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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罗斯运来帝王蟹和原油，成功首航北极航线

中俄贸易升温，山东加码布局东北亚
记者 蔡宇丹

俄罗斯最大经贸团来了

今年一季度，黑吉辽三省对
俄出口分别增长97 .4%、210 .4%、
92 . 6%，吉林一季度GDP增速达
8 . 2%，位列全国第一，黑龙江和
辽宁GDP增速则超过全国平均
线，是十年来第一次。

爆发的不仅是黑吉辽。
2022年，山东对俄进出口

2046 . 8亿元，占进出口总额比重
6 .1%，俄罗斯已成为山东第六大
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市场。

2022年底掀起的出国抢单潮
中，山东抢单团把日韩、中东圈成
重点。殊不知，风向已发生变化。

4个月后，山东就迎来了近
年来俄罗斯最大的经贸团。

2023年4月5日，由37家俄罗
斯企业组成的俄罗斯经贸团来
山东寻求合作和贸易，山东组织
了全省500余家企业与俄方一对
一洽谈。

俄罗斯经贸团的采购和合
作清单上，涵盖了工业设备、建
筑建材、食品农产品等领域，其
中汽车零部件是一大重点。

俄罗斯汽车供应链依赖进
口，有报告显示，俄罗斯仅有
35%-37%的汽车配件为本土化
生产，进口汽车零配件的市占率
高达63%-65%。

俄乌冲突升级后，包括博
世、采埃孚等在内的不少国际汽
车零部件巨头，宣布暂停向俄罗
斯市场交付。

2022年8月，在中俄企业交流
论坛上，俄方代表透露，为提高
零部件进口替代，为中国制造商
开辟新机会，俄罗斯政府对供应
商放宽了措施，特别将单批货物
证书的有效期延长12个月，必要
时允许用声明代替合格证书等。

这个经贸团考察的青岛、济
南、烟台三市，汽车汽配产业都
是强项。烟台市筛选了汽车、生
物医药、清洁能源、航空航天等9
条产业链300多家重点企业，与
俄罗斯经贸代表团精准对接。

经贸团在青岛考察期间，梁
山县专门组织了“梁山汽配专场”，
推介“梁山制造”。梁山县敢来“抢
单”，是有底气的。梁山已形成全国
最大规模的专用汽车产业集群。

这个俄罗斯最大经贸团，最
终达成意向贸易额37 . 4亿元。

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1-4
月，山东对俄罗斯进出口总额达
957 . 2亿元，超过了韩日和欧
盟，增幅达到100 . 9%，远超其他
国家和区域组织；其中对俄进口
721亿元，同比增长124 . 5%；山
东的主要进口商品中，原油排第
一大类，进口量3147 . 1万吨，同
比增15 . 1%，但进口货值却同比
下降了7 . 7%。

回到四年前，2019年1-4
月，山东对俄罗斯进出口总额为
299 . 25亿元，排在欧盟、东盟、
韩国、美国、日本、巴西之后。

能源变局下的山东机遇

能源是山东对俄贸易的最
大项。2022年1-10月，青岛港自

俄进口原油4600万桶，实现收
入330亿元，占全省三分之一。

今年2月正式挂牌运营的青
岛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整合了青
岛港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中国北
方油气中心等资源，现已落户96
家能源交易企业开展交易。

公开报道显示，今年一季度，
青岛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助力山东
省对俄贸易增长78%、稳居全国第
一，增速是第二名的5倍多。

山东“青睐”俄罗斯原油的
背后，是俄罗斯石油近年来挺进
中国市场的脚步。

2022年6月，中石油与俄罗斯
石油公司签订长期供油协议。2022
年第四季度，我国地炼启动原油
进口后，俄罗斯一直位居头号原
油贸易国。随着中国逐步放开原
油进口配额，俄罗斯率先抢占地
方独立炼油厂市场。凭借地方独
立炼油厂的订单，俄罗斯已有多
个月份对华原油出口超越沙特。

作为国内能源生产和消费
大省，山东拥有良好的油气等能
源产业基础，炼化能力占全国
20%，地方炼化能力全国第一。
2022年，山东港口进口原料油约
2亿吨，占全国进口原料油总量
的1/3。

