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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另

一头则是消费实力强劲的海外市场，在中国义

乌国际商贸城，中欧班列已经成为义乌小商品

“走出去”的物流首选。“比海运快，比空运便

宜。”在这里做生意的老外慧眼独具，简洁明了

地总结出中欧班列的优势。

尼泊尔中国工商会义乌办事处首席代表毕

需努在义乌工作生活了20多年，经营义乌与尼

泊尔间的商品贸易和物流专线，把义乌小商品

发到加德满都，再销往尼泊尔全境。随着“一带

一路”不断推进，他可以更便捷地把义乌的小商

品运到尼泊尔。

“中欧班列开通之前，义乌的货物大多走海

运加铁路，或者走公路到新疆的口岸再换铁路

出口。那时候发货不太方便，海运需要60多天，

卡车也要两个星期左右。”他说，中欧班列开通

之后，义乌商贸活动日益繁荣，不仅因为铁路成

本低，而且“一带一路”也是很多国家支持的事

情，安全性更有保障。

如今，早在义乌娶妻生子的毕需努已经扎

根中国。当好中尼友好商业往来的桥梁，是他

的目标与夙愿。“借助奔驰的‘义新欧’南亚班

列，能让义乌小商品运到尼泊尔，希望更多尼

泊尔的药材也能来到中国，带动当地的产业

发展。”

在“钢铁驼队”的一次次循环往复中，国际

贸易迎来新机遇。如今，西班牙的红酒、德国的

汽车配件、俄罗斯的伏特加、捷克的水晶杯等

“洋货”，也通过中欧班列来到中国。

走在义乌商品市场，瑞典人佩吉显得轻车

熟路。“过去我在瑞典做批发商，还拥有一家超

市，现在我在中国也从事类似的批发业务。”他

说，如今有更多的货运方式供他选择，中欧班列

就非常方便，能从中国的很多地方抵达欧洲。

“如果要把商品进口到中国，运输时间短是

非常重要的。这就意味着我不必保持那么多的

库存。”佩吉说，借助四通八

达的中欧班列，打通贸易

“最后一公里”，中国消费者

能获得更新鲜、更优质的商

品供应，他的生意也能越做

越大。

阡陌变通途
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更快更便宜
中欧班列成为物流首选

有来也有往
拓展深化中欧经贸关系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

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7.7万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和

地区的217个城市，运送货物731万标箱，货值超3400

亿美元。十余年来，新时代的“丝路驼铃”为欧洲与中

国的企业带来多重机遇，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欧经

贸关系。

德铁货运公司是欧洲最大的铁路货运公司，也是

最早参与中欧班列的德国企业之一。“过去十余年，中

欧班列成绩斐然。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班列，运输各

种各样的商品，例如汽车、汽车零配件、奢侈品、电子

产品等，这对中德两国的贸易和工业都尤为重要。”

德铁承亚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弗兰

克 ·修尔彩告诉记者，“中欧班列-上海号”开行两年

来，德铁与上海平台合作无间。“我们准备继续增加业

务和班次，因为上海和汉堡都是‘一带一路’上非常重要

的大城市，对于汉堡这样的港口城市来说，有一条连接

港口的火车线路极其重要，将显著增加其业务量。”

近年来，波兰乳制品在中国成为网红爆款，其中

的大部分产品就是通过中欧班列直接运到武汉、成

都、重庆等内陆城市。波兰投资贸易局驻华办事处中

国区首席代表尤德良表示，在波兰东部和白俄罗斯西

部的边境交界处，一个名叫马拉舍维奇的小村庄已经

发展成为中欧班列线路上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

“马拉舍维奇现在非常出名，从那里到华沙，到波罗的

海最大的港口格但斯克，或者波兰的其他大城市波兹

南、罗兹等，都有直达铁路线，将中国产品集散到欧洲

各地的同时，也能把很多欧洲产品集中到波兰。”

罗马尼亚工商联合会驻华首席代表罗伯特则告

诉记者，呼啸而来的中欧班列通过中部通道前往里

海、黑海，到达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港口，而大部分从

罗马尼亚运回中国的产品则是测量仪器和各种设备

等。“我相信，未来在中部通道以及里海和黑海地区，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运输。”

更多企业利用中欧班列的便捷运输通道，加速产

品出口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在过去几年中，全球供应

链的中断让我们更加频繁地使用中欧班列，确保能向

客户提供商品。”道依茨（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亚

太区供应链管理总监马丁说，借助中欧班列，公司积

极开展双向贸易，既从中国向欧洲出口，以确保其在

德国生产所需的零部件供应，也进口发动机和各种零

部件到中国，“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真正帮助我们

前进，扩大业务并确保生产。”

飞驰在欧亚走廊的中欧班列，也让“中

国铁路”的故事不断延伸。一系列跨国

家、跨地区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项目的加

速落地，为跨境物流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更

好的环境和基础，也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社

会经济发展。

“匈塞铁路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

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极大地促进了

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两

国间将实现高效便捷的铁路运输，推动沿

线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中铁电气化局

集团（匈牙利）有限公司首席翻译乔治说，

匈塞铁路的建设不仅为当地提供了大量

的工作机会，在铁路施工中所需要的建筑

材料和设备也为当地的相关产业提供了

商机。

2022年6月25日，历时近八年建设的

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开通，成为连接中国

及东南亚“泛亚铁路”的重要通道之一，也

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交通支点工

程。根据孟加拉国官方估算，帕德玛大桥

的通车，可推动孟加拉国GDP每年增长约

1.5%，惠及8000万人口，全国贫困率将降低

0.84个百分点。

在当地，帕德玛大桥被称为“梦想之

路”“希望之路”。这些称号的背后，是孟加

拉国人民对这座桥的深深渴盼。中国中铁

孟加拉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项目三分部

安全经理耐德至今仍奋斗在此。他说，帕

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

连缅甸西接印度的重要国际铁路运输线

路，极大带动孟加拉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孟

加拉铁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我们有了更多的合约和机会”“我们

会向全球合作伙伴推荐铁路运输”“中欧班

列对国际贸易带来促进作用”“过去十年，

中欧班列的增长和发展令人惊叹”……在

采访中，开创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的中欧

班列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点赞。尽管中

欧班列的行程漫长而又遥远，但每次的旅

程都是贸易往来和国际友谊的见证，更为

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累计开行7.7万列
通达欧洲25个国家和地区
运送货物731万标箱
货值超3400亿美元

本报记者 张钰芸

穿越河流和山脉，横跨辽阔的大地，当列车轰鸣声替代古代的驼铃声，沉睡的
古丝绸之路开始苏醒。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作为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的重要载体和纽带，中欧班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功不可没。
日夜不息，驰骋万里。经过十年的探索发展，“钢铁驼队”已从“初出茅庐”变为

“双向奔赴”：一边是数以万计的中国商品通过中欧班列销往世界，成为广受青睐的
畅销品；另一边是来自全球的高货尖货蜂拥而来，进入更多中国寻常百姓的家中。
当铁轨上的新丝路越跑越快，相隔千山万水的人们共同感受到了经贸互通带

来的互利互惠。阡陌延展的铁路网，更是成就了一片片发展的热土，成为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

从“初出茅庐”
到“双向奔赴”

    年  月  日
星期三

中
欧
班
列

5


