯科，或者海运
到圣彼得堡，然后再通过铁路
进入莫斯科。

“整个过程时间比较长，
效率也低，远不如专门的班
列。”曾滨也说，“中欧班列在
济南开通以后，济南及周边的
货物可以直接通过铁路进入
莫斯科了。”

目前，在济南中欧班列平
台上，至少有六家货运代理公
司，他们为中欧班列带来了持
续不断的货源。多家货代公司
负责人表示，济南开通中欧班
列，这才是“物流中心该有的
样子”。

其实，相比省内其他城
市，济南开通中欧班列算是晚
的了。据统计，2015年，山东
开 行 首 趟 中 欧 班 列 ，截 至
2017年，已有青岛、潍坊、滨
州等九市开行中欧班列线路
11条。

2017年8月4日，济南版
中欧班列(济南-莫斯科)首班
开行。该班列经满洲里出境至
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全程约
7500公里，运行时间15天，比
海运节省3 0天左右，大幅提
高了运输时效。

济南的这条中欧班列和
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呢？“虽然
济南起步晚，但开通后马上形
成一种常态化的运作，每月都

会有班列发出，这在山东是第
一个。去年8月至11月，每月
两列，达到了预期 8 列的目
标，经过四个月的磨合之后，
1 2月发了四列，完成了先期
的市场培育，班列很快得到了
客户的认可。”耿磊说，常态
化发车，也是济南版中欧班列
发挥“后发优势”的第一步。

自2016年中欧班列统一
品牌以来，中欧班列开行质量

不断提升，货值显著增加，回
程班列快速增长，有力地带动
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
展。不过，据业内人士介绍，
山东省内有些市虽然较早开
通的中欧班列，但发车时间不
固定，或者流于形式化，严重
影响了山东在中欧班列运营
上的形象。

未来会加密班次
延伸至更多欧洲城市

济南市政府对中欧班列
的开通，颇为看重。2018年济
南市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提
出：“突出内陆港建设，做大
做强区域性物流中心”，“加
密延长中欧班列”。

记者了解到，济南之所
以较其他市开通晚，主要是
由于济南的产业结构在支撑
班列运营方面存在局限，但
济南作为省会城市和区域物
流中心，在开通中欧班列上
也有先天优势，济南是省内
中欧通道的必经之地，可以
充分发挥物流的集聚和集散
作用。

据耿磊介绍，目前济南中

欧班列中，济南地区的货物约
占30%，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特别是一些高附加值的
工业产品，运营公司也在与省
内重点企业进行对接。

在场站内，耿磊在火车旁
边告诉记者，“我们就是一个
平台，做的是服务代理，通过
中欧班列让济南快速融入‘一
带一路’。未来将会加密班
次 ，延 伸 至 欧 洲 更 多 的 城
市。”

社会各界对中欧班列的
运行也比较关注。省政协委
员、民进省委副主委吕涛曾在
今年省两会上发言认为，我省
中欧班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
存在各自为政、无序竞争、线
路单一、缺少强有力的政策支
持等问题，比如多数开通城市
的开行频次较低，还没有形成
规模效应；中欧班列的开行均
以各市为主导，自行制定补贴
政策，未能形成合力。

同时，吕涛也指出，国内
中欧班列运行较好的省份大
都进行了统筹规划，如河南举
全省之力支持郑州中欧班列
的运行，运营效果居全国前
列。

外贸企业物流成本
和现金压力“双降”

1月22日，国家发改委发
布数据称，2017年，中欧班列
共 开 行 3 6 7 3 列 ，同 比 增 长
116%，超过过去六年的总和，
整体运输费用较开行初期下
降约40%，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的态势；同时货源品类不断丰
富，由开行初期的手机、电脑
等IT产品逐步扩大到衣服鞋
帽、汽车及配件、粮食、葡萄
酒、咖啡豆、木材等品类，涵盖
了沿线人民生产生活的多个
方面。

“长远来看，我们将建成
济南多市联运中心，积极参与
济南内陆港的建设。”耿磊
说，很简单的道理，“如果相
近区域多趟班列集中在一个
站发车，那么，成本会下来、
效率会提高。”

国际班列的开行改变了
以往国际贸易过度依赖海运
这个单一的运输方式。在采访
中，业内人士直言，中欧班列
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和
载体，而“一带一路”也为国
际货运班列带来了千载难逢
的发展机遇。

对很多外贸企业来讲，选
择中欧班列意味着物流成本
和现金压力的“双降”。据统
计，中欧班列运输时间约为海
运的四分之一，价格约为航空
的五分之一，可以说，时间成
本降低的同时，也缓解了企业
的现金流压力，有效延展了企
业的发展空间。

“根据报关数据，截至2
月4日，济南中欧班列的贸易
额已经超过了2500万美元，
超出预期。”对于中欧班列的
未来发展，耿磊信心十足，

“下一步我们还要做贸易，对
客户进行金融支持，通过舱单
质押、实体贸易等，把产业链
做得更长。”

据介绍，继小年发出的第
1 5辆之后，济南中欧班列还
将在春节前再发一列。下一
步，发车密度还将进一步加
大，争取早日实现每周一班。
为此，虽然临近年底，耿磊和
他的同事们仍在加班加点，整
个采访期间，几乎每隔一会儿
他的电话就要响起一次，电话
里谈的，也都是班列的事儿。

开开往往莫莫斯斯科科的的
““齐齐鲁鲁快快车车””
“中欧班列”济南半年发出15列

全省已开行11条，改变陆上外贸物流格局

济南 满洲里 莫斯科

全程7500公里 运行时间15天 比海运节省30天左右

2017年8月4日开通 半年开出15列 贸易额超2500万美元

腊月二十三(2月8日）上午，从济南出发的第15列“中欧班列”正在加班加点地装载货物。当农历小
年的夜幕降临之前，这趟承载着济南“内陆港”建设希望的列车，将再次鸣响汽笛向莫斯科驶去。

自去年8月4日开通首列以来，短短半年时间，济南版中欧班列正悄然改变着济南的陆上外贸物流
格局，为济南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新活力，也为济南的物流中心建设添上一翼。

济南（国储）铁路国际场站内，工作人员正在为吊装集装箱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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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4日上午，中欧班列(济南-莫斯科)首班开行。（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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