俄罗斯帝王蟹游出新蓝海

山东对俄罗斯的进口贸易
中，能源、粮食、木材等资源型商
品是主流。2022年，日照港以近
1000万立方米进口量，首次跃升

为国内最大木材进口港，俄罗斯
是主要供应国之一。

现在，日照依托公、铁、海多
式联运能力，将俄罗斯优质木材
源源不断供给临港企业，成为岚
山区重点发展的临港产业之一。

俄国也是小麦、大麦和玉米
的出口大国。2022年2月，海关总
署发布公告，允许俄罗斯全境小
麦进口。第二个月，由山东高速国
储物流有限公司组织运输的中欧
班列(齐鲁号)首班俄罗斯大麦
专列顺利抵达济南。

这批俄罗斯大麦由俄罗斯
克列西哈(新西伯利亚)站发出，
经满洲里入境，最终抵达济南南
站。这是山东首次通过中欧班列
进口俄罗斯大麦。此前，俄罗斯
的葵花籽油、贝加尔湖矿泉水早
已来到济南了。

早在2019年10月，“齐鲁号”
就从莫斯科拉来整列高端面粉运
到济南，这是俄罗斯首次向中国发
送载有整列农产品的集装箱专列。

2020年3月，载有约5000吨
俄罗斯大豆的散货船停靠烟台
港，这是山东首批以海运散装方
式进口俄罗斯大豆。

今年3月16日，2000吨俄罗
斯豌豆搭乘中欧班列运抵青岛
西海岸新区，这是我国批准俄罗
斯豌豆对华出口后，运到国内的
首批俄罗斯豌豆。

随着双方贸易的深入，现在
山东人也可以享用远东的海产
品了。2018年，俄罗斯帝王蟹经由
韩国空运至青岛，首次实现由产
地通过全程空运方式直达中国。

2023年3月，50吨帝王蟹从
俄罗斯出关，经过4天直航抵达
青岛港，实现了青岛港鲜活水产
品进口业务零的突破。

据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
会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从俄
罗斯进口17783吨活帝王蟹，同
比增长16%。

“拓路者”山东港口集团

在山东和俄罗斯贸易往来
中，山东港口集团扮演了“拓路
者”角色。

6月1日，俄罗斯符拉迪沃斯
托克港正式成为吉林的境外中
转港口，这使得吉林和黑龙江可
以借符拉迪沃斯托克出海。

山东港口集团早已布局这
个远东第一大港。

借“远东杯”国际帆船拉力赛
这个青岛自主品牌帆船赛事，2019

年12月，山东港口集团总经理李奉
利访问符拉迪沃斯托克，青岛港与
符拉迪沃斯托克商港结为友好港，
探讨如何以山东港口为支点，推动
与俄罗斯远东航运的合作升级。

这一年，山东港口集团与俄
罗斯远东航运集团达成战略合
作。2021年10月，山东港口青岛口
岸首条俄罗斯滚装航线正式开通。

2022年9月14日，中国上合示
范区-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中俄
快线”首航，满载家电、纺织品、
生活用品等轻工业品的“联合财
富”轮自青岛港出发，4天后直达
符拉迪沃斯托克港，随后货物不
需滞留，即可搭载铁路去往莫斯
科等俄罗斯城市以及欧洲城市。

截至今年4月，从黄岛口岸进
出境的中俄货运船舶有200余艘。

与铁路运输相比，海铁联运
将极大改善“青岛—欧洲”集装箱
物流效率，提升3倍以上运力，节省
一半运输时间，降低了运输成本。

在日韩贸易增长渐缓情况
下，这条远东航线的开通，将带
来新的增长点，促使青岛港成为
对俄罗斯贸易的重要枢纽。

与此同时，山东港口集团也
在开发北极航线。

2017年，中国向俄罗斯提出
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北极航道穿
越北极圈，是连接北美、东亚和
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
其中，途经俄罗斯的东北航道，
西起西北欧北部海域，东到符拉
迪沃斯托克，是连接东北亚与西
欧最短的海上航线，这条通道可
缩短航程1/3，降低运输成本
40%。

2019年9月，山东省港口集
团和中远海运特运合作，从芬兰
赫尔辛基运回近3万吨纸浆到青
岛港，北极航线实现首航。

这也意味着，山东港口由此
彻底打通了东亚经北冰洋连接
欧盟的蓝色经济通道。

北极航线的价值不仅于此。
2022年10月，俄罗斯专业破冰油
轮“瓦西里”号，从俄罗斯西北部
城市摩尔曼斯克出发，穿越白令海
峡，将67000余吨石油运抵日照港，
然后驶往上海崇明维修。

穿越北极航线向中国输送
石油，比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常规
路线缩短一半。北极航道的开发，
无论从商业、能源还是货运安全角
度考虑，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随着俄罗斯物流业“向东
转”，重新聚焦亚洲和中东国家，
今年3月，山东港口集团与俄罗
斯最大物流企业德罗集团签署
合作备忘录，双方商议建立合资
企业，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

德罗集团拥有俄罗斯最大
的集装箱船队和装配平台。来自
澎湃新闻的报道称，“去年俄罗
斯与中国的集装箱周转量，占俄
罗斯国际集装箱总周转量的
50%以上，与山东港口集团成立
合资企业，将能提供更好的服
务，使中国货物运往俄罗斯的时
间减少15%—20%。德罗集团预
测，这个合资公司年集装箱周转
量，在2年内可达到5万至20万标
箱的水平。”

俄罗斯加码向东看时，山东
港口群打造东北亚地区桥头堡
的历史性机遇也来了。

俄罗斯正加码向东
看。新一轮变化中，中俄贸
易爆发性增长，东北经济
焕发“第二春”。如何抢抓

“东北亚”机遇？山东也正
在加码和俄罗斯的贸易往
来，在能源、粮食、汽车等
领域迎来更深度的合作。

记者 陈丹

7月2日，“文化济
宁”高铁从济宁北站呼
啸出发，驶向北京南站。
这是由济宁北站始发直
达北京的首趟高铁，不
仅能满足城市间的商
务、旅游等多样化出行
需求，还能有效带动城
市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互动，推动济宁以高铁
速度融入首都经济圈。
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
地，“文化济宁”这一品
牌也将随高铁一起驶进
周边城市，驶向更广阔
的未来。

为何开通此趟列
车？高铁济宁北站运行
以来，北京方向一直是
最热门的线路之一，每
逢节假日和寒暑假，该
方向的客流激增，而“文
化济宁”高铁(G386次
列车)途经曲阜、济南、
沧州、天津等地，终点设
在北京南站，有力缓解
了济宁主城区出行该方
向的交通压力。

济宁市交通运输局
党组书记、局长李运恒
介绍，当天开行的“文化
济宁”高铁朝发夕回。回
程车次也由北京南站始
发，途经廊坊、天津、济
南、泰安等地，22时前即
可到达济宁市区，填补
了17时至20时这个时间
段从北京返回的列车空
缺，方便了经常往返济宁、北京两地
的商务人士出行，将进一步提升济
宁的城市能级。

济宁作为京津冀“2+26”通道
城市之一，对于融入首都经济圈(京
津冀协同发展)具有区位优势，也拥
有借势发展的强烈愿望。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疏解北
京的非首都功能是“牛鼻子”。多年
来，济宁始终把京津冀招商摆在重
中之重位置，突破全员招商、驻点招
商，设立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有效促
成中国建材、中国煤炭科工等一批
大项目相继落地。

5月，以“汇聚京津冀、促进新合
作”为主题，2023年济宁市(北京)招
商引资推介会暨重点合作项目签约
仪式在北京举行，有意向到济宁投
资的企业，也在用心找寻发展商机。

通过持续实施“制造强市”战
略，济宁已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强
大的承载能力。高端装备、高端化工、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发展迅猛，涌
现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山东省瞪羚企业”。

一流的营商环境也逐渐成为济
宁的“金字招牌”。珞石(山东)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就是济宁承接北京产
业转移的一个缩影。如今，珞石(山
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已成长为山
东省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公司、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

当前，济宁正处于加速蝶变的
黄金时期，发展机遇前所未有。“文化
济宁”高铁的开通，将进一步缩短时空
距离，加快济宁与沿线城市的互联互
通，赋能济宁融入首都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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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日照港以近1000万立方米进口量跃升为国内最大木材进口港。

俄罗斯帝王蟹可空运直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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